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言

合浦汉代遗存在岭南秦汉考古研究、百越民族史研究，以及海外交通史研究中占有重

要地位，并且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于合

浦地区南越国时期遗存的辨识，以及对于南越国政权治下合浦地区整体社会面貌的考察尚

较薄弱。

合浦汉代遗存主要包括汉墓和汉城两部分。其中合浦汉墓分布面积约 68 平方公里，

估算汉墓总数约 1万座，发掘数量超过上千座（主要包括望牛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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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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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门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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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鬼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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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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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只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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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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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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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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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山七星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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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点），

发表一批考古报告和相关论著，并有一些相关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学术界目前对于合浦

汉墓的区域特征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已经有着较为全面的把握，对各阶段墓葬形制、

典型器物及其组合演变规律的整体性已经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对于合浦汉墓出土海外舶

来品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从合浦汉墓出发的相关历史问题研究也有很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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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合浦汉墓群附近发现大浪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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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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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两座汉城，其中大浪古城位于

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草鞋村古城位于廉州镇草鞋村西南侧小山岭上。学术界对

于这两座汉城的时代、性质和结构布局等问题颇为关注，由于两座城址的发掘简报新近发

表，因此专题研究很少。这两座城址与周边汉墓群关系密切，共同构成了合浦地区完整的

汉代聚落景观。

合浦地区包括南越国遗存在内的汉代考古发现，是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学研究

的重要资料。根据初步认识，大浪古城北面发掘的 2 号土墩墓(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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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昌塔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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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部分竖穴土坑墓可能属于南越国时期，草鞋村城址手工业作坊区见有西汉早期的遗存堆积；

大浪古城时代虽然为西汉中期，但是仍然是探讨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

材料。

西汉武帝平南越国设置岭南七郡，其中南海、郁林、苍梧、交趾、九真、日南六郡与

南越郡国行政区划大致有所本，惟西汉合浦郡方向无从着落。武帝在此设置郡县，自然是

当地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已具相当基础，象岗南越王墓后藏室出有“鄰乡候印”封泥，或许

“鄰乡”即是合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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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岭南地区的人文格局分为两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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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北部、中部，即自西江上游诸支流（漓

江－桂江、贺江、郁江－浔江）至西江干流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北江和东江中下游地区，

属于南海、苍梧、郁林郡，为一个板块；岭南西南部，即环北部湾沿岸以及濒临中国南海

西岸的越南北中部地区，属于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为另一个板块。此人文格局

的历史基础肇始自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在此人文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

岭南秦汉时期的族群分布格局以秦定岭南、南越国除、两汉交替形成若干时间节点。



出土于广西合浦堂排 M1 的“劳邑执刲”琥珀印当为南越国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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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印章证明战国楚

的政治势力曾经深入岭南，从这方印章还可以推测，南越国郡国并行以外，在其边疆的合

浦地区还有类似于西汉属国、县“有蛮夷曰道”之类的羁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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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时期在包括合

浦在内的岭南地区，土著越人与断续南下的楚、秦、汉人相互糅杂影响，逐渐形成“次生

越人”，至汉平南越以后的西汉中后期逐渐发展为土著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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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汉代遗存自南越国以

来的发展演变过程，体现着岭南汉文化形成发展的的阶段性轨迹。

就为北海市、合浦县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提供学术支

撑的角度而言，基于合浦汉墓、汉城及出土文物研究，辨识南越国时期的遗存；尽可能从

考古学层面探讨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及其与南越国政权中心地区、其他地

区的文化联系，阐明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在岭南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显然具有重

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

本课题全面收集墓葬材料，以南越国墓葬的既往研究为基础，结合对于合浦汉墓的整

体认识，识别出一批合浦地区的南越国时期墓葬。根据这批材料，结合西汉中期以后的汉

墓材料和相关城址材料，对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的居民来源、族属、社会身份、生计方式

和海外贸易等情况进行了概略考察，初步形成了对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历史文化面貌的整

体认识。希望这些认识有助于全面把握合浦南越国时期考古遗存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间的

关系，有助于更加深入地阐释合浦汉代遗存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
[1] 广西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 年第 5期。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3]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 10 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 3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

物工作队等：《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 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年。

[4] 广西博物馆等：《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考古》1986 年第 9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

队等：《合浦凸鬼岭汉墓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

[5] 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 年第 5期。

[6] 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 年第 10 期。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合浦县罗屋村古墓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文

物出版社，2006 年。

[8]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 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

社，2007 年。

[9]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 年第 4期。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岭东汉墓葬》，《考古》2004 年第 4 期。

[11] 参见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年。

[1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广西合浦县大浪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16 年第 8 期。

[1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8期。

[14]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4期。

[15]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2005 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

辑），文物出版社，2007 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 年。

[16]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历史

博物馆 2014 年，佳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7] 郑君雷：《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6 年。

[18] 蒋廷瑜：《“劳邑执刲”琥珀印考》，《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 年。

[19]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历史

博物馆 2014 年，佳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 参见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 年第 3 期；郑

君雷：《西瓯、骆越与苍梧》，《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