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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汉墓群位于县城东南郊，主要分布在禁山、廉南、平田、杨家山、中站、廉北、

甬口、堂排等村委会辖区内，东西宽约 5.5 公里，南北长约 12.6 公里，总面积约 60 多平

方公里。在这片丘陵地带，有封土堆可见，经勘探编号立标的汉墓有 1200 多座，这是我

国现存的规模较大的古汉墓群。这些汉墓的墓葬结构以砖石居多，土坑较少。合浦汉墓群

于 1962 年公布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1981 年 5 月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l996 年 11 月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有悠久的历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10 月设置合浦郡。据《汉书·地

理志》记载，汉王朝使者，带着翻译和应募的商人，常常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合浦港

乘船下海远航，与越南、缅甸、印度、马来半岛、爪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和

地区，进行交往贸易，成为我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合浦之所以成

为当时的重要通商口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从合浦溯南流江，越过与北流江的分水坳，

经过梧州溯桂江，再经灵渠，可进入湘江和长江流域。这条水道曾经是沟通中原、岭南与

东南亚一带的重要交通线，特别是东汉前期，由于公元前 117 年匈奴占领河西走廊的大部

分地区，西域的陆路受阻，南方的海路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

景，合浦威为汉代岭南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是迭官显贵，富豪巨贾云集之

地。由于汉继奏盛行厚葬之风，南来的官吏、将佐及迁居移民等死后葬于合浦，陪葬品较

多。因此，在合浦县城郊遗留了大批珍贵的汉代墓葬。这批墓葬及其丰富珍贵的文物，对

于考证合浦郡故址及汉代合浦港遗址，研究客观存在代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研究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与联系，研究我国古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及

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进行商贸交往、科学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是

汉代建置合浦郡遗留下来的重要历史佐证。

合浦汉墓郡遗存的地下文物十分丰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汉墓群的

保护和利用，为配合地方政府开发建设，已发掘清理了汉墓四百多座，出土各种文物逾万

件。这批文物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极高的历史、科学研究价值、艺术观赏价值。合浦县

博物馆存有汉墓出土文物、清代书画和扇面为主的藏品共五千余件，其中国家一级品 21

件，二级品 156 件，馆内陈列有青铜器、陶器和琉璃、琥珀、玛瑙、水晶和金银、玉石佩

饰品等。展品中铜风灯、铜屋、铜提梁壶、三足铜盘、铜魁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

干栏式结构的陶屋，显示出当地的气候环境和日常居住条件，东汉早期的铜提粱壶，至今

仍保存半壶陈酒。汉墓出土的铜凤灯、铜仓、玻璃杯、玉佩、玛瑙等一批文物，曾多次上

京和出国展出，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合浦汉墓群，国家文物局、自治区政府、北海市政府、合浦县政

府先后拔款，在汉墓保护区内选择汉墓比较稠密、位于县城东南的文昌塔附近、南北二级



公路与县城至乾江公路交叉处建立了汉墓博物馆，汉墓博物馆所有的建筑物均为仿汉代岭

南特色民居风格，文物陈列区正面为仿汉代陵墓神道形式，以突出“陵墓”的特色。还在

原地复原了汉墓保护棚。该馆主要收藏历年出土的汉墓文物及部分传世文物，以陈列、收

藏、复原、保护、研究合浦汉墓为宗旨，结合开展文化娱乐、风味美食、文物复制品、工

艺品展销等旅游服务项目，融文物陈列与旅游商业于一体，使合浦汉墓博物馆不仅是收藏、

保管、研究历史文物的场所，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和游乐的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