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合浦汉代“海上丝路”概述

2.1 合浦汉文化

汉初，今合浦县境属南越国辖地，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南越，划出

南海、郡交界地方置合浦郡，郡治徐闻（今广东省海康县地域），同时设合浦县，合浦县

辖地为今合浦、浦北、北海、灵山、钦洲、博白、廉江、容县、北流以及邕宁、横县的一

部分。因此，合浦汉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种区域文化，是指自汉朝期间，合浦郡辖

地范围内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2.1.1 合浦汉文化

1．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汉书·地理志》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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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

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

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

黄金杂缯而往。所至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

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

国，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

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1]
这是有关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记录，

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西汉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海路交往和贸易情况。从这段文献

中可以看出，在汉朝的海外贸易中，汉使团从合浦、徐闻（现广东徐闻，当时为合浦郡辖

县）等地出发，携带朝廷赏赐的黄金和各类丝织品前往，经东南亚，远航至南亚印度、斯

里兰卡等地，买回“明珠”、“璧流离”和“奇石异物”。

合浦县地处我国大陆西南海的北岸，临海，向南面向东南亚，地理位置优越，便于船

舶出海和停靠，适宜建设港口。西汉时期，合浦一带已经形成港口。在汉代，因汉武帝时

航海技术有限，船只只能绕北部湾航行，广西合浦郡和合浦港自然成为国内三大始发港之

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和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同时，由于合浦采珠业和

贸易发达，其陆上交通便利。据有关专家考证，汉代已形成长安至合浦的水陆交通线路，

即汉使船队从长安出发，先走陆路经南阳至南郡（今湖北荆州），然后经水路顺长江人湘

江，过灵渠，再通过北流河、南流江，即可顺利到达合浦。通过合浦港，海上丝绸之路可

以向内陆及沿海辐射延伸，形成中外贸易的交通网络。从长期来看，这不仅推动了西南地

区乃至整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奠定了合浦对外开放的历史地位。



图 2-1 汉代长安至合浦郡水上交通示意图

2．合浦汉墓群

合浦是合浦郡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两汉时期，汉王朝长期实行移民实边政策，

对广西地区进行大量移民。在汉朝，尤其是西汉王莽时期，将犯罪之人及其家属“徙合浦”

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惩罚手段，“西汉末，外戚用事，互相倾轧，失势者合浦常委器宿地……”
[2]
而汉代的厚葬之风给合浦留下了规模巨大的汉墓群。

合浦汉墓群位于县城一带，总面积约 77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四方岭、金鸡岭、风

门岭、禁山、大沙洲等地。在地处合浦县城东南部、总面积达 68 平方公里的汉墓群保护

区内，埋藏着近万座墓葬（官网），有汉、晋、南北朝、清等各代的墓葬，其中以汉墓居

多，是我国保存较好的大型汉墓群之一。

1957 年迄今，合浦汉墓群已发掘超过 1200 座，合浦汉墓出土的随葬文物非常丰富，



已出土约 2 万多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19 件，国家二级文物 177 件，其余大部分为

国家三级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出土文物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陶

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和珠饰，其中有汉代的玉器、铁器、铜器等，

也有琉璃（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绿松石、石榴子石、肉红石髓珠、蚀刻石髓珠、

金花球串饰、香料等 1300 多件（套）来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舶来品”文物，
[3]
这不

仅有助于研究汉代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也为研究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通商史提供了大量

实物资料，充分印证了合浦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地位。同时，多种多样的异域文

物也反映出了合浦民俗文化的多元性。“陶器、琉璃、琥珀、玛瑙、水晶、金花球等，通

过海上丝绸之路引入，见证了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历史。”合浦汉代文化

博物馆馆长廉世明说。

由于合浦汉墓群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其在 1996 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并连续列入国家文物局“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要的大遗址。

图 2-2 合浦汉墓及汉文化博物馆部分展品

3．南珠文化，珠还合浦

合浦在秦朝就以盛产珍珠闻名，所产珍珠成为“南珠”。“适秦开疆百越，尉屠唯采南

海之珠以献。”
[4]
合浦所产珍珠因质地上乘，在历朝历代都是向朝廷进贡的珍品。汉朝时，

合浦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珍珠产地。东汉时期，由于珍珠收益高，大多数合浦百姓都以开

采珍珠为生，合浦珍珠产业规模达到顶峰，“致产数百万”。但同时，许多贪官污吏为了中

饱私囊，层层盘剥百姓，不顾自然规律，命百姓大肆开采珍珠，最终致使珍珠这一自然资



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珠蚌产量越来越低。

汉顺帝刘宝继位后，任命孟尝为合浦太守。为了改变现状，孟尝勤政吏治，革除前弊，

废除了不合理的规定，禁止滥采珍珠，实施保护蚌珠的政策。不到一年，珠蚌重新大量出

现在合浦沿海，实现“珠还合浦”。正如《后汉书·循吏传·孟尝》所记：“尝到官，革易

前弊，求民病利，未曾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后来，合浦人民为了纪念孟尝，

为他修建了海角亭、还珠亭，成为合浦的一大亮点。

4．儒家文化的传播

据史书记载，儒家文化传播到合浦，是随着秦汉统一岭南实现的。第一个把儒家文化

传播到岭南的，是汉高祖和汉文帝时的名儒陆贾，他两次受命到岭南，终于说服赵佗“去

帝制黄屋左鼻”。赵佗曾来合浦东征蜀国军队，并在合浦建有行宫一座，官员往来间儒学

之风随之渐进。稍后的费贻、孟尝来合浦任太守，此二贤都是当时的儒家名士。他们来合

浦任太守，教民以德，当然是儒学为先，珠还合浦，廉山留名，都是儒学文化中名节风尚

所成。东汉末年，士燮四兄弟雄踞交州，其弟士壹任合浦太守，中原儒士避乱投之，人数

之多，史称“数百”。此是儒学文化在合浦迅速传播之时。孙吴统治岭南时，也把合浦当

作要地，派往岭南及合浦的官员如步险、虞翻、陆绩，以及薛综、薛莹父子，都是儒家饱

学之士。他们在岭南及合浦传播儒家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儒家文化成为合

浦汉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历朝历代，合浦都是朝廷重视的儒学兴教之地，唐以后，朝廷

在廉州设府学，管理数府的科举直到清末。
[5]

2.1.2 合浦汉文化的影响和意义

在对外开放和合作方面。合浦在汉代时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并在过去

2000 年中一直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它反映和代表了我国对外开放和与他国交流

的思想和追求。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

流，带动了中国与东南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欧洲、非洲国家的经贸发展，推动了世界

的进步，而且给合浦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遗产。海上丝路始发港的历史地位让合浦在

港口建设、多元化海外交流、海外贸易等方面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本，也提高了人们对

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同时，合浦在风俗、文化、语言等方面拥有明显的区

域认同优势，对开展多元化区域经贸合作、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巨大的推动效应。

在思想方面，合浦汉文化中“珠还合浦”的经历不仅体现了道德规范和勤勉吏治的重

要性，同时也将“以民为本”的理念融入了治国治民的思想中。“珠还合浦”是建立在民

生为本的基础上，以民为本则珠还，漠视民生则珠徒。珠去珠还的表象是一个物种的迁徒，

其本质则反映出对一种治民理念的舍取。
[6]
在之后的两千多年，合浦人民通过各种方法来

演绎和纪念孟尝和珠还合浦的典故，留下了许多标志性的建筑，如汉朝时建立的还珠亭、

海角亭、孟尝祠、孟尝太守衣冠墓等。除此之外，合浦人民还根据此事编排了粤剧《珠还



合浦》，向海内外展现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

在历史价值方面，合浦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合浦汉墓群在 199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北海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重要

的遗产点，有巨大的历史价值。近年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逐渐得到国家的重

视。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要求，缔约国在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应设立预备名单。

2006 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2012 年，国家文物局再次调整扩充，将包括“北海史在区域合作方面迹”

项目在内的 6省 9市“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代表性强、保存状况完整良好的遗产地列

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另外，北海民间传说《珠还合浦》也被列入广西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旅游方面，广西合浦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些都为合浦建设旅游强县打下了基础。

合浦有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85 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大浪古城遗址、

大士阁、合浦汉墓群、草鞋村古汉窑遗址、惠爱桥 5处。
[7]
近二十多年来，合浦一直致力

于保护和合理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积极创办“广西特色旅游名县”，大力推进旅游业的发

展。开发汉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整合合浦所在区域的汉文化资源，而且能够树立合浦在

北部湾旅游带中的品牌形象，确立其旅游龙头地位。近年来，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合浦加

强了景观资源的挖掘和修复，成功打造了汉闾文化园、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合浦始发港

公园、汉墓博物馆等多个景点，形成了具有岭南文化历史人文特色的古城景观。

2.2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2.2.1 概念

1903 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

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
[8]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学者三杉隆敏采用了这一

名称，出版了《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后学界相沿成习，由此有了“海上丝绸之路”

之称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是古代中国利用海洋建立的、与亚欧非多

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

南海丝绸之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它形成于公元前 2

世纪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最终成为连接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桥梁，成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

在贸易方面，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成功把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类

商品输出到印度等多个沿线国家，并将各种香料、花草和一些奇珍异宝引入了我国。在文

化交流方面，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发明传往世界各国，

推动了世界人类文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也因此得以传播到各国，得到更好的推广；

同时，沿线国家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也不断传人中国，加速了我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促进



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融合。综合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以贸易为主、承载文化交流的

和平之路。

图 2-3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资料来源：肖亮升，人民政协网，2017年4月21日：http://www.rmzxb.com.cn/c/2017-04-21/1495097.shtml

2.2.2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

1．秦汉时期——萌芽阶段

中国丝绸的输出，早在公元前，就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航线。秦朝时期，公元前 210 年，

为了“入海求仙人”，秦始皇派徐福率 3000 年轻男女、五谷百工集团东渡，经过韩国到达

日本，开启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

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

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

人，入海求仙人。”

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派使者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进入马来半岛

和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东南部的黄支国，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汉书，

地理志》详细记载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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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所至国皆禀食



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条向西的航线与从地中海、波斯湾等地出发往东航行的

航线在印度洋上实现了对接，它的开辟标志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使得古代中国与

东南亚、欧洲、非洲各国建立了联系，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成为古代海上丝路的三

大始发港。此后，亚欧非多国的商人、使节都通过这条航线与中国进行往来。

2.魏晋隋唐——发展阶段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割据，由于海上作战和交通需求，三国均大力发展水军，提高

自己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其中吴国的造船业最为发达，制造了大量质量高、体积大的军舰

和商船。而在三国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也一直处于南方政权（东晋、宋、齐等）与北

方对峙的状态，从而使得航海技术持续受到各方的关注和重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

供了条件。同时，中国开始发展官营丝织，丝绸业的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经营规模不断扩

大，进一步推动了海上丝路的发展。

隋唐时期，西域连年的战火严重阻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路贸易往来日趋

衰落，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兴。而到唐朝中后期，我国的造船和航海水平已经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成功研制出适合远洋航行的船舶，船舶的载重能力和坚固性明显提高，增大了海

上贸易的安全性，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

纷开通与延伸。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其次，到唐

朝，我国发展为国力强盛、物产丰富、科技和文化领先的国家，长安也成为享誉全球的大

都市，各国的使者、留学生、商人等都慕名而来，学习我国先进文化，进行经济贸易。另

外，唐朝瓷器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而行驶平稳、载重量大的海运更适合瓷器的运送。在

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由陆路转向海路，海上丝路的重要性显现，

唐朝统治者遂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并开辟了多条海上航线，实现了海上丝

路的飞速发展和完善。

3．宋元——鼎盛阶段

宋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兴盛，而政府也改变了抑商的政策，大力支持

私人外贸，在广州、临安府（今杭州）、泉州、福州、镇江府、温州等多地专设市舶司管

理海外贸易，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海外贸易管理措施。我国的开放程度和海上贸易的繁

荣程度一度达到鼎盛，广州、泉州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的港口。据赵汝适《诸蓄志》记载，

与宋朝通商的国家有 58 个，其中宋朝船舶可直接到达的国家就多达二十多个。在该时期，

宋朝大量的纺织品、瓷器、茶叶、香料等销往沿途各国，进口商品也多达 300 多种。另一

方面，宋朝最突出的贡献是火药、指南针和活宁印刷术的发明。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大大提

高了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宋的船队已经可远航至阿拉伯、印度、东南亚、日本和朝鲜

等地。

到元代，政府在经济方面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继续鼓励和发展海外贸易，实施了“官



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

的海外贸易政策，
[9]
“舍本农、趋商贾”之风盛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贸易国

家遍布亚欧非美各洲，数量多达 140 多个。

4．明清——衰落阶段

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思潮盛行。统治阶级认为我国作为农耕大国，工商业不仅不

能创造新的财富，还会危害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奉行“重农抑商”

的思想观念，重视农业，主张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明朝统治者为了防止军阀余党和海盗滋生，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

同时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明朝永乐年间，明政府成功组织了郑和七下西洋，实

现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到达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但此次航行只开放了朝贡贸易，其主要目的

并不是推动中外贸易，而是为了向沿途各国展示我国的实力，建立声望。在清朝，为巩固

统治，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下令“（夷船）将来只许

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

严重阻碍了我国海上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通商口岸被迫开放，至此

海上丝绸之路衰落，中国沦为西方抢掠、倾销的市场。

2.2.3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1．物质交流

(1)丝绸、瓷器

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如名字所示，在古代，中国最受海外欢迎

的商品当属丝绸和瓷器。从唐代起，我国的瓷器开始销往海外各国，逐渐成为海上丝路的

重要商品。在宋、元、明、清几个朝代里，我国的制瓷技术不断发展、创新，达到一个又

一个新的高度，唐三彩、青花瓷、景泰蓝、白瓷、彩瓷等各种瓷器也在海外各国掀起热潮，

最终成为与丝绸并驾齐驱的代表性商品，成为中国的象征。

(2)香料

香料在古代人们的生活中有着广泛的使用，熏染、佩戴、涂抹、饮食等方面都能够看

到香料。而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且品质优良，因此很受人们的喜爱。范晔在《和香方》

的短序中写道：“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
[10]

因此，香料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国内的最主要的商品。熙宁十年(1077 年)，仅广

州、杭州、明州三地市舶司所收乳香计有 354449 斤。
[11]

许多香料，如芦荟、丁香、郁金、

甘松等，都被纳入了我国的本草中，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物质文化。

(3)其他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拓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海外贸易。除丝绸、陶瓷、香料之外，



珠宝、茶叶、纸张、水银、硼砂、珊瑚、波斯枣、胡薄荷、象牙、牛黄、玻璃制品，以及

各种动植物、经济作物等，都是中外商贾海外贸易的商品。
[12]

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

瓷器、茶叶、工艺品等传到了欧洲、美洲，同时也将美洲的重要作物如番薯、玉米、烟草、

马铃薯、花生及白银等带回到东南亚和中国，丰富并改变了东西方各国的物质生活，商品

的互补性通过海上丝路得以实现。

2．文化交流

海上丝绸之路在推动物质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桥梁，为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的

许多国家进行人文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便利。它跨越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将中华文明、古印

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联系在一起，将中国与印度、罗马、阿拉伯等地区联

系在一起，通过这条丝路，东西方宗教文化、艺术、文学等文明得到了充分的交流碰撞。

(1)宗教的传播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与多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唐朝，“广州通海夷

道”是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航线，这条航线以广州为起点，沿途经过西沙群岛、马六

甲海峡、印度、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等地。自隋唐时期起，大量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

教徒、犹太教徒等沿着这条航线来到广州，也将国外多种多样的宗教文化传到了中国。

齐武帝永明十年（492 年），求那毗地译出《百喻经》4 卷，用 100 个（实为 98 个）

故事来说明佛教的基本教义，富有文艺色彩，在我国广泛流传。梁武帝崇尚佛教，其在位

年间，有两位对我国佛教颇有影响的印度高僧前来广州：一位是南天竺（南印度）菩提达

摩（通称达摩），据说是印度佛教禅宗创始者摩诃迦叶尊者第 28 传的大师，梁武帝普通七

年（526 年）来到广州，后往建康、洛阳、嵩山少林寺，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另一位

是西天竺（西印度）波罗末陀（又名真谛 499-569 年），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 年）来到

广州，后往建康等地。两位高僧的传教推动我国佛学的发展。

宋元时期，统治者大多尊崇佛教和道教，但对其他宗教也持支持态度，不加限制，伊

斯兰教、印度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得到了快速发展，多元化文化交流在该时期达到了鼎

盛。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宋朝、元朝时期的三大港口之一，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其宗教

文化越来越丰富，寺院数量大增。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祖宗圣训》写道，宋太宗在

位期间（公元 976-994 年），泉州知州上奏，太宗云“泉州奏，未剃僧尼系籍有四千余人，

其已剃者数万人，尤可惊骇”。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评价泉州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

圣人。”
[13]

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让我国的民间信仰传到其他国家。妈祖文化是我国东南地区人

民产生的一种信仰，是古代航海的保护神，能够保佑远航平安。海外贸易的繁荣促使各国

人民越发渴望海神的庇护，因此妈祖文化得以在广泛传播，受到各国人民的信仰和支持。



元朝时期，元世祖曾册封妈祖为“泉州海神日护国庇民著天妃”，由此可见妈祖信仰的盛

行。

(2)文学与艺术的交融

各国文化在丝路交流中碰撞、融合、升华，促进了世界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印度的佛

教文化传人中国，对中原地区的音乐美术、工艺建筑等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先秦时期的《诗

经》，以及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等，被译成英、法、德、日、朝、马来西亚、泰等多种外

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为流传；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

国演义》等被译为多国文字，深刻影响着世界文坛；中国古代的画卷、书法，经商人、旅

游家和传教士之手传人西欧，引起了文艺复兴时代西欧绘画的内容、手法和用色的变化，

推动了西方艺术的革新。

沈揆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也曾在《乾隆时期中国艺术的欧洲登陆》一文

指出，17-18 世纪，随着大量中国货物和生活用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欧洲，中国的绘

画和园林建筑风格也登陆欧洲。明末清初中国文人艺术的精致和典雅，无论是在绘画还是

园林建筑中，都给当时占领欧洲艺坛的巴洛克风格带来冲击。18 世纪中期，即中国的清乾

隆时期，对中国生活情趣的欣赏和艺术风格的崇拜在欧洲己成为一种时尚，这也导致了一

种更讲究华美纤细的洛可可风格的出现。
[14]

(3)科技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许多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传入世界，推动了各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历

程，其中以四大发明为代表。指南针在 12 世纪传入欧洲，让远航成为可能，在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和麦哲伦航海中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带来了世界

书写材料的革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时期毕舁发明了

活字印刷术，比德国活字印书早了约 400 年，该发明的传播大大加快了各国的文化交流，

同时，造纸术和印刷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火药在唐宋时

期就发明并应用于我国军事当中，到 12、13 世纪，阿拉伯人将火药传入欧洲，对欧洲各

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曾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

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

杆。”
[15]

2.3 合浦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贸往来

2.3.1 历史上的经贸往来

在历史上，在人类掌握了造船与航海技术后，浩瀚的海洋已经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阻隔，

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交通大动脉。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在



东西方经贸往来、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使东亚与南亚、

西亚以至欧洲、非洲的交往空前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由于中

外交往密切频繁，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和印度东西海岸出现了许多新的商业城市与贸易

中心，许多城市因从事贸易而繁荣起来。

在丝绸之路上，有大量的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商品被输入印度、西亚以至欧洲，同

时也有大量的域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极大地丰富了各国物质文化生活。除了上文所述的

丝绸、瓷器等商品，农作物在经贸往来中也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合浦面临北部湾，海域资源丰富，盛产鱼、虾、蟹、蚌、蛤等水产品，而农作物较少。

据《后汉书·孟尝传》记载：“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

粮食。”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通过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合浦的农作物种类逐渐增

多。通过对墓葬品的研究得出，两汉时期的合浦，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种植了其他农作

物，如龙眼、荔枝、杨梅、橄榄、甘蕉、金银花等。中国是东方农业文明大国。合浦作为

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除了粟（小米）、小麦、高梁、大豆、水稻是中国本土培育外，其

他农作物如玉米、烟草、甘薯、棉花、核桃、甘蕉、荔枝等都是通过贸易从国外输入的。

2.3.2 21 世纪的经贸往来

1．“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倡议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大

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东盟（东南亚）、

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联通起来，从而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战略合作经济带，推动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在相互合作中实现共同富裕。在今天看

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在空间上横跨东西和南北，在时间上穿

越了古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资源、交通、科技、安全与移民等多个

方面。

2017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查北海市合浦县港口码头时强调，我们常说要想

富先修路，在沿海地区要想富也要先建港。他提出打造“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

路新篇章。

我国港口建设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加快

了港口的发展。截至 2016 年年底，我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317 个，是 5 年前的 1.3

倍，亿吨大港数量达到 34 个。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10 余年位居世界第一。

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 10 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 7 席。港口

的飞速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港口已与世界

200 多个国家、600 多个主要港口建立了航线联系。我国 90%以上的外贸货物通过港口进出。

而在国际合作方面，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的 36 个国家及欧盟、



东盟分别签订了双边海运协定（河运协定），协定内容均已得到落实，双方给予对方国家

船舶在本国港口服务保障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此外，还成立中国-中东欧海运合作秘书处，

在华设立国际海事组织亚洲技术合作中心。建立中国-东盟海事磋商机制、中国-东盟港口

发展与合作论坛、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等。

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延续历史、面向未来的伟大战略构想，更是北

海加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北海将立足共赢发展，以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建设、国际产业

合作、文化交流为重点，努力把北海打造成为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合作

重要通道、产业合作重要平台、文化交流重要基地。

2．合浦的重要地位

北海市合浦县具备丰富的资源优势和较好的区位优势。其港口资源、矿产资源、农副

产品资源极为丰富，为发展临港产业、海洋经济、矿产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而且合浦县面向东盟、南临北部湾、北靠玉林、东接粤西、西联北海，具有突

出的区位优势，在发展临港工业、商贸物流业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等方面具备较好的条件。

同时，合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处于北部湾的前沿区域，历史底蕴深厚，在港

口与航线建设、经贸往来、旅游开发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机遇。因此，合浦有潜力也有能

力成为我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平台。

2010 年年初，北海启动了旨在提升城市发展内生力的“三年跨越发展工程”，将石油

化工、电子信息、临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作为发展突破口，围绕产业大抓项目建设。同时，

不断优化北海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等产业发展平台，推动企业

向园区集中，促进工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过去 5 年，北海创下 GDP 年均增长 17.7%、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33.2%的广西纪录。

近年来，广西正以北部湾港口群为基点，加快推进与东盟 47 个港口的海上互联互通，

全力构建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首期 7 个项目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直接服务中

国和东盟的海上运输。加强与东盟海上、陆上、空中、内河和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更是为广西与东盟开展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互联互通重点围绕推进中新（新加坡）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渝（重庆）桂（广西）新（新加坡）南向通道”建设，加快中（中国）

越（越南）“三高两铁三桥”等跨境跨省铁路、公路、海运基础设施建设展开。

东盟已连续 15 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2016 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 1835 亿元（人

民币），广西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最活跃、平台机制最完善的省份。

3．跨区域经贸往来

(1)加强与北海、粤西的对接合作

近年来，合浦不断加强与北海、粤西等地的合作与对接。第一，全力构建工业港口经

济新格局，推进合浦工业园融入北海千亿元产业。大力打造支柱产业，重点发展了生物质



能源、电子产品、医用制药、机械制造、保健食品、生物制品、水产品及农产品深加工、

包装印刷、制鞋、啤酒饮料等多个行业，增强了合浦整体经济实力，促进了铁山港东、西

港区在港口建设、产业布局方面联动协调发展。第二，成功开发了“两园两带两港口”。

通过协调发展合浦工业园、铁山港东岸临海产业园、矿产加工带、农副产品加工带、铁山

港东岸港口和沙田港口，合浦实现了多个重大项目的建成投产，拉动了中粮、果香园、艾

尔啤酒等企业的出口。第三，“十三五”期间，合浦立足于航道共享，逐渐加强了与北海、

湛江各区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在石化、海洋装备制造、家电制造、新型建材、木材加工和

家具制造、玉石加工等领域开展纵向合作，积极推动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深化各领域合作。
[16]

(2)加大对东盟市场的拓展力度

合浦的对外贸易主要面向东盟。在“十一五”到“十三五”期间，合浦致力于构建开

放型经济体制，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拉动对外贸易。合浦围绕质量、

技术、品牌、服务等四个核心要素，重点引导好中粮、北联水产、恒兴水产、果香园食品、

田野食品、东红制革、合浦烟花等一批对外贸易大户创立自主品牌或收购国际知名品牌，

优化外贸结构，打造外贸综合竞争优势，逐步提升自主品牌出口份额。

“十三五”期间，合浦加大了国际市场特别是东盟市场的拓展力度，充分利用印度尼

西亚在东盟国家中的龙头地位和人口资源优势，开发建设中印尼产业园区，加快构建以煤

电油汽为主、木材及农副产品为辅的对外贸易新格局，积极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更多的产品走进了国际市场。



--------------------------
[1]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2]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3 页。

[3] 熊昭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的考古探究》，国家文物局网站，2017 年 5 月 4 日。

[4] 梁炳猛：《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创新》，2010 年 1 月 21 日。

[5] 范翔字：《合浦汉文化的历史积累和时代影响》，《北海日报》，2009 年 11 月 8 日。

[6] 范翔宇：《合浦汉文化的历史积累和时代影响》，《北海日报》，2009 年 11 月 8 日。

[7]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人民政府：《合浦县旅游招商引资项目库》，2015 年 3 月。

[8] [法]沙畹 Emmanuel-e douard Chavannes，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中华书局，2004。

[9] 韩洪文、董银苹、唐振：《中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程及当代启示》，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6 年 9 月 15 日。

[10]《宋书·范哗传附孔熙先传》。

[11] 马建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 4 月 1 日。

[12] 马建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 4 月 1 日。

[13] 巫大健：《海上丝绸之路时期泉州多宗教文化共存现象的原因及特征探析》，新疆师范大学，2013 年 6

月 13 日。

[14] 王日根、朱勤滨：《第 12 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

述》，《史学月刊》，2015 年 7 月 22 日。

[15]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16]《合浦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