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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4-2006年在肇庆地区的肇庆市、四会市、广宁县发掘的17座墓葬及3口水井和2座灰坑的综合
报告。
年代分别为战国、汉代、东晋、南朝、唐代和宋代。
这批资料中有陶器、釉陶器、瓷器、铜器和滑石器等，文化面貌与中原同时期遗存大体相同，但又独
具自身特点，为研究广东肇庆地区几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及葬俗葬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书可供历史、考古、文物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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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广宁龙嘴岗墓地第一节 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广宁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地处北江支流
的绥江中游，处于北纬23°22‘-23°59’之间。
东临四会、清远，南连德庆、高要，西接怀集，北毗阳山。
县境东西最宽59公里，南北最长68公里，总面积2459.32平方公里。
北回归线在南部通过，绝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气候，受季风影响，气候变化较大，正常情况下，春季
多阴雨，夏季炎热，秋天凉爽，常有秋旱出现，冬冷，时有霜冻。
年平均气温在20-21.5℃之间，累计平均为20.7℃。
春秋战国时，广宁地属岭南百越地范围。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定岭南，立南海、桂林、象三郡，本境地属南海郡。
汉初赵佗建南越国，属其统辖。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复置南海、苍梧等郡，南海郡领番禺、四会等县，广宁地属四会
县。
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年）新置绥建郡，广宁地属绥建郡。
隋朝开皇九年（589年）撤绥建郡，以四会、化蒙县属广州，广宁地属两县地域。
唐武德五年（622年），以四会、化蒙县置南绥州，复置新招、化注、化穆三县，广宁属“一新三化”
之境。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撤化蒙、化穆人四会，属广州，广宁地属四会。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四会改隶于端州，广宁地属四会，隶端州。
明嘉靖三十八年（1560年）置广宁县，地属肇庆府。
清朝沿明制。
民国三年（1914年）广宁属粤海道。
1952年5月，广宁、四会两县合并为广四县，1954年7月，又恢复广宁、四会两县。
1988年肇庆专区改称肇庆市，广宁县属肇庆市，沿属至今。
第二节墓地概况与发掘经过龙嘴岗墓地位于广宁县南街镇巷口管理区，北距广宁县城约5公里（图三
），向南约1公里处为铜鼓岗战国墓地，其西侧约2公里为北江支流绥江自西北向东南流过。
岗地呈东北～西南走向，北与大岗相连，高出两侧农田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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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肇庆古墓》是一个阶段性资料整理和初步研究的成果，书中系统介绍了2004-2006年肇庆市区和广宁
、四会两县以墓葬为主体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年代跨度涉及战国、汉、南朝、唐、宋，出土遗物和
遗迹现象都较为丰富，文化面貌与特征鲜明，在广东地区很有代表性。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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