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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工作，2020 年 9 月 28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和 2021 年 10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的贺信，为考古工作发展指明

了方向。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

政治意义的工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罗定考古取得一系列

重大考古发现。饭甑山、下山洞、李屋顶等新旧石器时代遗

址发现，南门垌、背夫山、鹤咀山等古代墓葬考古发掘，为

罗定古城增添不少光彩，极大促进罗定文化事业发展。

一、史前遗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考古人员在罗定地区陆续发现了

数处古人类活动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

期遗址——金鸡镇饭甑山遗址出土了数件砾石打制的刮削

器、砍砸器，并有烧骨炭屑、灰烬等用火遗迹；新石器时代

早期遗址——苹塘镇下山洞遗址出土了一段智人桡骨化石；

东周时期百粤先民村落遗址——分界镇罗罅岗遗址出土了

大量印纹硬陶、纺轮石器及磨光石器等；春秋早期百粤先民

活动遗址——罗平镇李屋顶遗址出土了一批印纹硬陶、陶纺

轮、石斧、砺石等。



1、饭甑山遗址

饭甑山遗址位于金鸡镇前岗村，地处罗定、云安、阳春

交界的饭甑山内的一处岩洞。1984 年在洞中考古发掘发现有

烧骨、骨渣、灰烬、螺壳等古人类活动痕迹。1986 年考古发

掘，出土大量螺壳、烧骨、炭屑、灰烬和及豪猪、黑鼠、犀、

鹿、麂、狝猴等动物骨牙化石，打制石器 4 件，证实该洞穴

是罗定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处重要人类

文化遗址。

饭甑山遗址出土的砍砸器

2、下山洞遗址

下山洞遗址位于苹塘镇周沙村下山儿岭，是新石器时代

早期人类文化遗址。1985 年和 1986 年考古有四层堆积：第

一层为石灰华钙板；第二层出土一段智人桡骨和 60 多块破

碎蚌壳，不少蚌壳刃部锋利，有人工加工痕迹，还有黑鼠和



一些无法鉴定的破碎兽骨；第三层堆积物胶结坚硬，内含动

物化石极为丰富，有猩猩、长臂猿、巨羊、鳄鱼、大熊猫、

剑齿象、中国犀、鳖和蚌类 40 多种；第四层为基岩。该洞

穴的动物化石种类之多，为岭南地区洞穴遗址所罕见。其中

巨羊、扬子鳄等是中更新世晚期的灭绝种，年代约在 20 万

年以上。洞中灵长类动物化石有猩猩牙齿 63 枚，长臂猿 4

枚，猕猴类 100 多枚。对研究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旧石器

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古生动物、气候、地理、地质、水文、

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学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下山洞遗址出土智人桡骨

3、李屋顶遗址

李屋顶遗址位于罗平镇沙头村委会横洞村沙 lang 河东

面山坡。该遗址采集到的石器有石斧、砺石、陶纺轮、陶片

等。以夔纹陶和大方格纹粗陶最多，亦有少量篦点纹、曲折



纹、乳点纹、勾连云雷纹。陶质有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二种。

红陶中渗碳，较疏松；灰陶较坚，火候稍高，外表施一层黑

色陶衣。未见完整器形，陶瓷颈部较厚，陶纺轮手制。从地

表采集到的大量陶片来看，该遗址是典型的夔纹陶文化类型。

李屋顶遗址未经发掘，文化内涵不清楚，年代约为青铜时

代早期，把它和相近的背夫山战国墓相比较，对研究罗定青

铜文化有一定价值。

李屋顶遗址出土的夔纹陶片

二、古代墓葬

20 世纪 70、80 年代发现的太平镇南门垌战国墓，罗平

镇背夫山战国墓，都是当时岭南考古出土随葬青铜器较多的



墓葬之一。1983 年在罗镜镇鹤咀山发现一座当时岭南规模最

大，出土文物最多的南朝墓葬，墓主人是当地豪族的一对夫

妇。墓中随葬品有金手镯、金指环、铜镜、铁剪、瓷器、陶

器等。

1、南门垌战国墓

南门垌战国墓位于太平镇丽塘村委会山头村太平河山

口，与信宜交界，东有塔石山，西有马鞍山，上游是极狭窄

的河谷，1977 年扩建引太水利枢纽工程，拓宽引渠时，挖出

战国青铜墓葬三座。三座墓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M1 最大，

长 4 米、宽 2 米左右，距地表深约 1.7 米，方向南偏西 50

度；M2 在 M1 南约 100 米处，长 2.5 米、宽 1.5 米左右，距

地表深约 1.6 米，方向南偏西；M3 大小与 M2 相近，距地表

深约 1.1 米。随葬器物共收集到 151 件，除 8 件陶器和 2 件

石器外，其余 141 件均为青铜器。从地理位置看，罗定古受

楚文化、吴越文化和滇、夜郎和华夏文化影响，是岭南最先

接受礼制文化的地方。该墓为当时岭南出土最多青铜的大墓

之一，其意义尤为重大。

墓葬位置示意图



出土器物登记表

基号 出 土 器 物

M1 鼎 3 缶 鉴 2 钟 6 盉 钲 人首柱形栓 4

剑 I 2 II 矛 I 3 II III IV 4 V3 VI 2

VII 戈 钺 43 斧 镞 53 镦 2 陶缶

M2 剑 I II 矛 VIII 篾刀 陶瓮 陶碗 2 陶盒 3 滑石环

M3 剑 II 陶罐

说明：罗马字为器物型式，阿拉伯字为件数，未注明者为一件。

出土器物统计表

类型 件数 合计件数

青铜器

鼎 3件、缶 1 件、鉴 2件、盉 1 件、钟

6 件、钲 1 件、人首柱形栓 4 件、剑 6

件、矛 16 件、戈 1 件、钺 43 件、斧 1

件、篾刀 1件、镞 53 件、镦 2件

141

石器 滑石环 1件、砺石 1件 2

陶器

缶 1件、罐 1件、瓮 1件、碗 2 件、

盒 3件
8

合计件数 151

说明：按照出土器物属性分类，青铜器141件，石器2件，陶器8件，合计151件。



南门垌战国墓出土的青铜编钟

2、背夫山战国墓

背夫山战国墓（M1）位于罗平镇沙头村委会横垌村背夫

山。1983 年 8 月，罗定县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并发掘

清理。随葬品计有青铜器 98 件，陶器 7 件，玉器 3 件，石

器、石块 8 件，共 116 件。青铜器多见用织物包裹痕迹，其

中剑套在髹漆黑地朱绘云雷纹木鞘内；箭簇盛放在黑地朱绘

的矢箙内，部分簇铤尚见有残木藁；矛、钺、斧、凿等器的

銎口内亦见有残木柄；鉴内有竹编织物痕迹。



墓葬位置示意图

出土器物登记表

出 土 器 物

鉴 2 鼎 2 铎 人首柱形器 I 3 II 2 戈 ２ 剑 短剑 3

矛 I II III IV 4 V3 VI 镞 I 45 II 3 III 4 钺 I II 2 III

鐏 2 镦 2 斧 I 2 II III 叉 镰 锯 削 篾刀 3

凿 三棱器 瓮 罐 豆 4 杯

觿形器 玦 类珘饰物

说明：表中罗马字为器物型式，阿拉伯字为件数，未注明者为一件。

出土器物统计表

类型 件数 合计件数

青铜器
容器（鉴2件、鼎 2件）；乐器（铎 1

件）、仪仗器（人首柱形器 4件）、兵
98



器（戈２件、剑 1件、短剑3件、矛 9

件、镞52件、钺5件、鐏2件、镦 2件）、

工具（斧4件、叉1件、镰 1件、锯 1件、

削1件、篾刀3件、凿 1件、三棱器 1件）

陶器 瓮 1 件、罐 1 件、豆 4件、杯 1件 7

玉器 觿形器 1件、玦 1 件、类珘饰物 1 件 3

石器、石块 凿 1 件、砺石 5件、石块 2件 8

合计件数 116

说明：按照出土器物属性分类，青铜器98件，陶器7件，玉器3件，石器、石块8件，

合计116件。

背夫山战国墓出土的蟠螭纹双兽耳青铜鉴



背夫山战国墓出土的青铜人首柱形器

3、鹤咀山南朝墓

鹤咀山南朝墓位于罗镜镇龙甘村委会河坝铺村鹤咀山

上。1983 年清理一座夫妇合葬砖室墓，平面呈“艹”字形，

长 9.3 米，宽 4.5 米，墓早年被盗，两个墓道各长 3.1 米，

宽 1.54 米，前后均有券拱门。出土金饰 2 件，铜镜 1 件，

铁剪 1 件，青瓷器 63 件，滑石器 1 件，棺钉 57 枚，共计 125

件。它的发现对研究粤西早期历史以及岭南南朝时期的葬制

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对研究古代南海丝绸之路古道也有

重要价值。

出土器物登记表

出 土 器 物



青瓷罐 I 2 II 2 III 12 IV 青瓷碗 I 11 II 17 III IV 青

瓷杯 13 青瓷豆形碗 唾壶 五足砚 金手镯金指环 铜镜 铁剪

滑石猪 棺钉 57

说明：表中罗马字为器物型式，阿拉伯字为件数，未注明者为一件。

出土器物统计表

类型 件数 合计件数

青瓷器

青瓷罐 17件、青瓷碗 30件、青瓷杯13

件、青瓷豆形碗l件、唾壶1件、五足砚 1

件

63

金饰 金手镯 1件、金指环 l件 2

青铜器 铜镜 l 件 1

铁器 铁剪 l 件 1

滑石猪 1件 1

棺钉 57 件 57

合计件数 125

说明：按照出土器物类型，青瓷器63件，金饰2件，青铜器1件，铁器1件，滑石猪 1

件，棺钉57件，合计125件。



鹤咀山南朝墓发掘现场

鹤咀山南朝墓出土的金手镯



饭甑山、下山洞、李屋顶等新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南

门垌、背夫山、鹤咀山等古代墓葬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为

罗定建设风清气正、宜居宜业、平安和谐的现代化美丽罗定

提供文化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