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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鼓寨，邑南名胜也。其地孤峰独出，三面

悬绝，明前有寨，后有庙，其地处要冲，史耀巴

蜀，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源头。民间

对宋以降的寨事多有传闻，但地方典籍多有不

述，有如明珠蒙垢，日月隐耀，经籍尘封。近读

赵明皓《擂鼓寨村史》使人为之一振，缘分和修

炼使一介农夫发现了“擂鼓寨文化”，并驱使其

书之为史，拾圣哲之遗，出奇胜之策，将川北历

史上溯2 000多年，乡情民俗，自然地理，人文历

史条分缕析，追根溯源传之于世，使名寨可考，

有史可稽，风化有教。农夫之举令人汗颜！

我与赵明皓先生忘年交，他因家庭出身特殊

，一直战战兢兢地

生活着，却从不怨天尤人或自暴自弃。经历几十

年的风雨变故初衷不改，无论初为人师、农耕糊

口或受聘修志，均手不释卷，故而博学多才、仁

（先生家父赵有义早年曾任川陕省戒烟总局长，

后任广纳乡乡长兼农会主席）

孤峰托乡情，芳心谱汗青
——序《擂鼓寨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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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忠厚，且表现出一个劳动者的宽容和大气磅礴的胸襟。不论是穿金着玉的大

款，还是腰无分文的乞丐，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一介布衣、地地道道的农夫，

他不看别人的脸色，不点头哈腰，更不为金钱和私欲而生。他心常态，此生也

暂，此生亦长。将生命赋予一种文化，是他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他主修的《春

载乡志》《陈河乡志》《擂鼓寨村史》及参与编写的《通江县粮油志》《川陕革

命根据地通江境内粮政史料》等著述，应该说是他情操、学识的体现，是他人生

价值观的实现形式，也是他生命有效延续的最好方式。

1984年，当他在擂鼓寨发现第一件石器时代遗物时，便积极投身于对文物的

收集与文化溯源的研究，先后发现文物分布点4处，收集石器300余件，上交文物

100多件。1990年，他配合通江县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普查办公室、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擂鼓寨遗址进行试掘，共出土石器及石器半成品812件，陶器

19 873件（片）。考古报告称擂鼓寨遗址的试掘，第一次在该地区获得了经过科

学发掘、有地层根据的比较丰富的实物资料，通过这批资料的研究，使我们对该

遗址的整体文化面貌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擂鼓寨遗址的文化内涵与

川东中坝遗址一期文化及奉节老关庙下层文化更为接近，其年代相当于龙山时

代，碳十四测定距今4 360 4 600年，树轮效正距今4 836～5 154年，从绝对年代

比较，擂鼓寨遗址应略早于三星堆一期文化，与绵阳边堆山遗址大致相当。报告

结论称称擂鼓寨遗址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类型，它的发

现、发掘填补了四川龙山文化谱系和类型上的空白，可命名为“擂鼓寨文化”。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农民的发现和执着。历史就是一部深埋地下的辞典，需要发

掘与打造，需要浓郁的文化氛围，需要有识之士的付出与奉献。或者终生无缘，

或者说注定旅途孤寂，就像那无名的山峰，当人们蓦然回首，发现这山的悲壮和

掩埋的辉煌时，昭示世人的是孤峰突兀，托举的是厚重的文化源头与你自己，给

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思考和怀念。

《擂鼓寨村史》向人们展示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自然、社会、人文历史的

纵横驰骋，乡贤民风，文物胜迹，道德文章，褒贬讽喻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乡

情酽酽的诗、联，浓厚的民俗风情评述，向后人传递了曾经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

～

文明。述前人之历史，立来者以榜样，发微阐幽，钓沉索隐，从而整衣冠，立

标准，崇教化，启后人。编史修志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盛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潜心于文化之建树，立言立行，更是难能可贵。

因工作关系我目睹了赵明皓先生为乡亲们大凡小事操笔分文不取的真实，

同他一起经营村头那口古井期间，分享他改写乡亲们饮水历史的喜悦。村民们

有口皆碑，他就是这擂鼓寨村人的楷模，他为此所付出的一切就是一位擂鼓寨

农民的不懈追求。从他的身上和著述中我感触到了历史的真谛，嗅出了汗青的

芳心，亦感受到历史沉重的脚步！

历史是昨天、今天及明天的延续和承传，是镜鉴。非德行之人不能为史，

否则即为之不足信史，小乱一家一事，大坏一方一国，后之治史者必先修德而

后工。然擂鼓寨遗址的发现和《擂鼓寨村史》的出版值得庆幸，是对地方圣迹

和文化的双重建树，其功尤不可没。

                                                  张浩良

                                                    2017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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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鼓寨乃四川省巴中市的名胜古迹之一，新石器遗址是

古代巴人留下的文化符号。完成《春载乡志》后，2001年，

遵从向昭礼书记的建议，编写成《擂鼓寨村史》以彰显巴

人文化。次年，世界银行扶贫贷款项目办公室张浩良主任资

助铅印了500本，四川省政协章玉钧副主席来函，要我邮去

20本分送给知名学者，赵旭红副县长为送给首次前来诺水河

参观的游客索要了10本，又给每个社都分发30本，其余凡来

擂鼓寨文化陈列室考察调研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只要有

要求的都赠送一本。10多年来，乡志和村史都成了孤本。

最近，四川省党校 孙和平倡议将其公开出版，得到

巴中市委宣传部长侯中文的赞同和热忱关怀，县委有关领导

鼎力支持和具体指导，村两委要求借此机会增写2001

2015年的历史变化。因笔者自身的年龄问题和身体状况，只

得将大事记延伸，展示概况 ，对自然、社会、人文的

各项内容接续以突出现状，对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将其添加

在卷末，以资存史，以供借鉴。

                                      赵明皓

2016年11月28日

我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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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gaishu

概 述

通江县春在乡擂鼓寨村因境内有海拔814米的擂鼓

寨山而得名，是邑南之名胜。其地孤峰独出，形如卧

虎，扼古道岔口，成锁钥之势，为 兵争之地。蜀汉

时，桓侯曾于此立寨，擂鼓点兵。南宋筑寨抗元，明时

防蓝廷瑞、张献忠，清末防白莲教、朱宣义，寨事频

繁，传闻颇多，县志有记。

擂鼓寨村位于县南乡东，离乡政府8千米，幅员

①4.6平方千米，拥有耕地1 500亩 ，辖8个社。全村有居

民388户、1 784人，全系汉族，共15姓，以赵、王、袁

居多。通达公路纵贯三、二、一社，在竹子坎与平昌至

喜神的古道交汇。

川陕苏区时期，这里是红军的军事据点，如今战壕

遗址尚存。那时全村有23人参加红军，53人随军转移，

其中有 1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3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解放的大校，他们的故事可

历代

17位成为烈士、 部

长

①1亩=1/1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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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擂鼓寨

擂鼓寨近景

赵明皓发现的四处文物分布点：擂鼓寨遗址（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包遗址

（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梓潼宫遗址（巴中市文物保护单位）、大梁上遗址（通江县

文物保护单位）

概述gaishu

002 003

歌可泣。

白色恐怖时期，中共地下党竹子坎支部曾以寨为依托，发展组织，为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可志可记。

擂鼓寨历史悠久。1990年，四川省考古队从75平方米的地下出土陶片石器

2万多件（片），定为距今约5 000多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填补了四川龙山文

化谱系和类型上的空白，可命名为“擂鼓寨文化”。此次发掘一举将川东北历史

上溯了2 000年。遗址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擂鼓寨文化陈列室则作为

通江县的历史文化景点公开开放，各地众多游人慕名前来参观。

擂鼓寨村地处高旱山区，集体生产时，这里的冬屯水田全县有名。家庭联

产承包制时土地下户后，村民赵明科首创的“池园经济”模式成为巴中经验、新

农村建设的重要内涵，被大力推广普及，享誉省内外。“民工潮”兴起后，赵明

科又首创了两季田免耕法和旱育秧抛秧技术，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耕作改

良，有时代特色，还能减少荒芜保证产量。

擂鼓寨村远离尘嚣，保持了古陆地貌和自然生态环境。这里有50多年的护

林历史，森林茂盛，千年古树犹存；有传统的特产，纯绿色水果李子远销成都、

重庆等大城市。

擂鼓寨垭口的小集镇由张忠孝、侯中文倡导兴建，10多年来已具规模；桂花

水库，大坝截溪，明静清澈，有灌溉养殖和休闲度假的综合价值。

擂鼓寨村是中共通江县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点、双文明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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