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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是粤东的一座历史度．，7自隋开皇十二年(公元

591年)设立循_：}fl治所，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因其
●

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素有。粤东重镇”，。岭

南名郡’之誉。据考古调查说明，早在春秋时期，我们的祖

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创造了烛

烂的历史文化。历代的仁人志士，文人墨客荟萃于此，也留

下了不少文物古迹，．为惠州的文化增光添色。 ．

．、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历史文化，发掘、保护惠州的文

物古迹，激发惠州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1根据国务院和省政

，府的指示，我市组成了文物普查工作队，于1982年9月至

1983年12月，在全市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文物普查，通过

普查，发现了一大批文物遗址。根据普查所得和历年的馆藏

文物，市地方志办公室邹永祥、市博物馆昊定贤两同志编纂7

了<惠州文物志>，客观地、概括而又有选择地介绍了本市

的文物遗址，综合地叙述了建国三十七年来我市文物考古工

作的重大收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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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才会热爱家乡，从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推

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惠州文物志>的
． ·． f

．

编写出版，是学习和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具体体现。它

为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提供了一本很好的乡土教材．它对于普及历史知识和文物知

识，促使人们更自觉地保护文物和名胜古迹，将会起到一定

的作用。

注l吴石牛同志是惠州市市长，

：

_。’

矗，‘气
：’}

吴石牛

1986年8月

中共惠州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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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上限从春秋时期开始，下限至1949年止。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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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博物馆立碑单位。 ‘

。

、
j

_J-3，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

， “ ，

‘

古建筑和石刻等。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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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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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1，遗址、‘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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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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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本市馆藏的重要文物。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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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本志所收文物遗址，原则上以现存为限，已经湮没
％魁叠

‘’废圮的一般不收，但与本市历史关系密切，社会影响较大的

‘ 亦酌情收入。‘ ．

·
‘

’

●

=、条目安搀 ‘，

●

1、章、节按文物性质分类。条目以年代先后为序。 ．

一

J，

2、文物保护单位列入附录。 ．

一’． 三、历史年代及专有名词 ，

j
’

● ，

l，朝代称号沿用通称，如秦，汉、隋、唐，宋，元，

，牛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明，清，民国等。

2、朝代纪年，古代纪年用帝王年号，夹注公元l近瑰

代以公元纪年，必要时夹注帝王年号。
。

3、地名，写历史沿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写现状甩
j

今地名。本书多用。归善县’名，因旧归善县辖区含今惠州

市、惠阳县，惠东县，县治设惠州市。为免繁赘， 。归善

县’除在第一章夹注今地名。惠州市’外，以下不再夹注。
，

4、度量衡，除引录原文外，一律采用公制。

四、本书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共6章19节，收录条目10@
二

条，附录14条，共约8．5万字，附插图2幅，照片59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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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一，历史沿革

惠州位于广东省中部偏南的东江中下游。北纬22。567 57”

--23。167 03”，东经114。17八42"----114。32,7 16’。。

东，西、南三面与惠阳县相邻，北面与博罗县接壤。距广州

155公里，距深Nso公里。全市总面积412．2平方公里，人口

18．8457万人。惠州是惠阳地区、惠州市■惠阳县党政颓导
机关所在地，也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据考古调查，最迟在春秋时期，惠州已有人类活动．时

属百越地。战国时属“缚娄’小国。‘ 一

秦汉时属南海郡博罗县。 ．

。

东晋成帝成和六年(S31)属东官郡博罗县。
、‘

。

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为梁化郡欣乐县；陈后主

祯明二年(588)为梁化郡归善县，县治置于白鹤蜂下。“
’

隋开皇十一年(591)为循州，置州治，并在橡山(中

上Ⅱ公园)设立总管府。 ’。一

唐仍为循州治所。
’ ～

、五代南汉乾亨元年(917)为祯州治所。
‘

-’

‘

宋真宗天禧四年(1030)三月，为避太子赵祯讳，改

。祯’为直，遂有‘惠州’之称，沿用至今。(注)

．注；“祯州”改“惠州”之年有两说。。《续资治通鉴长编》，．

‘文献通考：》，明清(广东通志》和《惠州府志》，清《归

喜县志>均云天禧四年改祯州为惠朋。《元丰九域志>，
’

《宋朝事实》、‘续通典》则云天禧五年改惠州。今从前说。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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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置惠州路。

明、清为惠州府。

民国为惠阳县鹅岭镇，鹤蜂镇。
· 解放后，惠州为县级镇建制，1958年始设市，1959年复

为镇，1964年再恢复为市，直至现在。。 。

二、文物概况

惠州是一座文化古城，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惠州

人民自古以来就战天斗地，披荆斩棘，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

。生予斯，长于斯，歌哭子斯”，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灿烂

繁荣的文化。历代文人学士旅寓惠州、留连觞咏，亦对惠州

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存在地上地下的文物丰富多彩。

至1986年止，全市已有十二处文物遗址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有二十六处文物遗址列为市博物馆立碑单位。历年来所

苋集的文物，仅市博物馆就藏有二千一百多件。

解放以来，全市已发现山岗遗址、古窑址等古遗址二十

八处。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瓦窑岭春秋遗址，较具特色的则是

苏轼寓惠遗迹。北宋大文豪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贬惠寓

居期问，与乡民和洽相处，关心民问疾苦，帮助地方建设，

并写下诗文二百四十多篇，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也给惠州人民留下了藉以纪念的遗迹。此外，古窑址的调查

和发掘，是惠州市文物考古的一大收获。目前l已发现宋、
元，明、清窑址八座，其中北宋窑址四座。北宋时期，惠州

是粤东地区的大型陶瓷生产基地之一，陶瓷业非常兴旺。特

别是东平乡窑头山窑址，阶级窑整座建筑在窑具碎瓷废品堆

积层上，这是国内有史以来建筑窑灶设计上极为罕见的。当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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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建窑工艺和烧窑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窑址出土的

器物，种类繁多，黢塑精美，制瓷技术极高。八座窑址有五

座靠近东江和西枝江，可见惠州的古陶瓷主要靠水路运输。

，，据《文献通考》等书记载，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

惠州建有阜民钱监，最高年产量达七十万贯，约占当时全国

铸钱额的百分之十三。虽然目前还未发现钱监遗址，但从发

掘收集到的钱币来看，仅北宋钱就有33种。这说明北宋时期

的惠州铜开采业兴旺，商业经济已有较大的发展。

‘， 分布在地面上的石刻、石雕，全市约有三十多处七十多

。 件。年代最早的是南宋石刻，其余多是明清两代的匾联，诗

文碑、墓碑、石人、石狗，石羊等石象生。这些石刻述事记

人，抒情言志，不仅记录了当时的风土人情，还保存了苏
’

轼、伊秉绶，陈恭尹、宋湘，梁鼎芬，邓承修、吴道终等著

名书法家的书迹。 ，t

·

．． ，?

-_ 南朝，唐、宋、元、明、清几代的古墓葬，全市约发现

三十多座。唐代墓葬多分布在水北的市化肥厂一带。已清理

三座唐代砖室墓，出土了唐代铜镜，唐俑、四系青瓷盘口

壶等一批器物。其中两个武士俑被有关专家誉为。省宝’。7。

明代墓葬主要分布在惠环镇，特点有二：一是大型的名人基

’多，如兵部尚书叶梦熊墓、礼部尚书韩日缵墓，吏部侍郎杨

起元墓；二是随葬品多玉器。
。

惠州是。要冲之会。，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故古建筑

多毁于兵燹祸乱。幸存较完好的明、清建筑仅得二十多座。

明代建筑集中在市区，如泅洲塔，学宫(今惠阳高级中

学)，元妙观等；清代建筑多分布予郊区，如黄氏宗祠，

。贞寿之门’牌坊等。这些建筑物，’风格清雅秀逸，对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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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特别是泗洲塔的塔檐、学宫的斗拱和梁架，元妙观的山

门、。贞寿之门”．的造型和图案：文笔塔的塔刹等，t地方特
色明显，?颇具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j．_”：I

。惠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840年以来，翟火姑起义： t

七汝湖起义、国民革命军东征、东纵游击队的抗战等革命运．

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一些著名革命家如孙中山，i周恩 I

来、邓演达、邓仲元等都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留下了许
’

多革命胜迹。现全市革命旧址和纪念性建筑共有十五处，。多

分布在市区和三栋镇。 一二

除了地面上的文物遗址外，市博物馆等单位通过发掘、

收集而来的文物甚丰。金玉铜铁、字面印章、木雕石刻、陶

瓷货币、服饰古籍、革命文物等i琳琅满目。仅明清N-(t的

玉器，就有玉镯、玉牌、玉璧、，玉环、一玉珠、玉扳指、t玉剑

璐，玉带钩、玉锁、玉印、玉鱼、玉兔、玉寿桃、玉扁豆十

几个品种；还有商、周、‘秦，’汉、隋、唐i五代十国、宋，

明，清和民国等十几个朝代的钱币；共约六十多种。更有历

代陶瓷，色彩纷呈，造型各异。这些藏品，’各自从不同的侧

面展现着古国的文明，闪耀着时代精神的火花，陶冶人们的

性格、情操，。启迪人们的心灵、智慧，为我们继承祖国历史

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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