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缘”和“中心”：
不同视角下的广州

对我们自身的从前、现在和未来的

好奇，支撑起探究本源和规划未来的勇

气。

张强禄首先和听众分享了考古的

独特魅力。他引用布赖恩·费根的话来

说，“考古学令人着迷，是因为它不仅能

研究最远古的人类起源，更可以研究不

断变化的人类和文化的多样性”。

讲座从三个方面次第展开：东亚

空间中的南岭、岭南、广州，从考古发

现认识早期广州 ，历史进程选择广

州。“何以广州，是个问题吗？生于斯

长于斯，我们有无思考过这个问题？”

广州，岭南明珠，在空间而言，从大陆

看广州、立足中原看广州，她是南方的

南方，但是，倘若我们换一个更大的视

野，把大陆、海洋以及其间星罗棋布的

岛屿看成一个整体，广州的地域位置，

就变了一个模样——

“‘区域’‘地域’这些概念，作为一个

范畴，在中国研究中常常是从一个陆地

上的点或者空间单位去理解的。从这个

角度看，广州是一个边缘的地方，不过如

果我们从海洋的角度、从海洋与陆地连

接的角度去看，广州就是一个中心。”张

强禄引用刘志伟在《广州三重奏》中的话

语，来说明不同视角下的岭南与广州，出

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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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到了年代在商至西周早期的增城墨依山

遗址，则“以大口尊、T形玉环、牙璋等为代表

的出土文物，显示增江流域中晚商时期文化

面貌与粤东地区浮滨文化具有密切关系，是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商文化南渐并与岭南文

化融合的历史见证”，张强禄说。年代在西周

中晚期至春秋战国的增城浮扶岭遗址，其高

等级墓葬则有出土随葬青铜兵器。

“广州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在相当于中

原夏商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有不少由玉石

牙璋、‘T’字形环、戈等代表的中原礼玉文

化对环珠江口‘史前’文化影响的因素，显

示出环珠江口的区位优势，这些礼制因素

也经环珠江口地区渐次传递到越南北部地

区；同时，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为代表的浙

闽古越文化也在另一层面开始浸润珠江三

角洲‘史前’文化，持续在增强‘越文化’的

特色。西周中期以后，以珠江三角洲为主

要分布范围的先秦时期的‘南越’文化逐渐

形成，主要表现在丧葬习俗、几何印纹陶、

原始瓷等方面。而战国初期发生在五岭以

北的‘楚灭越，越以此散’和楚悼王吴起‘南

平百越，席卷沅湘’的历史大事件，更是加

速了岭北越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汉文化对

岭南的传播和影响。”张强禄介绍。

时光走近到距今两千多年前，顺应沧海

桑田的地貌演进，“负山带海”的广州地形基

本定型。伴随着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积累，

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秦定岭南之后，

云山珠水间的广州自然成为南海郡治所在

的首选之地。八方辐辏，花落广州。

历经南越立国近百年“和辑百越”的平

稳统治，到了汉武帝平南越，重新将岭南纳

入到汉帝国的政治版图中，以广州为政治

文化中心地的岭南终于完成了“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岭南中国化的最终完成，为岭

南文化中心的广州，继续打开了一幅绵延

不绝的壮阔图景。

何以广州？
用考古发现解读广州早期文明史
“考古广州·寻迹羊城”系列讲座第一讲昨日举行

炎炎夏日，草木清幽，羊城故事，细话你知。
记者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为丰富大家
的假期生活，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传承
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该院（馆）推出“考古广州·
寻迹羊城”系列讲座，7月30日至8月27日每周
六下午3点，资深文物考古人用心用情讲述“羊城
故事”。

7月30日，系列讲座的首场“何以广州”的考
古学观察——如何理解南岭视野下的岭南文化中
心地，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举
行。主讲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
禄，以考古发现，为人们解读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
西汉南越国时期广州早期文明史的发展历程，藉
此理解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广州是怎么形成的。

“考古广州·寻迹羊城”
系列讲座

●8月6日 全洪（广州市

文博学会会长、二级研究馆

员）《辽阔的南海——广州海

丝文物遗产的考古学解读》

●8月 13日 朱明敏（副

院长、副研究馆员）《发现南

石头》

●8月 20日 易西兵（院

长、研究馆员）《云山·珠水·

羊城——广州的历史记忆与

文化传承》

●8月 27日 李克义（副

研究馆员）《广州城防史迹的

保护与利用》

三江汇总之地，云山珠水环抱，在

用考古发现构建早期广州（从新石器时

代晚期到南越国）之时，我们发现，先秦

时期，这片土地上的遗址分布区域集中

在两个地方：“两河流域”与环珠江

口。这里的两河，指的是流溪河和增

江。

为何会集中于此？一张地图为我

们解开疑窦。讲座中展示了“全新世中

期（距今 6000 年）珠江三角洲古地理

图”，和现在所熟知的截然不同，在6000
年前，我们现在身处的很多地方还“在

水里”。“珠江三角洲大致在大西洋期约

距今 6000 年上下开始形成，当时海侵

的岸线北达清远盆地，西达肇庆盆地，

东达博罗盆地，海蚀崖及海蚀平台还可

见到这种海岸地形。大致在 2500 年

前，东江三角洲由东江、增江两三角洲

合并，下伸至中堂，南面仍为海域。”也

就是说，距今 2500年前后，目前珠三角

的地形地貌才大致稳定下来。

沧海变桑田的印记，是缓慢的，但

也可以倏忽穿越六千年，一下子告诉我

们目前已知最早的广州人在吃什么。

讲座中，张强禄重点介绍了 5处遗址的

发现，来构建早期广州轮廓，第一个说

到的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它和接下来

介绍的南沙鹿颈遗址，都处于上述所说

的“环珠江口”区域。那时，海岸生活带

来丰富贝类，如今则成为贝丘遗址上，

被考古人员捧在手心的贝壳遗存。这

里的先人逐水而居，渔猎为生。

“距今 7000 年到 6000 年的史前文

化，相对密集地分布于环珠江口地区，

其中彩陶和白陶，显示出长江中游地区

大溪文化与沅水流域高庙文化的影

响。但目前广州地区和广州以西佛山

地区考古发现提供的传播路径的证据

链，还不是很充分。是长江中游和洞庭

湖平原的早期‘农人’，来到渔猎采集物

产丰富的环珠江口地区，放弃了早期农

业的经济模式吗？”

然而农业的萌芽也终于“落子”“两

河流域”。在张强禄介绍的第三组遗址

——茶岭和甘草岭遗址中，就曾出土目

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年代最早的“栽培

稻”。“它们的地貌和增城金兰寺遗址、

南沙鹿颈遗址不同，位于两山所夹的谷

地盆地，自然资源丰富，这样的环境比

较容易催生农业。”

“至少在距今 4400年前，茶岭先民

可能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

稻。茶岭遗址检测到的水稻植硅体，应

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明确、

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这无疑是

茶岭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张强禄强调，文化特征来看，茶岭

遗址遗存与粤北石峡文化有较为密切

的联系，总体面貌属于石峡文化的范

畴，同时又存在一些自身的区域特点。

甘草岭墓地随葬品中的玉环、被扰乱的

地表层中采集的玉琮残件等，也都显示

出粤北石峡文化乃至环太湖良渚文化

的深度影响。

而我们知道，礼玉、农耕，在那个时

期，是良渚文化突出的两个文化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以

琮、璧、钺、环/镯等典型器为代表的良

渚玉礼文化因素向华南的浸润，在构建

距今 4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多元一统

格局的进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能是粤北山地的早期农人来到

了珠江三角洲平原，带来了稻作农业甚至

粟作农业，最早可能始于距今 4800年。

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和大时代的到来。”

环珠江口区域早期先民的渔猎采集生业方式

“两河流域”的农业渊源

八方辐辏，花落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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