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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合浦郡的设置及其地理位置、人口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军统一岭南。秦王朝随即在岭南设立三郡，分别是桂林、

南海、象郡。汉代合浦属象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出兵平定南越国，在秦代岭

南三郡基础上设置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汉书·地

理志》记载：“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恒合，属交州，户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口七万八千

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班固，2007）西汉合浦郡辖今广西南部的

容县、玉林、博白、北流、陆川、钦州、灵山、浦北、合浦、北海，以及广东廉江等县市，面积

达三万多平方公里(廖国一，2006a)。这是西汉时合浦的概况，到东汉情况有所变化。据《后汉书·郡

国志》记载：“合浦郡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范晔，1965）东

汉合浦郡人口数量比西汉有所增加。

合浦郡的设置，确立了中央与合浦的稳定关系，为汉代合浦郡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汉代合浦郡经济的繁荣及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证明

（一）农业的繁荣

1．水稻种植和粮食产量的提高

在汉代，水稻是合浦郡的主要粮食作物。合浦堂排西汉晚期 2 号汉墓的铜锅中发现了风化的

稻谷，合浦风门岭东汉后期 24号汉墓的陶仓中发现 5 厘米厚的风化稻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

作队等，2006）。汉墓发掘中发现稻谷，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也表明水稻在汉代合浦郡的农作物

中已经占据重要的地位，粮食的产量也相当可观。汉墓中出土大量的粮仓模型也体现了汉代粮食

产量的提高。合浦汉墓普遍出土了陶仓、铜仓和滑石困，这些都是装稻谷类的“粮仓”，是用来随

葬的明器。其形式多样，仓体形状有长方形、直筒形、圆筒形等，仓底部有平底的，也有以四根

圆柱或八根圆柱作支柱的，这些“粮仓”的仓门有一道门或两道门，有的门槛很高，架梯才可进

入，门两侧有栓眼，为加栓之用。从结构上看，这些“粮仓”能通风防潮，对保存谷子非常有利。

虽然从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我们无法看出汉代合浦郡粮食产量的确切数据，但可以从它出土

陶仓的数量多、设计讲究、形式多样、防潮能力强，推断出汉代合浦郡的粮食储备是相当可观的。

2．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发展，还体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上。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

步，主要体现在：人工施肥以保持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充分利用水资源灌溉田地，

以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需要；对种子的筛选和优良品种的引进，提高粮食产量。这些都反映了汉

代合浦郡农业生产的进步。

此外，合浦汉墓出土的一些陶器，亦是农业生产进步的侧面反映。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陶厕、

陶猪圈，说明汉时的合浦人已经懂得利用人和猪的粪尿作为肥料。合浦风门岭 28 号汉墓和望牛岭

西汉墓出土的陶屋是“干栏式”建筑，分上下两层，上为人居，下为畜圈，上屋设有厕所，与下



屋的猪圈相通，并且连得很近(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1972)，合浦母猪岭汉墓还出

土了 3 件陶溷，形状各一，但都分别设有厕所和猪圈（张居英等，2007）。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

懂得收集人畜粪尿作为肥料了。另外，合浦汉墓中经常出土陶猪、陶牛、陶鸡、陶狗、陶鸭等模

型。因此，当时的人们圈养这些家畜家禽，它们留下来的粪便也是肥料的来源之一。

汉代合浦郡居民除利用人畜粪尿作为肥料以增加农作物产量外，还充分利用水资源灌溉田地

以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合浦郡水资源丰富，降雨量充沛，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但

是由于合浦郡境内丘陵连绵，平原和盆地狭小，径流量分配不均，在种植季节时有旱涝发生，所

以必须利用水资源解决旱涝问题。

从合浦汉墓的考古发现看，汉代合浦郡居民已经懂得利用水井解决灌溉问题。合浦县丰门岭

汉墓、母猪岭汉墓、望牛岭汉墓中都出土有陶井的模型。合浦县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陶井模型，

井口大部分有盖子或者上方有亭子，这是为了防雨水或脏物掉进井里，说明是人们日常饮水用的

井。当时人们既然想到挖井取水用于日常生活，当然也会想到在田间挖井用于灌溉。当时的水利

灌溉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水资源，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汉代合浦郡人不仅注重施肥和灌溉，还非常重视稻种的筛选。合浦汉墓

出土的许多陶屋模型内都附有劳作俑，有的执杵舂米，有的端着簸箕簸米，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

到种子的好坏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也表明汉代合浦郡的水稻种植已经很普遍了。

3．铁农具的使用

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发展上，

据考古资料，到秦汉时期，广西铁农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广西战国时期铁器的考古发现较少，

但汉代铁器的出土地点增多(冼剑民，1988)。合浦汉墓亦出土有形式多样的铁农器，包括臿、凿、

镬、锄、铲等（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1986）。合浦风门岭汉墓就出土了铁凿、铁镬、铁臿各

一件，合浦风门岭 26号汉墓中还出土铜俑跽坐磨锄的形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

合浦汉墓出土的铁器中，锄、臿、铲、镬等都是农业生产中经常使用的工具，这说明汉代合浦农

业生产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是从木农具、石农具到铁农具的过渡，不能

不说是农业生产上一个重大的改革。但我们必须看到，合浦郡汉墓中出土的铁器数量少，农业工

具占的数量更少，并且大多是西汉中后期的墓葬中出土的。《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汉初

吕后曾下令关闭南粤关市，“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牡”（班固，2007）。

这表明包括广西在内的南越王国的铁器在西汉中期之前大多是从中原输入，合浦郡位于广西的最

南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获得的铁器相对较少。因此，尽管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水平比汉代以

前有了进步，但比起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还是相当落后的。

4．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

这一时期，合浦郡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

时期合浦郡“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苍梧“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郁林郡“口七万一千一百

六十二”（班固，2007）。合浦郡人口仅次于苍梧，而且这只是登记在册的户籍人口数，实际人口

比这个还多。根据钟文典教授《广西通史》（第一卷）的统计，汉代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口的比数是

1:6.43（汉武帝后至西汉末的人口增加数未算入其中，钟文典，1999），按照这个比例算，合浦郡



人口应为 507841 人。汉代平均每人一年需要的粮食合 240 千克（徐硕如，1991），50 多万人一年

粮食需 1.2 亿多千克。汉代水稻亩产量在 70千克左右，一亿多千克的粮食至少需要 174 万亩的耕

地。这个数字是按正常收成计算，还没有考虑由于自然灾害带来的亩产量减少的情况。由此可知

汉代合浦郡农业生产比较繁荣。

东汉合浦郡的人口有了变化。《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合浦郡“户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一，

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比西汉时增加了六千六百多人。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粮食产量

的提高除了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铁农具的使用、牛耕技术的推广有关外，还需要更多的耕地。

从考古材料中，我们尚无法知道汉代合浦郡的准确耕地数，但结合文献的记载，可以判断东汉合

浦郡的耕地面积和人口确实比西汉以前有所增加，这反映了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

5．园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

汉代合浦郡除种植水稻外，还种植其他的农作物，如黄豆、薏米等。杂粮之类的种植，不仅

丰富了合浦粮食作物的种类，而且由于它们不同的生长特征，为人们提供了充分利用地利的可能。

杂粮豆类常作为主粮的补充，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某些需要，起着主粮不能够替代的作用。汉代

合浦园圃种植业的发展从考古中也有反映。合浦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土的一个格盒内，发现直径 1

厘米的果核和灰黑色的粒状小颗粒（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汉代合浦郡荔枝的种

植也有了发展。合浦堂排 2 号汉墓出土的一个铜锅内盛满了稻谷和荔枝，外壳保存完好。荔枝果

壳、果核都保存完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93），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荔枝标本。

荔枝果肉多汁，味甘美，有芳香，营养丰富，荔枝皮药用价值很高，历来视为南方珍果的补品，

原产于我国南部亚热带地区，广西是原产地之一。在合浦郡汉墓中有荔枝标本出土，说明汉代合

浦郡已经种植荔枝了。

汉代合浦郡还发展了畜牧业和渔业。直到西汉初年，广西的马、牛等大牲畜，还是从北方成

批输入的，合浦郡也不例外。西汉中期以后，在铁犁牛耕的逐步推广下，合浦的畜牧业才得到发

展，这从发掘的合浦汉墓也可看出。在已发掘的汉墓中，出土的畜禽模型以猪最多。合浦望牛岭 1

号汉墓出土的陶屋猪圈，有猪五头；风门岭 1号汉墓出土的陶屋内见猪进食；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

土了铜牛、铜马和铜狗模型；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土的一铜池塘模型内发现鸡、鹅、鱼、青蛙等模

型，出土的鼎内盛有鱼和鸡的骨骼。合浦郡汉墓还发现有鸡、鸭、鸽的明器，汉墓出土的陶屋模

型常带猪圈，几乎每户每家都有。这些都说明了汉代合浦郡饲养家禽、家畜现象的存在，并且饲

养家禽的种类大大增加。风门岭 26 号汉墓发现鱼骨说明汉代合浦郡渔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汉代合浦郡农业的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而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

加上大批汉族人从中原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制造技术，使汉代合浦郡的手工业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蓬勃发展。汉代合浦郡手工业主要有制陶业、纺织业、漆器业、冶铸业等门类，其中有些

门类达到了当时岭南地区的先进水平。

1．制陶业的繁荣

汉代合浦郡制陶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制坯方面，除房屋、灶等模型为模板合制外，

其他大多是都是采用轮制的办法。器物的形状规整，表面比较光滑，除了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刻画



的少许平行的弦纹及一些局部的几何形划纹和印纹以外，一般都没有什么花纹，基本是素面的。

合浦郡丰门岭汉墓出土陶器纹饰简单，只有局部有几何形划纹或印纹，如圆形、方形印纹或戳印

纹，以及两种弦纹的组合，或者是水波纹。纹饰的精细说明汉代合浦制陶手工业的发达。合浦汉

墓出土的陶器大多为硬陶。硬陶是陶器的一种，是用合浦当地的一种密度较大、黏性较强的黏土

制成，与灰陶相比，烧制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器物表面往往拍印有细密的方格纹或刻有圈形

纹、菱纹等。器物种类有瓮、罐、壶、盒、碗等。合浦汉墓还出土一些器形别具一格的陶器，如

合浦郡风门岭汉墓出土的“四联罐”和“五联罐”，分别是由四个和五个小罐相互接合而成。合浦

母猪岭汉墓“四耳罐”和“四耳瓮”，都带盖，盖有“凹”形钮，四耳横置于肩部（张居英等，2007）。

合浦汉墓出土的许多器物，在肩部或腹部附有系绳用的钮，一些小型的盒和罐在底部附有低矮的

三足。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说明汉代合浦制陶业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能够生产具有地方特

色的陶器。

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器，带有一部分青黄釉，这属于青釉系统，一般只在南方的硬陶上发现（北

方的是棕黄色和绿色的低温铅釉），颜色很浅，烧制温度很高。这些硬质釉陶从上釉技术和外观上

虽与青瓷有很大的差距，但它们有一定的渊源（王仲殊，1984），为东汉后期青瓷的出现打下了基

础，体现了汉代合浦郡制陶业的发展。

汉代合浦郡制陶业的发达，还体现在器物种类的多样化上。合浦汉墓既出土鼎、壶、钫等仿

铜器的器物，也出土瓮、罐、魁、盒、碗、甑等日常用器。合浦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还出土了专

为随葬用的明器，如仓、灶（亦见于西汉前期墓葬）、井、猪圈、楼阁、碓房等模型，以及猪、牛、

马、狗、鸡、鸭等动物模型，数量大，种类多，说明了汉代合浦郡制陶业的繁荣。

2．纺织业的发展

汉代合浦郡的纺织手工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合浦汉墓中，发现了丝绸、抹布、纱衣、织

锦、纱帽等的残片或印痕。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土了麻织物，用于棺底或包裹物品，结构严密，每

平方厘米经线 11 根，纬线 9 根（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合浦堂排汉墓中还出土

了纺轮（蒋廷瑜，1993）。纺织品和纺织工具的同时出土，可以判定汉墓中出土的麻织物，至少部

分是本地生产。麻织物普遍用于包裹物品，体现汉代合浦郡纺织业的繁荣，因为如果没有较多的

麻织物生产，是无法使用麻织物包裹物品的。

3．漆器业的发达

据考古发现，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漆器业，到汉代，漆器业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

平，可以说是登峰造极（钟文典，1999）。汉代合浦郡漆器业也比较发达，可以从漆器出土的数量、

种类，漆器所施花纹得到证明。具有代表性的合浦望牛岭汉墓就出土 142 件漆器，器形有羽觞、

奁、盘、盒等，包括器皿、家具、丧葬用具、兵器附件等，说明漆器已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这些漆器的胎主要有木胎与纻胎，花纹图案丰富多彩，有飞禽、走兽、人物等，花纹有

漆绘，有油彩，还有金、银、箔制成各种图纹，贴在漆器表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

组，1972）。

4．冶铸业的兴盛

汉代合浦郡的冶铸业有冶铁业和冶铜业。在合浦汉墓出土的青铜器物中，从器物的形制和纹



饰看，有不少可以确定是当地的产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铜凤灯，全国

仅有合浦出土一对，形制极为罕见。铜凤灯背部有一圆孔放置灯盘，扁尾下垂及地，与双足形成

三角支架，用以保持灯体平衡。鸟头向后弯转，嘴衔喇叭形灯罩，颈部作两套管衔接，可以拆开

转动，调节亮度。灯罩通颈部及身腔，灯点燃时，浊烟通过喇叭形灯罩、鸟嘴、鸟颈，回流至鸟

腹中，可以防止浊烟的污染，保持室内清洁。其灯盘可以卸开，以倒掉累积于鸟腹中的烟灰。整

个灯体设计得非常巧妙和科学。除此之外，通过对合浦风门岭汉墓出土的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

得出合浦的青铜器是铜、锡、铅三元合金。根据冶金学研究，三元合金铸造工艺更为优良，便于

生产造型复杂、纹饰繁缛的容器。这说明当时工匠可以根据所造器物的需要，控制铜、锡、铅的

比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2006）。

（三）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汉代合浦郡作为岭南与中原、东南亚国家贸易的中介和桥梁，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合浦的

地理位置优势，使得合浦郡的商业贸易得到繁荣发展。

1．合浦与中原的商业贸易活动及其文物证据

合浦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是从中原交换而来的。如合浦汉墓中出土的青铜鼎、樽等

器物，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器物。合浦汉墓出土的铁器、铜器数量不多，说明冶铸业不够发达，铁

器需要从中原输入。这在文献中也有体现，《史记·南越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关市

铁器。”为控制南越国，统治者从铁器下手，说明铁器的输入对南越国来说是件大事，南越国与中

原的铁器贸易应是很频繁的。当时合浦属南越国辖地，所以从中原输入的铁器对合浦来说也是非

常重要的。

合浦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从铜镜的纹饰亦可见。合浦风门岭 10 号汉墓出土的铜镜，圆形，圆

纽座，外饰三周栉齿纹间八内向连弧纹、鸟纹、涡纹宽素缘，两周栉齿纹间有铭文“内清以日明

光阴日月光”。母猪岭东汉墓出土 2 件铜镜，三线方框纽座，座内为四叶纹，纽座外饰规矩纹、四

神纹、四乳纹等。合浦县凸鬼岭两座西汉晚期墓出土铜镜 4 件，分别是：日光镜，铭文右旋“见

日之光，常毋相忘”，字之间饰 4 个涡纹；昭明镜，有铭文“内清以昭明，光天象夫日月，心□□”；

青白镜，圆纽，纽座为十二连珠，饰连弧、栉纹，铭文是“絜天清天白之事天君志天行之……日

忘……”；百乳镜连峰纽，座外四乳，乳间有小乳。这些纹饰与中原出土的铜镜的纹饰相像，显然

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说明合浦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较多。

2．合浦的海外贸易及其文物证明

汉代合浦的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合浦汉墓出土的璧琉璃、琥珀、玛瑙等海外产品数量众多。

据统计，合浦望牛岭的西汉木椁墓，出土 27件水晶珠组成的串珠 1 串，蓝色玻璃串珠 3 串，琥珀

印章 1 件，佩饰 5 件，花玛瑙穿坠 1 件。合浦堂排西汉墓葬，出土玻璃珠 1656 枚，玛瑙珠 13 枚，

肉红石髓珠 99 枚，琥珀 6 件，水晶 19 件，以及大量绿松石。合浦凸鬼岭汉墓，出土水晶珠 1 粒，

玛瑙耳珰 3 件，琥珀 1 件，玻璃珠 149 颗，玻璃珠 20 颗，琥珀串珠 3 颗。合浦母猪岭东汉墓，出

土蓝色玻璃珠 860 粒，水晶珠 7 粒，玛瑙珠 2 粒，琥珀珠 28 粒。合浦九只岭东汉墓，出土玛瑙耳

珰 1 对，玻璃珠 5000 粒，还出土由黄金、水晶、玛瑙、玻璃珠、琥珀等各色饰品组成的组合串饰

5 组（黄铮，2006）。合浦当地汉墓出土数量如此大的海外舶来品(彭书林，2006)，说明汉时合浦



的海外贸易是相当繁荣的。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3 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合浦县博物馆、广

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对合浦县县城东南约 4 公里处的寮尾墓地进行了发掘，在一座东

汉晚期墓葬 M13b 中，出土了 1件青绿釉陶壶，这是 1 件独特的海外舶来品。据专家研究，从直观

印象上来看，合浦寮尾出土的这件陶壶与我国东汉时期的绿釉陶壶无论在器形还是胎、釉特征上

都相去甚远，而与制作于今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的帕提亚王朝时期（Parthia，公元前 247~

公元 226 年）的陶壶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如在造型上，合浦寮尾出土的这件陶壶与帕提亚时期诸

遗址出土的最典型的一种釉陶壶，都是口沿有棱且呈水平往外撇、长颈鼓腹、肩部带单把手、底

有圈足的绿釉陶器；并且都是碱金属釉陶，釉面中都含有大量的氧化钠作为助熔剂，呈色剂主要

为氧化铜。因此推测合浦寮尾出土的这件陶壶产自今伊朗西南部和伊拉克，生产年代在公元43~200

年，属于帕提亚王朝即汉代文献中提到的安息。这件陶壶是作为一件随身日常用品通过海路来到

合浦的，其主人可能来自西亚（黄珊等，2013）。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

也是唯一一件东汉时期的波斯陶壶，是汉朝与波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重要物证。据有关专

家的研究，与合浦有直接贸易往来的有今东南亚、南亚和欧洲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

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意大利等地（廖国一，2006b）。广西北部湾地区大量出土文物表

明汉代的合浦商业贸易是相当发达的。

3．货币的出现和使用

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钱币，证明汉代合浦商业贸易的繁荣。据考证，秦汉以前，广西是没有

货币的，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才开始有统一的货币。合浦汉墓出土有五铢钱、货泉、大泉

五十、剪轮五铢等铜钱，金属货币的流通，说明汉代合浦商业活动较以前增多。随着货币的流通，

度量衡也开始出现和使用。合浦汉墓曾出土东汉时期的铜尺，长 23.7 厘米，宽 1.75 厘米，厚 0.2

厘米。度量衡的出现表明汉代合浦郡商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只有交换的东西多了，商

业发展了，人们才注意到要公平交换，需要公认的或国家认准的度量标准。

合浦汉墓出土钱币的地点包括：合浦风门岭 26 号汉墓出土五铢钱 2串约 300 枚，24 号汉墓出

土 14 枚铜钱；合浦风门岭 10号汉墓出土 282 枚，其中大泉五十 126 枚，货泉 10 枚，其余为五铢

钱；合浦母猪岭东汉墓出土 76 枚铜钱，均为五铢钱；合浦凸鬼岭两座西汉晚期墓出土剪轮五铢 9

枚；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亦出土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等铜钱。这些钱币在合浦汉墓的大量出

土，反映了汉代合浦郡商业的繁荣。

三、汉代合浦郡经济繁荣的原因

合浦郡经济由汉初的初步发展到西汉中期以后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

源是分不开的。此外，汉代统治者对合浦郡的开发也促进了合浦经济的发展。

（一）地理因素是汉代合浦郡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

经济发展的条件，既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又要有可供利用的自然地理因素，包括

地方的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即使在人类能够克服许多自然条件约束的今天，地方的

经济发展及其内部结构，仍与其所在的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李炳东等，1985）。

合浦郡有着优良的港口、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水陆交通，随着这些自然条件的不断



被利用，合浦郡经济得到了发展繁荣。

1．优良港口带动合浦郡经济的发展

合浦港是个天然的优良港口，通航时间长，安全性高。因为合浦郡地处南亚热带，受亚热带

海洋性季风的影响，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港口终年不冻，四季皆可通航。经过广西考古工作者

的艰辛寻访，认为西汉合浦港在今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邓加佩，2006)。石湾镇大浪

村委古城头村一带是当时南流江的港口。合浦港东部有雷州半岛和北海冠头岭，风浪较小，水流

较缓，在古代造船技术相对落后、防风浪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合浦港的优良条件为古航船装卸货

物，供给食品、淡水乃至避风防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安全，是天然的良港。秦汉史专家张荣

芳教授(1995)经过充分论证亦指出，汉代合浦港是两个“依山临海”的良好港口

合浦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使其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汉中央王朝与东南亚

各国的商业贸易都需要经过合浦港，因此促进了合浦港的繁荣，从而带动了合浦郡经济的发展。

2．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汉代合浦郡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合浦郡提供了丰富的以珍珠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合浦珍珠又称“南

珠”，它比其他地方的珍珠质量都要好，晶莹圆润，光彩夺目。这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合浦郡濒

临北部湾，风浪较小，水质肥美，咸淡适中，水温常年保持在大约 27℃。生长在这样环境下的珍

珠质地胜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珍珠。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评价说：“东珠（日本产）

不如西珠（欧洲产），西珠不如南珠。”珍珠是高级饰品，也是名贵中药，有定精安神、清热滋阴

的功效。所以在古代中国，合浦珍珠被当作稀世珍宝进贡给朝廷（潘东元，1994）。《汉书·王章

传》记载汉武帝时（公元前 32~公元前 7 年），京兆尹王章遭大将军王凤诬陷冤死，“妻子皆徙合

浦”，“采珠致产数百万”（班固，2007）。这说明合浦郡采珠业已经相当发达，也说明由于合浦郡

珍珠资源的丰富，仅靠采集珍珠就可在八九年间积累如此多的财富。合浦郡丰富的珍珠资源为合

浦郡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除此之外，合浦郡还有丰富的海盐、陶器、地方特色水果、海生动物等资源。早在秦汉时期，

合浦郡就已经开始生产海盐和烧制陶器。合浦郡范围内有很多低矮连绵的山岭，多高岭土土质，

适合烧制陶器。永安黄皮果和合浦龙眼更是远近闻名。海生动物资源丰富，有“天下第一鲜”的

文蛤、人称“北方人参，南方海马”之中的海马、有“海上牛奶”之称的牡蛎等（潘东元，1994）。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汉代合浦郡发展商业贸易的重要基础。

3．便利的水路交通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前提

汉代合浦郡无论是与中原内陆的交通联系，还是与东南亚国家的交通都比较通畅。自秦始皇

开灵渠通桂门关以来，从中原出发，可沿长江水系，由湘江过灵渠进入桂江，到西江，入北流河，

出桂门关，然后沿南流江直达合浦郡。当时中原产品输入环北部湾及海外，大都走这条路线。云、

贵、川等地区到合浦郡的水路交通也非常便利，沿南北盘江而下，经今广西的天峨、来宾到郁江，

溯郁江到今贵港，从陆路转至今玉林，沿南流江到达合浦（刑丙章，1984）。汉代合浦港又是连接

汉王朝、南亚、北非国家最为便利的出海口，是当时中国对外交往重要的中转站。自合浦港沿岸

西行，可以到达中南半岛。汉代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较低，当时还没有指南针，而且船只的抗风

浪能力较差，连续航行的能力也有限，为了减少风险和避免迷失方向，只能采取沿海航行的方法，



并且尽可能走便捷的航线。汉代合浦郡是汉王朝国土最南部的地区之一，从合浦郡出发前往东南

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等地是最为便捷的。合浦郡优越的水路交通，使得合浦郡的远洋贸

易和对内贸易空前繁荣。

（二）汉朝的“徙合浦”政策促进了合浦的开发

“徙”即“迁徙”，是一种处罚罪人的刑制。汉代的“徙边”作为一种刑制是从秦代的“迁”

或“适”（谪）发展而来的。合浦郡属汉朝国土的南方边郡，被流放到合浦郡的一般是罪行严重、

大逆不道之徒的家属。根据有关专家统计，流徙合浦的罪犯一般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高官

贵族、皇亲国戚及其家属（蒋廷瑜，2006）。流放之后，中央王朝对他们的限制较少，除未经皇帝

许可不能返回原籍或京城外，没有太多的限制。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力物力、较先进的文化和

生产技能，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如京兆尹王章之妻，被发配到合浦后，利用靠海之利，发

展采珠业，很快“致产数百万”。流徙者带去了中原较先进的手工技术，可以说合浦郡的制陶业、

采珠业、青铜铸造业的发达，粮食种植的发展，与流徙者对合浦郡的贡献也有一定的关系。

四、汉代合浦郡经济繁荣对当今合浦经济发展的启示

汉代合浦郡的繁荣发展对当今合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首先，保持中央与地方的稳定关

系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地方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自

汉武帝设合浦郡，明确规定合浦是汉王朝的一个郡县后，中央对合浦郡实行有效统治，以减少矛

盾的发生，稳定中央与合浦郡的关系，为合浦郡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所以当今合浦

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央的政策支持，而实施政策的力度在于稳定。其次，要合理开发利用地方资源，

发展特色经济。汉代合浦郡采珠业和特色水果种植业的发达，促进了合浦郡经济的繁荣发展。地

方经济的竞争力主要在于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合浦珍珠闻名全国，山口红树林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面积第二大的海生植物林，合浦还拥有众多的海生动植物资源，拥有丰富的汉代

文物，其气候适宜荔枝、龙眼、芒果等水果的生长，我们应该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地方特

色产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最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先进技术主要表现

在生产工具上，先进的生产工具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汉代合浦郡正是由于实

行对外开放，发展商业贸易，引进外来产品和先进技术，才有如此一段辉煌的历史。近代中国因

闭关自守而落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此，对地方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今合浦的发展要发扬

汉代合浦的对外开放的传统，不仅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还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才能再创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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