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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县文物志

石阡县妻物繁辑二嚣编印
一Jr,八二年九月



序

张嗣英

石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石阡人民萑．长期历史发展过

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斗争中，谱写了-．章章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作为历史见证

的文物古迹和革命遗址，在石阡大地上比比皆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文化部门开展了广泛、

深入的文物普查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在此基础

．L，县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县级文物保单位名单，采取了

相应的保护措施；如今，县文物志编写组又为六十二处文物

古迹和革命遗址撰写了文物志，这是抢救历史遗产、保护现

存文物，用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党的十二大把高度的社会主义精冲文明列为社会主义的

基本特征之一。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十二大的号召，进

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局面丙努力。

一九八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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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县文物志》是根据上级文化部门有关指示，在石

阡县党政领导韵重视和关怀下，经过文化馆及县文物编辑组

全体人员的辛勤努力，以及社会上许多入士的热情协助，通

过在两年多革命文物调查的基础上，又经过近三年时间，对

全县历史文物的普查、复查，收集整理资料，然后进一步加

工编写而成。

《石阡县文物志》共收编词目67条，附录有关资料19

篇，图表及照片69件，全书约8万余字。本书是采取《贵州

省文物概况一览表》的分类法进行分类的：即一为古遗址；

二为古墓葬及历史人物墓j三为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

四为摩崖和石刻；五为革命遗址遗迹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六

为文物藏品；七为附自然风景名胜。每类词目的次序，采取

远代在前，近代在后排列。

《石阡县文物志》的编写，基本上遵循：尊重现有史

料，但不轻信现有史料，注重实地调查，但不道听途说。而

是反复认真阅读史料，参考有关资料，分析调查核对，得出

比较可靠结论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对于原资料中还有部分有

价值的文物、虽经调查，但问题仍未弄清的，为了词目的稳

定，本集暂不编入，待查清后，再编入《石阡县文物志续

编》中。

石阡县文物较多，但由于年代久远，历经翻修改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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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十年浩劫中，几乎破坏殆尽，因此，写出的资料中，不

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和完善，加上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细致的

工作，我们是在边学边干中完成这---r"作的，书中缺点错误

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希望，对此有研究的人士，能够提出批

评与修正的意见，以便我们在编续集时，得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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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历史概述

郭家齐

石阡历史悠久，从父系氏族公社中晚期尧舜时起，到整

个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时期，即有文字记载；不过当时不

名石阡，而为梁州之南裔，荆州之西鄙。春秋时奴隶社会逐

渐瓦解，各诸侯国互相吞并，战国时封建社会确立，楚将庄

骄略地至于且兰，成为楚巫黔中地。秦相张仪欲以商于易黔

中，即此地。楚灭，并于秦，名黔中郡(黔之名于是乎见)

为所属。秦亡汉兴，属群舸郡，粹舸郡主要指思南石阡一

带，其郡治遗址在思南。司马炎纂汉立晋，又为夜郎郡地。

隋代正式设县，取名宁夷，属明阳郡。．席武德四年(公元

621年)，设夷州，以宁夷县治为夷州了治，辖夜郎、神泉，
丰乐、绥养、鸡翁、伏远、明阳、高富、思义、丹川、宣

慈、慈岳等十二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衷州州治移都

上县(现河坝公社所在地，当时取名都上之非贵州通志，
前事志》第67页称： “其处是酋豪首领都某之所，因以为

名”)，复名宁夷。贞观十六年(公元6 4辫)，置群、
夷，播、珍等州，属黔中、剑南二道采访使。其时所谓黔

中，乃指思南、思州，黎平、镇远、都匀与石阡及附近楚、

蜀地，贵阳尚不在内。而夷州治吏之姓名，到开元二十五年

(公元737年)始有记载。《贵州通志前事志五》十七页

云： “开元二十五年，复以宁夷属夷州，五月夷州刺史杨浚



坐赃，流古州’’即记此事。迄于宋代，宁夷县划属珍州。元

朝设石阡军民长官司，石阡之名出此。明初为石阡长官司，

仍视作苗蛮之地，羁檗而已。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

与思州、黎平、思南、镇远，铜仁同时设府，比贵阳府设

立早155年(贵阳至隆庆二年(15 6 8)才由程番府改名，益

以金筑、平伐二司，移治省城为首郡)。从此正式成为中央

派遣官吏之所。自设府至清亡，整整五百年间，已同中原湖

南各府州同被中华文化，因以人才倍出，媲美中原。如明代云

南提督李勋，年逾七十，仍带兵打败缅甸入侵军，清道光年

间，直言极谏之侍御徐培琛，名列《中国名人大辞典》；江

宁布政使成世疽(1543)镇守南京，筹谋抵抗英帝国主义发

动的鸦片战争侵略军，呕血而亡，武昌起义时，罗云波先任

革命军第二师师长，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不朽功勋，为石阡历

史留下珍贵一页。民国二年(1913年)，全国裁府留县，石

阡府改名石阡县，直到今日。

附“石阡”一名由来

石阡既先取名宁夷，继为夷州，最后统称石阡。不选用

先得名而选用后起名，根据何在?论者纷纷，其中主要有三

说t一为增加字体之说。因县城南面有烟敦坡，草昧时代，

光石标立，数以千计，千加阜为阡，故名石阡。二为假借字

义之说，原府署后有一井，井中三石挺出，如玉签状，称为

石签，以签字欠雅，代之以阡，即为石阡。三说以为阡乃田

问路，东西为阡。城西二十里关口坪仙人街两旁为田，中间

天生石路，平衍达数十丈，又系由东到西，正是石阡。民国

十年(1922年)县志编纂者之一冯翰先考证，认为三说俱误。

据冯氏云：城东六里五老峰之脉势，自哨楼口奔驰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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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城渐绥，小田重叠，中有由东到西之石路，并引证清康熙

五十五年(17t6)知府黄良佐咏石老八景之一《官井流香》
诗句云： ‘匀醛通官阁，依山枕石阡”。又以石阡城背山面
水，坐东向西，似枕在“石阡"之上。故石阡一名之由来，

冯认为以此说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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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地界山脉河流

郭家齐

石阡在贵阳市东北340公里，东距铜仁专区所在地140余

公里，东北距北京3690公里。

县辖区域东至公鹅j纫40余公里，与江口接界；南迄铁厂

20余公里，与镇远接界；西到河坝70余公里与余庆相邻j北

达龙碉十五公里与思南桕望。东西广约80．6公里，南北长约

47．6公里。全县总面积为2162．4平方公里。

境内山脉约分三部分：东发源于大顶山，在公鹅屯、石

家场、冷家榜一带；北发源于梵净山，即平地场，石窑等

地；两者占境内面积不及十分之二。其余均发源于九龙山，

此山脉分九，故以九龙名。如胡家坡、龙家营、老鹰山、泡木

山、老寨、长溪、排楼坡、桃子园、凯斜河，花桥、打铁

都、三倒拐、枫香、察耳岩、万佛槽、堰圹、长安哨、五老

山、木纳山、荆竹坝、佛顶山、雀溪、双溪，以上居龙底江
之东；走马坪、指甲坪、界牌、瓮堡、乐侨、本庄后山、白

马坡、白沙、大岩、琵琶山、云堂山、关口坪、马鞍山、十

万屯、鸡冠山、香炉山、十二山等处，居龙底江之西，均为

九龙山脉分布处。 ，

群山之间，环以乌江、龙蔚泣、乐回江。乐回江源出余
庆，至水岩头始入本境。至花滩有枫香、五屯、范寨等处水

由黄泥坳、普乐寨来注，北流经河坝至印把山，有八旦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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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水南流由葛磉屯来注，从此入夹岩中，至深溪水口入乌抟

江。其他注入乌江小河。尚有跳蹬河，发源疆卿，由黄泥桥
过穿岩坝至三道水入乌江；乐泉源出乐桥之葛龙坡，经床桥

赵家堰等处至屯头；有千工堰之水发源于界牌，经蕨萁岭，

下由戴家坝来会，遂由屯头至河蛹汹》焉江。以上各小河偏
于境之西南隅和西北隅，灌溉面积虽不大，而多沃壤，故乐

桥、戴家坝、河坝素称石阡富庶之区。与石阡经济、文化关

系最密者，当推龙底江水系。龙底江源出．九龙山，经本属之

召溪，酋溪系龙底江正源，自九龙山麓板凳坡发源，有大地
方、上地龙、平道溪等水来会，至黄茅屯会大溪。大溪由铺

溪、直桥来，其源有二，均出白沙。其一北始予猫猫沟，其

一南始于黑山沟、双流至和尚圹会合，又至两江口，有冷水

溪由牛圹坝来注，至地袍有小溪自马扶堰来注，又有香根河

自谭家沟、小角坪等处来注，经铺溪至廖田河，有葛复容诸

水来注，至木挂溪，又有米沙坡之水来注，至黄茅屯入龙底

江。北至腊岩，有氽碉河由桶溪来会。再北流绕石阡城，至

浮桥口有洋溪来注：洋溪有二源，一源出江口县提之漆司，

西流经印江县之斗河，又西至本境亚木，有公鹅屯、斗产坝

之水来注，至凯斜河，与洋溪之另一源凯斜河会合。凯斜河

源出地印暗流山中，至排楼坡有长溪来注，至红溪屯地氽水沟

大鸡公之水来注，至铺廷河有铺子沟之水来注。至茶园有滥

沟、青山等处水来注。至凯斜河汇为洋溪，又西至打铁都，

有平半屯、底兽、花桥诸水来注，自是经溜口槽，出浮桥口

入龙底江。从此折而东，至狮子口有雍南河来注。又折而北

至柴家坝，有龙塘之水由板桥来注。龙圹水称龙泉．源出龙

圹街后石孔中，出地即成巨溪，至场前有肖溪来注，遂由

老黄屯过板桥至柴家坝入龙底江，经圹头下7．5里处入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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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北流至四JlI涪陵汇入长江。

由此观之，石阡山多水多，山环水抱，以至海拔1302公

尺以上高山区，亦宜水稻生长，如两仪堂、苗旺、指甲坪等

处，指甲坪上并有天然湖猫洞圹、绿荫圹。解放后，水源运

用渐广，如自来水、水库、电站，都离不开水，尤以修建中

之洋溪水电站，发电力1500豇，等于旧社会贵阳市两个火力

发电厂。以此优越之地理条件，挖掘潜力，发挥优势，使地

尽其利，物尽其用；必能对“四化"建设，。提供较多的物质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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