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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融媒：这次考古新发

现，对弘扬西樵山文化有着深刻

意义，如何理解西樵山文化的独

特性和多样性？

温春来：“西樵山文化”是独

一无二的存在，是体现岭南文化

的精华所在。在中国历史长河

当中，以西樵山为核心的南海土

地不断产生出影响中国历史和

中华文明的标志性人物和文化

财富。我认为，西樵山四个阶段

的文化，对岭南乃至整个中国都

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个阶段是大约 6000
年前，这里是一个新石器时代制

作的中心。著名考古学家贾兰

坡将这里同山西鹅毛口并列，称

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两大石

器制造场。中山大学的考古学

家曾骐教授，则称其为珠江流域

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灯塔。西樵

山这次的新发现，把西樵山人类

遗存历史从 6000 年延长至

40000年，拉长了考古时间轴，

蕴含着重要意义。

第二个阶段是明中期，著名

思想家湛若水、方献夫、霍韬在

此修建书院，读书著述，传播学

问，引起了王阳明的关注，当时

的浙江著名学者方豪则提出了

“天下之西樵”，西樵蔚为“理学

名山”，进入了中国思想的主流。

第三个阶段是近代，以西樵

山为核心的这片南海土地，在政

治、思想、实业、学术等领域走出

了许多引领中国变革的人物，如

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近代民营

企业先驱陈启沅、黄花岗七十二

烈士中的十三位烈士、中国铁路

之父詹天佑等，成为中国从传统

走向近现代的一个缩影。

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

来，这里涌现了一大批胸怀大志

敢为天下先的官员与企业家，积

极探索发展经济的方式与道路，

南海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

放的一个样板，获得了中央领导

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几次

被《人民日报》列为全国的榜样，

在头版头条予以介绍。

此外，南海还有着非常多的物

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远及珠

三角许多地区乃至香港、澳门。

西樵山下四万年前的先民如何生活？
跟着考古脚步重访西樵山平面岗遗址，打开尘封四万年的历史

随着考古学家用手中的毛刷一点点清理，800余件旧
石器时代的石器重见天日，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木器等
……在揭露面积130平方米的平面岗遗址上，确认包含新
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两个时期的遗存。

这是广东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海博物馆在西樵山平面
岗遗址的最新发现。一块块石器，镌刻着4万年前的西樵
山下的历史印记。

围绕平面岗遗址的追问始终未停。4万年前，先民们
是如何生活的？随着广东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工作的推
进，西樵山平面岗遗址脉络逐渐清晰。从1958年至今，近
70年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考古人
不断触摸历史碎片，“唤醒”了西樵山
万年历史文脉。

近日，记者专访广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所所长、平
面岗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欢，
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温春来等专家学者，聚焦历史尘埃中
的点滴，探寻出土文物背后的故事。

8月初，距离“西樵山考古

新发现距今40000年以上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堆积层”发布

不久，重访平面岗遗址，已是酷

暑天气。站在露天的探方边，

不一会儿已汗流浃背，回想起

一年前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

场景，考古队领队王欢记忆犹

新。

2023年3月起，作为“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南岛语

族起源与扩散研究广东地区

的主要实施内容，广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对西樵山遗址群

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与勘探

工作，其中在平面岗遗址取得

突破性进展，发现疑似旧石器

时代的石器。

在此前的考古工作中，珠

三角地区尚未发现有明确层

位的旧石器遗址。对于此次

偶然性的发现，王欢坦言：“比

起兴奋，我们更多是谨慎，越是

突破性发现，越要把工作做细，

通过科学的考古工作，寻找更

多支撑新认识的证据。”

“未有珠三角，先有西樵

山。”作为远古时期火山的爆发

而产生的西樵山，当地人一直

利用自然赋予的西樵山岩石

制造石器，用来渔猎、捕捞。然

而，西樵山上的古石器到底可

追溯到什么年代，一直是个谜。

早在1958年，西樵山居

民沿山麓开挖排洪环山沟时，

首次发现了西樵山石器遗址，

中山大学、广东省博物馆等单

位对遗址群开展了多次考古

调查与试掘工作。1960年，

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等在西

樵山上发现以双肩石器为特

征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提出

了“西樵山文化”的概念，遗址

群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此次发现的平面岗遗址

位于西樵山东南麓山前冲积

扇上，正是属于西樵山遗址群

最早发现的地点之一富贤村

范围内。”王欢介绍，从去年9
月至今年4月，广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对平面岗遗址进行

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勘探、布方、发掘、测量、

收集、记录……在8个多月的

持续考古作业中，队员们用铁

锹、镐头、手铲、刷子等工具，一

点点挖掘、清理，揭露了深 4
米、面积达 130平方米的遗

址。

平面岗遗址碳14初步测

年结果显示，旧石器时代堆积

年代为距今 40000年以上，

新石器时代堆积年代多为距

今 5900至 5000年之间，确

认该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和

旧石器时代两个时期的遗存，

这一结果也为我们打开了这

片土地尘封了4万年的历史。

打开尘封四万年的历史

在平面岗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工地上的探沟、探方内的

地层线清晰可见，探方壁上的

文化层里还保留着一些石块。

看着眼前的情景，时光仿佛倒

流回到4万年前，我们不禁想

象，远古时期的先民在这片土

地上是怎样生活与劳作的？

遗址首次发现西樵山地区

有确切年代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层位，是目前广佛地区发现最

早的人类遗存。本次发掘采用

自然层结合水平层的发掘方

法，地层自上而下分为10层，

东北西南向的现代沟将发掘区

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最主要的发现是距今 4
万年前的石器，说明旧石器时

代这个地区是有人群活动的，

他们利用西樵山的优质石料打

制石器。这就将珠三角有人类

活动的历史提前到4万年前。”

王欢介绍，此前珠三角发现的

遗址多为距今1万年以内，比

如距今可达7000年的咸头岭

沙丘遗址、距今约 6000 至

5000年的古椰贝丘遗址等。

平面岗遗址的旧石器时代

堆积中共出土石器800余件。

石料以霏细岩为主，还有凝灰

岩、粗面岩等，石器类型有砍砸

器、刮削器、石核、断块、石片、

碎屑等。

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遗物

中，考古专家们发现有陶片、石

器以及带有使用痕迹的木器，

而陶片相对较少，以夹砂灰陶

为主，少量泥质灰白陶、红褐

陶，素面或饰绳纹，个别夹砂陶

表面附着烟炱。

此外，遗存中还有 7000
余件石器，类型有石锤、砍砸

器、刮削器、尖状器、使用石片、

石叶石核、石叶、细石核以及双

肩石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石

片、毛坯、残断器等，以及10余
件木器，为直径2.2~5厘米的

木棍削尖一端制成，尖部可见

使用痕迹，完整者长度约1米。

记者留意到，考古发掘现

场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坑。

“这些土坑，专业术语叫做灰

坑，灰坑在古代可能有垃圾填

埋、窖藏、祭祀等不同功能。这

次考古我们共发掘清理了30
座灰坑，多为分层堆积，坑内灰

褐色填土中含有果核、树种以

及大量植物腐殖质。”在王欢看

来，虽然这些灰坑目前的作用

还没有办法作出明确的推断，

但灰坑比较密集，说明人群在

此活动比较频繁。

广佛地区最早的人类遗存现身西樵山

平面岗遗址是珠三角地区目前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遗址，这一发现

不仅延长了珠三角地区的考古学文

化轴线，也为探讨东亚地区现代人

来源与扩散、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

石器技术多样性等问题提供了关键

材料。

此次发掘揭露的新石器时代原

生层位，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对西樵

山文化的认识、深化岭南地区史前

考古研究，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

研究、东亚早期人群向南扩散提供

重要证据。平面岗遗址的发掘对于

完善岭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揭

示该地区史前人群的技术与生存方

式等学术问题也具有重要价值与意

义。

旧石器时代的石片、西樵山典

型的双肩石器、战国时期的陶片

……在平面岗遗址挖掘现场临时搭

建的工作棚里，不仅摆放着考古队

员们的作业工具，还有部分采集的

石器、陶片等遗存。

“我们在考古发掘，有时候附近

村民感到好奇也会过来看看。这次

遗址发掘离不开当地政府和村民的

支持。”在王欢看来，虽然村民们没

有考古经验，但经过简单的培训，他

们仍然乐意配合做一些考古基础工

作。

附近工地的大姐送来香蕉；隔

壁村民送来自家池塘养的鱼；队员

们的车在半路坏了，村民第一时间

帮忙修理……西樵村民的热情与淳

朴，让王欢与考古队员们十分感动。

遗址发掘现场一墙之隔就是谭

先生承包经营了十几年的锦鲤养殖

场，对于家门口挖掘出土了四万年

前的石器遗存，谭先生显得很“淡

定”。“从小我们就耳濡目染，知道

20世纪60年代就发现了西樵山石

器遗址，我相信附近还有很多未出

土的‘宝贝’。”谭先生说，希望政府

加强引导，通过开展研学游活动，联

动博物馆、学校等加强宣传教育，让

更多年轻一代深入了解西樵山及周

边的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对

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次考古新发现，对于将以西

樵山文化为代表的珠江文明上升到

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格局或者

高度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南海发

展人文经济提供了新的重要契机。

在温春来看来，“西樵山文化”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是体现岭南文

化的精华所在，“在中国历史长河当

中，以西樵山为核心的南海土地不

断产生出影响中国历史的标志性人

物和文化。”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提出，要

以西樵山平面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为

契机，围绕西樵山打造中国民间文

化交流传播平台，系统梳理、树立

“西樵山文化”品牌。推动考古发现

与研究成果的及时转化、更好地为

公众所共享，不仅承载着群众的期

待，也是南海当下亟需思考的课题。

近期，首批平面岗遗址研学游

活动已启动，一批南海学子走进考

古发掘现场，实地感受家乡历史文

化的魅力。王欢表示，接下来，广东

文物考古研究院将与南海博物馆密

切合作，梳理此次考古新发现遗存，

做好文化宣传工作，让更多市民群

众了解远古时期先民的生产生活，

感受西樵山文化的独特魅力。

延长珠三角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轴线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柯凌娜 黄婷

图由受访者提供

南海融媒：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

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借着此次考古新发现，南海

如何更好打造和挖掘西樵山文

脉品牌？

温春来：西樵有着丰富璀璨

的历史文化与幽深秀丽的自然

风光，然而发展至今，“西樵山文

化”始终缺少叫得响的标签 IP。
我认为，打造“西樵山文化”有两

个标签最具有代表性，分别是

“天下之西樵”和“岭南水乡生态

文明的典范”。

500年前，浙江著名学者方

豪为西樵山做了一张响亮的名

片——天下之西樵。可以说，

“西樵山文化”底蕴深厚，为岭南

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最初的生机

与活力，并沿袭至今，成为岭南

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源头。

另一个标签是岭南水乡生

态文明的典范。无论是自然风

光、文化底蕴还是人与自然的和

谐模式，岭南水乡都绝不亚于江

南水乡，但知名度却低很多。而

以西樵山为核心的这一块土地，

是岭南水乡的典范。

挖掘和打造“西樵山文化”

品牌，要推进乡情教育进校园、

进社区。作为新时代文化工作

者，我深感责任重大，接下来将

借着此次考古新发现的契机，继

续挖掘好西樵山文化的历史底

蕴，讲好“西樵山文化”的故事，

积极帮助打造西樵的文化IP。

■旧石器时代出土石器。

■新石器时代出土石器。

专家访谈

■平面岗遗址发掘区位于西樵山下。

◎温春来(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西樵山文化”的四大时期

●谈文化意义

打造好“西樵山文化”两大标签

●谈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