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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市地方文化丛书·走进感恩福地：东方市文物概述》收录的不可移动文物计79处，既突出
了地方文化特色，如新村贝丘遗址、荣村沙丘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存，镇州故城、感恩县城故址等古城
址，北黎官道、踏田烽火台等古道及军事设施遗址，符确墓、秦信夫妇墓等古墓葬，以及感恩县学宫
、虞山“大元军马到此”石刻等古建筑、石刻遗迹。
同时，还考虑到在东方市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一些较重要的事件，收录了中共昌感县委旧址、麦家祠
惨案旧址、八所“万人坑”旧址等近现代重要史迹。
因东方市是海南黎、苗族分布的地区之一，《东方市地方文化丛书·走进感恩福地：东方市文物概述
》也选用了部分黎、苗族的民族文物，主要是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服饰等。
书中还收录了东方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及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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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恩德，男。
1944年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原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骄所长，研究馆
员，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长期扶事文搏考古工作，主要研究海南史前考古学和南海西沙群岛
考古。
曾发表《三来落笔洞遗址》、《南海文物》及《海南史前考古概述》、《海南考古六十年》、《海南
古代文化与百越文化》等80余篇（部）学术论文和考古报告，其中有的荣获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成
果奖。

　　郑瑶新，男，海南省东方市人，汉族。
1956年5月出生，1982年至2002年10月在东方市文化部门从事文化和文物工作。
2002年11月至今在东方市政协工作，任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政协《东方文史》副主编，东方市马伏波
文化研究协会副秘书长，海南省《黎族古籍条目睹整理》东方组副组长。
参与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省文博学会与民族学会会员。
文物工作中发现以付龙园贝丘遗址为代表的8处新石器时时代遗址，先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一系列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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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自然地理概况与历史沿革
一、自然地理概况
二、历史沿革
第二章 古遗址
一、古文化遗址
新街遗址
荣村遗址
稻坝遗址
新园遗址
大广坝1号遗址
大广坝3号遗址
东河遗址
板桥遗址
福久遗址
二、古城址
九龙城址
镇州故城
感恩县城故址
感恩县城旧址
三、古窑址
镇州窑址
窑上村窑址
四、古道、军事设施及码头遗址
北黎官道
江边官道
佛罗官道
踏田烽火台遗址
九龙烽火台遗址
墩头炮台遗址
县门港
大南港
北黎港
第三章 古墓葬
一、宋代墓葬
符确墓
符安会墓
秦信夫妇墓
文氏家族墓
二、明代墓葬
吉大公婆墓
昭毅将军李公夫妇墓
楼吉福墓
符希曾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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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事音墓
罗日寿墓
第四章 古建筑
一、庙宇祠堂
感恩县学宫
将军庙
四更庙
四更关帝庙
昆龙庙
感城关帝庙
岳飞庙
麦家祠
二、井泉
马伏波井
龙井
第五章 摩崖石刻、碑刻及匾额
一、摩崖石刻
虞山“大元军马到此”石刻
虞山“踞石吞流”石刻
南尧“大元军马到此”石刻
虞山“抚之化之”石刻
二、碑刻
汉马伏波之井碑
奉官示禁碑
奉李官立公局禁条碑
三、匾额
岁进十匾
拔元匾
明经进士匾
兴贤育才匾
将军庙匾
第六章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第七章 民族文物
第八章 藏品
附录 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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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园遗址　　新园遗址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新园村东北约2公里。
2005年，海南省开始昌化江大广坝水利水电二期（灌区）工程建设，该水利灌区建设用地范围涉及昌
江、东方、乐东等三市县的部分区域。
为配合该基本建设工程，受海南省文物局的委托，同年4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对东方
市的部分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新园遗址。
2006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园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1180平方米。
其出土遗物主要有石器、陶器、瓷器等，另有一些贝壳和动物骨骼。
石器多为磨制的梯形石斧、梯形石锛、有肩石锛等，器形大都较小，有的磨制加工比较好，还有少量
石器半成品和石料等。
陶器有夹砂粗褐陶和泥质硬陶，多为手制，除素面外，仅有少量几何形纹饰，器形有釜、罐、碗、盆
等，另有部分酱釉、褐釉陶器。
瓷器仅见青釉、白釉和青花等，器形则有罐、碗、杯、瓶和器盖等。
从出土遗物的质地、形制和器物特点来看，遗址的年代当包含几个不同的时期。
经初步推断，遗址年代应分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唐宋和明清时期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新园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东方市古代文化的认识，也为探讨海南史前文化
遗存的分布、面貌特征及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大广坝1号遗址　　大广坝1号遗址位于东方市东约45公里处的东河镇冲南村，在村东约400米。
遗址坐落在昌化江中游左岸的高台地上，高出昌化江水面约4～6米，北面约200米临近大广坝水电厂及
大坝。
遗址分布范围较大，面积近40000平方米，地势十分平坦。
遗址地表上散布有较多遗物，主要是夹砂粗褐陶片。
　　1993年7月，县文物管理所业务人员在这一地区进行文物调查时，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发现一些
陶片遗物。
同年8月，为配合大广坝水电厂的基本建设工程，省、县文物部门业务人员对大广坝水电厂淹没区的
部分地域进行了考古复查，发现了4处遗址，编为1～4号遗址，其中1号遗址紧靠昌化江，2～4号遗址
距昌化江约3公里。
采集到以陶片为主的遗物近140件。
据当地村民介绍，以往在此种地时曾挖出磨制石器和陶片。
　　1994年1月，省文物部门对大广坝1号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
在遗址厚约40-60厘米的断层中，暴露出含有贝壳堆积的文化层，发现了一些陶片和动物骨骼及大量贝
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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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市众多文物，反映了活动和居住在感恩福地上的人民所具有的精神价值、想象力、聪明才智
，体现出东方儿女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保存至今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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