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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地处祖国南疆珠江主流的西江流域，山川灵秀，风景优美，人文荟萃，文物丰

盛，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保存着光辉璀璨的古代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就是享有盛名的岭

南名郡，现在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肇庆市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
辑的《肇庆文物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了肇庆文物古迹的历史及其现状．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考古发现表明，肇庆是远古岭南土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早

在14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肇庆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距今1万年左右，这里已开

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4-5千年前，肇庆先民已有锄耕农业，家畜饲养业、编织业

和较先进的制陶业；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也比较发达．自汉唐以来，肇庆凭借良好的

文化环境和优美的自然景观，凭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上都有重要地位的岭南名郡。大批文官武将和骚人耀客来到肇庆，留下了许多

赞美肇庆的诗词歌赋，并题刻在肇庆七星岩石壁上，成为“千年诗廊”．各种文物古迹在肇
庆星罗棋布，交相辉映，向人们诉说着肇庆在历史上的辉煌。

《肇庆文物志》记述的范围包括现在肇庆市、云浮市两个地级市十二个县(市)区。

该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融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生于一体。《肇庆文物志》
的成书问世，是我市广大文物工作者长期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发掘，研究以及文物保护，

征集等工作的重要成果，是他们的汗水和心血的结晶；也是所有参加撰写和编纂工作的同
志辛勤劳动的结果。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继承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创造无愧于后人的现代文明，

是我们的光荣职责。我们希望，通过《肇庆文物志》的出版，能够促进和加强对历史文物

的科学管理、保护和利用；有利于对广大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

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广大人民爱我中华，爱我肇庆，激发人民建设肇庆

的热情，为肇庆创造新的辉煌!

中共肇庆市委书记陈均伦
一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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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文物志》即将面世，这是肇庆市党政领导重视支持的结果，是肇庆地区文博工

作者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晶和丰硕成果；她是肇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园地的一束鲜花，我们表

示衷心的祝贺1

约请我写篇序言，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多年来与肇庆文物考古和文物工作者绪F不解之

缘吧．序者，叙也，这里谈谈自己参与文物志编审及对肇庆文物考古重要发现的—些认’
讽

1992年。肇庆市文化局决定在《肇庆文物志》初稿(廖国光等统稿)基础上重新编

纂，邀我充任审稿人．接受委托后，首先考虑的—个问题是如何才能编写成为地区性的有

’特色的文物志．因为在此之前，我毋人虽然看过市属大部分县的文物志，编审过《云浮文
物志》和《封开县文物志》．而且只编审过县级文物志，但没有编审过地区性文物志的经

验．要编写好地区性的文物意；首先要处理好大市与所属各市县文物志及同类条目之间的
取舍，比例、篇SJf,详略等一系列问题．其次，仍需牢牢地把握好。抓住重点，突出特

点，照顾全面，符合体例。四旬十六个字的原则要求．1985年以来，我省编写和部分出版

的市，县文物志大约有六七十部之多：我个人的体会是．如果没有重点，就会庞杂臃肿；

不突出地方特点，就会平淡无奇，流于—般化。就缺乏生命力；不照顾全面’就不能反映

—市—县文物史迹及其历史发展的全貌，或成为某些文物门类的专志；不符合体例，就不

是名实相符的文物志．1992年以来在肇庆市文化局召开的有各区．市，县编写人员参加

的几次会议匕，我谈了个人的这些设想，通过讨论，集思广益，统—认识，从而确立了新

志的大纲细目．然后分头编写．又经过数易其稿，并由廖国光同志为主统稿'终于形成了

目前即将付印的《肇庆文物志轨我认为它是符合地区性文物志要求的，编写是成功的．

借此机会。我说说肇庆地区的主要历史文物及其重要价值．

第—．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是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

遗产，也是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见证．文物是不可再造的珍贵历史文化宝嗣蠡它包括了地下

文物和地上文物，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发现、保护．研

究和利用它，可以认识．复原历史的过去．认识过去，是为了借鉴、建设现在和将来．文

物志是地方志的一种新的专志(旧的志书中并没有文物志)．它以文物(实物)为主，以

文献为辅'分门别类，图文并茂，从古到今，按篇章节目的形式，把一市—县的文物史迹

如实地记述下来，为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为研究历史，为爱国爱乡，为社会主义和革
’

·

命传统教育服务．

第二肇庆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北边缘，西江，绥江横贯其



中．西江上游可溯桂，云，贵、川大西南及湘江，长江．中原；下游直抵广州(古番

禺)，由珠江三角洲而出南海．地理位置优越，腹地深远．交通便利。肇庆自古以来就是

粤西重镇，有。控扼东西镇海疆。之誉，历来是粤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和军事重

镇．

第三，肇庆历史悠久，物产、矿产资源丰富，西江人民勤劳勇敢，古今名人辈出，文

化昌盛．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14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封川一带活动；5-6千年

前，古越族先民，就在西江沿岸劳动．生息，繁衍；春秋战国时期'粤西的古越人创造了

岭南最先进．灿烂的青铜文化．秦皇汉武略定岭南，首置郡县，四会，高要县名列居其

中，沿用至今，肇庆地区已有二千多年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从两晋至唐宋，肇庆地区的城

市经济、文化，得到进—步开发．人文荟萃．直到大革命时期以来曾出现过著名西江农民

运动及其领袖周其鉴，还有邓发故居，蔡廷锴故居、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等革命旧址，涌

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肇庆地区从古至今历史发展的这种连续性和典型性是难能

可贵的，是值得重视和探索的．这是本地区历史发展的—个显著特点，也是肇庆文物志的

—个鲜明特点．中华民族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这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骄儆
下面让我们再列举—些重要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物，来反映肇庆地区历史文物的特点及

其在岭南地区的历史地位．

．—i肇庆是我省石灰岩岩溶发育最好的地区之—．这里洞穴遍布，环境奇特，风景秀

丽，森林茂密，是古人类栖息的良好场所，因而成为岭南古人类及其历史的发祥地之—i

目前在封开．罗定，怀集，云浮等地发现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居全省之冠封开垌
中岩已发现距今约14万年的人类矛卤化石．可与粤北距今13万年的。马坝人”相媲美．在

封开罗沙岩洞，。在广东首次清理出有连续地层堆积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发现4颗人

牙化石和—批石制品．。据北京大学考古系用铀系法测定，第二，三．四层的绝对年代分别

为距今2．24万．4．8万．7．9万年上下．对探索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及与越南等东南

亚国家的古文化关系等有重要价值．(见《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20日刊文)．。垌中

岩入”和。马坝人”的发现，成为岭南人类历史的开端。也为我国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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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论，增添了重要资料和证撂
二．新石器早期，封开黄岩洞发现的—万年左右的人类头颅化石，数以千件的打制石

器以及罗定、怀集等地的相关资料，在研究岭南乃至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

的过渡或称中石器时代占有重要地位．新石器中期肇庆蚬壳洲贝丘遗址的彩陶及20多座

．墓葬的侧身屈肢葬，前者对研究它与珠江三角洲同类文化，后者对探索它与广西右江流域

同种葬式的关系，有重要价值．新石器晚期，封开杏花河对面山发现的石琮、石镯墓和乌

骚岭150平方米内清理1 1 1座二次葬墓，反映它们既有地方特色，又与粤北“石峡文化”有

关．新石器末期(距今约4200-'3500年)，，高要金利茅岗的水匕木构建筑遗存，在华南是

罕见的．封开、德庆．罗定、怀集、郁南等发现的—、二十件双肩大石铲和大量双肩石

锛、斧，表明它既与珠江三角洲双肩石器有关，又与广西桂南地区的。大石铲文化’有衮流
关系．

三，广东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是建国以来考古的突破性成果之—’它有力地表明，

早在商周以来，广东与中原商周文化以及南方地区的杨越，吴，越、楚文化等，已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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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并非秦汉才发生关系．四会、罗定，怀集、封开。德庆，广宁．肇庆等地发现的

—批春秋战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约占全省迄今发现的—千—百多件青铜

器的百分之六．七十．不言而喻，西江流域先秦青铜文化在本省乃至岭南地区青铜文化占
有显著地位．

四．秦汉至南-30]，湘桂走廊和湖南的潇)肛贺水_西江，在沟通岭南与岭北经济，文
化的交流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如秦汉大军的南下番禺(广州)。西江是必经之路，《史

记》、《汉书》都有明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幅长沙国的帛

绘军事地形图上，标有。封中”两字篆书，它的含义是什么?—种意见认为是指古封水(今

贺江)流域—带的地方；—种意见认为是指封阳和中宿地区．但无论如何，它应与古封水

有关，地望E属于南越国北界的辖地。苍梧邵治所广信，在汉至三国时期的岭南历史匕占

有重要地位
学术思想文化的传播方面，在西汉至三国，苍梧广信占有重要的地位．已故著名学者

罗香林氏曾指出：。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

现在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驻地及为苍梧郡治的广侮一⋯但可以代表当时广东学术
思想的。还是西江中游的『l。个学者．⋯⋯如春秋左氏传之学，广东最先倡导的人就是广信

的陈元及其父陈钦。．陈钦治春秋左氏侮并以所学传授王莽，自名陈氏春秋．自左传大
行．而春秋之作用日著，乃是陈元的贡献．西江研究左传的风气，到了三国仍很盛行，有

士燮者，亦封川人，他曾任交趾太守．至于自印度传入的，则为牟融的佛学．牟融也是封

川人．他著理惑论—篇。是中文阐述佛学最早的—篇．东汉末年，中原多乱，中原学者多

跑到苍梧．(摘自罗香林：《中原文化的南下与广东学术思想的发展》·文．)

肇庆历史悠久，还可以从文献记载的地理历史沿革得到说明．秦置南海郡时就有四会

县名．当时它的辖地约为今四会县的十倍。因境内有四水会流而得名．唐武德五年置南绥

州，贞观八年更名浈州，北宋复置四会县．高要县汉元鼎六年(前l 11年)置，因境内

高要峡(今羚羊峡)居高险要得名．南朝刘宋废，梁大同复置．隋置端州，大业改为信安

郡，唐武德复名端州，天宝元年又改为高要郡，乾元元年复为端州，北宋重和元年(1l 18

年)升为肇庆府，元至元改为肇庆路．县，郡，州，府，路治所均在今端州区．广宁县，

秦汉为四会县地，南朝刘宋元嘉年间置新招县和化蒙县，隋唐宋曾并入四会差b明嘉靖置

广宁县．属肇庆府．。广宁”一名有。广泛安宁。之意．德庆县，汉元鼎六年属端溪县，唐武

德四年置康州，天宝元年改为晋康郡。乾元元年复为康州．南宋绍兴元年(1 13 1年)，因

避讳高宗被封为康王而升为德庆朦封开县，由原封川，开建两县合并而成，两县的历史
均可上溯至西汉．苍梧郡，苍梧县治在广傣这个广信当在封川县地，当然，说它包括广
西梧州苍梧县境亦无不是．郁林．县汉属苍梧郡端溪县境．南朝宋元嘉年间析端溪县置都

城县．北宋开宝五年省入端溪县，明万厉五年置西宁县，民国三年改名郁南县，因县在西

江之南。西江古称郁水，故名．云浮县汉属端溪县地，唐武德四年析新兴县置永顺县，

析铜陵县置富林县，宋开宝废入新兴县．明万历五年(1577年)置东安县，民国三年改

今名．新兴县，相传南海郡尉赵佗，曾至新兴狩猎获白鹿，在境内南塘村(现集成镇又名

雅岗的王殿村)筑白鹿台庆贺，这是最早的记载．据说现。白鹿台。处并无汉代遗迹遗物．

新兴县汉属合浦郡的临允县境。东晋永和七年(35 1年)析临允县置新兴县和单滕尽属

新宁私南朝齐更名为新城基梁复为新兴县罗定县，秦属桂林郡地．东晋永和七年分



端溪县置龙乡县，南朝宋元嘉中并入端溪县，建元三年(481年)复置龙乡县，隋开皇九

年改为平原是十八年(598年)析置泷水县，明万历五年(1577年)置罗定直隶州。兼
领东安(今云浮)，西宁(今郁南)二县，民国改称罗定县．怀集县，古属南海郡地，东

晋元熙时置怀化县，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年)始置怀集县，属绥建郡．南朝梁，陈间

于境北置洧安县，唐至德二年改i存水昌宋开宝五年省入怀集县．自元朝起怀集属广西管

辖，至1952年划归广东省．从如上的简单引述，可以窥见肇庆地区各市县的沿革史和文

明史，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奥秘和学术课题有待去揭示．

五、过去有一种传统说法，所谓。南天金石贫’．相对于中原等地而古'此说亦不无道

理．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82年全省开展文物大普查以来，各地名山大川，名

胜古迹相继发现的数量可观的摩崖群和石刻，碑碣，正在改变这种传统说法．在全省各地

发现的摩崖石刻中，肇庆地区可能是名列前茅的．肇庆七星岩．鼎湖山，云浮九星岩、德

庆三洲岩、怀集花石峰及罗定龙龛岩等处最为集中和重要的．其中仅七星岩一处，就有历

代的摩崖石刻500余题．有唐代李邕的。端州石室记”，字体为正楷，笔力道劲．李邕遗墨

存世的已属罕见，就我所见，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尚存有—首大碑刻。因而弥足珍贵．七星

岩还有宋包拯的题刻，是宋庆历二年(1042年)包拯任端州知郡事时所书．就年代言，

罗定龙龛岩的。道场铭”，凿刻于唐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被誉为岭南第一唐刻。全

篇铭文达1238字．除个别字剥蚀外，基本完好可辨，尤其可贵的其中有十二．三个字是

武贝q天时期创造的异体字，如山水土竖连在—起为地字等等，如果说武则天时造字为二十

余字的话，则龙龛道场铭—篇约占60％．

六，肇庆地区历史文物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拥有2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著名

的古建筑肇庚古城墙，梅庵、崇禧塔，文明塔，高要学宫，德庆学宫、悦城龙母祖庙．封开泰新桥及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等等，以及—大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制近
现代革命旧址，遗址和名人故居，这里恕不一一列举，有劳有识之士去开卷披阅和评估

了．

总之．我们相信，《肇庆文物志》的出版，一定会在文物保护，利用和宣传教育上，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它特殊的，积极的作用．

是为序．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杨式挺

一九九五年十月识于广州



黄岩洞遗址及陈列馆

黄岩洞遗址出土的人颅骨化石

峒中岩出土的人牙化石

蚬壳洲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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