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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志》第一集是根据上级文物，文化部门

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下，经过全区各

时间的艰苦努力，在普查、复查，加工

志稿的基础上汇编的。

《铜仁地区文物志》第一集共收录志目七十八篇，其中

古墓葬及历史人物墓九篇，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二十五

篇，摩崖石刻十三篇j革命遗址遗迹和革命纪念建筑物十六

篇，文物藏品十篇，风景名胜五篇，并附<(铜仁地区文物概

况一览表》，全书约十万字。各类志目按年代先后为序编

排。
‘

’

铜仁是汉，苗，侗、土家族杂居的地区，各族人民共同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作为历史见证的

文物古迹和革命遗址遍布地区所属各县，而《铜仁地区文物

志》第一集仅仅是我区文物的凤毛麟角，不能反映铜仁地区

文物的全貌，还有大量的文物，尤其是民族文物，需要我们

去进一步复查和挖掘整理。我们热忱欢迎各级党政领导和各

界人士，都来关心和支持我区的文物工作并撰写各类文物志

稿寄给我们，以便今后在续集中选登。

在编审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全，更主要的是

知识有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希望熟悉我区文物

韵各界人士，对本书提出批评和修正的意见。
。

‘

编者’。-



贸煳省婀仁地厘’爽物分布画

千工堰 纪念碑 古 树 强国良接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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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葬及历史人物墓



滑河洪渡汉墓

田莆平

一

墓在沿河县城北几十公里的洪渡镇，位于乌江阿岸山坡

上，+V-7I{L$}j-水Ⅲ约i百公尺。此处称松树林包包，附近发

现西汉墓弓东汉禁。

西汉墓长?i米、宽州水，墓空商二米。用磨沙石砌成，墓顶

西汉堇

5t-i'jtjP．。每块隳石长。点五米，

宽厂)点二米，无豳瘦。现发掘类

似At：-：／+i，lk-I 2●年被盗，未见随葬

品。现仪存一幢较为完整。当地

群众把守椠称叫“苗屋”。

东汉幕一，南北向。墓长五

米，宽二水。集底铺青石板，墓

顶用子母样砖砌成，墓壁用无子

母樨砖砌成。顶部略呈拱形，墓

室结构严密。子母棒砖每块重十

二点五公斤，长。点四米，宽。

点二米。砖一侧面有几何纹饰，

较精致。

该县汉墓群的发现，对研究铜仁地区及黔东北历史和古

文化，均有极重要的价值。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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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没基砖

基砖一侧的,fLt,-7坟饰



云落!屯悬棺葬

龙秀责

云落屯，他f：松洮IH族自活县城西南五里。屯脚左端有

腹IjI，私“仙人姑”。岭南一壁艮百余米，高约四十米的红

崖壁，陡峭险峻，戊顶外【”l，彤似腱惦。崖脚下二十余米处

硅波涛滚滚的桧i】=。『llfⅢ芘“f‘糸术。在“屋檐”下，有

数十个长方形髓龛和钳n：崖墅上的小方孔，形成不规则的数

层磺排，有的小方孔珏{插木桩，M洲伸望，个别洞中，有灰

白色木衔似的物体隐约一Ⅱ见。群众f々说，这里曾经是仙人居

住的地方，fiJ【人离去后，田r这Ⅱj仙人开尚的壁龛和木箱，

敞称“仙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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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冬，贵州省文物考^工作者，搬据传说，对

云落屯一带进行调查，发现“仙人选”有“龋石为穴”．

“穴内藏箱”、“辅内掉钱”等迹象。初步确定此处为“崖

墓”之一种。

一九八0q-j＼J{，松桃县文化馆姗同贵州省博物馆，对

云落屯“仙人迹”选择两龛进行考I‘i}?j-，J{，清理出木棺二

其t一为“船棺”，一为“风轿棺”。船棺一头大，一头

小。大头宽零点四九米，小头宽零点二六米，长一点九九

米，高零点二五米。棺壁J呼零点零八米，无棺盖，底部半

园，形成小舟，故名。捌放船稚的壁龛，商一点二米，长三

点四米，深零点六米。棺内残存两具人头骨和下肢骨二盯

(因年代久远，大部分骨骼已腐)及一个半边陶社。经鉴

定，人头骨一为男性，年龄在中年“．1：，一为女性，rfJ年，

‘



一为倒棱台体棺，上大下小，

宽零点六四米·高零点五四

米。棺内人头骨一具，无棺盏。搁放“风箱棺黟的壁龛，高

一点一米，长一点八米，深零点五米。‘‘船棺玎和。风箱

棺∥均以整木刳制而成。经中国科学院地球化研所C¨鉴

定。 “风箱棺矽的年代为西晋(公元300年左右)·囊船棺?

的年代尚待进一步查考鉴定。

；’：&唐代张蟹在((朝野佥事》卷十中载。 “五溪蛮，父母

死，于村外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

一月余，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

柩，弥高者以为至孝，既终身不复祀祭。初遭丧，三年不食

盐。黟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葬堂》中载，“死者诸子照

水内，一人背尸，以箭射地，箭落地定穴，穴中藉以木。贫 ．

则已，富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团洞，，发骨而出，易

以小函，或架崖屋，或挂大木。风箱剥落，皆置不问，名

‘葬堂’。万
。

云落屯悬棺葬，正与上述两文献记载相符，属_二次葬，． ．．

所谓“二次葬’’，即在人死之后，将其尸体搁放村外，三年

后，尸体腐烂，再将残存骨骸， 矗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

葬之"·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盼古代葬俗。 ．

一九]k---年二月二十五日，松桃县云落屯悬棺葬列为贵

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



茶溪古慕甜

群世 复

古羞

古墓群位于德江

城南十五公里的煎茶

溪新场。：’地人称

“草寇坟”、“曲]：

坟”。现发现三捧，

四个梁室，分葬于干¨

距约二百米的两个山

堡上。肇窒结构基本

相同，均为石结构单

室墓。封一l约一米，

红砂土质，外脱与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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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平。

一}=}墓彳，男女二

室，互不相通。室内

空间高三点八二米，

宽二点零七米，长四

点四米。顶端藻井中

央有太极图浮雕图

案，底部有石池腰

坑，腰坑上放石棺

床，棺床下前端各有

二石雕力士半跪托

’&后鹾有供台，上

刻套旺菱形花啦浮雕图案。前用双崩大石门关闭。一九八三

年十一月，贵州省蹲物馆对该墓进行发掘清理，出土古钱六

榴．小瓷碗四个(一个较完整)，铁斧头一个。未发现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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