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岩山寨遗址发现于 2017年，面积约

10万平方米，是广东境内目前唯一在石

灰岩孤峰顶部、数个山体溶洞及外围台

地皆分布有丰富遗存的先秦大型聚落遗

址。岩山寨遗址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

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中心聚落遗

址，对于深入研究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复

杂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清远市英德市
岩山寨遗址石
尾头地点

粤东考古游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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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活起来！
广东省考古游径首次发布

2022年度广东省重要考古发现同时揭秘

为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提升岭南文化国际传播力，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珍贵的文物
和文化遗产资源，让散落在广袤田野中的考古成果活起来，展示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岭南文
化，4月17日，在“国际古迹遗址日”来临之际，“2022年度广东省重要考古发现暨文物保护利
用推介活动”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正式公布了2022 年度广东省重要考古发现、2022 年度广
东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并首次发布了广东省考古游径。

4条广东省考古游径出炉
为“让文物活起来”，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系统梳理全省考古资源，选取具

有开放能力、旅游发展功能或潜力的考

古资源项目，将其“串珠成链”，最终形

成四条考古游径线路，分别是珠三角考

古游径、粤东考古游径、粤西考古游径、

粤北考古游径。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四条考古游径线

路共涉及12个地市24处重要考古资源点，

大部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关资

源点的考古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至

明清时期，跨越了数十万年的时光。

据悉，“游径”建设是广东省推进文

旅深度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广东省

于 2019 年启动“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遗产游径”“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

创建工作，已公布 114条游径。本次发

布后，广东省游径的总量增至118条。

云浮郁南磨刀山遗址——清远英德青塘遗址——清远
英德岩山寨遗址——韶关石峡遗址——韶关马坝人遗址

●有啥玩？
以古人类在粤北深处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遗迹为主线，

跨越数十万年的时间长河，展现广东古人类适应自然、改造

自然的久远历史，以及古人类生存、生活面貌的演变。彰显

广东大地悠远深厚的历史底蕴，也证明了广东从未缺席多元

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孕育与成长。

粤北考古游径

潮州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潮
州广济桥——汕头樟林古港——“南
澳Ⅰ号”（南澳海防史博物馆）

●有啥玩？
以粤东地区的代表性遗产为主

线，追寻粤东人文历史的精彩魅力。

游径串联古代窑址、古桥、古港、古代

沉船等考古资源，彰显粤东在中国海

外交通史、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领

略粤东跨越千年的深厚历史。

江门上川岛大洲湾遗址——“南海Ⅰ号”（广
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茂名隋谯国夫人冼
氏墓——湛江徐闻古港

●有啥玩？
沿着粤西优美绵长的海岸线，以水下、沙丘、

古墓等丰富的考古发现为主线，串联汉、隋、宋、

明等不同年代的考古遗产和文化地标，唤醒粤西

鲜活的历史记忆。

粤西考古游径
东莞蚝岗遗址——广州莲花山古采石场

——佛山西樵山石燕岩采石场——广州南越国
宫署遗址——广州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广
州西汉南越王墓——广州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
——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广州南海神庙
——广州黄埔古港——广州南石头监狱旧址

●有啥玩？
寻路珠三角地区的代表性考古资源点，在沉

默的考古文物中感知珠三角从新石器时代到近

代的数千年沧桑巨变，感知岭南文化的丰富内涵

及其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质。

珠三角考古游径

5大广东重要考古发现公布

发掘面积共700平方米，清理汉至明

清时期各类遗迹184处，包括西汉南越国

时期排水沟及水井、汉至南朝墓葬、唐至

五代时期贝壳堆积灰沟、明清时期城壕

护堤等遗存。本次考古发现的西汉南越

国排水沟、水井是广州城西北郊首次发

现的南越国时期建筑和生活遗存。本次

考古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广州城市考古材

料，对研究广州城市发展和历史地理环

境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改扩建
项目地块南越
国至清代遗址

潮州市湘桥区
笔架山潮州窑
遗址

此次发掘为潮州笔架山窑窑炉技术

发展沿革及窑业手工业生产体系研究、笔

架山潮州窑遗址考古遗址公园窑业生产

历史展示及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提供了更

加完整和科学的窑业生产重要环节的考

古资料支撑，为我国宋代外销瓷、对外贸

易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佛山市南海区
奇石窑和文头
岭窑宋代窑址

本次调查发掘实证了南越国宫署遗

址和“南海Ⅰ号”出土的部分印文或印花

酱釉罐都产自南海诸窑，厘清了三者之

间的关系，也为确认“南海Ⅰ号”曾从广

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证据。这

为构建和复原更加完整、清晰、生动的宋

代陶瓷生产、海外贸易、市舶管理等历史

图景，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故事和

广东故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惠州市惠东县
三官坑明代窑
址

三官坑窑址所属的广东白马窑址群

是广东目前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制瓷窑

场，是明代重要的外销窑场之一。通过对

三官坑窑址的发掘和研究，可以更加深入

地了解明代广东仿龙泉青瓷制品的出口

情况、贸易渠道和贸易方式，进一步了解

明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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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通讯员 粤文旅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