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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是一本洞口县文物简史，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主要自

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我县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情况。分前

言、古代用兵之地、古慕葬、古建筑、石雕刻、风景名胜要

地、烈士墓地、红晕长征文物、附录部分一二。

洞口原属武冈地，根据《湖{柯省志》载t “洞口县西汉

属都梁候地，东汉属都梁县地．三国腻武冈县地，西晋置建

兴县(属都梁县地)邪陵郡，当时治所有二说。道光((宝庆

府志》建兴郎今”尧王城，在武冈东北九十里，尚有城址。

但存资水之南，盖齐、梁时本在北jF“-。或日。 “即今高沙市，

去资岸二十里，当尧王城北。今所存者肖铣之慕耳"。 (卷

八沿革表)东晋、宋，梁因之，陈省入都梁县地。隋为邵阳

县地，唐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复置，七年废旧制为

武冈县地，宋至民曰因之”。今为洞口县地，属邵阳地区，

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分武冈部分地区(从武冈的毓兰、梅田、

中平、新桥、花园、石桥、大头等七个乡、七区的安乐，杉

木、东边、祝云、尧王等五个乡和八区的十五个乡、九区的

十二个乡、十区的三十二个乡、十一区的八个乡划归洞口、

后将十一区的龙傅i：九峰：磺督三个乡划归洞口。《武冈县
志》首卷彬设立的新县‘：以县治所在地得名，县人民政府
设洞口。



由于洞IZl县是新设的县，无县志，原有文物资料掌握不

够，收集也少，辑编《洞口文物志》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从

新着手收集，辑编时间不长，再加上辑编者水平低，因此，

错误的地方肯定不少，敬请读者提供宝贵意见。

在收集材料和辑编过程中，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

室、县地名普查办公室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对我们的工

作帮助很大，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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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用兵之地

一、洞 口

今洞口县城所在地。《宝庆府志》载： “顺治十四年

(公元一六五七年)，高启龙(明将抗清军)踞此。康熙十八

年(公元一六七九年)马宝(吴三桂部将)等拒大兵(清军)

于此。

二、盐 井

盐井又名盐井坡上，在县城西二十六里，今属古楼公社

盐井大队。 《宝庆府志》载： “明嘉靖五年(公元一五二六

年)童昶、王表(明将)攻李政(农民起义首领)至此。

三、木瓜桥

在洞iZl镇东十六里，今木瓜公社大胜大队，《武冈州志》

载。 “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沙纳哈(清将)进兵

击吴逆(吴三桂)部将于此。

四、茄 溪

在县城西一百四十六里，今茄溪侮族人民公社所在地。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宝庆府志))载：。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罗翁山沈

姓克姓猪儡所掠处也。"(历史巳经表明：当年罗翁山沈、

克两姓徭民为了反抗官府豪绅的压迫和剥削，毅然举行起

义，取得了重大战果，在此打下深刻烙印)。

五、崇

崇即崇阳坪，在县城西一百二十里，今属郝溪公社崇阳

坪大队。《宝庆府志》载：矗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

罗翁山沈姓克姓猪徭所掠处也。"(历史已经表明。当年罗

翁山沈、克两姓徭民为了反抗官府豪绅的压迫和剥削，毅然

举行起义l声威大振，浩气长存)。

六、白 焦

在县城西一百五十里，今属旆溪公社自焦大队。<(宝庆

府志》载。 “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罗翁山沈姓克姓

猪徭所掠地处也。刀(历史巳经表明：当年罗翁山沈、克两

姓徭民为了反抗官府豪绅的剥削压迫，毅然举行起义l锋芒

所向，无可阻挡)。

七、崇 溪

在县城西一百六十里，今属筛溪公社崇溪大队。《宝庆

府志》载： 矗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罗翁山沈姓克

姓猪徭所掠处也。"(历史表明：当年罗翁山沈、克两姓徭

民为了反抗官府豪绅的压迫和剥削，毅然举行起义￡声势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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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深远>。

八、平 山

平山又名平江，在县城西五十里，今属月溪公社平江大

队。《宝庆府志》载：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一四一三年)

都指挥康信破蛮于此。"(农民在此起义，反抗明朝统治者，

遭到都督军队的镇压，起义军奋起抗击，给明统治者以致命

的打击)。

九、小 坪

小坪又名小坪里，在县城六十里，今属江口公社江口大

队。 (现江口汽车站后面原有一小坪而得名)，《宝庆府志》

载。 “明天顺元年(公元一四五七年)方瑛破徭于此。康熙

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其民破自茅徭贼于此。"(儡民领

袖李天保领导徭民起义，反抗明朝统治者，明朝统治阶级派

方瑛进驻此地对起义军进行镇压。白茅僵族人民为了反抗统

治者的剥削压迫举行武装起义，给清朝统治者沉重打击)。

十、木古界

在县城西八十里，今属江口公社角力坪。《宝庆府志》

载： “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张翼受徭贼降于此。"

(徭族人民为了反抗清朝统治者，在此举行起义，迫使清政

府派张翼前来调解，接受起义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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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白 眉 山

白眉山又名白云山，在县城东南八十里，今石背公社太平

大队。 ((宝庆府志》载： “明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

庄宗优兵破苗于此。黟(苗族人民为了反抗明统治者的剥削

压迫举行武装起义，统治者派庄宗率兵前来镇压，遭到起义

军的迎头痛击)。

十二、黄桥铺

在县治东南七十里，今属黄桥公社、黄桥镇所在地。《湖

南省志、地理志》载：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

袁有志在此起义，聚众数万人攻克武冈城，诛明藩岷朱企铠。

十三、袁家窠

袁家窠又名袁家垅，在县城东南七十五里，今属金田公

社九峰大队，是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水产部副部长袁也烈

同志的故乡。《宝庆府志》载t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

四三年)刘承允(黎靖参将)破黄桥铺贼(镇压袁有志起义

军)处也。

十四、隘 商

隘口又名石狮口，在县治东南八十里，今属金田公社光

明大队。((宝庆府志》载t“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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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宝(吴三桂部将)等拒大兵(清军)于此。够

十五、蒋家洲

蒋家洲又名蒋家桥，在县城东南七十三里，今属黄桥公社

柏树大队。《宝庆府志》载：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

三年)刘承允(黎靖参将)破黄桥铺贼(镇压袁有志起义军)

处也。’’

十六、金龙崖

匿互在县城东南六十里，今属石背公社双竹大队。《宝庆府
志》载：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刘承允(黎靖

参将)破黄桥铺贼(镇压袁有志起义军)处也。"

十七、荫 山 铺

在县治城南六十里，今属石背公社青风大队。《宝庆府

志》载：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刘承允(黎靖

参将)破黄桥铺贼(镇压袁有志起义军)处也。"

十八、石 屯

石屯又名麦石塘，在县城东南六十四里，今青龙公社境

内， 《宝庆府》载。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

刘承允(黎靖参将)被黄桥铺贼(镇压袁有志起义军)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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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尹杀家

尹杀家又名尹家，在县城东南五十里，今属石背公社双

竹大队。 《宝庆府志》载：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

年)，刘承允(黎靖参将)破黄桥铺贼(镇压袁有志起义军)

处也。

二十、撰 江

撰江又名撰江团，在县城东南八十里，今属黄桥公社龙

潭大队。 《宝庆府志》载：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

年)，刘承允(黎靖参将)破黄桥铺贼(镇琏袁有志起义军)

处也。秒

二十一、泡 洞

在县城西南五十五里，今属花园公社泡洞大队。 《宝庆

府志))载： “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马宝(吴三

桂部将)等拒大兵(清军)于此。"

二十二、龙头山

龙头山又名龙头岭，县城西南四十四里，今属花园公社

龙头大队。 《宝庆府志》载。 “康熙十九年(公元一六八O

年)，超赖(清军副都统)进兵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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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蓼 溪

在县治西南四十里，今花f，茸公社境内。《宝J吠府志))

载： “康熙一flA．年(公元一六七九年)，马宝(吴三桂部将)

等拒大兵(清军)于此。’’

二十四、花 园

在县治西南四十里，今花园公社所孑E地， 《宝庆府志))

载： “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马宝(吴三桂部将)

等拒大兵(清军)于此。”

7二十五、牛栏山

在县城西南一卜五里，今桥头、花_^．两公社境内。《宝吠

府志》载： “明嘉靖五年(公元一五二六年)，流贼段文谏

(对农民起义首领的污蔑)据此。”

二十六、高沙市一l／、、同沙’甲

在县治三十四里，今高沙区公所、高沙镇、太平公社所

在地。《湖南省志、地理志》载： “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

七九年)安亲王败吴三桂部将王某于此。道光二十三年(公

元一八四三年)，当地贫民曾以得、监生曾如炷等阻米出境，

土豪杨居南勾结武V---J'J'[{知州徐光弼压制群众，并搜捕曾等。

曾等逐联合洪崖会众起事，诛徐光弼于此。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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