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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文物志

佛山市博物馆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佛山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曾为全国四大名镇。

本志着重介绍了佛山市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

筑、胜迹等历史文物古迹．这对挖掘佛山的历史文化

遗产，发扬我国的文化传统．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将起促进作用。

本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可供历史、考古学家

及大专院校历史系的广大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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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我国来说，佛山作为市镇的历

史并不很长。但佛山的先民们曾在这里勤奋开发，使之成为。岭

南一大都会”，列名于全国四大名镇，在我国历史发展上留下了

重要的一页。本书所志，即这一历史的实物遗存。这些在不同程

度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硕果仅存的文物，是全市人民

的共同财富，保护它们是全市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着光辉历史的民族，是值得骄傲自豪的民旄；有着光辉业

绩的城市，必然有勤劳奋发的人民。回顾历史，为的是创造更美

好的未来。毋容置疑，．佛山人民在历史的业绩上必将取得更辉煌

的成就，而目前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本志从文物普查开始而至成书'．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指导、各

街道居委人民群众的协助、博物馆同人的走持，佛山市志办公室

审改了全书，在此，特致衷心感谢! ’，

陈智亮

199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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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以物为主，以物带人，以物见史”的原则，凡

具有历史、科学、艺术参考价值的遗存文物，力求列入本志。

二、本志记载范围是市区，即城区和石湾区，下属各县不在

此内。奇石一带古窑址，虽属南海县，但它与石湾窑在历史上有』．一

源流关系，故收录。

三、凡已发掘又有价值的明代以前的古墓葬，均记录；对清

代以后墓葬，未收录。

四、碑刻和铭文等，因年久残缺，无法辨认，只好用]表示

缺字，损毁面积大的用(缺字)或(缺)表示：。

五、清代前用帝王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用公元纪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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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佛山，古之名镇，今之名城，．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地上地下。

的文物古迹丰富多彩，这些文物古迹展现了古镇的风貌．闪耀着时代精神的火‘

花·陶冶人们舶性格、情操，启迪人们的心灵、智慧。

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腹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河道纵横，自然条件优

越，很早就有人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南部市郊分布着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贝

丘遗址和山冈遗址。

战国时期，这里是百越之地。。 ．

公元前223年，秦将任嚣、赵佗平越。秦始皇除在全国设置36郡外，又

设南海、桂林、象三郡。郡下设县。佛山地域为南海郡番禺县辖。自此，岭南

地区完全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秦始皇又曾谪50万人戍岭南，与本地
人民共同开发广东。

秦亡汉兴。原秦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据南海为南越国，后归汉，又

因宰相吕嘉等叛乱，割据独立。公元前l 11年，汉武帝统一南越，重置南海

郡，佛山续治于番禺县。

三国时广东属吴境，南海郡改称广州，辖地包括今两广地区。

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7中原地区战争频繁，民不聊生，人1：3大举南

迁。本地偏安一隅，经济有所发展。

隋代，以广州所属番禺县分置南海。此后直至民国，佛山均为南海县辖，
此前则为番禺县辖。

自秦置南海郡，广州为郡治所在，后郡称虽多次改变，但广州始终为广东

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佛山紧邻广州，且地处东、西、北三江枢纽之

地．居广州上游，朝发夕至．地位十分重要。故自秦以来，为重点开发的地

区，市郊及市区均发现过两汉及南朝墓葬，其中尤以东汉墓葬为最，并出土过

重要文物。旧志记载，传说东晋时有外国僧人曾到佛山塔坡岗结茅传教讲经，

当时居民已经不少。

唐代，广州已成为对外贸易商港，闻名中外的繁华城市。佛山毗邻广州厂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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