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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潘玮倩报道 2023
年 5 月 19-21 日，第二届岭南青年考古

论坛在广州举行。该论坛由暨南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广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论坛

主题围绕岭南地区秦汉考古研究、华南

秦汉考古新发现与新进展、南中国与环

南海区域秦汉时期人群互动与文化交

流等方面进行。来自广东、广西、湖南、

香港、福建乃至江苏、陕西、吉林等多地

的专家和青年学者百余人参加了盛

会。首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已于 2022
年9月16日成功举办。

在 5 月 20 日进行的开幕式暨会议

上，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刘正刚表示，

希望能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做成瞩目

“品牌”；他说，暨南大学有从事文物、考

古研究的悠久传统，希望搭建宽广平台，

为广大青年学者提供交流机会。广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书记张晓斌称，岭南秦

汉时期留下丰富文化遗产，期待青年学

者在专家指导下，持续、共同推进秦汉考

古蓬勃发展。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书

记黄洪流指出，秦汉考古的突出成就，也

是名城广州精华所在，青年考古人是文

物考古事业的希望，希望论坛“生生不

息”。出席论坛的专家还有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高成林、广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南越王博物

院副院长李灶新等。会议由暨南大学历

史学系教授熊增珑主持。

秦汉时期的岭南考古发现，对我国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海上丝绸之路

的开辟等研究具重要意义。论坛中，近

二十位青年学者带来了他们的研究动

向与成果。

杨宁波以衡东大浦孙吴青瓷窑址

为例，探讨了湖南成熟青瓷起源的几个

问题，表示大浦窑址首次揭示了长江中

游地区从印纹硬陶向青瓷过渡的细节

——从专烧硬陶发展到硬陶与青瓷混

烧，但未成功解决“胎”的问题，同时介

绍了岭南因素与江东因素在湖南成熟

青瓷起源阶段的影响体现。

蒙长旺介绍了广西合浦望牛岭汉

墓考古发现，阐述了合浦汉墓群更为拓

宽的文化内涵，称出土舶来品文物及带

有海外因素的众多器物，凸显了合浦在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位置，也印证

了《汉书》《水经注》等关于汉朝廷以合

浦为支点经略岭南及海外的记载。

陈斌论及对湘南古城址的调查、发

掘与初步认识，并认为渡头古城遗址是

湘粤古道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古城

聚落遗址。

王欢表示，佛山青峰岭墓地考古发

现“墓葬结构完整，有机质文物丰富，较

好保留了当时的埋葬情境，为复原汉代

生活场景及葬俗葬式研究提供了宝贵资

料”。柏宇亮在“徐闻候官考-对徐闻二

桥遗址的再认识”中认为，该处遗址更符

合候官、障塞的特征。林永昌从实验考

古学角度出发，介绍了以手持xrf检测香

港早期“制盐”窑炉相关证据的分析。

周繁文以广州出土陶鸮形五联罐切

入，介绍了汉时期“联体器”和“连通器”等

在岭南的演变，并进行了中外文物对比。

吕良波分享了通过铅同位素比值测试等

的科学分析手段，对岭南地区部分青铜器

产地与周边地区交流进行了初步讨论。

黄碧雄介绍了广州汉墓中Ⅲ型4式墓（横

前堂后室木椁墓）的年代、来源和发展，其

来源为“中原汉制+本地传统”。

饶晨在“广州荔湾秦汉考古新发

现”中讲述，70年前的1953年初，广州西

村石头岗基建施工发现古墓群，由此揭

开广州田野考古的序幕；她介绍了西

村、鹤洞等区域近几年秦汉考古的新发

现，认为荔湾作为古城近郊，因江水将

其南北分隔，由此呈现出秦汉时期珠江

南北的文化面貌差异；近年发现的先

秦、东汉晚期古代遗存，为探索广州古

城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新线索。

韦伟燕、徐路、黄梅、何磊、朱颖健、陈

洪波、牛煜龙等也进行了精彩的学术分享。

最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

长高成林和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

均表示，湖南和广东等地的考古研究及

项目应继续深化合作交流。广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则对本届论坛

的报名和参与人数表达了欣喜之情，“人

数比去年多出一倍，我们相信明年会更

多。论坛主题将来也会不止岭南、扩至

中国南部区域；‘超出’秦汉，论及夏商。”

“藥方”是可以治病救人的方子，

也有衍生义：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

不仅需要医治肉身的药方，也需要解救

心灵的药方，而艺术常常被视作这样一

剂良方。所以，此处的“藥方”，也是借

助个人爱好来获得快乐并自我救赎的

方法。在竞争压力大的现代社会中，

本次“藥方——张平、黄大有、阿籽奶

奶三人展及弘十四”希望通过一家人

中的三个个案来探讨艺术创作的乐趣

及其治愈心灵的“药效”。

2023 年 5 月 18 日，“藥方——张

平、黄大有、阿籽奶奶三人展及弘十

四”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展览由王绍

强担任展览总监，项苙苹担任策展人。

张平、黄大有、阿籽奶奶的作品

代表了三种艺术创作方向：学术性

的、游戏性的，乃至纯素人的。此次

展览集中呈现三位艺术家300余件作

品，并通过大量古董家具、生活物品

等与创作密切相关的器物重现他们

的日常世界，让物品的精神遗迹在新

的空间中再度延续，构建出独特而强

大的能量场域，不断丰盈艺术家自我

探索的绵亘之路。

作为艺术家好友的弘十四及其

诗歌是本次展览的意外收获，张平、

黄大有的铜版画新作因他而起。原

本 一 家 子 的 三 人 展 ，扩 编 为 四 人

展。面对这些诗与画，主办方表示，

“我们需要全面调度自己的感官，细

细品味和享受诗画二者的异迹同

趣，及其相互加持”。 （潘玮倩）
时间：2023年5月16日-6月16日
地点：广东美术馆5/6/8/9号厅

2023 年 5 月 18 日国际博

物馆日，“秦汉南疆——南越

国历史专题陈列”在南越王博

物院王墓展区开幕。该展览

是南越王博物院建院后的首

个基本陈列，200多件精美文

物为观众讲述着“南越国史”。

展览分为“百越之地”“秦

定岭南”“守疆营土”和“万里

同风”四个单元，通过 200 余

件（套）精品文物，站在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视角，以广东、

广西地区秦汉时期（尤其是西

汉南越国时期）遗址和墓葬的

出土文物及考古发掘材料，结

合史籍相关记载，带领观众见

证了岭南地区逐步发展并最

终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

史进程。

上海博物馆藏“赵佗”铜

印在展览中进行短期展出，这

枚印章为秦代和西汉早期常

见私印形式，鼻钮，印面为阴

文，自左而右横向排列。它与

我们熟知的南越王赵佗有何

联系？怎样流传到如今？古

史记载，赵佗下葬时丧车四

出，以使人无法确定他墓葬的

确切位置，印章对判断赵佗墓

的所在是否能提供帮助？“赵

佗”铜印的到来，引发了无限

遐想。

同日，“古风新韵，南越阙

歌”文物音乐会暨“穿越古今”

系列宣传季启动仪式，在南

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举行。

本次活动的举办地位于南越

国宫署遗址，是广州城市原

点和延续 2200多年不变的城

市中心。 （潘玮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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