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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收编范围：

l、本志文物的收编年限，从旧石器时代起至一九四九年。其实物基本上保存于本县。

2、本县的重要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包括馆藏文物、寺藏文物)均收。

3、本县名胜古迹和民族、民俗文物。

二，本志结构分章，节、目，图、表，照片分别插入各条目中。

三、本志共为九章、一附录，按志书体例以文物类别为主，各类中按年代次序编撰，

其中南华寺、韶石设立专章。

四、凡历代称号一律使用通称，如唐、宋、元、明、清等，凡朝代纪年一律使用

帝王年号，并夹注公元，凡旧地名均夹注现今地名；用现今地名者，必要时亦注明旧地

名；人物直书其姓名，官职，一般不加褒贬词。

五、本志立足于“物"。以文物普查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并参考以往的调查报告

和研究成果，力求简明准确。对于遗物、遗址的鉴定，力求做到结论可靠。意见和看法

难于统一的，则以一说为主，他说并录。

六、编著本书时，曾参考了有关文献、文章、回忆录等。凡引用原文的‘均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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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曲江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代遗址遍布全县，其中有闻名中外的旧石器时代中

期的“马坝人"头骨化石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峡文化”遗址，说明曹代先民们早就

在这里生活、劳动、繁衍。他们创造了不朽的业绩，留下了丰富的遗物、遗迹。历史人物

中有不畏强暴、屡立战功的南北朝武将侯安都；有鲠直刚方、品格高尚的厝贤相张九龄，

有蔑视权势、抗颜直谏的宋尚书余靖。唐代诗人韩愈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曲江山水闻

来久》的名诗。禅宗六祖惠能曾在南华寺大倡顿悟法门，成为“南宗，，之祖。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大本营，曾设在我县；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朱

德，也在我县留下了光辉的革命业绩。在近代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还出现了以

欧日章、梁展如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人物。在十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保留下来的这些遗

址、遗物，是祖先勤劳智慧的结晶，是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也是我们进行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它将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民

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挥聪明才智，以更大的努力去开拓光辉的未来。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历经沧桑保存至今，实为不易，用文字准确地把

它们记录下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编写《曲江县文物志》，在省、市文化主

管部门的直接领导和协助下，我县组成了普查、编写小组，从1982年3月21日超开始工

作。先用九个月时间，对县属各乡、镇、村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文物普查．共发现遗址，

遗物地点97处(其中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43处)，1983年又对一些较重要的遗址作

了重点复查。1984年3月1日，曲江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曲江县文物志》编纂委员会，并

着手进行编写工作。

编写文物志是一项新的工作，限于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足，学术水平不高，书中难免

还有纰蔼、谬误之处，诚望专家学者和同行友人多多赐教撂征。

《曲江县文物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市和兄弟县领导、业务部门的关杯和帮

助，在此，谨袭深切的谢意。

曲江县县长蔡传仗



序 二

“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这是唐代大名家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将入韶寄韶州刺史张蒙的一酋’

诗。诗中道出了曲江是个久已闻名的胜地，表达了诗人期待访游的心情。

今天，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曲江县文物志》，可以断言其丰硕之内容，已远非当时

图经所能比拟。

曲江自汉唐起，便是岭表南北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同时，也是粤北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的一个中心。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韶州条指出： “府唇齿江

湘，咽喉交广，据五岭之口，当百粤之冲，且地大物繁，江山秀丽，诚岭南之雄郡也。”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曲江发现的许多文物古迹、尤其是一百余处先秦文化溃

存，则是史乘阙载，或语焉不详的。应当说，这是省、市、县文化主管部门领导；重视文物‘

考古事业，以及许许多多文物考古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如若不是他们长年累月，深

入实地，不辞辛苦，孜孜以求，认真调查，细心发掘，即使地下蕴藏的文物再丰富，也

不可能使它重见天日。靠马坝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对研究直立人演变到早期智人提供

了一项宝贵材料，它“不仅扩大了中国远古人类的分布范围，而且填补了我国人类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吴汝康．1 9 7 9年)，从而揭开了广东历史的第一页。以石

峡遗址下层及一百座墓葬为代表的矗石峡文化”，不仅是广东田野考古的主要成果之

一，同时也是广东被列为全国新石器时代的两个考古学文化之一。它的发现，为我们进一
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

我们探索这_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一

要环节"， “石峡文化不仅可以作为岭南地区新石器对代晚期文化的一个典型，它还为

我们研究原始社会解体总过程的阶段性发展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苏秉琦．1 9 7 8

年)它既是以粤北为中心的一种自具特征的新石器晚期原始文化，又是百越先民中物质

文化相当进步的一支，其与江西“樊城堆文化”、湖南湘水流域、闽西地区的原始文化，以，

及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有传说舜帝登山奏乐、摩

崖石刻和古迹遍布山寨的韶石山，‘禅宗六粗得法南归，长居曹溪说法、古建文物堪称粤．．

北之首的岭南名刹南华寺，省内迄今仅有三处(曲江、英德、遂溪)发现的南朝波斯(

今伊朗)银币等等，都足见曲江文物之丰富、重要。

《曲江县文物志》内容丰富，包罗广泛，编纂得体，文图并茂。门类有遗址、墓

静、建筑、石刻，民族民俗文物、革命文物和馆藏文物等，尚有概述和大事记，体例上

以横纵为主，横中有纵，上下左右，纵横得体I篇章节目，井然有序，在条目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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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材料翔实，断代准确，立论稳妥，文字简明。可谓溶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知识性予一体，贯串古今十万年、幅员三千平方公里子一书，堪称是曲江一朵奇葩l

太平必修志，盛世期斯文。编纂史志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继往开来的光荣

使命。文物志要求我们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涉，将全县一切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

值的文物，真实地、科学地、系统地记述下来。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发扬光荣革命

传统，服务于当前“两个文明，，建设，启迪予千秋后代。

我们相信，《曲江县文物志》的编写出版。将为今后搞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加强

科学研究，促进旅游发展，进行爱国爱乡教育，以及在“补史之阙，参史之错，详史之

璐，续史之无，，方面，起到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正如《寄远方》一诗所云： “故乡风物

赦乡情，故乡文物故乡人。愿君把卷从头读，千里家园一夕亲。"

由于我们对曲江县的文物和文物考古工作怀有深厚的感情，故不揣浅陋，写下这点

感受，或可权充一序欤?!

广东省文物志编辑室倒主任杨式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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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概述

地理概况

曲江县地处粤北中部的北江上游，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曲江县总面积为3185平方公里，县城东去9l公里接壤始兴县、南雄县界，南去lO公

里接壤英德县、翁源县界，西去46公里接壤乳源县；北去50公里接壤仁化，乐昌县。金县

有23个乡、镇，1758个自然村。总人口为34．2万，有汉、瑶两个民族，其中瑶族2640多人。

境内地形复杂，四周高，中间低，呈碟状。丘陵地带占全县总面积的52％。山高一

般在海拔200--,500米之间，最高峰为罗坑乡的船底顶，海拔1758米。

全县有耕地面积34．7万亩。土地大致分为；丘陵垌田粮油区，沿河两岸粮食，经济

作物区，及以粮为主、粮林结合的丘陵粮林区。

全县交通以陆运为主。京广铁路贯穿南北，另有连通曲仁煤矿、韶关钢铁厂、乌石

电厂、大宝山矿的四条专用支线。公路干线220多公里，地方公路800公里，贯穿县内各

乡、镇。水路交通古时戈|l为东、南、西三水。东水主流为浈江，支流有仁化河(锦江)

黄坑河、灵溪河、枫湾河(黄浪水)；西水主流为武江，支流有重阳河。演、武两水在

韶关汇合为北江主流；韶关以南称为南水，其支流是龙归河(江湾、续源二水汇合)、曹

溪(马坝河)、渲溪(樟市河)等注入北江．

县境内资源极为丰富，林木生产主要有。松、杉、樟、毛竹等。山林覆盖面积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59．2％，是省林业重点县之一。矿产资源主要有铜、铁、钨，锡，煤及其

它稀有金属。农副产品中的冬菇、草菇、南华李、马坝油糙米驰名港澳。

第二节 历史沿革

我县历史悠久。“马坝人”和“石峡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了先民们早就在这里

生活、劳动、繁衍。据旧文献记载，曲江县境禹贡杨州之域，春秋时属越，战国时属楚，

秦属南海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置曲江县，初属桂阳郡，后属荆州(见《汉

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县城筑于今韶关市东莲花山，始名“曲红县力(见

旧《县志>。“曲红一两字又见于《乐昌县志》东汉周府君碑及南华寺钟楼下石碑)。后因境内

“江流回蓝"，·浈、武二水抱城”而改为“曲江县"(见《元和郡县志》、《水经》郦道

元注)。三国孙吴甘露元年(265年)，为始兴郡(郡址在曲江)郡治，两晋仍之。隋开皇

九年(589年)改东衡粥为韶州，治曲江。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番州，寻改东衡

州辖，宋宣和三年(1121年)属广州东路韶州始兴郡洽。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属海北

广东道韶州路辖，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属广东布政使司韶州府辖。辛亥革命(1911年)

推翻清皇朝，次年成立民国，曲江属南韶连道管辖。1949年lo月7日曲江解放后，属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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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人民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历代县府均设在韶州城。1952年曲江县与乳源县合

并．1959年1月又与仁化县、韶关市合并为“三县一市"——韶关市。1961年县，市分

开。1965年，曲江县府迁至马坝镇。1975年韶关市升为省直辖市，曲江县划为韶关市直

辖县。1983年“地、市合并"，曲江县为韶关市辖县．

第三节 文物分布

曲江是粤北的文化中心，文物遗存较多，上下lo数万年，纵横各乡镇三千多平方公

里。

旧石器时代遗址或遗物点，主要分布于石灰岩地区的岩洞中，如马坝镇的狮子岩、

矮石洞，马鞍山、禾镰石，罗坑乡的桂龙岩、自石庙岩、大岩；大塘镇的梅花寨，枫湾

镇的骑马石、大岩角；灵溪乡的石米场和龙归镇的飞鼠岩等。

新石器至夏、商时期的遗址及遗物点则遍布各地，比较集中的有马坝、龙归、乌石、

樟市、周田、重阳等山岗台地和沿河两岸，古村落和古窑址不多，且范围不大；古冶炼

遗址多在山区，规模最大的是沙溪岑水铜场，古窖藏多为铜钱，年代最早的有汉“五

铢，，。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窖藏古物也伴随增加，其中马鞍山的西周铜饶为我县所仅

有，古墓葬全县各地皆有，但比较集中的，要数马坝、乌石、周田，犁市等镇。年代最

早的为新石器时期，且遗物较多，古建筑除南华寺外，其他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

的更是名存实亡或改作他用。韶石山中的一些岩庙和风景林几遭毁坏。

附；曲江县文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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