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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１－１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
桂林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广西桂林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
大、日本、越南、泰国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考古学者共９０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本次研讨会的研讨范围包括：甑皮岩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华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
过渡；华南及东南亚史前文化的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华南地区史前环境、生态和资源；
华南史前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联系与交往；区域考古研究，如
以桂林为中心的桂东北地区、湖南中南部地区、海岱地区、三峡地区、内蒙古地区等，另
外还有多项专题涉及了包括越南、泰国、菲律宾、老挝等在内的东南亚地区考古。在大会
研讨之外，为了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们展开充分的交流，大会还分为五个小组进行专题
讨论，它们是： 
旧石器及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期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研究； 
环境考古与生业形态研究； 
陶、石制品工艺研究与考古年代学研究； 
区域考古综合研究。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是本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大会上，各方学者从诸多角度向大
会展示了他们对甑皮岩遗址或其他考古遗址的研究成果，如陶器、石器、骨器制作工艺的
研究；华南及东南亚生态环境的研究；石灰岩地区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新进展；植物考古
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等。与会代表比较一致地认为，以南岭南北及其临近地
区为核心的华南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早期陶器及稻作农业起源地，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
题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阶段及新石器时代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具有广泛的相
似性，这对探讨东南亚甚至整个东方地区农业社会的形成、民族文化及其他早期人类社会
与文化的发展问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会议期间，代表们实地考察了甑皮岩遗址和大岩遗
址现场。代表们认为，甑皮岩遗址的历次发掘与研究解决了诸多的学术问题，其重要的意
义和价值体现在： 

第一、奠定了桂林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及框架。以甑皮岩遗址的五期史前文化堆积为
标尺，参照其临近地区的宝积岩、大岩、晓锦等遗址的资料，可以初步构建桂东北地区距
今３５０００～３５００年间的古代文化发展框架。该年代框架对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
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甑皮岩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提出并推进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和探讨，如关于
中国古代陶器起源；对史前渔猎、采集经济和栽培农业经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评估问
题，等等。 

第三，揭示了甑皮岩遗址各期文化遗存与湖南沅水流域、洞庭湖地区、岭南地区以及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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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同时期文化间的交流与联系，表明在远古时期，桂林乃至广西地区已经成为长江流
域和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媒介。 
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如北京东胡林
遗址、云南耿马石佛洞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广州狮象遗址、云南富源赖石洞遗址、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湖南南县涂家台遗址、广西百色革新桥遗址、内蒙古呼伦贝尔辉河
水坝和哈克细石器遗址等，交流了中国南北各地区在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探索与研究方面的
重要进展。 

甑皮岩遗址是１９６５年发现、１９７３年发掘的一处著名遗址，现已是国保单位，因其
发现有早期陶器、墓葬、石器、骨器及各类丰富的自然与文化内涵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但
是由于其地层和年代长期以来存在争议，许多问题悬而未决。２００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和桂林市文物工作队联合进
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在发掘结束后编写出版了《桂林甑皮岩》考古发掘报告。通过现场的
参观与研讨，学者们对甑皮岩遗址２００１年度的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和重要意义给予了一
致的肯定，认为此项发掘工作在继承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在遗址的发掘
方法、样品采集、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作了诸多创新与尝试，尤其是考古报告编写速度
快，资料发表全面翔实，对推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及相关诸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了十分积
极的作用。 

不少代表认为，本次大会是我国迄今为止关于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规格最高、影响
最为深远的一次国际性学术研讨大会。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
仇士华等应邀出席本次大会并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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