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北部湾地区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

通道。因为古代航海造船技术不发达，所以航海活动基本保持在近海地区，以便利用沿线

岛屿、大陆海岸等地标导航，进行商品贸易的同时，获得充足的食物补给。广西北部湾地

区地处低纬度的信风带，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常年不冻的良港，还有内河连接海洋、辐射

内陆，为沟通中原和出海航行提供了便利条件。岭南地区先民们利用沿海、沿边的地理优

势，面向海洋的探索早已开始，在基于官方保障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后，随着建

置的变化，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贸易对象、商品和规模等又有诸多不同。因此，在探讨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之前，有必要了解北部湾地区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方面的一些知识。

一、陆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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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位于中国南海海域北部，东起雷州半岛、琼州海峡，东南为海南岛，北至广西

壮族自治区，西迄越南，面积约 44238 平方千米。

北部湾东部的雷州半岛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东邻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

雷州半岛地形单一，起伏和缓，以台地为主，海积平原为次。雷州半岛地表水缺乏，河流

主要有南渡河、西溪河、通名河。

东南部的海南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对，西濒北部湾与越南相望，南临辽阔的

南海和太平洋。海南岛中部高，四周低。地形以山地和台地为主，从中心向外，山地、丘

陵、台地及平原依次呈环状分布。河流从中部山地发源，呈放射状分布，独流入海。河流

多且短小，较大的有南渡江、昌化江和万泉河。

西部的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侧，背靠大陆，东邻南海。陆邻中国、老挝、柬埔寨。越

南领土狭长，其中四分之三为山地、丘陵和高地，长山山脉自蓝江南下，延绵于越南、老

挝、柬埔寨边境。除北部的红河和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外，平原十分狭小。红河三角洲土

壤肥沃，水利条件优越，是越南北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越南境内河网密布，红河为北部

最大水系。红河发源于中国，在中国境内称元江，呈西北－东南流向，自河内以下水道纵

横，接纳多条河流后分汊入海，注入北部湾。

北部的防城港、钦州、北海自古以来就是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出海通道，是沟通我国

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并进行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下文以广西北部湾地区为中心，重点介绍广西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气候、地貌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疆(东经 104°28′~112°04′，北纬20°



54′~26°23′)，地处亚热带，是中国 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沿海自

治区。广西的陆地周边分别与我国的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及越南接壤。广西位于

低纬度地区，太阳入射角大，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每年有两次垂直照射，气温较高，太阳辐

射能较强。且低纬度地区处于信风带，由于地球各处气温、气压不同，空气会从副热带高

气压带朝赤道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带流动，在地球自转作用下，赤道北侧刮东北信风，赤道

南侧刮东南信风。古代商人们常借助信风吹送往来于海上进行贸易，故也称为“贸易风”。

广西属于我国南方多山省（区）之一，山脉连绵，山区广大，尤以桂西北、桂东北和

桂西南分布最为集中。大容山地处郁江平原与玉林盆地之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于北

流、容县、桂平和玉林 4 个县（市）。山地两侧河流往往沿断裂带发育，分别注入郁江、

南流江及北流河。山地北部为郁江－浔江谷地，南部为玉林－南流江谷地。玉林盆地地势

低平，是沟通南流江和北流河的重要区域。越城岭和海洋山为桂东北地区的屏障，两山之

间的谷地较低平，联结湘江和漓江上游谷地，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要道，被喻为“湘

桂走廊”，或称“兴安隘”。秦始皇时期，朝廷利用该地的有利条件，开凿了灵渠，沟通了

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

丘陵面积仅次于山地面积，遍布广西各地，其中以桂南分布最广，往往集中成片。丘

陵光热条件好，坡度较小，土层较厚，适宜农、林、牧各业综合利用，是广西重要的农业

产区之一。

平原主要分布于各大小河流沿岸、山间盆地、海滨及河口三角洲等。平原一般土层深

厚，土壤肥沃，光热充足，农业生产条件好，多为稳产高产农田，是广西粮、油、糖等的

生产基地。合浦平原位于南流江下游，即南流江断陷带的最南端，平原沿河谷呈东北－西

南向的长条状分布，由河流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平原两部分组成。合浦平原地势平坦，光热

充足，水利条件好，是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盛产稻米、花生和桑蚕丝等。

（二）水系与河流

我国古代交通多依赖水路，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与连接大海、辐射内陆的

河流关系密切。广西河流众多，年径流量大，有西江、桂江、南流江、北流河等，自古以

来就是重要的航道。据统计，广西集雨面积 50 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 987 条，其中流域

面积 100~300 平方千米的有 341 条，300~1000 平方千米的有 135 条，1000 平方千米以上

的有 69 条。全广西河网密度为 0.144 千米/千米 2。以上河流分属西江、长江、独流入海

及百都河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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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图 2-1 广西主要河流分布示意图

1．西江水系

两江水系在广西境内分布最广，集雨面积占广西土地面积的 85.7%。西江干流大致顺

地势自西北流向东南，横贯广西中部，由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等河段组成，其上源

为南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马雄山。西江干流全长 2216 千米，流经广西境内长 1867

千米；流域面积 20.2 万平方千米，占广西总面积的 85.5%；由西江干流及其大小支流构成

的西江水系是广西最大的水系，其中集雨面积 50 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 833 条，主要干

支流有红水河、柳江、郁江、桂江、贺江等，大小支流分别由南北两侧汇入横亘中部的干

流，形成以梧州为总出口的树枝状水系。

红水河与柳江汇合后称黔江，西汉时期称潭水。黔江自象州县石龙三江口起至桂平市

汇郁江河口止，流经象州、来宾、武宣、桂平 4 个县（市），全长 124 千米。黔江上承红

水河、柳江，下接浔江、郁江，位于西江干流的中下游河段。郁江西汉时期称郁水，上承

左江、右江，下接浔江、黔江，自邕宁区宋村三江口起至桂平市黔江河口止，全长 424 千

米。黔汀与有郁江汇合后称浔江，自桂平市东侧黔江、郁江交汇处至梧州市桂江河口止，

因桂平、平南古属浔州辖地，故名。浔江上承郁江、黔江，下接桂江、西江，全长 169 千

米，流经桂平、平南、藤县、苍梧和梧州 5 个县（市），终年船舶川流不息，是广西水运

最繁忙的黄金水道。

北流河是西江干流上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北流市平政镇上梯村，由南向北流经市区转



向东北经容县、藤县注入浔江。

2．长江水系

长江水系分布于广西东北部，集雨面积 50 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 30 条，广两境内流

域面积 8283 平方千米，占广西总面积的 3.5%；主要河流有湘江、资江，分别为湖南湘江、

广西资江上源，汇人洞庭湖后注入长江，其中湘江在兴安县城附近通过秦代开凿的灵渠，

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一起。

湘江流经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的湘桂走廊，正源（东源）海洋河，发源于兴安县白石

乡的

石梯。海洋河往北流至兴安县分水塘与灵渠汇合后称湘江，流经兴安和全州，在全州

县庙头镇叉江村流入湖南，于湘阴县注入洞庭湖。湘江干流全长 844 千米，流域面积 94660

平方千米。自分水塘至湖南省交界处，干流长 123 千米，天然落差 90 米以上。两岸支流

短小，分别发源于越城岭和都庞岭，从两侧向湘桂走廊汇流，河谷狭窄，滩多、水急、落

差大。河流两岸发育有狭长的洪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广西境内湘江支流众多，主要

有灌江、宜湘河、万乡河等。

资江，古称夫夷水，发源于猫儿山东北侧，向东北流至资源县梅溪乡随滩村附近入湖

南省新宁县，在湖南益阳市汇入洞庭湖，全长 713 千米，流域面积 28142 平方千米；在广

西境内河长 83 千米，流域面积 1404 平方千米。广西境内资江两侧支流众多，呈平行羽状

分布，流程短，落差大，流域面积小，其中流域面积较大的有梅溪河和瓜里河。

3．独流入海水系

独流入海水系分布于广西南部的钦州、北海、防城港和玉林等地，注入北部湾，共有

河流 123 条，流域面积 2.4 万多平方千米，占广西总面积的 10.2%。较大河流有南流江、

钦江、大风江、防城江、北仑河、茅岭江、九洲江等。

南流江发源于北流市大容山南侧，向南流经北流、玉林、博白、浦北、合浦 5个县（市），

于合浦县注入廉州湾，河长 287 千米，流域面积 8635 平方千米，是广西独流入海第一大

河。南流江为合浦、北海至玉林福绵区船埠的一条重要江海直通水运航线，过去水运相当

繁忙，沿江有党江、石湾、常乐、张黄、江口、博白、船埠等主要港埠。

钦江发源于灵山县东北部的罗阳山，沿钦州断裂带自东北向西南流经灵山、钦州，注

入钦州湾。河长 179 千米，流域面积 2457 平方千米。

大风江又名那彭江，发源于灵山县伯劳乡万利附近，流经钦州的那彭、平银、东场，

在沙角河口处注入三娘湾。

4．百都河水系

百都河水系经广西西南部的那坡县，进入越南后经松甘河汇入红河，注入北部湾，在



广西境内流域面积 1454 平方千米，占广西总面积的 0.6%。百都河发源于我国云南省富宁

县郎恒乡龙能山，干流流经那坡县百都乡、百省乡和百南乡，干流从百都到百南段称百南

河，也称那孟河。主要支流有那考河、下华河、红泥河等。

二、海洋环境

北部湾位于北热带，年均气温 22.7 摄氏度，年降水量 1300~2500 毫米，年均气压 1011

百帕。湾内波浪小，风力一般不超过 6级，水域平静，为建港、渔业及海洋工程的建设提

供了良好条件。台风多出现在 6~10 月。水深一般 20~50 米，最深不超过 90 米。湾内海底

平坦，由东北渐向西南倾斜，倾斜度不及 2度。海潮每日发生一次，海流徐缓。流入北部

湾的主要河流有中国的九洲汀、南流江、大风江、钦江、防城河、北仑河、昌江及越南的

先安河、红河、马江等。主要港湾有中国的安铺港、铁山港、钦州湾、珍珠港、洋浦港及

越南的下龙湾等。岛屿众多，主要为中国的涠洲岛、斜阳岛及越南的拜子龙群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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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钦州和防城港三市濒临北部湾。海岸线全长 1595 千米，海岸曲折，港湾水道

众多，且多深入内陆，水深且避风条件好，故多天然良港，是我国港口资源最丰富的岸段

之一。北海、钦州、防城港皆为中国大陆距东南亚、南亚诸国最近的港口。从防城港至越

南海防仅 40 海里，往南可直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南

昆铁路开通后，云南、贵州、四川的货物从防城港出海，对比从广州、湛江出海，仅陆路

运输就分别缩短 680 千米和 380 千米。海上运输从北部湾到中南半岛、东南亚、非洲和西

欧各大港口，相较从上海出发节省了大量里程。广西沿海港口潜力巨大，全部开发后，年

吞吐量可满足广西，甚至整个大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往来发展的需要。

位于现越南中部、北部的重要港口有岘港、海防、河内。岘港位于越南海岸线中段，

地处翰江（岘港河）口的岘港湾南岸，海湾呈马蹄形，港宽水深，南北两侧有山脉作屏障，

地形险要，交通便利，为越南中部重要的军事港口和著名的贸易口岸。海防位于红河三角

洲东北端，东南濒临北部湾，为越南北部最大的海港城市，1874 年建为海港，水陆交通发

达，既是越南首都河内的海上门户，也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和稻米集散区。河内位于红河三

角洲两北部，东南距红河口 100 千米，东北距中国友谊关 140 千米，为越南北部重要的水

陆空交通枢纽。河内古称龙渊、龙编，1010 年李朝在此建都，将“大罗城”改名为“升龙”，

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南亚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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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是中国重要热带渔场，可供捕捞的海区有 40 多处，鱼类达 500 多种。北部湾

海涂辽阔，工业污染少，底平沙细，水质优良，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丰富，适宜发展海产

养殖业。北部湾海域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近岸海区海水营养盐丰富，温度和盐度适中，为

海洋生物生长、繁殖和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是发展晒盐业、海产养殖业和海洋化工业

的良好场所。



广西近海生物种类和生物量较高，主要经济生物资源有鱼类、对虾、青蟹、海参、珍

珠贝等。北海以莺歌岛为中心有湾中、湾北和湾南外海三大渔场。北海营盘（1994 年从合

浦县划入）及防城珍珠港是两大珍珠贝主产区，北海附近有杨梅、珠砂、乌泥、青樱、白

龙、断网、平江七大天然珠池。

广西沿海具有较好的海水制盐的天然条件。海水含盐量较高，热量充足，蒸发量大，

常年风力较强，有利于海水蒸发，沿岸也有广阔平坦的滩涂，为发展海水制盐提供了良好

场所。自唐宋时期以来，廉州（今合浦）就是重要的海盐生产和集散基地。廉州海盐经水

陆联运贩卖至西南地区，是宋代横山寨博易场上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

三、历史沿革

先秦时期，北部湾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交往。及至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统一岭南，置桂林、象和南海三郡，将北部湾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越南中部、北部地区古称“交趾”，秦至南越国时为象郡地。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后，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于此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从秦置三郡至 10 世纪中叶，

史称“郡县时代”，越南又称“北属时期”。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 年），吴权击败南汉军

队，自立为国。至宋开宝六年（973 年），丁部领建立丁朝。不久，丁朝遣使请封于宋朝，

宋朝作为宗主国接受其为藩属，由此正式拉开中越两国宗藩关系的帷幕，历经宋、元、明、

清各朝代，延续近千年，直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终结。

雷州半岛在汉代为合浦郡下属徐闻县地，吴晋南朝、隋代时略有增废，但基本仍属合

浦郡。唐代属容管经略使。宋代属广南西路，设雷州。元代为雷州境，属海北海南道宣慰

司，隶属湖广行中书省。明初转隶广东行中书省。清代因袭之。

海南岛汉代属珠崖、儋耳两郡。唐代属岭南西道，先后设崖州、儋州、振州、万安州、

琼州等。宋代设琼州及昌化、万安、朱崖三军，属广南西路。元代设乾宁军民安抚司，南

宁军、万安军、吉阳军，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隶属湖广行中书省。明初转隶广东行中书

省，设琼州府。清代因袭之。

广西地区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距今约 80 万年前，百色盆地一带就有人类居住。

先秦时期，居住于广西地域的“骆越”“两瓯”“苍梧”三大部落，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交

往。经过历代演变（表 2-1），形成当今广西的行政区域范围。

表 2-1 广西历史沿革表
[5]

朝代 隶属关系 说明

秦

桂林、象郡、南海

郡、长沙郡、黔中

郡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设置的三十六郡中，长沙郡零陵县辖今

全州、兴安、资源、灌阳等县，黔中郡辖今三江、龙胜等部分边地。秦始皇

帝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置桂林、象、南海三郡，桂林郡在今广西境内，

象郡辖广西西部、越南中北部，今贺州、藤县、岑溪等市县部分属南海郡。



朝代 隶属关系 说明

汉

南越国

高帝三年（公元前 204 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辖桂林、象、南海等郡地。

除全州、兴安、资源、灌阳、西林、隆林等地外，今广西大部分辖域列入南

越国版图。高帝五年（公元前 202 年）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其镡城县辖今

三江、龙胜等地。

郁林、苍梧、合浦、

零陵四郡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武帝平定南越，将南越国析置南海、苍梧、郁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同年平定夜郎、且兰等置牂牁

郡，并在广西东北部置零陵郡。郁林郡全部及合浦、牂牁、苍梧、零陵四郡

的部分地区俱属今广西辖域。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全国初置十三州刺

史部，郁林、苍梧、合浦等郡属交趾刺史部监察，武陵、零陵等郡属荆州刺

史部监察，牂牁郡属益州刺史部监察。建安八年（203 年），交趾刺史部改称

交州。

三国
孙吴的交州、广州、

荆州及蜀汉的益州

永安七年（264 年）分交州置广州，并调整两州辖县。今广西辖域内合浦郡

属交州，苍梧、郁林、桂林、高凉四郡及合浦北部都尉属广州。始安、临贺、

零陵、武陵四郡属荆州。毋敛县、句町县属蜀汉益州的胖爿可郡和兴古郡。

晋
交州、广州、湘州、

宁州

合浦属交州。苍梧、永平、郁林、晋兴、桂林、宁浦等属广州。始安、临贺、

零陵属湘州。辖今广西西部的西平郡属宁州。

南朝

先属越州，后分属

桂、南定、安、南

合、东宁、

黄、龙、石、静、

成等十州。临贺郡、

零陵郡属湘州

泰始七年（471 年）始置越州，后相继设置桂、南定、安、南合、东宁、黄、

龙、石、静、成等十州。龙苏、封山二郡属越州。始安、齐乐、桂林、马平、

象、邵阳、安城、领方、晋兴九郡属桂州。宋寿、宋广、安京三郡属安州。

苍梧郡属成州。合浦、定川二郡属南合州。宁海郡属黄州。齐熙、黄水、梁

化三郡属东宁州。永平、建陵二郡属石州。郁林、桂平、石南三郡属南定州。

静慰、梁寿、开江、武城、逍遥五郡属静州。宁浦、岭山、简阳、乐阳四郡

属兴州。

隋
始安、永平、郁林、

宁越、合浦五郡

并入扬州，设始安、永平、郁林、宁越、合浦等郡。

零陵、熙平、苍梧、永熙等郡部分属县在今广西境内。湘源、灌阳、冯乘三

县属荆州零陵郡。桂岭县属荆州熙平郡。临贺、封阳、苍梧等县属苍梧郡，

郡境其他各县在今广东境内。永业县属永熙郡，郡境其他各县在今广东境内。

唐

属岭南道，分置桂、

容、邕三管，皆由

岭南节度使节制

成通三年（862 年）分岭南为两道节度，邕州为西道，又割桂管龚、象二州，

容管藤、岩二州隶邕管。

岭南西道下辖桂州、容州、邕州三管。桂管经略使，治临桂，下辖桂、梧、

贺、柳、富、昭、蒙、严、融九州。容管经略使，治容州，下辖容、义、禺、

白、顺、廉、绣、党、牢、钦、郁林、窦、潘、辩、罗十五州。邕管经略使，

治邕州，下辖邕、宾、贵、横、藤、浔、龚、象、思唐、田、澄、瀼、环、

峦、岩、宜十六州。此外，邕管还领有思恩、思同、左、思城、万承、万形、

思明、思陵、石西、龙、西原等二十一羁縻州。

五代基本沿袭唐制

仅在唐末基础上增置三州五县。

后晋天福四年（939 年），增置全州，划辖潭州所领湘川、灌阳二县。

后晋开运三年（946 年），增置溥州，划辖原桂州全义、广明二县。

南汉置常乐州，并置辖石康县、盐场县、博电县。



朝代 隶属关系 说明

宋 广南西路

端拱元年（988 年）设广南西路。

至道三年（997 年）将广南路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

广南西路治桂州（今桂林市），其中桂、容、邕、融、象、昭、梧、藤、龚、

浔、柳、贵、宜、宾、横、钦、白、郁林、廉、平、观等州在今广西境内。

大观二年（1108 年），原隶属广南东路的贺州改隶广南西路。

南宋，桂州改称静江府；宜州改称庆远府，并将平州、观州省入庆远府，白

州省入郁林州。

元 广西行中书省

原广南西路改隶湖广行中书省，称广西两江道宣慰司。

至元十三年（1276 年）广西始改州（军）为路，在路之上设置广西道宣抚司。

翌年，改为广西道宣慰司，隶属潭州行中书省。

至元十八年（1281 年）潭州行中书省改为湖广行中书省。广西道宣慰司随之

改隶。

元贞元年（1295 年）广西道宣慰司又改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

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改为广西行中书省。

广西行中书省下辖静江、南宁、梧州、浔州、柳州、太平、思明、田州、来

安、镇安十路，平乐、龙州二府，横、容、融、象、藤、贵、宾、郁林、贺

九州，庆远南丹溪峒等处军民安抚司一个。

另钦州、廉州二路由湖广行中书省的海北海南道宣慰司管辖，全州路亦由湖

广行中书省管辖。

明

广西行中书省，后

改名广西承宣布政

使司

洪武二年（1369 年）原隶属湖广行中书省的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改隶广西行中

书省。同年六月，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其钦廉两府改隶广东行中书省。

洪武九年（1376 年），广西行中书省改为广西承宣布政使司。

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原隶属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永州府的全州及其灌

阳县划归广西承宣布政使司。

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治桂林，领辖桂林、平乐、南宁、思恩、梧州、浔州、柳

州、思明、太平、镇安、庆远十一府，归顺、凭祥、向武、都康、龙州、江

州、思陵、泗城、田州九直隶州，安隆一长官司及安南一都统使司。廉州府

隶属广东承宣布政使司。

清 广西行省

将承宣布政使司改为行省，并对桂、黔、滇三省政区进行划拨调整，奠定三

省基本界限。

沿袭明朝十一府，增加由泗城直隶州改设的泗城府；有玉林、归顺二直隶州；

百色、上思二直隶厅。

钦州直隶州隶属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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