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文物的收藏与古遗址、古墓葬

教之忠

文物的收藏

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对文物的保护，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就相继颁发了一系列的

法规性文件，各级地方政府也把对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纳入了文化工作的范畴。当时，禹州的文物保护管理工

作由当时的禹县文化馆具体负责。自 1951 年到 1958 年，

由禹县文化馆收集的各类文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

居原许昌地区各县之首，因而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重视

与好评。 1958 年在郑州召开全国 11 个省、市文物博物馆

工作现场会时，会议的全体代表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

长王冶秋率领，特地从郑州来禹州(当时称禹县)，参观了

禹县文化馆收集的文物。禹县文物藏品之丰，品位之高，

很快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令人痛情的是，在"文

革"中，文化馆所存文物绝大部分被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物工作也和全国其它

工作一样，通过改革开放焕发了生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大好形势。 1979 年，设立了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办公



室，健全了文物工作的领导机构。 1987 年，又设置了文物

管理所，加强了对文物工作的领导与管理，进一步促进了

文物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进入 90 年代，禹州市文物管

理所收藏的库存文物已达 4000 余件，其中属于珍贵文物

的有 1000 余件。 1997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政(1997)

14 号文件，从我市征调的珍贵文物就达 82 件之多。目

前，我市库存文物仍达 4000 件以上。

古遗址

禹州市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数位于河流两岸

的高阜处。历经数千年的自然冲刷和农耕毁坏，能够保

留至今并且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已为数不多。通过建国以

来的野外考古调查工作，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有 20 余处，它们是:位于花石乡的西柳遗址和阎寨遗

址;位于顺店镇境内的谷水河遗址和下毋遗址;位于火龙

镇境内的瓦店遗址、龙池遗址和冀寨遗址;位于方山镇境

内的方山遗址:位于文殊乡境内的连楼遗址和段湾遗址;

位于朱阁乡境内的沙陀遗址、马坟遗址和董庄遗址:位于

城关附近的东城墙外遗址和崔庄遗址(这两处遗址均被

毁掉) ;位于郭连乡境内的李庄遗址和黄台寨遗址;位于

椅河乡境内的吴湾遗址、枣王遗址、余王遗址和胡楼遗

址;位于范坡乡境内的王山遗址和潭陈遗址;位于梁北镇

境内的杜康寺遗址;位于鸿畅镇境内的寨子贾遗址等等。



以上所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有一部分已被

有关考古单位暨郑州大学考古系和禹州市文物管理单位

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试掘，如瓦店遗址和阎寨遗址。

尤其是瓦店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给我

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和依据。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禹州市目前所发现的这些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中，绝大部分经过中美两国的考古工作者

进行了复查，资料准确，可信度强。

禹州市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陶瓷业发展基地之一，

它不仅是驰名中外的钧瓷的发祥地，而且还是宋代五大

名窑中钧官窑的所在地。因此，禹州境内遗留下来的古

陶瓷窑址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许多被毁.但经过近年来

的调查，可见到的陶瓷窑遗址仍有 100 多处，居目前全国

己发现的古瓷窑址首位，在中外陶瓷界影响颇大，其中重

要的有以下两处:

宋钧台钧窑遗址:位于禹州老城区以内的北侧，东起

东城墙，西至文卫路，南起迎风阁街，北至北城墙，总面积

达 30 万平方米，是宋代五大名窑中目前唯一被证实确认

的钧官窑窑址，是许昌市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窑址内窑场的分布情况为:市制药厂内原八卦洞以东

为钧窑区，专门烧制钧瓷。八卦洞以西为烧制天目瓷、白

地黑花瓷和其它瓷种的区域。

宋扒村瓷窑遗址:位于浅井乡扒村(曾名昭村，东张

镇)附近，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是禹州市境内遗存面积



最大的古瓷窑遗址。 1963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

→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窑以烧制白底绘黑花瓷为

主，也烧制钧瓷、汝瓷、天目、三彩、加彩等瓷，在装饰手法

上有刻花、剔花、印花等，此窑址不仅在国内颇负盛名，而

且在国外特别是日本，影响很大。

禹州市地处中原，历史悠久，因此境内遗留有不少的

古城址和一些与古城有关的遗迹。可惜由于历史上的种

种原因，这些古城及其遗迹多已被毁，现存的、比较著名

的还有以下几处:

阳霍故城:关于阳霍故城，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

在八里营周围，因旧志书曾记载，在八里营村的路旁原有

断碑一节，上面刻有"阳霍故城"四个字。但旧志书未说

明是何时之碑、何人所立及残断情况等。笔者曾陪同有

关考古专家到此地调查，发现八里营周围的确有城墙基

槽一类的遗存，但根据实物判断，它应属汉或汉以后所

筑，由于面积较小，又无更多的实物旁证，故而无法判断

它是否就是"阳翠故城"。另一种说法则说阳霍故城就是

现在禹州城区所在的位置。关于此城址，在 1990 年冬，

已经过有关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和论证，确认了这一点。

论文己在刊物上发表，其论据可参见 1991 年《中原文物》

第 2 期，刘东亚先生所著的《阳程故城的调查》一文。

雍梁古城遗址:又叫雍氏城，也曾一度称它为"司马

古城"位于古城乡古城寺村周围。据《括地志》记载，它

是黄帝的大臣雍父作件臼有功所封之地。后世在此建



城，就称"雍梁城"。到春秋时期，它成为郑国的战略要

地。据《左传》记载:襄公十八年(公元前 555 年) ，就发生

过"楚师伐郑侵雍梁"事件。近年来，通过对残存的部分

城墙和地下基槽进行的考古调查，证实了这座古城为春

秋时期所建。该城东西宽约 1300 米，南北长约 2500 米。

目前仅在人们称之为东城岭的地方遗存有一段长约 10

多米的古城墙，其它都被夷为平地。雍梁古城址在 1958

年被就禹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少康城遗址:位于)1顶店镇的康城村周围。据史料记

载，是夏少康帝"中兴"活动的地方，也是"少康中兴"后的

都城所在地。在"文革"后期，康城村西侧尚存有一段耳

城和马面一类的城墙建筑。村的南侧在民国年间尚存有

高低不同的残断城墙，人们称之为"鬼打城"。

古墓葬

由于禹州市有悠久的历史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境内遗留有众多的古基葬群落，其中有一部分是帝王及

士大夫的陵墓。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都道受了不同程度

的损毁，但大部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

黄香墓:位于郭连乡黄台寨村东侧的孝岗上。黄香，

字文强，湖北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至孝，历史上把他

称为"孝子"被列为民间俗传的"二十四孝"之一。他通

佛典，善文章，汉和帝年间官至尚书令。一生勤于政事，



忧公如家，晚年坐事被免职，随他的儿子黄琼来到禹州。

死后葬于孝岗之上。现在黄香墓的基家仍然存在。墓前

原有一通大石碑，上刻"汉尚书令黄香之基"此碑目前已

供。黄香墓 1958 年就被公布为禹县文物保护单位。

水镜先生司马徽墓:位于椅河乡余王村潘庄的东侧。

司马徽，字德操，阳霍人。一生清雅，善知人，时人称之为

"水镜先生"。他曾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和庞统二人。死

后葬于阳霍。司马徽墓墓家巍然屹立，基前原先立有石

碑一通，碑上刻有"汉司马徽先生之墓"八个大字。"文

革"中此碑侠失，现已找到，存放在潘庄。

卢照邻墓:位于无梁镇龙门村尚家 村的河溪西岸。

高大的墓家尚存。卢照邻，字升之，唐代幽州范阳(今河

北省源县)人。唐初文坛四杰之一。他初授邓王府典签，

后迁新都尉，因病去官，隐居太白山。服丹中毒，病势加

剧，手足痊孪不停，又移居到阳霍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

并预建了一座坟墓口 终因不堪疾病折磨，自投扳水而亡。

五代后汉帝后陵墓群:包括后汉高祖睿陵(俗称刘知

远坟}，后汉隐帝颖陵及后汉高后陵(俗称李三娘坟)。

后汉高祖睿陵:位于某庄乡柏村西侧，是后汉高祖刘

知远的陵基。:XtJ知远(895一-948 年) ，于 947 年即帝位，

948 年死，同年 11 月葬于睿陵。其陵前原有气势宏伟的

神道石刻群、翁仲神兽罗列两旁，可惜的是在"文革"中全

部被毁。现陵区仅存有一高大土家和几个僵卧田垄间的

石狮，好像在向人们泣诉着它千年的历史。 1963 年被省



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汉隐帝摄陵:位于花石乡徐庄村东侧，距睿陵约 5

公里。据《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记载，如j知远之子刘

承站于乾桔元年(948 年)登基，乾括三年 (950 年)被杀，

广顺元年(951 年)葬于是页陵。颜陵的基家在"文革"后期

被群众掘开夷为平地，神道石刻被砸碎，一部分埋于地

下。

后汉高后陵:又名李三娘坟，是刘知远皇后李氏的陵

基，位于浅井乡麻地川村。李氏 954 年死后，葬于睿陵东

侧约 10 公里处。高后陵前的神道石刻及翁仲神兽现已

大部不存，现仅存头部已残失的文吏俑两个，石兽两个。

宋蔡文忠公墓(俗称蔡状元坟，也叫蔡齐墓) :是北宋

时户部侍郎蔡齐之墓。位于文殊乡刘湾行政村的蔡寺南

侧。蔡齐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6 年)获得殿试第一

名，高中状元。 后来官至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死后赠他

为兵部尚书，溢号为"文忠"。 据《禹县志》记载，由欧阳修

为其撰引状，范仲淹写基志铭。墓前的翁仲石兽已全部

不存，蔡齐墓于 1958 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阴代周王墓群:包括被封为周王的朱元璋第五子朱

莉的陵墓、朱腑的后代周恭王墓及周端王墓。

周定王墓位于无梁镇老官山东麓，是周王朱树的陵

墓。 周定王陵现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宫。另外，它还

包括一个建筑奇特的妃子基。为禹州市的旅游参观景点

(详见《龙踏虎踞定王陵》一文)口



周恭王墓:位于无梁镇无梁村北的炸药库院内 。 是

第六代周王朱睦桦的墓葬。 该墓葬的地面建筑物已全部

被毁。 基葬的地宫，目前尚未发掘，也不知其具体位置。

周端王墓:位于无梁镇观上行政村的西观村东侧，是

第十代周王朱肃臻的墓葬。 地面建筑，如神道石刻、翁仲

石兽等已全部无存。 1959 年，有关部门对此基进行了发

掘，发现这个墓葬的基室比较简单，夫妇二人只是各砖券

一个大洞而已。目前有一方周端王的墓志铭石，存放于

文物管理所。

明代徽王墓群:包括被封为徽王的朱见沛的陵墓(徽

庄王墓)、朱见沛的庶子朱括台的陵墓(徽简王墓)和朱桔

台的庶子朱厚熠的陵墓{徽恭王墓)。

徽庄王墓:位于坞山乡魏井村南(官寺北) ，是第一代

徽王朱见沛的陵基。 朱见沛是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九子，

被明英宗封为徽王，藩王府就设在钧州(今禹州市) 。 徽

庄王基的地表目前仅存有一处有三个门洞的建筑物。

徽简王墓:位于坞山乡官寺村东侧的一个高崖处，与

徽庄王墓相距约一公里。 是第二代徽王朱站台的陵基。

徽恭王:位于梁北镇董村店村的东侧，是第三代徽王

朱厚熠的陵墓。地表建筑目前已全部被毁。

明代吏部尚书马文升墓:马文升，字负图，号约斋，祖

籍钧州(今禹州市) 。 明代进士。 官至吏部尚书等职。 马

文升基位于朱阁乡马坟村北面，原建有规模很大的一个

墓园，基园内碑刻林立，有排列整齐的翁仲石兽等，解放



后均道毁坏。目前，该墓地表已见不到有什么价值的遗

物了，只有马文升的墓志铭石现存市文管所。墓志铭由

韩文撰文，李饿书丹，比较详尽地记述了马文升的生平事

迹，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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