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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众学者齐聚英德 研讨牛栏洞遗址文化

记者/焦莹 特约通讯员/范桂典

2013-10-09 10:23:00   来源：南方日报 2013年10月09日 

   

  为了更好地挖掘、保护、宣传英德深厚的历史文化，将英德牛栏洞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9月27日至29日，

中国英德牛栏洞遗址学术研讨会暨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12届年会在英德召开。开幕式当天，还举行《英德牛

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专著首发式。 

  据介绍，牛栏洞遗址是“广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英德市英红镇狮石山南麓牛栏洞内，于1983年英德县文物普查

队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1996年以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会同英德市文博部门，共同对牛栏洞遗址

开展复查、试掘、研究考证等工作，获取了一批以打制石器为主，包括少量磨制石器及陶片，以及大量兽骨在内的遗物。遗址中

还出土有人类化石，获得了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凸现重要的科学价值和考古意义。2011年，再对该遗址进行了补充挖掘，开展

综合性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证实所出土的文物较好地显示了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发展演变的形态。发现的非籼非粳水稻

硅质体，首次将岭南地区的稻作遗存的年代推前至距今12000至14000年。狮石山牛栏洞重大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已汇集在专著

《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一书中。 

  专家认为，英德狮石山牛栏洞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岭南文明是一大贡献。同时指出，英德狮石山牛栏洞出土的非籼

非粳水稻硅质体，是稻作文明的实证，是人类进化进程的一种象征。可以认定，这是岭南稻作文明、同时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

个发祥地，是岭南文明的一大亮点，对世界认识中华文明历史，将岭南稻作文明推至世界稻作文明的源头，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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