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2017 年 11 月，我们承担了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课题“合浦汉

墓综合研究”和“合浦汉墓群与汉城址的时空关系研究”，并于 2018 年 4 月结题。本书《合

浦汉墓》是在两个课题结项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而成，之前还被列入庆祝广西壮族自

治区成立 60 周年“我们的广西”丛书出版。本次重版，我们做了部分修订。

对于合浦汉墓的发掘资料，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本人自 1990 年开始接触合浦汉墓，

整个从业经历可以说是与合浦汉墓考古紧密相连，粗略统计，参与和主持发掘的墓葬数量

超过 300 座；另一作者富霞从 2008 年起加入到这个队伍，她的博士论文《合浦汉墓及相

关问题研究》正是基于历年工作而开展的全面系统研究。但由于丛书出版时间的限制，我

们得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编写完成一部面向社会大众，而不仅仅是针对考古工作者的著作，

时间就显得过于紧迫了。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此期间，可以说几乎放弃了所有

的休息日，我们几易其稿，终于把此书奉献在了读者面前。

“雅俗共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四个字貌似简单，但对于不少考古作者来说，实

则很难。因为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表达方式，考古学也不例外，特别是发掘报

告，要求客观描述的部分比较多，长期浸淫，难免会文笔生涩，味同嚼蜡。初稿完成后，

很是忐忑。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卢培钊先生、总编辑陈勇辉女

士，乃至广两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曹光哲先生都在百忙之中抽空亲自把关，逐一审稿，在

充分肯定初稿的同时，他们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供我们修改补充；责任编辑罗煜

涛先生和几位年轻编辑多次和我们碰头，就细节问题反复推敲。出版方周到而细致的工作，

确实为本书添色不少。

《合浦汉墓》得以出版，离不开上级领导、学界前辈和同仁们以及相关单位长期以来

的大力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广两壮族自治区文物局高度重视合浦汉墓

的保护、发掘与研究，一直鼎力支持所需的人力、物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

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等文博机构提供了历年发掘资料；合浦县申报

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把本书当作申遗的基础资料，特别提供了研究和出版的经

费资助。蒋廷瑜、黄启善、蓝日勇、陈左眉、彭书琳、梁旭达、谢日万、李珍、林强、陈

瑞业、张居英、陆露等同志早期开展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是本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王

伟昭、叶吉旺、廉世明、韩云鸰、林娟、曾广楷以及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严

焕香、沈婧和李世佳等，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均给予了具体的帮助。在此，对上述单位

和个人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本书为合作研究的成果，熊昭明负责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

第九章，富霞负责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最后由熊昭明统稿。英文摘要由严焕香



翻译、富霞校核。书中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其余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党春宁、广西文

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梁旭达拍摄或由广西文物信息中心和合浦县博物馆提供。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是由于部分汉墓发掘资料尚未公开或

发表，也囿于时间和作者的学识水平，本书仍会有诸多未竟之言和谬误之处，因此我们冀

望得到来自读者的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补正。

熊昭明

2018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