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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黔西南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南、北盘江环流其境，各族人

民赞之为．“银河宝山"。：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勤劳的

各族先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经过悠悠岁月，创造和发展

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这

些文化遗存是黔西南历史进程的真实见证，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光

辉纪录。

兴义猫猫洞出土的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命名为搿兴义人”的古人类化石，是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区

域性文化起源，发展、分布的重要依据；绿荫塘生物化石区发现

的“贵州龙”、 “东方肋鳞鱼”等古生物化石，对研究贵州高原

古代生物的发展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普安铜鼓山文化遗址

的发掘，为探讨夜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万屯汉墓群、

交乐汉墓群出土的大量文化遗存，是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文化

的宝贵史料； “明十八先生墓”、 “马二元帅府”、 “仁学会遗

址”、 “万人坟”、名人故居等文物，昭示了黔西南社会历史的

演变、风云人物的盛衰荣辱；一大批古建筑，石雕、石刻、摩

崖、崖画，体现了黔西南各族先民的聪明才智；中国工农红军过

境时和中共地下党在黔西南活动期间留下的各类革命文物，是革

命前辈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它激励着各族人民在“四化”的征

途上誓行新的长征。 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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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编写这本《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志·文物志》，是为了提供确凿的史实和物证，让人

们深刻地了解过去，·热爱现在，幢憬未来。我们深信：这本志书

的问世，必将增进人们对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进一步了解

和关注，从而使人们对尽快开发“银河宝山”充满热情，充满希

望，充满信心，并为之作出努力。

编写文物志，是盛世修志的需要，更是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一重任，才能无愧前贤，后启来者。

正是本着这个要求，州史志办对全州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征集和

认真整理，勘校工作，率先编印成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中共黔西南州委秘书长 康后元

一九八六年九月



编 写 说 明

。一，本志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 (以下简称《黔

西南州志》)的专业志，其编纂指导思想、原则及度．量．衡，

简化汉字、记数、标点符号的使用等，皆按全志“凡例”的统一

规定。

二、本志断限：上限不限，下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85年底。

三、本志收录范围：黔西南州境内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选择部分入

志。未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各类文物，视其历史、科学，

艺术价值，择其重要的入志。文物藏品方面除收录州内各文物管

理单位的部分藏品外，对在黔西南州境内出土的现藏外地文博单

位的藏品和已登记的流散文物，也择其重要的入志。部分已毁于前

朝或旧志虽有记载，但实物难详的文物，以材文物存目一览表”

录于志文后。末入本志的民族、民俗文物，另在《民族志》中记

述。

四、本志分三部分：序，目录，概述为第一部分；黔西南州

文物分布图，志文和文物存目一览表为第二部分；文物工作年

纪，参考书目，编辑，撰稿、摄影等人员名单，后记为第三部

分。

五、本志分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文物



分类的精神，共分六章：即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崖画、石

刻，革命文物，文物藏品。章内按文物类别或时序、质别，用

途、器形等分设若干节，节下设目，分三个层次记述。

六、关于文物工作大事和文物管理机构建置，在文物工作年

纪中记述。

七、所收录的碑文，原文均无标点，今标点为编者所加。



概 述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位于贵州省

西南边陲，是黔、滇、桂三省(区)接壤地区，南、北盘江环流其

境，素有“黔桂锁钥”、 “滇黔锁钥”之称，总面积一万六千七

百九十六平方公里，辖兴义、兴仁、普安、晴隆、安龙、贞丰、

册亨，望谟八县。 ，

黔西南州是一个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地区。’各族人

民的祖先在开发黔西南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

代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物。这些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遗存，是黔西南各族人民谋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见证。马克思

主义认为：没有实证材料，就没有历史。文物是历史科学研究的

第一手实证材料，对于再现历史现象j。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帮助

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以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都具有其特殊作用。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

的法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黔西南的文物古迹遭到空前的破坏。直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文物工作又提上了各级党委和政

府的议事日程，特别是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后，文物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新局面：全州组织了一百四十余人的文物普查队伍，对黔西南



州境内四百三十余处文物古迹作了实地调查，征集文物、拍摄照

片、捶拓拓片、整理文物普查资料、举办文物展览，等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先后公布

省、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百二十四处，省级十七处，州

级二十六处，县级八十一处。州及各县先后都成立了文物管理委

员会，其中，安龙、贞丰，兴仁、册亨、普安等县还建立了文物

管理所。贵州省博物馆对几处古遗址及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各级人民政府拨专款对一些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部分处于危险状

态的古建筑进行维修。在文物复查工作中，还为社会上的一些流

散文物造册登记，基本上摸清了黔西南州境内各类文物的分布、

历史、现状及其价值。使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珍贵文物，重见了

天日，r使一些濒于毁灭的文物得到了保护。

现根据几年来文物普查和复查的工作成果，编辑成《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文物志》。本志收录州境内各历史时期遗

存在社会上和已被发掘出土的各类主要文物。通过对这些文物的

记述，寻根溯源，可看到黔西南历史发展的轨迹。

兴义县顶效镇的绿荫村，以古脊椎动物化石丰富而被誉为

“古生物化石宝库”。其种类和数量之多，受到国内许多专家、

学者的重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粗略统计其

标本竟达130多个个体，以这里发现的古脊椎动物化石而命名的

新属新种有五个。这些古生物化石的发现，对研究区域生物进

化、生态环境以及地质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

1975年发掘的“猫猫洞遗址”出土古人类化石之多，石器之

丰富，骨器数量之大，制作之精致，在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同类

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在国内也十分突出。因而《中国古人类画



集》将该遗址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兴义人"，文化遗存命

名为“猫猫洞文化”。到1 985年底，黔西南州境内又陆续发现同

类型的遗址三处。这些遗址，内容丰富，对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的区域性文化起源、发展、分布等方面提供了实物佐证。同

时也证明远在一万二千多年前，“兴义人”就在这里劳动、生息、

繁衍。

1 980年以来，在兴义县的巴结镇、箐坡乡先后出土的圆弧状

刮削器和有肩石砗等磨光石器，是新石器时代具有地方特色的典

型器物。据l 9 81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载： “有肩石

磷、带肩石斧等⋯⋯，可能这些都是古代越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

物⋯⋯?。因此，这些器物的发现，为研究黔西南地区由旧石器

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演变提供了实物史料。 、

随着历史的发展，黔西南青铜文化的区域特色十分明显。迄

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有铜车马、羊角钮铜钟、编钟，一字格曲

刃剑，铜钺、铜箭镞、铜矛、铜斧、铜洗、铜釜、无胡铜戈、人

面铜扣饰、铜刀，等等。这些器物，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特别

是“铜鼓山遗址”发掘出土的冶炼器具及内模外范，对了解盘江

流域青铜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 “猫猫洞遗

址”出土的心型尖状石器，其形状又与兴义县的巴结，顶效和普

安县古山出土的青铜钺近似，说明黔西南青铜时代初期所出现的

独特风格，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远古土著文化。

兴义县万屯汉墓出土的陶质“水塘稻田模型”，反映了东汉

时期黔西南的农田水利设施，再现了荷叶田田、阡陌纵横的田园

风光。． “铜车马”的出土，为探索汉代车制，冶炼工艺等提供了

珍贵的实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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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652—1 655年间，南明桂王朱由榔流寓安隆一(今安龙)期间，

留下的“明十八先生墓匕。及许多遗址、遗迹、遗物，是研究南明

史的宝贵史料。

黔西南州文化遗存的又一大特点是摩崖及石刻十分丰富。文

字有汉文、彝文、阿拉伯文、满文，还有用汉字记音的布依语碑

文。字体正、草、隶、篆兼备，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就内容而

言：既有官方的文告，：也有民间的乡规民约，以及名人题记、历

史事件记述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j．、社会各个方面，

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黔西南州的石雕工艺也较发达。其题材广泛，刀法流畅，工

艺精湛，造型美观，。形态逼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中彝族

的毛家坟石雕，更具民族特色。．‘。，：

特别突出的是布依族聚居地区的“乡规民约”碑。在清代，

布依族人民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一寨或数寨公议，．制定各

种乡规和民约，刊刻在石碑上，其内容有维护社会治安的条款、

团结互助的公约、保护森林草场的规定、禁止污染水源的措施

等。多数乡规民约的碑文，语言朴实、态度鲜明、措施具体、奖

罚严明，对今天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民族、经挤，文化发

展，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黔西南州的古代建筑，虽饱经沧桑，但就现存的而言，也还

可见其浓郁的地方特色。例如：结构坚固的兴义县鲁屯石牌坊；

依山傍岩修建的兴义县城内的穿云洞阁楼；凌空飞架的贞丰花江

铁索桥；布局巧妙的安龙县招堤古建筑群；规模宏大、雕刻精细

的兴义县下午屯刘氏庄园；造型美观的兴义县抹角桥；别具一格

的晴隆县安谷砖牌坊等等，无不凝结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它们是

·，，)‘



黔西南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是前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黔西南州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普安县的普纳·山古战场遗址、安龙县的营盘山农民起义遗址，

是各族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见证；兴仁县的元帅府和迎

宾馆、贞丰县的马二元帅府等旧址，反映了清朝咸丰八年(1 858)

至同治十年(1 87 1)间黔西南各族农民“白旗起义”不屈不挠的

斗争精神；辛亥革命时期，贞丰县文昌宫旧址，是清末吴嘉瑞等

在此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仁学会”会址，后来仁学会的一些成

员加入了贵州自治学社(中国同盟会贵州支部)，他们中的不少

成员在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和护国护法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1935年，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黔西

南地区时，播下了革命种子，点燃了斗争的火焰，留下的遗址、

遗迹、遗物，是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源泉。解放战争时

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黔西南各族人民组织人民武

装，发动了“捧纬暴动”、 “永和暴动”。为了黔西南的解放，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黔西南洒下了热血，甚至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为了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解放后，各县修建的烈士

陵园，均入本志。

黔西南州的地下、地面各类文化遗存极为丰富，限于本志篇

幅，难以全录。但只就本志所收录的内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古到今，黔西南各族人民在其漫长的发展道路上自强不息，用

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开发和建设自己家乡的历史。黔西南的历史发

展，充分地体现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

族”。现在，各族人民正继续发扬民族团结的精神，为开发和建

设黔西南州而努力。



这次编写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文物志》，将文

一蕴藏在地下的∥能源”发掘出来，实行“综合利用”，它

助家乡两百多万各族人民鉴古知今、兴利除弊、继往开来，

兴黔西南州作出应有的贡献。 ．



第一章 古遗址

目 录

第一节 1日石器时代遗址⋯⋯⋯⋯⋯⋯⋯⋯⋯⋯⋯⋯⋯⋯⋯⋯⋯⋯⋯⋯⋯

猫猫洞遗址⋯⋯⋯⋯⋯⋯⋯⋯⋯⋯⋯⋯⋯⋯⋯⋯⋯⋯⋯⋯⋯⋯

菩萨洞遗址⋯⋯⋯⋯⋯⋯⋯⋯⋯⋯．．⋯⋯⋯⋯⋯⋯⋯⋯⋯⋯⋯·

观音洞遗址⋯⋯⋯⋯⋯⋯⋯⋯⋯⋯⋯⋯⋯⋯⋯⋯⋯⋯⋯⋯⋯⋯

张口洞遗址⋯⋯⋯⋯⋯⋯⋯⋯⋯⋯⋯⋯⋯⋯⋯⋯⋯⋯⋯⋯⋯⋯

第二节 汉代遗址⋯⋯⋯⋯⋯⋯⋯⋯．⋯⋯⋯⋯⋯⋯⋯⋯⋯⋯⋯⋯⋯⋯⋯⋯

铜鼓山遗址⋯⋯⋯⋯⋯⋯⋯⋯⋯⋯⋯⋯⋯⋯⋯⋯⋯⋯⋯⋯⋯⋯

第三节 明清遗址⋯⋯⋯⋯⋯⋯⋯⋯⋯⋯⋯⋯⋯⋯⋯⋯⋯⋯⋯⋯⋯⋯⋯⋯

普纳山古战场遗址⋯⋯⋯⋯⋯⋯⋯⋯⋯⋯⋯⋯⋯⋯⋯⋯⋯⋯⋯

马乃屯土司营盘遗址⋯⋯⋯⋯⋯⋯⋯⋯⋯⋯⋯⋯⋯⋯⋯⋯⋯⋯

新屯九重堂遗址⋯⋯⋯⋯⋯⋯⋯⋯⋯⋯⋯⋯⋯⋯⋯⋯⋯⋯⋯⋯

营盘山农民起义遗址一⋯⋯⋯⋯⋯⋯⋯⋯⋯⋯⋯⋯⋯⋯⋯⋯⋯·

。蛮王城”遗址⋯⋯⋯⋯⋯⋯⋯⋯⋯⋯⋯⋯⋯⋯⋯⋯⋯⋯⋯⋯

(1)

(1)

(7)

(9)

(9)

(9)

(10)

(11)

(12)

第二摩 古墓葬 √

第四节 汉墓群⋯⋯⋯⋯⋯⋯⋯⋯⋯⋯⋯⋯⋯⋯⋯⋯⋯⋯⋯⋯⋯⋯⋯⋯⋯(13)

万屯汉墓群⋯⋯⋯⋯⋯⋯⋯⋯⋯⋯⋯⋯⋯⋯⋯⋯⋯⋯⋯⋯⋯⋯(13)

交乐汉墓群⋯⋯⋯⋯⋯⋯⋯⋯⋯⋯⋯⋯⋯⋯⋯⋯⋯⋯⋯⋯⋯⋯(14)

第五节 从葬墓⋯⋯⋯⋯⋯⋯．．⋯⋯⋯⋯⋯⋯⋯⋯⋯⋯⋯⋯⋯⋯⋯⋯⋯⋯·(16)

安龙“明十八先生基”⋯⋯⋯⋯⋯⋯⋯⋯⋯⋯⋯⋯⋯⋯⋯⋯⋯(16)

[附录]《十八先生祠堂记》⋯⋯⋯⋯⋯⋯⋯⋯⋯⋯⋯⋯⋯⋯(17)

定头“万人基”⋯⋯⋯⋯⋯⋯⋯⋯⋯⋯⋯⋯⋯⋯⋯⋯⋯⋯⋯⋯(19)

．[附录]《志义琢文》⋯⋯⋯⋯⋯⋯⋯⋯⋯⋯⋯⋯⋯⋯⋯⋯⋯(20)

菜园。万人基”⋯⋯⋯⋯⋯⋯⋯⋯⋯⋯⋯⋯⋯⋯⋯⋯⋯⋯⋯⋯(21)

J J‘



[附录]《贞丰万人基志》⋯⋯⋯⋯⋯⋯⋯⋯⋯⋯⋯⋯⋯⋯⋯

安龙“万人坟”⋯⋯⋯⋯⋯⋯⋯⋯⋯⋯⋯⋯⋯⋯⋯⋯⋯⋯⋯⋯

(附录]《基志铭》⋯⋯⋯⋯⋯⋯⋯⋯⋯⋯⋯⋯⋯⋯⋯⋯⋯⋯

第六节 洞棺井⋯⋯⋯⋯⋯⋯⋯⋯⋯⋯⋯⋯⋯⋯⋯⋯⋯⋯⋯⋯⋯⋯⋯⋯⋯

望谟洞棺葬⋯⋯⋯⋯⋯⋯⋯⋯⋯⋯⋯⋯⋯⋯⋯⋯⋯⋯⋯⋯⋯⋯

狮子口洞棺葬⋯⋯⋯⋯⋯⋯⋯⋯⋯⋯⋯⋯⋯⋯⋯⋯⋯⋯⋯⋯⋯

硝洞洞墓葬⋯⋯⋯⋯⋯⋯⋯⋯⋯⋯⋯⋯⋯⋯⋯⋯⋯⋯⋯⋯：⋯··

第七节 石棺葬⋯“⋯⋯⋯⋯⋯⋯⋯⋯⋯⋯⋯⋯⋯⋯⋯⋯⋯⋯⋯⋯⋯⋯⋯·

金竹凼石棺墓⋯⋯⋯⋯⋯⋯⋯⋯⋯⋯⋯⋯⋯⋯⋯⋯⋯⋯⋯⋯⋯

第八节 历史人物墓⋯⋯⋯⋯⋯⋯⋯⋯⋯⋯⋯⋯⋯⋯⋯⋯⋯⋯⋯⋯⋯⋯⋯

梁海墓⋯⋯⋯⋯⋯⋯⋯⋯⋯⋯⋯⋯⋯⋯⋯⋯⋯⋯⋯⋯⋯⋯⋯⋯

。沐国公”基⋯⋯⋯⋯⋯⋯⋯⋯⋯⋯⋯⋯⋯⋯⋯⋯⋯⋯⋯⋯⋯

’。明慈炜，慈熠．慈焯墓⋯⋯⋯⋯⋯⋯⋯⋯⋯⋯⋯⋯⋯⋯⋯⋯⋯

[附录)《涪悼王墓志铭》⋯⋯⋯⋯⋯⋯⋯⋯⋯⋯“⋯⋯⋯⋯·

《沔殇王基志铭》⋯⋯⋯⋯⋯⋯⋯⋯⋯⋯⋯⋯⋯⋯⋯

《澧冲王墓志铭》⋯⋯⋯⋯⋯⋯⋯⋯⋯⋯⋯⋯⋯⋯⋯

王世爵基⋯⋯⋯⋯⋯⋯⋯⋯⋯⋯⋯⋯⋯⋯⋯⋯⋯⋯⋯⋯⋯⋯⋯

杨云鹤墓⋯⋯⋯⋯⋯⋯⋯⋯⋯⋯⋯⋯⋯⋯⋯⋯⋯⋯⋯⋯⋯⋯⋯

胡天鹏基⋯⋯⋯⋯⋯⋯⋯⋯⋯⋯⋯⋯⋯⋯⋯⋯⋯⋯⋯⋯⋯⋯⋯

(附录]《墓志铭》⋯⋯⋯⋯⋯⋯⋯⋯⋯⋯⋯⋯⋯⋯⋯⋯⋯⋯

第三章 古建筑

第九节 城垣⋯⋯⋯⋯⋯⋯⋯⋯⋯⋯⋯⋯⋯⋯⋯⋯⋯⋯⋯⋯⋯⋯⋯⋯⋯

安龙古城垣⋯⋯⋯⋯⋯⋯⋯⋯⋯⋯⋯⋯⋯⋯⋯⋯⋯⋯⋯⋯⋯⋯

晴隆古城垣⋯⋯⋯⋯⋯⋯⋯⋯⋯⋯⋯⋯⋯⋯⋯⋯⋯⋯⋯⋯⋯⋯

定头古城垣⋯⋯⋯⋯⋯⋯⋯⋯⋯“⋯⋯⋯⋯⋯⋯⋯⋯⋯⋯⋯⋯

第十节 关隘⋯⋯⋯⋯⋯⋯⋯⋯⋯⋯⋯⋯⋯⋯⋯⋯⋯⋯⋯⋯⋯⋯⋯⋯⋯

海马关⋯⋯⋯⋯⋯⋯⋯⋯⋯⋯⋯⋯⋯⋯⋯⋯⋯⋯⋯⋯⋯⋯⋯⋯

白岩关⋯⋯⋯⋯⋯⋯⋯⋯⋯⋯⋯⋯⋯⋯⋯⋯⋯⋯⋯⋯⋯⋯⋯⋯

第十一节 渠路⋯⋯⋯⋯⋯⋯⋯⋯⋯⋯⋯⋯⋯⋯⋯⋯⋯⋯⋯⋯⋯⋯⋯⋯

·2‘

(37)

(37)

(38)

(38)

(40)

(40)

(41)

(42)

幻D”D

D”"””∞∞∞D幻幻”D

D

D

D

Q

Q

Q

Q

Q

Q

Q

Q

Q

0

0

0

0

0@0

0

0

0

0



大平干砌石堤渡槽⋯⋯⋯⋯⋯⋯⋯⋯⋯⋯⋯⋯⋯⋯⋯⋯⋯⋯(42)

踩水渡驿道⋯⋯⋯⋯⋯⋯⋯⋯⋯⋯⋯⋯⋯⋯⋯⋯⋯⋯⋯⋯⋯(42)

册阳“刘道”⋯⋯⋯⋯⋯⋯⋯⋯⋯⋯⋯⋯⋯⋯⋯⋯⋯⋯⋯⋯(43)

第十二节 寺庙⋯⋯⋯⋯⋯⋯⋯⋯⋯⋯⋯⋯⋯⋯⋯⋯⋯⋯⋯··j⋯⋯⋯⋯(45)

普安碧云寺⋯．．．⋯⋯⋯⋯⋯⋯⋯⋯⋯⋯⋯⋯⋯⋯⋯⋯⋯⋯⋯(45)

普安九峰寺⋯⋯⋯⋯⋯⋯⋯⋯⋯⋯⋯⋯⋯⋯⋯⋯⋯⋯⋯⋯⋯(46)

普安崧岿寺⋯⋯⋯⋯⋯⋯⋯⋯⋯⋯⋯⋯⋯⋯⋯⋯⋯⋯⋯⋯⋯(47)

： 。≥』 兴义水晶观⋯⋯⋯⋯⋯⋯⋯⋯⋯⋯⋯⋯⋯⋯⋯⋯⋯⋯⋯⋯⋯(48)

：
“

贝丰文庙⋯⋯⋯⋯⋯⋯⋯⋯⋯⋯⋯⋯⋯⋯⋯⋯⋯⋯⋯⋯⋯⋯(49)

”i!：：! 兴仁东岳庙⋯⋯⋯⋯⋯⋯⋯⋯⋯⋯⋯⋯⋯⋯⋯⋯⋯⋯⋯⋯⋯(50)

： j 潘家庄清真寺⋯⋯⋯⋯⋯⋯⋯⋯⋯⋯⋯⋯⋯⋯⋯⋯⋯⋯⋯⋯(51)

三家寨道堂⋯⋯⋯⋯⋯⋯⋯⋯⋯⋯⋯⋯⋯⋯⋯⋯⋯⋯⋯⋯⋯(51)

。 、青山清真寺⋯⋯⋯⋯⋯⋯⋯⋯⋯·。I⋯⋯⋯⋯⋯⋯⋯⋯⋯⋯⋯(53)

第十三节，楼阁亭池⋯⋯⋯⋯⋯⋯⋯⋯⋯⋯⋯⋯⋯⋯⋯⋯⋯⋯⋯⋯⋯⋯(55)

兴义穿云洞楼阁⋯⋯⋯⋯⋯⋯⋯⋯⋯⋯⋯⋯⋯⋯⋯⋯⋯⋯⋯(55)

[附录]《游穿云洞记》⋯⋯⋯⋯⋯⋯⋯⋯⋯⋯⋯⋯⋯⋯⋯(56)

安龙招堤建筑群⋯⋯⋯⋯⋯⋯⋯⋯⋯⋯⋯⋯⋯⋯⋯⋯⋯⋯⋯(58)

安龙龙井山碉楼⋯⋯⋯⋯⋯⋯⋯⋯⋯⋯⋯⋯⋯⋯⋯⋯⋯⋯⋯(59)

贞丰阁楼⋯⋯⋯⋯⋯⋯⋯⋯⋯⋯⋯⋯⋯⋯⋯⋯⋯⋯⋯⋯⋯⋯(60)

兴义跋浪辛⋯⋯⋯⋯⋯⋯⋯⋯⋯⋯⋯⋯⋯⋯⋯⋯⋯⋯⋯⋯⋯(61)

兴仁剑平池⋯⋯⋯⋯⋯⋯⋯⋯⋯⋯⋯⋯⋯⋯⋯⋯⋯⋯⋯⋯··(62)

第十四节 庄园⋯⋯⋯⋯⋯⋯⋯⋯⋯⋯⋯⋯⋯⋯⋯⋯⋯⋯⋯⋯⋯⋯⋯⋯(64)

鲁础营土司庄园⋯⋯⋯⋯⋯⋯⋯⋯⋯⋯⋯⋯⋯⋯⋯⋯⋯⋯⋯(64)

下午屯刘氏庄园⋯⋯⋯⋯⋯⋯⋯⋯⋯⋯⋯⋯⋯⋯⋯⋯⋯⋯⋯(64)

[附录]《忠义祠记》⋯⋯⋯⋯⋯t⋯⋯⋯⋯⋯⋯⋯⋯⋯⋯··(67)

第十五节 试院会馆⋯⋯⋯⋯⋯⋯⋯⋯⋯⋯⋯⋯⋯⋯⋯⋯⋯⋯⋯⋯⋯⋯(71)

“兴叉府”试院⋯⋯⋯⋯⋯⋯⋯⋯⋯⋯⋯⋯⋯⋯⋯⋯⋯⋯⋯(71)

贞丰两湖会信⋯⋯⋯⋯⋯⋯⋯⋯⋯⋯⋯⋯⋯⋯⋯⋯⋯⋯⋯⋯(72)

第十六节 桥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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