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闻 汉 代 遗 存 考 古 工 作 报 告

21 世纪第一个年头，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组织一批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对徐

闻以往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作综合考察，提出徐闻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认

识。古徐闻成为学术界谈论的热点之一。为此，2002 年初，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

文物局申报《徐闻汉代遗存研究》课题，在湛江市政府、徐闻县政府的支持下，计划有规

模长时间地在徐闻进行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工作。是年，该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

该项目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文化局三家单位共同参与。主要

工作人员有广东省考古所卜工、刘成基、黎飞艳，湛江市博物馆娄欣利、林臣勇，徐闻县

文化局吴凯，县博物馆冯驹、李云等，考古执行领队刘成基。工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

徐闻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现将 2002 年 12 月 9 日至 2003 年 1 月 20 日

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徐闻，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建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徐闻就有为数较多的汉代遗物、墓葬被发现并见诸报端，其中包括

“万岁”瓦当、龟钮十字格铜质“臣固私印”、“宜官”铭文砖等重要文物，然而能确认为

西汉时期者寥寥无几。据《汉书·地理志》载，合浦郡创建初期所辖人口约 1 万户左右，

分布在徐闻等五个县中，平均起来每县约 2000 户，然《后汉书·地理志》则增至约 8 万

户，可知东汉时期的人口是西汉时期的 8倍，这与考古发现的墓葬、遗物多属东汉时期的

情况吻合。

科学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激情，考古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任何认识和观点

都需要事实的依据，显而易见，始发港的认识必须有充分的考古学资料的支持；更重要的

是，徐闻汉代遗址需要保护，在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政策过程中，推进考古学研究，提高广东西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徐闻的历史文化品位。

为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围绕《徐闻汉代遗存研究》的课题，拟在徐闻进行以保护为

主旨，主动性、专题性的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工作。

二、调查、勘探与试掘

（一）调查与勘探

2002 年 12 月，《徐闻汉代遗存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这种大型的调查、勘探工作在岭

南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是，工作目的十分明确地试图了解汉代遗存分布与构成的却是首次。

目前，国内专题性的考古调查的方法和指导思想基本相同，黑龙江七星河的聚落考古、内

蒙古赤峰地区拉网式调查等工作都显示出立体式、多学科的特点，完全可以同世界接轨，



与以往单纯地采集遗物，确认遗址数量的做法相比进步了许多。《徐闻汉代遗存研究》正

是在这种思想上拓展开来的。岭南考古工作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区别，茂密的植被、酸性的

土壤，加之洼地、沙丘、岗地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因素对古代遗址保存情况的影响也

不尽相同，遗址的确认、土质土色的分辨对技术工作人员而言都要重建新的认识。也就是

说在技术的层面上有着许多需要认识和探索的课题，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言必称希腊，

则有无的放矢之感。鉴于此，在徐闻调查、勘探工作中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

拉网式的地面调查与重点遗址地毯式钻探相结合的方法；坚持地表采集遗物与断崖剖面堆

积相互印证的原则；坚持中心区位的试掘与多学科信息资料收集并重的原则。此项工作，

视每一地点的具体情况，采用地面踏查、钻探和发掘三种方法，尽可能地对原已发现的遗

址和墓葬进行复查，对有可能存在遗址和墓葬的地点进行调查、钻探，并采集各种遗物和

标本，在此基础上对工作地点做出较为全面准确的评估。经过 40 天的工作，对徐闻县境

五里、角尾、龙塘沿海地区及县城附近百多平方公里内汉代遗存分布情况特点有了比较系

统的了解。

从以往发现和目前调查的情况看，徐闻汉代遗存主要有墓葬和岗地遗址两类。墓葬分

布广泛，大多发现于近海地区，而遗址则集中在南湾、二桥村一带，其他地方基本不见。

徐闻汉墓的发现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到 21 世纪初，共发现了三百多座。已发现的

汉墓有四个比较集中地区：一是华丰岭；二是二桥村及邻近的那干、港头、南山；三是县

城华建糖厂、贵生路附近及城南槟榔埚村；四是龙塘红坎村一带。这些汉墓均为长方形券

顶单室墓，墓室较小，随葬品多不丰富，墓葬级别不高，但出土有较多的琥珀、玛瑙、水

晶、琉璃等舶来品，显然与海外贸易有关联，且墓砖薄而小，与广东其他地区的汉墓砖有

明显的不同，具有地方特点。调查显示，徐闻汉代遗址不多，除二桥、南湾、仕尾村外，

其他近海地方均未有发现。有些学者认为，西汉徐闻县治在讨网村，即今大黄乡海滨的侯

神岭。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到侯神岭进行实地调查和钻探。侯神岭为华丰岭派生余脉，呈

牛角状自北而南插入华丰坑内，三面为水田，岭长约两公里，为丘陵岗地，顶平坦，有水

塘，前临大海。地理位置不错，但我们在地表既没有发现汉代的生活遗物（零星的水波纹

陶片可能是墓葬的随葬品），钻探也表明这里没有汉代的文化层，仅有少量的汉墓分布。

因此，从考古学角度可以否定“西汉徐闻县治在侯神岭”之说，因为一个县治的所在地，

长时间的人类活动地，一定会留下许多生活遗物，一定会有当时的文化堆积。二桥、南湾、

仕尾村是一处伸向琼州海峡的半岛形岬角，前临大海，峙三墩。二桥、南湾为南北走向的

平台地貌，海拔 10.8 米，西缘临海，地势相对突兀。村后有那涧澳，源自北草岭之牛母

泉。二桥、南湾村地势西高东低，整个大平台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调查、勘探表明，建

筑构件如绳纹板瓦、筒瓦及瓦当主要分布于南湾村 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生活遗物如夹砂

陶釜、戳印方格纹陶罐、素面陶盆等主要分布于二桥村的南部或略靠北的 20 万平方米范



围内。平台北部和村东则有零星汉墓分布。

在调查确定南湾、二桥一带有较大汉代遗址的基础上，对有文化遗物分布的 25 万平

方米的范围进行地毯式的密集钻探，探孔距为 5-10 米，重点地段探孔距是 2-5 米。钻探

表明，南湾、二桥均有汉文化堆积层，具体情况是：南湾村在表土 20-50 厘米下有汉文化

层，文化层在村南、村西较厚，村中和村东较薄，遗物主要是绳纹瓦片，生活遗物甚少；

二桥村在表土 10-80 厘米下为汉文化层，其中村南较厚，村西较薄，遗物主要是生活用器

和生产工具，建筑构件相对较少，并在汉文化层里发现较多的动物骨骸和少量的贝类遗物。

（二）试掘

在重点钻探的基础上，选取二桥村的三处地点进行试掘。第一地点在村西后山园苏桂

文菜地，布 5x5 米探方 2 个，方向正南正北。以 T1 北壁剖面为例说明：③A、③B 层为东

汉时期，出土器物以釉陶器为代表；④、⑤层为东汉早期至西汉晚期，以戳印方格纹陶罐

为主；⑥层为西汉早期，出土物主要是素面夹砂陶片，以釜类器为主。第二地点在村南梁

美珍建房空地，布 5x5 米探方 2 个，方向正南正北，以 T4 西壁为例说明：②A、②B 层为

唐宋明时期文化层，出土有唐莲瓣纹瓦当、宋菊瓣纹瓦当及刻花青瓷片、白瓷片，③A、

③B、③C层为东汉时期，出土大量戳印方格纹陶片和少量绳纹筒瓦片、长方形素面砖块，

④A、④B、⑤、⑥层属西汉早期，出土遗物以素面夹砂灰褐陶为主，伴出大量动物骨头和

各种贝壳类遗物。第三地点在村中部甘如珠菜地，布 1×10 米探沟一条，以北壁为例说明：

②A、②B、②C层为宋至明清文化层，出土青瓷碗、白瓷盘等器物，③A、③B层为东汉时

期文化层，主要是戳印方格纹陶片为代表，见有少量的绳纹筒瓦及卷云箭镞瓦当，④层为

西汉早期，出土物为素面夹砂灰褐陶。以下为青胶泥生土层。

二桥遗址 2002GXETG1 出土绳纹筒瓦



二桥遗址出土青铜器 二桥遗址出土铁铜器

（铺首、箭镞、铜环、五铢铜钱）

由于二桥、南湾汉代遗址文物分布地方大多建有房屋，给考古发掘带来困难，建造新

房也给遗址带来新的破坏。当务之急是采取保护措施，划定范围，控制新房建造。

制定汉代遗址的保护规划，提出确实可行的文物保护对策。利用地缘优势，构建南海

“海上丝路”文化品牌，发展旅游文化业，提升雷州半岛地区的文化品位。

徐闻汉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2003 年，三家合作单位计划

在二桥进一步扩大发掘规模，发掘面积约为 1000 平方米。为此，希望湛江市政府和徐闻

县政府将此项工作纳入财政预算，为该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广东省考古所领导现场指导工作

广东省考古所刘成基向徐闻县委黄心强书记、吴宏望常委，县政府谭国荣副县长，县文化局张世越局

长等介绍二桥工地考古发掘情况

广东省考古所李岩副所长、邱立诚副所长和暨南大学赵善德教授到考古工地指导工作



徐闻县政府谭国荣副县长、县文化局陈日贵书记、县博物馆冯驹馆长与考古所人员在考古工地

香港考古学会会长莫稚先生等到二桥现场参观



二桥遗址发掘地点

二桥遗址发掘地点之一——TG1

二桥遗址发掘地点之二——T3、T4



遗址出土西汉早期陶罐口沿残片

遗址出土西汉早期陶器口沿残片（一）

（上左 T3④B、上中 T3④B、上右 T3④B、下左 T1⑥、下中 T3④A、下右 T4④B）

遗址出土西汉早期陶器口沿残片（二）

（上左 T4④B、上右 T4④B、下左 T4④B、下中 H11、下右 T4④A）



遗址出土东汉时期的各式陶罐、釉陶罐口沿残片

（上左 T1③A、上中 TG1③B、上右 T3③C、下左 TG1③B、下中 T1③A、下右 T3④A）

出土西汉早期陶器口沿残片 2002GXET4④B



遗址出土西汉时期陶片纹饰

遗址出土西汉时期陶片纹饰

遗址出土西汉至东汉陶片纹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