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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顺德县文物志》即将付梓，这是顺德县文化建设中的

一件喜事，我们表示由衷地祝贺!
。

顺德县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久负盛名的南(海)、番

(禺)，顺(德)侨乡和鱼米之乡；尤以“桑基鱼塘”和

“蔗基鱼塘”而闻名中外(塘鱼产量居全国首位，蚕茧产量

为广东之冠)。然而对丰富多采的地上地下文物，则未必为
许多人熟悉。值此文物志问世之际，我愿为此说几点个人的
认识。

首先，我觉得《顺德县文物志》的编者，做到了以物为

主，以物带史，以物见人，抓住重点，突出特点，照顾全面
的编志要求。

其次，就顺德县目前发现的文物，结台历史文献看，我

觉得有几点值得今后注意和继续探索的。

第一，据史料记载，顺德县始建于明景泰三年(公元

l 4 5 2年)，即建置年代距今仅五百多年。然而据考古发

现，表明顺德境内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先

民在这里劳动、生息(在勒流镇龙眼乡永安岗的贝丘遗址出

土有夔纹、米纹陶器)。根据有了人便有了历史的观点，说

明顺德境内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越族先民在这里居住活动。

这就是文物可以“补史之阙”的一个作用。

顺德县名何以得名?明以前，顺德县境原为番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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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南海县地。明景泰三年(1 4 5 2年)，封建统治者镇

压了黄萧养领导的农民起义后，增置顺德县，顺德两字含有

顺从德政之意。

第二、顺德县至今为何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以及相当于

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

据地理学者的研究，现在的珠江三角：}}}【地貌的形成历

史，距今大致在六千年前。顺德县毗邻的南海县(如珏樵山

遗址)，佛山市、新会县、中山市等，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

或相当子商周时期的如南海灶岗，鱿鱼岗，佛山河宕遗址以

及新会罗山咀，梅阁炮台山等文化遗存。为什么顺德县至今

没有发现相应年代的遗存呢?我想一个可能是目前尚未发

现；另一个较大的可能是与该县的地理环境也即珠江三角i}II

地貌的形成过程有关。

顺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境内是溺谷基础上形成

的三角洲冲积平原。北江水系的潭洲水道、顺德水道及西江

水系的容桂水遭等十多条水遭流贯全境，除北部，东南部、’

南部一些零星小山岗外，全境地势平坦，河涌纵横，水网交

织，沼泽遍野。我们在勒流、杏坛、桂洲等许多地方的“桑

基鱼塘”和“蔗基鱼塘”底下一至三米深度发现的黑色胶泥

层及其包涵的水松、牛、鹿、马来鳄等动物和水生鱼类介

壳，表明这种沼泽相地层的年代主要是两汉时期，下限在唐

宋；其上的泥沙河流相冲积沉积层，主要是唐宋以后的。像勒

流龙眼永安岗发现的夔纹。米字纹陶器在全县并不多见。

根据目前的发现，两汉遗址主要发现于杏坛和勒流两

地，其中两汉遗址主要发现予杏坻的逢随和龙潭乡；豫汉墓

葬主要分布于勒流的沙富村和陈村的西淋山。尤其是逢简乡

碧梧村鱼塘区发现的西汉早期的陶器、铁凿、中甾黑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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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梅花鹿以及橄榄、桃等果实，在全省除广州之外的为数

不多的西汉早期遗存中，具有一定重要性。其次，唐宋的遗：

址，主要也发现在西汉遗址的分布地域。两晋南朝的文化遗．

址，目前几乎还是付诸阙如。

第三，关于南越国后主赵建德和丞相吕嘉是否逃至石

涌，金陡筑城顽抗，最后终被擒获一事。

有的学者根据清代梁廷楠的《南越五主传》和屈大均的’

《广东新语》，认为西汉元鼎六年(前l。1 1年)派兵打南

越国，赵建德和吕嘉逃匿至今勒流筑石瓮(涌)、金陡两城

抵抗，最后被伏波将军路博德所获。所以石涌村旧有吕相公
祠，大良旧有伏波桥等语。另方面，有的学者将石涌村发现．

的东汉遗址说成是西汉遗址。

我们认为此说是不可取的。一是梁、屈之说与史记、汉．

书所载不合；二是与考古调查发现的事实不符。广州中山四．

路市文化局内发现的秦汉造船台遗址之上，发现了南越国宫

署遗址j并有被汉兵焚烧遗迹，说明杨仆、路博德攻灭的城
即此；l 9 7 3年我们省、县博物馆的几位人员对石涌村的

所谓“瓮城”遗迹进行过勘查。当时在-I'-J楼上仍存一石瓤
匾“瓮城高第”的门额；而在连接门楼的土泥墙中，采集现

一枚“道光通宝”清代铜钱，城垣中及地面没有发现早于清

代至民国的遗物。至于石涌村拥节山前鱼塘堆积层中出土的

遗物全为东汉非西汉。我们认为“吕相公祠”和“伏波桥”

当属后世纪念性的建筑，不足为据。

第四，《顺德县文物志》凡八章及一个附录，内容是比

较多姿多采的。有地下文物，也有地上文物，有古代文物，

也有近现代革命文物。有些文物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省内

具有它的特色和重要价值。古墓及出土文物如明太监陈道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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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人)出土有金器、伊犁白玉帽饰：玉腰带、南明兵部
尚书陈岩野墓，南明铁炮。古建如广东四太名园韵大良清晖

固。西山庙(目前正在修建琳琊满目的碑廊)、三元宫经修
葺一新已辟为县博物馆和文物陈列室。太良太平塔，不仅是

一座明代的七级浮屠，而且在抗FI战争中经受Fi本侵略军的

炮轰和火燎依然屹立在太平山上，为“旧寨塔之战”立下殊
劭。位于北淫镇的革命根据地西海，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

殊江纵队的第一根据地，又是中共南、番、中、顺ql心县委
机关及部队司令部所在地。现已辟为西海革命纪念馆。顺德
县博物馆是我省藏画颇丰的县级博物馆之一。经过辛勤地征

集搜罗，收藏有本地书画家如南明彭睿罐、清黎简(号二樵
)、苏仁山、苏六朋和李文田等名家的书画一批。

以上只是我个人多年来有幸参加顺德县文物调查发掘，

到顺德县博物馆参观学习的几点体会。挂一漏万、在所难

免。

预祝《顺德县文物志》在爱国爱乡的乡土教育中和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它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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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式挺

一九九一年五月四日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也是世界著名盼

文明古国之一。保留在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古迹非常丰富，文
物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顺德设立县治，始自明朝景泰三

年(公元l 4 5 2年)，距今虽仅有五百余年，但是，地下

发现的文物表明，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特别{

是两汉时期，这块土地上已有人类栖息生活。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县先后发现了许多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这不仅．

对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有一定的

价值，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革命’

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也有深远的意义。

根据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的要求，我县在一九八三年起，
组织队伍，对全县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在这基础上，一九
八五年着手整理材料，开始进行《文物志》的编写，到一九

／＼．八年春终于完成初稿，并刻印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审阅，

征求修改意见。

我县经济发达，文风昌盛，历史上分布各地和遗留下来的

文物不少。但时光流逝，沧海桑田，有的早已湮没，有的已

被拆毁，有的现代重建，已非本来面目。基于此，按照“实
事求是”的编纂原则，根据“以物见人，以物见史，有物贝l土

写，无物不写”的要求，《顺德县文物志》的编写，我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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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抓住重点、突出特点，体例相符、兼顾全面的具体方法。

在完成了初稿后，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多方求证，反复修

改，总算把这本文物志拿了出来，是仅就目前发现和存在的
文物编写的。本志分概述、遗址、墓葬、建筑、石刻、雕塑

铸造艺术、古籍文献、藏品选介等八章。其中除概述和藏品

选介两章外，其余各章，均按年代早晚编排。

由于我们对编志工作缺乏经验，加以搜集、访问、调

查、发掘等工作不够深入，文物考古专业水平不高，书中难
免有遗漏和不足之处，诚恳欢迎有识之士和关心我县文物工

作的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给予补遗，谨此先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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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县文物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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