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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川文化遗产撤英 〉 共分古代建筑、传统工艺、传统民歌、传统民间舞蹈、传统

曲艺、奇特风俗和自然景观等七部分，总体上涵盖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自然遗产三大方面，择其首要记录了利川重点文物古迹、奇特歌舞民风和著名自然景观

中的精彩部分。 书中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来自乡土，来自传统，来自文化工作者长期在民

间的寻觅采访和精心整理、琢磨，实物实文，弥足珍贵。 那规模宏大、法式多样的大水

井古建筑群落，堪称是一首多种文化融合的凝固史诗 ; 那铁壁三层、奇险奇美的鱼木古

寨，全寨人从一个寨门进，一个卡门出，鸡鸣天上，犬吠云中，被誉为"天下第一土家

山寨"一点也不为过腾龙洞震撼世人 水杉王尽览春色 那方言方音的孝歌，情真意

切，催人泪下 3 那悠远绵长的田歌，高亢奇特，草木动容 1 那载歌载舞的灯歌、优雅迷

人的小曲，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优秀民歌 〈 龙船调 〉 竟然唱响了世界，唱上了太空，

那诙谐健美的肉连响、激情澎湃的打绕棺，粗1广豪迈，震撼心灵。 特别是那些刀法娴

熟，构思巧妙，栩栩如生的石刻、木雕和飞针走线，万紫千红，饱含情爱的挑花绣朵，

更是令人爱不释手，叹为观止 |

利川位于鄂西南隅，周属巴子国地，其后时巴时楚，或蜀或吴，或置南浦，或名盐

水，或归清化，或隶庸少|、| 。 地僻山深，蛮撩杂处。无明时期，土司分据，直至清雍正十

三年( 1735 )改土归流，设立县治，定名利川|。历史沧桑，不一而足 ! 有人曾经问我.

"利川 1 "典出何处?其实

北瞰巫峡'南极潇湘，属川东前卫要塞，地势险要。保土英雄巴将军蔓子的忠骨至今在

这里埋葬，川|盐西出东运的石板古路至今在这里残存，于商于战，有"利"于" ) 11 " 

其二，元代利川曾有"暗利辈"之设，襟带夷水，故名"利) 11 "其三，源于"需"卦

"利涉大) 11 " 。 语出 〈 周易 · 需 } : "利"为"宜涉"为"渡大j川川川1 "为

"大j河可õJ"。意为虽有险阻'亦可渡过。 { 蒙 〉 说 "利涉大j川川|川1 ，往有庆也。 I清青雍正十

三年改土归流后'新i设支县j治台之名多采周易'故名

源于利 J川川|川| 。 其水j清青照十丈'夹岸平川广野，鱼盐所出，产富物丰，草木香蒸，烟波横

艇，实为"有利之) 11 " 。 县以水名，故名



独尊其囚。这也许是出于一种对养育之恩的永恒记忆和感激吧。

"j青江秀绝三巴地处处画廊处处歌。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谱写一方文化。

由清江灌溉出来的利川 1 ，纳巴楚文化之精粹，容天地五方之雄奇，确实是一个最美、最

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民族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一个民

族的特色，从本质上表现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利川今存文化遗产，门类多样，内容

丰富，别具特色。仅国家级以上的著名品牌现在就有 一首歌(龙船调)、 种舞(肉

连响)、一棵树(水杉王)、一个洞(腾龙洞人一口井(大水井古建筑群)、一座寨

(鱼木寨)、一种菜(蕴菜)、两座山(星斗山、佛宝山)等九个。

利川属云贵高原东北的延伸部分，巫山余脉和武陵山余脉在这里交汇，境内四周山

峦环绕，中部平坦，古称"悬圃"。利中盆地海拔1080米左右，与庐山枯岭海拔1167米

相近或相等，是一个-次能接纳十余万人的巨大避暑宝地。 过去，这里交通不便，游人

罕至。 现在，沪蓉西高速公路及宜万铁路正在加紧建设，即将全线开通。 我们深信，在

不久的将来，利川的文化、旅游事业一定会有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发展。

文化遗产是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沃土和精神支柱，是民族话语权的依据。 ， 保护文化

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支柱和生命家园。 { 利川文化遗产撒英 〉 的成书出版，必将在

旅游、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中发挥其极积的重要作用。

掩卷欣然，是为序。

帮主茬

2008年8月 19 日星期二

① 湖北汉阳人. 1923年5月生。 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 ，工学学士。 曾在上海、 武汉一些设计单位任建筑师 ，

1975年退休。 1982年受华中理工大学之聘为建筑系教授。 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从事 《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

保护与利用 》、《 中国干栏建筑综合研究机 曾与人合作出版专著 《老房子一一土家吊脚楼》。 主编 《 中 国民族建JÆ，-

湖北卷 》 、参编 《 中国建筑艺术全集 . 23 .宅地建筑·四·南方少数民族卷》。 出版 《 武陵土家 》 、 《 匠艺七说》 、 《 巴

史别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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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所在地理位置

利川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级市 。 地跨东经 1080 20' 一1090 18' ，北纬

29。 钮， -300 39' 。 位于鄂西南隅，东接恩施，南界咸丰，由西南至西北依次与重庆直

辖市的黔江、彭水、石柱 、 万州、 云阳、奉节相邻。

利川古属巴国。 自秦至宋，时巴时楚，或蜀或吴，或属清江，或隶庸州，蛮猿杂处，不

一而足 。 元明时期，土司分据。 清雍正十三年( l735 )改土归流，始裁施南、忠路、忠

孝、剑南、剖，、溪诸土司地建立县治，水清照十丈的清江从这里发源，横贯全境，平川广

野，为有利之川而定名"利川" 0 1986年9月撤县建市，全市东西宽92公里、南北长 105公

里 。 历史表明:从古至今，利川一直是古代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的集居地。 2006年全市

总人口 85.85万人，其中土家族占29.4%，苗族占7.7% 。 土家族是这里的世居民族。

长期相对封闭和世代为少数民族聚居，便利川成为一个别具特色的巴楚文化的历史冰

箱。 这里文化遗存丰富。 经过两次文物普查 发现野外文物300余处(件) ，其中整理成档

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12处;古基葬、历史人物墓23处;古建筑、历史纪念建筑22处;古

石刻15处;古遗址14处;化石点5处。 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6处，馆藏文物738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2件， 二级文物2件， 三级文物14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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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村寨文化是个大概念，是我们这次在探索土家族山寨一一鱼木寨、 船头寨文化内

涵时所延展出来的一个以土家族居住、建筑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较为宽泛的命题。 村寨的前

身是住宅，村寨的发展是城镇。 食、住、衣、行中的住和其他三者一样，都是人类生存、

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存在和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它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

展 。 由于作者知识面及田野调查面都极其有限，所以，下面只能以自己较为熟悉的鱼木

寨、 船头寨及其周边的一些土家住宅、村寨、遗址、墓葬以及相关习俗为例，作一些较为

肤浅的陈述和探讨。

1 . 几种和土家族祖先居住有关的传说

3 

人面双鱼纹虎钮算子出土于利)11 忠路

我们在探讨土家族住宅、村寨、城镇过程

中，先来看看有关土家族先民一一巴人起源和

居住情况的几种传说，也许是不无好处的。

有关巴人起源的传说有远近三种。 一是远

的一说， ~ 山海经·海内经》 说西南有巴

国;大晦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巴人。 "宋罗泌 《路史 ) (后记 ·

卷一 )说伏草生戚乌，咸乌生乘厘，是司

水土，后生烟，后妇生顾相，逢处于巴。 " 二

是近的一说，这一传说直接把巴人的起源记录

在今鄂西境内。 有关记载最早相传为西汉刘向

所著 《 世本 ) ，后来 《 后汉书 》 、 《 水经

注 》 、 《晋书 》 、 《通典 》 、 《蛮书 》 、 《 录

异记 》 等虽都有所记录，但大都以 《世本 》 为

依据 。 《 后汉书 》 所载较为完整，现抄录于

下: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 、

睡氏 、 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 。 其山

有赤、黑二穴。 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



建
皆生黑六 。 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乃

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

君。 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又令

各乘士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 余

姓悉沉，唯务相独浮。 因共立之，是

为康君。 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 盐

水有女神，谓康君曰:此地广大，鱼

盐所出，愿留共居。 康君不许。 盐神

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

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 O 积十余

人面双鱼纹虎钮隽于顶盘内虎钮及人头形、船形、双鱼形巴族图语 日，康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

朗。 康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康君死，魂魄世为白虎。 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

祠焉。 "

兰是本地的一说O 我在利川团堡一带踏访时， 一位尹姓老人告诉我 : 传说士家族的祖先

乘船沿清江而上，在恩施打蹬后， 一些人继续沿清江上行，至今利川大河蝙时突然巫风暴

雨，不幸船翻。 翻个的船在清江北岸化作大山 ，今名"烂船山 " 。 撑船的挠竿飞插在清江

南岸，化为山，今名"挠竿山" 。 脱险的人们逃上岸来，住进洞里 ， 所以至今利川、咸丰

一带有以"黑洞"、 "白洞"为名的地方。 实地考察这些以黑洞、白洞命名的地方，如咸

丰黑洞(今名黄金洞)、利川化仙坑黑洞、土桥白洞等，并不是因为颜色和光线不足而得

名，而是因为曾经有人居住、通过或熬硝甚至争战的缘故。 这似乎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向我

们提供了一些古代巴人生活居住的信息 。 从上述传说我们可以看出，巴人祖先开始在鄂西

一带的住宅大多都是洞穴。 穴居野处，筑巢而居，虽是人类先民的居住通例，但从上述传

说看来，穴居对清江流域巴人后裔土家族人来说，似乎更具直传意义。

2. 穴居是鱼木寨、船头寨一带土家族人的居住方式之一

无论巴人什么时候从西北发展到巴东，康君与后照的年代是否相同或不同，根据文献记

载和田野调查，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鄂西从古至今都一直是古代巴人(板凳蛮

或康君种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的根据地。 {华阳国志 · 巴志 ~ (三)、 (五)指出 : 巴

国"东至鱼复，西至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洁。 "在 《 巴志 ~ (五)中又说秦昭襄

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 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吊称

之。 于是夷胸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 白虎常

①转引自潘光旦 《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þ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 民族研究论文集 》 第二集抽印本第 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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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虎，膜，辜，尽搏煞群虎，大啕而死。 秦王嘉之曰: ‘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 一朝患

除，功莫大焉 。 '欲如约，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

者论;煞人雇死，俊钱。 盟曰: ‘秦犯夷，输黄龙一双。 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 '夷人安

之。 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 。 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 户岁出宗钱口四十 。 故世

号白虎复夷。一曰板凳蛮。 今所谓白头虎子者也。 " ① 对照《巴志》所说的巴国疆域"东至

鱼复，……南极黔洁鱼复为今奉节、巫山一带;黔水即今乌、江洁水即今赤水河。 今恩、施州|

位处巴国东南前沿，其疆域几乎全部在巴国范围以内 。 至于今利川地方，在巴国时更是胸

忍的不可分割部分。 这里不仅古时为多虎之地，而且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也仍有

老虎出没，在毛坝、团堡、都亭甘溪山、凉雾小菁丫等地还都曾经打死过斑斓大虎。 这里

不仅有制作射虎弓弩的警和白竹，而且还有不少关于崇虎、驱虎的故事、习俗以及以板

凳、老虎为名的器物、服饰和地名遗存。

我个人赞同，土家族是一个在唐宋以后才以土家为名的族群，现在的土家族人其祖先虽

以巴人为主，但除了巴人以外也还有一些其他古老的少数民族②。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

中，现在士家族人聚居的鄂西这块土地上，不仅主要居住过古老的巴人，而且也同时居住

过其他如猎、乌蛮、百楼等

其他少数民族的古老祖先。 l 岛 • 

即使是到了唐宋以后，由于

腹、屯田、民众迁徙等原 袅号在专注
因，又有一些其他族类的人 院在拦 E J

群进入这一地区 。 巴人以及 Sff ~
他们的后代，在和这些古老 伫c
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后期进入 L于L
的民族长期地相处、相邻和

相争中，他们的文化，乃至

基因都不可能不发生相撞、

相通和相溶 O 这就是为什么 鱼木寨干坝子岩洞屋

至今土家族人的某些习俗、语言遗存仍和其他民族的某些习俗、语言相同或相近的原因 。

例如，我在实地考察中就有这样的发现:利川有些土家古语遗存和彝族古语是相同或相通

的，如罗、莫、摩、木等等相同、相转的语音，都是黑虎的古称③。 因此，支罗船头寨和鱼

木寨，都是以虎命名的土家族山寨，支罗是虎头寨的古名(见于支罗船头寨龙水文庙

①《华F日国志校补图注 } { 巴志 》 三 、 五， (晋)常草草撰、 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董珞 { 巴风土韵L 第三章 { "大江小河有源头" 为土家探源 L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刘尧汉 {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 第二节 《母虎图腾L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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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鱼木是少数民族语音的汉字记录(鱼木寨人读"木"为"莫并称船头寨为大

寨，鱼木寨为小寨) 。 这两个山寨的土家族人直至1984年绝大多数才搬出岩洞，住进修建

在平坝或山寨平地上的瓦屋。 据统计 : 船头寨、鱼木寨两山崖上现存洞穴居住遗址多达二

百余孔 。 1984年以前，船头寨人居住岩洞的为一百余户 ， 鱼木寨人居住岩洞的为八十余

户 。 在船头寨上我们虽

然已经发现了一处东汉

墓葬残址，但人类居住

遗址除有少数明代遗存 ，

外，绝大多数仍为穴 ， .

居 。 而鱼木寨上的瓦屋

建筑则起始更晚。 鱼木

寨一带究竟在什么时候

开始有人居住?他们姓

甚名谁?由于种种原

户可v
..-

因，我们至今尚难肯 佛宝山岩上居住遗址

定 。 但从元明以来该地的居住姓氏先后看，谭氏"于洪武二年，下马万县乐往坝(今利川

谋道中山附近， 古属石柱土司龙阳山同铜锣关范围) 。 洪武八年，谭元亨袭龙渊安抚司职。

永乐七年，附籍石柱土司，其地东齐冷耳阱抵利川河，南至忠路司抵岭心，西至白羊坪抵

免滩河，北至龙驹坝抵岩棱。 谭氏世袭冠带，镇守铜锣关(鱼木寨谭氏族谱) " 。 现铜锣

关附近有明代土司衙门遗址、土家崇祀谭黄两姓共守之丫公天子庙遗址及葫芦嘴石柱土司

马洪钟墓遗址。 向氏是进驻鱼木寨的第二大姓氏 。 向氏在船头寨、鱼木寨一带共有三支 :

一支为当地土著人，俗称"老本户" 一支为九君中之五君、 九君之后 ; 一支为平黄中后

进驻之军屯户 。 老本户现在多住在船头寨向阳一带;九君之后多住在鱼木寨一带 ; 军屯户

多住在船头寨塘湾一带(该支系明时归州牧向东山后裔，东山次子向正海首迁利川官渡

坝， 三迁支罗， 建宗祠于官家坪) 。 据 《 向氏族谱》载 大兴鱼木寨一支，系九君向正

路吴氏后裔。 其第一字派人为向必果。 " 鱼木寨向氏清光绪所拟字派是 必志荣光庭，

诗书有科名 。 继述长显达，维德绍家声。 "现在鱼木寨向氏字派多为"书、有距向必

果不过十代，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向氏至鱼木寨落业最多不过明代中晚时期 。 上世纪

末，我们曾在鱼木寨古坟包发现明崇祯六年向大德墓碑一通 。 该碑虽然不大，造型、文字

也都极为简单粗糙，但它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 : 向氏至少在明代末期已

在鱼木寨上有所发展，而且，在鱼木寨上开始实行了土坑墓碑葬式。 清至民国，向氏在鱼

木寨上大兴土木，修造房屋多栋，其可考者有:棒凤坪老房子建成于清乾隆初年;鱼翔嘴

老房子建成于清道光初年;生基嘴老房子建成于清咸丰初年;大湾上老房子建成于清光绪

时期，大湾下老房子建成于清末至民国时期。 进驻鱼木寨的第三大姓氏是成氏 。 "我祖世



居湖广黄州府，始祖器公幼慕西蜀之景，于大明洪武二年来川，落业于云阳县数载，移徙

于万邑南岸市郭里七甲龙驹堡受业于成家山 。 自明至清，相传数代，至于凤高祖迁于本里

大十甲猪羊坪燕儿冲，受粮创业百有余年至于祯公。 祯公以逝祖母谭君始迁至鱼木寨，落

业于斯，历有年所(鱼木寨成氏宗祠碑 · 十三世嗣孙成永高率男久远敬录) 0 以上题刻

清楚说明，成氏于清代初年始迁入鱼木寨内，最初建房于破落湾(今名新湾，因清代老屋

烧毁后建新房而得名) ，后建房屋、宗祠于连五间、抱桐湾。 除以上三大姓外，鱼木寨上

其他各姓(卡、张、方、涂、杜 、 周等姓)房屋多数都是在清代晚期、民国时期和1984年

以后才建成的。

事实说明，聚族而居是土家山寨的一大特点。 由一族、一姓而变多族、多姓，由穴居而

变成在洞穴前筑石墙、土墙，依崖出檐盖石片、布瓦的半六居，再变而为平坝瓦屋、村

落，是鱼木寨一带土家村落形成的流变过程。

3 . 从遗址看鱼木寨、船头寨及其周边土家村寨文化的流变

利川鱼木寨、船头寨的土家族人全部搬出岩洞的时间较晚，但不等于其周边地方的土家

族人和鱼木寨 、 船头寨的一部分土家族人搬出岩洞的时间也较晚。 传说中的土家祖先一一

康君种人是从岩洞走向世界的，但不等于说士家族人的其他祖先也都是从岩洞走向世界

的 。 土家族人究竟在什么时期住进鱼木寨及其周边? 究竟在什么时候才开始住进木楼竹

屋? 这些问题似乎只能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才能说出一个大概。 对于鱼术寨及其周

E 边这些小的区域和地方来说，目前我们也只能从这些区域和地

方的遗存、遗址和墓葬上看到一些端倪，而多数难以说得一清

二楚。

鱼木寨、船头寨一带除有大量洞穴居住遗址外，我们还发

现了一些其他型制的居住遗址:在船头寨有上支罗遗址和下支

罗遗址;在鱼木寨附近有铜锣关遗址和碾子确窄瞪遗址。

上支罗遗址今名旧寨坝，位于船头寨山腰今谋道长坪集镇

东侧，距利川市城约60公里 。 该遗址在一个稍高于四周的台地

上，面积约500平方米。 遗址现为耕地，除可找到一些砖瓦残片

和散失柱础外已无其他遗物 。 据考，该遗址为元 、 明时龙潭安

抚土夷黄俊治所。 下支罗遗址位于船头寨山顶，距利川市城区

约65公里，距万州港约50公里 。 该遗址面积很大，仅衙门坪一

南钟出土于利川铜锣关窄碴 处就长约7公里，宽约3公里 。 "嘉靖兰十二年( 1553 )十一月

甲辰，湖广龙潭安抚司土夷黄俊 、 黄中等作乱，占据奉节、 云、万三县土田，聚党千余，

杀土夷居民以百数，害及两省" 。 "筑寨牛栏坪，广袤六十里，自号天城 o 官兵捕

-----. 

、



建
刑
川

ι
文
化
医
严
翻
-
a

8 

之，反为所害" (明《世宗实录》卷404 、 417 ， 555 、 562 ) 。 战争先后持续 13年 。 战场纵
① 

横今重庆万州、奉节、云阳及今湖北利川、咸丰等县(市) 'y 0 为了平息这场叛乱，明王朝

调动湖、广、川、黔的大量兵力，剿抚兼施，直至嘉靖四十五年 ( 1566 )黄中被潜入之马

图、汪泽诱骗下寨，砍于市 ， t朱九族，黄俊追戮枭首，这场战争才告结束。 该遗址即是当

年黄俊、黄中父子结寨反明，设立五营四哨、修衙门、筑关卡、建学校、点状元、兴庙

宇、敬丫公天子的地方。 "铁壁三层盘古寨;螺峰四面护雄关" 。 船头寨是一座气象万

千、巍峨壮丽、神秘传奇的土家山寨!清代张宗颜在一首 《船山石锁歌 》 中这样写道:

"天船泊在络河边，偶念红尘下大千。 上帝闻之勃然怒，遣将五雷追不旋。 帝曰此船深负

我，堕落尘网乌乎可。 以后不许天汉横，特命六丁将船锁。 锁向人间不计年，镇以天符永

不迁。 苔钱垒印封条固，铺钮又倩古藤缠。 犹恐容易毁仙迹，呈风一吹化为石。 遥望

群山如叠浪，有时风撼舟疑荡 。 昂首势欲浪中移，赖有银锁作保障。 "天船下凡，架驾不

写" ，常年荡漾邀游于云海苍茫之中，幻想与实景、神话与故事的巧妙结合，张宗颜把一座

土人啸聚的冲天山寨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衙门坪为六路之总，是该遗址的核心，

现存衙基梁、武台衙门、天子殿、马道址、洗马塘、城惶庙、禹王宫、老城墙、杀人拗、

护关寨、状元坟等地名，古代砖瓦、坚片、柱础(最大者直径接近一米)、雕花条石时有

发现。 抗日时当地农民曾在武台衙门处挖出土司铜印一方(今失) ; 20世纪80年代，文物

工作者曾在龙水文庙前发现东

汉残墓一座、观音岩上发现崖

墓三孔、龙水文庙下发现石棺

墓一座，出土上写草书"金榜

题名"四字的青花小碗一个 。

传说当年上寨有三十六条小

路，七十二座卡门 。 据我反复

实地考察， 1949年前夕，全寨

卡门尚存二十五座。 今存卡门

残迹十二座，完好卡门四座 。

这些卡门以衙门坪为中心，分

布在东至太平镇、南至马龙 鱼木寨岩上卡门

关、西至龙驹堡和北至五龙关老鹊塘的四条石板古道路上。 卡门选址重在防守，或凭孤峰

以远眺;或拥老林以藏形;或扼深涧以断路;或藉洞穴相交通 。 门前道路有的盘绕如惊

蛇，有的壁陡似天梯，确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用望远镜观察，在旧寨坝与衙门

坪的万丈悬崖腰上，至今仍残留着一把古老的铁镇，其露头长约60厘米，另一头依势插入

① 《 明实录类篡 ) ( 湖北史料卷 ) {世宗实录L 卷404 、 417 、 545 、 555 、 562 。 李国样主编，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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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缝之中，据说那是当年古人修路筑卡所留下的遗物。 由此可想而知，当年修路筑卡时工

程该是何等艰难巨大。

铜锣关遗址位于今谋一鱼公路右侧，现为农田 、 森林覆盖，当地群众曾在遗址范围内挖

出明代砖瓦、房屋基础及朝门下马石等物多件。 由于该遗址早已遭到农耕、建筑等活动的严

重破坏，所以，其具体面积至今不详。 遗址近侧即为铜锣古关及丫公天子庙遗址。 古关改建

于清咸丰十一年，关前为百丈沟(又名百战沟)、女儿寨、软耳菁等险要去处，关后为漆撩

坝、绿葱坪、乐往坝、大兴场 、 鱼木寨等崖上山顶开阔平地， 与上、下支罗船头寨隔涧相

望 ， 土地肥沃，地势险耍，是当年龙阳山同土司的腹心地带。 铜锣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因修公

路而被拆除。 现存关额一方，上书"铜锣关" 三个正楷阴刻大字，弃于路旁;石刻数通垒作

路基拦墙。 丫公天子庙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拆毁，改建为民房。 该庙原为条石、干栏、硬山

瓦顶四合院建筑，建筑前高后低，地坪前低后高;房屋前为一楼一底，过长方形院坝后为一

楼平房 。 两进两厢一院坝，占地约300平方米 。 原用巨大条石修成的大门上有植联一副 :

"为忠为奸难瞒我一双慧眼;报善报恶岂贪你三娃真香。 "正楷阴刻，笔力道劲。 原正殿阶

檐下弃置残碑一通，其可见文字为"我铜锣关丫公天子庙系谭、黄二姓之基，已立成古刹，

土名叫化湾……匠师吴昭阳、袁 - 一 由一

福寿"等字样。 现中盈联 、 石碑均

已不知去向 。 不过，该石碑文字
~~ .~~:; "'.. 桐 .~~ . - 气，- -~ .. 

已向我们说明 : 谭黄二姓为当地 ffi扩 ~.i'! ι 注:王
町，由: 二.，. ... ',,,,-, ~ . t' ~ 

大户 。 应该是当地 《谭氏族谱 } 牛?γ~-气 1 、'~~' ''-9. • 

-- ~~- .. ，， - 古怪

所记"当地谭氏为龙阳山同土司后 ~~'~..- ~r-r 

裔"的一个有力旁证。 碾子蝙窄 ，、

瞪遗址距铜锣关约3公里，隔漆 ，~亏句

撩坝、中山与鱼木寨相通。 该遗

址现为农田，附近有谭氏住户多

家，因在一条山溪水沟边的砂石

岸上，遗留着古人以地为坊，依

势整刻，精心制作的直径大约

4米的石碾三盘，故名碾子确 。 碾子蝙旁约50米有水田名"瓦窑丘是古人烧制砖瓦的地

方。 现在向下挖掘，仍可发现大量经熔烧过的陶土。 瓦窑丘旁不远处即为窄瞪， 20世纪80年

代初期，当地农民曾先后在开荒和挖树疙亮时，在二米多以下挖出青铜南钟二件(现存) 。

在碾子确的另一面约50米处有谭氏老宅，我们曾在屋前的一棵核桃树下约二米处挖出立式石

狮一尊，造型古朴，与我们在忠路老司城所发现的古石狮大致相同，而手法更为古老，经初

步鉴定其制作年代不会迟于宋元。

上述遗址至今仍未经过全面科学发掘 ， 所获遗物也许只能算作一些文化碎片。 但是，崖

忠路土司遗址所存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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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汉墓、南钟、石碾以及明史明确有所记载的上、下支罗衙门坪这些文化碎片，已使我们

清晰地看到 : 鱼木寨、船头寨一带，至少在东汉时(也可能是春秋时)已经有人居住，而

且，他们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宋元时期，他们在谷物加工方面已经懂得使用水

力 。 元明时期， 他们的寨堡、村落建设已经十分可观，功能齐全，不仅有衙门、庙宇、学

校，而且有机房岩洞、榨房岩洞、谷物加工、货币武器制造等于工作坊。 虽然关卡林立，但

交通却四通八达，十分方便。 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一条建筑在崖壁上的洞穴街道。

4. 从墓葬看鱼木寨、船头寨及其周边土家族村寨文化的流变

生屋死墓，坟墓既是人死后灵魂的住所，又是活人对现实居住生活状况的复制、美化和

追求 。 不同时代的人去世以后如何安葬、安葬在哪里，几乎是死者生前生存环境、社会地

位、人生追求、信仰崇祀、种族根源的集中再现b 因此，我们常常能从一地的墓葬流变

中，发现一些居住历史衍变的足迹。

鱼木寨、船头寨及其周边改土归流以前，除少数屯所、客家以外，多数为士司驻地或土

家族人集居区，如其西北紧邻石柱土司，其正北为万州马头场大岩寨和龙驹堡，其南和西

南为建南、忠路等土司地，其东北为三峡中之云阳、奉节等土家人集居地，其正东为齐岳

山下之南坪堡以及屯所成线之利中盆地，这些地方从地理上看，都处于大巴山脉与武陵山

脉交汇的崇山峻岭之中 。 经过多年考察，我们在这一带除发现少数砖室墓葬外，其主要的

墓葬型制为崖墓、石板墓、石室墓、瓮罐墓、土坑碑坟墓等几种。 现将我们在利川境内已

发现的几种典型墓葬记述如下 :

(1)崖墓，这是在今利川境内发现的一种较为古老的墓葬型制，其中又分天然崖墓和

人工崖墓两种。 天然崖墓多分布在石灰岩崖壁上，人工崖墓多分布在石英砂岩崖壁上。 目前

我们在利川境内已经发现天然

崖基二处:一处在团堡大河蝙

清江河南岸，高高的崖壁上有

天然洞穴十余个，由于这些洞

穴外框多呈方形，其下又为峡

谷，所以这一带古名"方洞

峡" 。 清代《施南府志》说，

方洞峡是古代蛮王的墓地; 一

处在船头寨金银哟口，该崖墓

为一石英砂岩天然洞穴，洞口

外有人工修建的拜台和阶梯，

当地传说 : 对面窄蹬有-方风
建南崖墓"七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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