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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葬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等，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

实物。

徐闻秦时属象郡，汉元鼎六年（前 111）置县，属合浦郡。而后至齐永明中的六百余

年间均为郡县之治。因此，这段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两汉文物更为典型和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门对文物考查、收集、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

可喜成就。徐闻汉墓群和汉徐闻港址的发现和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佐证资料和成果。

一、徐闻汉墓群

徐闻汉墓群的发现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省、市、县文物部门首次发现以徐闻华

丰岭为中心及附近港头、二桥、南山等村庄的 200 多座汉墓。

1973 年冬至 1974 年春，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湛江地区文化局在徐闻进行了一次文物调

查，并在迈陈公社华丰村、龙塘公社红坎村和附城公社槟榔村三地发掘了 51 座东汉墓。

参加这次工作的有：广东省博物馆吴振华、何纪生、赵金顺、杨少祥，湛江地区博物馆黎

智波、鍾绍益，阳春县文化馆柯池，海康县文化馆邓杰昌和徐闻县文化馆邓开朝、吴增、

姚秀琴等同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徐闻县组织全县文物普查，发现发掘汉墓 39 座，纵深进入到县

城华建糖厂，县西石岭潘宅、角尾乡南岭村。

20 世纪 90 年代，汉墓文物陆续出现，如迈陈英斐汉墓、海安广安汉墓、徐城英含埚

汉墓、南山汉墓、二桥东岗岭汉墓等等。

华丰村华丰岭汉墓群 51 座，分布范围达 1000 平方米，主要集中在华丰村西部。由于

水土流失，汉墓大部致露，墓砖散布地表，均受人为破坏。汉墓成群体分布，多为长方形

单室平底券顶砖墓，有少量砖石合构墓、珊瑚石室墓和土坑墓。墓砖个小体薄，有红胎质、

灰胎质两种，一般长 22-24 厘米，有楔形砖（穹顶砖），印米字纹、菱纹、圆圈纹等。珊

瑚石室墓均坐北向南长 3.3×1.8 米宽，墓石长、宽、厚不一，有 60×48×16 厘米，90×

72×13 厘米，灰白色，体轻质脆。

城南槟榔埚村汉墓，是槟榔埚小学挖墙基时发现，墓室完整，墓室长 2.2 米、宽 1.2

米，墓顶砖室西侧放有 4 个陶罐，10 多枚铜钱和陶珠以及一面铜镜。

红坎汉墓在红坎村北和东北高坡上，距海约 1公里。汉墓砖散落地面，经探铲测探发

现，成群体分布，共清理 20 多座，其中一座长 2 米，宽 1.2 米。

三处汉墓群出土遗物计有：陶器 103 件，陶珠 78 粒，铁器 26 件，铜器 8件，五铢钱



10 枚，银饰 4件，珠饰 308 粒，另在填土中发现有肩石斧 2件。

陶器为灰胎质，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表大都挂一层黄褐薄釉。其中夹沙陶釜 1 件，

陶器纹饰最多为方格纹加长方形戳印，还有弦纹、水波纹、篦点纹。釜 21 件，方格纹罐

31 件，其他纹饰罐 36 件，盆和圈足盆 8件，钵 4件，小釜 1件。陶珠 78 粒（为陶纺轮、

陶网坠）。

铁器 26 件，锈蚀严重，有斧、凿、刀、鱼钩和发钗、指环。其中斧 5 件、凿 2 件、

刀 10 件、鱼钩 1件、发钗 1件、指环 6件。

铜器 8 件，有盆、碗、镜、器盖和箭镞。其中盆 1件、碗 3 件、镜 1件、器盖 1件，

箭镞 2件、五铢钱 10 枚。

银器有手镯 1件，指环 2件。珠饰 308 粒，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

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

而后，广东省博物馆编写考古调查报告《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

置和海上交通》，于 1977 年发表在国家《考古》第 4 期。

角尾乡珊瑚石室汉墓，于 1988 年 1 月 30 日发现，主墓坑 1.3×0.62×1.00（深）米，

坐北向南，次坑 0.5×0.6×1.00（深）米，墓石四方形，最大为 62×51x 12 厘米，出土

陶器 7件，陶虹、陶钵、陶罐，双扁耳、饰网纹加方格形戳印，施薄釉。

迈陈英斐村汉墓 1994 年发现，是徐闻发现的一座较完整的汉砖室墓。该墓已被当地

村民清理破坏，仍留有墓室，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娄兴利、张继海和徐闻县文化局博物

馆派员考察，该墓调查报告在《湛江文博》发表。墓室长 4.1 米，宽 1.42 米，深 1.22 米，

距表土 70 厘米。券顶，砖 27×13×2.3 厘米，竖 5，横 6，横三层，铺地砖两层，每层厚

2.8 厘米，个别砖有绿釉。出土陶罐 3 件，残 2 件。1 件完整，高 22.5 厘米，腹径 13.8

厘米，口径 12.5 厘米，饰弦纹，双扁耳。1件（残），束胫，双扁耳，腹径 28 厘米，口径

31 厘米，高 24 厘米。

铜盆 1 件，铜釜 1 件。铜壶 1 件，壶高 30 厘米，腹径 22 厘米，口径 1.25 厘米，口

腹均饰双环耳，上挂铜链 13 环，腹饰 10 道弦纹。

铁剑 1 把，断为三段，双刃，长 49 厘米，宽 3 厘米。

海安广安汉墓 1995 年 9 月发现，汉小薄红砖券顶单室墓，规格不详，因被掘土机破

坏，经清理，出土陶器、铜器。

陶器 5 件，陶钵 2 件，其 1已残。陶豆 1件，陶罐 2件。

陶钵、灰胎质，口径 18.5 厘米，高 8厘米，底径 8.5 厘米，施薄褐釉。

陶罐，灰胎质，腹径 24 厘米，高 9.5 厘米，底径 16.5 厘米，腹部饰两道弦纹。另 1

件残，灰胎，饰双扁耳、水波纹、弦纹。

陶豆，灰胎质，径 27 厘米，高 9.3 厘米，饰一道弦纹。另陶纺轮 2件。



铜器 6 件，其中铜镜 1面，铜印 1 件，“大泉五十”铜钱 4 件。铜镜径 11 厘米，厚 5

毫米，镜背 6 晕，四乳钉，中有方廓，圆钮座，桥钮，纽外为双线方廓，廓和铭文圈之间

饰四乳钉：主题纹饰为四个丁形，四个 L形，两种符号和似卷云纹的简单纹饰，铭文圈内

无铭文，只饰芒纹，外为一圈三角锯齿纹，一圈折褶纹。铜印，1.1×1.1 厘米，桥钮，残

高 0.6 厘米，印文小篆为“张己印”三字。

“大泉五十”铜钱，径 2.7 厘米，中廓 0.9×0.9 厘米，3枚已残，仅 1枚完好。

2000 年 10 月 24 日在徐城镇西门村后大坡抢救清理了一座汉墓，墓道全长 3.45 米，

宽 1.62 米，深 0.75 米，为小薄红砖券顶墓，封口发现珊瑚石，墓道中发现动物骨植，共

出土石珠 6 枚，水晶珠 1 枚，玛瑙珠 1 枚，铁带钩 1 件（残），陶纺轮 4 件，铜项圈（径

19 厘米）1件，铜钱 5 枚，铜镜（径 1.5 厘米）（残），铜碗（中 7.5 厘米）圈足。据分析，

该墓墓主为女性，出土的珠饰全为舶来品，是海外贸易的物证。

2001 年 7 月 12 日，台风“榴莲”过后，徐闻五里乡二桥村后那涧堰闸东坡汉墓和城

南乡海珠港村西高坡汉墓濒于崩塌。

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馆长领队，遂溪博物馆和徐闻文化局、博物馆派员联合抢救清理。

那涧堰闸东坡汉墓是座较大型的典型汉墓，墓道全长 4.63 米，宽 1.6 米，深 80 厘米起拱，

通高 1.7 米，底 3层铺地砖，两端有封门。墓道左侧发现人为缺口，券顶全部崩塌，似为

早年被盗所致。墓葬出土怪兽纹铜铺首衔环 2对，五铢钱 8枚，小陶罐 1件，陶灶 1件（残），

陶屋 1 件，屋内有舂碓俑 2 件，陶三足釜 1 件（残），陶提笛、陶壶盖 4 件，方格纹加戳

印陶片 1 件，该墓墓砖陶片 1件，该墓墓砖有楔形券顶砖，砖长 30 厘米，宽 15.5 厘米，

厚 4.5-6 厘米不等，所有墓砖均饰一面几何图纹，几何图纹种类达 7 种以上。此墓是迄今

为止粤西地区发现的最大汉墓。

海珠港汉墓是小薄红砖券顶长方形砖室墓，青石铺底，长 3.5 米，宽 1.7 米，深 1.5

米。墓道壁墙用三层砖叠砌，出土陶屋 1 件，陶井 1件（残），陶杯 1件，铜镜 1 件（残），

陶器盖 2 件，1件有环，网丝纹陶器碎片 3件。

以上两座墓葬均出土完整陶屋、铜器，表明墓主身份地位非同一般。

由于徐闻汉墓分布较广，沿海村庄海洋经济开发，大量的汉墓文物频频出土。较典型

的有：龙首铜勺（司南），双鱼朱雀纹铜盘、铜鼎、铁釜、铁剑，“宜官”“帝君百石”“曲

目”铭文砖，陶牛、陶狗、陶熏炉、陶井等。

2000 年 7 月，在大黄公社社朗仔村出土铜鼓 1面，出土时倒置，周围有红砖片、炭渣、

火烧土。铜鼓有点儿破残，但基本成形。鼓面径 27 厘米，胸径 35 厘米，鼓腰径 28 厘米，

鼓底敞沿，径 37 厘米，鼓腰对称饰四扁耳，鼓腰、鼓胸饰直条纹。鼓腰扁耳上端饰一只

小蟾蜍（青蛙），鼓面无晕，中饰十芒太阳纹，阳心径 3 厘米，芒外径 16 厘米。鼓面还饰

有六点纹饰，可惜被砸平。这面鼓属南方五省保留的八大类型铜鼓之一，似云南楚雄万家



坝出土的鼓型，鼓体较小，鼓身刻纹粗简，这类型鼓是从古釜形制转化过来。它的族属当

属濮越或布越，属西汉中晚期遗物。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的铜鼓形制相似。

2001 年 10 月，在徐城贵生路工地发现 20 座汉墓，清理 10 座，均为小薄红砖单室券

顶墓，传出器物有陶罐、陶纺轮、玛瑙珠、铜镜、铜勺、铜镦、铜盘、五铢钱等。

2003 年 6 月初，由县文化局与博物馆联合抢救清理原五里乡二桥灰场一座汉墓，为小

薄红砖单室券顶墓，传出器物共 54 件，分为陶壶、陶瓶、陶连罐、陶樽、陶三足釜、陶

钵、陶灶、陶屋、陶井、陶杯、陶瓷、陶器盖、陶纺轮、铜镦、铜镜、铜钱、珠饰。该墓

清理报告由吴凯执笔，发表在 2004 年《广东文博》。

2004 年 2 月，在徐城贵生路西南侧南坛园村发现汉墓传出的文物有红色、蓝色玛瑙珠、

水晶珠，雀纹陶困盖，陶罐、陶纺轮、陶猪、陶俑、铜洗、陶壶。

二、徐闻汉代生活遗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2 年在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化发展十年活

动议案，活动内容包括：“丝绸之路”综合研究，纪念两个世界的对话和对亚历山大博物

馆的修复三大项目。活动从 1988 年开始，到 1998 年结束，这一议案在随后召开的联合国

大会上得到通过。为配合和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活动，我省文

物考古部门对广东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和有关史迹，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和分析研究。

徐闻大量汉墓群的发现和发掘，引发了文物考古部门对汉徐闻城、徐闻港遗址的探索。

1983 年全县文物普查初期发现五里乡二桥、南湾汉代生活遗址。大量散布在村落地表的汉

代建筑物件——筒瓦、陶片以及流散在村民手里的汉代铜器、陶罐，为研讨汉徐闻城、徐

闻港的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的考证资料。

位于徐闻县西南的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村，是一处伸向琼州海峡的半岛形岬角。

前临大海峙三墩，南北走向的平台地貌，海拔 10 米，临海边缘地势险兀，大部分从海滩

突兀而起。二桥南湾村后有那涧溪，源自北草岭之牛母泉，竹苞溪过讨南东的鹤嘴田、米

糠田、东堰塘、堰塘峡、马屯田、双沟仔、那干村东、仙人座、南山下、东岗岭前出海，

常年流量 0.3-0.4 海里/时；另有一条溪流自毛练、港头东、二桥西出海。从南山过二桥，

古有一道桥，另从港头到二桥，亦有一道桥，均为宋置，故该地称二桥。二桥西港称港头

港，又称后港，二桥东港，原至东岗洋，据老人说：当时 40 吨的安南船可驶入东岗洋前。

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富户开始自南山到仕尾一段筑堤造坝。1958 年，加修南山围堤，大量

掘挖仕尾岭土石，仕尾岭古代文化层大部被破坏。古时交通主要沿二桥南湾村西海滩、仕

尾村西海滩通行，在仕尾村西峭崖下海滩仍存古牛车道轨迹和古井。

二桥、南湾地势西高东低，出现三个梯次平台。第一平台，自二桥村后大园入村口至

南湾村西一段，长近 1000 米，落差稍大，临海峭壁高达 10 余米，可明显看见各种文化层，



有专家认为这是城堡痕迹。第一平台现仍为耕地，地表散落大量汉代方格纹加戳印陶片、

绳纹板瓦碎片。第二平台，自二桥村中牛车路为界至关帝庙后。这个平台地带，为村民集

居地带，地表散落大量的汉代板瓦、简瓦、陶片。村民起屋，挖到成型陶器以及板瓦、筒

瓦、印纹砖，甚至铜器。汉“臣固私印”就是南湾村民谢贵丰在挖墙基时发现的。第三台

地，即二桥小学至关帝庙一段。其他仍出现大量汉代板瓦、筒瓦碎片。

1990 年 5 月，广东省文物考古专家组省文化厅副厅长徐恒彬，省考古所邱立诚、朱非

素、尚杰，市博物馆阮应祺、锺绍益，徐闻县文化局邓开朝、博物馆吴凯参与，在二桥至

仕尾一段台地附近，采集到“万岁”瓦当，继而全面考查整个遗址区域。在《广东文博》

上刊邱立诚、尚杰《徐闻汉唐生活遗址考察记》，1991 年在《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介

绍汉代徐闻港旧址以及出土的“万岁”瓦当，粗细绳纹乳点纹板瓦、筒瓦、印纹砖、方格

纹加圆形、菱形戳印陶罐、弦纹陶罐。1992 年 2 月，在仕尾村北，发现卷云灵芝纹瓦当。

1993 年 11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及湛江市、茂名市、高州市、

徐闻、遂溪、廉江、海康、吴川各县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广东省考古所杨少祥领队，邓宏

文、崔勇、刘成基、毛远广，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鍾绍益、杨晓东，高州市博物馆张君

超，逐溪县博物馆陈学爱，海康县博物馆邓杰昌，廉江县博物馆李瑞著，徐闻县文化局吴

凯、博物馆黄良应等同志参加。在二桥、南湾、仕尾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大型探方发掘，首

先，在仕尾岭进行探沟发掘，未果。接着在第二台地进行定位探方发掘，在第三台地进行

小型探方发掘。第二台地探方区在南湾村潘家连老师屋前院子菜园进行，开掘 5x5 米探方

14 个，面积 350 平方米。地层堆积为四层，二、三、四均为汉代文化层。发现遗迹有墓葬、

灰坑、房屋、遗址、水井、烧土面及柱洞等。第三台地小探方也发现汉代瓦片。

墓葬出土水波纹折腹盆，阔沿陶釜和陶碗、陶网坠。

灰坑 20 个，出土大量绳纹瓦片、瓦当碎片。素面带釉陶片和小方格纹戳印陶片，弦

纹、水波纹陶片，兽纹铺首。

房屋遗址 4个，出土大量瓦片和火烧土。

水井 1 个，出土大量绳纹瓦片、釜罐、杯、砖、钵碎片及铜镞 1件。

二桥、南湾发掘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釜 30 件（大部已残）、罐 68 件、瓮 5 件、

盆 3件、钵 2个、碗 2 件、器盖 1件、器座 1件、陶棒 1件、陶纺轮 4件、陶网坠 6件。

建筑材料以绳纹的瓦和筒瓦为主达 1 万多件，还有部分的汉砖、瓦当和石制的小建筑物件。

板瓦的胎质以灰、橙色及橙红色为主，厚 1-2 厘米等。瓦面饰粗绳纹、细绳纹和弦纹，瓦

内饰乳钉纹、布纹、菱格纹、主卷草纹等。在该遗址还采集到“万岁”瓦当，龟钮铜印“臣

固私印”，“十五”陶文板瓦、“白”字陶文筒瓦、“×”“五”字印文砖。

2003 年 12 月，广东省考古所卜工所长，刘成基教授带队到二桥、南湾村后高台进行

探坑探洞试掘，发现文化地层的原生土最深处达 3米多深，出土铜铺首衔环、箭镞、铁犁、



鹿角、陶器，其时香港考古原会长莫稚带领一班同仁参观考察该遗址。

而后，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联合完成《徐闻县汉

代遗址的发掘》调查报告，在国家《文物》2000 年第 9期发表。

2009 年，在大汉三墩仕尾岭土地清理发现“万岁”瓦当 1件，卷云箭镞纹瓦当 1件，

吉羊纹瓦当 1件，筒瓦板瓦一批，几何印纹铺地砖一件（残）。

三、徐闻汉代文物的时代特点

徐闻汉墓群的时代贯穿从西汉元鼎（前 116）到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的 336 年间。

华丰岭 14 座汉墓出土的方格纹加方形戳印的陶罐在各种陶罐器中占比例最大，这种

器物在广州地区出现并盛行于西汉前期。槟榔埚村的汉墓 38 出土的体小质差的昭明镜，

字体较方，减字甚多，当属西汉晚期到东汉前期。

在墓室的结构与形制方面，砖室墓全是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这是广东东汉砖室墓中

最早出现的，时间应与广州的汉墓大体相近。土坑墓当属西汉时期，1984 年城南乡博爱尖

角园出土的网纹叶脉纹陶罐，是徐闻地区别具特色的西汉文物。

1997 年，五里乡港头村发现（云雷）纹陶罐。

1997 年 9 月，五里乡迈熟村出土铁釜。2001 年 7 月大黄公社社朗仔出土的铜鼓均属

西汉时期遗物。

海安广安村汉墓出土的文物，规矩铜镜，同时有“大泉五十”铜钱，可证此墓时代当

为新莽时期。

东汉时期的汉墓较为普遍，以砖室墓为主，但徐闻的汉墓砖较小而薄，多为红胎质，

广东其他地区的汉墓砖一般长 38-40 厘米，宽 18-20 厘米，厚 5-6 厘米。徐闻的汉墓砖小

且薄。徐闻汉墓迈陈英斐汉墓与广州地区相同，徐闻汉墓出土大量的铁器，体现东汉墓葬

的特点。

而红坎汉墓出土陶器又与华丰等处不同，墓 47 的 3 件青绿色釉的小陶钵，是广东地

区东汉末至东晋，南朝墓常用的器物。可见其年代稍晚，当属东汉晚期。总的来说，徐闻

汉墓和广州汉墓在文化面貌上大体一致，但延续时间较长，如广州西汉汉墓的一些特征在

徐闻汉墓中仍见存在，而东汉前期的特征，在徐闻又延续到东汉晚期。

徐闻汉墓与广东、广西汉墓有共同之处，但又具备自己的特点。

徐闻汉墓的出现，呈群体分布，如华丰岭汉墓、红坎汉墓、英含埚汉墓，槟榔埚汉墓，

反映了汉代“聚族而居，聚族而墓”的风俗。

徐闻汉墓全不见封土，无碑刻，多部因水土流失而墓室致露。大多数为砖室墓，少数

土坑墓，但有一部分为珊瑚石室，说明当时墓葬因地制宜，取材于近海珊瑚石料，与他处

汉墓相比别具一番特色。



徐闻汉墓随葬品不奢侈，大部分属实用品，但种类繁多，数量较大。部分出土的陶器

与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广西柳州市九头村一号汉墓、广西贵县北部汉墓、广西合浦凸

鬼岭汉墓基本相近。如方格纹加圆形戳印、方格形戳印陶罐、陶屋、陶井、小扁陶罐、陶

钵、陶壶、陶纺轮、珠饰、铜镜、铜印、铁环首刀、银戒指、手镯等。

但徐闻汉墓出现了陶、铁剑，几何印纹砖，“宜官”“帝君百石”“曲目”“凸”布币纹

等吉祥语铭文砖。且还伴有石斧、石凿类。

汉墓文物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墓主的卑微身份和地位。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大型汉

墓，但每座墓都有随葬品，随葬物品有铜器、铜剑、铜镜、铁剑、印章、吉祥语铭文砖，

其墓主不是一般平民，墓葬中出现玛瑙珠饰等物是对外贸易的商品，表明这些贵重物品已

成为当时不是一般平民的奢侈品。体现了墓主的富有和奢华及当时建筑、制陶、铸造、雕

刻等工艺水平，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状况。

根据出土遗物的分析，徐闻汉墓与广州汉墓，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五华雄狮山汉代遗

址，惠阳潼湖汉代遗址出土文物相比较，遗址的大致年代应始于西汉早期，止于西汉中期。

徐闻县汉代遗址是广东所发现的十个汉代建筑遗址之一，又是四个出瓦当的遗址之一，

也是两个出“万岁”瓦当遗址之一。徐闻共发现四种，时代属西汉的是灰胎质的卷云箭镞

纹瓦当，与五华雄狮山汉代遗址出土的形制一致，“万岁”瓦当，灵芝纹瓦当、吉羊纹瓦

当。何正璜先生认为“瓦当为建筑物上起实作用又具美化效果的附着物。根据实物辨识，

附着精美纹饰的瓦当多为秦汉两代遗物”。“由于秦汉是使用瓦当的鼎盛时期，因此‘秦汉

瓦当’成了专门名词和专业性类的考古材料”。

通过瓦当文字，不但可判断建筑物的时代，还可确定历史成邑、宫殿的名称和位置。

如广州市“万岁”瓦当的出土，确认了南越王宫署遗址的所在。西汉初年，使用“万岁”

瓦当只能是皇家贵族，非同一般。那么，徐闻“万岁”瓦当的出土，同样可以确认汉徐闻

城址的方位以及使用“万岁”瓦当的“黄门驿使，左右侯官”的品位。王俞春《中国历代

官署官名辞典》记：“黄门，官署名。汉代置，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

“黄门侍郎。官名，沿秦置黄门侍郎，其职担任皇帝，传达诏令，处理宫中杂事。由宦官

担任，可出入宫禁。”“驿长，官名，汉时黄门所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职官称为译长。汉代在

西域各国属国中也设有译长，掌传译等等。”所谓侯官，《礼记·王制》记：“五等之制禄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邺风·旄丘序》孔颖达疏“侯为州牧也”。侯为五等

爵之第二等，此制沿用至清代。由此可见，汉朝廷黄门曾在徐闻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

建置行官之类的官署，它的级别相当州郡之治。

二桥、南湾汉代遗址还出土一枚龟钮铜印“臣同私印”，也引起文物考古学家的关注。

印为龟钮铜质鎏金印，长 2.5 厘米，宽 2厘米，高 1.3 厘米。其印与广西贵阳市县北郊汉

墓出土的“苏伉私印”不同，苏印为玉印，仅 1.5×1.5 厘米见方。印文内容亦不同，“臣



固私印”自称臣，而“苏伉私印”纯粹为私印。与海南出土的“朱庐执封”相比，其印又

为银质，纯属官印，所以徐闻汉印与他地汉印各有千秋。而且徐闻海安广安新莽时墓葬还

出土一枚“张己印”，此印精小，桥钮，仅 1厘米见方，应是罕见之汉印。

“臣固私印”的发现，进一步充实了徐闻汉代文物古迹的藏品及提高徐闻汉代文物的

价值与品位。“固”对朝廷称臣，必然是朝廷命官。印虽为当时普遍使用的铜质，但饰龟

钮，且鎏金，应属列侯、将军之列。查《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记：“弟子

同，同字孟孙，少以尚公主为黄门侍郎。好览书传，善兵法，贵显用事，中元元年(56)袭

父友封显亲侯……章和二年卒(88)谥为文侯。”并且他“与马援交结”。这臣“固”是否为

“窦同”，尚待进一步考证。

徐闻汉代文物印证了有关史料的记载，佐证了汉徐闻城行政级别，职官的层次，并且

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各种状况。建筑、铸冶、陶艺、渔猎、农耕、畜牧、航海、

纺织、对外贸易、军事斗争、社会习尚风俗都在汉代文物中得到体现。总之，徐闻汉代文

物的发现，为探讨汉徐闻县和汉徐闻港，为研究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重要

的线索和实物资料。

徐闻汉墓葬一览表

名 称 位 置 形 制 出土文物 发现时间（年）

华丰岭汉墓群
大黄乡华丰村东北、西

北、西南

单室券顶砖室墓，珊

瑚石室土坑墓

铜器、陶器、珠饰、

小薄红砖、石器、

铁器

1962

1972

1984

那干沟汉墓 五里乡二桥村后东岗岭 砖室墓 陶器、铜器 1962

槟榔埚汉墓

城南乡槟榔埚村委会附

近，曾、苏宅，槟榔埚小

学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铁器、铜器、

珠饰、陶器

1973

1982

红坎汉墓 海安红坎村北、东北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铁器、铜器、珠饰、陶

器
1973

港头村汉墓
迈陈新地港头村北“官

地”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铜器、陶器、珠饰、石

器
1983

博爱尖角园汉墓
城南乡博爱村南部 500

米外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陶器（叶脉纹陶罐）、

夹陶
1983

北潭汉墓 城南乡北潭西北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夹砂陶器、陶器 1982

海港石园汉墓
城南乡海港石园村西约

100 米外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陶器（屋、勺、壶），

铜钱
1984

角尾汉墓
角尾乡李宅村西北 200

米（北中仔）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夹砂陶器、陶器 1974

华建糖厂汉墓 徐城华建糖厂天桥工地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夹砂陶器、陶器 1982



名 称 位 置 形 制 出土文物 发现时间（年）

讨养岭汉墓
大黄乡三笃圹村东南约

3公里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陶片、夹砂陶片、三石

器
1984

土旺村汉墓
大黄乡土旺村东南约

300 米处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未清理） 1986

北注村汉墓
角尾村北注村北 1 公里

央那坡
长方形，券顶砖室墓铜器、陶器 1987

侯神岭汉墓 大黄乡侯神岭西北坡 长方形，券顶砖室墓（未清理） 1987

南岭汉墓 角尾乡南岭村 珊瑚石室墓 陶器 1988

海港盐田汉墓
城南乡海港盐田东鲤鱼

港西岸
砖室墓 陶器 1992

东岗岭汉墓 五里乡二桥村后东岗岭 砖室墓
陶器、“帝君百石”印

文砖
1993

二桥村汉墓 五里乡二桥村南湾村 土坑墓 陶器 1993

港头村汉墓 五里乡港头村东 砖室墓 铜器、陶器 1994

英斐村汉墓 迈陈镇英斐村
长方形，单室券顶砖

室墓
陶器、铁剑、铜器 1994

广安村汉墓
海安镇广安村北 100 米

处
砖室墓

陶器、铁剑、铜器（张

己印）
1995

那堰沟汉墓 五里乡港头村那堰沟西 砖室墓 陶器、铜器 1997

南山汉墓 五里乡南山铁路工地 砖室墓 “宜官”印文砖 1999

西门村汉墓 徐城镇西门村 砖室墓 珠饰、铜碗、铜项圈 2000.10

那涧堰东坡汉墓 五里乡二桥村后 长方形，券顶砖室墓
印纹砖、铜铺首衔环、

陶屋、陶俑、筩、陶灶
2001.7

海珠港汉墓 城南乡海珠港虾场东侧 长方形，券顶砖室墓
陶屋、陶井、陶杯、铜

镜
2001.7

南坛园汉墓 徐城镇城西贵生大道
长方形，券顶砖室墓

（11 室）

陶屋、陶纺轮、陶罐、

铜镜、铜镦
2001.11

二桥灰场汉墓 南山镇二桥村后灰场 长方形，券顶砖室墓陶器、铜器 54件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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