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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　言

港北，北倚北山，南濒郁水，地处广西最大的冲积平原浔郁平原中部，是

贵港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西江黄金水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经过

建区 20 年的努力奋斗，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单位、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区、全国科普示范县区、全国平安农机示

范县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殊荣，是广西唯一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

业园区。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开放着北环十里花海、荡漾着东湖百顷荷香，

响彻着千帆竞发的号角、涌动着万众创业的豪情。

港北物华天宝，资源丰富。辖区可开发矿产 28 种，其中三水铝储量居全

国前列。密布的江河、湿暖的气候，成就了“广西粮仓”、“鱼米之乡”的美名。

这里盛产甘蔗、水稻、龙眼、荔枝、莲藕、花卉、绿茶，是广西重要的蝴蝶兰、

无公害优质谷生产基地，富硒米、富硒茶、富硒蔬菜等特色农产品闻名遐迩。

港北风光旖旎，水域面积近 700 亩的“城市母亲湖”东湖波光潋滟，海拔 1157

米的桂东南第二高峰—平天山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茏，水域面积达 20 平方公

里的广西第二大水库达开湖烟波浩淼，“城市后花园”龙涡瀑布旅游度假区隘

谷深幽——更有广西绿色村屯、“荷城十大最美乡村”河净屯、石坑屯，以生态、

绿色、和谐、宜居的田园新风貌，舒展壮乡神韵，喜迎八方宾朋。

港北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建城历史或可上溯至 2200 多年前秦朝桂林郡郡

治布山县，是广西最古老的城址之一。罗泊湾汉墓彰显着这里曾经的秦砖汉瓦，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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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门城楼更是见证着盛唐西江的舟楫往来。厚重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壮乡风情，

吸引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等文人名士慕名到港北游历，留下

了诸多诗文。这块热土孕育了太平天国骁将翼王石达开、空军抗日英雄雷廷枝、

壮族诗人莎红、史学泰斗罗尔纲、国学名家梁岵庐、壮族歌手李志曙、民主斗士

陈此生、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廖联原等——留下了洪秀全早期革命活动遗址、翼王

亭以及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中秋起义烈士纪念碑、大圩抗日烈士纪

念塔等历史遗迹，成为了弘扬革命精神、传承革命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港北区位独特，交通便捷。南广高铁、黎湛铁路和南宁至广州、贵港至梧

州高速公路贯穿辖区；西江黄金水道贯通城区，一年四季可航行3000吨级船舶，

最大通航能力达 5000 吨，30 个小时内可直达粤港澳；辖区内的贵港港是全国

主要内河港口、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2015 年吞吐量达 5334 万吨，集装箱

达 12.5 万标准箱。港北依托高铁、高速公路和高等级航道，逐步形成畅通高效

的水陆联运、江海联运的交通运输体系，成为连接东部、西部和东盟的重要水

陆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今天的港北，正乘着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强劲东风，迅速融入广州“3小时经济圈”和南宁“1小时经济圈”，

以区委提出的“六个新”的举措推进市委部署的“六个年”活动，全区改革发

展突飞猛进，“工业强区”持续推进，项目建设不断加快，招商引资成果丰硕，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座生机无限的城市正展露出新的风姿，焕发出迷人魅力。

今年，我们将喜迎港北建区 20 周年华诞。为了使港北人民更加了解家乡、

热爱家乡，也为了让国内外人士更加关爱港北、支持港北，港北区委、区政府

组织人员编写了这本《古郡港北》。希望能通过本书，让大家尽情领略港北秀

丽的山川、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文化和淳朴的民风。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承载着先辈的光荣与梦想，肩负着历史的责任

与担当，70 万热情好客的港北人民张开热情的双臂，诚挚欢迎海内外朋友感知

港北、走进港北、投资港北，共创港北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为序。

　　　　　　　　　　　　　　　　　　　　　　 2016 年 6 月

（作者为中共港北区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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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月汉光照古城

1976年、2008年和2011年的几次考古发掘，对港北

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1976年罗泊湾1号汉墓

出土带有“布”、“布山”字样的大量珍贵文物；2008

年、2011年在港北区政府旧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从秦

末南越国时期一直到明清的所有文化层堆积、大量汉代

及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建筑基址及城市设施。专家认为，

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秦汉时代桂林郡郁林郡郡治很有

可能就在港北。而不论桂林郡治是否在港北，史料都能

够证明，贵城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

港北文明源远流长

考古发现表明，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约1万年

前，就有古人类在港北繁衍生息。史前文化遗址在郁江

河谷地带十分密集，港北上游不远处即有京屋村新石器

时代遗址、上江口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木桥坑口遗址、

秦月汉光照古城
—从考古发现看贵城 2000 多年建城史

张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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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林冲遗址、六训岭遗址、长训岭遗址、腾冲口遗址、万丈冲口等旧石器和新石

器时代遗址，发掘大量的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以及原始的绳纹陶片。

到战国秦汉时期，郁江岸边的港北被认为是西瓯和骆越两个民族的杂居

地。江南以及岭南各地居住着众多越族人，因其支系繁多，统称“百越”，史

称“北方胡，南方越”。所谓“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在秦汉以前都是百越

族的居住地。经过不断发展和变化，百越族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盛的部分，即东

瓯、闽越、南越、西瓯以及骆越。西瓯和骆越是“百越”中的两大重要支系，

西瓯人主要生活在今广西西江中游及灵渠以南的桂江流域，骆越人主要聚居在

西瓯人的西部和南部，即今广西的左右江流域、云南省东南部、贵州省的西南

部以及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地区。

关于西瓯的族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梁钊涛认为，西瓯族“其民族成分

亦至复杂，包含了古代骆越人、东瓯越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典籍和文献对

西瓯的历史也有记载。《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蛮夷中，西有西瓯，

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这是“西瓯”一名见于

史籍之始。《百越先贤志自序》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

《郡国志》载：“郁林，西越也。”《寰宇记》载：“郁林……即古西瓯居。”

晋人郭璞注《山海经》说：“瓯在闽海中，郁林郡为西瓯。”《旧唐书·地理

郁江港北段上游十多公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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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载：“贵州（今贵港）郁平县，古西瓯、骆越所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

志》载：“贵州（今贵港）郁林县，本西瓯、骆越之地，秦并天下置桂林郡。”

《太平寰宇记》中贵州郁平县条引《舆地志》云：“故西瓯、骆越之地，秦虽立

郡，仍有瓯越之名。”这些文献说明，西瓯在秦和西汉前期相当活跃。

西瓯族从商周时代开始使用青铜器。至春秋战国时，青铜器更加普遍广泛

地使用，而且已有较高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西瓯地区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奴隶制

社会。

汉墓遗物印证历史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再攻百越，

平定了百越之地，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布山作为秦桂林郡及

汉郁林郡郡治之所在，为广西建城之开端（据广西通史，秦代在广西境内设有临

尘、中留、布山3县，其中临尘为象郡郡治，中留在今武宣县境内）。清代以至

近现代以来对布山县治所在地有

所争议，各种典籍、文献和当代

的一些书籍也持不同意见。但1976

年罗泊湾1号汉墓的发掘，让文献

和史料得以吻合和相互印证，史

学界形成主流观点，认为布山县

治在贵县。

罗泊湾1号汉墓幸存文物上，

有 “ 布 山 ” 和 “ 布 ” （ 布 山 省

文）地名的，除了漆器和铜鼎之

外，铜锣、铜钟、铜桶、铜勺上

也见到，如此多带“布山”地名

的器物集中一地，而且于国内现

知是唯一的一例，可以说明这些

文物的出土地就是汉初布山县治

（汉布山沿袭秦代）所在地。同 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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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1号汉墓是目前广西已发

掘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出土文物最多的汉墓，出土

文物1000多件，有12个椁箱，

双重漆棺，包括青铜器、陶

器、铁器、金银器、漆器、

木器、植物果实等丰富的随

葬品，墓中有殉人，墓葬规

格相当于先秦诸侯一级。

罗泊湾1、2号汉墓的发

掘不是孤例。从罗泊湾汉墓

所在的大坡岭、二坡岭到风

流岭、孔屋岭、密岭、马鞍

岭、贵高、东湖边，从东到

西，从黎湛铁路修建时到南

梧公路、南广高铁修建时，

港 北 城 区 出 土 五 六 百 座 汉

墓、一万多件文物，其中不

乏国宝级、国家一级文物。如此大规模的汉墓群，如此众多和精美的文物，闪

耀着秦汉时代当地曾经的辉煌，足以证明港北历史的悠久。

汉代城址撩开面纱

2008年5月，随着贵城遗址的发掘，贵城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展现在人们面

前。

当时，御江名城房地产项目在大南门后原港北区政府旧址挖掘地基时挖出

大量瓦片，市博物馆知道后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自治区文物局，自治区文物局

火速组织专家赶赴港北。经确认，在露出遗物中不但包含大量唐宋时期的建筑

构件，还发现有汉代绳纹瓦片。看到这一情况，在场的专家无不欣喜若狂，要

知道，这可是贵港除墓葬之外首次发现汉代建筑构件，多年来苦苦追寻的汉代

　　罗泊湾1号汉墓中出土的刻有

“布”字（布山的省文）的铜鼎



5秦月汉光照古城

城址终于有了一些线索。随后，在自治区文物局及市人民政府的

支持下，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市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入场对

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包括宋代的大型建筑基址、汉代

的城壕及壕沟，各时期的水井、灰坑及汉代至明清时期的文化层

堆积被揭示出来，如同历史的册页在地下一页页的翻过。同时伴

出的还有各个时期的瓦片、瓦当等建筑材料及陶瓷器等遗物，特

别是遗址发现的大量西汉时期的瓦片及云树纹瓦当，其形制特征

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出土瓦片、瓦当基本相同，表明遗址早期堆

积的年代与南越宫苑遗址大致相当，这为确定布山县的位置提供

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另外，大量东汉及两晋南朝瓦片瓦当等建

筑材料的发现，表明遗址代代相传，并未间断，特别是宋代刻划

“窑务官立”板瓦的发现，说明这里可能是宋代官署所在地。

2009年，我市旧城改造工程郁江北堤及堤路园项目在推进过

程中涉及贵城遗址可能分布的范围，市政府高度重视，决定对位

于港北区政府旧址对面已拆除的莲城宾馆地下遗存进行勘探。

2010年8月，受自治区文化厅委托，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展

贵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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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莲城宾馆地下遗存的考古勘探工作。通过勘探，确定勘探范围内存在汉代

至明清时期的文化堆积，内涵与性质与2008年发掘的港北区政府旧址地块地下

遗存一致。随后，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市政府提交了勘探报告，并提出对该

地块地下文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的保护方案，得到市人民政府的认可。

2011年7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入驻港北，对莲城宾

馆地块地下遗存进行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汉代至明清时期的遗

物，包括各时期的陶瓷器及建筑材料，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丰富，特别是

遗址内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板瓦、瓦当等，不仅序列完整，时代

互相衔接，而且特征明显。

另外，遗址内发现的大量遗迹，包括灰坑、壕沟、柱洞、水井、道路、房

址、城墙等，这些生活设施的发现，对于了解港北古代市井生活，复原古代生

活场景，了解城市布局及各个时期人类活动区域的变迁均具有重要意义。特别

是唐代城墙的发现，对于了解港北自唐宋以来城址的位置，为今后进一步探索

城址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比较明确的线索。

通过考古发掘，专家发现这一区域地下文化堆积非常丰富，而且堆积序列

较为完整，包含了从南越国时期

一直到明清的所有文化层堆积，

在这些堆积里面，不仅有丰富的

建筑材料，而且还发现大量的

建筑基址及城市设施，尤以汉代

及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遗存最为丰

富，而三国两晋南朝的建筑材料

略为稀少，表明两汉及唐宋时期

这一片人类活动频繁，而三国两

晋时期活动略有衰减。

专家推测，贵城遗址就是

秦桂林郡、汉郁林郡郡治及唐

宋以来历代城址所在地。贵城

2000多年的建城史，自此展现

在人们面前。
　　港北贵城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表明

港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种植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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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才能还原古人的生活？电影电视固不可

信，文献资料也难免说谎。或许还是‘地下的东西’比

较靠谱。”2014年7月，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开幕的“瓯

骆汉风——广西汉代陶制明器展”上，广西博物馆原馆

长蒋廷瑜给观众们讲解时说了这番话。这些“地下的东

西”，大部分是从港北出土的汉代文物。

这些珍稀文物，生活气息浓郁，制作水平高超，是

汉代港北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从出

土文物中，了解到古代港北人的生活，了解到港北深厚

的历史文化。

港北出土过多少文物？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一万多

件文物从港北辖区内罗泊湾汉墓、风流岭汉墓等陆续出

土，讲述着港北悠久的历史文明。

两千年前港北古人的“小日子”
—从出土文物看港北历史文化

张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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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工作人员20世纪50年代考古调查发现，港北区有一个

很大的古墓群。这个古墓群南起郁江北岸，北到七里桥，西从

贵糖所在地起，沿着风流岭、大公塘，经旧飞机场，东到罗泊

湾、南斗村和铁路桥。在这个南北宽2.5公里、东西长约7.5公

里的狭长地带，散布着数以千计的古墓。这些古墓有些有高

大的封土堆，突兀于地面，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风流岭、马鞍

岭、汶井岭、孔屋岭、三堆岭、大坡岭、二坡岭。有的古墓封

土堆已经推平，在地面上看不到痕迹，地下的墓室只有在生产

建设动土时，才会被发现。

1954年夏，黎塘至湛江铁路开工，考古工作者跟在筑路大

军后面进行抢救性挖掘，仅在两年时间里就清理了200多座汉

墓。尔后随着修建贵县糖厂铁路、贵县高中校舍、修筑达开

公路，又清理了200多座汉墓。汉墓的考古发掘在1976年迎来

重大发现：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文物1000多件，其中多件国家

一级文物。1978年5月至2015年间，为配合工程建设，又进行

过多次抢救性保护挖掘，累计挖掘古墓500多座，除了汉墓以

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翔鹭纹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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