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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I 

 

中文提要 
 

秦汉时期，是岭南地区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岭南地区之所以成为大

一统封建国家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前提下，秦汉王

朝军事 拓、政治经营的结果。本文从边疆 发史的角度来探讨秦汉时期的岭南

地区，目的在于突破以往的视角看秦汉时期的岭南社会发展。过去学界治秦汉史，

大多热衷于探讨北部和西部边疆 发问题，而对于岭南地区则重视不够，有限的

一些论著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也分析得不够充分。另外，秦汉时期岭南的问题

与越南早期历史相关，学界认为岭南边疆问题过于敏感，不好把握；或因秦汉岭

南历史资料的匮乏，因而涉及不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献和

考古材料，宏观、微观结合，以 发为切入点，以秦汉时期为时间单位，力图从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就秦汉王朝经营与 发岭南进行详细研究，努

力将其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国家权力之下

边疆地域社会发展的动 过程，探讨岭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本文认

为：秦王朝对岭南的军政经略为岭南的全面 发打下了基础。赵佗控制下的岭南

虽然以地方割据政权存在，但其和辑百越，灵活处理内外关系的做法，为两汉治

理岭南提供了借鉴。南越国灭亡后，岭南重新纳入帝国统治体系。西汉政府在岭

南设立“初郡”，羁縻而治。东汉时期，朝廷进一步加强对岭南的封建统治，虽

有良吏治理，但东汉中后期岭南地区变乱迭出。秦汉时期，岭南经济 发成效明

显，农业经济进步，手工业发展，商业和海外贸易兴起。这与岭南交通的发展和

中原人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分不 。秦汉时期，随着统治的加强，汉文化在岭

南也得到传播和发展，汉字传入，经学南播，学校教育的出现，改变了岭南文化

落后的状 ，士大夫阶层 始在岭南出现。经过秦汉王朝的 发经营，岭南在政

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发展，奠定了古代中国南疆发展的基础。当然，秦汉时

期岭南的 发还是初步的，在 发的程度和影响上还是较为有限。这与当时整个

边疆局势和统治者的边疆策略有关。 

 

关键词：岭南； 发；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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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Borderland：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II 

 

Abstract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ngNan 

region. In this period, LingNan region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united, 

feudal country. Going with the historical trends, this is the result of ex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The author studies LingNa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from the point of 

exploitative history of the borderland, in order to breakthrough in the old views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bout LingNan. Most scholars used to focu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borderland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LingNan, even limited 

works in the field are superficial. Furthermore, LingNan is related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Vietman, and the frontier problem is sensitive and hard to certain. Besides, the data 

is infrequen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documents and 

archeology material, the author tries to study the management and exploitation of 

LingNa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puts i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multiracial nation. Analyzing the dynamic course of the growth of borderland under 

national power and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 of the border policy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The view is that the mart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ategy of the Qin Dynasty 

made base of all-sided development of LingNan. Although LingNan in the charge of 

ZhaoTuo was in the form of separatist regime, the amicable policy to hold together 

BaiYue and disposal of the inner and outer relationship gave refere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LingNan in the Han Dynasty. After NanYue was overthrown, 

LingNan was brought into the empire control again.  The government set up the first 

county in LingNan came round the minoritie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feudal reign. Although the officials 

excellent, LingNan was troublous at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dynasty. 

Owed to traffic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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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Qin and Han Dynasty, economic progress of LingNan was effective, including 

agriculture, handicraft industry, business and carrying trad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effective domination, the Han culture was transmitted and developed. Chinese 

characters introducing, lection transmitting southwards and education developing, all 

of this had change uncultured states, and scholar bureaucrat came into being. After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t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all had developed, which lai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southern 

borderland in ancient China. Certainly, the exploitation at LingNan was primary, 

whose level and influence was limited, and this was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and 

strategy of frontier. 
 

Key words:  LingNan；   exploitation；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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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 论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以“远交近攻”之策，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封

建主义多民族国家。继秦的统一后，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又先后两次领导

了统一运动，先后建立了西汉和东汉统一国家。秦汉时期三次统一运动的胜利，

确立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①的中央集权制度。历经

秦始皇、汉武帝不断平定海内， 拓四土，中国封建王朝的疆域空前辽阔，为历

代中华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秦汉边疆 拓的过程中，岭南地区是一大重要地区。岭南（相当于今广东、

广西和海南三省及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自古以来为我国百越族居住区，秦

五岭，岭南始被纳入中国版图。经过秦汉王朝的 发经营，岭南地区政治、经济、

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初具规模，岭南社会历史也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秦

汉时期，岭南地区之所以成为大一统国家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顺应历史

发展潮流的前提下，秦汉王朝通过军事 拓、政治经营的结果。而且岭南地区的

社会发展，也促进了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以往史学界治秦汉史

者，在边疆 发与经营上大多热衷于探讨北部和西部边疆问题，而对于地处南疆

的岭南地区则重视不够，即便有论著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也是分析得不够充分。

另外，秦汉时期岭南的问题与越南早期历史相关，过去受政治意识影响，学界认

为岭南边疆问题过于敏感，不好把握；或因秦汉时期岭南历史资料的匮乏，因而

涉及不多。 

本文以 发为主线，把岭南放在“中心——边缘”的背景下，从边疆 发的

视角来看秦汉时期的岭南社会发展，避免单一的就岭南而谈岭南。岭南地处南疆，

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自然条件的制约使其处于“边缘”的地位，然而秦汉时期

岭南的 发，也对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

用。本文的主旨在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材料，宏观、微观结合，

以边疆 发为切入点，以秦汉时期为时间单位，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①《韩非子》校注组校注：《韩非子校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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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就秦汉王朝 发岭南进行详细研究，努力将其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

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国家权力之下边疆地域社会发展的动 过程，

了解秦汉王朝 发岭南的目的、岭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借以总结秦

汉王朝 发经营岭南地区的经验，探讨其得失。 

二、关于岭南的概念 

岭南之名，来自于地理上的五岭。汉文帝赐尉佗书曰：“服岭以南，王自治

之”，“服岭”即指五岭。关于五岭的位置，清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载： 

或谓台城之峤在大庾，骑田之峤在桂阳，都庞之峤在九真，萌渚之

峤在临贺，越城之峤在始安。是岭有五，而广东得其一，广西得其三，

湖广亦得其一。然骑田今属阳山。去阳山城北二里，一名黄岑，即古湟

关也，则广东得岭之二矣。又乳源西五里有腊岭，为五岭之一，亦名骑

田。连揭阳而言，则广东又得岭之三。五岭之称，始《史记••张耳传》，

曰：秦南有五岭之戍。师古曰：西自衡山，南东穷海，一山之限耳，而

别标五者。裴渊《广州记》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

五岭。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一，桂阳骑田二，九真都庞三，临贺

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舆地记》：一曰台岭，一曰塞上，即大庾也。二

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渚，五曰越岭。方以智谓九真太远，当以裴

说为是。王伯厚曰：骑田即郴州腊岭，都庞即道州永明岭，萌渚即道州

白芒岭。则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岭不一，五岭之外，其高而横绝

南北者皆五岭不可得而名也。
①
 

岭南之地，周秦以前称“南交”、“南海”，司马迁书“南海”、班固改称“南

粤”，其地域囊括五岭以南的大陆和海域。秦始皇曾在五岭以南设置桂林、南海、

象三郡，汉武帝时设置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

崖、儋耳）。唐“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岭南道相当于

广东、海南、广西大部及越南北部地区，“内之幅员万里”，“外之羁属数万里”。

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岭南主要指今广东（含港澳地区）、海南和广西的东

南部，亦即明清时期“广东”所辖地域，古籍文献习惯称之为“岭南”、“岭表”、

“岭外”、“岭峤”、“粤东”、“东粤”。由于本文讨论的是秦汉时期的岭南，其地

                                                        
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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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即包括今天的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  

三、学术史回顾 

本文的研究涉及秦汉岭南地域社会和秦汉边疆民族政策，为了充分地吸收前

人研究成果，确立新起点，在展 研究之前，有必要对“秦汉时期岭南社会”这

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回顾和评述。 

早在三代，岭南地区就与中原有着交往联系，也许是因为先秦时人们对岭南

的状况了解得不多，所以翻阅这一时期的典籍时，记载有关岭南的材料寥寥无几。

自秦汉始，这一状况略有改观，司马迁《史记》的“南越列传”和班固《汉书》

的“南粤传”使后世人们得以了解这一时期的岭南。《后汉书》中的“南蛮传”，

收集了岭南的少数民族的事迹，从中可以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族源、风俗习惯以及

其与汉族的互动。三国时期，岭南属东吴管辖，其历史面貌大有改观，《三国志》

中反映岭南的史料也逐步增多。两晋以后，随着南方的发展，反映岭南的地方史

不断增多，为正史的撰写提供了相关的材料。有关岭南的内容在正史中的分量也

逐步增多。另外，《资治通鉴》所记唐代以前的材料，基本上来自正史。元代胡

三省曾对其中的官制、典章、典故、难解的辞句作注释，其中与岭南相关的内容，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史之外的相关文献，如晋代王范的《交广二州春秋》、黄恭的《交广记》、

顾徵的《广州记》、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和南朝时期邓中缶的

《广志》、姚文咸（一作姚文感）的《交州记》、沈 远的《南越志》、刘澄之的

《交州记》等著述，其反映岭南的内容较正史丰富。遗憾的是，这些著述已失传，

只能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和《水经注》中看到

所引用的部分材料。 

东汉杨孚所撰的《南裔异物志》是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物产志。他之所以撰写

这部书，是针对当时中原一带对岭南的风物出产不了解，南来官员往往竞相带回

奇珍异宝以哗众取宠之风尚，故而一一列举岭南的风俗、特产，加以解释，使士

民有所认识，猎奇钻营之风气有所收敛。《南裔异物志》在当时就已经体现出岭

南学术文化的地方性、实用性特点，更为后人提供了汉代岭南植物学、动物学和

矿物学的第一手材料，它记载了岭南陆产、水产等物产的种类以及一些 发利用

的情况，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其科学性、准确性至今仍为人所赞叹。如记述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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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二熟，农者一岁再种”之类，为后来研究者所经常引用。书中记述扶南国

和南海航道的情况，对研究汉代海外交通贸易有重要价值。《南裔异物志》 记

述地区物产专著之先河，其后有不少类似著作以《异物志》为名，较为著名的有

万震《南州异物志》、刘询《岭表异物志》、孟琯《岭南异物志》等等。为《齐民

要术》、《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重要的历史文献所引用。历代发扬了《南裔

异物志》的优点，均有记述岭南地方风土人物的佳作，如隋樊子盖《岭南地图》、

唐代《韶州图经》等。记载山川草木的专志有据传为徐道覆所撰的《罗浮山志》，

原书已佚，残存片段见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稽含编著的《南方草木

状》，《宋史·艺文志》有著录，是关于岭南的 早的植物专志。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考查我国古代水道演变的历史地理著作。该

书还扼要地记载了水系流经城市的建置沿革、名胜古迹、风俗物产、历史事迹等，

其中有涉及岭南地区的内容，可以作为正史之外的补充材料。 

唐宋时期亦有不少的涉及岭南的文献流传于世，如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

段公路的《北户录》、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朱

辅的《溪蛮丛笑》、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明清时期有关岭南的史籍很多，如明

代郭棐的《粤大记》、欧大任的《百越先贤传》、张鸣凤的《桂故》、《桂胜》、清

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明清两代的《广东通志》、

《广西通志》等。以上文献的内容或多或少与秦汉时期的岭南有关，颇值得参考。 

二十世纪初，学术界亦 始重视秦汉时期岭南历史的研究，如著名的史学家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中就提到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

同时国外学者也对秦汉时期岭南历史表示关注，如法国学者马司帛洛的《秦汉象

郡考》、鄂卢梭的《秦代初平南越考》、日本学者佐伯义明的《关于秦代象郡位置》

等。三十年代，吕思勉针对鄂卢梭的《秦代初平南越考》的观点著文商榷，罗香

林、谭其骧、童振藻、溪莳亦发表论文对早期岭南越族进行考证，徐松石所著的

《粤江流域人民史》，亦对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探讨。四十年代，

陈恭禄、劳贞一探讨秦汉帝国的疆域和边界的论文，均涉及岭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的复苏与繁荣，大量的史学专著和论文纷

纷发表。从已有的几部秦汉时期的专著看，因囿于传统史学，只重视对政治经济

中心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详于对关中及黄河、长江中下地区的历史探讨，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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