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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江夏历史悠久，文明博大精深，早在距今约五千年前，远古的先民就在江夏

富饶丰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两周、秦汉时期的江夏繁荣，已经泯灭在山坡、金口、大桥、流芳、庙山的两周、

秦汉古墓群里，唯有葬于龙泉山下的汉“舞阳侯”樊哙、“二十四孝”中的江夏人

黄香、孟宗，依然对今天的江夏也有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的江夏，缩影在湖泗新

庵隋墓、贺站新华唐墓群、流芳大邱唐墓，以及白云洞唐代石佛像、八分山唐代慈

云寺等历史遗迹里，也昭示着江夏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唐代著名文学家、

书法家，江夏人李邕，被时人尊为“书中仙手”；灵泉古市兴起于唐代，由于这里

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一直繁荣到明初。

明末兵部尚书，江夏纸坊人熊廷弼，先后修筑张公渡堤、龙床肌长堤、四邑公堤，

造福乡里。清末年间出生的京剧艺术家谭鑫培，为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

天地，出色地传承了徽派、汉派的精华，开创了“韵味派”之先河，影响深远，在

京剧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本展览荟萃了江夏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出土的文物，使我们可领略到了

江夏先民的开创精神、巧夺天工的超人智慧和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并感受到中华

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从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更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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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历史沿革表

时代 建制年代 称谓 治地 隶属关系 备注

汉

西汉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6—251年
沙羨县 涂口（金口） 荊州部刺史 建县之始

东汉 公元25—220年 沙羨县 涂口（金口） 荊州剌史江夏郡

三
国

公元220—265年 沙羨县 涂口（金口） 吴国武昌郡

晋

西晋 公元265—316年 沙羨县 夏口（武昌） 荊州刺史武昌郡

东
晋

咸和二年公元
327—334年

汝南郡 涂口（金口） 县境改为汝南郡

太元三年公元378年 汝南县 涂口（金口） 属江夏郡

南 北 朝

宋 公元420—479年 汝南县 涂口(金口) 郢州江夏郡

齐 公元479—502年 汝南县 涂口（金口） 郢州江夏郡

梁 公元502—557年 汝南县 涂口（金口） 郢州江夏郡

陈 公元557—589年 汝南县 涂口（金口） 郢州江夏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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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

江夏县 郢城(武昌） 鄂州

大业初 公元606年 江夏县 郢城(武昌） 江夏郡

唐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

江夏县 郢城（武昌） 山南道鄂州

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

江夏县 郢州（武昌） 江南西这江夏郡

乾元初公元758年 江夏县 郢城（武昌） 江南西道鄂州

永泰间公元765年 江夏县 郢城（武昌） 鄂岳镇鄂州

元和初公元806年 江夏县 郢城（武昌）
武昌军节度使鄂

州

五
代

梁 公元907—923年 江夏县 武昌 武昌军鄂州 属淮南吴国

唐 公元923—926年 江夏县 武昌 武清军鄂州 属吴国

晋 公元936—947年 江夏县 武昌 武清军鄂丹 属南唐

汉 公元947—950年 江夏县 武昌 武清军鄂州 属南唐

周 公元951—960年 江夏县 武昌 武清写鄂州 属南唐

宋
北 公元960—1127年 江夏县 武昌

武昌军荆湖北路
鄂州

南 公元1127—1279年 江夏县 武昌 荆湖北路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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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至元-大穹公元1279—
1300年

江夏县 武昌 湖广行中书省鄂州珞

大德五年后公元1301-
1368年

江夏县 武昌 湖广行中书省武昌珞

明

太祖申寅年公元11374
年

江夏县 武昌 湖广行中书省武昌府

洪武九年1376年 江夏县 武昌
湖广承宣北布政司武昌

府

清
至康熙六年公元1667-

1911年
江夏县 武昌 湖北布政司武昌府

中

华

民

国

公元1912-1926年 武昌县 武昌 湖北省江汉道

公元1927-1931年 武昌县 武昌 直属湖北省

公元1932-1949年 武昌县 武昌 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元1949-1952年 武昌县 武昌 湖北省大冶专区

公元1952-1959年 武昌县 武昌 湖北省孝感专区

时代 建制年代 称谓 治地 隶属关系 备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元1960—1961年 武昌县 纸坊 湖北省武汉市

公元1961—1965年 武昌县 纸坊 湖北省孝感专属

公元1965-1975年 武昌县 纸坊 洲湖北省咸宁专属

公元1975-1995年 武昌县 纸坊 瑚北省武汶市

公元1995年 江夏区 纸坊 湖北省武汉市
公元1996年
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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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探源

考古证明，史前时期的江夏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鲜明、热量丰富、降水充沛，

适合动植物生长。1985年在今江夏八分山白云洞内的勇夫洞曾出土乳齿象牙及其

它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距今约 1一 1.8 万年左右，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并

发现有用火燃烧过的木炭及人工刮削痕迹的动物角骨，考古推测此处曾有古人类活

动遗迹。1974年在修建法泗大桥工程中，亦发现东方剑齿象化石及鹿角化石。《南

齐书》上曾记载：“永明十一年 ( 公元 493年），白象九头见武昌”，可见直到

1500年前，江汉地区仍有大象活动。

●史前时期

象牙化石

鹿牙化石

鹿角化石 江夏八分山白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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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磨制石器开始广泛运用，原始农业和畜牧业

开始发展。目前，江夏区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 16处，分布在长江边、金

水河岸边及梁子湖湖汊的岗地上，如聂家湾遗址、路边高遗址、香炉山遗址、神墩

遗址，距今4000余年，证明江夏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人类的宜居之地。

●远古时期

金口聂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 金口香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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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河垴路边髙新石器遗址

豹懈神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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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形石凿（新石器时代）
● 长 10.7 厘米

穿孔石刀（新石器时代）
● 长 14 厘米，宽 8.5 厘米

1994 年江夏区金口南阳村香炉山遗址
采集。青灰色石质，近长条形，通体
磨光，近椭圆形，刃平直，较锋利。

1998 年 5 月在江夏区聂家湾遗址上采集。
穿孔石刀横长方形。体扁薄，棱角明显，
刃部呈弧形，仍很锋利。石刀上部横排钻
有三孔，排列比较对称，孔经大小基本相似，
约 1 厘米，留有较明显的钻孔痕迹。此石
刀通体磨光、器形规整，石质坚硬，穿孔
使用了很先进的对钻技术，体现了很高的
工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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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斧（新石器时代）
● 长 14.6 厘米
● 刃宽 9厘米

红陶圈足盘（新石器时代）
● 口径 25.8 厘米，
● 髙 12.6 厘米，
● 足径 10.2 厘米

江夏区五里界潘柳村遗址釆集。灰砂石，
通体磨利。长方形，顶部微弧，刃部弧形，
微残损，背面留有打击的痕迹。

1996 年江夏区纸坊烽火台遗址出
土。敞口、宽唇、大口径、弧腹、
矮圈足，外腹壁中部有二道凸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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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鼎（新石器时代） 
● 高 8厘米
● 口径 5.2 厘米
● 足高 0.9 厘米

黑褐陶纺轮（新石器时代）
● 直径 2.6 厘米

1998 年在江夏区金口街赤矶山聂家
湾遗址采集。直口、尖唇、矮颈、溜肩、
鼓腹，腹底饰有三个小乳钉状矮足。
灰陶，无纹饰。

1994 年在江夏区纸坊东湖
棺山遗址采集。黑褐陶、算
珠形状，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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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今江夏地区纳入楚国版图，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楚置

沙羡于涂口（今江夏金口），江夏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逐步加强。据考古调查，

江夏区境内已发现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达 17处，其中湖泗的陈月基遗址出土的西

周时期的青铜编钟，宁港大商家坝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石斧、石网坠、陶豆、陶鬲、

陶纺轮等，见证了江夏地区商周文化的交融；山坡丁家咀大型战国贵族墓出土彩绘

陶罐、漆木器、竹简等一批珍贵文物，则填补了鄂东南楚文化的空白。

●商周时期

战国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 3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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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山坡丁家咀战国墓

湖泗陈月基周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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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口斩龙台周代遗址

湖泗铜墩周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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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箭镞 (战国时期）
● 右一残长 6.3 厘米
● 右二残长 6.5 厘米
● 右三残长 3.1 厘米
● 右四残长 4.4 厘米
● 右五残长 3.7 厘米

青铜带勾（战国时期）
● 残长 4.8 厘米

1997 年 4 月保福远景村出土。青铜质地，
一式为带铤双翼镞，两翼呈镂孔状，张开，
另一式为三棱形镞，带有血槽，前锋锋利。
均尾端残。

2003 年 9 月 27 日在土地堂金海村
新屋张湾出土。青铜质地，钩首残，
弧形腹面起脊，腹下有一圆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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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陶鬲（商周时期）
● 口径 16.9 厘米
● 高 16.7 厘米

青铜编钟（周代）
● 甬长 4.8 厘米
● 衡纵 3.8 厘米
● 舞纵 15.6 厘米
● 枚长 2.5 厘米
● 两铣宽 12.4 厘米
● 钲与鼓高 20 厘米
● 通高 30.4 厘米

2003 年江夏区纸坊大商家坝遗址出土。敞
口、尖唇、颈微束、溜肩、弧腹、腹下有
三个圆钉形足。外腹及足均饰有绳纹。

1995 年 2 月在江夏区湖泗街祝祠村陈
月基遗址上，因村民耕地发现。甬上
端及部分乳钉残断，甬柄圆形，饰云
雷纹，舞面饰云纹，钲为梯形，饰回
首龙纹，篆间饰窃曲纹，正面鼓上饰
两个对称的窃典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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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一统时期，是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大庄园经济发展的时期。

西汉初年，江夏始设沙羡县，开始有了独立的行政建制，江夏地区经济文化开始有

了较大发展。今江夏土地堂的汉代五谷城城址出土有大型板瓦、筒瓦等建筑遗物，

在金口、大桥、流芳、庙山发现有汉代古墓群，汉“舞阳侯”樊哙亦葬于龙泉山下，

这些文化遗迹见证了汉代江夏历史文化的的繁荣。

●秦汉时期

西汉初年江夏地区行政建制图

江夏土地堂汉代五谷城城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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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秦始皇元年（公元前 246年），
分天下为 36 郡，其中江夏地区
划属于南郡。

黄 香
东汉大臣黄香，字文强，江夏郡人，以孝
著称，史上“扇枕温度”的典故便出自于他。
黄香 12 岁时，太守刘护召见他并题“门下
孝子”以赠之。其文章闻名京师，时人称
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孟 宗
孟宗，字恭武，生卒年代不详。
世居江夏灵泉山石城，官至司空，
是古代与黄香同享孝名的二十四
孝之一。“器竹生笋”就是再讲
孟宗为其母求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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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5 月江夏区流芳街关山村砖厂取土
发现一大型穹窿顶砖室墓，系东吴时期古
墓，清理墓时发现此器物，系青瓷坞堡，
保存较完整，呈方形。由围墙、前门楼、
四隅角楼、左右厢房和四个盖缽式谷仓组
成。围墙头有双坡檐顶，有脊。前墙正中
有一大门。门楼和四个角楼屋顶皆为五脊
庑殿式顶建筑风格，顶面作瓦纹，檐头有
瓦当。门楼内站立一个武士俑，周边一圈
有回廊栏板。

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有
一周凸弦纹，圈外为六个圆乳
钉间配置六只禽鸟，其禽鸟呈
雏鸡形态。边缘为一周栉齿纹，
一周三角锯齿，双线波纹。

青瓷坞堡 (东吴时期 )
● 长 66 厘米
● 宽 50 厘米
● 高 29.5 厘米

青铜多乳禽鸟纹镜（西汉）
● 直径 9.3 厘米
● 缘厚 0.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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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为配合西气东输工程，武汉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夏区文物管理所，在江
夏区龙泉街佘蔡湾 M2 中发掘一件东吴时期
的青瓷蟾蜍。蟾蜍头高尾低，呈匍匐状，两
前腿显得粗壮有力，张着大口。鼻上饰有两
个小鼻孔，瞪着大眼，注视前方。背面为弧形，
勾勒出与背之间的体态特征。背部满施酱色
青釉，背面饰有细密的小斑点纹。背中装饰
有一仰式莲花瓣座，莲花座上又黏连一方形
座。方座中部有一槽向凹槽，槽内置一横梁，
梁上承一排五个竹节形小杯。小杯敛口、圆
唇、曲腹。莲瓣座上结构施青釉，泛碧绿色，
光泽较好，有细冰裂纹。整件器物造型逼真，
栩栩如生。

江夏区土地堂五谷城遗址釆集。此
瓦较大、微弧，正面模印有凸起的
菱形几何纹三组图案，内面素面。
夹砂灰陶，轮制。

青瓷蟾蜍（东吴时期）
● 通高 17.1 厘米
● 横宽 11.4 厘米
● 纵长 11.6 厘米

灰陶板瓦（汉代）
● 长 48.5 厘米
● 宽 30.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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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罐 （汉代）
● 口径 6.5 厘米
● 高 11.2 厘米
● 底径 6.8 厘米

灰陶罐 （汉代）
● 口径 6.5 厘米
● 高 11.2 厘米
● 底径 6.8 厘米

1992 年 5 月于金口火焰砖厂
出土。灰陶、平沿、直口、矮颈、
微束、广肩，肩部有一对称
的桥形钮，鼓腹、近平底。

1992 年 4 月金口火焰村出土。灰
陶，灶近三角形，灶门方孔 , 面
上有两个并列陶罐（釜）一大一
小，尾有一小烟孔。 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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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六系罐（东汉）
● 高 14.5 厘米
● 口径 10.6 厘米
● 底径 13.4 厘米 

青瓷四系罐（东汉）
● 高 19.8 厘米
● 口径 9.8 厘米
● 底径 11.2 厘米

2000 年江夏区庙山西潭墓出土。直口、
圆唇、倭颈、弧肩、鼓形腹、平底， 
肩部有一周折棱，肩下附有6个拱形纽，
施青釉，且釉层大部分已脱落， 釉层
下胎壁上饰有细的布纹。

2000 年江夏区庙山西潭墓出土。直口、
方圆唇、矮颈、溜肩、腰鼓形腹、平底，
肩中部有一道弦纹，肩部下有四个对称
纵横桥形纽，腹外壁满饰细布纹，施青
釉，且大部分巳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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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区金口火焰征集。剑身瘦长，断
面四棱形，平格方柄，刃部残缺锈蚀。

江夏区金口火焰征集。环形首残，刃
窄宽背，刃端残。

铁剑（东汉）
● 长 113.5 厘米

铁刀（东汉）
● 残长 80 厘米

青铜龙虎对峙镜（东汉）
● 直径 13.3 厘米
● 缘厚 1厘米

2000 年江夏区金口火焰村出土。圆形，
镜面微凸，打磨光亮 c 背面装饰精美图
案，中心为一圆钮座，一虎一龙夹钮张
口对峙，龙虎尾部各饰一兽。外区铭文
带：“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
胡子保益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
外有一周栉齿纹，外缘为锯齿纹及双线
波折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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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尚方规矩镜 （东汉）
● 直径 16.9 厘米
● 缘厚 0.5 厘米

灰陶灶（汉代）
● 长 21.7 厘米
● 高 12 厘米

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弦纹方
框及凹面方框各一个，其间折绕十二乳
及十二地支。方格外八乳博局纹区分的
四方八区内各一鸟纹。各方位内区的鸟
纹相对。外区铭文为“尚方乍竟真大巧，
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
外缘有两周锯齿及夹双线波纹。

2000 年江夏区金口火焰村出土。灶面
呈“三角形”其灶门呈拱形，灶台有两
个小陶釜，尾间有一烟孔。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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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龙虎对峙镜（东汉）
● 直径 12.1 厘米
●  缘厚 0.8 厘米

灰陶犀牛（汉代）
● 长 29.2 厘米
● 面高 22.8 厘米

2002 年江夏区金口永胜出土。圆形、圆钮、
圆钮座，高浮雕式龙虎夹钮对峙，龙的身躯
部分压在钮座下。圈带铭文为：“青盖作镜
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愿，胡子保益天下服，
风雨时节五谷熟”。外有一周栉齿纹，外缘
为锯齿纹及双线波纹。

2000 年江夏区金口火焰村出土。牛头
平起，头顶一单角呈弧形向前，四足
粗壮，牛身膘肥体壮，牛尾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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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盂（汉代）
● 口径 12.9 厘米
● 高 9.4 厘米

青瓷鸡首壶（东晋）
● 口径 9.5 厘米  
● 底径 9厘米 
● 高 26 厘米

2000 年江夏区金口火焰村出土。敞
口、圆唇、束颈、溜肩、鼓腹、圆底。
外腹壁满饰网格纹。

江夏区金口出土。盘口、细长颈、
圆肩、鼓腹下收、平底，肩部饰一
长颈鸡首，另有一流与盘口相衔，
有两桥形纽。盘口上配一弧形盖。
青灰胎，青釉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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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双耳罐 （东晋）
● 高 15 厘米
● 口径 18.5 厘米
● 底径 9.8 厘米

青瓷钵（东晋）
● 口径 8.5 厘米
● 底径 10.3 厘米
● 高 6厘米

2003 年 6 月江夏区豹澥王景出土。
敛口、宽沿、尖唇、微束颈、斜直
腹下收、平底，腹上部附有一对对
称的牛鼻耳。素面。

江夏区金口出土。敞口、浅腹
下收、平底。口沿外壁有弦纹
一周。通体有青釉均驳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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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金司马青铜印（汉代）
● 边长 2.5 厘米
● 厚 0.9 厘米
● 钮高 1厘米

2000 年 6 月大桥庙山村出土。青铜质地，印面呈正方形，
阴刻篆文“司金司马”四字，鼻形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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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六朝时期，社会动荡，诸侯纷争，逐鹿中原。江夏因其濒临长江的地理

位置成为兵家争夺之地。这一时期，江夏区境内发现较多的战争遗存，江夏金口赤

矶山三国古战场遗址、流芳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龙泉升华、豹澥新光、金口火焰

等地大量六朝古墓均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江夏金戈铁马的历史。

●秦汉末六朝时期

江夏金口三国赤壁之战示意图

江夏金口赤矶山三国古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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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龙泉山汉代攀哙墓

建安四年（公元 199 年），孙权随其兄
孙策“进讨黄祖于沙羡”；建安八年（公
元 203年）再次征讨黄祖，“破其舟军，
惟城未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
“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拒吴，都尉吕
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
遂屠其城。祖挺身忙走，骑士冯刚追究
枭其首，虏其男妇数万口”。



31

青瓷三足盘（三国时期）
● 通高 6厘米
● 直径 28 厘米

青瓷跪拜俑 (三国时期 )
● 通高 17.3 厘米

1995 年 5 月流芳关山砖厂出土。盘
口微敛、圆唇、平底，其底部饰有
三个圆球状足。素面。

1995 年 5 月流芳关山砖厂出
土。顶饰盘发，系一宽束发带，
身着长衣裙，腰间有一花形
结。面部丰满，肥鼻大眼，
眉间有白毫相。两腿跪于地，
双手合于胸前作跪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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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4 月，在江夏区流芳街关山村砖厂取土时
发现一座东吴时期（三国）的大型砖室墓，清理出
此器物，系青釉，通体施黄褐色釉。车厢呈长方形，
前有东门，车厢后刻划窗形，后壁上方戳有儿个小
圆孔，内壁两侧置有两环。车厢长 22 厘米、宽 16
厘米、高 15.6 厘米。车厢顶为卷棚式，盖面横饰
五组网格纹。整个车通高 24.4 厘米。车前的两头
青瓷牛，通体施青釉，部分已脱落，即挽车之牛。
两头基本相似，两犄角向前，牛头平起，四足粗壮，
直立。牛尾下垂，紧贴后右足，背为黄牛形态。

1998 年江夏区流芳街关山村砖厂出
土。盘发于头顶，系一宽束发带，身
着长裙，腰间有一花形结。面部丰满，
肥鼻大眼，眉间有白毫相，两腿跪于
地，双手合于胸前，左右手掌残。施
青釉，釉层大部分脱落。

青瓷牛车东吴时期（三国）
● 通长 24.5 厘米
● 高 15 厘米

青瓷跪拜女俑三国（东吴）
● 高 17 厘米



33

青瓷鸭舍（三国东吴）
● 通高 12.5 厘米
● 长 16 厘米
● 宽 11 厘米

青瓷烛台（三国东吴）
● 高 13.4 厘米
● 盘直径 13 厘米

1998 年 4 月江夏区流芳砖厂出土。
呈长方形，顶为悬山式五脊小屋。
圈内并排有三只鸭，站立着头向门
窗。其圈开有长方形门，门的二侧
有三组不对称的小窗。四壁皆刻有
方格网纹。

1998 年江夏区流芳街关山村砖厂出
土。下部为一盘形台座，其中立面
一竹节型管状柱子为烛台，两侧置
有四个环纽，施青釉，釉层厚薄不均，
且有细冰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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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圈  （六朝时期）
● 直径 34.8 厘米

灰陶仓 （六朝时期）
● 高 15.5 厘米
● 底径 8.8 厘米 

2000 年江夏区金口火焰村出土。灰
陶，由两个半圆圈组成，底为弧形面，
上部呈沟槽，并且各半圆圈由三个
凹窝点等距隔开，无纹饰。

2003 年江夏区庙山杨家湾出土。顶
端为乳头状纽，圆鼓形腹部，中部
有一小方孔、平底。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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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猪 （六朝时期）
● 长 7.8 厘米

2002 年江夏区金口淮山村墓出土。
呈卧伏状，平嘴上翘，三角形小耳，
腰脊凸起，四足跪式，尾上收平脊。
整器打磨光滑，形象逼真。

1995 年 5 月流芳关山砖厂出土。俑
及臼置于一平台上。俑头发盘结，
身着长裙，直立，双手握住杵棒。
臼平面方形，臼窝呈圆锥状，其杵
棒上细下粗，圆形。臼座四周有方
孔作装饰。

青瓷碓臼俑 (三国时期 ) 
● 通高 20 厘米，
● 长 13.1 厘米
● 宽 16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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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井 ( 六朝时期 )
● 高 13 厘米
● 口径 13.5 厘米
● 底径 11.3 厘米

灰陶罐（六朝时期）
● 高 11.5 厘米
● 口径 11.7 厘米
● 底径 11 厘米

1993 年江夏区大屋陈乌龟岭出土。
敞口、方唇、口大底稍小、直腹壁，
腹壁下端有一长方形孔，平底，其
底中部有一小方孔。素面。

1993 年江夏区大屋陈乌龟岭出土。
口微敛、尖圆唇、矮颈、溜肩、鼓
形腹、平底。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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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薰炉（六朝时期）
● 通高 13.7 厘米
● 口径 8.6 厘米
● 底径 12.3 厘米

青瓷盂（六朝时期）
● 通高 13.4 厘米
● 口径 10.6 厘米
● 底径 10.6 厘米

江夏区金口火焰村出土。由炉与托
盘二部分构成。炉敞口、方唇、弧
形肩、鼓形腹、圆底，其肩部有二
组大小的三角形镂孔装饰。托盘中
部有一喇叭形支柱与炉底相连，托
盘敞口、圆唇、斜腹壁、平底。

江夏区金口火焰村出土。盘
口、圆唇、束颈较矮、溜肩、
斜弧腹、矮平底微内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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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鸡首壶（六朝时期）
● 通高 21 厘米
● 口径 9.7 厘米
● 底径 11.4 厘米
● 腹径 21 厘米

青瓷碗 (六朝时期 )
● 口径 7.6 厘米
● 高 3.6 厘米
● 足径 2.9 厘米

1991 年 5 月在江夏区金口街火焰砖瓦厂东
北部的一个土丘上，发现四座六朝时期的
砖室墓，此器物出土于 2 号墓室内。此器
系青瓷，小盘口微外侈、尖唇、束长颈、
弧肩、鼓腹、平底、双桥形钮。鸡首在肩部，
与壶体相通为流，鸡头低于盘口，盘口与
肩部置龙柄，鸡冠直立。内釉仅至口沿处，
外釉施至壶下部。胎质呈青灰色，致密，
釉层开始脱落，肩部有两道弦纹。

2003 年大桥庙山出土。敞口、圆唇、
弧形腹、矮圈足。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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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四系罐 (六朝时期 )
● 口径 8.8 厘米
● 底径 8厘米
● 髙 7.2 厘米

青瓷盂 (六朝时期 )
● 口径 9.2 厘米
● 底径 11 厘米
● 高 12 厘米 

2003 年江夏区庙山西谭湾出土。
盘口、圆唇、束颈、溜肩、鼓腹、
平底。其肩部有四个对称的桥形钮。

武昌区马房山墓出土。盘口、束颈、
弧肩、鼓形腹、实心圈足微内凹，
其肩部饰有七朵菊瓣花，腹外壁饰
莲瓣花纹，施青釉，泛灰白色，釉
层有细冰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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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结束了汉末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

时期。这一阶段，江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江夏区发现

的隋唐文化遗存主要有：湖泗新庵隋墓、贺站新华唐墓群、流芳大邱唐墓，以及白

云洞唐代石佛像等。

● 隋唐时期

唐初江夏疆域图

自唐代兴起的灵泉古市位于江夏灵泉山，由
于这里有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东南北三面
濒梁子湖，通樊口、鲇鱼口、金口，两头都
可通长江，一直到明初经济贸易十分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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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白云洞唐代石佛像

“书中仙手”李邕

唐代著名文字家、书法家，时人尊
为“书中仙手”，尤善以行草写碑，
书法以笔意纷蕴称美名世，是盛唐
早期变易书风的革新派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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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三系罐（唐代）
● 口径 7.7 厘米
● 底径 8.4 厘米
● 高 11.6 厘米

灰陶多子盒（唐代）
● 直径 20.8 厘米

敛口、双唇、微束颈、溜肩，其肩
部饰有三个对称纽，鼓腹、平底微
内凹。施青釉，仅腹上部釉层有冰
裂纹，且部分脱落，素面。

2003 年江夏区湖泗新庵村墓出土。圆
形盒面有两个同心圆，中间小圆圈分
为三等分；外圆圈分成六等分，盒较浅，
外圈边有子母口沿、平底、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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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鸡首壶（唐代）
● 口径 5.5 厘米
● 底径 4.5 厘米
● 高 10.1 厘米

蓝釉点彩瓷壶 （唐代）
● 口径 2.7 厘米
● 高 7.7 厘米
● 足径 3.6 厘米

1985年江夏区安山镇曹家李采集。
小盘口、束颈较矮、溜肩，其肩部
有一象征形的小鸡首及一柄，鼓腹，
实心柄状足，施青瓷釉，部分釉层
已脱落。素面。

2001年江夏区保福祠墓出土。小敞口、
圆唇、束矮颈、溜肩、鼓形腹、小圈足。
上腹部至口沿饰有不规则的蓝釉斑点
彩，小巧精致。



44

青瓷洗（唐代）
● 口径 23.6 厘米
● 底径 13 厘米
● 高 12.2 厘米

青瓷小碗（唐代）
● 口径 9厘米
● 底径 4.2 厘米
● 高 4.5 厘米

江夏区纸坊街青龙山林场出土。敞
口、圆唇，外沿下有一道凹弦，溜
肩、鼓形腹、平底，腹部外壁有四
组“川”状条纹，施青瓷釉，有细
冰裂纹，局部已脱落，器形较大。

江夏区山坡乡新华村出土。敞
口微敛、圆唇、弧腹、实心柄
状足，釉层巳全部脱落。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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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江夏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了进一步发展，制瓷业、冶铁业、铸铜业、

纺织业等比较发达，金口成为江南名镇，有“黄金口岸”之称。尤其是宋代制瓷业

的蓬勃发展，江夏地区窑址林立，交相辉映，瓷器产品远销各地。目前，江夏地区

遗留有不少宋元时期的墓葬、遗址，其中发现唐五代至宋元时期的瓷窑址达 180

余处，填补了湖北无瓷窑的空白，显示了江夏地区一千多年前陶瓷生产的辉煌。

● 宋元时期

宋代银托盘

元代狮钮盖罐 宋代青瓷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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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陶瓷魂瓶（宋代）
● 高 23.6 厘米
● 口径 5.8 厘米
● 足径 9.8 厘米

青瓷双系罐（宋代）
● 口径 7.6 厘米，
● 高 27.6 厘米，
● 底径 8.6 厘米

1999 年 7 月于郑店段岭庙洞山村
小屋茅湾 M1 出土。由器身和器盖
两部分组成，盖与下段罐口为子母
口衔接。盖侧视呈半圆形，盖顶有
“十”字形凸楞，下段罐呈塔式形状，
腹外壁有三道凹弦，俯视有四组“牛
角”式飞檐，分四层依次收缩至罐
口，形成四级阁楼，底部近平。

大徐湾窑址出土。敞口、尖唇、
颈微束、溜肩、鼓形腹、平底、
颈部有一对桥形钮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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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褐釉瓷扁壶（宋代）
● 口径 6.6 厘米
● 高 21.3 厘米
● 足径 10 厘米

青白瓷罗汉像（宋代）
● 高 7.8 厘米
● 底径 4厘米

敞口、外翻、矮细颈、扁形腹，
左右肩部有一拱形纽，两腹面
有简划的兰草花，底部为矮圈
足，征集入馆。

2010 年 3 月江夏区金口长山村
许姚湾墓出土。禿头、高鼻、
国字形圆脸，双手合拜一枝香，
鼓形腹带一周，平底，底一圈
饰有莲瓣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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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枝花纹银托盘（宋代）
● 口径 17.1 厘米
● 高 1.5 厘米

青白瓷六管薰（宋代）
● 残高 12.8 厘米
● 管径 1.2 厘米
● 足径 6.8 厘米

江夏区纸坊街宁港拮园征集。葵口、
窄沿、斜弧腹、腹较浅、平底。内
底饰有阴刻的缠枝花纹。

1996 年江夏区舒安王麻窑址出
土。均变形，球形腹，肩竖六
个圆形柱管直通于腹，有菊瓣
形盖，盖心开六个圆孔，其一
居中，另五个环绕，下剔雕成
菊瓣形圈足，足壁外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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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褐釉青瓷壶 (宋代 )
● 通高 15.7 厘米
● 口径 7.5 厘米
● 底径 8厘米

青白瓷枕（宋代）
● 残长 15.5 厘米
● 高 9.1 厘米

1996 年 12 月江夏区乌龙泉菜农二
组出土。盘口、圆唇、细短颈、斜
肩、弧腹、底微内凹。肩部有一流，
还有一对桥形纽，柄宽平面有数道
凸弦纹。

2009 年江夏区法泗黄花咀窑址
釆集。枕面近椭圆形，其两端
翘起，枕底呈椭圆形台体，中
部空心，其左侧壁中部有一圆
形孔眼，枕面中部有露胎色的
米字形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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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罐 （宋代）
● 高 15 厘米
● 口径 9.3 厘米
● 底径 6.5 厘米

青白瓷碗（宋代）
● 高 5.2 厘米
● 口径 11.7 厘米
● 底径 6.5 厘米

1996 年江夏区大屋陈乌龟岭墓出
土。敞口、宽沿、尖圆唇、束颈、
颈较倭、折肩、筒形腹、倭圈足。
施青釉，局部已脱落。素面。

1996 年江夏区乌龙泉菜农二组
墓出土。敞口、外撇、弧腹下收、
小圈足。施青白釉，釉层部分
已脱落，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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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青釉狮钮盖罐（元代）
● 通高 34.8 厘米
● 口径 25.4 厘米
● 底径 17.5 厘米
● 最大腹径 32 厘米

豆青釉瓷碗（元代）
● 口径 18 厘米
● 高 7.4 厘米
● 底径 6.3 厘米

1964 年江夏区流芳街二妃山村民
在二妃山一带平整土地时发现，并
上交区博物馆，现藏于市博物馆。
整器保存完好。直口、溜肩、鼓腹
下急收。大圈足，底部内凹，上覆
大盖，纽为卧狮，狮头仰视，似对
天咆哮。盖及腹部均刻划有折枝花
纹为主体纹饰。是一件很精美的元
代青瓷艺术品。

敞口、圆唇、弧腹壁、矮圈足，
整器胎质厚重，豆青釉光泽较好。
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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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封建社会晚期，亦是江夏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年），朱元璋封第六子朱桢为楚王，就藩武昌。楚王陵寝均葬于江夏龙泉山，

形成了一组庞大的明代楚藩王墓群。清代，江夏经济文化亦持续发展。据考查，江

夏地区发现有多处明清墓葬、文化遗址。其中 1990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夏博物馆联合发掘的楚昭王朱桢墓中出土了金册、金腰

带、青白瓷碗等百余件珍贵文物。2001 年 6月明楚王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明清时代

龙泉山明楚王世系表

  龙泉山明楚王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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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明楚昭王陵园

王静（明）描绘的江夏金口繁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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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楚昭王朱桢像

青白瓷绿釉云龙碗 ( 明代 )
● 口径 15.2 厘米
● 底径 5.6 厘米
● 高 6.6 厘米

江夏区流芳街二妃山出土。敞口、
外撇、圆唇、弧腹、矮圈足、先
施青白瓷釉，然后施绿釉，且组
成龙纹图案，部分绿釉层已脱落，
内腹底及外腹壁均描绘有龙纹图
案，十分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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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
（公元 1459—1508 年）字士英，号
小仙。江夏人，明代著名画家，曾
被明孝宗赐以锦衣和“画状元”印
章。其山水画生气盎然，独具一格，
师之者从多，被称为“江夏派”。

（公元1569—公元1625年）字飞百，号芝冈，
江夏纸坊人。明末兵部尚书，后遭魏忠贤诬
陷，惨道冤杀。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公
元 1611 年？公元 1618 年 )，先后修筑张公
渡堤、金口龙床矶至白沙洲六十里长堤、四
邑公堤，造福乡里。

熊廷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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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鑫培
（公元 1847—1917 年 ), 京剧表演艺术家，生于江夏（原武昌县），11 岁入小金奎科班习武丑，后
改武生及老生。同孙菊仙、汪桂芬共誉为当时的“老生三杰”。代表剧目有：《定军山》、《空城计》、
《捉放曹》等。
谭鑫培的表演艺术自成一家，世称“谭派”。从他开始，老生艺术进一步规范化、体系化，基本稳定
了京剧的格局；占领了当时中国各式各样的京剧舞台，贏得了各种层次的观众；出色地传承了徽派、
汉派的精华。文武兼擅，唱念做打全方位地开创了“韵味派”之先河，使京剧逐渐趋入精美的境界。

谭鑫培剧照 谭鑫培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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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刘芳二妃山明代墓

江夏刘芳二妃山明代碗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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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器又称将军罐，上世纪 70 年代出土于江
夏区流芳街二妃寝村二妃山一带的明楚王
家族墓中。此器胎质细密，釉质莹润光亮，
青花色泽蓝中泛紫。全器纹饰共分五层，
画面布局根据器形变化，突出颈部与腹部
的纹饰。上层为器盖，形式古代将军头盔形，
盖顶呈火珠状，纹饰如燃烧之火，弧盖面
上饰灵芝形云头纹。器身为矮颈、圆弧肩、
鼓腹、矮圈足。其颈部为火珠纹带，肩部
饰颠倒错列葵瓣心三角纹带。

江夏区土地堂碗葬墓出土。敞口、
圆唇、斜直腹下收、矮圈足，内
底及外腹饰有动植物青花图案。

青花瓷碗（明代）
● 口径 13.6 厘米
● 底径 5.8 厘米  
● 髙 5.2 厘米

青花瓷鸳鸯戏莲盖罐（明代）
● 通高 50 厘米    
● 口径 20.1 厘米
● 底径 18.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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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 年代出土于江夏区流芳二妃寝明
楚王家族墓中。口沿微外撇、曲腹、高足、
足根微外撇。通体为白釉，光泽极佳，上
面用青花料绘制图案。内口沿饰一周十字
锦纹，内底饰独脚如意形云头纹。外腹饰
二龙戏珠纹，并且有云纹存托。足根饰一
周曲带纹。

上世纪 60 年代出土于江夏区龙泉山明楚昭王朱
桢妃子墓中。镂雕凤纹金香囊。此器由两个半
心形合成，结合处有子母口扣合，通体镂空，
纹饰二面对称。整个器物钣金成型，心形正中
镂雕一只凤凰，边缘一周饰云纹，外层边缘由
弧形和三角形组成一周纹带，心顶部起一小环，
与凤首柄套连，以便携带。整个器物线条流畅，
造型优美，镂雕精湛，尤其是正中的凤凰展翅
欲飞，形象逼真，显示出极高的工艺水平。

金香囊（明代）
● 重 50 克
● 通高 10 厘米
● 心形最宽处 6厘米
● 柄长是 12 厘米

青花瓷云龙纹高足碗（明代）
● 通高 11.2 厘米
● 口径 13.6 厘米
● 底径 4.3 厘米
● 足高 5.8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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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区金口街出土。冠为黄金制成，现
已残破，冠顶为人头形状，冠面饰有卷
云纹及镂孔装饰。由于折散，整体形状
不太清楚。

2000 年江夏龙泉升华古墓出土。缽形
盖、平顶；罈圆口、矮颈、溜肩、腰
鼓形腹、近平底。盖面饰青花纹，盖
侧面有齿轮形青花纹，腹身外以植被，
卷云，动物等青花图案。

青花瓷輝（一对）清代
● 右边通高12.6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5.6厘米；
● 左边通高 13厘米，口径 4.4厘米，底径 6厘米。

金凤冠（明代）
● 冠径 16 厘米



61

整体形如船形，平底。表
面留有铸范的痕迹。内底
压印有“光绪二年十二月
江夏縣盛公匠”等字样。

上世纪 70 年代釆集。敞口、大口径、
芒口、平沿、弧形腹下收，腹较深，
喇叭形圈足，较高。沿外下饰二道青花，
外腹部有四个对称的青花龙纹图案，
并且左、右各附有二个动物纹的辅首，
圈足上部饰祥云纹，下部饰套环形青
花纹。整器较大、完整。

青花瓷碗（清代）
● 高 14.2 厘米
● 口径 18.2 厘米
● 底径 11.6 厘米

江夏银元宝（清代）
● 长 11 厘米
● 高 8.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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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区流芳街二妃山出土。
圆形盖，弧形盖面，扣形
纽，敞口、圆唇、微外撇、
矮颈微束、溜肩、弧腹、
假圈足，通体施豆青釉，
且有冰裂纹。素面。

2007 年 11 月江夏流芳街二妃山古墓出
土。盖钮圆锥形、曲形盖面、子母口、
壶盘口、方唇、束颈、溜肩、扁形腹下垂、
矮圈足、龙形口流，流根部呈弧形状。
曲形龙柄，扁状。通体施蓝釉，足根
部未到底，釉色极其光亮，扁腹两侧
各饰一幅鸡心图案。

蓝釉鸡首瓷壶（明代）
● 通高 27.2 厘米，
● 口径 5.6 厘米，
● 底径 9.6 厘米

绿釉瓷罈（明代）
● 口径 13.8 厘米
● 底径 12.4 厘米
● 高 31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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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纵 26.3 厘米，横 19.2 厘米
江夏区文化馆移交。周总理题字，系 1958 年 4 月 6 日陪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
席基伏 • 斯托伊卡到五里界（原山河乡）视察锦绣农业合作社参观时所题，内
容为“祝你们成功”，周恩来一九五八。四、六（毛笔书写）。另外，罗马尼
亚部长也在此题了词（钢笔书写），题词均写在一张长方形的白色宣纸上，纸
张巳变暗。

周总理题词   1958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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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文物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往昔之美的大门 , 使我们对江夏历史的审

美之旅在此驻足歇息，倾听江夏历史的回音，和谐中蕴含着江夏文明的哲学之美，

是人类与自然界的永恒旋律。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指示，江夏区博物馆对馆

藏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全面普查，并且确定可移动文物 1767 件，陶、瓷残片标

本千余件。为了使这些文物活起来，精选了馆藏文物200余件，（编辑出版了《武

汉市江夏区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图集》）作了明确的记载和编著，目的是让文物更

好地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价值，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

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它承载着许许多多的历史信息，保护和利

用好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对弘扬历史文化、传播知识、传播文明、繁荣文化均有

重要的价值。我们的先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在几代江夏区

的文物工作者的努力，让大家触摸到历史，感受到风雨沧桑；展望未来，去创造美

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