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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广州又公布了两项重磅
考古新发现。其中，黄埔陂头岭遗址清
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5座，战国中晚期
至西汉初期墓葬38座，共出土文物400
余件套；增城金兰寺遗址发现面积约500
平方米的史前贝丘堆积，清理古墓葬32
座，出土罕见的古人类遗骸30具。

这些广州地区先秦时期考古的重
大发现，为珠三角乃至岭南地区的历
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黄埔陂头岭遗址
发现晚期墓葬5座

陂头岭位于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
城。2014年2月至7月，广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
调查勘探，在陂头岭发现较丰富的文
化遗存。去年10月中旬起，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陂头岭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
发掘工作。目前完成考古发掘面积约
40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
葬5座、窖穴和灰坑260个、柱洞70个、
沟槽1条，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墓葬
38座；共出土文物400余件套。

陂头岭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晚
期、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的文化遗
存，时代距今4500~2200年。其中，新
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包括窖穴、灰坑、柱
洞等遗迹，数量众多。“48座具有储藏
性质的窖穴是本次发掘最令人瞩目的
发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
西兵介绍，其中，H25规模最大，平面近
圆形，最大径2.74米，深度达5.2米，坑
内堆积可细分为31层。这是目前岭南
地区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
代晚期窖穴。由此可见，当时陂头岭
先民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物
产储备的丰富程度。

遗址发掘区东南部还发现一处疑
似房屋基址，为探讨广州北部地区新
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的居住方式和建筑
形制，以及对山岗丘陵史前至商周遗
址考古发掘现场中此类遗迹的辨识等
都具有重要价值。

陂头岭遗址第一期遗存窖穴类遗
迹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形制规整、堆
积丰富，为岭南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
化遗存所罕见。考古专家认为，这批
窖穴遗迹对研究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早期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社会发展
阶段等都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而柱

洞、沟槽等与房屋建筑有关的遗迹，对
复原史前先民的居住方式提供了极为
难得的考古学实证资料。

战国中晚期-西汉初期的墓群是陂
头岭遗址发掘的另一大收获。该墓群
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规
模最大、封土保存最为完整的高等级
越人墓地。目前确认的墓地有38座，
几乎遍布整个发掘区。原分布范围估
计超过2万平方米，现存面积约9000
平方米。

现场考古人员介绍，小型墓葬主
要分布在发掘区北部，东西向和南北
向排列均有，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地表封土不明显，无墓道；大中型墓葬
均为带墓道的“凸”字形竖穴土坑木椁
墓，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中南部，地表封
土明显，保存较好。

增城金兰寺遗址
出土罕见古人类遗骸

令人惋惜的是，本次发现的大中
型墓葬悉数被盗，且均为早期被盗，墓
室内劫后余存的随葬品均为陶器，以
米字纹、方格纹、弦纹、水波纹以及素
面的硬陶瓮、罐、瓿、盂、盒、杯为主，也
有少量泥质软陶的罐和瓿，具有典型
的越文化特征。其中，位于陂头岭北
部山顶的M30，地表封土南北长约30
米、东西宽约25米、残高约1.2米，是岭
南地区目前所知封土保存最为完整、
封土保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墓葬。

考古专家表示，该遗址地表有相对
高大的封土、墓葬顺山体走势排列、墓
穴埋深较浅、墓坑底铺石床等具有明显
江浙土墩墓的遗风，反映出强烈的越文

化的族属特征。而部分大中型墓葬的
棺椁设置可看到岭北楚文化的影响，反
映出楚越交融的态势。所有这些发现
都为重构岭南早期历史，尤其是回答

“何以南越国”“何以广州”等问题提供
了更为丰富、更为鲜明的资料。

金兰寺遗址位于广州市增城区石
滩镇金兰寺村北部，县江河西岸，是广
州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遗
址。1958 年至 1961 年间的三次发掘
（总计发掘面积216平方米），曾发现距
今约6000年的彩陶遗存。

2020年 11月起，广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又对金兰寺遗址进行考古发
掘。截至今年3月底，该遗址已经发现
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史前贝丘堆积，清
理墓葬32座（新石器时代晚期 30 座、
战国时期 2 座），以及各时期灰坑 38
个、柱洞941个、灰沟21条、水井3口、
墙 1处，出土陶鼎、石锛等文物 165件
套，另有古人类遗骸30具，以及贝壳、
鱼骨、猪骨等动物标本。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墓
葬是本次考古的最重要发现，共出土
保存较好的古人类遗骸30具。”易西兵
介绍，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皆为长方
形竖穴土坑墓，排列有序，呈西北-东南
走向，坑内填大量贝壳。

经历数千年，为何在金兰寺遗址
还能找到数量众多的古人类遗骸？“金
兰寺遗址属于典型的贝丘遗址，不同
于山岗遗址。贝壳堆积呈碱性，因此
容易保存骨骸等有机物。”易西兵告诉
笔者，金兰寺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骸并
不是岭南地区最多的。广西的顶蛳山
遗址也是贝丘遗址，考古发掘了149座
墓葬，大部分墓葬骨骼保存较好。广
东佛山的河宕遗址也发掘了60多座墓
葬，出土的人类骨骸也很丰富。他同
时指出，“金兰寺遗址目前只发掘了小
部分，将来如果再扩大发掘，很可能会
发现更多的人类骨骸”。

为研究华南古人类演化
提供重要信息

金兰寺遗址发掘的墓葬里，发现
有屈肢葬，还有人骨可见捆缚迹象，里
面包括了哪些信息？

“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属于不同
的葬俗，有时代早晚和人群不同的指
示意义。未来，通过古DNA、同位素、
古病理等多学科分析，将能提取更多
考古信息。”金兰寺遗址发掘考古工作
者介绍，通过发现的这批墓葬无棺椁
等葬具，可以推测古人埋葬时可能用
绳子或布对尸体进行捆绑或包裹，然
后放置到墓里再填土。

考古专家认为，30具人类遗骸的发
现为开展骨骼及牙齿形态学、骨骼生物
力学、古病理学、古DNA分析、同位素分
析等提供丰富的基础材料，对于研究和
阐释中国华南史前时期古人类的微观
演化以及中国古老型智人演化，厘清华
南史前时期人群迁徙互动和生业方式
转变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金兰寺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骸属
于人类遗传资源，对研究先秦时期珠
江口地区人种形态及人群迁徙互动意
义重大。”易西兵说，下一步，考古人员
将与有关机构合作，开展古人口重建、
种族特征和遗传结构分析、疾病与健
康研究、行为与生业方式相关性研究、
容貌重建等多方面研究工作。

石山孜遗址位于安徽省烈山区古
饶镇石山孜村，遗址南依石山，山上纯
石无土，峭峰怪石林立。石山周围较
为低洼，大雨过后，积水呈现护山河
状。据清光绪《凤阳府志》记载：“宿州
西北50余里有石山，周围上一里许，纯
石无土，介然独峙，层层迭起，嵌空玲
珑，如雕如画。”故老乡传此山为天庭
中的神仙杨二郎担山时掉下的扁担楔
子，又称为“飞来峰”。

1984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
石山孜遗址被文物部门发现。遗址处
于石山的北侧，中间有一条宽4米东西

向的村路穿过，路北沟内切面处文化
层暴露明显，厚约 1.5 米，上距地表 1
米。五花土层呈不规则状，内含大量
的颗粒状红烧土和各种陶片。路南沟
内有大量贝壳堆积层，间有少量陶片
和手制纺轮，质地多为泥质红陶，也有
少数的蛋壳红陶和黑陶，以及加贝砂
灰陶。鼎足、足均为圆锥形，大小长短
不一，质松火候低。陶片均无纹饰。

1987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
址进行复查，确定遗址东西长370米，南
北宽350米，实际面积近12万平方米。

1988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石

山孜遗址组织第一次考古发掘，勘察
面积100平方米；

1989年，石山孜遗址被安徽省人民
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1993年又进行了两次考
古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三次考
古发掘共清理灰坑395个，墓葬16座，
房屋遗址15处，出土陶、石、骨、角器等
文物近500件。

经过对出土文物的碳十四年代测
定，石山孜遗址所处时代距今约7000
年前。结合考古发掘各类出土文物遗
存综合判断，石山孜遗址具有面积大、

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出土器物特征
明显的特点，时代明显早于邻近区域
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同中国早
时期的新石器文化代表裴里岗文化遗
址时代相近，但是文化内涵与裴里岗
文化遗址又相互独立。

因此，石山孜遗址作为皖北区域
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对深入研究
皖北地区早期文明的起源具有特别重
要的价值。

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综合）

皖北区新石器早期文化代表——石山孜遗址

广州发现岭南地区
规模最大高等级越人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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