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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地记述昙石

山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由述、记、志及附录组成。志采取横陈门类．纵述史实．分

章、节、目等层次记述。上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2 0 0 6年。

三、本志所标明的墓葬、探沟等序码，均按当时考古发掘统一编号：

出土文物尺寸、土层深浅，以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记载为准。

四、本志除文字记述外，还插入有关地图、照片，力求做到图文并

茂。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昙石山遗址博物馆的照片，未经中央专题审

批，未收入志书。

五、本志资料来自于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实地调查以及有关作者的

考古论文、单位报告等，经考证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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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石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撩开福建古文化神秘的面纱．为探寻福建古文化的奥

秘开拓一条独特的考古之路，

昙石山文化遗址位于福建省闽侯县甘蔗镇(原属荆溪乡)．古属侯官县，距闽江

200米。是富庶丰腴的临江濒海之地：其地势由北向南逐渐倾斜：东面平缓，西面陡

峻，是闽江谷地的小山丘。闽江上游两岸青山碧翠，流至白沙之后，才渐渐裸露狭小

谷地。那里河道弯曲，昙石山、洽浦山、鲤鱼山等孤立的山丘点布在闽江之北：远处

山峦环抱，近处沃野平畴，田园、房舍错落其中。

昙石山文化遗址发现于1954年1月。当时闽侯县甘蔗镇昙石村村民修筑堤坝

时发现被挖掘的土壤中有大量白色蛤蜊壳堆积层和许多陶片、石器、陶纺轮等，引

起文物部门的极大关注：随后派员到实地调查，保护现场，并电请中央社管局批准

发掘。4月12日，华东文物工作队和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简称文管会)考古

专家进村发掘。当时仅挖两条壕沟．1959—1960年，第二次至第四次发掘，仅发现2

座墓葬。1963年9月第五次发掘，仅开4x2．5米探方1个，发现墓葬1座。1964年9

月至1965年8月第六次发掘．发现墓葬32座，1974年10—12月第七次发掘，开探

方4个，发掘墓葬3座，陶窑5座。1996年11月至1997年6月第八次发掘，发现墓

葬42座，壕沟2条。筹建昙石山文化遗址博物馆过程中义发现蘩葬9座一昙石山文

化遗址先后进行8次发掘，共发现墓葬89座，陶窑9座，壕沟2条，出土大批陶器、

石器、骨器和玉器。

1964--1965年．昙石山文化遗址第六次发掘的第3层贝壳，1973年经碳14测

定及树轮校正，其年代距今约为3270年。

1971年选送的第3层兽骨标本，经碳14测定及树轮校正，其年代为3905年。

相当于昙石山文化遗址中层的闽侯溪头遗址出土陶片．经热释光测定，其两个

年代距今约为4240年和4310年。

经多方检测和考古专家研究．昙石山文化遗址基本上是一处4000--5000年前

原始社会晚期的公共氏族墓地，其上层叠压着3000多年前的黄土仑文化遗物。昙

臼陶圈菖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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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氏族公共墓地自5000年前一直延续到3000年前：墓葬层层叠压，沉睡至今。

1996年第八次发掘，正值改革开放之大好时光：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努力，终于

向世人展示福建先秦闽族的沧桑历史：八闽大地已有5000年的灿烂文化。

昙石山文化是福建文明的源头，经过中日联合考古队鉴定137号墓主人颧骨

为“日本人骨” 日本人种要追溯到昙石山。

据《山海经》载：“闽在海中”昙石山文化遗址是典型的海洋文化贝丘遗址。经

考古学和地质学论证．5000年前的海水与闽江口的交汇处就在昙石山一带。海蚬、

牡蛎壳、海螺壳等半化石及犀牛、大象等遗骨．证实昙石山当时是亚热带气候，海洋

文化

《周礼·职方氏》汜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酃、四

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戌、六狄之人民．”罢石山文化所反映的就是“闽”或“七闽”

先民的历史文化4000--5000年前的昙石山文化，以昙石山遗址为代表，以闽江中

下游为中心．连接闽台两省，是福建古文化的摇篮，是先秦闽族的发源地。

县石山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屉处于福建古代氏族社会深刻变化的历史阶段。

它不仅是海洋文化的摇篮．也是当时农耕文化的代表。出土的“中华第一灯”，无论

造型和功用。在当时都是无与伦比的，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极大关注。昙石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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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闽台彩陶、，fi锛干¨拔牙习俗的撤均在大陆。福州人爱喝汤的饮食文化．也源于

昙石山。那博大浩宏的宝库．为人们展示一个异彩纷呈的古代世界。

昙石山占文化证明4000年前L⋯现私有制，从原始社会迈人阶级社会的门

槛。罢石IJI上层人殉的残酷和奴隶的抗争，在沉寂的墓葬群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

现。用历史镜头审视，县石山文化中，孕蕴着一部m淋淋的阶级斗争史。

昙石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为考占学家提供丰富的研究平台。50多年来，许多专

家、学者充分利用昙石山考占发掘的资料，对昙石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墓葬陶器分

期、昙石山文化命名、遗址人骨等诸多方面，进行多层次探讨，论证昙石山文化的意

义和价值所在，，

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于2001年6月24日建成开馆。6月25 El。国务院公

布昙石山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被福建省和福州市分别颁布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全省最富有历史价值的旅游品牌。中央领导贾庆林、黄菊、

李长春、王汉斌、张克辉、迟浩田等都曾莅临参观。2004年9月6月。中共中央军委

主席江泽民题词：“昙石山文化遗址”。是年，省人民政府专题研究昙石山文化遗址

的保护措施，拨款6000多万元加强博物馆建设，i_I=曼石山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展示

山体北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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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1月，福建省闽侯县荆溪乡(今忖蔗镇)昙百村农民修筑嘲汀防洪堤时发现

大量白色蚧蜊壳堆积层，m土许多陶器、彳i器、陶纺轮等经竹文管会林钊等人

到现场观察后，与工程领导商妥，停止挖L-，保护现场．．

4月12日，华东文物丁作队剐队长)}焕章．宋ffl胤与福建省文管会文物组

组长林钊等12人组成考古队对县石tll文化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

4月20日下午，在恒心乡人民政府大厅展⋯要行IU文化遗址部分fI{土

文物。

1955年

《考古学报》第10期，发表林钊执笔的《闽县县fi Jh新石器时代遗址探掘报

告》。初步推断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9正

12月26日至1960年1月5 13，省文管会组织人员对昙石山文化遗址进行第

二次发掘。

1960年

3月17—24 E1，福建省文化局第一期考卉技术训练班在野外实习期间．对县

石山文化遗址进行第i次发掘。当时开探方3个．面积78平方米，、

7 71，福建省文管会林钊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考占人员对垦石山文化遗址

进行第四次发掘，开探方3个。

1961年

《考古学报》12期发表由林钊执笔的《闽侯县石Ijj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j=至四

次发掘简报》。

1963年

9月10—26只，福建省文管会和厦门大学考占实习队吕荣芳、曾凡、叶文程

等对昙石山文化遗址进行第丘次发掘，扦探方1个，出土陶片2558片，

1964年

《考古学报》第12期发丧Ill吕荣芳、曾凡、叶文程执笔的《昙石山遗址第五

次考古发掘报告》。

9月至1965年8 Jj，福建省博物馆曾凡等对县石山文化遗址进行第六次发

掘，开探方20个，I自_{i}{513平方米，出土遗物超m前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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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10月4日至12月26日．福建省博物馆陈存洗、陈龙等对县石山文化遗址进

行第七次发掘开探方4个．发掘面积903平方米．

1976年

《考占学报》第1期发表由曾凡执笔的《闽侯昙石【U遗址第六次发掘报

告》．提ff；它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性的文化遗存，或可命名为“昙石山文化”．

以区别其它类型文化．该报同期发表韩康信、张振标、曾凡的《闽侯昙石山

遗址的人骨》．论证其3种特征的比较，娃示在体质J二与蒙古人种中的南·旺类

型相近的特点。

是年，第l期《考古学报》发表r和国科学院韩康信等人／i闽侯昙石山遗址的

人骨》文称：昙石山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体质属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相近的特点。

是年，昙石山文化是长江以南最早被命名的考古文化+被选人历史教科书和

国家博物馆展览。

1980年

12月．福建省博物馆曾凡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上提交的沦文指⋯，昙

石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具有父系氏族社会的若干特点，夫妻形态f“现一失一妻制1

1984年

4月， 《中国考古学会第i次年会论文集》收入福建省博物馆王振镛沦文

9试论福建贝丘遗址的文化类型》，

同月，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刊载福建省博物馆王振铺《试沧

福建贝丘遗址的文化类型》指出：昙石山文化不是福建境内年代最早的史前文

化．蚵亮墩类型文化较之更为原始．年代更加久远。

是年，经几次对昙石山遗址发掘，经学者研究，昙石山文化包括闽侯县县石

山遗址中下层、闽侯庄边山下层、闽侯白沙镇头下层、福清东张下层等遗址。

1986年

8月．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将昙石山遗址载入。

1995年

9月．黄瑞霖、卢美松．欧潭生考察昙石山遗址，欧潭牛在山坡番薯地拎到

陶片和小孩眉间骨．上报国家文物局申请第八次考古发掘，

lO月18日．副省长潘心城题词“昙石山文化遗址”。

亘{i
=事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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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7川5|I，If,rf【省委15记览庆林为昙石山文化博物馆题名

9 Jj 9|i．拟定县fi山文化博物馆总体规划和陈列大纲

Jl J J争1997 q-l¨，福建省博物馆林公务等对遗址进行第八次发掘．开探

J个，发搬总丽积8 Jl 5平方米并对总体文化内涵进行年代界定

1997年

4 J|23|{，一t1』￡闽侯县委炎f：县fiI J1文化博物馆}：交省文化厅筹备管理的

送巾jE镉建竹委

7月I LJ．省戈化厅成Z以吴风章厅K为组长的昙石LU文化遗址博物馆筹建

小组，卜设办公审．邛刚珍兼办公室主任，欧潭生、吴世金为副主任．

足年， 《4-,南艾物≯第l期刊发欧潭生《先秦闽族文化新论——从县石山文

黄帝¨寸代的东南史明∥

足年．第八}：欠弩I+I。发抛在125号墓葬中，发现1件造型奇特的陶器据日本

人‘7：Z臀教授汀坂辉弥介绍．这种陶器在日本长野县绳纹时代}}_j土十几件．

私为t Jf称之为·t一华第一灼。

是年，笫八次号r‘-。发抛发现壕沟遗址以及成年男女合葬墓．

1998年

4门7口．省编制委批义Ⅲ意成Z福建省昙石山文化遗址博物馆，为省文化

届事业单fi，相、‘j剐处级，恢定编制】5名，由省财政核拨经费，

是年．【1本次应人’#私誉教授fI：坂辉弥一行一年内先后4次莅临昙石山考察

1999年

9月．『嘲侯县荆溪镇渔民从刚江底捞⋯】艘独木舟，经测定，距今年代约为

年(484年)南北朝时期，置于竹楼腱厅展览，

1l Jj 16—22 l：j．江坂辉弥带领7名专家到昙石山文化遗址开展遗址化膏：加㈣

经旧家义物局批准．中方潘其风教授和考占文保中心等人参加中|_=j々家组，

】1月．巾旧社科院考古所教授潘其风I|『昙石山137号墓主人骨骼进行鉴定，

定为“口本人骨”．现在fJ本人大部分有这种颧骨，

是年，中日联合考【{i；l。队孥家埘137号墓主人头骨仿真复原鉴定．年龄约25

32颗甜：齿齐令，堪称“闽江之母”。厦门大学教授林汀水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一幅汉代初年∥福州海洋、湖泊、沙洲变迁示意H》，怂挂二楼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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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莅临昙石山文化遗址博物馆参观，

23日．省政协常委游嘉瑞提出关于5000年昙石山文化遗址保护‘j Jf：发的建

议，省委秘书长黄瑞霖和副省长潘心城作r批示。

3月8日，副省长汪毅夫到昙石山文化遗址博物铺i|习研．“1场确定拨款2(X)

万元修建考古遗址厅，

21日．省文化厅任命欧潭生为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

4月13日，省文物处处长郑围珍、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欧潭乍、福州市规

划设计院领导等会同闽侯县文化局、镇政府、土地局、环保局、建设局、供电

局、邮政局、自来水公司、消防大队、计划局等相关部门进行规划图纸会’扣。

6月，昙石山遗址博物馆二期工程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交d1省l：槲裕潮总公

司设计规划：2001年3月送省计委。

6月11日．省文物处处长郑国珍及10位专家学者在昙仃Ih遗址博物馆，F馆

前，对陈列内容进行论证。

9月18日，举办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遗址厅装修招标会，省■缝装修公司中标

11月15日，福州市政协主席王文贵参观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11月26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刘曙光参观昙tⅢJ遗址博物馆

2001生

1月3日．省文化厅副厅长方彦富、文物处处}乏郑国珍到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现场办公。

4月17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参观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5月10日，福州市物价委员会核定昙石山文化遗址门票价格．每张10元

6月3日，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向福州市委宣传部申报第{4tl：爱吲丰义教宵牲地

6月24日，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举行开馆典礼，黄瑞霖、林强、潘心

城、黄启章、方彦富等领导参加剪彩

6月25日．昙石山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月11日，北京文物局副局长参观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8月25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何0：峰参观昙石“I遗址

博物馆。

8月27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到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视察，凋研

冒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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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25叭r㈨日4t：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到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参脱、调研．

同f_J+省委办公厅命名昙右山遗址博物馆为第t批省级爱国上义教育基地

3月9 f．1，儡州rH『}f『K练知轩到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参观：

3月11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骨骼鉴定专家潘其风教授到县仃III遗址博物

馆指导丁作

4月10日，闽侯县旅游J}I_j推f|{“五一”期问“李纲墓一i叠井一昙石山博物

馆”旅游线路

4月1l臼，省委剐书记，’i腥丁参脱2fi山遗址博物馆，并作重要指示：

4月20口，I司家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到婴石山遗址博物馆参观

5月24}_]，r"}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一行到县石[14遗址博物馆参观

5月，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版欧潭生著《闽豫考}i集》，收入《县石山墓

葬陶器分期》一文，第一次提f{{：昙石山墓葬陶器分五期。

6月12 El，时任省政协主席陈明义一行到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参观。

12月9口，昙石山遗址博物馆申报二级达标博物馆，

2003矩

2月1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强。副省长汪毅夫到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渊研，

8月14日，副省长汪毅夫陪1j_,3JL京客人参观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8月25日，省文化厅副厅长方彦富等领导到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宣布厅党组

决定，任命李国庆为昙石山遗址博物馆支部书记、潘为田为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剐

馆长，

9月15日，原全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F汉破、彭佩云到昙石山遗址博物

馆参观，

9月26日，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商翔陪同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妇联

副主席、民盟L¨东省委员会名誉主席孔令fi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

席吴修平一行到县石“1遗址博物馆参观

12月3日，由省委副书记黄瑞霖主持召开昙石山文化遗址保护和建设问题

现场专题会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建设厅、省文化厅、省旅游局、省文物局、福州市和闽侯县有关部门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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