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景点导游词：西汉南越王墓导游资格考试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4/2021_2022__E5_B9_BF_

E4_B8_9C_E7_9C_81_E6_c34_634134.htm [南越王墓简介] 西汉

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国第

二代赵昧的陵墓。赵昧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

年至122年在位。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考古五

大新发现之一，现已辟为博物馆。 1983年发现的这个大墓，

深入底下20米，用750多块砂岩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

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内四面及顶

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超堂。前、后两部分

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

、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

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

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1000多件（套），尤以铜、铁、

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

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金印、金带钩与

金花泡]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考古发掘

出土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秦汉印章中，未见一

枚王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而且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

、蟠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

越国赵昧这枚帝印却是金质、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

”。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

银盒、银洗与银带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

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呈扁球行银盒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

半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



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

为是波斯产品，里面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

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铜鼎、铜壶与铜提

筒]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共有青铜

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

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

、生产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等。 铜壶共36件，铜提

筒共9件。 [铜戈、铜剑与铜虎节] 墓中出土的铜虎节是一件难

得的珍品，是国内紧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

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征

调战车和士兵。 [玉壁、玉盒与丝镂玉衣] 南越王墓出土各种

玉壁56件，仅主棺旧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其中

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壁，直径达33.4厘米，是我国已知考古

发掘出土玉壁中体型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 玉盒。主棺

室出土，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

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镂玉衣。玉衣是汉

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

有等级规定的，有金镂、银镂、铜镂玉衣，诸侯王多用金镂

，也有用银镂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镂玉衣为首次发现，也

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整件玉衣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

块。用朱红色丝带粘贴，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彩鲜艳夺

目。 [玉印、玉佩与玉角杯] 玉印。共9枚，其中有文字的玉印

（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土在主棺墓主身上，分别是“赵昧”

、“泰子”、“帝印”的方行玉印。“赵昧”印和“帝印”

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帝印”是“帝王之印”的意思，是

赵昧生前攒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



有130余件，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脚

杯。出自主棺“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相关链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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