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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龙门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山区．境内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龙门人民的祖先，就在

这229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经过漫长的岁月，龙门的地上地下保存了丰富的文物，为后

人留下了光耀桑梓的遗物．如古代文物：铁岗乡南坑村。状元

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蓝田瑶族乡泥壁石(土名)出土

的商代磨制石矛；平陵镇黄岗岭(土名)土坑墓出上的战国青铜

剑、铜斧、铜削刀、陶碗；永汉镇红星村。金黄亭。出土的战国铜

盆；王坪镇江面村出土的西汉、唐、北宋、南宋的钱币i王坪镇邬

村元墩山出土的距今已1350年的唐代中期海兽葡萄铜镜；还有

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的古建筑：龙华水坑文笔塔和沙迳功

武廖氏宗祠等．革命文物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师在龙门活动的旧址；抗日战争时期，江厦、石墩人民为保

卫家乡，抗击日寇侵略的斗争遗址；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人民解

放军江北支队司令部遗址，低面伏击战遗址⋯⋯．
时过境迁，沧桑变幻．代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是历史的

见证，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1981年10月，我县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文物普查．1982

年lO月27日，成立了县文物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加强

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经过近5年的努力，在全面普查的基础

上，成立了《龙门县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着手编写《龙门县文物

志》．编委有：张吉清、梁照华，李占元，刘冠荣，罗振球、段粤

l



川、邓晓薇．主编：张吉清，副主编：刘冠荣、罗振球．在编写过程 _

中。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去 、

伪存真。力求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祈望本志能为人们研究龙门

历史，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

育，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挥有益的作用．

．．在文物普查和编写《龙门县文物志》过程中，省、市文物管

理部门，曾给予热情指导和支持；县志办曾给予大力的协助；各

乡．镇文化站干部和县文化部门的文物普查人员进行了长期艰

苦深入的工作，在此谨致谢意．

但是，本志的记载，只是全县已发现的一部分文物．可以断

言，还有大量文物蕴藏在地下未发掘，群众中也还有大量流散

文物未收集．这些都有待我们继续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以使本

志不断充实．

由于我们的文博知识和编辑水平有限，纰漏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专家，读者赐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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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排分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两篇．篇内分章，章

内分节． ， ，．

二，本志收录文物的时间范围，上限起于新石器时期，下限

断至1949年9月30日止(革命烈士纪念碑除外)。’ 。．

．。，三、以物人志、编撰范围均是我县各个历史时期，具有较高

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有些已湮没的古迹，一般不予入

志．但个别因其影响及历史价值较大的，亦作简单记述．

四、本志的年代称号沿用通称．辑录的原文，碑文所夹注的

帝王年号纪年，均为编者所加． ’，t=
‘

五、本志均用简化字．所辑录的碑文，其繁体字亦改为简化

字，标点符号、译注均由编者加上．。口“符号，为碑文中漫漶不

清的字．
‘ 一 ‘ ’ ‘

六、本志文内称。解放前。，。解放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949年lO月1日)之前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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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龙门县历史沿革表

置县

名称
县址 朝代年号 公元纪年 置县范围 隶 属 备注

春秋战国 百粤之一

时期 部分 杨 州

番禺县之
秦 南海郡番禺县

一部分

汉

东汉建安 公元201 增城县之 广州府南海

六年 年 一部分 郡增城县

广州府南海
吴

郡增城县
皿
I／／I

南北朝

南海郡增城
隋 ，．

县
●

岭南道广州府
唐

南海郡增城县

南汉 兴王府增城县

5



续上表

置县
县址 朝代年号 公元纪年 置县范围 隶 属 备注

名称

一州府南海
宋

郾增城县

一 广州路增兀
城县

广州府增明
城县

划增城县 西林都
西林 明弘治 东北部的 七星

都七 九年 西林、平 岗称

星岗， 康．金牛 广东省 。上
龙门县 现为 1496年 三都及博 广州府 龙门”，

龙城 罗西北的 故置
镇 一小部分 县名

置龙门县
为。龙
门县”

广东省
龙门县 龙城镇 清 1644年

广州府

民国三十 广寒雀 明27日
龙门县 龙城镇 1949年 直治 龙门县

八年 解放

中华人民 中共潮匕 10月lie
龙门县 龙城镇 贼龇

共和国 1949年
地力委员会 门县人

民政府
1949年龙门县 龙城镇 ， 东江专区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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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物篇

第一章古遗址

一、蓝田瑶族生活穴居遗址

蓝田瑶旅祖先

生活穴居遗址，分

布在蓝田瑶族乡的

寒IJJ、上圈，列

厦、谭家湾、杨H

等一带向R1近水的

山边．

1981年10 Jj

龙门县开展文物普

粪
瑶族早91l'3-话穴J。‘j巫}址

查，在蓝田发现穴培遗址70多处，有长方形、唰形、椭lfl；I形和马

蹄形。嗣穴分早期．晚期型。早期的洞穴，营造简单，在山边挖一

长方形洞穴，洞壁开一个与地面肃j通的排气孔，然后封住洞

口，用柴草烧煽后，便用来居住。早期洞穴一般宽1 8米至2

米，深1．5米至2米，高1．2米至1．5米。晚期的洞穴，多为椭圆

形、马蹄形．洞壁用黄泥和草木灰混台浆涂荡，壁厚10博米至20

麒米，洞后壁有3个方形或圆形的排气孔。马蹄形洞穴．一般宽

l 8，2．2，2 5米，深2 5、3．2米，高2 2米。椭圆形洞穴．宽3．2米，

深3 6米，高2 2米。圆形洞穴，宽3．4米，辣3．6米，高2．2米．洞

l I一般高出地面20恒米至30埋米。

9



晚期马蹄形穴居遗址

1987年3月17日、l 8}I，广州III文管会副士任、广州博物

饿馆长麦英豪一行，、人到蕊田考察。鲐他们鉴定洞壁，确定晚

考古队在挖掘穴居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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