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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记述人类活动的历史佐证。 ．’

‘、‘，

文物是人类创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

博罗县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出土文物考证，早在四、五

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在博罗县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秦始皇

统一中国后，岭南地区才开始出现专有地名，而博罗县就是

在这时建立起来的，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辟土开疆，创造财富，留下了丰富的

文物古迹，而我们正是承受这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主人。

博罗县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孙中山、

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到过博罗。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司令

部就设在罗浮山。无数革命先烈在为我们开创光辉业绩的同

时，也遗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

编写博罗县文物志，把文物古迹记录下来，播示后人，

启迪来者，是一件千秋大业，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尽

管是陈年旧物的记载，在浩瀚的史料中仅是沧海一粟，但从

中也能窥见博罗县古代文明之一斑。出版这本文物志，对于

搞好文物管理，开展科学研究、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

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发展旅游事业，都具有现实

的意义。

我县有史以来没有写过文物志。我县虽属古县，但郡邑

屡雯，往事湮没，年久物非，史料残缺，而现存《博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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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记载仅始于乾隆年间，乾隆以后已无续志，所以，我

县文物古迹的记载历来被认为无迹可循而成为空白。

为了填补史料上的空缺，县文物普查队于1984至1985年

在全县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文物普查工作。他们带着行李，骑

着自行车顶骄阳，冒风雨，跋山涉水，走遍全县23个区

(镇)，245个乡及500多个村庄，行程5000多华里，召开文

物普查座谈会200多次，参加普查的群众有2000多人，调查

登记了各类文物150项，征集了散存文物342件，拍摄的照片

有1500张，拓片28张，图表16份。并查阅了有关文献史料，

积累了20多万字的档案资料，去粗取精，编写成为这部《博

罗县文物志》。

本志成稿之后，省文物志编写办公室的杨式挺、曾腾

徘、尚杰三位同志和县城罗阳镇小学彭天锡同志，都详细审

阅了全稿，并作了修改，为本志增色不少。在此，谨向他们

及县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表示感谢。

本志成书时间短，加上编者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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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收录范围。1．以记录现存的文物为主，以物叙

事，以物志人，2、以具有历史意义的古遗址、’纪念建筑物、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革命旧址、

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和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的

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为主。

凡是县志、《罗浮山志》等文献有记载的古建筑、古墓

葬、风景、名胜本志也收录，巳废圮的作附录说明，3．在县

内流行、影响较深，具有一定特色的民情风俗均收录。
二，本志收录文物，上自本地区有人类活动的新石器时

代起，下至1949年9月30 Et止。某些纪念建筑物，则突破此

限。 ．

．三、本书编排，先横后纵。即首先按文物性质分门别

类，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然后各门类按历史年代

排列。摩崖石刻，多为成群，故本志不按年代排列。名胜风

景，风俗习惯亦不按年代编写。

四，本书为资料性质，我们编写时注意到它的科学性，

资料性，地方性，实事求是地记录文物的历史和现状。有关

人物一般不加褒贬。为加强本书的可读性，一些文物的名

称，加以解释说明，使之明白易懂，饶有趣味。

‘五，朝代的称号均沿用通称，如秦、汉，晋，隋，唐、

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纪年用帝王年号，夹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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