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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十年，不过历史弹指一挥间。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人紧紧抓住时代机遇，创造了许多令世人赞叹与欣羡的奇迹。
广东考古人也乘着改革的东风，不断在探索中奋勇前行，不断在收获中走向成熟，为解读和重构广东
历史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从事文物工作整整三十年了，对文物考古有着深厚的感情。
三十年来，我经历了艰辛的文物工作实践和磨练，也见证了广东文物考古事业的成长。
期间有过自豪、兴奋和期待，也有过焦虑、未知和沉重。
如今，《广东文物考古三十年》出版在即，心中自然生出几分的欣喜。
翻阅这些文稿，如同身临田野考古现场，又如同穿越深邃的历史时空，去聆听古人的声音、体味古人
的生活。
掩卷之余，感慨良多。
古之广东，远离中原，在中国正史记载中着墨极少，常被称为“化外之地，瘴疠之乡”。
一般认为，广东文明的开端是在被秦始皇五十万大军征服岭南之后，土著“百越人”才从蒙昧的原始
氏族部落阶段一跃而跨人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灿烂的早期文明。
然而，《广东文物考古三十年》用鲜活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历史上一直被称为“南蛮之地”的广东
地区，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而且从石器时代开始，直至明清，其文化既与中原有着相互间的砥砺交融，同时也一直保持着独特的
风格和鲜明的气质，并且延续不止、传承不息。
从凿辟鸿蒙到人文初开，从夏商王朝到战国纷争，从统一帝国到盛唐风云，从宋元遗韵到明清海交，
每段历史，都有着不寻常的历程。
解读广东考古，就仿佛一座无形的桥梁把过去和未来紧密连接在一起，迈出的每一步都充满神奇的诱
惑，脚下发出历史的回音，总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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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文物考古三十年》记载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些片段，从中可以看到广
东考古人始终钟情与他们脚下这块土地，数十年如一日地在田野中与几千年前的古人对话，与冰冷的
陶瓷片、石器、铜器对话，他们用自身的智慧和努力，去书写、填补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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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银洲贝丘遗址位于三水市白坭镇东南约6千米处，北距市府所在地西南镇约15千米。
坐落在银洲村东侧一座孤立的椭圆形岗丘上，当地村民称其为豆兵岗。
岗地海拔17.7米，周围是平坦开阔的西江、北工冲积平原，相对高度约15米，西江河从其西面约3千米
处自北向南流过（图一）。
遗址范围遍及整个岗地，并从东坡、南坡一直延伸到岗底平地，面积约35000平方米。
由于村民平整土地和兴建房屋，文化堆积受到部分破坏。
1983年，三水县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并采集到几何形印纹陶器、石镞、陶纺轮等遗物。
1992年1月至次年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水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遗址
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初步弄清其文化内涵和聚落布局。
1993年底又对遗址居住区进行第三次发掘，1995年初在遗址西坡和东面岗底平地对贝壳堆积富集的地
点做了系统的柱状取样工作，以进一步获取关于遗址的兴废变化和周围环境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方面
的资料（图二）。
本文报告前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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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值此之际，我们从1978-2008年间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中，选录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69篇，
大体上按时代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编辑成书。
编先工作由广东省文物局负责组织，有关单位通力全作。
暨南大学出版社编校人员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和心血，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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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东文物考古三十年》是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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