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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5 月 31 日，广东省文管会办公室徐恒彬、尚杰，省博物馆文物队朱非素、邱

立诚，会同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鍾绍益，徐闻县文化局邓开朝，县博物馆吴凯等同志，

前往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仕尾村进行考古调查，考察了汉唐时期的遗迹，发现了一批遗

物。兹将调查情况记述如下。

一、汉代遗址

（一）二桥村遗址

遗址位于二桥村西部，发现有绳纹板瓦、筒瓦、陶罐碎片，分布面积约 1 万平方米。

主要堆积在村民潘家连的屋地，瓦砾堆积密集，地势较高。堆积范围长约 80 米，宽约 40

米，面积约 3000 多平方米，推测可能是古汉建筑基址所在地。这里的瓦，部分内壁为乳

点纹，有的乳点很大；也有部分瓦的内壁为布纹。均为绳纹瓦。从遗物特征看，这处地点

的年代为西汉至东汉时期，延续时间较长。瓦内壁的乳点纹与五华县狮雄山汉代遗址、澄

海县龟山汉代遗址、乐昌县洲仔汉代遗址等地所见是相同的。不过，乳点没有二桥村所见

的大。

（二）仕尾村遗址

遗址位于仕尾村北侧，北距二桥村遗址约 200 米。遗址右为磨练湾，左为那旺岬（南

山港）。在这里发现有夯土层、砖块和较多的瓦砾，其中较重要的有瓦当。遗物分述如次。

瓦当一件。红褐色泥质陶。圆形，直径 14.5 厘米。宽缘凸起。中央凸出一个小圆饼。

左右饰双线卷云纹，上下为“万岁”二字，篆体，阳文。后端筒瓦已残、残长 9.3 厘米，

饰绳纹，内壁为布纹。

筒瓦 均破碎无完整器，红褐陶或灰陶。饰粗绳纹，内壁为布纹，宽径 13-17 厘米。

板瓦 亦无完整器。红褐陶。胎较厚多为 1.3-2 厘米。饰粗绳纹。内壁为布纹。

砖块 长度不明。红褐色。宽 13 厘米、厚 3.5 厘米。

从遗物特征看，这处地点的年代为东汉时期。瓦内壁为布纹的特点，与阳春县土旧塘

村遗址、始兴县罗围城堡等汉代遗址所见相同。

在此之前，县博物馆也曾采集到一些重要标本。如 1988 年采集的一块砖，长宽不明，

厚 2.8 厘米，一面有米字和双菱形图案纹饰。在南湾村（二桥村西侧）也采集到一种砖，

厚 3.5 厘米，长宽不明，一面有粗线大方格纹。这类砖似疑为建筑的铺地砖。在仕尾村采

集到一些楔形砖，一面有米字纹，可能是墓砖。

徐闻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西汉时期是一处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的港口。《汉书·地

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但徐闻港、徐闻县



治在何处，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认为在海康县，也有认为在徐闻县的华丰、大黄

乡土旺和五里乡的二桥、仕尾。华丰一带发现较多东汉墓葬，但西汉遗物则不多见，作为

较重要的建筑材料瓦当和瓦，则从未发现。二桥、仕尾遗址发现于 1983 年，近年来又经

多次调查，发现遗物颇丰，这次又发现西汉时期的板瓦、筒瓦和建筑的重要构件瓦当，且

遗物分布面积大，堆积多，说明这里有较大型的建筑基址，应是官府的建筑物，非是一般

平民富家所能比拟。从遗物分析二桥、仕尾应是汉代时期的重要官府要地。在汉代徐闻，

除县治、港口，再没有更高级别的场所设于此地。再者，从地理位置看，这里地处海湾，

仕尾村遗址临海不远处，就是三墩所在地。《徐闻县志》载：徐闻城“前临海，峙三墩，

中有淡水，号龙泉”。二桥、仕尾遗址所处位置与县志所载互相吻合。

此外，五里乡位于今徐闻城之郊，其范围内及城区附近已发现不少西汉时期的墓葬和

遗物。如城南博爱、南门塘华建糖厂、二桥南港头村等，均发现西汉时期带圆形或菱形戳

印纹饰的陶器。这些情况都有助于证明，二桥遗址可能就是西汉元鼎设置的徐闻县治所在

地；仕尾遗址可能就是西汉时期的徐闻港旧址。汉代徐闻港的发现与研究，对研究汉代南

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二、唐宋遗存

1．在二桥村北面有一处略高的台地，其上约略可见有土筑的墙体，残宽 2-3 米，残

高 0.6-1.25 米。南北长 95 米，东西宽 85 米，周长 360 米，略呈方形。在地面采集有汉

唐时期的陶片、瓦块、砖块。从土墙堆积中采集到的陶片、瓦块也属汉唐时期。初步判断，

这处遗址应属唐代。

在遗址西南面不远处，有一口水井，位于该村潘世民屋前。井台现已被水泥覆盖。井

圈用玄武石制造，断面上小下宽，平面近方形，边长 71.5 厘米，高 16 厘米。井圈外部四

面刻凿出覆莲花瓣纹饰，除南面为 5朵外，其余三面各饰 6朵，四隅转角处各一朵，莲瓣

通长 14 厘米、宽 6.5-7.5 厘米，圆形井口直径 42 厘米，井口石厚 18.5 厘米。井圈与井

身联结处用三层玄武岩石块叠涩砌筑，井身用泥夯筑而成，中部略大，上下稍小，呈鼓形，

深度不明。

此井制作精巧，井圈外壁所饰莲瓣肥厚体大，雕刻技法古朴，其造型和艺术风格为我

省宋井所罕见。

2．在仕尾村北面汉代遗址所在地，也发现有唐宋时期遗存。基址未见。发现有瓦块、

陶瓷片等。县博物馆也曾在此采集到宋代瓦当。在靠近海湾的小平台上，有一处“饮马槽”

遗迹。该槽是用玄武石原地刻凿而成，平面为不等边八角形，边长 63-83 厘米不等。槽高

57 厘米，外径 194 厘米，内径 154 厘米。槽中部刻凿出深 42 厘米的近圆形腹窝用以藏水，

壁厚 18 厘米。各转角处隐约刻出方形隅柱，柱头凿出方形榫口。



此槽雕刻手法粗犷古朴，年代推断为唐代。是这一时期省内较为罕见的大型生活遗物。

从二桥、仕尾的唐宋时期遗迹分析，在汉代徐闻港衰落以后，这里仍有相当一段繁荣时期，

可能与唐宋时期的徐闻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邱立诚，华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文博工作四十余年，现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省博物馆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尚杰，广东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本文选自《广东文博》1990 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