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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是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大国情调查，是当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文物遗产保护工程。我县根

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于 2007 年 10 月，正式启动了第三

次文物普查工作；2008 年 1 月，成立了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和各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浮梁县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安排专人从事普查工作；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实施方案》并结合

我县实际情况，制定并下发了《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该方案对开展文物普查的意义、工作目标、

范围和内容、组织机构等几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开展全县的文物普查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自 2007 年 10 月开展以来，在省、市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在县委、县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县政府有关部门、各乡镇的大力支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县文物普查组人员和陶院专家发扬吃苦

耐劳的精神，历时 10 个月，走遍全县 17 个乡镇，158 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普查文物点 240 处（其中复查

文物点 102 处），消失文物点 15 处。2011 年我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在此基础上，我县

申报了一批省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我县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宣传和展示我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我县悠久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浮梁县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遴选了部分普查成果，汇编为《千年遗珍——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典》一书。

该书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的分类标准，即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

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进行编排。在编排的过程中，争取做到科学性、知识性和地方特色的统一。我办希望通过

本书的出版，进一步弘扬我县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县文化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浮梁县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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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是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大国情调查，是当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文物遗产保护工程。我县根

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于 2007 年 10 月，正式启动了第三

次文物普查工作；2008 年 1 月，成立了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和各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浮梁县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安排专人从事普查工作；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实施方案》并结合

我县实际情况，制定并下发了《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该方案对开展文物普查的意义、工作目标、

范围和内容、组织机构等几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开展全县的文物普查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自 2007 年 10 月开展以来，在省、市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在县委、县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县政府有关部门、各乡镇的大力支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县文物普查组人员和陶院专家发扬吃苦

耐劳的精神，历时 10 个月，走遍全县 17 个乡镇，158 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普查文物点 240 处（其中复查

文物点 102 处），消失文物点 15 处。2011 年我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在此基础上，我县

申报了一批省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我县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宣传和展示我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我县悠久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浮梁县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遴选了部分普查成果，汇编为《千年遗珍——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典》一书。

该书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的分类标准，即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

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进行编排。在编排的过程中，争取做到科学性、知识性和地方特色的统一。我办希望通过

本书的出版，进一步弘扬我县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县文化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浮梁县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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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及国家文物局的统一安排部署，我县从 2007 年至 2011 年，历时五年开展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

作。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

业中的重要基础工作。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根据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将新的文化遗

产品类纳入普查范围，扩大文物保护工作范畴，因此也赋予文化遗产保护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实施文化遗产保护

战略转型，促进文化遗产全面、有效保护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充分展示我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实地调查阶段取得的重要成果，我们编纂出版了《千年遗珍——浮梁

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典》。《千年遗珍——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典》是对我县第三次文物普

查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是对我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化积淀的科学总结，是我县文化事业建设中的一项可

喜的成果。我县文物普查工作克服了基础薄弱，人员缺乏，时间短促，任务繁重，点多面广等困难，经过普查工作

小组全体成员的努力，取得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好成绩。这也是和领导重视、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以及基

层文化广播站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分不开的，也是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分不开的，可以说，第三

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顺利完成和成果图册的公开出版凝聚了他们的

心血。

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实物遗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它从

不同领域和侧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凝聚着人类祖先的

杰出智慧和创造精神。浮梁县素有 “瓷都之源”、 “名茶之乡”、

“生态家园”之美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山川秀美，人文荟萃，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遗物。“浮梁歙州、

万国来求”和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道

出了浮梁茶叶巨大的影响力，“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和“工匠

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记载说明了浮梁陶瓷的悠久历史。秀美

的山川、好文重教的人文传统造就了浮梁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使得浮梁县人才辈出。这些因素形成了浮梁历史文化遗产类型丰

富，既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商周遗址，也有近现代史迹，而地方

特征又十分鲜明，即以古瓷窑址为特色。加之浮梁县地接徽、饶，

宗祠建筑和民居建筑丰富，不少建筑带有徽派建筑的特色。所有

这些，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骄傲和重视、保护。

《千年遗珍——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典》内容

全面、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文风朴实，是我县第一部全面的文

物志书，填补了空白。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历史文化

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和基础，《千年遗珍——浮梁

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典》是我县历史文化的科学总结和

展示，必将为我县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持，我们也

期待着在此基础上有一批深入研究的成果面世。

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钟灵毓秀的浮梁山水，生生不息的浮

梁人民，终将再创辉煌。

是为序。

                  浮梁县人民政府县长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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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浮梁县湘湖镇玉田水库狮子山，此山山岩陡

峭、怪石林立，山中有一大溶洞，内高 10 米，面积

约 400 平方米。相传曾因景色优美吸引江南高僧佛印

来此悟道修行，因而此洞被称为“佛印洞”。洞中钟

乳石千姿百态，有的形似观音、如来等造型。在土地

革命期间，此洞曾是赣东北红军游击队的会址。

佛

印

洞

佛印洞洞口 佛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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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浮梁县寿安镇朱溪村屏山。洞长约

2000 米，高约 8 米，宽约 3 米。洞内钟乳石千

姿百态，若飞禽走兽，栩栩如生；洞中流水潺

潺，终年不竭。此洞四周山峦起伏，林木葱郁，

怪石林立，洞前还有会仙石廊、玉玲、琼琳等

天然石洞，景色各具特色。相传古代四方神仙

聚居于此洞，潜心修炼，比试道行，切磋棋艺，

因而得名。宋代状元、邑人彭汝砺游此洞后，

曾赋诗《屏山聚仙洞》一首，以表赞美。

诸

仙

洞

屏山聚仙洞

彭汝砺（宋） 

大松十里几多围， 晓日朝霞五色衣。

幽谷静闻猿一啸， 奇峰时见鹤双飞。

花开洞口春常在， 人会瀛州夜未归。

家近武陵常入梦， 白云深处采山薇。

诸仙洞洞口

位于浮梁县湘湖

乡洞口村村口北麓，

西距水垅桥 50 米。水

龙洞因洞内有泉水涌

出，水流大时宛如水

龙游动，故名水龙洞。

洞长约 1 公里，高约

15 米， 宽 约 10 米。

洞口高大宽敞，怪石

嶙峋，千奇百怪。洞

内密布钟乳石，“有

若笋者焉，有若羊者

焉，有若观音立者焉，

有若鼓焉”（清代李

由仁《水龙洞》），

姿态万千，栩栩如生。

洞外山峦起伏，植被

丰茂，古木奇花丛生，

四周更显幽雅。

水

龙

洞

水龙洞远景

水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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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位于浮梁县瑶里镇高岭村高岭山，为

古代陶瓷瓷土矿遗址。“高岭”是国际通

用的 kaolinite( 高岭土 ) 命名地。遗址分布

在方圆 10 平方千米范围内，遗存有几十处

采掘矿洞、淘洗设施和尾砂堆积物，此外

还有两处与采掘瓷土矿相关的遗迹——水

口亭和东埠古村。该地是景德镇陶瓷生产

原料高岭土的主要来源，据《浮梁县志》

记载：“高岭，在县东七十里仁寿都，与

婺源之石城山连界，险峻特甚，……今其

山产磁土，取以为业。”

高岭山瓷土，文献早有记载。明宋应

星《天工开物》谓：“一名高梁山，出粳

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

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其中

高梁山即指今高岭山。清·蓝浦《景德镇

陶录》载：“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

土作不……近邑李家田、大洲上高岭土可

用，不大于东土，但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

耳。”1712 年，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神甫

昂特雷柯莱 ( 汉名殷宏绪 ) 在他的一封信简

中曾向国外介绍过高岭土，高岭土遂闻名

海外。高岭土，始称麻仓土，元代称“御土”，

明代称“官土”，明万历以后称高岭土。

高岭瓷土矿开采于南宋，至明代中期，乾

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

的衰落期。它影响景德镇瓷业有几个世纪。	

景德镇制瓷在元开始使用加入瓷石、

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改善了瓷器的理

化性能，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01 年 6 月，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高
岭
瓷
土
矿
遗
址

矿洞 陶洗池

水口亭 高岭土标本

古道

清代矿洞

高岭土尾砂堆水口亭修记碑

明代矿洞

高岭土国际学术名称命名策源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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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

的衰落期。它影响景德镇瓷业有几个世纪。	

景德镇制瓷在元开始使用加入瓷石、

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改善了瓷器的理

化性能，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01 年 6 月，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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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浮梁县瑶里镇白石塔村附近，为古

代陶瓷釉原料矿冶遗址。该矿开采年代始

于宋代，是景德镇陶瓷釉料矿生产的重要基

地，民间有“高岭土、瑶里釉”之称。现存

四组矿坑道，露天明洞 40 多处，暗洞 8 处，

矿道深数十米到数百米不等。

位于湘湖镇古田村塘下组，由金家塘、程

家塘、锅底塘三处组成，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该矿址出产瓷器生产中制作匣钵所需要的匣钵

土，开采时期基本上和附近的塘下等古窑址年

代相近，为北宋早中期，对研究浮梁湘湖地区

陶瓷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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