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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邵阳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占县，同时也是一个富有光

荣革命传统的县份，据文献记载，已有四千来年的历史。埋藏

在地卞的文物十分丰富，地面亦留有一定的古迹和革命胜迹。

这些古文物和革命胜迹是古代劳动人民、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

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思想财富，是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斗争

史教育的极好教材；是研究古代历史和近代革命史的宝贵资

料。今撰此志，试图汇集上述史料，供科研、教学之参考，同

时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了解我县文物概况、古迹渊源、历史

沿革和革命传统能有点帮助。然邵阳文物，历无专志，此次撰

写，仅作尝试。本志以“如实记述，少加议论”的主导，力争

忠实地反映历史事实。对于传说，几乎不收。摘录古文，未作

翻译，但均标点断旬，以助阅读。鉴于知识贫乏，时闻仓促，

拙编弊病必多，诚望读者、同行不吝赐教，以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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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概况

邵阳县位子湖南省中部，资水上游，夫夷水下流、东交邵

东、祁东，南邻新宁、东安，西与武冈、隆回接壤，北与新

邵、邵阳市毗连．。地处东径一百一十一度十八分，北纬二十七

度．总面积一千六百三十平方公里。人口七十七万七千O六十

二人(第二次人口普查材料)，主为汉人，少数回族。辖八个

区，一个区级镇，四十个公社，一个社级镇，三个农林场，六

百。四个大队，六个居委会，十六个工区，八千九百四十九个

生产队，四千四百二十七个自然村落．县政府驻塘渡口。

．县内行政区制，解放后经过几次大调整。一九五O年，全

县辖五个区，一百。五个乡；五二年实行小区小乡，分为十二

个区，三百三十个乡，五六年撤区并乡，合为四十四个大乡，

四个镇，五八年撤乡镇建公社，又将四十八个乡镇(划出三个

属邵阳市)改为十二个人民公社j六一年调整工业体制，全县

设八个区，五十六个公社I两个镇，六五年公社又合并为三十

七个，仍设两个镇；七七年春又划出檀江、面铺、雨溪、茶元

头公社属邵阳市．

邵阳县属涟邵石灰岩丘陵与盆她的一部分，地势南高北

低。南有河伯岭(海拔一千四百余米)、四尖峰、四明山、四

塑m文o；’j黄荆蛉；西有阳乌岭。境内有资、荚二水，资水在

境内流程为三十八公里，荚夷水流程为三十七公里。资江支流

植江流经县东．矿藏有煤、铁、油页岩，锰、石。青、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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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十

六点八度，一月平均气温摄氏五度，七月平均气温摄氏二十八

点二度，极端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极端最高气温四十点一度。

年降水量一千二百六十三毫米。年日照时数一乎五百九十五点

一小时。

物产以稻谷、红薯、小麦、玉米，油菜、豆类、黄花、油

菜、辣椒、烤烟、茶叶、柑桔等为主。

城乡厂矿企直k。营二百一十三个，其中县属厂矿三十八个，

圭产原煤、碳氨、水泥、水泵、机制纸、皮件皮鞋、罚绒衣

被、棉布等三十五种产品。

县内交通方便，公路总长七百五十公里，两条干线经过境

内，长七十六公里。现社社可通客车，百分之八十的大队可通

汽车，且资、荚二水常年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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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分布

全县已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八处。准备公布

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十七处，加上未拟公布为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五处，共三十处。这些文物单位分布在六个区

内，其中：

红石区三处：芙夷侯国故城遗址 (西汉)

罗公庙遗址 (宋)

响姑墓 (明)

枳木山区四处：胡曾墓 (唐)

胡曾祠 (清)

马蹄遗迹 (氏国)

固着蛤化石自然保护区 (约一亿年)

下花桥区四处：烈士记念碑 (一九四九年)

大观烈士黎地 (一九四九年)

向暄烈士墓 (一九二七年)

皂帝万岁碑刻 (明)

五丰铺三处：高霞观遗址 (唐)

日寇烧毁五丰铺老街旧址 (一九四四年)

石燕化石自然保护区 (约3—4亿年)

黄亭市区一处：江东桥亭 (清)

塘田市区十四处：塘田战时讲学院

(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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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称古墓群 (东汉)

河边古墓群 (东汉)

周仪读书处 (北宋)

张绶裔岩诗刻 (北宋)

何扬祖露岩诗刻 (南宋)

美蓉峰石刻 (南宋)

金称石塔 (清)

石马 (清)

塘田桥亭 (清)

盘培振文风劳碑刻 (清)

吕振羽同志故居 (一九四二年)

留念亭 (一九三六年)

四望山莫部起义 (一九四九年)

塘田市区为全县之冠，占总数将近一半，是我县文物保护

单位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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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根据文献记载，邵阳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以前。夏

属荆!}1．I之域，战国属楚；秦为长沙郡地；汉置昭陵县，属长沙

国，后汉属长沙郡；三国置昭陵郡治，分置昭阳县，县治今邵

阳市；晋避司马昭讳，改目邵阳县，属邵陵郡治，郡县同治邵

眵(今邵阳市)。自晋以后，邪阳疆域分合，隶属更迭，历代

各有不同，而邵阳县名沿称至今．南北朝陈时曾一度迁县治于

县塘(邵东境内)；隋复迁县治于昭陵故址；唐为邵洲治；宋

宝庆年同，为宝庆府治；元为宝庆路治；明清为宝庆府治；民

每=年废府，改为宝庆县，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复旧名，称

郡阳县，一九五一年分邵阳县为三县一市(邵阳、郁东、新

邵、邵阳市)，将邵阳的南路和西路八乡(永洪、立胜、屏凡、

谷州、时雍、行仁、宝南、义胜)、武冈东部六乡(古峰、惟

一、双清、长乐，金龙、四望)剜为邵阳县地，迁县治予塘渡

口，即今治。



第一部分历史文物

一、古遗址

荚甍淫国放城遗址 (西汉)

荚夷侯国是汉代帝王封给其子孙的世袭领地，侯城乃是侯

王居住的府第庄园。它位于邵阳县治北面的小溪市公社梅i}lf大

队，距离县城约十五华里。自然环境十分优美，三面环水，一

面靠山，附近是广阔且较平坦的农田，芙夷水在其上约十华里

处注入资江，伴随资水自南面东再西琢故城绕行半圈后，奔腾

北去。彀缄今已不复存在，早废为田宅，但有一“城墙矿’’位

于出垅中央，附近老百姓都能指其所在。

根据文献}已载，美夷侯国应在梅洲，文献云：汉之芙夷侯

国在今邵阳(指邵阳市)六十里之梅渊，后汉书注云：荚夷故

城在邵州武冈县东北， 《舆地广l已》亦云，芙夷故城在武冈东

北；明一统志云，芙夷故城在武冈东北二百四十里，汉为县，

长沙定王子义封芙夷侯国于此。今梅洲适当武东少北为里亦二

百四十，又在荚夷入资之次，与《水经注》所叙悉协，其为汉

荚夷故城无疑(见((新宁县志》)。

《宝庆府志》卷第七、表三、藩封表云：

汉芙夷侯自封至除，凡六世，百三十一年．

始封

敬侯义长沙定王子，景帝孙，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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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二十四年)三月癸酉封，十=年死。

：世

节侯禹敬侯子，元鼎五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二年)嗣

侯，五十八年死。

三世
‘

倾侯奉宗节侯子，宣帝五风三年(公元前五十五年)嗣

侯。

四世

厘侯庆倾侯子嗣侯。

五世

怀侯福厘侯子嗣侯。

六世

商怀侯子嗣侯，王莽篡国除。

此故城遗址已拟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霞观遗址 (唐)

高霞山，后枕四明，前襟霞水，左引小砦，右挹东井，蜂

恋稍矗，上出重霄，为县南第一名山。它位于县境东南，距县

治七十多华里，海拔八百一十三米，属四明山脉，今为五丰铺

林场一工区，界邵阳、东安二县。高霞观位子高曩山顶，山腹

有采药庵和遇子观等唐代遗址，相传为李真人采药处和李母遇

子处。

昔日山上古木参天，芳草如茵，景色秀丽。气象万千．唐

李震此山修真，山以铀灵，名彰两郡(邵州、永州>，求仙者

千里而来，香火盛极～时，一度成为仙山胜境，招引无数文人

墨客向往。明清之际，名人匿迹于此者尤多，诗人过客也慕名

8



登Ilj，赋诗纪游。

庸，李震，邵州人，隐县南高霞山，石洞奇奥，洞外有

寺，震常游其中，山腹鲵鸯；，为震采药处，下有新甲出，震所

宅也。世传震仙去山上碑刻唐人诗，(见《邵阳县志》)．

《宝庆府志》卷第百三·艺文略四云： “唐周源访李真人

诗刻，未见．在郡南百里邵阳高霞山真人名震，字三衢，别号

洞明先生，唐显庆间修真于此，白昼冲举，周尚书源过，留诗

勒碑新甲山宅。按：1日志巨韪万历问江涸碑见，获其诗，瀚第七

旬，诗云：

“A．-f-'嚎强鬓未华，

琴书图史是生涯。

是非应不关心虑，

名利何须挂齿牙。

野鹤无心栖道院，

岩花流水入仙家。

口口口口口口口，

近闻巢许出烟霞。”

((府志》又载： “高霞山有高霞观|}_『|存唐显庆二年(公元

六百五十七年)碑。万

今考察，高霞山观只剩得断砖残瓦，由于后朝几度复修重

建，唐时寺观的地基平面难以弄明。废墟里竖三横四地见有几

段清时的断碑残垣。断碑一残文云： “重修前殿⋯⋯圣王御极

康熙伍拾贰年黟。
、

断碑二残文云： “高霞山历千数百年矣’’。

断碑三残文云： “永垂不朽。东邑善老捐洋嵌波(玻)璃

东真人殿。民国=十七年岁戊寅秋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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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碑四残文云： “同治九年清明日。秸赠淑入伍氏始祖妣

周氏⋯⋯伍氏后裔万。

由上可知，清时修真仍大有人在，老百姓说，民图时，观

中铜钟敲响，方圆数十里都能听见。

府志所说的周源访李真人诗刻和显庆二年碑均不见在，深

洞亦不见。据工区工人说，正殿中央有一很深的洞，洞中有

水，可能诗刻就在里面，可惜正殿之深洞今已填为平地。在废

墟上今砌有一座小民房，乃～工区部分职工宿舍。

废墟中有一石乌龟至今仍在，它匍伏在地，造型逼真，长

约四尺，宽约二尺五寸，重约一盹，身上绕有一条大石蛇。老

百姓说，这头乌龟是真公爷爷(即李真人)扁伞控背上来鲍，

其打造年代也许是很早的。废墟中还发现一枚清时的乾隆通宝

锕币。

山腹今剩有一吉庵废墟，乃是采药庵。

高霞观遗址今拟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周仪鬻书处 (北宋)

位于县南塘田市紫阳山。

周仪，字我光，生卒不详。雍熙二年(公元九百八十五

年)登梁灏榜进士，宋代邵州进士自周仪始也。仪风骨靖历，

遇事敢言，官至谏议大夫，为真宗直臣。

《武冈州志》载； “塘田有紫阳山，山中有石室，为周仪

读书处，陈与义寓此最久，谓之雷霆鬼神之所为，非人力之所

能就者。开壁踅窗，命目达轩。有故谅议书院。”

周仪祖籍主C西吉安府太和县川河江，唐末赴居湖南武冈翻

梁郡小东路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石峒陇。塘田《周氏仑修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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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载：仪居祖旧宅，幼时读书予宅前三里许的石室，博学力

行，日夜不倦，常梦见石室内有好景界，醒后往视之，不得

入。一13山内一老翁问其何为，仪备述梦中事，翁引入之，讲

究文章，回馆后不觉已：三1：4矣。

仪仕退后，予幼时读二话处建立谏汉书院，讲学其中，门徒

数百，而湖南名士多受学焉。

罗公庙 (北宋)

又名屈公庙，为纪念屈原而建。位于今县治二里许的资，

荚汇合区，昔为远近闻名的追悼屈公之圣地。

罗公庙照初建于宋元赭六年(一。九一年)，当时铸有一

口大铜钟挂予庙内，并立庙碑于庙前。据传屈原放逐江潭，游

历此地，故特建庙宇，追悼孤忠。

武冈州志上记载有清时撰的罗江庙碑序云： “罗江之名，

因神而得名也，神即楚先大夫屈原先生也。先生之放逐江潭，

后投泪罗而亡。按地理志，渭罗在长沙湘阴东九十里，余尚客

游其间，父老犹能指其投水处，且并告以遗琢焉。此地所谓罗

江，盏子胥也·然尚考地理志，武冈有渔父亭，溆浦有招屈

亭。《楚辞》又载，朝游五溪，夕宿辰阳。意先生即放逐后，

漂泊无依，偏楚之东而游历焉。后之人追悼孤忠，即其所历之

地，立庙以祀：艺。先生不忘旧游，其神即栖之予其所，降祥降

殃，保障一方，默记其生平秉正嫉邪之志，予身后理所固然

也。顾庙建于宋元萜六年，代更四朝，岁经千载，先生之阴灵

如故，人之崇耜先生者亦如故。历年修葺，前碑甚详，今家近

光叔更倡众善士而扩大之，以旌忠也。兹当落成日，余将偕众

善醺酒而招先生日：殿宇辉煌，即其先生所谓鱼鳞屋兮l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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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l每爵二三月，桃花水泛，渔舟络绎，渔歌参差，即其龙舟之
吊：乎!二t人以岁时鸡豚祭赛优伶陈曲其节巫阳之招乎l谓此地

为泪罗先生其魂依此室乎!谓此地为郢都先生其生入此阙乎l

后之人有抱先生之志而遭先生之遇者，观先生千载如在，其亦

可以奋然自决矣!是为序。一

罗公鹿由正殿、游亭，耳房、戏台组成。历代修葺，清代

续修多次，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亦修葺一次。

解放初期，庙宇完整无损，罗公全身座像立于正殿，大铜

钟高约四尺，直径二尺许，悬挂予耳房。庙门前立一大石碑，

五二年罗公像被烧毁，铜钟被庙主砸烂卖掉。元祜碑记去向不

明，文革期间又砸烂正殿上的其它木雕神像。不久，罗江庙被

双江小学占用，七三年，双江小学新建校舍，过河拆桥，正殿

和游亭均被拆毁，于是罗公庙仅剩耳房，余皆废墟。

今测得废墟正殿地基一乎面为一百一十二平方米，整个庙宇

地基平面为七百六十平方米。

罗公癌遗址今拟公布为县重点义物保护单位。

清时有人题诗云：

靠古调独弹一卷离骚成绝喔，

孤患影抱双江秋求吊幽魂。"

宋代‘誊名诗人陬ij父，、2岁：√。蠢诗云；

。蕊■终¨，影亭冯，

弦南，。。：北共一’‘j。

滔西风次作飞：：j，

老夫诗到此阏成。

山翁见客亦欣然，

好语重重意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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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竹篱逢绌雨，

眼明双鹭立青田。’’

胡营祠 (清)

又名乡贤祠，在县北约五十里的枳木山公社秋田大队．

((邵阳县志》载： 口乡贤祠，在秋田，故胡曾祠，康熙

初，曾裔孙名享宇者捐产修之，车以遵作记。岁久废为寺，成

丰四年，邑侯邵始重建。’’今废。

二、古建筑一、 口零乏 巩

金称市石躇 (清)

又名敬字阁．建于遭光匕年(一八二七年)夏六月．塔高

约十米，全塔共分为六层，均为石质结构，棱形六面。

敬字阁，顾名思义，即敬惜字纸之意也‘。昔日读书之人，

凡写有文字之纸张，都不准任意乱丢，必须前来敬字阁里焚

烧。此谓培植文风之计者。塔顶自建塔之年挂有一口铜钟，解

放后不久，不知为淮人盗窃，至今下落不明。

石塔位于县南约五十里金称市镇，芙夷水流经塔底，自南

而北去，更为古塔：对托出雄伟之态。由于年久失修，加之水冲

其基、炸鱼之震动，塔虽日石，今已不甚固矣。

石塔自地面数起，第三层正面镌有双兽抢宝，两兽头上方

镌刻横额口敬字阁力三字，下侧垂两联为：

珍藏天地秘

收拾圣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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