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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期中国文明：南方文化与百越滇越文明》首先介绍南方地区自石器时代至西汉初期的诸多重
大考古发现，包括各地石器时代遗存和早期人类化石，江西吴城商代遗址和新干大洋洲的“青铜王国
”，闽赣等地神秘的古越人崖葬，名闻中外的马王堆汉墓，福建武夷山汉代城址、新店闽越故城，广
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与御苑遗迹等，形象地展示出南方文化博大精深的蕴涵，帮助人
们加深了解南方远古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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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发表学术著作六部和中、英文论文六十多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方文化与百越滇越文明>>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南方文化的曙光第一节 南方旧石器文化一 考古发现综述二 南方的古人类第二节 南方新石
器文化一 赣江流域新石器遗存二 闽江流域新石器遗存三 湘江流域新石器遗存四 珠江流域新石器遗存
五 西江流域新石器遗存六 海南新石器遗存第二章 南方进入文明时期第一节 江西商周时代遗存一 吴城
文化与万年类型文化二 “青铜王国”与南方青铜文明三 铜矿采炼遗址的启示四 印纹陶文化五 西周遗
址与遗物第二节 福建商周时代遗存第三节 湖南商周时代遗存第四节 广东商周时代遗存第五节 广西商
周时代遗存第三章 南方文化的昌盛第一节 江西春秋战国时期史迹一 “吴头楚尾”的考古发现二 神秘
的越人崖葬三 粮仓遗址与封建经济第二节 福建春秋战国时期史迹第三节 湖南春秋战国时期史迹第四
节 广东春秋战国时期史迹第五节 广西春秋战国时期史迹第四章 南方文明的持续发展第一节 南方地区
汉初史迹第二节 马王堆汉墓大观第三节 闽越与南越文化一 闽越国与南越国的兴亡二 闽越与南越经济
的发展⋯⋯第五章 港澳台地区早期文明第六章 红土高原上的早期人类与文化遗存第七章 滇人及其青
铜文明第八章 滇西南、滇南的青铜文化第九章 滇西各族及其青铜文化附录图版资料来源表主要参考
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方文化与百越滇越文明>>

章节摘录

　　赣江流域大约距今6000～4500年的古文化遗存，当以新余拾年山遗址和靖安郑家坳墓葬为代表。
1986~1989年间，拾年山遗址经过连续三次发掘，在已揭露的上千平方米范围内，清理出墓葬80座，房
基9座，陶片堆和石器堆数十处，出土各类遗物3000余件。
依地层叠压关系和典型陶器的演变，该遗存可分为三期，它既有华南和东南地区同类文化的某些因素
，又有其自身特点，各期主要陶系明显有别，即从红衣红陶到黑衣红陶到黑衣灰陶；石器以长身弓背
锛、镢和有段石锛为主，很适于垦掘江南的黏性红壤土。
从出土遗物分析，一期以穿孔器、石流星、石矛、石镞、亚腰形网坠等渔猎工具为多，二、三期则以
石锛、石镢、石凿一类农业和手工业工具为多（图1.2-3）；在氏族墓地同时发现有圹穴墓和无圹穴墓
，有圹穴墓的墓圹较小，壁底经过烧烤，下面填有数十厘米厚的夹炭灰烬土，可能是拾骨火葬习俗的
反映；房基平面呈圆形，为木骨泥墙，墙壁和柱洞壁也经过烧烤，房基面铺垫有厚实的烧土层，可保
证居住地的干燥。
郑家坳墓地在1983年清理了10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随葬品多置放在墓底两端，少量置放在死者腰侧。
随葬的陶器多为黑衣磨光陶，其组合为鼎、豆、壶、罐，盛行三足器、圈足器，石器以大型石刀、钺
、铲最具特色。
郑家坳墓葬出土的典型器物如带把鼎、有棱喇叭座、钵形盘豆及大石刀等与薛家岗类型三期文化雷同
。
　　赣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共有30余处，大致可分为山背文化和筑卫城一樊城堆文化两
种类型。
　　山背文化是一段以有段石锛和红砂陶为主要特征的原始文化遗存，它主要分布在鄱阳湖以西和赣
江下游地区，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时代距今约5000年。
其生产工具有石锛、石锥、石斧、石镰等，以大型厚重的长条形有段石锛、扁平长方形石斧和半月形
带孔石刀为代表；陶器以夹砂红陶为多，器形有鼎、鬶、罐、豆、钵、盂和杯形豆等（图1.2-4）。
该类型的文化面貌虽表现出与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及东方沿海的大汶口文化有某些相似的因素，但
器物群的特征是鲜明的，证明它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地方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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