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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封开县文物志》的编辑出版，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

值得庆贺!

封开是岭南的一个有悠久古文明的县份。素有“两广门户"之

称，是历代军事要地，早在秦汉时期就是岭南与中原地区历史上经

济文化交流的要地，曾是岭南古代南北交通中心枢纽之一，汉代已

是“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据考

古学家从渔涝垌中岩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考证，封开先民十四万年

前就在本县境内生息、繁衍。它揭示了封开是人类活动有着悠久历

史的地域。一件件、一桩桩古代文化遗产和文化史迹，是先辈开拓

封开历史的见证。它反映了土著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交流并逐步融

合的事实。纵观历史，封开不愧为我国南方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1991年11月，具国际性的西江流域古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封开

召开，来自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

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研究所的代表，认为

黄岩洞遗址是粤西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典型

遗存，它的发现和发掘，为西江流域的古人类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

景，为研究距今T万年左右，乃至研究更早阶段该地域历史文化面

貌，都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颇具考古意义和史学价值。

封开县位于粤西北边陲的西江流域两广交界地带，石灰岩地形

广阔，动物化石及文化遗迹极为丰富，向来为史学界、考古界和生

物学界的学者所关注。值《封开县文物志》出版之际，我们向中国

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肇庆市文化局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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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封开文物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们，向为

封开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不懈努力，艰苦地创业的同志们，向所有

给予封开县文博事业以热情支持和帮助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表示

由衷的谢意! ．

《封开县文物志》的出版问世，将使人们透过远古历史领略祖国

先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功绩。它是一部具相当研究价值的史书，可以

帮助人们了解封开人民对人类文明、对中华民族、对岭南文化的卓

越贡献。熟悉封开的过去，爱惜来自不易的今天，同心同德开创更

加美好的明天!

中共封开县委副书记 李培雄

一九九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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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开县文物志》即将付梓问世，这是县文物博物馆和编志人员

多年辛勤劳动的硕果，也为精神文明建设园地增添一朵奇葩!．

县领导要我写个序，我欣然接受。序者，叙也，让我对该志的

编写情况和封开的历史文物，说说个人的感受。

文物是历代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文

物志是地方志的一种专志。它以文物史迹为主体，以文献史料为参

证，分门别类，从古至今，按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把一市一县的

文物遗迹记述下来，为爱乡爱国教育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986年，我在汕头市召开的全省文物志编写会上曾提出，编写

文物志各市县应当“抓住重点，突出特点，兼顾全面，符合体例?的

意见。如若以此要求来看，《封开县文物志》的编写，应当说是比较

成功的。《封开县文物志》有什么特点呢?我看_个鲜明的特点，就

是它的历史文物的连续性和典型性，而且自秦汉以来多有历史文献

资料互相印证。此乃基于封开地上地下蕴藏着丰富的文物史迹。然

而，一市一县的文物是否丰富，能否得到发现和保护，关键是要靠

专业人员的努力及领导者的重视和支持。值得可喜和赞赏的是，七

十年代初以来，历届县文化局局长都相当重视文物的发现和文物保

护，而博物馆又有象邓增魁这样一位事业心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很

强的好同志，他在封开文博考古战线上辛勤耕耘了三十多年，成绩

显著，获得了中央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嘉奖。他们上靠县委、县

政府和县政协，下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业余文物积极分子的支持。因

而一有发现线索即下去了解情况，并及时上报省文物主管部门，争

取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山大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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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系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的支持和协作，从而取得了今天的

丰硕成果。事实证明，凡是重视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工作做得好的

市、县，那里的《文物志》就能够编写得丰富充实、有血有肉。县

领导还善于抓住机遇，招贤纳能，举办封开历史讲座。仅我个人就

被应邀过两次，讲述封开文物发现的历史意义(刊于《封开文史》第

一期和第四期)。1991年11月举办的庆祝“封开黄岩洞陈列馆"开

放及“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暨西江流域古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更是一个生动的事例。

下面，让我举例说明封开历史文物的连续性和典型性。

第一，1日’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早期的洞穴遗存。封开是粤西地区

的一个丘陵山区县，这里有发育奇特壮丽的岩溶洞穴景观，是远古

人类穴居野处的适宜场所。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

史”。封开这块土地何时就有人类栖息?目前在垌中岩发现了距今14

万年前的人牙化石；在罗沙岩洞，发现了分别属于2万、5万和8万

年前的人牙化石和石器；在黄岩洞发现过两个晚期智人的头颅化石

和上千件石制品。象这样时代连贯、人类化石和石器工具如此之多

的县份，在岭南可谓是罕见的。如果“垌中岩人"的年代无疑，那

么，它和曲江“马坝人”就是迄今岭南的最古老人类，这为古人类

学家贾兰坡教授提出的“两广地带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的

论断，增添了重要资料。

第二，新石器时代的山岗遗存。考古发现证明，从六千多年的

新石器中期，广东地区的人类，已从岩洞走向广阔的河旁山岗台地

和海边。封开封川的勒竹口台地遗址，就是属于中期的遗址。到了

距今4000,--,5000年的新石器晚期，随着氏族的繁衍，人口的增加和

定居生活的进一步确立，文化遗址的数量骤增。目前在杏花、金装、

罗董、渔涝、长安、封川、江口等地已发现70多处，尤以杏花河畔

最为集中。如在禄美村对面岗和罗沙岗，发现了两座粤北“石峡文

化"类型的墓葬，出有石琮、石钺、石镬、石镯和陶三足鼎、圈足

盘等；在乌骚岭山上1 5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了110座排列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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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次葬浅坑墓，随葬品中也有类似“石峡文化’’的陶三足器和石

器；但象这样密集的小墓坑，随葬器物有意打破、又没有人骨遗存

的二次葬墓群，在全省还是首次发见。在杏花河畔的28处山岗遗址，

还发现200件夹砂陶鼎(或釜)足。陶三足鼎(釜)是一种炊煮器，

目前主要发现于粤北地区。上述这些发现，很可能是粤北“石峡文

化"的原始居民沿北江南下溯西江在封开等地迁徙居留和融合的一

种物证。换句话说，杏花河等地的新石器晚期文化明显含有石峡文

化的因素。其次，在杏花河畔的山岗遗址，还发现有1 52件磨光石

斧石锛，其中有肩型的占75件，而在这1 52件石斧石锛中，有36件

左右属霏细岩石料，在目前还没有发现封开本地有霏细岩的情况下，

可以推定，这里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与西樵山——珠江三角洲的有肩

石器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再次，目前在杏花、罗董、渔涝、金装、

封川l、江口等地，还发现了十多件磨制精细的大石铲，可分四种型

式，最大的一件长达31厘米。这个发现，在粤西(德庆、郁南、罗

定、怀集、新兴等地)、雷州半岛(如海康)和海南省的一些县份中，

其数量和型式是最多的。大石铲原是一种农业工具，出现于新石器

晚期，到了青铜时代有些已演变成一种农业祭祀礼器。封开牛围山

发现的I型大石铲石料为霏细岩，当与西樵山的大石铲有关系，而

第Ⅲ、第Ⅳ型大石铲，则与广西南宁地区的“大石铲文化"相似，这

表明封开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与广西的相关文化有密切的

关系。有的史学家把粤西区的大石铲视作与粤东区的商周“浮滨文

化"具有相对的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个看法和寓意是颇为恰当的。

第三，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周时

期，岭南地区的“瓯、邓、桂国"等部落或部族已向商周王朝贡献

文犀、象牙、珠玑、玳瑁、翠羽(翠鸟羽毛)等珍异特产。在向西

周王朝的贡物中，还提及“路人(骆人)大竹"、“仓吾翡翠"(亦是

一种翠鸟羽毛)等等。粤西封开地处亚热带，北回归线横贯县城江

口镇，气候温湿、雨量充沛。今黑石顶自然保护区尚有原始森林和

珍稀野生动物。渔涝、莲都等区洞穴里发现的古动物化石就有犀、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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