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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南阳市，古称宛，是国务院公布保护的历史文化

名城，地上地下文物极为丰富。远在五千多年前，先

民们就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开始创造了人类文

化。至商代这里为吕国，周宣王始封申伯国于此。春

秋战国时期为楚国领土宛邑，秦攻楚拔宛，设立南阳

郡于此。因宛位于古代中国之南、汉水之阳，故名南

阳。后因东汉光武帝刘秀发迹于此，建都洛阳后，南

阳为陪都，称“南都”，为全国6大都市之_。由于刘

秀及其上层集团中的大批文臣武将、皇亲贵戚出身

于此地，这里有“帝乡”之誉。汉代之后，这里历代皆

为郡、州、府、县治所在地一军事上，“南据邦襄，北屏

汝洛"；经济上，“商遍天下，富冠海内”；文化上，为

“既丽且康"，人杰地灵。春秋时的越国大夫范蠢、秦

相百里奚、东汉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政治家

诸葛亮、唐代著名诗人岑参和名将张巡、元代农学家

畅师文、当代建筑学家杨廷宝、考古学家郭宝钧和董

作宾等，为后人所称道。悠久的历史，闪光的人才，为

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古迹文物。大凡有张衡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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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墓和“平子读书台”；医圣祠及张仲景墓，祠内珍

藏有《伤寒杂病论》木刻版及医史文献万卷之多；纪

念诸葛亮的武侯祠，祠内碑刻、匾额、楹联300余块，

真、草、一隶、篆各臻精妙；驰名的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博

物馆珍藏汉代画像石1500余块以及汉代石雕天禄、

辟邪、汉碑等；还有十里庙商代遗址、汉代宛城、汉代

冶铁遗址、南阳知府衙门、王府山、玄妙观、文庙、察

院、靳岗天主教堂等名胜古迹30余处。这些文物是

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南阳市历史悠久、文化

发达、科学进步的见证，是南阳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

城的重要依据。

《南阳市文物志》以较为翔实的资料记载了南阳

市古文化遗址、古代建筑、古代墓葬、古代石刻、汉代

画像石刻、古代重要文物藏品、近现代文物、考古与

文物保护诸方面的概况，是一本地方文物资料书。在

编纂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谨向

关心、支持该志书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本市文

物、博物工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南阳历史源远流长，历阅沧桑，《南阳市文物志》

所收进资料未必尽全，加之编纂水平有限，一定有不

少遗漏和不妥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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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t'Jc遗址．．

。

一、十里庙遗址
。

’_。

，十里庙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5公里十里庙村，

·东距淄儿河约500米。遗址文化层厚1"--3米，面积
’

约25万平方米，包含先商、商、西周和春秋四个时

期的文化遗存。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河南省文物工作队

。曾派人对该遗址进行调查。1959年，进行试掘，发

现商代墓葬7座、灰坑1 0个、房基1座；周代灰坑
一

2个、井1口；汉墓2座、宋墓3座。出土文物21 4

件，其中商代石器有斧、刀、镰、．凿、铲、锛；陶

．器有纺轮、拍子、鬲、簋、’豆、钵、尊之类。’还有． ．

、

骨箭头、骨簪i I-骨、陶范、钳锅和铜渣等。另有

陶豆、罐、．鬲、筒瓦等。
‘

。

82年元月，北京大学及南阳地、市有关部门

作了进一步调查，采集一些标本。该遗址由

厂长期用土，损坏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大

-／／
l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