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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进一步推动西汉南越国考古研究和南越国遗迹的保护，促进汉代考古和汉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州市文化局主办，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承办的“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2月4～6日在广州
市举行。
本书筛选参会学者论文中的37篇以及相关讲话、会议纪要结集出版，内容包括西汉南越国考古发现与
研究、岭南地区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汉代中原与岭南及周边地区的交流、汉代考古与汉文化研究等
方面。
这些研究内容广泛，反映了当前关于西汉南越国考古和汉代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动向、新进展和新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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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个着眼点之一，就是着眼于地处汉王朝边远地区的区位特点，来研究当地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
认识当地的“汉化进程”。
岭南地处汉王朝的南方边陲，本属百越之地。
随着秦统一岭南，秦军南下和中原人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新型的社会组
织结构，岭南地区迅速汉化。
南越国时期，从社会生产、城市建设到政治制度、语言文字，无不效仿中原汉王朝。
汉平南越之后，岭南成为汉王朝之郡县，汉化进程继续推进。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汉代岭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就是政治上不断融入汉王朝的过程，文化
上不断汉化的过程。
对此，考古发现的南越国都城及其宫殿遗址、南越王墓以及大量的汉代墓葬、汉代城址及手工业作坊
遗址、数以万计的各类文化遗物等，都有明确的反映。
很显然，吸收与融合汉文化的汉化进程，是汉代岭南地区考古研究的一个着眼点。
两个着眼点之二，就是着眼于地处汉王朝对外交往的前沿地带的区位特点，来研究当地在汉王朝对外
交往中的“桥头堡”作用，认识当地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据文献记载，无论是西北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还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都是汉武帝时期开通的，但实
际上，早在汉武帝时期之前就存在着以海上为通路的对外交往。
岭南地区地处汉王朝之南疆，南邻南海，沿海岛屿和良港众多，有着海上交通的便利条件，以先秦时
期的海上文化交流为基础，到了汉代成为汉王朝对外交往的前沿地带。
对此，不仅《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有众多的考古发现为实证。
如广州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碗、玻璃珠饰、蚀花髓石珠饰、金花珠饰，南越王墓出土的凸瓣纹银盒、
金花泡饰、象牙、乳香，合浦等地发现的金花球饰等，都显示出以海上为通道的对外交往早在汉武帝
时期之前就已存在，显示出岭南地区海上对外交往的兴盛，显示出岭南在汉代对外交往中的“桥头堡
”地位和作用，显示出岭南地区汉代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
很显然，对外交往是岭南地区汉代考古的另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海上丝绸之路是岭南地区汉代考古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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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进一步推动西汉南越国考古研究和南越国遗迹的保护，促进汉代考古和汉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2008年12月4～6日在广州市成功召开了“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80余篇。
为了尽早结集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副所长、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冯永驱所长
的领导下，具体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易西兵同志负责论文的收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洪
石同志负责论文的编辑工作。
本论文集筛选参会学者论文中的37篇和相关讲话、会议纪要结集出版。
编辑工作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
馆筹建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考古杂志社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
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学来同志承担了部分论文的编辑和校对工作，科学出
版社宋小军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这里，我们谨向关心、支持论文集编辑出版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同仁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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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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