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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上游，是鄂豫陕渝四省市毗

邻地区的中心城市，是一块古老神奇而又青春焕发的土地。北部秦

岭余脉绵延，南部巴山群峰环列，中部巍巍武当雄峙，汉水自西向

东横贯全境。这里是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山地季风区，气候温

和，雨量适中。植物繁茂，四季分明。

早在一百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十堰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开辟

鸿蒙，留下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

址，是地球生命进化遗址地和古人类发祥地之一。十堰地域北通中

原，西控川I陕，南扼荆襄，自古是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战略要冲，

许多重大的社会变革、军事征战、文化衍播，都在这里留下深深的

历史印痕。考古人员在这里已发现并考证的二千多处古遗址、古墓

葬、古建筑、革命旧址和五万多件馆藏文物，闪耀着历代劳动人民

智慧的光芒，展现了十堰从远古至现代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十

堰地域出土文物和地面古建筑，数量多、等次高、历史跨度长．所体

现的区域文化特征鲜明，其中一些重要文物和古建筑所蕴含的科

学价值，已跨越十堰地区的地域界限，在全省、全国乃至国际上都

有较大的影响，为人类进化、历史文化演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

依据。

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作为全省文物大市十堰的历史使

命。《易经》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

代哲人强调了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以教化天下的道理。文物。作

为在漫长历史时期人类文化积累的物质载体．理所当然地成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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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民、承传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宝贵教材。因而，在以科学发

展观指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编辑出版一部地方文物志

书，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十堰社会各界的呼声。《十堰文物志》比较

完整、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十堰文物留存、文物管理工作的全貌，记

录了十堰重大考古发现的始末，介绍了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填补

了十堰社科研究中文物类志书空缺的空白，在全省地级市文物专

项志书的编纂中亦属首创。这部志书，对于了解十堰文物分布及留

存现状、熟悉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管理法规、吸取考古发掘和文物保

护的经验与知识，推动十堰文博事业的发展，将发挥重要的基础性

作尉。同时，对于大家了解十堰的历史文化源流、深入进行历史唯

物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将发挥独

特的积极影响。

本志书的编纂者通过广泛深入的考察和典籍搜证．以科学求实

的态度对古迹、文物加以分析辩证，从浩繁的资料中撷取精华，分

地域、分类别地编排成书，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成果可喜可贺!志

书付梓之际，应邀略述数语，谨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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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书记述文物古迹始于两汉时期。《汉书·地理志》收秦皇

石阙，为其萌芽，汉人辛氏作《三秦记》记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区

城廓、宫室等古迹，东汉时的《三辅黄图》记述文物尤为详备，i被称

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记述历史文物的专著。魏晋以后的志书中除记

述古迹名胜外，还大量记述金石文物。千百年来，记述文物名胜成

为地方志书编纂的一个历史传统。

旧志记述文物，往往分散于舆地志或建置志的古迹、城池、坛

庙、关隘、津梁和金石志之中，且一般较为简略。新编《十堰文物志》

力求收录范围全面，篇目设置合理，详略处理适当，记述方法科学，

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十堰市所辖范围内文物古迹的基本面貌。

《十堰文物志》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一、概述。二、山川地貌。重

点介绍十堰市的山川地貌、植被、物产、动物等情况。三、文物古迹。

重点收录2004年以前在十堰市所辖范围内调查发现的各类文物古

迹，包括古文化遗址、古代墓葬、古代建筑、古代石刻和近现代遗

迹。四、文物藏品。选择现收藏于各级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文化馆

以及其他单位的古代玉石、陶瓷、青铜、金银及其他金属、漆木竹、

骨、丝0纸等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兵器、车马器、乐器、日用

器具、铭刻文契图书、艺术品和近现代文物等，重点收录珍贵文物

中的精品。五、文物管理。选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04年问各

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物法规：反映全市文物管理机构、县以上文物保

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概况：记述全市文物普查、以古建筑为主的

维修复原、流散文物管理与经营以及文物破坏情况、考古发掘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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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其中重要考古发现记其概况；科学研究主要反映考古和文

物保护、复原复制方面的成果。

文物属历史文化遗存．故本书记述内容在年限上上限可溯至远

古，下限为2004年。有关文物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记

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主，其下限为2004年。本书一般

只收录尚存于十堰境内且有确切地点的文物名胜，凡已毁废、流

失、无迹可考、无物可视而仅见于文字记载者，不在收录之列，。

编纂专题的文物古迹志书，在湖北省地级市中还是首次，好在

国内其他部分省市编撰出版了一些专题的文物志书，尚有前人某

些经验可资借鉴．但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一项新的工作，尚有很多问

题值得探讨研究。由于编纂者水平有限，全面搜集资料亦非易事，

困难很多。因此，疏漏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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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第一章 概述

十堰市(原郧阳地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上游下段，地处

鄂、豫、陕、渝四省市交界处的中心。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置郧阳

府，辖郧县、上津、郧西、房县、竹山、竹溪六县。明弘治十一年(1498

年)析房县潭头置保康县，共辖七县。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上

津人郧西县。1914年属襄阳道。1949年设两郧专区，属陕西省。1950

年4月划回湖北省，设郧阳专区。1952年并人襄阳专区，1965年复

设郧阳专区。．1969年析郧县十堰、黄龙二区置县级十堰市，隶属郧

阳地区。1973年十堰市改为省辖市。1976年神农架林区划人郧阳地

区。1983年神农架林区改由省直辖，撤均县改置丹江15市(县级)。

1994年撤销郧阳地区，地市合并成立新十堰市，辖郧县、郧西、房

县、竹山、竹溪5县和张湾、茅箭2区，代管丹江口市。

十堰群山环抱，山河相间，河流众多，以汉江为主纳大小河流

2460多条，以堵河、丹江、天河较大，形成了汉江河谷、堵河河谷、丹

江河谷和一些小型盆地。十堰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森林

繁茂，为古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先民早在

100多万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古代

文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经查明在十堰境内有各类文物点

2063处，其中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6处、准国

保单位1处．被湖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81

处，被县(市)政府公布为县(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08处。

由于十堰市地处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地带，因此在

古文化面貌上呈现1出一定的多样性，尤其是汉江从远古时候起一

直起着沟通南北东西的作用，特别是在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文



十堰文物志

化中心一直处在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和伊洛地区．汉江是沟

通西北、中原和华南的重要通道，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区域的经

济发展，同时在文化上也达到高度繁荣。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

者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现了大量的古

文化遗存，从时代上囊括了人类起源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

阶段，从学术价值上有多项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考古工作的空白，

如1989年和1990年“郧县人”两具头骨化石的相继发现被评为“七

五期间科技十大发现”和“一九九。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首。

回顾十堰市的文物考古工作，我们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丹江口水库建设工程

为重点的考古工作，是十堰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初创时期。1958年

至1961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专业人员组成

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直属工作队湖北分队、中国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襄阳专署及郧县和均县(现丹江口市)

的文教等单位，先后在湖北的郧县和均县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

查工作。1960年举办的长江流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参加了

短期的发掘工作，同年冬，还得到来自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江

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文物工作者的大力支持。调查发现了新石

器、东周、两汉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和墓地约58处，并对其中的13

处地点进行了试掘和小规模的发掘，重点发掘了郧县大寺、青龙

泉、均县朱家台、乱石滩、观音坪、郧西县庹家湾等新石器时代遗

存。另外在郧县青龙泉、徐家坪、郧阳一中、大寺等地发掘东周、西

汉墓葬80余座。与地下考古发掘同时进行的是湖北省文物管理委

员会负责搬迁了位于均州城及其附近如今已被水淹没的“净乐

宫”、“迎恩宫”、“三元宫”、“周府庵”等一批古建筑石刻构件和珍贵

文物，对一百多处无法搬迁的文物建筑分别采取绘图、拍照、做文

字记录等手段留取了资料。这次工作虽然主要是抢救丹江口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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