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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获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资助

本书为何守强边海文化研究工作室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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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是搜集一手资料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掌握文化遗存线索的有效方法。

2015 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完成防城港海域水下考古首次调查之后，

将防城港沿海陆地调查任务交予防城港市博物馆负责，为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提供线索，

做前期准备。自 2016 年 6 月起，防城港市博物馆在千头万绪的新馆建设中启动了田野

调查工作，经断续穿插，至 2017 年 1 月完成田野调查工作，转入标本资料的整理阶段。

按原计划，完成田野调查，提交调查报告及原始调查资料即可，但经综合考虑诸如本

次调查为防城港首次系统考古调查，调查成果丰富、标本信息珍贵，以及 2017 年 5 月

恰逢中共防城港市委人才办批准的以本人名字命名的边海文化研究工作室成立，亟须

开展相关研究等实际需要等因素，在田野调查原始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对部

分素材进行了专题分析研究，在此背景下形成本书。

本书由调查报告、调查记录、专题研究组成。其中，调查报告概述了田野调查过

程及结果，统计和描述了石器、陶片、瓷片等各类标本的发现情况，并做出了一些推

论和猜测；调查记录客观详细罗列了各个调查点，如调查时间、参加人员、调查点坐标、

周边环境、调查发现、调查过程等基本原始图文信息；专题研究以单篇论文形式对调

查发现的标本进行研究，以期深化对某个个体、某种现象的认识。本书旨在记录调查

成果，分享文化信息，若能为本土研究提供些许线索或证据，甚幸。

是为序。

                                                                                                     何守强

                                                                                              2017 年 8 月 12 日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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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较墩贝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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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冲茶窑址

2/东兴罗浮陶瓷厂遗址

3/沙螺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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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蓬运河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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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墩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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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2015 年 8—10 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

所对防城港海域进行了首次水下考古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及为配合下一步相关工作开

展，防城港市博物馆受托负责本市辖区沿海岸线的陆上考古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

通过对全市重要海湾、海岛、河口、码头、窑址等沿海岸线各选点的实地调查、走访，

辅之以地方古文献查阅等，搜集该地区古代、近代海上活动遗迹，为水下考古调查提

供参考信息及线索。按照任务目标，防城港市博物馆于 2016 年 6 月启动了实地调查，

断续历时 6 个多月。期间，对全市 19 个点进行了 22 次调查（复查）。调查涉及海岛 5

个，海湾（滩）5 个，码头 2 个，江河入海口 3 个，其他遗址点 4 个。调查以采集地表

陶瓷残片等遗存标本为主。 

二、调查发现

经调查，防城港沿海岸线有较多的古代近代文化遗迹。从选择性采集的标本上看，

本次调查结果涉及多个时期、多种类型的文化遗存。调查所采集标本从质地划分，主

要以陶片、瓷片、石器为主。调查采集到的标本共 1694 件，其中，石器标本 201 件，

占总数的 11.87%；陶片标本 875 件，占总数的 51.65%；瓷片标本 605 件，占总数的

35.71%；其他标本约 13 件（铜币 1 枚，窑垫 12 个），占总数的 0.77%。从时代划分，

主要有史前新石器时代、战国至汉代以及唐宋直至清末民国、当代的各类遗存。

（一）石器标本发现情况

调查中在杯较墩、社山（交东村）、亚菩山、大墩岛、潭蓬运河西段、狮阳岛、

防城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报告

何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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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螺岛 7 处发现了石器，共采集包含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在内的标本 201 件，石核、

石片标本若干（未列入标本总数）。其中，打制石器有蚝蛎啄、砍砸器、石刮削器、

石球等，此类石器中尤以蚝蛎啄等尖状器居多；磨制石器中，有石锛、石斧、石砧、

石杵等。

部分石器标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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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石器标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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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发现中，以海岛或江河入海口为主，既有零散发现，例如，沙螺岛发现打制

石器 1 件，狮阳岛发现打制石器 4 件，潭蓬运河西出海口发现打制石器 3 件，磨制石

器 4 件（其中 1 件磨制石斧通体磨光、加工细腻，刃部仍较为锋利），等等；也有集

中出现，例如在江海交汇的亚菩山山脚临海鱼塘边发现石器 23 件，主要为打制石器；

在大墩岛废弃鱼塘及环岛临水红树林滩涂上先后采集石器共 150 余件，以打制石器为

主，也有部分诸如双肩石斧、石锛等加工精细的磨制石器及砺石、石球等加工工具。

所发现石器石材以内陆河流中常见的质地较为坚硬的砾石为主，除了杯较墩、交东两

处贝丘遗址所发现石器石材与周边地层岩石相似均为砂岩石，具有较为明显的就地取

材特征，其余多数石器石材则为质地更为坚硬的燧石，此类石器石材与周边地表石材

有明显区别，在调查中易于分辨，具有异地选材的痕迹。打制石器以扁长椭圆状居多，

多数采用石锤直接敲击而成，石器上有明显打击点。本次采集的打制石器长 6 ～ 20 厘

米、宽 4 ～ 9 厘米、厚 2 ～ 7 厘米不等，总体体型不大，以类似蚝蛎啄等锥形器居多。

所采集的磨制石器中，有石锛、石斧、刮削器等，长 5～ 9 厘米、宽 3～ 7 厘米、厚 0.5～ 1

厘米不等，体型较小，加工精细，刃面锋利。

（二）陶片标本发现情况

陶片是本次调查中最常见、数量最多的标本，约占总数 51.65%。但受条件所限，

本次调查只选择性采集了部分。从现有采集标本上看，除少数几件相对完整的陶罐、

陶钵、陶网坠外，其余多为陶器底、口沿、流、系等局部残片，器型涉及钵、罐、壶、

器盖等多种。陶片标本中，有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中采集的原始夹砂陶，也有战国

至汉代的方格印纹陶片、水波纹陶片等，就陶质而言所采集陶片有红陶、灰陶、黑陶，

硬度不一，火候差别较大。就时间而言，除几个有明显时代特征、独特纹饰的标本可

大致断代外，绝大多数陶片标本难以准确断代。

部分石器标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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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个调查点中，有杯较墩、潭蓬运河（东、西段）、潭蓬小学、北仑河入海口、

洲尾、白龙尾、北香炉岛、亚菩山、怪石滩、箭猪笼、大墩岛、狮阳岛、沙螺岛、潭

油码头 15 个点发现有陶片标本。其中，可初断为史前、战国至汉代较早陶片标本的有

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杯较墩发现的 3 件夹砂陶片，亚菩山发现有水波纹陶片、粗绳纹

夹砂陶片共 2 件，箭猪笼发现有方格纹印纹夹砂陶片 1 件，北香炉岛也发现有方格纹

硬陶陶片 1 件，等等。在各个有陶片发现的调查点中，除杯较墩、亚菩山等古人类遗

址发现陶片标本较少外，多数调查点所发现陶片量均较大，调查所采集标本中有数十

件到数百件不等。例如，怪石滩发现 84 件，大墩岛发现 215 件，沙螺岛发现 225 件，

潭油码头发现 48 件，洲尾发现 132 件，等等。

调查中共发现 3 件相对完整陶器：在潭蓬小学附近群众家中征集到陶罐 1 件（高

22.5 厘米，底径 13.6 厘米，口径 12.4 厘米，壁厚约 1.4 厘米，夹砂灰褐陶，束颈、直

腹、平底，此器物残片在江山半岛及沙螺岛、大墩岛等都有分布）；在洲尾发现完整

陶网坠 1 个（长 6.5 厘米、宽 3.6 厘米、厚 1.4 厘米），陶钵 1 个（直径 16.2 厘米，高

5 厘米）。其中，洲尾所发现的陶钵是本次调查中发现量最大、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陶

器。这种陶钵为平底、直腹，多数直口、也有少数敛口，常见陶钵直径 15 ～ 20 厘米，

深 4～ 6 厘米，也有更大尺寸及其他规格的陶钵，此种陶钵残片除几处史前人类遗址外，

几乎在所有调查点及防城港沿海主要海滩、海岛均有出现。在陶片发现的各调查点中，

洲尾情况较为突出，其不仅发现陶片量大（调查结束后，防城港市博物馆在该地进行

试掘过程中，于群众开采的虾塘中采集了 70 多袋几千件陶片标本），涉及器物种类多，

且器型保存相对完整，部分可做复原修复。

部分陶片标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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