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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县从沉甸甸的远古走来，历代祖先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这是徐闻县千秋兴盛

的根基。从 2012 年 6 月开始，县历史文化研究工作领导小组牵头组织有关人员潜心研究

古籍史料，编写出版《大汉徐闻两千年》一书，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丰富翔实、绚丽多彩的

历史图景。

徐闻县，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土红地绿，三面环海，天蓝水美，是历朝经略雷州半

岛、海南岛和南海疆域的前沿要地，是粤西文明的发祥地。早在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就

设置徐闻县，并开辟徐闻港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当时的徐

闻，是郡、州级行政区所在地，合浦郡、珠崖郡、齐康郡、合州、徐闻郡都曾设治所于此，

达六百余年，影响深远。

两千多年前，徐闻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其港商贾云聚，百舸争流，对外贸易

盛极一时。班固《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

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县南七里与崖州澄迈

县对岸，相去约百里。汉置左右侯官。在此屯积货物，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

‘欲拔贫，诣徐闻’。”这条作为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汉朝对外贸易

的兴盛，加强了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徐闻县也因港口的兴盛而成为多种文化交汇地，外来文化、中原文化、岭南文化、闽

南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激荡、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

新型徐闻文化。这种文化折射出徐闻先民敢为人先、开放兼容、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等精

神，成为徐闻千百年来传承发展的力量之源。

岁月湮没不了昔日的辉煌。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我国文化考古工作者几经努力，

不畏艰辛，终于拨开徐闻的历史尘封，在东起龙塘镇那泗村西至西连镇田西村南部沿海地

区，先后发掘了三百多座汉墓，出土了大量海外舶来的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等饰物，

这些珍贵的历史物品，向人们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的繁荣与富庶，成为徐闻文化最珍

贵的宝藏。更令人惊喜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南山镇二桥村后坡发现了汉置徐闻县治遗址。

2000 年 6月和 2001 年 3 月、11 月，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三次赴徐闻考察调研论证，确认徐闻港（今南山镇二桥、南

湾、仕尾的半岛形岬角）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保护和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对徐闻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不仅是徐闻的，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入发掘海上丝绸之

路始发港文化内涵，打造“大汉三墩”旅游文化品牌，推动历史文化与海峡城市建设、旅

游经济发展相结合，有助于徐闻参与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融入北部湾经济区和海



南国际旅游岛，深化区域合作与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大汉徐闻两千年》一书集史料、文物、学术和保护、开发、利用于一体，考证典籍，

选其精华，图文并茂，对徐闻历史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演变、地位和影响做出真

实、客观的评断。该书的编辑出版，既匡正了徐闻的历史，又向人们展示了“大汉三墩”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历史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前景；既彰显与弘扬了徐闻历史文化的

优秀传统和应有价值，又告诉人们要珍惜历史，“鉴往可以知来”！穿越两千年，未来更美

好。徐闻，这块充满活力的红土地，这块充满神奇的汉港遗址，这块充满希望的生态环境，

在新的发展时期，将随着建设海峡城市和广东生态发展区而变得更加美丽。在党的十八大

精神指引下，徐闻县委、县政府一定会带领全县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凝聚力

量，同心协力去建设生态、富裕、文化、和谐的美好家园，让徐闻天下闻。

（鍾 力 中共徐闻县委书记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