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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苏溧阳水
西村公开宣布成立，标志着新四军东进江南抗日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对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发展壮大抗日
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抗战史上写
下光辉的篇章。

近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85周年主题活动在江
苏溧阳水西村举行。本次活动由溧阳市委市政府、中国
新四军研究会、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联合主办，溧阳市
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及新四军江
南指挥部纪念馆承办。

85年光阴流逝，伴随新四军当年英勇奋战的革命历
史，水西村红色精神历久弥新，已成为新四军在江苏大
地上留下的红色“富矿”。活动期间，纪念馆共收到来
自中国新四军研究会，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北京、上
海、盐城、福建、淮安、常州等新四军研究会以及全国
新四军纪念场馆联盟书法作品21幅。新四军首批女机要
员、水西女杰代表罗伊的女儿李鲁鲁，新四军老战士戈
克平女儿戈继军以及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分别向纪念馆捐
赠了珍贵文物。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

本次主题活动期间恰逢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建
馆40周年。自建馆以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孜孜
不倦、久久为功，不仅综合功能愈发完善，还先后获评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
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研学旅行基地 （营
地）等，今年更是成功晋级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成为溧
阳一张亮丽的红色名片。

每一件革命文物的背后，都承载着一段感人至深的
革命往事。

“在父亲去世十多年后，整理家中物品时发现他留
下来的两箱史料，里面有很多记的笔记。”戈继军说，
水西村是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所以选择了 9套重要资料
捐给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在烽火硝烟的峥嵘岁月里，《新华日报》与新四军
都是“党的一个方面军”，同为抗战而生，始终肝胆相
照。在军史和报史交融中，“两个方面军”相互守望，
砥砺同行。活动现场，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向纪念馆捐赠
了14张革命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版面。这些版面生动
记录了新四军在溧阳一带的英勇抗战事迹，展现了新四
军与溧阳人民群众之间的深厚情谊。

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
念馆馆藏文物达 12592 件 （套），其中一级文物 10 件
（套）、二级文物36件（套）、三级文物330件（套），已
成为一座内容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宝库。

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新四军纪念馆馆
长、新四军纪念场馆联盟会长仇金标表示，近年来，新

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作为全国、江苏新四军纪念场馆
联盟重要成员单位，积极组织学术研讨、引送主题展
览、举办社教展演交流等联盟活动，发挥了积极的示范
作用。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新四军创造的辉煌业绩及熔铸的革命精神，既是溧
阳人民心中的不朽丰碑，更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在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85周年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
馆建馆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围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作用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同时，与会人员各抒己见，
从不同角度对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全面
剖析，深化了对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党史和军史中的价
值认识。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不仅
是对老一辈革命家及新四军将士们的深情缅怀，更展示
了新时代新四军后人对弘扬铁军精神的决心和态度，为
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新四军红色文化、推动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除此之外，本次主题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溧阳，苏
南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水西印记——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纪念馆志》新书首发与赠书仪式，激励青年一代传承
革命精神，争做新时代铁军；开展了“崇高风范 清廉
丰碑——新四军廉洁思想文化史实展”巡展，采取图文
结合，辅以红色故事、文物史料、历史图片等形式，将
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展现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和
崇高风范，形象生动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与竹箦镇水西村委
签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共进为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纪念馆将全面深耕红色沃
土、整合红色资源，不断充实教学实践软硬件设施，强
化红色阵地干部教育功能，持续建强全省一流党性教育
基地，奋力打造薪火相传的红色精神家园、有口皆碑的
城市形象窗口。

文物普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
文物保护、管理、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开展过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通过普查，湖北
省十堰市查清了全域内不可移动文物资
源家底和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文物资
源基础信息和翔实数据，形成了包含文
字、照片、图纸在内的文物普查档案，
为普查任务顺利推进、全市文物事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普档案：沧海遗珠

十堰市原属郧阳专署，1952年12月
划入襄阳专区。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从
1956年开始，仅覆盖24个省份，襄阳地
区为当时的湖北省普查试点，十堰市是
保存“一普”普查档案为数不多的地级
市之一。

十堰市现存“一普”普查档案 2
卷，含郧县、郧西、房县、均县、竹
溪、竹山 6 县共 152 处文物的普查登记
表，分为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
刻、化石点 5大类。每类表格都包括地
点、范围、保存情况、时代、平面图等
信息，又根据文物类别设置有不同的栏
目，如古遗址设有“地理形势”“暴露
迹象”“采集标本”等栏目，古建筑设
有“创建及重修经过”“建筑形式”“结
构及材料”等栏目，古墓葬设有“地面
封土及大小”等栏目，石刻设有“形式
结构”等栏目，化石点设有“地形及环
境”“暴露情况”等栏目。

此外，均县还收有革命文献文物、
革命文物、革命遗址文物、古桥文物、
化石文物、古牌坊文物、古塔文物、古
建筑文物、古文化遗址 9份文物调查登
记表，详细记载了 109处不可移动文物
和 82 件可移动文物的名称、时代、说
明、现存地点、备注等基础信息。虽然
调查登记表内容较为简洁，但从中也能
感受到文物普查工作者严谨务实的工作
作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如红军医
院 （均县武当山紫霄宫西宫大殿），备
注写道“因年久也未专人照看，营前已
倒塌，后于 1957年秋又照样修复”，短
短数字，体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地方文
物组织管理机构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和超
前的文物保护理念。

二普档案：夯基筑本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从 1981 年开
始，1989 年又对重点地区进行了补查。
十堰市现存“二普”普查档案24卷，其
中丹江口市 4 卷、竹溪县 3 卷、郧县 4
卷、郧西县 4 卷、武当山 1 卷、房县 4
卷、竹山县4卷。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古迹分为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历史人物墓、古
建筑、历史纪念建筑、石刻、革命遗
址、革命纪念建筑、其他、附风景名胜
等类别，文物普查表基本上沿用了“一
普”表格形式。与“一普”相比，十堰

市“二普”普查档案更为详尽，除了照
片、图纸等资料，还收录了小结、文物
收购表等信息。普查员在普查小结中提
到的“勤问、勤记、勤观察、勤思考、
勤跑腿”的“五勤”工作法，至今仍是
文物调查的不二法宝。在此次普查中，

“郧县人”1号头骨化石震撼出世，与之
后出土的 2 号、3 号头骨化石一起实证
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二普”规模大、时间长，调查内
容广泛，普查成果显著。“二普”结束
不久，武当山紫霄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郧县梅铺
猿人遗址、郧西县白龙洞猿人遗址、房
县羊鼻岭遗址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湖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丹江口
市、郧西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
郧县也先后公布了多批次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郧阳地区《中国文物地图集》编
辑工作圆满完成，文物普查成果进入

“读图”时代。

三普档案：日臻完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从 2007年起，
共历时 5年。十堰市“三普”共登记地
上、地下、水下不可移动文物 3267处，
现存“三普”普查档案 131卷，收录了
登记表、记录、图片、光盘等调查资
料，报告、报表等行政资料，数据报
表、电子地图、名录等汇总资料，其中
丹江口市 32 卷、竹溪县 14 卷、郧县 28
卷、郧西县10卷、武当山9卷、房县18
卷、竹山县 10卷、茅箭区 4卷、张湾区
6卷。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更加科学、规
范，明确了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分类、
定名、年代、计量等标准，编制了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建档备案、电子数据处
理等工作规范。“三普”并没有按照文
物类别设计不同的文物登记表格，新增
了GPS坐标、保护级别、所有权、损毁
原因等栏目。文物类别也更加细化，分
为 6大类 59个子类，文物类型不断丰富

完善。
“三普”收官后，十堰市不可移动

文物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基本掌握，文物
的本体特征、基本数据及其保存情况基
本摸清。时至今日，全市共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63处。十
堰市也公布了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并根
据普查档案出版了 《十堰古遗址古墓
葬》《十堰传统民居》等专著，为全域文
物的标准化和动态管理创造了基础条
件。

四普档案：更上层楼

2023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
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就此启动。此次普查在普查
成果中要求形成全国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
基础信息数据，包括登记表信息、测绘数
据、图像及相关文件等。

与“三普”相比，“四普”将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文物类别年
代认定下延至清代（1911年），将原来6
类 59 项文物分类细化为 63 项，将“三
普”中的“GPS坐标”变为“四普”中
的“本体边界坐标”，在登记表中新增
了文物构成、保护措施、行业名录和权
属等信息，进一步增强了文物认定与保
护管理的严肃性、科学性。同时，“四
普”要求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逐级汇总
生成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分布图，并与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
统实现共享。

根据普查主要任务，在普查伊始，
十堰市明确“整理已有资料、预填‘四
普’表格、现场复核完善、内业汇总录
入”的工作模式，在内业汇总阶段，要
求域内每一处文物点形成包括图纸、照
片、坐标、普查登记表在内的电子普查档
案。在十堰郧西“四普”攻坚战中，为了便
于后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实施，普查
队通过全站仪、RTK、无人机等仪器设备
辅助，结合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分辨率
优于 0.2 米的正射影像，完成文物本体
范围、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测绘
工作，并成功提取坐标经纬度，形成普
查坐标档案，为汇总生成十堰市不可移
动文物空间分布图打好基础。

文物普查档案是珍贵的文物资源资
产，是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的基础和依据。60多年来，十堰
市根据文物普查档案成功申报了多批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省文物保
护单位，核定公布了多批次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建立完善了十堰市不可移动
文物名录，深入推进了文物保护、管
理、研究、利用等各项工作。

下一步，十堰市将以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为契机，全面掌握十堰市不可移
动文物资源情况，进一步完善文物普查
档案资料，加强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管理
信息化水平，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嘉陵江南岸的钓
鱼山上，自古为“巴蜀要津”。2007年以来，重庆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范家堰遗址的调查与发
掘，使钓鱼城考古研究不断取得新收获。2018
年，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入选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概况

范家堰遗址位于钓鱼城西外城区域的二级
台地上，地处钓鱼山西侧的圈椅状山坳地带，海
拔 291.86米，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呈阶梯状依
次抬升。遗址东面背靠钓鱼山，西临城外悬崖，
面朝嘉陵江，南望薄刀岭，北依马鞍山。2007
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调查中发现范家
堰遗址，并进行了全面勘探，初步掌握了其时代
和分布范围。2013年至2019年先后对范家堰遗
址进行了 4 次主动性发掘，实际发掘面积为
10501平方米，共发掘清理揭露遗迹 262处，揭
示出了范家堰遗址的主体布局面貌，基本完成
了其余部分的考古发掘工作。

房屋建筑

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情况显示，遗址建筑
群依地势顺势展开，由低到高逐层抬升，大致可
分为北、南两个部分，方向大致为坐东向西。

遗址北侧是一座由四进建筑组成的等级较
高的院落，主体建筑集中在一条西北至东南向
的中轴线上，自前向后，依次抬升；附属建筑和
院墙围的空间则朝向中轴线的主体建筑，且附
属建筑与主体建筑之间似有一定的叠压打破关
系，可能系不同时期建成。又因北侧遗址后方紧
靠山地，考虑到在雨季很容易遭受山洪滑坡威
胁，所以遗址后用条石修筑起堡坎防止山洪与
滑坡。

遗址南侧区域的遗迹类型较为复杂，有大
水池、台榭、磨盘、渠沟、涵洞、门屋等，目前被总

称为园林区，但主要围绕在水池周围。在水池边
修筑的临水建筑物有3处，建筑1位于水池东岸
偏北，是座长方形独体建筑；建筑2则位于土石
构筑的水池北岸平台上，是东窄西宽的相连的
三组建筑；建筑3位于水池截洪沟的西侧，与大
水池西岸和西沟平行，大致与水池和池侧建筑
第二处之间的池畔道路相对，当为门屋。凉亭位
于水池东北角伸入水池的一块大石上，大石三
面临水，上面原应该有 6个柱洞亭子之类的建
筑物，凉亭废弃后石面改建为圆形直径的碾盘。
可以推知，南侧建筑群也应该是统一规划营建
的一组建筑。

总体来看，南北侧院落布局较为协调、功能
分区明显，存在统一规划的可能，其中部分建筑
的始建时间可能相近。又因南侧遗址后方紧靠
山地，考虑到在雨季很容易遭受山洪威胁，所以
遗址后用石修筑起排水系统，明沟暗沟与水池
相互连通，部分排水接入水池，既能欣赏，又能
储水防火。

墓葬形制

墓葬位于后堂右侧，编号从北向南有M2、
M4、M6三座，均为石室墓，由墓道、墓门和墓室
等部分组成。遗存数量较少，多遭严重破坏，保
存情况较差。从排列距离来看，应是夫妻合葬
墓。其中M2位于遗址东北部，其内阴刻“吉堂
增福寿”五字。墓葬在修建排水沟时被拆毁，底
部及后龛保存较好。

出土遗物

范家堰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其中含少数
精美的砖雕，包括花卉、人物、动物、风景等。构
件铭文有“……修职造”和“五通山王土地”字
样，以及一些瓦件刻有纪年铭文，如“淳熙……”

“隆兴二年合州巴川……”字样。其中“淳熙”为
南宋理宗年号，时间为 1237 年至 1240 年。“隆

兴”是南宋孝宗年号，共两年，时间为1163年至
1164年。刻有“隆兴二年合州巴川……”纪年铭
文字样的瓦件，对于研究合州巴川钓鱼城建设
工程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还出土与钱币
及“铜权”和铜制印章等相关的遗物，这些遗物
均是宋代百姓人家的生活用品。

衙署与州学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认定是南宋衙
署，主要判定理由有四点：一是建筑遗迹的规格
形制、空间布局特征和《平江府图碑》《（景定）建
康志》所绘衙署基本吻合；二是从整个钓鱼城的
空间尺度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在对敌的后方，有
利于保护衙署安全；三是南一字城西城墙上段
城墙应敌面面向城内，多重防御敌人进入衙署
所在区域；四是范家堰遗址北部的古地道遗址
为蒙（元）军“地突”战术所掘地道，目标应该是
突袭衙署等指挥中心。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考证认为，范家堰
是南宋合州州学，而非衙署遗址。一是宋蒙时期
余玠构筑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主要着眼于军事
斗争，但对学校教育方面也很重视。二是据阳枋

《余大使祠堂记》中概述余玠的治蜀政绩，记载
当时“士有处而学”，则山城中建有学校。三是在
南宋州学的一般规制，现今可知的巴蜀山城州
学，有运山城蓬州州学、白帝城蘷州州学等。作
为当时“川中八柱”之一的钓鱼城中似乎也应该
有一座合州州学。

志书记载

明万历七年（1579 年）《合州志》就有周敦
颐、养心亭方面的记述。据清光绪二年（1876
年）重修的《合州志》记载：“养心亭州东过江二
里学士山麓宋张宗范所居背山面水构亭其中周
濂溪偶至爱之题曰养心而为之说”，此地描述应
该与北宋合州名士张宗范的庭院相仿。北宋嘉

祐元年（1056 年）张宗范捐出自己的宅院开办
合州州学。文中提及“养心亭”，张宗范就请周敦
颐为亭题名，不久周敦颐就写下理学开篇之作

《养心亭说》。

新论

笔者认为，范家堰遗址最初应该是北宋张
宗范私家庭院，后来改用州学以及在宋蒙战争
时期被占用。具体意见为：

这座建筑是典型的庭院式设计，由北向南
呈三层阶梯式分布，由门屋、前院、中院、后院及
园林组成，格局明显。像范家堰遗址这样大型的
建筑群，最有可能也是在相近的时间内建成的。
考古派和学院派各持己说，他们对范家堰遗址
的分析定性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也有一定的关
联，但双方都还存在一定的欠缺，这说明这个遗
址之前就不是州学和衙署。

笔者综合各家学说，结合史料以及考古成
果，谨慎判断这样大型的建筑群是一个私家庭
院（花园或宅院）。通过上述可见，范家堰遗址的
形制、规模、布局、朝向等，与私家庭院的契合度
相对于州学和衙署来说要高一些。

再就地理位置而言，背山临水、环境清幽，
把私家豪宅建在范家堰遗址所在的位置，也是
比较合理的，同时房屋侧后有石室墓葬（为夫妻
合葬墓）可以证明这点。因此，笔者认为，范家堰
遗址最初应该是私家庭院，房屋主人应该是北
宋张宗范。虽然被后来改用州学以及在宋蒙战
争时期被占用，无论是衙署说或者是州学说，都
欠缺这样或那样的关键佐证。

综上，范家堰遗址南北侧建筑之间存在
早晚关系，即便是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在不
同时期也可能会被投入不同的用途。所以，
笔者认为，范家堰遗址最初应该是北宋张宗
范私家庭院，后来改用州学以及在宋蒙战争
时期被占用。

关于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性质新论
黄理

范家堰建筑遗址北侧建筑群

园林水池凉亭遗址是庭院重要组成部分，此地
描述与北宋合州名士张宗范的庭院相仿，应该为北
宋养心亭与莲池遗址

宋代石室墓M2：范家堰遗址建筑侧后墓葬应
为北宋张宗范夫妻墓，遭严重破坏，其中M2为张
宗范夫人墓，后壁阴刻“吉堂增福寿”五字，并出土
瓷粉盒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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