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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揭牌，全力打造岭南文化大IP

探寻南越王陵故苑
再现岭南古国文明

●南越王墓遗址于 1996 年被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南
越王博物馆 2008 年被评为“国家一
级博物馆”。

●广州南越王宫遗址于1996年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8 年南越王宫博物馆被评为“国
家二级博物馆”。

●2006年、2012年，由南越国宫
署遗址、南越文王墓等组成的“南越
国史迹”和“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史
迹”，分别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

●2016 年，广州南越国宫署遗
址、南越王墓遗址等6处史迹点被列
入中国首批“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
迹世界文化遗产”遗产点名单。

●2019 年 4月，“从南越国宫署
遗址到海上丝绸之路”展览在北京开
幕。这是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物
首次大规模赴京展出。

●2021 年 8 月，“海宇攸同——
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这是首个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办的广州考古成果专题展。西
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都
有大量精美文物参展。

西汉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
址等被保护下来，到今天还能向公众
展示，变成市民参与体验历史文化的
遗址博物馆——这是以麦英豪为代
表的几代广州考古人共同努力，交出
的精彩答卷。

麦英豪：开拓广州考古事业

已故的麦英豪先生是广州当代
考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曾担任南越
文王墓考古发掘队队长、南越国宫署
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为广州文物考
古 事 业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突 出 贡 献 。
2013 年，他被评为“20 世纪中国知名
考古学家”。

1983 年，麦英豪主持南越文王
墓的考古发掘，这个项目的发现很快
令举世震惊——这是岭南地区考古
发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
物最丰富的彩绘石室墓，也是广州地
区首次发现汉代诸侯王陵。在 1000
多件套出土文物中，有金印 3 枚，还
有铜、玉、水晶、玛瑙、绿松石和象牙
印玺共 23 枚，其中的“文帝行玺”金
印和“赵眜”玉印，可确认墓主人就是
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在发掘
期间，麦英豪还建议省、市领导对墓
室进行原址保护，建立博物馆。该建
议后被采纳，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于
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

对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
构水闸遗址的发掘与保护，麦英豪同
样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前者地
处繁华闹市、当代开发的最前沿，其
保护过程也曾经历惊险曲折，所幸，
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精华”的
宫署遗址最终得到了妥善保护。

全洪：刚毕业就遇上“南越王”

全洪是原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
也曾担任过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馆
长，他倾力于南越国考古文化和秦汉
考古研究，在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
署遗址等的考古挖掘方面多有贡献。

1985 年，他刚参加工作，就有机
会参与了南越王墓发掘报告的整
理。从最初的熟悉出土器物，阅读各
发掘小组撰写的初稿、发掘日记、器
物卡片做起，逐步查阅资料，自己为
后来整理、修复的器物编写卡片……
在近六年的报告整理、出版过程中，
他全面认识了南越王墓出土遗物，对
南越国的历史及考古状况也有了更
深的了解。

1995年，全洪又参与到南越国宫
署遗址的发掘中。经历这一次的洗
礼，他更认识到与时间赛跑、保护文
物的重要性。2012 年，全洪任南越
王宫博物馆馆长，“这个博物馆能够
建在广州老城区核心地段，用作文化
设施而非商业设施，这本身就是对历
史文化的尊重。”博物馆主要是对南
越王宫的遗址进行了三方面的展示：
一是开放考古遗址的现场，二是在原
址的遗址上进行模拟展示，三是将考
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结合进行基本
陈列。

吴凌云：与它们相伴三十年

“30 年来，我一直跟西汉南越王
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这两个地方
打交道，可以说见证了遗址的发现、
发掘和博物馆的成长。”广州博物馆
馆长、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
云说。

作为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挖
掘者之一，吴凌云当时发现和发掘了
曲流石渠的重要部分弯月状水池。
该遗址是目前中国考古遗址出现比
较早的用石头做材料的实例，里面出
土了大量龟鳖的残骸，也给后人了解
2000 多年前南越国的园林景观提供
了很好的实物依据。吴凌云记得，

“就在弯月状水池边上的水井，出土
了100多个罐子”！

让吴凌云印象更深刻的是，当年
作为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常务副
主任的他，如何短期内在这个遗址上
建成博物馆，“上级要求用一年时间
盖 成 一 座 博 物 馆—— 从 2009 年 到
2010 年，到广州亚运会开幕前，博物
馆就要跟公众见面。”最后，他和同事
们克服困难，如期完成了任务，广州
城又添一景。

月 8日，由原西汉南越王
博物馆、原南越王宫博物
馆合并组建的南越王博物

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在博
物院王墓展区揭牌。

整合后成立的南越王博物院
将更有力地统筹广州本土发现的
南越国时期可移动、不可移动文
物及相关的专家资源和研究成
果，助推“南越王”这个岭南文化
大IP的传播。

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
“南越王”的生前身后事、岭南文
化的古代图景，正徐徐跨越千年，
来与今人作倾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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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8日，随着南越王博
物院的揭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

“南越王”的两大考古主题完成了
“重逢”。合并后的南越王博物院由
王宫展区和王墓展区组成，合共占
地面积近4.5万平方米，下辖三个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状展示三
大遗址，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参观
体验。博物院文物藏品丰富，正式
编藏的藏品总数为 5984件（套），另
有考古出土但尚未正式编藏的各类
文物约 42000 件，以及大量包含重
要历史文化信息的陶瓷片和砖、石
建筑构件、材料等；在已定级文物

中，一级文物达245件/套。
李民涌指出，南越王博物院的成

立，将进一步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和利
用水平。例如院内的藏品部负责整
理、保管和研究两个展区收藏的大量
文物，这些文物资源在年代、类别上存
在着互补互证的关系，此次合并也为
接下来的文物研究工作打开了视野、
拓宽了格局。院内的考古部则针对现
场大量考古成果进行系统化整理和研
究，将为进一步揭示南越国时期至近
代的广州历史面貌提供无限的潜能。

“从历史的角度看，今日粤港澳
大湾区的行政区划及其自然地理的

范围，实际上就是秦汉时期南海郡番
禺县的辖境，可以充分利用大湾区各
城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多维度展示
大湾区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变迁，打造
文物对外交流合作品牌项目。”原南
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这样指出。

“两个博物馆合并成博物院，是
强强联手，希望能1+1>2，打造好‘南
越王’的品牌形象，期待未来它能跟
兵马俑、三星堆等遗址齐名，在原址
保护、展示、研究等方面更上一层
楼。”广州博物馆馆长、原西汉南越王
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对南越王博物院
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广州，古称“蕃禺”，是全
国首批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至今已有 2200 余年的建
城历史。南越国建于公元前
203 年，都城蕃禺，建立者为
秦将赵佗，是岭南地区第一个
完整的封建政权。

赵佗推行“和辑百越”政
策，使岭南地区快速从刀耕火
种的氏族社会平稳进入农耕
文明时代；同时，此地的百越
文化与汉、楚、秦乃至边疆异
域文化相互融合，在悠久灿烂
的中华文化中逐渐形成独具
特色的岭南文化分支。

考古专家认为，在同一城区内
同时发现保存较为完好的王宫及御
苑、王陵等系列汉代遗存，在中国考
古史上实属罕见。南越王之于广州
城，就是这样彼此成全。

1953年起，为配合城市建设，广
州开始大规模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其
中秦汉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点工作。
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先后重
见天日，是广州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
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
值。这些珍贵的南越国遗迹，为人们
打开了广州两千余年的历史记忆。

1983年 6月9日，广州市解放北
路象岗建筑工地在挖地基时发现一

大型古墓，揭开了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南越文王墓发掘的序幕。南越
文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之墓，
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
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大型彩绘石室墓。

墓中出土文物 1000多件（套），
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南越国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状况，见证了两千多年
前中国与海外的文化交流，具有秦汉
时期岭南地区兼容并包的地域特点，
是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陆续发
现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是广州历
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其中南越
国时期的大型石构水池在岭南地区

尚属首见，曲流石渠遗迹是迄今为
止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好
的秦汉王家宫苑实例。上述这“两
大 件 ”，分 别 被 列 入 了 1995 年 和
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中
心，是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郡、县、
州、府官署所在地，是广州作为岭南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证明，
揭示了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和
繁荣的过程，更是秦汉以来岭南地
区融入多民族统一国家进程的重要
历史见证。因此，南越国宫署遗址
在“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被列入
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

“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
针指导下，在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
署遗址原址上，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和
南越王宫博物馆分别建立，这二者也
为广州田野考古发掘树立了文物保
护和利用的成功范例。”李民涌是新
组建的南越王博物院首任院长，他在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

1988 年，以南越文王墓为核心
建成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正式对外

开放，由主体陈列楼、综合陈列楼和
古墓保护区三部分组成。在著名的
建筑大师莫伯治院士设计下，博物
馆的建筑风格既与墓室的历史文化
内涵相协调，又充分显示现代岭南
建筑的特征和气派，被评为“二十世
纪世界建筑精品”。

南越王宫博物馆则以南越国宫署
遗址为核心，在2010年 11月局部开
放，基本陈列为“岭南两千年中心地”，
与原址保护展示的考古遗迹相结合，充

分展示了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文化内涵，
展现了广州城2200多年的历史积淀。

“在考古原址建博物馆，在全国
范围内都具有示范意义。”李民涌介
绍，这样做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存
了广州的珍贵考古遗存，并在有效
保护的基础上，对考古遗存进行合
理利用，较好地发挥了考古遗存的
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城市
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基本上达到了
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的双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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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岭南历史记忆南越遗迹

考古原址与博物馆相辉映文保范例

两千年后的“重逢”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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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将“王墓”与“王宫”
两个博物馆合并，成立南越王博物
院，是基于哪些考虑？

李民涌：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和原南越王宫博物馆，无论是历史
渊源，还是实际运营，都存在着较
多的共通之处，为合并后南越王博
物院的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由于场地限制和资源单一
等原因，两馆在公众中长期存在着
辨识度不够清晰的问题，遗址、文
物等诸多资源也无法形成合力，在
更大平台上展示广州历史文化名
城的文化魅力。南越王墓有点“见
物不见史”，南越王宫则是“大遗址
中难见小细节”。南越王博物院成
立后，通过融合和互补，王墓和王
宫两个展区都将呈现出更完整的
遗址面貌和历史内涵。

同时，融合两馆也符合当下调
整部门机构、精简编制，不断提高
公益服务水平的客观要求。

羊城晚报：新的院徽和院名的
字体（见上图）很有特色，背后有什
么故事？

李民涌：我们的院徽图案取自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珮”，出土时是
摆放在南越文王墓墓主赵眜丝缕玉
衣的面罩上。这枚玉佩十分精美，
圆璧形的内圈透雕一游龙，两爪及
尾部伸向外圈；外圈透雕一凤鸟，立
于龙爪之上。鸟冠及尾羽均为卷云
纹，把外圈上下填满。龙与凤沟通
呼应，构图完美和谐，正体现两馆融
合为一，共同谱写岭南文化之光。

院名“南越王博物院”这六字，
分别由南越木简与里耶秦简、云梦
秦简中集出。其中前五字“南越王
博物”集自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
南越木简，出土于宫署遗址内的一
口南越国井里；最后一个“院”字，
则是从南越木简、里耶秦简与云梦
秦简中，分别集出笔画进行重组，
并美化字形结构而成。里耶与云
梦均属楚地，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多
件含有楚文化元素的精品文物。
所以院名的字体、字样也隐喻了南
越国由秦至汉的发展历程，也蕴涵
了岭南文化多元交融的特点。

羊城晚报：未来如何打造“南

越王”这个文化大 IP？
李民涌：未来，我们要把南越

文化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
传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视野下，深入解读南越文化与岭
南文化、“海丝文化”的相关之处，
以遗址与文物为依托，塑造“南越
文化”的整体形象。

具体说来，在陈列展览方面，
要依据南越国的历史背景及其文
物特色，聚焦中华文明、中华民族
与地域特色，举办相关展览，同时
让南越文化“走出去”；在学术研究
方面，立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视
角，对南越文化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拓宽文化表达的边界；充分挖
掘文物内涵与特色，打造文创精
品；在宣传教育方面，根据两个展
区特色，继续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教
育品牌，深化馆、校合作，形成更强
的社会影响力。

我们已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对遗
址进行数字化展示，计划分三年实
施。第一期对南越国宫苑曲流石
渠的数字化复原展示已于去年完
成并通过专家验收。第二期也将

于今年底完成，主要是通过MR虚
拟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
对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的宫殿进
行数字化展示。

南越王墓前室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南越木简

南越国宫苑曲流石渠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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