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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的文物普查工作从1984年冬在临澧县进行试

点开始，至今已有三年，全省104个县、市的野外调查工

作已经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物调查工作，全省

有专业人员和文化站辅导员等3171人参加，共查出古文

化遗址五千三百余处，古墓葬六千四百余处，收集流散

文物三万余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通过全省文物普查，宣传贯彻了t文物保护法*，基

本上查清了各地现存文物的家底，为今后文物保护管理

和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这里腥咀的是各地在文物普查

中发现的部分重要文物和近几年的考古新发现。现简介

如下。

首次发现旧石器。1987年5月，在新晃侗族自治县

的柏树林村、江口、曹家溪等八个地点发现有旧石器一

百余件，以砍砸器居多，还有刮削器、尖状器(罔一)

和石片、石核等，九都出于网纹红土之中，其地质年代距

今约五至十万年。这一发现，不仪表明数万年前这难已

有人类活动，而且填补了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占的空白。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有九百余处，无论就时空

说来，都大大地拓展了，并且有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挪

从时间上往前追溯，在澧县，临澧，石门、慈利、桃源、

津市、华容、常德、长沙、湘谭等县、市，都发现了一

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中有些属于皂市下层文化(距

今七千多年)，或时代上相当于皂市下层文化，有些更早，

其中最重要的有澧县彭头山(图二)遗址，年代距今九

干多年，迸有李家岗、黄家岗、临澧金鸡岗，胡家屋场，

妊沙县南托大塘等遗址。在湘中，湘南地区的益阳，亍H

罗、平江、茶陵．株洲，沅水流域的常德、桃源、麻阳、

辰溪，发现有属于大溪文化或与大溪文化时代面貌相近

的遗址。原来新石器时代考古处于空白地带的湘西自治

州、邵阳、郴州等地区，这扶均发现了村{当于龙山文化

时期的遗址。

在开展文物普查之前，我省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发

现甚少。这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商周遗址一千五n余处，

大大加速了对我省商周时期占文化的认识进程。岳阳铜

鼓山瑚罗樟树潭、罗丝山等内涵丰富的遗址，有可能勾划
出湘江下游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发腥序列。澧水流域的一

批遗址，庶几可以把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这条线连缀

起米。从湘东平江、浏阳至湘南街阳，郴州及零陵等地，

市，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几何形印纹硬内

(图三)，展示了南方土著文化的丰富多采及其变化发展。

商周时期的铜器和玉器也屡有发现。如桃江的商代

青铜铭文铜卣，株洲的西周铜铙和铜簋，衡阳的提粱卣

和大批玉器，以及衡南、株洲，衡山等地出土的铜铙、

铜1日钟等，有的具有中原铜器风格，有的表现出地方特

点，显示出湖南商周青铜文化的多采多姿。

春秋时期一批古越族铜器的出土十分引人注¨。湘

潭县荆州乡出土有一件青铜提粱卣，形体大，胎质薄，

上面铸满蛙、鲨鳅、昆虫及类似鳄鱼的多种动物(封面)，

反映了湖南地区古越族的铸铜技术的高度水平。

岳阳县筻丌发现的一雎春秋中期楚簋中，}Ij土有成

套的楚式青铜礼器鼎，篮、盏(图四)、盘、瞳，盂、匕，

说明至迟在春秋中期楚人已到达洞庭湖东”。益阳的春

秋晚期楚墓中也if{上鼎、篮、敦、缶等楚式青铜礼器。

近几年各地发掘有一大批战国楚墓，出土有大量楚

文物，其中虽重要的有桃源三议港出土的铭文锕鼎、带

柄矛，慈利出土的=^：批竹简、兵器，汉寿县出土的铭文

铜戈、彩绘术俑。澧县、l临澧、茶陵等地，还发现有一

批战国时期的楚国城址。这些发现大大丰富了研究楚文

化的内涵。沅葭县窑头发现的一处战国至秦汉的遗址，

山土有大量瓦当、筒瓦等遗物，附近还有数Tr座战周秦

圈一新晃柏树林村出土的B石器

囝二盟县彭头山出土新石器时代早期陶罐

汉墓葬，因此，这里有可能是黔中郡的郡治。

这次文物普奄和近几年的考r～发掘中发现的汉唐时

期的文物，遍及全省备地。其中精品有夫庸市汉墓中出

土的铜{l{j、术牍，一些地方窖藏出土的汉五铢钱范、铜

壶、铜镶壶等。湘阴、望城等地发现有东汉至三国时期

的青瓷窑址，说明早在东汉时期我省就己生产青瓷。{{{j

刚县城关一座三同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瓷器，即

是当地的产晶。长沙岳麓山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有自瓷

洗、鎏金银器，金梳等文物精品。

八百余处朱元明清占陶瓷窑址的发现，是这次文物

普查的又一重要收获。窑址几乎遍及全省各地，反跌湖

南当时窑业之盛。其巾较再要的有来硝县磨形乡和衡东

县小初多的南’未青自瓷窑址、衡东县甘溪的南宋高温彩

釉绘花瓷窑。

沅陵县双桥儿代黄澄存失妇墓的清理，是我宙近几

‘r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墓中出土大疑丝麻织物的衣、

袍、裙、衾被等，特别是出有“至元通行宝钞”七张和

印刷的广告两张(图六)，这对研究元代的商品生产具有

巫要价值。衡南、泄县、益附等地fl{土的元代窖藏金银

器，制作甚精，有的有制作年号和物主姓名(圈五)。明

代的珍贵文物有会阿县的洪武二年和十一年由宫廷发给

管军千户所镇抚王美的任命两件，有衡阳的·南岳七十

二峰图卜一件。清代文物中有湘潭等地的契约、安化的两

江总督陶澍的自题画像(闺七)等难得的珍品。明清时

代的碑刻、古建筑等发现很多，碑刻中涉厦铜矿封禁、

苗族婚姻习俗、救婴及寺庙书院修缮等许多方面，是研

究地方史的好史料。

近现代文物珍品更多。l9lj年卖用贼袁世坷【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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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网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t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喁人

民愤怒声讨，醴陵市发现的4誓。IH耻”的白瓷笔筒

(圈八)便是这次讨囊浪潮中的一件物证。笔筒是由“醴

陵人民提倍国货救闱会”赠给“醴陵学生国耻讲演比赛

会”作奖品用的。反映北伐战，f}、农民运动、第二次lq

内革命战争，红军长征等的≈’Ⅳ、马刀、印曝、货币、

标语、烈士墓志、胛址很多，其中有一仆在平江发现的

结婚证书，是i 936年6 Jj l 5 Ij Ih“q1华讲．维喷共和H湘

鄂赣竹苏维埃政府”代I土5务部长发给甲江李俊蹦(男)和

陈吉明(女)的(图九)，这是研究第二移(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推行新婚娴制度的m要资料。这次

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名人下迹甚多，如有如；X棠，彭玉麟，

何绍基、于右任等人的书ilIli，有孙中Jl【1j在目l上的。博

殛”手迹，有够德怀1955；,b't}给囊散的摩笔佑，信中说：

“在任何【．作岗位上都足为人民服务，都是闻家建设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因而都是光荣的”(嘲1．)，譬令仍lr现

实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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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二月岛黔东南文物志竹第一集出世后，得到了

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读者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提出

许多宝贵意见，对我们的编纂工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编写“黔东南文物志"第二集中，我们在原来对文物

进行普查、复查的基础上．今年四、五月份又对我州的地面

文物和流动文物进行了一次补查。这次补查不仅发现了许多

珍贵文物，还核实了过去一些不成熟的文物资料和掌握大量

新发现的文物资料，给完成第二集文物志的编写工作奠定了

基础。由于编作者的一致努力，第二集也出世了。

本集收录了部分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收录

了虽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文物

单位志稿共八十八篇。其中古遗址三篇，古墓葬及历史文物

墓十九篇，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二十七篇，摩崖石刻

十八篇，革命遗址，遗迹及纪念建筑物十四篇，馆藏文物七

篇。分类按年代为序排列。

本集编入

志稿，尚待努

出世后，继续

人士和各县文

县、市文物多而缺

料编入志书，本集

熟悉黔东南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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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编纂水平有限，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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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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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秉‘诸葛洞纤道

成文魁

诸葛洞纤道，在施秉县城东6公里的苗寨菜花弯脚。位

子湃阳河风景区诸葛峡入口处。系湃水诸葛，龙王两峡平湖

五十里仅有的文物荟萃地。

该地悬崖绝壁，险峻挺

拔。在长402米，宽约6米，

落差高约20米的河谷中，有

滩三重相连。河中礓石相

架，鳞次戟列。船行其中，

“如入蓬底，如居瓮中，不 诸葛澜纤道穿石系缆孔

见天日一，故又名。瓮蓬洞”。 彭永寿摄

历来木船过此，无论顺水、逆水，均需拉纤“盘滩纡(即

在滩头或滩脚，先将货物卸下，空船过此，再行装运)。

纤道在“洞滩’’两岸，视地形或依岩凿蹬为径，供纤夫

爬行，或以青石方料(石大者离O．86米，长1．5米，宽0．86

米)，或用石灰拌砂砾镶砌而成。北岸纤道由滩头至穿石系缆

孔，全长402米，宽0．9—3．2米，高0．83—3．2米。南岸纤道

由头滩至二塘口，全长420米，宽1．2—3米，高l一3．5米。

两岸纤道，因船为车代，年久失修，有的为洪水所圯。现北

： 1．。



岸尚存镶砌完整的纤道一段，从二滩口至雷公锤，计98米，

南岸尚存119米，在二滩脚以下·原滩头两岸纤道傍，均备

有直径0．3米，高0．5米圆石桩为放船下滩，挽缆减速之用，

现己无存。

北岸纤道二塘口前，面对飞瀑四潮水，在一长7．8米，

宽6．2米，露出水面平均高2．1米，计11．55米巨石上，古人凿

有一系缆孔，并于左侧题刻“五子桥"。其孔上口宽0．4

米，长0．52米，孔下口宽0．46米，长0．39米。 “孔桥黟面宽

0．46米，上孔距桥面厚0．8米，下孔距桥面厚0．4米I上下孔

底长0．9米。该孔可容人蛇形出入，孔上方为缆绳所勒，

光洁如玉，中有勒痕深陷0．06米，为千百年缆石相磨而

成。

湃阳河系五溪之一，为历代开滇黔赖以转运粮饷之通道·

皆因瓮蓬碍舟，历代均有开凿。据明万历《黔记》沿引旧志

以及清乾隆《镇远府志》所载· “相传武候南征，欲凿瓮蓬

洞以通漕运。常驻扎于此。帮元成宗十一年(1307年)，都

梁人唐中立曾有题刻于江中巨石。明弘治三年(1490年)，湖

广布政司参议王偕镇远知府周瑛，曾诣武候祠祭祀。景泰年

间(1450—1456年)，青浪参将安顺，成化六年(1470年)，

都督彭伦等，均开凿，“竟无成功”。万历辛丑年(1601

年)，贵州巡抚郭子章，亲临此地，题镌多处，并“总名小

武夷，而刻于洞口石壁上。一天启年问(1621w1627年)，

总督杨述中，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兵部尚书洪承畴，

总督赵延臣，巡抚卞三元，指令镇远道徐鸿业、菩q将王可

就，复加疏竣·民国时期，亦不断清理。该洞滩均因石还本

位，水归1日流，面时通时塞。直至解放后，人民政府于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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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年，拔款打通“石门坎

北岸纤道，在一站一卧

两巨石上，历代争刻累累。

尚可识者，有明成化十七年

(1481年)之穹碑型刻石摩

崖“永定河记’’，和“民国

十年(1921年)朱嗣元所题

刻之大型摩崖。停蓄渊深”，

笔力饱满雄健·此外，还有 诸葛洞纤道 彭永寿摄

基庆十四年(1809年)“邱大齐"题刻，以及“百子千孙一

等摩崖共六处·

诸葛洞纤道其地，实为一胶运露天博物嫡。它对于研究

沅江上游五溪之一的湃阳河航运史，具有一定的历史和实物

参考价值。 ．

1985年8月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己下文公布其为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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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秉金钟山

成文魁

金钟山，位于施秉城东南马号乡杨家弯，与台江县施洞

口隔清水江相望，索有“苗疆胜境’’之称，为施秉第二高

山。主峰海拔997米，左右各有三小峰，渐次低矮，并列成

排，占地约900余亩。

·该山园耸插天，浑石生成，四时如刀斧新削，通体不

毛，与方园数百里之山，全然不同。因其形似铜钟自云中下

扣，故名。

金钟正面，前人掘蹬为径，约一百二十级，旋绕攀援，

面壁而上，侧面，亦有小径自皮摆方向来，依山就势，凿辑

为径，窄处仅可容足，约二百级。山顶平地二亩余，原有古

庙，正殿一栋三间，后殿一栋两阀，供奉神像，房顶有一园形

钟楼，悬挂大钟一口。正殿左侧，有一拣一间僧房，屋外凿

有两眼石井，接天水以备用。石井一大一小。大井长2．25

米，宽1．95米，深1．2米，小井长1．36米，宽1．15米，深0．5

米。两井之间，有水槽连接，大井略高，水满溢入小井；小

井紧挨僧房。

半山腰处，有泉水冒出，粗如镰歹J把，一年四季，无消

无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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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竹山 张幸方摄

书I传盒钟山与凯照香炉山，术是一对夫澎，夜从东方迁

让if【f泉，衙竹水江上竹。香炉是夫，行动和索，已连到凯里

附近，丽金钟是窭，一手各牵三予，行动迟缓，走到杨家

湾时，n日鸡呜而止，后化为石。从此，便永远站在那里。夹

坐州地，遗避树对。平时，叠雾缭绕，金钟似犹聚风腑奎而

去，与香炉纠聚I每当云敞雾开，晴空丽日，登临韩上，可

见香炉山山顶。

据《茁疆M见泶稿》记载，戚同年；tJI。“楚军进取施洞

口-电兵于此，实_仃腊商临下之势”。盒钟山也是礴政府铍

远甜K起义的一个物证。

解放时．每年六月十九日，邻近的白江、剑河、铍远、

三三穗等址l：i『米剀山艇会之人，络驿不绝。该山圬t有庙Ⅲ，并

有僧人住持。解放腑，僧人他拄，庙渐破败，“文革”中被

拆毁，现仪遗址。

金钟山脚￥r金钟j曰，洞口宽约7米，洞中钟乳石射，可

供辨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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