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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丽的八桂大地，孕育了灿烂的广西历史文化，留下了

丰富多彩的珍贵文化遗产；旖旎秀美的山水之间，点缀着广

西悠久历史文化的遗迹，自然美景与文物古迹交相辉映，记

录着人类从远古走来的历史，散发着广西历史文化的特色和

魅力。这一切，将通过《广西文物精粹丛书》一一展现在我

们面前。

《广西文物精粹丛书》经过作者两年多精心写作、反

复修改打造而成。该丛书是一套介绍广西历史文化精髓的

丛书，分为《远古回眸—广西史前考古探秘》、《汉风越

韵—广西汉代文物精品》、《桂筑华章—广西历史建筑

遗存》、《石语墨影—广西古代石刻选萃》四册，每册自

成篇章，从不同的视野反映了广西历史文化的共同主题。荟

萃广西文物的珍品，通俗的语言及真实的图片，简练的知识

链接，是《广西文物精粹丛书》的最大特点。丛书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连接广西历史文化的精彩片段，讲述广西史前遗

址、汉代文物、历史建筑及古代石刻的精华，传递着广西文

物的精彩与神奇，把我们领入尘封的历史和岁月，在历史的

隧道中游览、欣赏广西先民创造的文化瑰宝，品味其中的艰

辛和沧桑，使我们在惊赞与震撼之余对创造历史的先民肃然

起敬，激发我们的自豪感与创造未来的责任感。书中恰到好

处的知识链接，则让我们在欣赏广西历史文化的同时，收获

丰厚的文物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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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回眸—广西史前考古探秘》展现了八桂大地

孕育的史前文化篇章，翔实的考古资料和图片，展示了考古

工作者史前遗址发掘的现场和丰硕的成果，把我们带进了远

古的广西，从距今200万年前的“么会洞人”到5万～6万年

前的“柳江人”，记录了广西古人类从直立人发展到智人的

进程。具有80万年历史的石器，积淀着广西早期人类的聪明

和智慧。远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走进了新石器时代，

人类活动的遗址分布于洞穴、山坡、台地、河旁、沙滩等地

带，甑皮岩遗址、革新桥遗址、顶蛳山文化遗址、大石铲文

化遗址……陶器、磨制石器、骨角器、蚌器、居住遗迹……

人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书写着史前文明的奇迹，不同时

期人类的生活与生产的变化，为我们勾勒出广西史前文明的

变迁。

《汉风越韵—广西汉代文物精品》集中了广西汉代文

物的精品。书中奉献给我们的陶、铜、铁、金、银、滑石、

玉、竹木、漆、琉璃、玛瑙、琥珀等各类文物，琳琅满目，

其造型、纹饰、技巧和意境，令人惊叹！那具有浓郁地域色

彩的越式鼎、提筒、五联罐、干栏模型等陶器，扁茎短剑、

铜鼓、羊角钮钟等铜器；那以鼎、盒、壶、钫等为代表的中

原礼器—岭南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在这里交汇，凝聚着民

族交流与融合的音符；异域风格的玛瑙、水晶、琉璃器、胡

人俑座灯使我们感受到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船风采；当

“九真府”铭陶提筒、陶屋，铜凤灯、漆绘提梁铜筒、六博

棋铜盘、大铜马、鎏金铜面具、高足玉杯、出廓玉璧等一件

件文物精品展现在眼前时，你不能不为之震撼，衷心赞叹祖

国南疆汉代文明的辉煌！ 

《桂筑华章—广西历史建筑遗存》选刊了广西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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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及近代建筑的杰作，丰富的建筑图片及简洁的文字，

将我们引入古代建筑纵横的空间。屋脊的堆砌，重轩镂槛，

斗拱雀替，雕龙画凤，庭院天井，廊道迂回……灵渠、城池、

庙宇、府第、祠堂、会馆、古塔、书院、牌坊、亭台楼阁、桥

梁、乡土建筑、边关炮台……一座座充满历史沧桑的建筑，从

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广西古代建筑的风姿和其所演绎的故事。

近代建筑述说着传统建筑的传承及西式建筑的兴起；革命旧

址、名人建筑见证了广西近代革命风云及名人的事迹；少数民

族建筑是广西历史建筑的奇葩，壮族的干栏、侗族的鼓楼和风

雨桥、瑶族的廊桥……仪态万千。不同时期建筑的变化及斑驳

的岁月痕迹，折射出广西历史的风风雨雨。

《石语墨影—广西古代石刻选萃》荟萃了广西历代

石刻之精华。隋唐以降，广西摩崖石刻、摩崖造像、碑刻逐

渐兴起，以山为书，以壁为页，刻字为文，广西的历史文

化，被记录在山水之间，书中通俗的语言，笔到而意达，成

为与古代石刻沟通的桥梁。遗存于崖壁及碑刻上的先人墨

宝，文辞简洁，书体优雅，题榜、题字、题名、题记、诗

词、曲赋、佛经、诰封、告示、禁约、楹联等，字里行间，

真、行、草、隶、篆，笔走龙凤，洋溢着艺术的风韵，传递

着古人的情怀，展示出已逝去的历史和信息：唐代《六合坚

固大宅颂》碑、《智城碑》，桂林鹦鹉山南宋《静江府城池

图》，宋代山水纪游，明代纪功石刻、宜州市白龙洞石达开

唱和诗……如一篇篇刻在石壁上的史书，每一页都蕴藏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

消逝的历史带走了先民的身影，留下的是蕴含着民族精

神与文化的无价之宝，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广西史前

遗迹、汉代文物精品、历史建筑遗存、古代石刻只是广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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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巨卷中的一页，而《广西文物精粹丛书》将这一页最

精彩的部分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游览之中了解广西的

历史，在欣赏之中领略广西文化的精髓，在探索之中传承广

西文化之魂，在奋发之中创造广西的未来！

承编者之邀，阅丛书而有感，是以为序。

                                        陈远璋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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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西位于祖国南疆，气候温热湿润，四季花果飘香，

茂林修竹；地形复杂多样，特别是广泛分布的石灰岩洞

穴，成为史前人类理想的栖息场所；河流密如蛛网，如粗

细银带相互交织；动物种类繁多，“鱼虾跃于水，鸟兽鸣

山中”。广西这种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史前人类的居

住和生活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远在距今约200万年，史前人类就已经踏上广西这片肥

沃的土地，在田东县的么会洞安了家；到了距今约80万年，

又有一批史前人类在物产富饶的百色盆地繁衍生息，他们筚

路蓝缕，辛勤耕耘，创造出灿烂的手斧文化。此后，史前人

类在广西这个大舞台上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

历史好戏，留下极为丰富的文化积淀。百色旧石器遗址、甑

皮岩遗址、白莲洞遗址、顶蛳山遗址等一批史前人类家园的

遗址如同耀眼的明珠吸引着世人的眼球。

广西史前考古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近80年的风雨历

程，取得了辉煌成就。如今，广西史前文化在中国乃至东

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均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了展示广西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让读者了解广

西的远古历史文化，编写了《远古回眸——广西史前考古

探秘》一书。

本书内容包括古人类化石、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

时代文化三个方面，时间跨度二三百万年，简要介绍了广

西史前考古概况，人类进化及各演化阶段的人类体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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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能力，并结合重大的史前考古发现及代表性文化遗

存，讲述人类的演化历程及文化的发展变化，让读者可从

中穿越到史前了解当时广西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感受

广西灿烂的史前文化。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刘武研究员，云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吉学平研究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局谢日万副研

究员，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李珍研究员、覃芳研究

员、何安益研究员和陈晓颖助理研究员，广西壮族自治区

博物馆韦江研究员、蓝日勇研究员，广西民族博物馆王頠

研究员，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蒋远金研究员，桂林

甑皮岩博物馆周海研究员，南宁市博物馆胡章华助理研究

员等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还参阅了周国兴先生所著的

《白莲洞文化——中石器文化典型个案的研究》一书，在

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人希望本书的内容编写能做到既科学又有趣味

性，但苦于学识短浅，缺乏生花妙笔，不妥之处，还望

读者指正。

谢光茂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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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处中国南疆，南邻北部湾，西北倚靠云贵高原，东中部则与两

广丘陵连为一体，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

雨，茂林修竹，动植物种类繁多。境内岩溶广布，洞穴众多，河流纵横交

错。广西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为远古人类生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对

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广西史前考古起步较早，发现地点众多，材料相当丰富，在我国及东

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是人类历史的最早阶段。它跨越的时间很

长，从250万~1万年前，占了人类历史99%以上的时间。如果把人类历史

比作一本250页的书，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历史仅占一页，其余全部属于旧

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一般分为早期（距今250万~13万年）、中期（距今

13万~5万年）和晚期（距今5万~1万年），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

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图1-1）。旧石

器时代的人类除了制造和使用打制石器，还使用竹、木、骨、角等材料制

成的工具，还能制造简单的装饰品，并懂得绘画和雕塑。他们通常居住在

山洞里，靠采摘果实、摘野菜、捕猎野兽和捕捞河湖中的鱼蚌等来维持生

活。

按照研究的年代范围，考古学又可分为史前考古学

和历史考古学。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包括旧石器

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历史考古学则从夏朝开始直至明清

时期。由于史前时期尚未发明文字，这一段漫长的人类

历史，全靠考古发现和研究来重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研究的对象包括了古人类和旧石器两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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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5~1957年，由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裴文中、贾兰坡两位教授率领的广西工作

队，对广西洞穴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其主要目的，一是为

了解决解放前荷兰古人类学家孔尼华在香港中药铺发现的、被孔氏研究认

为是“巨猿”的数枚牙齿化石的产地、地层、年代、种属等科学研究问

题；二是为了寻找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工作队在来宾、上

林、武鸣、柳州、柳江、崇左、大新及扶绥等市、县，对200多个山洞进

行了调查，获得重大发现。1956年1月，工作队在来宾县麒麟山盖头洞发

现了麒麟山人头骨化石、若干件石制品和一批动物化石。尔后，在柳州市

白莲洞等洞穴发现一些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1958年，在柳江县新兴农场

发现柳江人化石。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中央和地方的考古人员

在广西发现了更多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存。在约20个山洞里发现

了古人类的牙齿化石，有的山洞除牙齿化石外还有人类骨头化石，这些化

石人类主要有都安瑶族自治县九楞山人、柳江县土博人、柳州市都乐人、 

隆林各族自治县隆林人、田东县定模洞人、桂林市宝积岩人等。这期间，

新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但大部分都集中在广西西

部的百色盆地，获得的旧石器制品数以万计。进入21世纪后，新的发现也

图1-1 人类进化不同阶段示意图（M为百万年）

人类进化的几个阶段

古猿阶段 南方古猿阶段 能人阶段 直立人阶段 早期智人阶段 晚期智人阶段

旧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旧
石
器
时
代
中
期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8M~7M前 4.4M~1.5M前 2.5M~1.6M前 1.8M~0.2M前 0.2M~0.05M前 0.05M~0.01M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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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特别是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和第三次全区文物普查中发

现近百处旧石器地点，并发现么会洞人、南山洞人、木榄山人等重要的人

类化石。

什么是化石？

所谓化石，就是地壳中存在的属于古地质年

代的动物或植物的遗体或生物留下的痕迹，通俗地

说，就是生活在遥远的过去的生物遗体或遗迹变成

的石头。生物死亡后，遗体被泥沙掩埋，在随后漫

长的岁月中，这些生物遗体的有机质被分解殆尽，

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牙齿等与周围的沉积物

一起经过石化变成了石头，但是它们原来的形态、

结构依然保留着。我们把这些石化了的生物遗体或

遗迹称为化石。通过研究化石，科学家可以了解遥

远过去的生物的形态、结构、类别，可以推测出亿

万年来生物起源、演化、发展的过程。

1．古人类化石

人类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的重要实物资料。自从达尔文创立生

物进化学说后，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

有着共同的祖先。研究表明，现今生活在非洲的类人猿黑猩猩和人类的基

因组的DNA序列相似性达99%，如今再也没有人怀疑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

来的。一般认为，习惯性两足行走的人与古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500万年

前。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发现于非洲。在非洲不但发现了最早的古

人类化石，而且人类化石材料也十分丰富。因此，一直以来非洲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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