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清代南流江流域的商贸研究

——以伏波庙、天后官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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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河支线，自汉代至清代，为求航运平安，南流江

沿线建了不少供奉各种水神的庙宇，如供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伏波庙、供奉妈祖林

默娘的天后宫，就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且现存不少的重修捐资碑刻，从中可以窥探

清代南流江地区的盐运和商贸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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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南流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河支线，是南海古丝绸之路的内陆组成

部分。南流江沟通广西腹地与北部湾沿海地区，自汉代至清代，为求航运平安，沿线

建了不少供奉各种水神的庙宇，如供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伏波庙、供奉妈祖林默娘

的天后宫，就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地方祠庙，成为明清时期此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人员与物资交流的重要见证。南流江流域的商贸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
[2]
，但是仍有深

入研究的空间。

各种民间文献的大量报道，特别是现存于流域内的伏波庙和天后宫里的清代以来

的碑刻资料不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是深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材料，为研究当

地古代商贸发展情况提供了一个微观的窗口。为此，本文即以清代南流江流域的伏波

庙和天后官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庙宇内现存的清代碑刻材料，分析当地交通运输及商

贸的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一、清代南流江流域伏波庙和天后官概况

南流江和北流江有较低矮的分水岭，顺南流江而上至玉林后，可以走陆路入北流

江至浔江，再自浔江北上入桂江达灵渠，再入湘江。自汉代以来，这条水路交通线是

中原进出北部湾最为便捷的通道。到清代时，随着桂东南玉林地区的发展，南流江流

域的航运益发繁荣。为祈求航行平安，各种神庙沿江而建，其中供奉东汉伏波将军马

援的伏波庙和祭祀妈祖的天后官在沿江地区均有分布。

东汉建武十六年（40 年），交趾郡麋冷县雒将之女征侧嫁给朱鸢人诗索为妻。诗索

因故被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侧及其妹征贰愤而起义。东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

援南征交趾二征之乱。马援征交趾之事在《后汉书》中有专传。马援率大军从中原南

下，自北流江入南流江流域至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
[3]
，进军交趾，最

终平定交趾二征之乱。马援一路南征，随山刊道，水陆并进，伏波安澜，被岭南民众



视为水神。广西境内均有伏波庙，其中南流江流域均有伏波庙分布。

妈祖信仰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至迟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 年）妈祖已经是当地

民众所祭祀的海神。历朝对妈祖一再褒扬诰封，明朝封为天妃，清朝封为天后，沿海

皆有庙，特别是闽粤沿海地区的民众笃信其能护航平安，因此随着闽籍移民的足迹而

传至各地。明清两代是广西大量接纳外省籍移民的重要时期，从明代现存的广西方志

史料来看，至少在明代前期广西的一些地方已经建有妈祖庙。如嘉靖《钦州志》中记

载钦州的妈祖庙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 年），由指挥孙遇所建。清代时，闽粤商民迁居

广西，巨商大贾、贩夫走卒，把原先流传于沿海地区的海神、水神妈祖带入广西。清

代时广西妈祖庙分布相当广泛。笔者曾做过相关的统计
[4]
，有遗漏，后幸得宾长初先生

修正，清代广西妈祖庙合计 62 座
[5]
。现据笔者和宾长初先生的研究，将清代南流江流

域伏波庙和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整理见表一。

表一 清代南流江流域伏波庙和天后宫分布表

州县 庙宇名称 地址及修建情况 资料出处

合浦 伏波庙

伏波庙，州县皆有，汉马援征交趾时经此，土人祀之，有

祝祷即应。既废。崇祯九年（1636 年），合浦知县向宸改

建于海角亭，后今亦废

（康熙）《廉

州府志》卷 14

名宦祠，祀汉伏波将军谥忠成侯马援，汉合浦郡太守费贻，

汉合浦郡太守孟尝，宋刺史督交越二州军事陈伯绍，宋知

廉州军事谥忠勇苏缄，等等

（道光）《廉州

府志》卷 9

合浦 天后宫

一在府治南八里九头岭。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千户林

春、嘉靖十八年（1539 年）指挥刘滋建。一在海角亭后，

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乡人捐十字铺、扶良西埇等

处田收租一百一十石零。除赡庙祝香灯，余存作修葺费。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知府施世骥、五十九年（1720

年）知府徐成栋修。一在小江圩南半里，乾隆十五年（1750

年）士民重建。……一在南城外。相传神像来自涠洲。国

初徙涠洲民于内地，神像为居民奉之。俱来廉之商贾士庶，

饮食必祝，显灵特异。一在龙头村。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王耀吾、王席珍倡建

（道光）《廉州

府志》卷 9

博白 伏波庙

伏波祠，旧在城内，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过此，土人庙

祀之，今坏

（道光）《廉州

府志》卷 9

伏波祠在马门滩，博白、北流二县交界处。汉马援南征交

趾，旋师过此，见江流迅激，舟楫不通乃凿石导江，后人

立祠祀之

（雍正）《广西

通志》卷 42



州县 庙宇名称 地址及修建情况 资料出处

博白

伏波庙

伏波祠在城西北，明隆庆间知县王文明建，祀汉伏波将军

马援。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知县陈抟移建。道光六年

（1826 年）秦世钦、梁作荣、麦秋茂等重修关厂前坡地一

所，每年地租钱二十一千文，为祠祀费用

（道光）《博

四将军祠，在城东，祀汉马援、唐高骈、宋狄青、刘子羽。

今圮
白县志》卷 5

顿谷堡和陀角堡均有伏波祠各一座

天后宫 天妃庙
（道光）《博白

县志》卷 5

郁林 天后宫

天后宫，在城南一里，乾隆十八年（1753 年）修治。案旧

志载，举人陈科镳记《重修天后宫碑》称“宫之建，昉于

万历间”云
（光绪）《郁林

州志》卷 7

城东五里谷扬堡有高冈庙，亦名天后宫也

兴业 天后宫
在东城外，康熙十一年（1672 年）建，雍正十一年(1733

年)修

（嘉庆）《广西

通志》卷 146

表一所列的伏波庙，博白县顿谷堡和陀角堡的伏波祠至今仍存。位于南流江西岸

的顿谷镇马门村有 1 座伏波庙，面江而建，一进三开间，抬梁式硬山顶，门联为“功

高东汉，威震南交”，1985 年时成为博白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一:1）。此庙现有的

屋面和室内装饰是 1981 年当地村民集资修复的。陀角堡的伏波祠即是今博白县东平镇

马门滩的金龙庙，此庙位于南流江东岸，与江西岸的伏波祠隔江相望（图一:2）。此外，

方志未载但也是在清代时即有的伏波庙，还有博白县龙潭镇伏波庙和双旺镇木马村伏

波庙。龙潭镇伏波庙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

一:3）。此庙的由来与晚清抗法名将冯子材有关。传说冯子材在博白聚众起事期间，路

过龙潭镇的时候曾经患过重病，幸得当地人陈德云收留并出钱帮他医治。冯子材在陈

德云家住了两年零四个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冯子材出任广西提督，陈德云

前往钦州看望他。冯子材认为龙潭是个福地，于是拨了一批银子给陈德云，让他修建

伏波庙，纪念万民景仰的英雄马援将军。双旺镇周旺伏波庙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

年），据了解，伏波将军金身原来是周旺木马村甘姓祖公甘宗文于清朝从古安南（今越

南）寻来，原置于其村边一简易小屋，供奉祈福，后来建成伏波庙
[6]
（图一:4）。该地

伏波庙还衍生出纪念马援的“伏波将军节”。

浦北县石埇镇（清朝时隶属合浦辖地）百岁滩村亦有 1 座伏波庙，依南流江而建，

硬山顶砖木结构单层建筑，坐北朝南，两进六间夹天井，两侧为廊房，保存基本完好，



右厢房为 1983 年重建，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图一:5）。大门柱联为“祝关圣宝诞

遐迩良民沾大福，贺帝君芳辰间外黎庶沐鸿庥”，木制庙门额曰“伏波庙”，灰砂制成

的门联为“八蛮胥畏伏，两粤沐恩波”。庙内供奉伏波将军马援、马后尊娘、天后、马

秀才 4 位神灵。据庙内门厅（图一:6）左墙上嵌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的《募

化重修庙记》序文（一组三块）记载：“汉伏波将军敕封新息侯马讳援，忠事汉朝，开

西粤之境土，敷四海之仁恩，宇内莫不被其洪泽焉。而马后尊娘系伏波将军之女，汉

明帝之后妃，亦以替襄内政，外助父以开疆。至天后元君出于宋代，常漫海之风波。

若马秀才，亦有功于民生者也。此四神者，其功德昭彰，威灵赫奕，至于水陆舟车，

村乡市井，莫不庇其洪庥，故宇内立祠妆像，四时供奉，以报其德于无穷耳。缘我广

东境属廉州府北百二十里百岁滩岸建立伏波四神宝座由来久矣，第见其庙宇毁坏，神

像宿尘，而恩泽庇佑，村方人财迪吉德敷，河海波息浪平，其神德赫赫威灵，历万世

而莫艾焉耳。”
[7]
除去名不见经传的本地神马秀才和被后人附会进去的马援的女儿汉明

帝的妃子马氏娘娘外，庙里的主神马援和天后非常值得关注，当地百姓把伏波将军视

为水神，与海神妈祖一道庇护商旅航行平安。

1.博白县顿谷镇马门滩伏波庙 2.博白县东平镇马门滩金龙庙

3.博白县龙潭镇伏波庙 4.博白县双旺镇木马伏波庙



5.浦北县石埇镇百岁滩伏波庙 6．浦北县石蛹镇百岁滩伏波庙门厅

图一 南流江流域现存的部分伏波庙（滕兰花摄）

合浦县乾江天后宫仍保存至今。郁林州的天后宫有两处，城南的天后宫原位于玉

林南桥（又称云龙桥）江心岛，后拆，今人迁建于南江镇竹美村；竹美村天后宫靠近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流江江边，体现了妈祖庙沿海、沿江建设的特点。谷扬堡的高冈

庙仍存，即今之绿杨妈祖庙，现存基本完整的门楼 1 座，楼内墙体砌有历朝重修古石

碑 50 多块。其中，一块是清嘉庆二十年（1815 年）的《文华会捐资题名碑》，此碑共

记录了 160 人次的捐资情况，从他们的身份来看，有地方官员（如府知事），还有功名

在身的读书人（如恩锡、岁贡生、监生、廪生、童生、附生、生员等），余下就是信士。

此庙每年均有诞期，为了解决费用，成立了文华会，20 多年该会产共 22 坵田地。可见

其信众人数之多，影响之广。

二、清代南流江流域的伏波庙、天后宫现存碑刻所记之盐运

清代以来，表一所列的伏波庙和天后宫有不少庙宇经多次重修，其中现存至今的

一些祠庙内还留存有清代的重修碑刻，成为后人研究该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

浦北县石埇镇百岁滩伏波庙现存多块清代重修捐资题名碑，这些碑是了解清代南

流江流域商品运销的重要材料。现存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修碑记共有 6 组，即乾

隆四十二年（1777 年）的《重修百岁庙碑记》、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的《募化重

修庙记》、乾隆年间（1736-1795 年）的《百岁滩重塑□□□□记》、嘉庆四年（1799

年）的《神庙重修配阁门头□记》、道光七年（1827 年）的《重建百岁滩伏波庙碑记》、

道光七年（1827 年）的《重建百岁滩伏波庙碑记》。右廊 1988 年重修伏波庙的题名碑

记共 6 块，如《修建伏波庙重塑神像碑记》（1988 年）等。（图二）

图二 浦北百岁滩伏波庙庙内布局全景图（滕兰花摄）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所列的清代重修捐资题名碑当中出现了一些盐埠参与的记

录。《重修百岁庙碑记》记录，当时捐资最多者为“博白总埠李助银一千”，总埠，即

盐埠。按清制，盐运是由官控商运，助银一千的李姓虽然名字不详，但是可以推测其

应该是盐商。盐商借用水路运盐最大的风险在于损耗，为此，李姓盐商积极捐资助修

伏波庙，是为了能得到伏波将军马援的庇佑，平安过滩。《募化重修庙记》当中有“兴

业埠四百”“小江埠四百”的捐资记录。《重建百岁滩伏波庙碑记》中出现了乾体埠“助

钱二百文”的记录。

兴业埠、小江埠、乾体埠，是什么性质的机构？这要从盐运说起。合浦白石盐场

是粤西地区重要的盐场。早在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五就写道：“今日广右漕

计，在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

而后可以舟运。斤两重于东盐，而商人犹艰之。自改行官卖，运使姚孝资颐重，实当

是任。乃置十万仓于郁林州，官以牛车自廉州石康仓运盐贮之，庶一水可散于诸州。”
[8]
据郑勇的研究，这“一水之便”即是南流江及江上最大的码头船埠。南流江将桂东南

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沟通起来。道光《博白县志》卷二记载：“南流江上通郁林，下通

廉州舟楫通行，上至州界之船埠，下达于海。自船埠至入县之铜鼓湾水程七十五里。

自铜鼓湾至马口，水程一百八十里。”
[9]
此条记载可说明彼时南流江的玉林至合浦段航

运是非常畅通的。

据嘉庆《广西通志》第一百五十九卷《盐法一》记载，南宋时，廉州白石、石康

二场的盐年每额定 3 万石，供应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

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林州
[10]

。明代时，广西的食盐由广东供应，故王

士性感慨“广东用广西之木，广西用广东之盐，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广西兵

饷则借助于广东”
[11]

。在廉州府设海北盐课提举司，管高州、雷州、廉州和琼州 4 府

的盐场。廉盐运销路线主要是沿着南流江溯江而上至北流江后转入广西各地销售。

清代，建立了严格的食盐专卖制度。清初划为十大盐区，粤盐行销区域有明显划

定，广西仍被划入两广盐区。盐运销在清初实行官督商销制，即场商（亦称水客）到

盐场买盐后运去梧州再由各地埠商分销各埠。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改为埠商办运，

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又改为各州县募土著殷商承充。清雍正年间（1723-1735 年）

改为官运官销。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复更为官督商销，后因有弊端，在清乾隆

五十五年（1790 年）时进行盐政改革，即“改埠归纲”。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两

广盐运改埠归纲，纲局下设中、南、东、北、西、平 6 柜。东柜在小淡水厂，西柜设

在广西的梧州，南柜设在高州，北柜设在韶州，中柜设在三水，平柜设在广西横县的

平塘江口。局商直接收购场盐，分运各柜
[12]

。粤盐入桂主要是由西柜、南柜、中柜和

平柜配运。有研究指出，配运分为省配和坐配，省配，即从西柜和中柜运销粤盐沿西



江入梧州再分销广西各地；坐配即毗邻高州和廉州盐场的桂东南地区的盐由南柜和中

柜盐场配运。其中南柜的茂晖、博茂场配运北流埠、陆川埠，平柜的白石场配运郁林

埠、博白埠、兴业埠、宣化埠、上思埠
[13]

。后虽然食盐运销方式略有变动，但本文所

关注的盐区配运情况来看，南流江流域是廉盐主要的配销之地。郁林州的盐主要是通

过南流江船运过来的。据道光《廉州府志》记载：“石康馆配廉属并郁兴二埠……郁兴

二埠从前俱在高州茂晖、丹兜两场配运，于乾隆四年据埠商许枝发呈，原配丹兜场盐，

搬运维艰，有亏商本，请就近改配廉州府白石场盐。经高廉运判赵之增详，允改配……

博白埠向配高州场盐卤，因挽运维艰，商力不敷，详请改配廉州熟盐。”
[14]

乾隆六十年

（1795 年）改纲归埠，由商配运行盐来州销售，“郁林、博白、兴业引盐赴平柜配运，

在平塘江口。北流陆川引盐赴南柜配运，在高州”
[15]

。据道光《两广盐法志》记载，

粤西拆配场规：“郁林、兴业二埠拆配石康馆盐，南宁、太平、思恩拆配中屯馆盐”，“崇

善埠例配廉属白石场熟盐”。此外，左州埠、武缘埠、百色埠“例配廉场熟盐”
[16]

。清

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清廷正式划南流江为广西食盐进口之航道，

从合浦运进食盐，经船埠运集后再运销广西各地，输出大米、生猪、大蒜、蓝靛等玉

林地区特产，年均往来运盐民船千余艘
[17]

。南流江是清代粤盐销桂的重要水上通道，

沿江分设各盐埠收转销盐，盐运繁忙。道光《廉州府志》记载：“石埇运馆，郡治东北

二百七十里，收买散盐接济西埠。小江埠，郡治东北三百里，公平行销，民无淡食。

张黄埠，郡治东北二百二十里，公平行销。”
[18]

小江埠即盐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

何浦北石埇百岁滩伏波庙现存的清代重修捐资碑刻中会出现“博白总埠”“兴业埠”“小

江埠”“乾体埠”了，这些均是南流江沿线盐埠参与庙宇重修的捐资证明。

为何这些盐埠会参与伏波庙的重修捐资？这与盐运有关。盐是民生必需品，其运

销量很大，多通过水路运输，如遇险滩翻船或是遇风浪被水浸泡，都不可避免会产生

损耗。特别是粤盐运输至南流江河段时，必经马门滩、百岁滩。此二滩是南流江落差

较大的河滩，是古代著名的险滩。即使是到了今天，浦北石埇镇百岁滩村伏波庙正对

着南流江的江滩上满是嶙峋怪石，水流湍急，船只也不敢轻易航行。传说伏波将军马

援南下平蛮时路经此滩，班师回朝又经过此滩，并凿滩以利于通航，以前的过往船只

的船家都会烧香上祭品祈求伏波将军保佑平安，盐商们多将航运平安寄托在伏波将军

庙的庇护中，为此，百岁滩伏波庙当中的题名碑刻出现盐埠官员、盐商的捐资题名也

就不足为奇了。无独有偶，现存规模最大且保存最完好的伏波庙是横县站圩伏波庙。

现存的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的《鼎建后殿碑记》中，就有永新埠商、横州埠商、

贵县埠商、合浦埠商、宣化总埠、陆屋西省官运馆、永淳总埠、钦州埠商、隆安埠商、

新圩运馆、思恩押运、平塘总运、武缘县运馆、泗城府押运、镇安府押运、隆安新圩

运馆、山心总埠、泗城府押运、思恩府押运、宣化运馆、武缘县押运、永康州押运、



镇安府押运等捐资记录。他们或是盐商，或是运盐官。这种情况与前文分析过的百岁

滩伏波庙的重修捐资者出现盐商的名称是一样的。

因航运繁忙，有些地名就直接命名为“埠”保存至今，如玉林市福绵管理区福绵

镇船埠村，原名定川埠，是车陂江与南流江的汇合点。明代时渔盐商埠在辛仓埠（今

新桥镇田横村黎咀），辛仓埠被洪水浸崩后，搬至定川埠（今船埠），从而成为南流江

上最大的盐埠
[19]

。

三、清代南流江流域的商贸交流

南流江是沟通北部湾沿海与桂东南地区远至桂北的重要水上交通要道。从郁林州

顺南流江，直通合浦出海。“江源出大容山东绿蓝山绿蓝水口，西流迳平安桥，一名天

桥，入州境寨塘甲，合白鸠江折而南流，名南流江。由张湾迳茂林桥，东会路峒江，

迳望牛渡又东会六珠水，迳牦牛渡合流入城南南桥下，又迳辛绵堡西，与定川江会。（地

名定川埠，今呼停船埠）。……南流入博白境四十里，迳县城又一百六十里，迳广东合

浦县，过石埇，历石康，至廉州乾体营入海。”
[20]

西汉时，合浦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港之一。东汉马援征交趾时也是从北流江跨过分水岭进入南流江抵达合浦，再沿

海岸线航行至交趾。唐代时高骈征安南也是走此路，证明彼时北流江—南流江水道已

经定型。道光《博白县志》载：“海船自廉州来者，乘夏水方涨时，可直抵沙河圩。”
[21]

除了盐这个大宗的货物，南流江上四方货物辐凑、货流频繁，促生了许多圩市。

有研究表明，明代时北部湾地区的食盐生产和珍珠采集是当地百姓最主要的生计方式
[22]

。清代时，珠市仍存，在廉城西，卖鱼街桥畔。南流江流域的圩市在清代时有较大

的增量，见表二。郁林州的“西门外有西街，内又分为北街、糙米街、四川楼；南关

十村，有天后街”
[23]

。仅从圩市数量的增加，就可以看出清至中华民国时期南流江流

域的经济在不断发展。

表二 清代南流江流域的州县圩市简表

州 县 圩市名称 数量 资料来源

合浦

公馆圩、白沙圩、山口圩、永安圩、乾体市、西场圩、

石康圩、常乐圩、旧州圩、石埇圩、张黄圩、龙门圩、

北塞圩、小江圩、三合圩、福旺圩、□□圩、乐民圩

18

乾隆《廉州府志》卷六《圩市》，

收入《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

州府部（二）》，岭南美术出版

社，2009，第 90页

公馆圩、山口圩、乾体市、石康圩、旧州圩、张黄圩、

北塞圩、三合圩、寨圩、古卫民圩、安石圩、白石水

圩、北海市、小江新圩、闸口圩、沙冈圩、白沙圩、

永安圩、西场圩、常乐圩、石埇圩、龙门圩、小泔地、

福旺圩、乐民圩、乌家圩、福成圩、上洋圩、石埇新

圩、南康圩、土狗圩、六根圩、横岭圩、马栏圩、寨

圩新圩、平睦圩、管塘圩、永康新圩、多蕉圩

39

道光《廉州府志》卷九《建置

三·圩市》，收入《广东历代

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三）》，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第

197 页



州 县 圩市名称 数量 资料来源

合浦

公馆圩、山口圩、乾体市、石康圩、旧州圩、张黄圩、

北塞圩、三合圩、寨圩、古卫民圩、安石圩、白石水

圩、北海市、小江新圩、闸口圩、沙冈圩、白沙圩、

永安圩、西场圩、常乐圩、石塥圩、龙门圩、小泔地、

福旺圩、乐民圩、乌家圩、福成圩、上洋圩、石蛹新

圩、南康圩、土狗圩、六根圩、横岭圩、马栏圩、寨

圩新圩、平睦圩、管塘圩、永康新圩、多蕉圩、耀康

圩

40

民国《合浦县志》卷一《建置

志·圩市》，收入《广东历代

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三）》，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第

113-115 页

博白

东圩、鸦山圩、三滩圩、旺茂圩、詹村圩、凤山圩、

宁潭圩、阴桥圩、新塘圩、大垌圩、平垌圩、那卜圩、

东平圩、科甲圩、沙河圩、白莲圩、松山圩、龙潭圩、

沙陂圩、旧牛圩、桥木圩、大岭圩、双凤圩、水鸣圩、

顿谷圩、那裸圩、江宁圩、大平圩、分界圩、北安圩、

大石圩、白沙圩、江滩圩、车田圩、番璧圩、龙振圩、

六务圩

37

道光《博白县志》卷五《圩市》

第 86 页

郁林

东圩、南圩、馒头圩、大塘圩、松城圩、分界圩、枥

木圩（埠头圩）、福绵圩、平宁圩、陈柳圩、龙安圩、

平山圩、新桥圩、苏立圩、沙田圩、膳军圩、樟木圩、

太平圩、金顶圩、罗流圩、太安圩、古城圩、垌心圩、

小平圩、蒲塘圩、沙塘圩、北底圩、桥圩

28

光绪《郁林州志》卷三《舆地

略》，成文出版社，1967，第

51-60 页

天后既是海神，也是南流江沿岸地区民众信仰的水神。清朝时期，廉州府南城外

的天后宫，“俱来廉之商贾士庶，饮食必祝，显灵特异”
[24]

。天后宫的庙址也颇能从侧

面反映当地商贸的情况。乾体市即今广西合浦县乾江村，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码头

乾体港的所在地。该村现存乾德大街、水星街（小新街）、十字街、木栏街 4 条街道，

以乾德大街为中轴东西走向，十字街、木栏街分别横贯其间。古圩每天早、中、晚三

市，出现专业行市，如木栏街，是南流江上游木材及竹木制成品装卸交易之所。圩里

的水星街是连接廉州府城的廉乾官道进入乾江圩内的要枢街道，也是通往北海等地的

必经之路，因此它是乾江古圩中最繁华的街道。如今存有花岗岩石板路，两旁房墙、

门楣上老店商号依稀可辨。如今在木栏街仍存有 1 座天后宫，清同治三年（1864 年）、

中华民国九年（1920 年）先后重修，如今在宫内仍有碑刻。

由表一、表二可以看出，清代南流江上游的郁林州辖区内圩市数量亦不少，在州

城有 2 座天后宫，均面江。绿杨妈祖庙即史志所载的高冈天后宫，现存基本完整的门

楼 1 座，楼内墙体砌有历朝重修古石碑 50 多块。该庙现有清嘉庆二十年（1815 年）题

刻的《文华会捐底提名记》碑记，从碑文收录的参与捐资者的身份来看，文华会成员

160 人，超过半数具有生员以上科举功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南流江流域的天后官也

是沿江商贸发展的见证者。



在一些重要城镇当中，伏波庙和天后宫都因其所具有的水神庙宇的职能，为当地

信众所祭祀。南流江流域的伏波庙里的伏波将军因其称号有伏波安澜的含义，负着水

神的神职。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时，路经南流江马门滩，因河道有石头阻塞不能前

进，马援即停船令兵凿疏河道以利通航。之后村民建祠纪念伏波将军马援。伏波祠门

前正对着马门滩，滩中怪石横生，江水湍急，水声震耳欲聋。百岁滩伏波庙内的乾隆

四十二年（1777 年）的《重修百岁庙碑记》序文称“江滩百岁一庙，由来已久”，因被

洪水冲塌，故乡人陈间章等发募重修，“以便侍香者应济舟筏以及往来庙宇也”。

从百岁滩伏波庙内现存的乾隆至道光重修捐资碑来看，《重修百岁庙碑记》题刻 219

人次参与捐资，《募化重修庙记》序文后题刻了 636 人次参与捐资，《神庙重修配阁门

头口记》共计 176 人次参与捐资，其中明确是店或号为后缀名的商号共计 33 家。庙中

有 2 块均是清道光七年（1827 年）所立的《重建百岁滩伏波庙碑记》，其立碑时间及立

碑人均相同，但其题刻的捐资人姓名不同。为了便于区别，笔者分别将其命名为《重

建百岁滩伏波庙碑记（一）》和《重建百岁滩伏波庙碑记（二）》，前者题刻了 195 人次

捐资情况；后者分为 12 行题刻捐资者姓名，共有 213 人次，其中店铺有 9 家。庙内一

块应为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及以后所立的《神庙重修配阁门头□记》里，序言

称重修是因“上下等舟楫济渡，久沐恩膏”，不能坐视其倾颓。文后题刻 64 人次捐资，

明确标注是“信商”17 人和商号 6 家，其中有“特授博白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区助

银四钱正”的记录。据道光《博白县志》记载，清代知县姓区者，仅有清乾隆五十九

年（1794 年）的区大登（南海举人）。那么，记录中所言的区姓者应该是他。

2016 年 7 月 24 日，笔者探访该庙。庙祝姓庞，为马门村人，他介绍说马援当时凿

石疏河遗址尚存。“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尝试着修水坝，但是没有成功，现在过往船只

仍是按传统做法或是上岸祭拜伏波将军，或是在船上祭祀，以示不忘伏波将军凿石通

航之功。博白县东平镇马门滩的金龙庙虽已无清代碑刻，但是 1998 年的重修碑文称：

“马门滩渡口站，始建明清，古今闻名，人数繁荣。地方前辈绅士献租捐款，创办金

龙庙寺观，建十冬庙宇。渡口兴旺，络绎于途，左右两边，政治经济发达。”村民朴素

的记事文字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彼时南流江航运的繁忙。马门滩伏波庙正殿左右隔墙

上的对联“伏慑诸蛮功勋高出云台上，波平一水千秋灵威库涛中”，能帮助后人理解为

何会有如此之多的捐资者慷慨解囊，捐款重修浦北石埇镇百岁滩上的伏波庙。

综上所述，南流江流域的伏波庙和天后宫的地理分布多位于沿江河滩上，从现存

的清代重修捐资碑刻来看，当地信众遇庙宇重修都会慷慨解囊，主要是与祈求航运平

安有关。这些碑刻也成为深入研究南流江流域历史文化的重要佐证材料，从中可以窥

见彼时盐运和圩市的发展情况。至于其他有关的商贸交流情况，因本文篇幅有限，难

以一一展开讨论。可以肯定的是，南流江流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是北部湾沿海地区与广西腹地的人员与商品交流的重要通道，仍待进一步挖掘更

多的民间文献材料以推进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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