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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前

前 言

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偏东北，东经108°32′~  110°28′，北纬23°54′~   26°03′， 

辖六县四城区，土地总面积1.86万平方千米。 

柳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上、地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存。早在 70 000 年前，天地造化就在这里为中国南方蒙古人的远祖—柳江人搭起了偌大

的“舞台”。其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程，这里均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层累。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物普查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2007 年 7 月，

柳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精神，成立了以主

管文化的副市长为组长的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文化、发改委、财政、

建委、经委等 16 个部门的相关领导和六县四城区的分管副县长、副区长。各有关部门本着“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的原则，协助文化局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

作。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我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第二阶段田野调查工作已全部结束，完成全市 

1.86 万平方千米区域面积内文物普查野外调查任务的 100％。普查到达率，平原地区为 100％，

丘陵地区为 98％，山区为 95％，圆满地完成了国务院下达的文物普查工作的任务和目标。其间，

我市除开展六县四城区常规的田野调查外，还结合柳州市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区域特色，开

展了工业遗产专题普查、洞穴遗址专题调查、柳江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柳州古城遗址专题

普查和徐霞客文化旅游线路调查等专项活动，将更多的文化遗产纳入了保护范围。全市共普查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1 172 处，其中复查文物点 592 处、登记消失文物点 269 处、新发现文物点 580 处。

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桂中腹地，形成了一张历经数万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遗产巨

网，是祖先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意义重大，为充分展示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全市发现的1 172处文物点中，遴选出 

400余项重要发现， 汇编成《鹅山柳水—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汇编》。本书按照

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碑刻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等六大文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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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例进行编排。书中收录的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既突出了地方特色，又综合考虑了各类

型文化遗产所占的比例，强调文化遗产类型齐全，特别对近现代工业遗产、民族文物等给予了较多

的关注。 

《鹅山柳水—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汇编》一书既反映了柳州市文物普查工作

所取得的成果，也体现了两年多来全体普查人员的辛劳与智慧。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够进

一步全面落实国务院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阶段工作的部署，为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我市

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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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实地调查阶段工作总结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任务，是

确保国家文化遗产安全、有效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精神，我市自2007年7月成立柳州市

和各县、城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以来，按照国家、自治区文物局的工作部署，在自

治区、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织和领导下，市文化局及各县、区文体

局高度重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精心组织，迅速行动，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柳州市田野普查工作从2008年4月开始进行，截至2009年12月，已全部完成田野普查工

作，完成全市1.86万平方千米区域面积内文物普查野外调查任务的100％。普查到达率，平原地

区为100％，丘陵地区为98％，山区为95％，较好地完成了文物普查工作的任务和目标。现将柳

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普查成效 

（一）高度重视，积极行动 

2007 年 4 月 4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为加强对文物

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7 月 22 日，我市迅速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副县长、副区长为组长的各

级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自 7 月

以来，先后召开了 3 次由各县、各城区政府及发改委、经委、文化、建设、规划、农林、财政、

国土、交通局、新闻等部门参与的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会议。9 月 17 日，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

长陈至立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我市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了柳州市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动员大会，会上，柳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甘霖对我市文物普查工作做

了全面动员和具体部署，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自 2007 年 7 月 22 日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工作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柳州市、四城区、

六县均编制并下发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经费预算》，制定

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方案》，开展了前期调查摸底及收集相关资料等工作。 

2008 年，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工作全面启动，2008 年 4 月 11 日在柳州市

博物馆举行了普查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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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真组织，加强培训  

为保证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规范有效开展，我们从加强人员培训入手，一方面选

派业务骨干参加国家、自治区的文物普查培训班 ；另一方面根据我市实际情况，抽调业务骨干成

立文物普查小组，聘请文物专家对普查工作小组成员进行培训，先后培训了市、四城区、六县及

各委办局各级普查员 200 多人。 

此外，还从柳州市博物馆、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柳州市文物考古队及各城区、各

委办局抽调各类人员50余名，组建了柳州市文物普查田野调查小组一组、二组和柳州市工业遗产

普查小组及专家指导组，建立了一支拥有研究员、副研究员、馆员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文物普查队

伍，为我市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和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文物普查是将文物保护理念送进千家万户的文化工程、教育工程、民心工程。为了营造全社

会共同参与文物普查工作的良好氛围，我们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发布文物普查通

告，开展文物普查有奖线索征集活动，利用电视摆古和访谈、文艺演出、张贴海报、悬挂大幅标

语、散发文物普查表、编辑文物普查简报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将

我市文物普查工作的最新动态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通报，使得“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理念深

入人心，确保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全力以赴，保障经费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物普查工作，为保证我市文物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市政府多次

召开由四城区、六县、各委办局领导参加的文物普查工作协调会，要求各城区、各县、各委办

局抽调专人、专车；同时，市、县、城区等各级财政拨付普查专项经费，并将普查经费列入年

度预算。 

截至田野调查阶段结束，我市先后有近 100 人参与了文物普查田野调查阶段的工作，各级财

政下拨经费 135 万元。这些人力、物力的支持，为柳州市文物普查第二阶段田野调查工作的圆满

完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实行科学普查，保证普查质量  

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二阶段工作从 2008 年 4 月开始，至 2009 年 12 月全部结束，整

个普查工作历经了大约 21 个月的时间。其间，除开展城中区、鱼峰区、柳南区和柳北区四城区

及六县的常规田野调查外，还开展了工业遗产专题普查、洞穴遗址专题调查、柳江流域史前遗址

考古调查、柳州古城遗址专题普查和徐霞客文化旅游线路调查等专项活动。 

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二阶段工作在各城区政府的配合下，以城区、社区、乡镇、行政

村等为单元进行实地调查。在普查过程中，普查队员们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本着严谨负

责的工作态度进行了野外调查。野外调查是一项挑战体能的工作，每位队员凭着对文物事业的执

着追求，夏天顶着炎炎烈日，冬天冒着刺骨寒风，踏遍了全市所有乡镇村庄的山山水水。普查队

员们每天迎着旭日出发，披着夜幕回家。为了保证进度，每天在野外调查之后，回到宿营地还要

赶紧登录资料、绘制图表、整理照片、输入测点。在工作中，全体普查人员体现了文物工作者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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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的精神面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 

同时，为了扩大文物普查的影响力，宣传保护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普查队员们

每到一处，就因地制宜地进行宣传，苦口婆心地为村民讲解保护文物的必要性，启发村民从传

统文化遗产中吸取知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呼吁民众尊重优良的历史传统，保护珍贵的历史

遗迹，传承蕴藏在古迹遗存中的优秀文化。毕竟，文物普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登录、存档，更

重要的是要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传承优秀文化，储备必要的文化遗产载体，促进社会和人

性的和谐发展。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各县区、城区政府和街道、村委干部群众的积极配合

下，在各位普查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截至目前为止，普

查组已复查文物点592处、登记消失文物点269处、新发现文物点580处，并对所采集的文物点

进行了认真、细致、严谨的采集、录入、摄影、测量、GPS卫星定位工作，比较全面地掌握

了我市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状态、环境状况等基本状况，取得了可喜的

阶段性成果。

（一）四城区文物普查田野调查工作成果  

柳州市四城区共复查文物点49处、登记消失文物点4处、新发现文物点163处。 

1．城中区文物普查成果 

城中区面积为77.675平方千米，占柳州市总面积的10％以上。行政区域辖7个街道办事处，

18个社区居民委员会，6个村民委员会，78个自然屯。城中区普查自2008年4月11日正式启动，

至2008年6月25日基本结束，先后有10多人参与田野调查工作，普查到达率100%。普查组复查

城中区文物点13处，登记消失文物点3处，新发现文物点47处。

2．鱼峰区文物普查阶段成果 

鱼峰区位于柳州市区的东南部，城区面积为 122 平方千米。现辖 8 个街道办事处，53 个社

区居民委员会，5 个村民委员会。本辖区文物普查工作自 2008 年 10 月起至 2009 年 1 月止，先

后有 9 人参与，普查到达率 100%。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已完成复查文物点 18 处，登记消失

文物点 1 处，新发现文物点 52 处。

3．柳南区文物普查阶段成果 

柳南区位于柳州市区的西南部，区域面积181.8平方千米。现辖太阳村镇，8个街道办

事处，18个村民委员会。本辖区文物普查工作自2008年10月起至2008年12月结束，先后有

8人参与，普查到达率100％。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已完成复查文物点10处，新发现文物

点29处。 

4．柳北区文物普查阶段成果 

柳北区位于柳州市区的北部，区域面积 320 平方千米。现辖 8 个街道、4 个镇。本辖区文

物普查工作自 2009 年 3 月起至 2009 年 6 月结束，先后有 8 人参与，普查到达率 100％。经过

三个多月的工作，已完成复查文物点 8 处，新发现文物点 35 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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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县文物普查田野调查工作成果  

1．融水苗族自治县 

位于广西北部，总面积 4 663.8 平方千米，共辖 20 个乡镇。融水苗族自治县文物普查的田野

调查工作于 2008 年 7 月正式启动，参加文物田野调查工作的有 8 人。完成复查文物点 50 处，登

记消失文物点 16 处，新发现文物点 61 处。  

2．柳城县 

辖 9 个镇，3 个乡，975 个自然屯。辖区面积 2 123.7 平方千米，人口 409 113 人。柳城县文

物普查的田野调查工作正式启动时间为 2008 年 10 月，主要参与普查工作的有 5 人。完成复查文

物点 48 处，登记消失文物点 25 处，新发现文物点 35 处。  

3．柳江县 

辖 5 个镇，8 个乡。总面积为 2 504 平方千米，总人口 53 万。柳江县文物普查的田野调查工

作于 2008 年 7 月正式启动，参加文物田野调查工作的有 9 人。完成复查文物点 24 处，登记消失

文物点 26 处，新发现文物点 64 处。  

4．鹿寨县 

地处桂中腹地，西距广西工业中心柳州市30余千米。县域总面积3 389平方千米，下辖 

5个镇，5个乡，有128个村（居）委会。鹿寨县文物普查的田野调查工作于2008年11月正式启

动，参加文物田野调查工作的有4人。完成复查文物点37处，登记消失文物点12处，新发现文物

点60处。 

5．融安县 

位于广西北部，辖6个镇，6个乡，153个村（街道、社区）。全县总面积2 905平方千米，总

人口32万，聚居汉、壮、苗、瑶、侗等19个民族。融安县文物普查田野调查工作于2008年8月正

式启动，参加文物田野调查工作的有4人。完成复查文物点64处，登记消失文物点10处，新发现

文物点46处。

6．三江侗族自治县 

位于广西北部，全县总面积 2 454 平方千米，共辖 15 个乡镇。三江侗族自治县文物普查田野

调查工作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启动，参加文物田野调查工作的有 11 人。完成复查文物点 320

处，登记消失文物点 176 处， 新发现文物点 151 处。 

（三）文物普查专题调查成果  

1．工业遗产专题普查成果 

柳州作为广西的工业重镇，从 20 世纪初至 90 年代末，工业上的成就与发展位于广西第一，

在全国也属前列，工业遗产相当丰富。从 2008 年 3 月工业遗产普查组成立至 2009 年 12 月，已

普查工矿企业及附属设施 110 处，其中发现有市政水泥压力管厂、蟠龙山工业供水设施、柳州市

空气压缩机厂、柳州第三棉纺厂、柳州机械厂、柳州市造漆厂、柳州市新圩贮木厂、电灯公司旧

址等 25 处具有保护和利用价值的工业遗址。在工业遗产普查过程中，普查组通过多方努力，登

记了一大批工业遗产文物目录，并征集了一批重要的工业文物。鉴于柳州工业遗产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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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人民政府在工业普查的基础上，兴建了柳州工业博物馆。 

柳州市工业遗产专题普查成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区文化厅覃溥副厅长的高度

评价，他们亲临柳州，为柳州工业遗产捐赠仪式揭幕。  

2．洞穴遗址专题调查成果 

柳州区域有着非常发育的岩溶群，在洞穴堆积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与古生物化

石。为彻底摸清柳州史前文化遗产的家底，进一步了解柳州史前文化的内涵，柳州市文物普查

小组在对鱼峰区、柳南区进行普查的同时，于 2008 年 11 月对两区的石灰岩山洞进行了专题调查。

普查组共调查山洞 100 余个，在都乐河流域的石灰岩山洞中发现了仙佛洞遗址、穿洞遗址、

白岩洞遗址、社王洞遗址、可怨洞遗址、大佛洞遗址、醉客岩遗址、双洞遗址、老羊田遗址、

帽合山遗址等 10 处史前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均处于石灰岩洞穴中，堆积中包含动物牙齿、骨

骼，烧骨、烧石、砾石石片等物。根据遗址所包含的文化遗物，初步判断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这些重要发现，为进一步探索柳州区域古人类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该发现被国家文

物局列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重大发现。  

3．柳江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成果 

柳江流域史前遗址专题考古调查于2009年3月正式启动，4月底结束。此次专题考古调查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柳州市“三普办”联合组织实施，柳州市

下辖六县文物管理所配合本辖区调查工作。普查历时一月有余，普查线路总长达1 223千米。共

对8条河流流域的史前文化进行了调查。 

此次普查新发现珠玉遗址、三江口遗址、周村遗址、坡尾遗址、瓦窑村遗址、明石桥遗址、

隘山屯遗址等 7 处史前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柳江流域史前资料，对研究整个柳江流

域史前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柳州古城遗址专题普查成果 

柳州古城遗址专题普查从 2009 年 9 月开始，至 11 月结束。本次共登记古城遗址 20 处，其

中市区 3 处、柳江县 2 处、柳城县 5 处、鹿寨县 3 处、融水苗族自治县 1 处、三江侗族自治县 6 处。

这些古城址中，在古代作为府（州、路）一级建置的城址 2 处，作为县一级建置的古城遗址 8 处，

作为巡检司一级建置的古城址 4 处，南明永历帝遗迹 2 处，建置不清的 4 处。对这些古城遗址

的调查，不仅摸清了柳州的文物家底，丰富了柳州的文物古迹，而且对了解柳州行政建制沿革

变迁和柳州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徐霞客文化旅游线路调查成果 

徐霞客是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和游记文学家。400 年前，徐霞客开始探访中

国名山胜迹，历时 30 余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留下了 60 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中，

在柳州 35 天（明崇祯十年，即 1637 年农历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八日），游历地点 43 处，写下

了两万多字反映柳州岩溶山水奇特景观的游记，给柳州厚重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2008~2009 年，由柳州市博物馆牵头，对徐霞客在柳州旅游线路进行了考察和勘校，编辑

了徐霞客在柳州研究文集、徐霞客柳州游踪台历，举办了专题书画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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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市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点统计图（不包括消失文物）

柳州市（市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点复查、消失与新发现比例图

三、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汇总  
柳州市（市区）不可移动文物复查和新发现统计表（不包括消失文物）

柳州市区 城中区 鱼峰区 柳南区 柳北区

合  计 212 60 70 39 43

复  查 49 13 18 10 8

新发现 163 47 52 29 35

 

新发现
75.46%

复查
22.69%

消失
1.85%

柳州市区 城中区 鱼峰区 柳南区 柳北区

合  计
复  查
新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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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市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点分布比例图

柳州市（市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点分类统计图

古遗址

古墓葬

古建筑

碑刻及石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其他

柳北区
19.91%

消 失
1.85%

城中区
27.78%

鱼峰区
32.41%

柳南区
18.05%

柳北区
柳南区
鱼峰区
城中区

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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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点普查经验和体会  
1．认真做好普查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普查时先进行走访摸底，是

搞好文物普查工作的前提

通过各类新闻媒体、网络有奖征集线索或由联络员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虚心向群众请教，

询问有关的文物古迹情况，广泛搜集线索，普查部门认真查阅各种参考文献资料，普查前力求

对普查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 

2．制定周密的普查路线，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有关要求进行普查，是搞好文物普查工作

的基础

制定普查路线时，应结合所在地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条件，在普查中利用当地文化特点去发

现文物线索，又用发现的文物线索来印证和突出当地的历史文化。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有关要

求，采用区域拉网式普查方法进行。对城区的普查采取逐社区、街道、巷分区分片进行，对农

村的普查以村委为基本单元，沿大路或河流为主干，根据先前制定的普查任务划定每天的普查

柳州市（市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点分类比例图

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

48.58%

其他

2.36%

古遗址

14.62%

古墓葬

15.09%

古建筑

10.38%
碑刻及

石刻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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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逐村、逐屯进行，力求普查全面而细致。普查时，做到眼勤、手勤、腿勤和脑勤，特别

注意地形地貌的变化，做好两河的交汇处、渡河的码头、平地高起的地方、人为或自然风化的

断面这些有可能有遗迹存在的地方的田野调查工作。  

3．全面普查与专题调查相结合，是全方位推进田野调查工作的关键

在全面开展“三普”工作的同时，我们根据柳州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其工业城市的定位，先

后开展了工业遗产专题普查、洞穴遗址专题调查、柳江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柳州古城遗址

专题普查和徐霞客文化旅游线路调查等专项活动，新发现和登记了一批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

这些专题调查活动是对我市全面普查的重要补充，是全方位推进我市田野调查工作的关键。  

4．加强区域协作，开展横向合作，是搞好区域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柳江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中，由柳州市文化局牵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切协作，柳州市下辖六县文物管理所配合本辖区调查工作，共同对柳江

流域及 8 条支流进行了调查，这次普查不但解决了市、县交界处“三不管”地段在普查过程中

存在遗漏的问题，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还锻炼了当地队伍。 

5．及时做好普查工作中的成果转化工作和发现的新文物点保护工作，是搞好文物普查的

根本要求

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我市对新发现的不

可移动文物，组织专家论证筛选出一批具有一定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对象，及时

报请各级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在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对即将消失的文物资

源，紧急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如核定确有保留价值的，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保护，以防止文

物资源的灭失。 

柳州市文物普查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个别

新发现的文物点由于资料的收集不够详尽，存在返工现象 ；普查时由于人手少，新发现的文物

点数量多，许多资料来不及整理、录入 ；对新发现的文物点保护工作力度不够，存在个别灭失

现象，尤其是新发现的属于私人所有的文物点，由于缺乏相关政策依据，存在前边普查，后边

拆掉的现象。有的对新发现的古建筑、古民居违规修缮，擅自改变文物原状，将原本具有一定

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古民居建成了崭新的但已不属于文物范畴的现代仿

古建筑，保护现状堪忧。 

今后，我们将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对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成果进行复核，去

伪存真、查漏补缺、保留精华，将其及时报请各级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国家、

自治区文物局有关文件精神，按国家制定的要求和标准，建立我市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档案、

电子地图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做好我市的文物普查工作。  

                                                                               

                                                                           柳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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