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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录了邱立诚先生关于岭南地区考古研究论文43篇，包括综合论述和专题研究，内容涉及面广，
时代跨度大，资料丰富，区域性强。
主要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岭南区域的历史文化、人文社会和古代地方风貌。
    可供文物博物馆学、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地方史以及相关学科的文博工作者、研究人员参
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粤地考古求索>>

作者简介

邱立诚，男，1953年11月出生于广州市，祖籍广东省信宜市怀乡。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毕业，研究馆员。
1971年起从事广东省田野考古工作及文物保护工作，曾先后任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第二研究室主任；现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古脊
椎动物学会理事，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理
事。
编写出版（含合作编写）文物考古著作《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
时代》、《珠海宝镜湾》等12部，发表考古报告、论文等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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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一、综述  珠江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百越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对广东先秦考
古研究的检讨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广东先秦两汉考古  广东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从封开地区史前
期考古文化看广信作为岭南首府的历史背景  先秦两汉时期潮汕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从文物考古资料探
索潮汕地区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潮人的海上交通  榕江流域考古文化初论  揭阳的远古与文明
刍议  关于揭阳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粤西“陶瓷之路”考识  澳门几个考古问题的探讨  略谈广东经济
建设中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及存在问题二、分论  （一）石器时代    广东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    
对广东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探讨    广东洞穴石器文化考察    论广东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    英德牛
栏洞遗址的初步研究    史前农业起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西江——岭南史前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史
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  （二）青铜时代    从普宁牛伯公山遗址谈起——兼析浮滨文化的有关
问题    论浮滨文化    再论浮滨文化    揭阳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的研究    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广东青铜
文化的土著特色    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  （三）秦汉 
  对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的疑义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    粤闽地区汉代建筑遗址的研究    韩江
流域两处汉代遗址的比较研究    潮汕地区汉代文化遗存的初步探索    从澄海龟山遗址论及汉代之揭阳   
徐闻汉代遗存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解读    合浦——历史的选择  （四）其他    有关古广信的两项考古
发现    南澳大潭宋代石刻小考    广东宋元时期瓷业的发展及与雷州窑的关系    明代罗亨信家族墓碑铭
及罗亨信生平历史介述附录  邱立诚著作目录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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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珠江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作为一条水系，珠江是西江、北江和东江及其形成的水网的总称
。
西江发源于云南，其主流浔江在广西梧州与漓江合流后始称西江；北江则发源于江西，主流为浈水，
在韶关与武水合流后始称北江，北江与西江在三水汇合，主流南经磨刀门直人南海，支流则东去人广
州与流溪河汇合成珠江；东江源于江西寻乌水，在龙川与利江汇流始称东江，流至东莞虎门而与珠江
汇合。
三江汇流后自虎门以南为珠江口，然后顺中国香港、澳门之间汇入南海。
依附于山岭、河流而产生的岭南远古人类文化，历经十数万年而形成的区域文明，进而发展为今天的
岭南文化，其间的发展历程发人深省。
本文使用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对这一区域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等相关问题作简要的论述。
一、珠江古代文明的起源：1．西江与粤西南路地区的史前文化：西江地区的古代人类目前可以追溯
到距今14万年前的封开垌中岩人类化石，从西江流域的考古情况看，他可能是从云南元谋人以及广西
百色地区的远古人类发展而来。
西江流域众多的人类化石遗存为广东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提供了发展、演变的源头。
这条古人类的西江走廊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晚于封开垌中岩人的文化遗存是罗沙岩遗址，包括第三层的石制品和第二层的人牙齿化石、石制品，
距今年代分别为4．8万年和2．24万年。
他们是西江古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
而更晚一些的是封开黄岩洞遗址和阳春独石仔遗址，这两处遗址都以单面打击的砾石石器为其最大特
征，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从其风貌看，与广西百色旧石器当属一脉相承。
百色旧石器通过西江流域向东发展，在桂南一线留下相当数量的台地、贝丘遗址；而在桂东与粤西，
则有相当多的洞穴遗址，这是地理环境所使然。
在此之后，穴居人类逐步走向江边河岸、平原谷地以及滨海、岛屿，形成了更为多样化的考古文化，
同时也与来自各个方面的古人类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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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诚论文选集》告诉读者求索什么？
读了文集，我把它大致归纳如下几个方面：求索粤地的人类起源；求索史前时期岭南文化的转折点—
—粤地中石器时代文化；求索粤地文明的发生、起源与发展；求索粤地百越时期文化交流与相互关系
；求索粤地古代与周邻文化、中原文化的相互关系；求索粤地海洋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求索粤地社会发展进程、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在融人中华民族大家庭过程中接纳、吸收和融合的地方
特点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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