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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看华南沿海先秦社会的发展

吴春明

摘 要 华南沿海约 自西周起跨入青铜时代的 门坎
,

战 国前后 产生 国 家文 明
。

先

秦社会发展滞后 的原因是生态特殊性与地理封闭性
。

关键词 考古 华南沿海 先秦社会

一 问题与方法评述

福建
、

两广间的华南大陆沿海地处武夷山以东
、

南岭以南
,

是先秦两汉闽越
、

南越
、

西匝
、

骆

越土 著的活动区域
。

对这一时空社会文化的发展
,

史籍无明确的答案
,

迄今考古学的解释也仍

是两类完全对立的意见相峙
。

“

滞后论
”

者主张华南沿海先秦社会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中原
。

早在 50 年代
,

林惠祥就明

确提 出闽广地区
“

春秋时代以前
”
处于新石器时代

。

何纪生等认为广东
“
约从春秋开始进入青铜

时代
” , “

逐步踏入奴隶社会的门坎
” 。

区家发还说整个先秦时期岭南地 区没有进入青铜时代和

阶级社会
。

黄展岳虽承认两广地区在春秋或稍早一些 已经出现了青铜文化
,

但坚持两广先秦社

会尚未脱离原始社会
。
①

“

同步论
”

者认为先秦的华南沿海基本上与中原地 区是同时进 入青铜 时代和文 明社会
.

将

南方商周时期印纹硬陶文化看成
“

应是奴隶社会
,

青铜时代
”
文化

。

在福建
,

陈龙等认为从商代
“

黄土仑 印纹陶制作技术和工艺以及强烈的仿铜器作风判断
,

这是一批 比较成熟的青铜器时代

的陶器群
” , “

黄土仑文化还不是福建境 内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存
,

它还有一个发生
、

发展的过

程
” 。

陈国强等也认为
“

福建地 区商周时期也同邻省其他地区同时进 入青铜时代
”
和阶级社会

。

在两广
,

常将龙山至夏代前后的石峡文化第三期墓葬看成
“

原始社会末期 的墓葬
,

已明显地出

现了私有制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

原始公社开始走向解体
” 。

杨式挺将夏商时期的石峡中

层类型等看成是
“

初露头角
、

各具特色的商周时期青铜文化
” 。

②

除部分人所依考古资料的断代尚须修正外
,

上述认识中的多数具有不同程度的方法论缺

陷
,

这是意见不能统一的主要原因
。

( l)
“

同步论
”

者常混淆了
“

时代
”

与
“

文化
”

这两个非常重要

又 完全不同的概念
,

一概将华南沿海
“

商周时期
”

文化等同于
“

商周
”

青铜文化和奴隶社会阶段
。

仅因几何印纹硬陶文化的鼎盛与商周文明共时
,

而忽视边远地区古代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

不考

虑小时空的印纹硬陶是否与青铜器共出
、

是 否具备文明社会的证据
,

就直接冠以
“

青铜时代
” 、

“

文明社会
” 。

( 2) 一些
“
同步论

”

者不愿承认所在区域古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一面
。

近 20 年来
,

文

化多样性和文明起源多元论的研究被推向极端
,

各地都力求在中国早期文明的
“

满天星斗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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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位置
,

不切实际地在华南沿海强求与夏商周相同步的
“

文明火花
” 。

( 3) 两类论者多不能合

理区分技术史与社会史这两类概念
。 “
文明

”

是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最高级阶段
, “

国家是文明

社会的概括
” 。

③文明的产生虽以技术的进步为基础
,

但文明史和技术史间没有具体和必然的

联系
,

如欧洲大陆的文明史常伴随着成熟的铁器文化
,

美洲的玛雅文明则是以新石器和铜 石并

用文化为基础的
,

黄河流域的古代文 明则与青铜文化一同肇始
。

但除黄展岳等少数学者外
,

对

立意见的双方均在未证实先秦华南沿海与商周文化统一性的前提下
,

就直接借用商周模式
,

将

华南沿海技术史上的青铜时代直接视为社会史上国家文明出现的证据
。

二 技术发展史的考古重建

近 10 多年来
,

随着可靠的地层与墓葬资料的积累
,

基础编年研究的深入
, ④华南沿海先秦

古文化 区系类型的基本格局已经确立 (见表 )
,

为重建技术史与社会史奠定了基础
。

战战国国 富林岗类型型 米纹陶类型型 铁器时代代 国家文明明

……………

升卞行行
青铜时代代代代代代代

春春秋秋秋秋 过渡时期期

西西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始社会会

商商商 黄土仑仑 白主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河河 东
““

石石 大大 新石器时代代代
蚁蚁蚁蚁蚁蚁蚁蚁蚁蚁蚁蚁蚁蚁 水 口 山山 宕宕 澳澳 峡峡 石石石石

夏夏夏 昙石 山山 马岭岭 山山山山山山山 湾湾 中中 铲铲铲铲
上上上层层层层 虎头埔埔埔埔 层层 文文文文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年年年 下游游 上游游 闽南南 粤东东 三角洲洲 沿海海 北江江 西江江 技术发展展 社会组织织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序列列 演变序列列闽闽闽江流域区区 粤东闽南区区 珠江流域区区区区

在夏
、

商两代的各分域文化中
,

技术发展水平是相 当原始的
,

可靠地层和典型遗迹单位 中

共 出的生产工具均 以石器为特点
,

不见任何青铜器具
。

昙石山上层和黄土仑类型常见小型石

锌
、

敬及骨
、

贝器等工具
; 河宕和石峡中层类型也多是西樵 山式的中小型石锌

、

有段石锌
、

有肩

石器等
,

石峡中层多一些适于农耕的大型和长身石器
,

东澳湾类型更多石锨
、

网坠等渔猎工具
。

这些工具组合均没有向青铜工具形态过渡的迹象
,

两区系内零星采集的青铜器中也无明确早

至商代的铜器
。

唯广东饶平
、

广西武鸣和兴安等地曾发现几例采集或窖藏的具有
“

商代晚期特

点
”

的铜器
,

均无明确的周 以前器物共出
,

埋藏的时代不大可能早到商代
。
⑤因此

,

夏
、

商时期该

地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确凿证据
,

仍然停留在新石器末期阶段的发展水平
。

西周春秋时期诸分域类型的地层
、

墓葬单位和零星采集品中
,

已发现 了不少青铜器具
,

成

为华南沿海早期青铜文化的内涵
。

如东张上层
、

溪头上层
、

石峡上层等铁山
、

夔纹陶类型的典型

地层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青铜链
、

短剑
、

矛
、

锁
、

锥等兵
、

工类器具
,

仅石峡上层就发现 23 件
。

墓

葬中的共 出铜器更丰富
,

南安大盈寨山出铜戈 ( 戚 )
、

矛
、

镑
、

铃等 20 件
,

采集铜斧 1 件
,

附近发

现 了具有浮滨类型特点的石
、

陶器
;
政和铁山蚌山春秋墓出铜剑

、

矛等 3 件
,

与铁山类型陶
、

瓷

器共出
; 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墓群发现铜盘

、

卤
、

刀
、

矛
、

钱
、

斧
、

匕
、

墩
、

链等 1 10 件
。

此外
,

该时

空考古发现中还有一批零星采集的青铜器
,

与上述地层及墓葬包含物的特点一致
,

应属于 同一

时期的遗存
。

如福建建匝的 3 件西周铜饶 ( 雨钟 ) ; 广东信宜光头岭 1 件西周铜盂
,

曲江马鞍山

1 件西周铜饶
,

连平彭山春秋钟
、

淳于各 1 件
; 广西灌阳的 1 件西周铜饶

,

宾阳木荣村西周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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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各 1 件
,

荔浦马蹄塘
、

陆川塘城春秋铜蚤各 1 件等
。

@ 这些青铜器说明西周春秋的华南沿海 已

进入青铜时代
,

但还不是大量的
,

类别也主要是兵
、

工器具
,

处于青铜时代的早期
。

在春秋末至战国早期的夔纹陶类型晚期墓葬中
,

青铜文化进入鼎盛阶段
。

广东清远马头岗

M l
、

M Z 出铜鼎
、

舍
、

击
、

钟
、

征
、

徽
、

矛
、

斧
、

剑
、

戚
、

链
、

人首柱形器等计 64 件
; 四会鸟旦山 M l

、

高地 M l
、

M Z 出青铜鼎
、

盖
、

铎
、

鉴
、

洗
、

戈
、

矛
、

剑
、

袱
、

斧
、

人首柱形器
、

半球形器等计 76 件
; 罗

定夫背山 M l
、

南 门洞 M l
、

M 3 出铜鼎
、

鉴
、

孟
、

击
、

钟
、

征
、

械
、

镰
、

戈
、

矛
、

斧
、

剑
、

嫩
、

人首柱形器

等 2 35 件
;怀集栏马 山 M l 出铜鼎

、

斧
、

人首柱形器等 7 件
; 和平龙子山 M l 出铜鼎

、

械
、

戈等 5

件
。

广西恭城秧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残墓出铜鼎
、

罄
、

尊
、

钟
、

短剑
、

戈
、

斧
、

械
、

链
、

兽首柱形器

计 31 件
。
⑦从总体上说

,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含大量青铜器和较多礼
、

乐
、

盛食器的铜器墓
,

青

铜文化进入了鼎盛期
。

战国中晚期起
,

在青铜文化继续发展的同时
,

出现了早期铁器文化的萌芽
。

在米纹陶类型

的墓葬和地层中
,

广东德庆落雁 山战国晚期 M l 出土铜鼎
、

铎
、

矛
、

剑
、

斧
、

越
、

徽
、

链等 15 件
; 罗

定南 门洞战国晚期 M Z 出铜剑
、

矛
、

刀 等 4 件
;
肇庆北岭松山战国晚期 (或秦汉初期 ?) 墓出铜

鼎
、

壶
、

三足盘
、

编 钟
、

提 桶
、

斧
、

裤
、

铲
、

刻刀
、

镜
、

人首柱形器等 1 08 件
; 广宁铜鼓岗战国 M Z一

M 2 2 发现铜鼎
、

盘
、

剑
、

矛
、

锥
、

斧
、

凿
、

锄
、

插
、

削
、

链
、

半球形器等 2 95 件
;
宾阳韦坡村战国晚期

M l
、

M Z 出铜鼎
、

钟
、

剑
、

斧
、

锥等计 20 件
;
始兴白石坪战国遗址的铁斧

、

铺是该类型发现铁器

的 最早地 层
。

广西平乐银 山岭战国晚期 (秦汉初 ?) 1 10 座墓共发现 3 77 件铜器与 18 1 件铁

器
。
⑧

可见
,

华南沿海地区约于西周开始才进 入青铜时代
,

战国中晚期产生最早的铁器文化
,

这

较之 中原地区分别要晚 10 0 0 余年和数百年
,

比太湖
、

赣都流域等百越系统北部地带也落后很

长一段历史时期
。

三 社会形态演进的考古观察

聚落
、

墓葬考古与文献资料的综合已经可以初步勾画出华南沿海先秦社会组织结构发展

的图景
,

华南沿海的文明史并不等于青铜技术史
。

夏商时期的聚落考古资料基本上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组织形态
。

内陆河谷
、

沿海 贝丘与沙丘

是这一时空的几种基本聚落形态
,

这些聚落类型在宏观布局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接近生态富

源和利于攫取经济活动需要的群落散布
,

聚落的自然取向性明确
,

缺乏黄河
、

长江中下游龙山

时代即已出现的那种以 发达农耕经济为基础
、

围绕中心聚落分布的
、

具有复杂人文取向的等级

结构
。

目前虽未 发现单个聚落的完整平面遗迹
,

但从分散发现的单体房屋遗迹看
,

有半地穴式
、

地面式
、

干栏式
、

洞居
、

岩棚
、

窝棚等多样类型
,

都是因地制宜制造的小型居所
,

缺乏结构完善的

大中型建筑基址
。

这些只能是原始社会中的比较平等的群团— 氏族
、

部落的聚落遗迹
。

埋葬

遗迹也有类似的线索
。

黄土仑
、

石峡中层
、

河宕等墓地 已发现百余座墓葬
,

均小型土坑墓
,

无随

葬品或随葬陶
、

石器几件至 10 多件
,

女性多用纺轮
,

男性多石器
,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剩余财富

的积 累极有限
;
成员之 间具有较小的分层差别和明显的两性 自然分工

,

不属于阶级对抗的范

畴
。

迄今为止
,

这一时空考古中还不见结构与内涵复杂
、

或伴随杀牲与殉葬现象的大
、

中型墓

葬
,

没有
“

奴隶制时代
”

的任何证据
,

国家文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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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早期青铜时代的到来
,

西周以后华南沿海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 了一些初步的变动
。

建

贩
、

灌阳等地发现的西周铜钟 (饶 )与同期江南各地发现的用于军旅集会或祭祀山川的南方大

饶相 同
,

青铜兵器中常见剑
、

矛
、

戈
,

与吴越文化兵器组合规律相同
,

说明商周
、

吴越这些先已发

展成熟的国家集团中上层社会的某些礼乐制度
、

祭祀与军兵法式已影响到这一地区
。

阶级分

化
、

冲突正在发展
,

国家文明社会的一些现象正在起源
。

大盈
、

铁山等以随葬青铜兵器为主的墓

葬不是一般的平民墓葬
,

应是社会上层的部落首领或军事头目的墓葬
; 元龙坡的一些墓葬不但

发现 了兵器
,

还随葬铜卤
、

盘等精美贵重的盛食器
,

说明一些上层贵族与一般平民的距离在扩

大
。

这些线索表明
,

在夏商时代的那种简单朴素的原始社会组织结构的基础上
,

出现了一些只

有文明社会才具有的复杂现象
。

但是
,

这种文明社会因素还只是初期的
,

上述铜器墓葬的规模

只能是小地域内群团首领或部落酋长一类
.

缺乏较大型墓葬和城址的发现
,

说明具有大范围控

制能力的
“
王国

”
还没有出现

,

大致处于国家文明的起源阶段
。

约从战国起
,

华南沿海的社会发展史已经跨入闽越
、

南越等民族所建立的
“
王国时代

” 。

第

一
,

华南沿海上层社会所仰慕的周楚式的国家文明生活制度已全面
、

深刻地传入
。

以青铜鼎为

代表的礼器的使用成为春秋末期以来岭南铜器墓的重要特点
,

这在先期墓中是没有的
,

有些墓

葬还直接使用周楚式的兽足鼎
,

虽然没有周楚式严 格的用鼎制度
,

但用鼎数与墓葬规模也相一

致
;
有些墓葬和窖藏使用成套编钟

,

虽没有像周
、

楚编钟的规律可寻
,

但也大小相配
。

说明在周

楚地 已衰弱的
“

周礼
”
开始在华南沿海社会中发育

,

成为这一边缘地带社会历史发展步伐已经

靠近岭北的重要标志
。

第二
,

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之中产生了以
“
王

”

为最上层的国家组织结

构
。

含青铜器和礼乐器的大
、

中型墓葬多随葬具有权仗性质的铜 人
、

兽首仗头
,

部分仗头及矛
、

锥上铸有
“

王
”

字符
,

这些是先期的部落首领或酋长墓所不能比拟的
,

应是与国王或其宗室有密

切关 系的上层人物的墓葬
。

其中恭城秧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残墓发现铜器 31 件
,

用鼎 5 件
,

兽首仗头 2 件
,

这是岭南最早的一座高规格墓
;
肇庆松山墓长 8 米

,

宽 4
.

7 米
,

深 6 米
,

木撑漆

棺
.

随葬品达 1 39 件
,

用鼎 5 件
,

人首仗头 4 件
,

是岭南最早的大型墓
。

依周礼
,

五鼎
“
少牢

”

是仅

次于诸侯王的卿大夫特权
,

《国语
·

楚语下 》载
: “

卿举以少牢
,

祀以特牛 ; 大夫举 以特牲
,

祀以少

牢
; 士食鱼炙

,

祀以特牲
。 ”

这些五鼎墓
“

很可能是属于
`

君王
’

一级的南越郡国上层统治者
’ , @ 。

第三
,

文献中还有华南沿海先秦王国的线索
。

据《史记
·

东越列传 》
,

秦初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

王摇被
“

皆废为君长
” ,

汉五年
“

复立
”
为闽越王和东海王

,

说明闽越及东海是先秦已有的古 国
。

闽越都东冶旧址今福州一带的秦汉遗存也多上限至战国晚期
。

南越国也是如此
,

《淮南子
·

人

间训 》载
:

秦攻南越时发兵 50 万
, “

三年不解甲弛弩
” ; 《史记

·

平津侯主父列传 》说
: “

旷 日持久
,

粮食绝乏
,

越人击之
,

秦兵大败
。 ”
南越军 已不是部落社会的弱旅

,

而是可与强大的秦国大军抗

衡的组织严密的卫国之师
。

南越国都番禺也不是汉初几年建成的
,

《人间训 》载秦兵来攻时兵分

五路
,

其中
“

一军处番禺之都
” ,

可知也是早 已繁荣的先秦古都
。
L就是说

,

从战 国时期起
,

华南

沿海 已经建立了国家文明
,

其就是汉初
“

复立
”
的闽越

、

南越等王国的直接前身
。

但这 已较夏商

文明落后了 1 5 0 0 年左右
。

四 社会文化滞后的原因探讨

华南沿海先秦社会文化长期滞后于夏商周与吴越地区的主要原 因是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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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封闭的 自然地理格局
。

(一 ) 南亚热带和边缘热带的湿热生态环境有利于野 生动植物种群的多度与丰度繁殖
,

成

为早期人群源源不断的天然食物
,

这长期制约着生产性经济的发展
,

使得国家文明所应具有的

起码的物质文化基础迟迟未能形成
。

夏商时期是原始的
“

攫取经济
”

的残存期
。

依据全新世地质与古气候的研究成果
,

这一时期

持续温暖
,

气候较现在南移若干纬度线
,

成为历史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最高度的繁殖期
,

为采集
、

渔猎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

农耕活动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
。

沿海各类型的生产工具

均以中小型石器为特点
,

昙石山上层一黄土仑类型的许多小石裤长仅 2 厘米左右
,

很难作为单

体工具
,

更不是农耕工具
,

应是适于采集狩猎活动的组合工具的细小构件
。

贝丘
、

沙丘堆积是该

阶段的主要遗址类型
,

大量的水生软体动物躯壳
、

鱼类
、

野兽遗骸的发现
,

都是这一以
“

攫取
”

天

然食物为主要手段 的经济活动的反映
,

反映农耕活动的遗存非常有限
。

在江河上游所在的内陆

河谷情形有所不同
,

如石峡中层类型的中小型工具形态与大型石裤
、

长身石铸等适于农耕的工

具形态共出
,

可能与早期低地农业的适度发展有关
,

但从总体看
,

采集和狩猎仍是重要的经济

内容
。

两周时期是全新世的一次最严重的气候转寒期
,

生态的剧变必然减少了自然的赐予
,

对依

靠天然食物的攫取式的原始经济形态是个极大的压力
,

成为迫使生产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同

时
,

青铜斧
、

械
、

刀等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的传入
,

成为农耕经济有所进展的基础
。

但是
,

这些青

铜农具还与石器共出
,

不见青铜犁
、

锄等
,

说明农业经济还 比较原始
,

不能与长江
、

黄河流域发

达的农耕文化相 比较
。

只有到战国以来
,

随着铁农具的使用
,

生产经济才可能有较大发展
,

并与

秦汉初闽越
、

南越社会的经济形态接近
。

@

(二 )武夷 山脉
、

南岭 山地连亘于华南沿海西北边境
,

不但是南北间重要的自然生态分 水

岭
,

也是北方文化传入的壁垒
。

夏商时期的华南沿海仍以落后的土著文化为主体
,

两周以后吴

越与同楚文化才相继传入并带动社会文化的变迁
。

夏商时期华南沿海仍以本地区龙山时代以来土著文化的延续为核心
,

夏
、

商王朝等文明中

心区的文化影响是次要的
。

各地域类型文化的陶器组合均 以圆底器
、

圆凹底器
、

圈足器为特点
,

常见器类主要是圆 (凹 )底的釜
、

罐
、

郎
、

尊
、

壶
、

钵及圈足壶
、

篡
、

尊
、

豆等
,

极少见三足
、

袋足器
,

更不见中原夏商式的鼎
、

斋
、

郎
、

蜀等器
,

构成一个基本不同于夏
、

商文化的特殊地带
,

这实际上

是昙石山文化
、

金兰寺下层文化等本地龙山时代及更早 的新石器文化中业 已形成的土著传统

的延续
。

当然
,

这些土著陶器中也出现了像云雷纹
、

回纹等仿商周铜器纹样
,

大 口陶尊等个别有

夏
、

商文化特点的造型
,

但非常有限
,

并不成
“

气候
” ,

更没有出现夏
、

商式的鼎
、

蜀等青铜礼器组

合
。

在民族史上
,

他们应就是华南沿海原住的闽
、

粤
、

匝等早期土著的遗存
。

这一基本封闭的土

著传统是早期社会文化滞后
、

夏商文明中心区成熟的奴隶制难于直接传入的文化背景
。

周代以后
,

出现了吴越
、

周楚文化明确的相继 传播与融合
。

各类型的金属文化均明显地表

现为外来与土著两组 因素的复合结构
:

( 1) 铁山类型的青铜器 以吴越文化为主
、

土著文化为辅
。

圆茎剑
、

两翼矛是该类 型最常见的器类
,

也是吴越占绝对优势的兵器组合
,

剑
、

矛
、

戈
、

斧
、

饶
、

凿

等与江南土墩墓所见及商周器相同或相似
。

地方特点是个别的
,

如光泽得江矛上的链形纹
、

宁

德猫头山戈上
“
人

”

字形堆饰等
。

( 2) 大盈类型的青铜器具有较多的土著文化因素
。

直内无胡戈
、

方夔斧
、

铃等主要器类也是商周和吴越文化常见的
,

造型也大致相同或相似
;
饿形戈 (戚 )不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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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商周文化
,

但见于浙江袁家汇早期吴越文化中
。

本地特征如戈的内端 内凹
、

援中起脊
,

袱形戈

的台阶状栏部和网格纹饰
,

有段铜裤
、

饰简化兽 目和倒
“

八
”

字眉须的瓦状斧
、

铜铃上的几何纹

饰等
,

均是商周和吴越铜器所不见
,

却大多可在本地浮滨类型及更早的土著文化石
、

陶器中找

到同类特点
。

( 3) 夔纹陶类型青铜器中的商周
、

吴越等外来文化因素是大量的
,

如各地铜鼎
、

自
、

盖
、

曹
、

盘
、

钟
、

饶
、

剑
、

戈
、

矛等均与商周及吴越同类器基本相同
;
但恭城

、

罗定
、

四会等墓所出

周楚 及吴越相同或相似的尊
、

矛
、

钱
、

斧等器类
,

器身却装饰蛇
、

蛙纹或
“
王

”

字符
,

还有兽首或人

首柱形器
、

半球形器等
,

为两广仅见
。

据此
,

西周春秋华南沿海的民族文化应就是闽
、

粤
、

匝等土

著吸收昊越等外来文化形成的融合形态
,

即闽越
、

南越等民族文化
; 正是商周

、

吴越文化的传播

才将华南沿海带入青铜时代
。

(4 )战国以后
,

周楚文化更加全面
、

系统地介入
。

在米纹陶类型中
,

铜兽足鼎
、

自
、

孟
、

管
、

击
、

鉴
、

洗等容器
,

钟
、

征
、

铎等乐器
,

戈
、

矛
、

剑
、

链
、

斧
、

铱
、

镰等兵工具类
.

及华南沿海最早的斧
、

插等铁器文化均与周
、

楚地区所见相同或相似
,

以用鼎制度
、

编钟法则等
“

周礼
”

为代表的国家文明体 系传入
,

使得华南沿海的早期社会才得以基本赶上北部地 区的社

会历史步伐
,

成为秦汉统一的社会基础
。

可见
,

半封闭的 自然文化格局对于主要须依靠夏商周与吴越文明的介入与带动才能发展

的华南沿海早期社会来说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
。

华南沿海的早期文明史实际上就是商

周和吴越文化冲破山岭隔阂
、

带动土著社会不断进步的融合史
。

注
:

①林惠祥
:

《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 》
,

《厦门大学学报 》1 9 5 6 年第 4 期
;
何纪生

; 《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

铜文化及其几 何印纹陶 》 ,

《文物集刊》第 3 辑
,

文物出版社 1 9 81 年版
;
徐恒彬

:

《广东青铜器时代概 论 》
,

《广

东 出土先秦文物 》
,

香港中大文物馆 1 9 8 4 年版
;
区家发

:

《广东先秦社会初探 》
,

《学术研究 》 1 9 91 年第 1 期
;

黄展岳
:

《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 》
,

《考古学报 》1 9 8 6 年第 4 期
;
黄展岳

: 《两广先秦文化》
,

《文物与考古论

集 》
,

文物出版社 1 9 8 7年版
。

②江西省博物馆
:

《南方几何印纹陶 几个 问题的探索》
,

陈龙等
:

《试谈黄土仑印纹陶器的时代风格和 地方特

色 》
,

均见《文物集刊 》第 3 辑
;

陈 国强等主编
:

《闽台考古 ))( 第 3 章 )
,

厦门大学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蒋祖缘等主

编
:

《简明广东史 》〔第二
、

三 章八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杨式挺

:

《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辩 》
,

《铜鼓 和青

铜文化的新探索 》 ,

广西 民族 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③恩格斯
:

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

人民出版社 1 9 7 2 年版
.

第 1 74 页
。

④林公务
: 《福建史前文化遗存概论 》

, 《福建文博 》 1 9 90 年增刊
;
吴春明

:

《闽江流域先秦 两汉文化的初步研

究 》
,

《考古学报 》1 9 9 5 年第 2 期
;
朱非素

:

《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探讨 》
,

前引 《广东出土先秦文物》 :

前引徐恒彬文
;
李岩

:

《试析东澳湾遗存》
,

《考古》 1 9 9 0 年第 9 期
;
昊春明

:

《粤东闽南早期古文化初步分析》
.

《东南考古研究 》第 1 辑
,

厦 门大学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蒋庭瑜

:

《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 》
,

《中国考古学会

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
,

文物出版社 1 9 8 4 年版
;
蓝 日勇

:

《建国以来广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 ) 》
,

《广 西文物 》

1 9 9 1年第 1 期
。

③广东省博物馆等
: 《广东饶平古墓发掘简报 》

,

《文物资料丛刊 》第 8 辑
,

文物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
庄锦清等

: 《福

建南安大盈出土 青铜器 》
,

《考古 》1 9 7 7 年第 3 期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

《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

器 》
,

蛋考古 》1 9 8 4 年第 9 期
;
见前引《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 》

。

⑥陈存冼等
:

《福建青铜文化初探 》
,

《考古学报》 1 9 90 年第 4 期
;
朱非素

:

《马坝石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
,

广东

《文博通讯》第 3 期 ( 1 9 78 年 )
;

前引庄锦清等文
;
铁山中学等

:

《福建政 和县发现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和印陶

器 》
,

《考古 》1 9 7 9 年第 6 期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

《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 》
,

《文物 》

.

1 0 3
.



1 9 8 8年第 12 期
;
王振铺

:

《福建建贩县出土西周铜钟》
,

`文物 》1 9 8 0 年第 11 期
;
徐恒彬

: 《广东信宜出土西周

铜盂 》
,

《文物 》 1 9 75 年第 n 期
;
彭绍结等

:

《马坝发现西周晚期铜镜 》
,

《广东文博 》1 9 8 5 年第 1 期
;
前引《近年

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 ;

蒋庭瑜
: 《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 》

,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
,

文物

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⑦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 》
,

《考古 》 1 9 6 3 年第 2 期
;

广东省博物馆
:

《广东清远的

东周墓葬 》
,

《考古 》 1 9 6 4 年第 3 期
;

同名
: 《广东四会鸟蛋山战国墓》

,

《考古 》 1 9 7 5 年第 2 期
;

何纪生
:

《广东发

现 几座东周墓葬 》
,

《考古 》 ] 9 8 5 年第 4 期
;
广东省博物馆

:

《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 》
,

《考古 》1 9 8 3 年

第 1期
;
同名

: 《广东罗定夫背山战国墓 》
,

《考古 》1 9 8 6 年第 3 期
;
广西壮族自治 区博物馆

:

《广西恭城县出土

的青铜器 》
,

《考古 》 1 9 7 3 年第 l 期
。

⑧广东省博物馆
: 《广东德庆发现战国 墓 》

,

《文物》 1 9 73 年第 9 期
;
同名

:

《广东肇庆市北岭松 山古墓发掘简

报 》
,

《文物 》 1 9 7 4 年第 H 期
;

同名
:

《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 》
,

《考古学集刊 》第 ] 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1 年版
;
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物馆

:

《广西宾阳发现战国墓葬 》
,

《考古》 1 9 8 3 年第 2 期
;

莫稚
:

《广东始兴白石

坪 山战国遗址 》
,

《考古 》 1 9 6 3 年第 10 期
;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
,

《考古学报 》

1 9 7 8 年第 2 期
。

⑨邱立诚
:

《广东东周时期青铜器墓葬制当议》
,

前引《广东出土先秦文物 》
。

L吴春明
:

《闽越故冶地望的新探索 》
,

《福建文博 》1 9 9 4 年第 1 期
;
徐恒彬

: 《南越族先秦史初探》
,

《百越民族史

论集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L前引《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探讨 》
,

《试析东澳湾遗存 》 ;
昊春明

: 《对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史前文化聚

落形态研究的几点思考 》
,

《考古与文物》1 9 9 6 年第 3 期
。

作者 厦门大学历史 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陈双燕

(土接第 97 页 )

⑨L A n
d

o e id
e S :

1
.

1 7
.

2 2
,

1 8 7一 8 ,
,

M i n 。 : 八 t z i。 O
r a t o o l

,

T h e L o e
b C l

a s s i e a
l L ib

r a r y
,

1 9 5 3
.

@ eD m
o s t h e n e s : “

A g a ; n s : A n
d

r o t io n ” ,

eD
; n o s r儿e ,: e 、 亘

,

p p
.

1 6 9 ~ 1 7 7
.

L块m o s t h
e n e s : “

A g a i n s t A
n d r o t io n ” , “

A g a in s t T im
o e r a t e s ” , “

A g a i n s t A
r is t o e r a t e s ” ,

eD z,l o , t人。 ,: e s l
,

p p
.

2 6 1

~ 1 7 0
,

3 9 2 ~ 4 1 7
,

2 2 7 ~ 2 7 5
.

LeD m
o s t h

e n e s : “
A g a in s t T im

o e r a t e s ” , “
A g a in s t A r i s t o e r a t e s ” ,

eD m o s t h e o e , I
,

p p
.

4 1 7 f f
. ,

p p
.

2 5 5一 2 9 5
.

LA
e s e h i n e s : “

A g a in s t C t e s i p h
o n ” ,

了
’

入e

pS
e e e h e s

cOj A e 、 e h i n e s ,
p

.

4 6 1 ;

eD m o s t h
e n e s : “

eD C
o r o n a ” ,

eD m o s r人e ,: e 、

I
,

T h e L o e
b C l

a s s i e a
l L i b

r a r y
,

1 9 5 3
,

p
.

1 8 5
.

L A
r i s t o t l

e :

了
’

h ￡ A t h e , i a ,:

OC
n s t i t u t io 。 ,

p
.

5 9 ;

eD m
o s t h e n e s : “

A g a
i
n s t T

:
m

o e r a t e s ” ,

eD
, n o s t八e n e 、 班

,
p

.

4 7一
:

A
e s e h in e s : “

A g a in s t C t e s ip h
o n ” ,

了,h 。

SP
e e c h e ,

of A e s c h i ,: e 、 ,
p

.

4 5 9
.

L eD m o s t h
e n e s : “

A g a i h s t A
r i s t o g e i t o n ” ,

eD o o s r人e ,: 尸s 里
,

p
.

5 2 7
, e f

.

A
e s e

h in e s : “
A g a in s t C t e s ip h

o n ” ,

7访 e

SP
e e e h e s

of A e s c h i n e 、 ,

p
.

3 1 3
.

L块 m
o s t h

e ,飞e 、 : “
A g a : n s t M

e
id ia s ” ,

肠阴 。 、 r人。 ,: e s 班
,
p

.

2 4 9
, e

f
.

A
e s e h in e s : “

A g a in s t T i m
a r e

h
u s ” ,

了
’

人。 SP
e e c人e s

Of A e 、 e h i 、 e , ,

p
.

3 3
.

L块m o s t h e n e s : “
A g a in s t L e p t in e s ” ,

eD o o 、 z几e , : e , I
,

p
.

5 6 9
.

@ A
n t ip h

o n :
3

.

1
.

1
,

M i n o r 通 t l i e
o ar t o

o l ;
A

r i s t o p h
a n e s :

w
a
功

5 5 9 0
,

T h
e L o e b e l

a s s ie a
l L i b r a r y

,

1 9 5 5
.

作者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教 责任编辑 陈双燕

1 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