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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经过科学清理发掘的考古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和历史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岭
南青铜时期文化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本书主要依据考古学遗存及其相互关系来进行年代及文化性质、文化因素的探讨，论述了岭南青铜时
期文化的发展阶段、年代、分区、特征及其文化因素，对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内涵进行了地理上的划分
，试图说明文化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就岭南青铜时期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及其文化因素
传播展开论述，还描述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发震演变的总体格局。
最后，本书探讨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族属，并对课题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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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浮滨文化和吴城文化、黄土仑类型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但具体器型差异明显，如吴
城文化有更浓厚的商文化因素，黄土仑类型器物多錾耳、凸棱、大圆饼形底座及泥条堆塑纹饰，浮滨
文化部分器物口部有圆孔等，都极具特色。
浮滨文化和吴城文化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更多的是其共有的时代风格，如折肩器、间断条纹、刻划符
号等，因而可以说浮滨文化曾经受到吴城文化的影响，但未必强烈。
华美文化同样是粤东地区特征鲜明的一支考古学文化，部分陶器下腹内收明显、呈尖圜底的作风与闽
南的鸟仑尾类型相近，应属相同文化因素，同时几种敞口折肩罐在吴城遗址中也能见到相似的器型。
水口山遗存位于浮滨文化和华美文化的分布区内，其文化内涵与后山文化、浮滨文化及华美文化有明
显差别，但其中也有若干相似因素，与华美文化间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
上述诸文化不是水口山类遗存的主源，不过其多圜底器的风格和本地前期文化是一致的。
粤中区陶器群中的器类、器型有不少也见于其他区，但这些共性很强的器物在粤中区形成相对最为完
整的组合群，应是岭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中心之一。
同时本区也受到其他地区的明显影响，其中带流器是来自于北部的因素（如后山文化、石峡中层），
高领敞口器因素源自浮滨文化。
围岭类型是粤中区面貌最为独特的一类遗存，高领器、折肩器、釉陶器与浮滨文化相似度很高，夹砂
陶圜底釜、器座则是粤中区常见器物。
粤北区以石峡中层类型为代表的遗存因其所处地域适中而与周边地区有密切联系，与粤东区的浮滨文
化，粤中区的村头类型，闽南的鸟仑尾类型都有若干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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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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