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本书为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委托课题“合浦地区南越国时

期遗存辨识及南越国政权治下整体社会面貌观察”的结项成果，引用的考古材料和研

究论文一般截至 2018 年。

2017 年 9 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考古

专业承担了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委托的“合浦地区南越国时期

遗存辨识及南越国政权治下整体社会面貌观察”课题，2018 年 9 月通过验收。根据专

家学者在验收汇报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的建

议，课题组对结项报告初稿进行了修改。课题设计依照三个层面递进，首先是识别出

一批合浦地区的南越国时期遗存，然后将其置放在南越国历史背景下考察其社会面貌，

最后在岭南地区秦汉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整体框图中考察包括南越国时期遗存在内的合

浦汉代遗存，进而阐明南越国时期合浦在岭南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

书正文设计为九个部分，基本反映了课题研究思路。

课题负责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郑君雷教授负责统筹撰写大纲并统稿。

正文各章节执笔者如下：绪论（郑君雷）、第一章（郑君雷）、第二章第一节（郑君雷、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卓猛）、第二章第二节（郑君雷）、第二章第三节（卓

猛、郑君雷）、第二章第四节（卓猛）、第三章（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博士、广西民族

大学副研究馆员富霞）、第四章（富霞）、第五章（富霞）、第六章第一节（富霞）、第

六章第二节（富霞、郑君雷）、第六章第三节（富霞）、第七章（郑君雷）、第八章（郑

君雷）。此外，中山大学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冯宇、陶婷同学为课题研究编制了资料索引。

课题研究得到谢日万、蓝日勇、熊昭明、林强、赵晋凯等先生和合浦县申报海上

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叶吉旺先生的多方支持和鼓励，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多人执笔且材料和研究基础不一，各章节和附录收入论文的论述逻辑和详略程度

有一定差异，但作者均为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主要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统稿时

还尽可能在行文风格和插图版式上做了统一。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尚有未尽

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郑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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