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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

策以后，广西启动了大量的高速公路、水利枢纽、高速铁路等大型基本建设

项目，广西基本建设考古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在南宁至百色、桂

林至梧州等高速公路，百色、乐滩、长洲等水利枢纽，南宁至广州、贵阳至

广州、昆明至南宁等高速铁路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中，考古发掘了自旧石器时

代至明清时期的大量遗址和墓葬，获得了诸多重要发现和学术成果，其中一

些重要发现填补了广西乃至全国的考古空白，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一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百色盆地，因百色水利枢纽、南宁

至百色高速公路、百色至隆林高速公路等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建设，发掘了大

梅、南半山、六合、六怀山、六拉山、那赖、那哈、那满、百渡、檀河、坡

洪、那平等遗址，发掘面积超过28000平方米。那赖遗址发掘至少包含旧石

器时代早期、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三个时期的文化遗物，发现了旧

石器时代的石器分布面，在这个层面发现有大量的石制品与玻璃陨石共存，

其中有10多件手斧及数十件玻璃陨石。南半山遗址在同一原生地层中发现

原地埋藏的手斧与玻璃陨石共存，这为解决手斧的年代问题提供了新的证

据。大梅遗址在不同的阶地中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这些不同阶地和地层的

石器代表了不同的时代，这为解决百色盆地旧石器的年代序列和文化分期等

学术问题带来了突破。百色旧石器遗址是东亚地区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古

人类文化遗址，这里发现的手斧对“莫维士理论”形成了冲击。20世纪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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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按照早期人类的技术和行为能力，从

地理上把旧大陆即欧洲、亚洲、非洲分为两个文化圈，西部以地中海为中

心，包括北面的欧洲、南面的非洲和东面的中东，作为一个文化区，以一种

工艺比较复杂的旧石器，即手斧为特征；东部主要是东亚、东南亚，是另外

一个文化区，以所谓工艺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并把这一地区贬低为“文化

滞后的边缘地区”。他划分的这条无形的技术学鸿沟，后来被称为“莫维士

线”。百色手斧的发现，展示了东亚早期直立人的行为能力和高超的石器制

作技术，打破了这种统治学术界长达半个世纪的 “莫维士理论”，具有极

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右江、左江、邕江、郁江、红水河

等几个流域，在这些流域建设的百色、长洲、老口、山秀、乐滩等水利枢纽

都发掘了不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百色右江革新桥

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大型石器制造场，填补了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

白，石器制造场内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制品，为研究史前人类石器制作的工艺

技术及流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同时还首次在百色市发现了新石器时代

的墓葬。该遗址的发掘成果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河池都

安北大岭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大规模的石器制造场，面积达1600多平方

米，石器制造场内密集分布大量的石制品，包括大量制作石器的原料、制作

工具（如石砧、石锤、砺石等）、不同制作阶段的产品（如石斧、石锛、研

磨器等的毛坯、半成品、成品）以及碎片和断块。同时发现了同期的仰身屈

肢葬、侧身屈肢葬和肢解葬等墓葬。长洲水利枢纽库区发掘的贵港桂平大塘

城、贵港平南相思洲、贵港桂平上塔等遗址都发现了石器制造场，出土的陶

器也各有特色，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类型。老口水利枢纽、山秀水利枢纽等基

本建设项目发掘了一批贝丘遗址，其中南宁青秀凌屋遗址、崇左江州冲塘遗

址、崇左江州何村遗址、崇左扶绥敢造遗址、崇左扶绥江西岸遗址等，发

现了大量不同葬式的墓葬。南宁青秀凌屋遗址发现屈肢葬、肢解葬共300多

座，是遗址最重要、最有特色的发现，肢解葬的出现有可能反映了当时对人

体解剖结构的初步认识。崇左江州冲塘遗址的晚期墓葬随葬海贝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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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西史前考古重大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文化

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崇左江州何村遗址的葬式多样，包括侧身屈肢葬、

仰身屈肢葬、俯身屈肢葬、蹲葬、肢解葬等，其中以侧身屈肢葬为主，特

别引人注目的是部分骨骼十分零乱或残缺厉害，可能反映史前人类某种特殊

行为；器物方面尤以石器中的研磨器为特色，大型研磨器为广西新石器时代

遗址所不多见。崇左扶绥敢造遗址发现了幼儿墓葬，墓葬的骨架基本完整，

为侧身屈肢葬，犹如酣然熟睡的睡姿，略显几分可爱。崇左扶绥江西岸遗址

发现了一处兽骨堆遗迹，大量的鹿、牛等动物的头骨密密麻麻堆在一起，暗

示着史前人类曾在这里举行某种重要活动，大量宰杀动物，然后将这些动物

的头骨集中堆放。贝丘遗址在广西分布较多，主要分布在洞穴、内陆河旁、

滨海地域，主要特征是遗址的堆积常见大量的螺壳堆积，并含大量水陆生动

物遗骸，多见各种葬式的墓葬，墓葬的骨骼通常保存较好，是研究史前时期

人类体质特征的珍贵资料。遗址独特的埋葬习俗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

史前文化各方面内容的极好材料。在大石铲遗存方面，主要发掘了南宁隆安

大龙潭、南宁隆安谷红岭、南宁隆安介榜等大石铲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大小

不一、类型多样的石铲。南宁隆安大龙潭遗址发现了较大规模的用石铲组合

成一定形式的祭祀遗迹，这是新的发现。大石铲遗存是广西最具特色的古代

文化现象之一，以桂南地区隆安等县最为集中，以短柄、双肩、弧刃等特征

的大石铲为主要特点，最大者长达70多厘米，重数十千克；同时也发现体形

细小的石铲，最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十克。刃口大多没有使用痕迹。大石

铲遗址发现遗迹较少，内涵较单纯，出土遗物以大石铲为主，伴出的其他石

器、陶器等遗物少。从已发掘遗址可见到的遗迹，大石铲多以一定的组合形

式如直立、斜立、侧放、平放等放置，而以刃部朝上或柄部朝上的直立或

斜立排列组合形式最引人注目，还有的用石铲围成一定的形状，如圆形、

“凹”字形等。目前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大石铲不是用于生产的实用器，而是

用于宗教祭祀的礼器，主要是与原始氏族社会进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

动遗存有关。

历史时期的考古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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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墓葬、城址等的发掘获得了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根据考古

发现，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演变，基本确定了广西汉墓划分为西汉早

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共五期，各个时期都有

典型墓葬和器物，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考古发现的墓葬根据建造

用材的不同，又分为土坑墓、木椁墓、砖木合构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五

类。砖木合构墓是木椁墓向砖室墓过渡的墓葬类型，年代以东汉早期为

主，部分延至东汉晚期。砖室墓的发现仅局限于东汉，早期的砖室墓多为

单砖结砌，结构比较简单，中晚期的砖室墓趋于复杂。石室墓在东汉中晚

期常见于钟山、昭平、富川、蒙山、平乐、恭城等地，多用不规则石块构

筑或用青石板条封盖。

合浦的汉代墓葬发现尤为重要，寮尾墓葬的构筑材质和结构复杂，有

直券顶墓、直列式合葬墓、穹隆顶合券顶墓、横直券顶合穹隆顶墓、横直券

顶墓、双穹隆顶墓和砖木合构墓等不同类型，在其属东汉墓葬中出土绿釉陶

壶、焊珠金饰片、缠丝玛瑙等一批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重要文物。风门岭

M26号墓出土了铜马、铜牛等一批精美铜器，岭脚村三国墓出土了一批碗、

钵、罐、杯等精美青瓷器。

在贵港的考古主要发现是城址。贵港贵城遗址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及遗

物，时代从汉代（包括秦及南越国时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包括汉代、

六朝、唐宋、元及明清时期，其中发现西汉中晚期及东汉的城壕、壕沟、

水井、灰坑、房址等遗存尤为重要，瓦件上出现 “永元四年”“永元十

年”“永元十一年”“零陵郡” “零陵郡三年”等戳印文字。这些重要发

现是寻找秦桂林郡及汉郁林郡的重要线索。贵港马鞍岭梁君垌古墓葬出土的

陶船、陶牛车反映了当时的水陆交通工具的概貌，特别是陶船体量大，人物

造型多样，形态生动，是汉代造船业、交通业等方面的代表性文物。

贺州贺街凤凰岭东汉晚期土坑墓一般较狭长，这类窄长方形墓葬在广西

地区主要见于先秦时期，这批墓葬的发现对于研究先秦以来土坑墓的演变情

况及汉越文化的交流融合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桂林阳朔乐响发现较多的石室墓，从高田所见存在的窄坑墓葬形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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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判断本区域越人墓葬习俗。

窑址则以桂林永福窑田岭窑址的发掘最为重要，揭露面积达7185平方

米，清理土龙窑11条、葫芦形窑4个，并发现一处作坊遗迹，特别是发现铜

红釉产品。这些都是重要的发掘成果，对于判断窑址年代、研究工艺流程及

宋代高温铜红釉技术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靖江王府的考古发现了靖江王府的宗祠，平面分布大致呈“回”字

形，外面一圈由门楼和外围墙组成，里面一圈由前殿、左配殿、右配殿、大

殿及内围墙组成。考古发现揭示宗祠的规模、结构基本清晰，印证了文献的

记载。

二

广西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种类丰富多彩。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

人类在八桂大地上活动，百色旧石器的年代早至距今80万年，其后有新石器

时代文化，再往后进入文明社会后，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随着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规模经济基本建设的开展，正确处理

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矛盾摆在了相关单位的面前。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局的正确领导下，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壮族自

治区铁路建设办公室等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考古单位积极履行职责，与

建设单位积极对接工作，做好文物保护政策的宣传工作，考古工作从不被理

解、不被重视，到建设单位理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并主动行文要求进行文物

调查、勘探，这个过程确实不容易，是一个质的转变。因此，在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在各类重点工程施工建设前，很好地发掘、保护了一批

遗址和大批文物。

由于大量的工程都需要穿越荒山野岭，为了准确调查文物古迹的分布，

我们许多同志冒着严寒酷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发现了许多遗址；在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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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同样经历了诸多困难，遭受炎热和寒冷是家常便饭的事，还要面对用

地、用工等常见的难题，但是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发掘任务，顺利地

把工地移交给建设单位。

在基本建设考古过程中，除了按时完成任务外，我们还注重工作质量，

始终按照考古工作规程进行工作，特别是注意结合课题开展系列研究。在百

色盆地发掘众多的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中，结合解决百色盆地旧石器的年代、

手斧层位、阶地序列等重大学术问题，精心组织发掘，在发掘过程中还邀请

国内外相关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年代学家等专家共同参与发掘工

作，因此经过多年发掘，百色旧石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上可确定

其年代早至80万年前；手斧层位出于网纹红壤；阶地序列清楚，盆地的二级

阶地、三级阶地、四级阶地都有旧石器分布，遗址年代有早晚关系。在几个

流域进行的水利枢纽建设所涉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也尽量挖掘遗址的

文化内涵、时代早晚关系，注意构建流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

因此红水河、西江等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基本得到了确认。

经过大规模的建设，广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考古项目发掘数

量、质量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多、最好的，达到了文物保护、经济建设良

好并进的目的。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所有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参与抢救保护文

物并为之付出努力和汗水的所有单位和同行们。

谢日万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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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色右江大梅遗址

大梅遗址位于百色市右江区四塘镇桂明村大梅屯东北侧，右江的南

岸。面积约50万平方米。因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建设，广西文物保护与考

古研究所组织考古队于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

积约6000平方米，分为A、B、C、D、E五个区。

A区位于右江南岸的第二级阶地，揭露面积约1100平方米。出土遗物

均为石制品，总共有300多件。石器均为打制石器，未见磨制石器。第三

层出土的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等。石器大小并

存，且小的占多数。石制品有明显的风化现象。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

器和手镐，以砍砸器为主，手镐仅个别。第四层出土的石制品无明显的风

化现象，石片、断块等很少。石器几乎都是尺寸较大的，类型有砍砸器、

刮削器和手镐，以砍砸器为主。

遗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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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区 位 于 右 江 南

岸的第三级阶地，发

掘面积1225平方米。

发现有石器制造场、

烧土面等遗迹。石器

制造场面积约700平

方米，连续分布于发

掘 区 的 东 部 和 西 南

部。石器制造场内发

现大量制作石器的工

具和不同制作阶段的

产品，包括砾石、石

锤、石核、石片、石

器、断块、碎片等，

成品只有砍砸器、刮

削器。制造场内还发

现 许 多 成 堆 的 石 制

品，主要是断块和碎

片。文化遗物均为石

制品，总数在10000件

以上，其中绝大多数

出自石器制造场。不

同地层出土的石制品

明显不同。

C 区 位 于 D 区 东

南侧的山坡上，和B

砍砸器

手镐

区隔着一凹地，相距不到50米，发掘面积1375平方米。文化遗物均为石制品，总共有200多

件。石制品种类有石锤、石核、石片、石器等。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等，不见

手斧。  

D区位于大梅遗址西北部的一个地势较高且较平坦的台地上，属于第四级阶地，发掘面

积1800平方米。发掘获得各类石制品共200多件，包括石器、石片、断块、石核以及其他石

制品，不见手斧和玻璃陨石。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以砍砸器为主，其次为刮

削器，手镐很少。

E区位于C区南侧一个地势相对较低的小台地上，发掘面积375平方米。获得各类石制品

共15件，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等，石器经打制而成，器型只有砍砸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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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梅遗址是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中重要的遗址之一。此次发掘面积约

6000平方米，是百色盆地考古发掘中揭露面积最大的一个遗址。通过长达6

个月的科学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的大型石器制造场。此次在B区发现的石器

制造场，揭露面积约700平方米，呈连片分布。制造场内分布着成千上万的

石制品，包括原料、制作工具、不同制作阶段的产品及废料等，反映出石

器制作的各个环节。尤为重要的是，制造场内发现许多“石堆”，多由断

块、碎片组成。“石堆”直径多在50厘米以内，石制品岩性单一，往往只

有一种岩性，表明是一个石器加工点，代表一个作业者的工作位置。像这

样规模大、石制品丰富、保存完好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在华南地区

属于首次发现。这对研究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和工艺具有重要的学术

意义。

二是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晚阶段的文化遗物。此次在大梅遗址A、B、

C、D４个区不同的地层中均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这些遗物有早

晚之分，它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晚期。这对研究百色盆地旧石

器文化的分期问题将是一个突破。

三是获得一批有助于解决百色盆地阶地序列问题的第一手资料。百色

盆地右江河谷的阶地序列问题，虽然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但是至今仍存

在不同看法。此次在不同高程的台地进行发掘，均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文化

遗存，而且年代上有早晚之分，这为解决百色盆地阶地序列问题提供了可

靠依据。

（谢光茂撰写）

发掘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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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色田阳那赖遗址

那赖遗址位于百色市田阳县田州镇兴城村那赖

屯至那坡镇六合村碌碧屯之间的山包上。2003年发

现，分布面积约50万平方米。因南宁至百色高速公

路建设，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队于

2005年８月至2006年1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

面积4000平方米，分为东、南、北三个区，东区和

南区又各分为A、B两个小区。 

主要是在遗迹南区发现密集石片分布区，可能

是石器加工点；在南区和北区发现大量石制品与玻

璃陨石分布面，可能是当时人类的活动面。出土各

种遗物近5000件，其中石制品近4500件、玻璃陨石

300多件。

遗址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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