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合浦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东经 108°51′~109°46′，北纬 21°27′~21°

55′)，濒临北部湾，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全县行政区域面积 2762 平方千米，总

人口约 108 万。合浦县东与广西博白县、广东省廉江市相邻，西与钦州市钦南区交界，北

与钦州市浦北县、灵山县接壤，南界西段临海，海岸线长 308 千米，中、东段毗邻其所属

的北海市。

合浦得名于“江海交汇之处”，其历史悠久，且经 2100 多年，地名从未变易。自汉武

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设郡县后，合浦迅速发展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中心之一，是汉王朝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现存规模宏大的汉

墓群，是合浦曾经繁华的历史见证。各级政府历来重视合浦汉墓群的保护，1962 年，合浦

汉墓群由合浦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1981 年，合浦汉墓群由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合浦汉墓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汉墓群分布于西门江以东的县城及其东、南、北三面，面积约 68 平方千米。据

2001 年统计，墓葬群范围内的地表上可见封土堆 1056 个。从历年多个墓区的勘探和发掘

情况来看，有封土堆和无封土堆的墓葬比例接近 1:9，以此估算，地下墓葬的埋藏量有上

万座之多。近 30 年来，随着合浦城区的建设和扩张，对一些墓葬依法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墓葬数量呈减少趋势，但合浦汉墓群仍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墓葬群之一。其发

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截至 2013 年，发掘古墓葬数量已超过 1200 座，以汉墓居多，其

次为三国墓，还有少量晋墓和南朝墓，发掘出土的文物总数多达 2 万件。按构筑材料和方

式不同，汉墓可分为土墩墓、土坑墓、木椁墓和砖室墓四类；按年代划分，可分为五期，

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东汉晚期。

汉初时期提倡“以孝治天下”“事死如事生”，所以办理丧事要“厚资多藏，器用如生

人”，死者衣食住行相关的生前用器或模型明器，悉数放入墓中，让死者在阴间过上同样

的奢华生活。这种丧葬观念和埋葬习俗使汉代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厚葬之风，合浦汉墓则

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合浦汉墓群出土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

另有金器、银器、铁器、玉石器、珠饰，还有少量骨器、竹木器、漆器等。陶器、金器、

玉石器、珠饰等因质地坚硬耐腐蚀，大多保存完整；由于埋藏环境潮湿，土壤偏酸性，铜

器、铁器、银器保存状况较差；竹木器、骨器、漆器等多已腐朽，但仍可大体判断，不失

其重要价值。考古工作者通过深入挖掘墓葬内涵信息，探讨汉代合浦的农业、手工业、商

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等生计模式，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形成和族群迁徙等内容，进一步

研究墓葬群与城市、港口的时空关系，为复原合浦汉代社会提供依据，为研究岭南乃至中



国汉代社会提供重要的区域性资料。同时，合浦汉墓研究在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以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

最具地域特色的，是合浦汉墓出土了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除带去的黄金

杂缯外，主要是作为奢侈品输入的珠饰和香料。珠饰包括玻璃、石榴子石、琥珀、水晶、

绿柱石、绿松石、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金珠等 10 个种类。一些非贸易品，如波

斯陶壶、铜钹等也随之传入合浦。上述器物，大多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

随着贸易而开展的文化交流，使一些外来文化元素逐渐融入本土器物中，如勾画外来人种

的胡人俑、与西方有翼神兽关系密切的羽人铜座灯和反映佛教海路南传的钵生莲花器等。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在平定岭南、设置郡县后，即遣官方使团从合浦郡的徐闻、

合浦两港出发，驶离日南边关，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即汉代海上丝绸

之路。这一远洋贸易航线的正式开通，使合浦、徐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从

目前两地出土文物来看，又以合浦最为繁荣。通过对合浦汉墓及其出土相关文物的梳理和

研究，使得当时海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轮廓渐显，从而印证了《汉书·地理志》的相关记

载。合浦港作为航线东端的起点，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直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并通过

它们与西亚、地中海地区建立起了间接联系，从而构成庞大的中西海路交流网络。

合浦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2017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

书记到广西考察调研，首站来到北海市。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饶有兴趣

地参观了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览。汉墓出土的波斯陶壶、罗马玻璃碗以及各类精美的

珠饰，见证了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解这些文物

的年代、特点、来源，询问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有关情况，说这里有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总书记的高度评价，极大提升了合浦汉墓在国内外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

的影响力。

甲子回眸，合浦汉墓的发掘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的文物考古工作者（1955 年 5

月至 1965 年 6 月，合浦县先后为广东省合浦专区、广东省湛江专区所辖），到之后的广西

文物考古工作者，丰硕成果浸透了几代人辛勤的汗水。我们乐见其成，以此书做系统的回

顾和展望，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以促进合浦汉墓的研究和保护更上新台

阶，为合浦汉墓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