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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展示了深圳市文物工作的丰硕成果，为今后本市文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同时，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深圳有七千年的社会发展史，有六百年可歌可泣的反外来侵略史
，有一百多年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史，有二千年的移民史，以及颇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和移民文化。
还有1839年的九龙海战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三洲田起义打响了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第一枪，⋯⋯这一切充分说明，深圳虽然不是文物大市，但却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绝不
是什么“文化沙漠”。
　　现代文化不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它应是历史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升华。
在深圳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以及向国际化城市迈进的今天，重视保护和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毋庸置疑，以文物为载体的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及其优良传统，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建设现代文化起着基础和推动的作用。
当代深圳是个新移民城市，移民文化是深圳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古代的移民文化加现代移民文化，有
利于促成深圳城市特点的形成。
它们又是“以德治国”中“德”的重要内容，用以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陶冶情操，对精神
文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文化又是文化旅游的主打资源，对进一步发展我市的旅游事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能否成为国际化城市的标准之一。
通观世界上的国际化城市，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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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市文物管理机构和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的200余人。
在专业人员中，具有正高职称的6人，副高职称的17人，中级职称的20余人；博士2人，硕士7人，大学
本科38人。
这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在建设和发展深圳文博事业中已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1999年9月25日一2000年12月31日组织了全市第二次文物普查。
在20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调查、勘探和试掘，取得丰硕成果：新发现地下
古文化遗址54处、古文化遗物采集点50处、地面古建筑1324.处。
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深圳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保障文博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市政府审核通过并公布了第4批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经申报，2002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深圳有9处。
现42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有1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宝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审核通过了宝安区第一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龙岗区、福田区、盐田区和南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分别审核通过了各区第一批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沙井镇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审核通过了沙井镇第一批镇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沙井镇万丰村委公布了万丰村第一批村级文物保护单位。
至此国家、省、市、区、镇、村这6级文物保护单位齐全。
　　市财政、市宣传文化基金、区财政和镇财政，每年都拨出大量经费，对部分因年久失修、岌岌可
危的古建筑进行维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以来，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已对40余处古建筑进行了维修。
并在维修基础上，成立了若干专题性博物馆和纪念馆。
　　这时期还先后发掘了大梅沙村商周时期遗址、铁仔山从东晋至明清的墓葬、屋背岭商周时期墓葬
，收获颇丰。
对于建立深圳市先秦时期考古编年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推动了深圳市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
　　博物馆事业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从1981年至2002年，深圳的博物馆由1家发展到16家，市、区、镇、村各级均有博物馆，而且办馆方式
多样化，有公立、私营、民办及公私合办等。
其种类有综合性的历史博物馆、地志性的历史博物馆、专题性的历史博物馆、专题性的革命纪念馆、
民俗类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村史博物馆等，各具特色。
博物馆的三大基本职能工作（文物收藏、陈列与研究）也不断完善。
他们推出了一大批雅俗共赏的展览精品，《今日深圳》展览荣获1997年“全国十大文物精品展”称号
。
从1989年以来深圳市博物馆平均每年举办和引进各种临时性的展览40个左右。
2000年全市博物馆系统举办的展览超过50个。
私立的玺宝楼青瓷博物馆和公私合办的古生物博物馆，不仅填补了我国专题性博物馆的空白，而且在
陈列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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