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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广
东考古名家辈出，他们在
田野的泥土和一砖一瓦间
寻找岭南文明的拼图，为
广东现代考古事业打下了
坚实基础，如商承祚、麦英
豪、何纪生等知名学者。

出生于 1937 年的朱
非素，是中国考古学界唯
一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
女性考古学家。她作为
主要执笔人撰写的《石峡
遗址——1973~1978 年考
古 发 掘 报 告》一 书 ，于
2016 年荣获全国考古大
会最高奖——金鼎奖。

朱非素的家乡在浙
江 温 州 。 1951 年 ，年 仅
14 岁的她报名参军抗美
援朝，担任过护士、卫生
员及文工团学员等。四
年后，她复员返乡，又响
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经过刻苦复习，
1958 年考入了北京大学
历史系考古专业。

毕业后，朱非素一路
南下，加入广东省博物馆
文物工作队，并将她的一
生都奉献给了广东考古

事业。位于粤北曲江马
坝河盆地的石峡遗址，是
朱非素用力最多、研究最
多的一处遗址。

20世纪70年代，广东
考古事业刚恢复，朱非素
就去了石峡遗址，在泥泞
与暴晒的田野发掘中毫
不退缩，得到苏秉琦等前
辈学人的高度肯定。从
1975年至1978年，她是石
峡遗址发掘工作的参与
者；从1978年以后断断续
续十多年间，她又承担了
这个重要考古发现的资
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广东
省成立考古研究所时，朱
非素任所领导，负责制定
了当时按流域划分的课
题规划，将广东史前先秦
考古学文化面貌划分为
粤北、珠三角、粤东、粤西
几个区块。她不仅身先
士卒，还结合所内年轻人
的兴趣加以指导，为广东
考古培养后备人才。朱
非素一生的主要学术成
果，见于《岭外求真：朱非
素考古论集》一书。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秦汉番禺城“海丝”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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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从新中国成
立到现在，广东考古工作的
观念和阐释重点出现了哪些
变化？

李岩：一方面是意识
的转变。从田野考古和水
下考古两个角度出发，我
们经历了从“摸家底”到
研究阐释的转变。“摸家
底 ”的 理 念 是“ 保 护 为
主 ”，后转变为“ 保护为
主，研究为先导，阐释和
宣传为社会责任”，这是
行业自身要求的变化。大
家通常更关注重大考古成
果，但我个人认为意识的
转变更重要，它是考古事
业发展的持续不断的动力
源泉。

其次，我们的保护和
研究不再满足于解释广东
不是“南蛮之地”，而转向
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岭南
贡献与岭南特色。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更
有特色的东西，就是研读和
阐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广东或岭南贡献。从秦汉
番禺城算起，广州是个延
续 了 2000 年 之 久 的“ 海
丝”大都会，无论是在文化
自信还是文化传承方面，
都让我们感到非常光荣。

羊城晚报：广东考古经
历了数个阶段，您认为接下
来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李岩：我们知道，考古
工作最基础的部分是用实
物史料做编年史，用石器、
陶器或者铜器的发现把不

同年代填上。按照我们目
前的考古发现，1万年前到
7000年前这一时间段的岭
南文化遗存还处于缺环状
态，1万年前的广东代表性
遗 址 是 英 德 青 塘 遗 址 ，
7000 年前的代表性遗址
是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
遗址。但二者中间这段时
间的文化遗存我们暂时还
没有发现。这段时期岭南
地区到底是怎样一个存
在，我们还要努力调查和
研究。

此外，对秦汉以来县
城城址和六朝到唐代早期
陶瓷窑址的寻找，也是我
们需要努力的地方。

羊城晚报：您在“早期
岭南探源工程”中，重点关注
哪些问题？

李岩：第一，就是前面
提到的1万年前到7000年
前的编年空白如何补上。

第二，是关于“海丝探
源”问题。需要强调的是，

“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在秦
汉统一后突然出现的，在
那之前应该就有长期积
累。那么，秦汉以前的“海
丝”源头到底是什么样的，
需要进一步细化。

第三，是岭南瓷源问
题。在良渚文化同期的
时间段，广东地区烧制陶
器的水准很高，这以普宁
虎 头 埔 窑 址 群 为 代 表 。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广东
在瓷器起源当中的地位
和作用。进入“黄金时代”肆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通讯员 任海虹
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广东地区偏居祖国南端一隅，至秦军南下始融入中
原文明。在正史记载中，这里曾被描述为“化外之地”“瘴
疠之乡”……

实际上，岭南自有岭南的风姿：大量出土文物表明，
广东地区曾存在灿烂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
时代文明，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80万年
前……从出现先民的渔猎采集、到青铜古国，再到成为泱
泱中华的南疆、文明对话的使者，悠悠岭南既深受中原文
明影响，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极
为耀眼的一颗。

自现代考古事业在岭南勃兴，百余年间，经过一代代
广东考古人风餐露宿、青灯黄卷的不懈努力，一幅翔实鲜
活的岭南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在讲好“中国故事”、提升
文化自信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大学
基本没有正规的考古专业，考古
力量十分匮乏。为培养全国各地
的基干力量，当时的国家文化部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在
上世纪 50 年代初联合举办了四
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又被称
为考古的“黄埔四期”，由裴文
中、梁思永、夏鼐和苏秉琦等著名
学者授课。

全国各个省份争相抽调文物
干部到北京培训，来自广东的麦
英豪、莫稚、曾广亿、杨豪等先后
从培训班结业。数月的学习，为
广东这批学员日后的科学发掘和
研究打下了基础，并成为广东当
代考古的开拓者。

同一时期，广东设立了专门
的文物管理机构，包括广东省文
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文物工作
队和广东省博物馆，文物保护管
理工作体系逐步建立。在国家的
统一部署下，第一次文物普查在
广东全省范围（包括海南岛）内铺
展开来。

在第一次文物普查前，部分
历史学者甚至认为：岭南文明的
开始是在被秦始皇 50 万大军征
服之后，当地土著“百越人”才从

蒙昧的原始氏族部落阶段一跃跨
入封建社会。岭南地区没有青铜
时代，也没有奴隶社会阶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
第一次文物普查，考古学者在广
东发现了众多新石器时代至先秦
阶段的遗址。全省的文物分布情
况得以基本展现，著名的“马坝人”
头骨化石和西樵山石器加工制造
场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现的。20世
纪60年代初期，清远马头岗春秋、
战国墓的发掘曾一度在广东省内
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揭开了岭
南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李岩认为，通过这次第一阶段
的“摸家底”工作，初步改变了

“秦汉时期以前广东地区是‘南蛮
之地’”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后期，广东乘
着拨乱反正的春风，考古机构逐
步恢复，考古人员陆续归队。这
一时期，广东主要展开了石峡遗
址和“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
发掘。

其中，曲江石峡遗址无疑是
广东百年考古历程中最重要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的地位相
当于广东的“仰韶”（1921 年发掘
的仰韶遗址，被认为是中国现代
考古学的发端）。曲江石峡遗址
位于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西南，
坐落于狮头岩与狮尾岩两座石灰
岩孤峰之间的峡地，1972年由曲
江县文化馆在调查时偶然发现，
至 今 已 逾 50 年 。 1973—1985
年，石峡遗址先后历经4次发掘，
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是目前
广东省内发掘规模等级最高的先
秦聚落遗址，出土器物显示该遗
址与良渚文化存在密切联系。

考古工作者们在石峡遗址共
发现四期文化遗存，为研究岭南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
的内涵、特征、年代、分期及与其

他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
的典型实物资料。最突出的发现
是 132 座墓葬，其中 102 座属于
石峡文化墓葬，发掘者观察到有
火烧墓坑等迹象，更重要的是，田
野工作中首次区分出一次葬墓和
二次葬墓。

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在
《石峡文化初论》中正式明确了
“石峡文化”的命名，并指出：“它
（石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
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
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
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
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
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
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言而
喻，它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索我国
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
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在石峡遗址前三次发掘中，
还同期举办了三期考古人员培训
班（业内称为“石峡班”）。这为
广东培养了大量文博考古人才，
为岭南乃至全国的考古事业发展
作出了贡献。

从“石峡班”走出来的这批
学员，改革开放后填充到了广东
各地文博单位，成了当地的业务
骨干。“广东的县级基层文博单
位都配备上了专业技术力量，这
在历史上是头一回。”李岩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广东又
迎来了第二次文物普查，新的考
古发现和材料不断出现。第二
次文物普查的成果集结为《中国
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一书，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出版，成为广东
考古工作的重要参考书目。

在此阶段，苏秉琦先生提出
著名的“满天星斗说”及“区系类
型理论”，他把中国文明起源阶

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时期
的中国分成6个文化区，将岭南
划入“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
中轴的南方地区”。

随后，严文明先生又提出中
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
中心位置在中原，好比花心。围
绕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为主体的文化区，就好比内圈的
花瓣。岭南则处于长江中下游
这重花瓣结构的外层。

两位先生的学说廓清了史
前社会中岭南地区的历史地位，
对广东考古工作者理解第二次
文物普查成果和石峡遗址产生
巨大影响，也为当下“早期岭南

探源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
撑。

就在这个阶段，1987 年，世
纪古沉船“南海Ⅰ号”在广东海
域被发现。为实现对它的顺利
打捞，广东在国家的统一部署
下，开设水下考古培训班培养专
业人才，成为我国水下考古事业
的重要发端。作为拥有 3000多
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省和“海上
丝绸之路”的主要发源地，广东
拥有从事水下考古得天独厚的
历史和地理条件。以“南海Ⅰ
号”的发现和整体打捞为标志，
广东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水下
考古事业的发源地”。

以广东省文物工作队为前
身，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
为 广 东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于
1990年正式挂牌成立，岭南文物
考古专业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随着第二、三次文物普查和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
陆续展开，广东的文物分类进一
步细化，文化遗产类别也进一步
丰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
后期以来，广东各地掀起了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高潮，配合开展
的基建考古中接连出现重大考
古发现。譬如广深高速公路建
设中发现的东莞村头贝丘遗
址，广惠高速公路建设中发现

的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以及
在深圳大学城建设中发掘出的
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还有广
佛高速建设中发现的高明古椰
贝丘遗址等。

此时，广东考古工作者将抢
救性考古发掘与课题研究相结
合，新的认识不断产生。其中，
位于博罗县郊的横岭山，曾发掘
出300多座古墓葬，并首次在广
东两周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
了铜甬钟和铜鼎。

考古学界认为，横岭山墓葬
规模大、数量多，且排列整齐、大
小有序，这意味着当时整个社会
处于稳定有组织的状态，说明岭

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
已具有相当发达的青铜器文化。

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的发
掘，树立起了岭南商末周初至春
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尺度，年
代序列相比此前大大细化，广东
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面貌变
得具象起来。

这一时期，广东考古迎来了
“黄金时代”，广州南越国御苑遗
迹、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深圳
屋背岭商代遗址、广州大学城南
汉二陵、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
遗址、高明古椰贝丘遗址、汕头

“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等项目
先后获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岭南地区远离中原，历史时
期以前的文献记载几乎没有。
所以，相比于其他地区，岭南地
区的历史文明溯源更加依赖考
古材料。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新时代广东考古工作主要
集中在岭南文明探源和考古遗
存的研究阐释上。从郁南磨刀
山遗址到英德岩山寨遗址，一系
列重大考古发现，标志着广东考
古迎来了新的阶段。

其中，发掘于2014年的郁南
磨刀山遗址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

代早期的文化空白，将岭南人类
活动的历史由距今 13万年左右
大幅提前至 60万至 80 万年；发
掘于 2016-2018 年的英德青塘
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
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以及广
东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距今1万
年 前 的 古 人 类 化 石 ；发 掘 于
2019-2021年的岩山寨遗址则是
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
时代至夏商时期的中心聚落遗
址。是曲江石峡遗址考古发掘
40 年之后，广东发现的又一处
新石器晚期高等级墓地。

2021 年适逢中国现代考古
学百年，好消息也相继传来：广州
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和

“南海Ⅰ号”沉船入选“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英德岩山寨遗址入选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随着重
大考古发现一再引发全国关注，
广东考古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
代延续至民国时期，成果丰富多
样，并呈现出地上考古与水下考
古齐头并进的鲜明特色。在考
古工作者与文史学者的持续开
掘下，岭南文明的独特历史发展
脉络正日益变得明晰、生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讯
员黄怡辛、朱健报道：“不憋闷，
也没消毒水味，反而感觉有点清
新。”4月 20日，在广东省第二人
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二医”）急
诊科，患者李小姐已经输液约20
分钟，她向记者表示，虽然急诊室
空间不大，但是对空气质量还是
很满意。这正是省二医大手笔投
入建设的全国首家智慧“森林医
院”带来的效果。

据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瞿
红鹰介绍，为降低院内呼吸道疾
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改善整个医
院的空气质量，省二医在2022年
开始决定创新医院空气质量管理
理念，在发热门诊、门急诊、感染
风险高的呼吸科、感染科病房以
及产房、手术室、重症监护病房
等，实施不同层级要求的空气质
量管理模式。

“现在每天门急诊人流量高达
5000多人次，我们设置了近60台
空气净化仪器，比如在天花板上有
十多台‘吊顶式森林氧吧’，同时配
合了消毒灯、等离子消毒机等设

备，确保空气质量达标的同时杀灭
有害细菌和病毒。”瞿红鹰说。

“通过微生物实时监测仪监
测，我们发现目前在医院空气中的
病原微生物比之前减少一半以
上。”省二医医疗科科长林周胜说。

瞿红鹰介绍，世界卫生组织
将负离子浓度作为衡量森林空气
质量的重要指标，每立方厘米超
过2000个负离子浓度时，即为空
气非常清新。“在智能设备的加持
下，省二医部分场所的负离子浓
度每立方厘米高达10万个以上，
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这也是我
们说的‘森林医院’的由来。”

更令人吃惊的是，“森林医
院”有一整套智能感控系统，可以
24小时进行数据采集分析，管理
人员能从动态的3D院区模型中，
观察医院环境指标值，比如温度、
湿度、二氧化碳、甲醛、PM2.5、负
离子，微生物监测数值等情况，甚
至可以获取临床科室感控风险指
数，从而了解不同科室中空气质
量处理的薄弱环节，实时精准风
险发现，评估和预警。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磊报
道：“巨灵闻谛，静待良机，跃而
起，万川一水仰人杰……”4 月
20 日，在孩子们的悠悠共读声
中，“书香岭南”全民阅读暨广东
省 2023 年“世界读书日”主题活
动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拉开
帷幕。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2广东
省全民阅读指数报告》《2022 年
广 东 公 共 图 书 馆 事 业 发 展 报
告》。报告显示，2022 年广东进
入图书馆的总人次合计 8547.93
万人次，成年居民的综合阅读率
为94.79%，人年均纸质读物阅读
量为6.22 本，电子读物阅读量为
5.66本，均超过2021年全国平均
水平。平均到每天，广东成年居

民花 42.64 分钟阅读纸质书，而
电子读物的阅读时长达到 124.1
分钟。

智媒时代，选择视频阅读、
有声阅读的广东成年居民不断
增加。2022年，广东成年居民视
频阅读率为39.55%，听书率达到
33.33%。对比 5年前，广东省全
民阅读平均指数提高了将近 4
分。

报告还公布了全省 21 地级
以上市的阅读水平排名，广州、
深圳、佛山稳坐头三把交椅。被
誉为“书店之都”的深圳有着全
省最多的实体书店，遥遥领先其
他地市。

数据显示，广州市“图书馆
之城”服务体系效能约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 2.5—5 倍，正从“图书
馆之城”逐步迈向“阅读之城”，
在阅读活动、特色书屋打造等方
面成果突出。

据悉，2023“书香岭南”全民
阅读主题活动围绕“奋进新征
程 粤读再出发”的主题，组织开
展“书香岭南”评选活动、“书润
乡村”阅读活动、“庆祝南国书香
节三十周年”系列活动、2023 南
国花正开“4·23世界读书日”全
民阅读系列活动、广东省青少年
学生读书行动“新课程阅读书香
校园建设”项目等，多措并举掀
起广东的阅读热潮。

其中，拟邀刘斯奋、林岗、王
跃文等名家，在花城文学院、新
华书店、校园等开展文学对谈、

讲座、读者见面会，并开展“名家
有曰”云上见面会、广州公益阅
读系列活动和“阅见世界”阅读
打卡活动。

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南国

书香节首届“阅读推广奖”颁奖
仪式，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阅读推
广人和集体各十位。其中羊城
晚报社文化副刊部副主任吴小
攀荣获“阅读推广奖”个人奖。

朱非素：上过战场的杰出女考古学家

岭南文物“摸家底”壹

发现广东“仰韶”贰

廓清历史地位叁

揭开神秘面纱伍

英德岩山寨遗址发掘现场

水下考古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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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年均读纸质书6.22本
每天电子阅读时长124分钟

省二医建设全国首家智慧“森林医院”

青少年在活动现场朗诵《大湾的乡愁》
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实习生 叶诩 摄

考古探源水陆并进
“重瓣花朵”岭海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