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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风物志·历史篇 3

应城历史遗存的风物，诸如古遗址、古文物、古建

筑、古墓葬、古景点、古物产、古胜迹⋯⋯，既是应城

区域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是充分展示应城悠悠五千年文

明史的瑰宝奇珍。 ·

门板湾遗址，发掘出埋藏在地下五千年的城池、房

屋；环濠居住在这里的原始社会晚期部落，不仅能从事

农耕、渔猎，还能制作精美的红彩陶纺轮、红陶杯、陶

鼎和磨制石器，表明在五千年前的应城大地，不仅有人

类繁衍生息，且有古老文明的流光溢彩。出自巡检一带

的青铜爵、浑、提梁鹗卣等文物，证明在3500年前，

就有商代的贵族在这里卜居。位于县西三十里的蒲骚故

城，在周春秋初期，楚国和郧国就在这里展开了“蒲骚

之战”。此战不仅早见载于《左传》，且留有遗迹为后世

所查证。在浸水之边庙湾发掘出来的战国群墓和陈河古

楼街前的“三孤冢”，墓冢中掩埋着许多战死将士的骸

骨和兵器，又表明这里曾是七雄争霸的战场。美丽奇特

的玉女温泉，在南北朝即已崭露风姿；唐代大诗人李白

在唐·开元十八年就慕名云游并留下了《安州应城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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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作》的赞美诗篇。北宋时城中开凿的三眼井，南宋时 ·

设置的东马坊驿站，明·洪武年间黄滩官窑烧制的青砖， ，

蒲阳瑞木映衬着孔庙，富水河畔矗立着的文峰宝塔，

“城高而巩，池泓而洌”的城池，无不展示了应城建筑
，

的天斧神工，闪耀着应城文明的绰约风姿。自明末迄

今，应城得天独厚的石膏矿产以及由此派生的膏粉、膏

雕、膏枕，还有取卤制盐、白湖莲藕、王桥白布、黄滩

酱油、松花皮蛋、三结豆皮、金漆梅花等物产，真可谓

五光十色、异彩纷呈；而分布在东、西、南、’北、中的

应城“八景”更广为历代文人所吟颂⋯⋯．

， 循着历史的时序，立足今日向前推进，所有这些风

物，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幅纵览应城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的

绚丽长卷。本篇所撰，’就是串联在这条历史金链中的颗

颗珍珠，构成辉映应城五千年的文明景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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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联璧合展示远古文明

’——5000年前的门板湾、陶家湖遗址
，

， t，

在20世纪的后几个年代，考古专家们发现，应城

地区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计有门板湾、田家
寨、罗家山、刘家湾、‘陶家湖、苏家台、幸福台等多

处，其中尤以门板湾和陶家湖两处遗址最为显著。两处

有藏在地下距今已迄5000年的城、壕、房屋、磨制的

石器以及彩陶等遗物。真可谓珠联璧合，展示出远古文

明的夺目光彩。

早在1979年，应城市区西南的星光村就发现一处

古文化遗迹，当时命名为门板湾遗址。1999年底，因

修建长荆铁路要从遗址边缘穿过，湖北省考古所对其进

行抢救性发掘。就是这一再次发掘，不仅令专家们大吃

一惊，更为我们应城人探索出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应城

这方热土，不仅已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而且生活在这

里的人群，已创造出长江文明在5000年前就与黄河文

明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的古文明业绩，是这里的文化已

相当发达的明显表现。
： 我们知道，城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门板湾遗址，就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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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原始社会城池。城池南北最大长度550米，东西最

大宽度400米，城池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

以西城墙保存最为完好。现城墙高度：西城墙仍高出原

地面3米至5米，东垣1米至1．8米；城墙为土垣，

是由夯土筑成。根据城垣基脚下出土的喇叭形厚胎杯、

鸭嘴状鼎等物判断，专家们确认：此城始建年代为原始

社会晚期，距今已有5000年之久。这就是说，早在

5000年前，我们应城这里就建有城。遗迹还表明：不

仅有城，城垣外还有环城濠，沟口宽5．9米，深2．5

米，是这座城垣的护城河。考古专家据此认定：这里在

原始社会晚期已形成环濠聚落，即是由濠沟环绕的原始

部落聚居地。这样的聚居地，不仅能防御洪水、猛兽的

侵袭，还能防御异姓部落的入侵，保护着本部落人群能

过着稳定而又平安的生活。而建成这样一座规模宏伟的

城垣，是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的。由此可见，这个部落

人群为数不少，且有一位极具组织和指挥能力的酋长。
不然，断不能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的建设工程。

更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当考古专家在西城垣北段

进行探方解剖时，又意外地发现了一座被古城墙掩埋却

保存完好的大型房屋。 ’‘

这座房屋座南朝北，长方形，四开间，中间两间较

大，房屋四周有院墙。房屋东西通长16．2米，南北最

大宽度5．5米，总面积为83平方米‘，为土坯砖砌成j

现存墙壁最高处超过2．1米，墙厚38·55厘米，墙体
与地面垂直，墙角是标准的九十度直角。四间房内各有

一个正方形的火塘。房屋的四壁还有七个窗户，两间大

房的窗户开在南壁，窗子的下沿离地面仅lO厘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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