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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文物是人类活动的实物见证i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物，正

是这个时期的历史缩影，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人类各个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政治体制和生活水平。本志以马克
’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如实运用文物资料，记述常德

地区文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以供今人和后人借鉴与参考。
’

二，历史上常德地区没有文物专志，旧方志中只对文物的某

些方面稍有涉及，．对地下文物遗存则极少记述。为了如实反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取得的文物工作成果，特编纂常德地区

文物专志，以利于更好地保护文物，更有效地发挥文物在历史、科

学，以及文化艺术诸方面的积极作用。 ．．

三、本志力求较全面地反映常德地区文物管理、文物保护，

考古发掘、调查研究成果，以友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I记载

．迄今发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石碑、

石雕以及近现代文物和馆藏文物等。本志收录原则，概为本地区

境内的现存实物，对民问各种传闻或是文献记载|面实物不存者，

、一般不予收录。 ．

‘

四、收录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时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

、1988年6月底止，如属重大考古成果或文物大事的条目延至1991

年6月。 、

五、本志采用区域，均为1988年年底前，即地区未改市时的

行政区划及其名称． ，



六、凡入志各类重要文物，都以条目形式分章归类记述，但

在同类文物的章节中，又考虑到历史顺序。除引用必要的原文和

照抄碑文使用古文体外，其余均使用语体文．

七、、本志专业性较强，有些专业术语，如地质年代的“第四

纪"、原始文化中的“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

岭文化"，“龙山文化y等，在志中第一次出现时，均加以注

释。

八，本志中的时间表述、数字书写、计量单位，引文注释

等，都按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规定进行书写。

《常德地区志·文物志》编写组

199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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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1

概 述

． 常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由于历

代祖先们的辛勤劳作，治理和开拓，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存。 ．

常德地区1949年前未设置文物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常德行政公署遵照政务院颁发的保护文物的命令、指示精

神，于1951年5月成立常德行署文物保护委员会，是年各县(市)

也相继成立文物保护委员会，对文物实行保护和管理。但当时全

区尚无文博专业人员和具体实施机构。全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工

作都是由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队、博物馆考古部进行的。从1954

年7月开始，省文物清理工作队、博物馆考古部相继派出文道义

等10多名专业人员来常德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63年地区行署

配备了1名文物专干，配合省里的考古发掘工作。70年代末，地区设

立文物保护、管理专职机构，配备并充实了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从

此，一般考古调查、清理发掘工作均由本地区专业人员主持进行．

1984年在湖南省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全区开展

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工作，历经3年，至1987年止，共查出古遗址、古

墓葬，古窑址，古建筑等1500余处，基本上摸清了全区地上地下

文物的实底，对保护文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87年后，又相继

在澧县、津市，临澧，石门、慈利、汉寿、常德县发现旧石器时

代遗址(地点)共48处，为研究洞庭湖区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

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通过考古调查，科学发掘和文物普查工作，全区先后发现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常德地区志·文物志

石器时代遗址460余处，多分布在沅、澧两大水系沿岸，尤以澧

水流域最为窬集，澧县竟达190余处。从发掘资料衷l!jJ，全区史

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发腰序列』己：彭头lJI文化⋯皂市下层文
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一龙JIj时期文化。

1960年首次在石I、．j占}皂市发现和l试掘了商代遗址，出土有

镞、簪、鱼钩、熔铜炉≈：名甲I铡器，证f)j】商叫-{晰X德已进入青铜

器时代。继后，各县(市)郎发现了人批j『；i、周时期遗址。从遗

址出土器物r|l可行出，l e文化fJ'ji}_|j包{，叫，原商用文化下钉本地二匕著文

化两个乜；I素。 ’

从已发掘的春秋战闷州期鹱莽I{，iJ：二酬l文物看，平比墓巾有

的也随葬仿铜陶辛L器，这种“僭越"用礼的现象普遍存在，是

“礼崩乐坏"在埋葬制燮中的』}体反映。舂秋墓随葬器物人都以

日用陶器鬲、钵，罐或鬲、盂、豆为组合；战N墓大部足仿铜陶

礼器鼎、教，壶为组会。出土的铜器多为兵器，如戈、戟、剑、

矛、镞等，还有一些生活铜器，如壶、鼎、匿．阴山镜、夔龙

纹镜，草叶纹镜、砝伊5、蚁彝钱篙：。此外，还育一些设为珍贵

的器物，如桃源县三元村楚墓。fl出土了“审坊王贞容汁五

口午之十七”铭文铜蔓7{；汉灯县椿术山战fq墓巾出土“武王

之童督”铭文戈篙；。全区彳i：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多属

楚文化典型风格，少数墓葬巾出有巴式剑、越式鼎70：，但尚未发

现具有典型秦文化的奈制墓葬，在西汉早期墓葬中，有的器物特

征仍具有楚文化风格的延续。

魏晋时期的墓葬，多为单室带甬道的券顶或穹窿顶砖室墓，

出土器物中多青瓷器，如四系盘口壶、鸡首壹、杯，碗、盂、多

子盒等。在津市孽龙岗东晋1号墓r|I，出土l件罕见的铜伎俑，

造型生动，具有较蕊的艺术研究价值。至店、宋时期，由于手工

业蓬勃发展，墓巾出土工艺精致的各类纹饰钢镜较为普遍，如海

马瑞兽葡萄纹镜、缠枝花鸟镜，八卦镜等。



概 述

在考古调查中，全区发现古城址19处，其中新石器时代l

处，春秋战国7处，。汉代的5处，其他时期6处。这些都具有重

要的价值，为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常德地区的历史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
．

1976年以来，全区发掘历代窖藏址3l处，出土了战国、汉，

晋、唐、宋，元，明时期的各类文物。在慈利县、石门县15处出

土战图、汉代窖藏中，铜质虎纽譬亭于30余件，最大的高55．4厘米，

重14．45公斤。虎为古代巴入图腾，证实两县巴族文化历史悠

久；桃源县兴隆街乡、漆河乡2处东汉、晋代窖藏，出土造型

古朴、纹饰有兽纹、乳钉纹、弦纹、鱼纹、钱纹的铜盆、甬钟、

洗，壶等，以及龟纽“虎牙将军章”， “晋蛮夷率善邑君"的银

章、铜章各2枚、和一套(12件)玉浃、水晶珠等，是一批极有历

史、艺术研．究价值的珍品。泣县、临澧县、津11i等多处发掘有

唐、术、元Ⅱ寸期的金，银，玉、瓷器和钱币等文物窖藏。临澄县

合口镇龙岗村出土的元代金、银各式首饰，银淀、手镯，杯、碗

等，其工艺绝妙。如插丝镶嵌盅_彳i金插花、缕空插丝双龙金发片

等。澧县还出土j，宋，元时期瓷器窖藏，有龙泉窑产6fl的豆苛，

泛黄洗、碗、盘，盏、‘钵等70余件。

常德地区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j三义的斗争中，湔现出不

少仁人志上。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米教仁、蒋蝴武，有早期

接受马列主义，参加“五四运动”的林伯莱、袁征远、许之祯、

帅盂奇，王尔琢、肠、振业、黄蟹等，Jlt；夕l,还有侄弼u《、贺龙，关

向应、肖克，王震等革命领导人曾转战沅，澧，¨反动势力进行

过殊死搏斗的足迹，更有在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中为抗击日

寇的侵略保卫常德这块土地而壮烈牺牲的勇士们，他们在常德地

区的近现代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常德地区文物、博物事业是在考古调龟和发掘工作的基础

上逐渐发展起来篚。特别是1976年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t 1970
． ，



常德地区志·文物志

年7r月恢复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随之，各县(市)配齐文物专

业干部。到1989年止，有6个县成立文物管理所，4个县建成博

物馆或纪念馆，专业人员发展到90人。为提高业务素质，改善专

业队伍的知识结构，从70年代开始，除配合省考古人员来常德进

行考古调查发掘实习外，并先后选派25人参加本省、中南五省以

及国家举办的各类专业培训班，此外还选送一批专业人员到大专

院校进行脱产专业学习，其中获得大专文凭的11名，获得专业证

书的8名，另外还从院校分配来的考古专业本科毕业生4名。到

1989年止，全区受过专业训练矗0共48名，占总人数50％。通过不

断的充实，培lI|I骨干力量，全区初步形成了一支考古，博物专业

人员队伍。

随着全区文物事业的不断发展，文物工作队和各县(市)馆

(库)藏文物也不断增加。1979年前，除地区、澧县，临澧、桃

源，石门县征集和接受移交的文物共600多件外，其他县(市)

无一件藏品。到1989年止，全区通过发掘、征集、接受捐赠、追

缴等途径已入库的文物共计3．5万余件。

1982年11月19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使文物保护走上了法趔管毯氆皇轨道。各县(市)人民政府公

布了文物保护译位555处，在流散文物和地下文物管理上，各县

(市)根据各自的特点，采取有力措施，由当地政府制定颁发当地

文物保护管理的布告和规定，收到了预期效果。在打击盗掘古墓

葬、古遗址、盗窃、扳毁、走私文物f；：：活动中，原则上做到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

随着文赌事业的发展，1983年来，文物工作队，县(市)博

物馆、文物管理所，充分发挥历史文物、革命文物的作用，长期

和不定期地举办文物展览，向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

主义教育，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为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

用，在地委，行署的重视下，从1988t]Z起筹建常德博物馆，1991



{既 速 考

年正式动工兴建。馆址位于常德市武陵大道中路，总建筑面积为

1万平方米，是一座四合院式仿古建筑，也是目前全省地，州

(市)级博物馆中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常德地区文博事业所以能取得较大地发展，这与党和政府的

重视和全区文博专业工作者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也应

看到在文物保护，管理等项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

些单位对该保护的文物没有保护好，在执行文物法规方面，还存

在着执法不严，以罚代法，打击不力的倾向。这些都有待于克

服。 一
*’

(注释)

第四纪

地质年代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新生代又分为第三纪和第四纪。第四纪是地质史上最新的一个时

间单位，又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阶段，距今为,300万年左右。

第四纪突出特点是全球范围内气候的周期性冷暖，在生物学方面

则是人类的出现，故也把第四纪称为“人生纪"或“灵生纪黟。

彭头山文化 ，

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大坪乡孟坪村彭头山，1986年发现，

1988年发掘。据碳14测定，距今8～9千年，是目前湖南发现

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是洞庭湖区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已

得到全国考古界普遍承认，故命名为“彭头山文化"。

皂市下层文化
’

遗址位于湖南省石门县皂市石坪村。1964年在该村发掘商文

化遗存时，发现其下层尚有文化层，后经．1977年，1981年两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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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掘，出土了大批遗物，经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7000多年，

其年代早于大溪文化，是70年代长江中下游区域探索新石器时代

渊源的又一重大发现，得到全国考古界承认。因首次发现于石门

县皂市遗址下层中，故命名为“皂市下层文化”。

大溪文化 ，

遗址位于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镇长江瞿塘峡南侧。1959"'1975

年两次发掘。经碳14测定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4400～]葑3300

年，是长江中游地区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故以“大溪文化"
得名。

届家蛉文化
．

，

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村。1955～1957年两次发掘，

据碳14测定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是长江中

游地区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故名。屈家岭文化”．



舞一章古遗址 ，

’

争

，第一章 古遗址、

常德地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雪峰山余脉横亘西

’北，沅、澧两大水系由西向东流经境内，注入洞庭湖。西北的慈

利、石门县多为崇山峻岭，群峰起伏。东南部的常德、汉寿为丘

陵与平原交错。这种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有利于原始哺乳类

动物群在此繁衍生息。从区内出土的化石表明，早在地质年代第

四纪更新世期(300～1．2万年)这里就有种类繁多的哺乳类动物

活动。临澧县新安、合口}澧县杨家坊、东门乡曾采集到这一时

期的乳齿象、东方剑齿象、中国犀、麂、熊等动物的骨骸化石。

尤其是石门县在近10年内对西北山区群峰中的103处洞穴进行调

查、试掘，采集到数以千汁的动物化石，其中多属典型的华南大

熊猫、剑齿象等动物群。在澧水附近的四级阶地发掘出砍砸器、

刮削器、石核，石锤等打制石器，由此可以推断常德地区至少在

30万年以前就有古人类活动。在沅水、澧水两岸的一至四级阶地

的四纪网纹红土层中，均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截止1989年

底，全区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68处。

经过多年考古调查和勘探，特别是1984---,1987年大规模的文

物普查，全区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及以后的遗址共950

余处。此外，还发现古城址，古窑址等80余处。

全区古文化遗址极为丰富，有些遗址的发现，在国内都有新

的突破。如津市虎爪山、石门县燕尔洞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澧县

彭头山、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澧县三

元宫、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均受到国家，省考古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