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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琼山县文物志》记载7我县从新石器时代“来的主要

文物古迹。从速本志书中可噬窥见我县历代的政治、经济和

艺术的历史轮廓，可咀7解我县历代劳动人民是如何甜遗物

质文明与精神吏明的。我们要继承我县的文化遗产，研究我

县的社会发展史。进行历史唯物主叉和革命传统教育。

我县何时有先氏?从我县文物的出土与分布情况来看。

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速块土地上

生息繁衍7 o到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

使波将军路博德蒂县平定南越，设置九部，其中珠崖郡就谴

在我县境内。连夸，我县遵谭镇东谭9还保存着斑崖郡治

的遗址。我县是海南岛历代郡、州、府的重要所在地之一，

是全岛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一。之一。随蔚海南岛的社

会文化发展，我县在宋代中叶Ⅸ后，使出现T“主物斑斑．

已有足棹”的鼎立局面。特别是到7南宋与明代，我县更是

名骨辈出，如白真人、邱涟、海瑞等。

由干岁月的流逝，加上兵篼摧戏，大部分文物散失．古

避最无，至今进行历吏考证十分困难。如果这些幸存的文物

古连，不进行保护，邢幺后人要是无法解释我县四千多年来

的各种历史现象了。为T更好地发掘，整理、保护历史文枷

和革命文物，我县文物普查办叠室的同志，经垃两年多的点

掘。在全县范田内．开展文物普查工作。井在逮基础上，蝙



写7这表志书。逭本书的出版，将曲我县文枷古迹的保护扣

研完工作提供7重鲁的历史依耱。希望我县的文物保护与研

完工作，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新的贯献。

林尤芳

1989年元月干琼山善府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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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凡例

一、我县于1984年至1986年进行了全面文物普查工作。

本书根据普查成果并参阅旧志编写而成。

=、本书仅志我县文物的情况，不涉及姑他。编写时以

物叙事，以物志人。上限自新石器时代，下限至1949年9月

30日止．有少数篇章跨越这个年限。

三、本书历代称号，沿埔通称，如秦、汉，晋，}}f、

唐、宋、元、明、消、民园等。朝代纪年用帝王年号，加注

公元。民国以后概用公元纪年。

四，本书按文物的性质别类分为九章，每章的条文多数

以文物的历史年代顺序编写，并附照片。碑田章所抄录帕碑

文．加注标点符号。

五、本书为资料性质，收录时尊重资料性，地方性、科

学性，实事求是记录文物的历史和现状，不加褒贬评说。

六，本书所引用史料，以宣统《琼山县志》为准，故正

文中不再赘洼“宣统”两字。至于引用别的旧志文献时·概

注出处。



第一章概述

建置沿革

琼山县位于海南岛东北部，南渡江下游，北临琼州海

峡。是岛内东线交通必经之地。全县面积1915平方公里，人

17152万(据县统计局1985年资料)，华侨lo多万人，妊海南

侨乡之一。现全县设25个慎，两个乡，4个农场，县政府驻

府城镇。

琼山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球崖郡玳瑁县。始

建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距今已有2096年．此

后，琼山县便成为历代耶、州、府所在地，直至氏m20年代

以前是海南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双元帝韧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珠崖郡，撤玳瑁县．
设朱卢县，属舍浦郡。

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改朱卢县为珠崖县，属高
州台浦郡。

三国赤乌五年(242年)复设珠崖郡兼置朱卢县，珠官

县。Ⅸ琼山县志》称； “朱卢、珠官两县在今琼山县之袭，

古迹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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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太康元年(280年)废珠崖郡，设合浦郡朱卢县。旋

后叉改朱卢县为玳瑁县。

南朝宋元崭八年(431年)复置璩崖{f|：，省玳瑁县，设

术卢、珠官两县。不久又废珠崖邢，以术卢，珠官两县属越

州台浦郡。

齐朱卢、珠官两县仍属越州台浦郡。

粱普通四年(523年)拆越州置台浦郡，仍设朱卢、

珠官两县。

陈沿粱制。

晰开皇年间置崖州颜卢，武德县(县治在今云龙镇境

内的陶公山下)六业三年(607年)置琳崖郡颤卢县(县治

在今县东二十里处)琼山县地跨颜卢、武德二县。

席武德五年(6220F)颜卢县改名颜城县，武德县改为

平昌县(县治移往安知乡何恭都谭步村)。琼山县为颜城县

地，与澄迈、临机平昌同属崖州。州治i殳颜城张吴都颜村侧

龙卢洞(即今之灵山镇大林乡多吕村)古迹依稀可见。

贞观元年(627年)，颜域县改名台城县，又射台城一

部分地方置琼山县。琼山县名由此始。因县南60里白石都有

一座自石山。土石皆白如玉两润，遂名琼山。县名以此山命

名。县治设白石都。令琼lIl县地跨古琼山、舍城两县境地。

贞观五年，划崖州的文昌县地，设石安、富云、博迈三

县与璩山、临机五县置琼州，琼州名始此。州治设在琼山。

舍城届琼州。

贞元五年('／89年)岭南节度使李复派兵镇压琼州辖下

的琼山等五县少数晁族起义，设都督府管辖原璩州各县。

五代时，海南属南汉。琼山县仍属琼州·为州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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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宝五年(972年>点置含城县，将振州改为崖蝌，
将原米的岸州椎地归属琼州。这时琼山县与台城、临高、乐

会、文昌、澄迈等岁：县同属璩州，州治移今府城。

熙宁六年(1073)改琼山县属琼管安抚司。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琼山县属琼州路安抚司。

至元十七年琼11I县届海北海南避宜慰司。

天历二年(1329』F)璩山县『崮璩州路乾宁军安抚司。

明洪武=年(1369年)，撤销安抚司，改为琼州，并撤

铺琼山县，原琼小县地属琼州。

洪武三年升琼州为府，统领海南备州县。恢复琼山县，

属琼州府。

清朝沿明朝旧制，琼山县届琼州府。

R冈六年(1912年)琼山县届广东琼崖道l 1921年琼山

县羁琼崖行政区域务委员会}1936'f,E秋后琼山县届广东第九

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7年，分琼山、定安两县地丑新

民县}1949年四月，琼山县属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同年

12月，将吼嚼的自沙、秀焚等卉乡锁割为海口市。

琼山县于1950'4F 4月23日解放，县治设府城镇，初届海

南军政委员会。1958年，琼山县并入海口if，，1959{'F10月恢

复县建制，属海麻行政区公署。

1988年4月海南省成立，属海南省。



囊■沿簟寰

年 代 公元 建制 隶属 备注

唐虞 南交地

扬州、趣 南越地 f三代(夏商周) 州、边远

奏 象郡 始纳^巾国版图

汉元鼎六年 前110年 交趾

元封元年 前111年 玳瑁县 菲崖郡

初元三年 前46年 柬卢县 台浦郡

束汉建武十九年 d3年 粜崖县 台浦郡

三国吴赤鸟五剥2t2年 粜卢县， 璩崖郡
珠官县

晋太康元年 280芷 朱卢县、 台浦郡 旋后改朱卢为玳瑁
菲官县

南弱朱元嘉八年 {31年 粜卢县、 臻崖郡
旋废珠崖郡。以朱卢

珠官县
一

县，珠官县属台浦郡

齐 朱卢县、 台浦郡 越州
·璩官县

粱普通四年 633定 策卢县 台辅嚣

大周年间 535一，考鑫蠡 崖州

踪 同粱建制

隋开皇年间 武德县 崖州

路大业三年 607盔 黥量 珠崖邪

唐武穗五年 622年 颤城县 崖州

贞观元年 627焦 崖州 拆舍城置琼山县舍城、
掠山县



续上袭

年代 公元 建制 隶属 备注

天宝元年 782芷 琼山县 璩山鄂

乾元元年 752年 琼山县 廉州

五代 琼山县 璩州

朱开宝五年 972芷 舍城县 琉州 熙宁四年省舍城

熙宁六年 1073燕 京山县 琼管安抚司．

宣和年问 臻山县 安抚都监

元至元十五年 1378拒 琼山县 湖广行中书
省

至元十七年 1260芷 琉山县 海北海南道
宣慰司 I

天历二年 1629篮 琼山县}薹型肇馨言．
咀洪武元年 1366拒 琼m县蓉翦≯
洪武二年 1 609芷 琼山县 广西埭州存

洪武三年 1370燕 琼山县，客套磊塞书i
情 凉山县I毫鬟道赢州l

民国 璩山县 广东琼崖道一

1960燕 琉山县 存毽!I
率华人民 1959燕 海口市 存轰鲞海南l 井人海口市

共和国 1960鲁 京面羹霾黼l恢复籼县
1988年 藏山县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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