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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靖港，扼沩水东流入湘江口北岸，位于洞庭尾闾，湖港交错，土沃物丰，昔日沿江芦苇密布，故
名芦江。
华人祖先炎黄二帝曾经此地，而至炎陵、耒阳、熊湘之山。
接着，黄帝裔孙舜、禹亦自君山、黄陵矶、禹山南巡，经沩水、沩山、韶山而先后至衡山、九嶷山、
舜山，留下了古老深远的历史。
从境内发现的团头湖、湖尾、龙骨寺等遗址及其出土的陶器、石器来看，种类繁多，技艺高超；高沙
脊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商周遗物，是江南古文明文化的要地。
从来系长沙郡之北部，明清为新康都。
1951年划长沙县西北一带为望城县，靖港即位于望城县治北部，南接新康，北连乔口，西连团头湖，
东隔湘江望唐代陶都铜官。
　　芦江，因水泽多芦苇而驰名，唐开国功臣李靖平梁萧铣，驻军于此，施德于民，百姓怀念，即改
称靖江，水陆交通四达，北通岳、鄂，南驰衡、广，东至洪、杭，西入黔、滇，实为交通要纽，商贾
辐集，乃清代中国四大米市之首。
文化臻盛，人才辈出。
如古典文学大师程千帆、陈子展，文学家、爱国华侨任雨农等。
镇貌怡人，到处水波粼粼，翠绿遍野，拥有芦江八景，即柳浪闻莺、石墩凉风、楼镜潇湘、七星傲月
、独楼鹤立、八卦传神、扇子迎宾、梨园戏水。
古建筑有紫云宫、观音寺、八元堂、宏泰坊、天主教堂、慈善堂、育婴堂，以及芦江剧院、茶楼、船
帮、庙会、庙戏等（棋馆、雀牌）。
渔舟货轮，穿梭不绝，而沿江灯火辉煌，日有万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
既文静，又喧嚣。
既南附千万人之长株潭，而北望沃野千里之云梦平原，得天独厚，地利尽收，可见靖港地位重要，千
年古镇名不虚传，故有“小汉口”之称。
　　近乡士佘浩宇致力靖港古镇开发，并着意出版《靖港史话》，挖掘靖港历史文化渊源。
组建编辑班子，历数月之功，旁嵬侧汇，博览群书，分类排比，条考缕释，自古至今，凡属与靖港有
关的山川田园，古迹遗址，民居谱牒，会馆书院，堤垸船帮，形势物产，食品店铺，学校旅馆，凡政
治、军事、文化、教育、经济、收藏、名人轶事、工业电讯皆罗列殆尽，自舜帝、屈原、李靖、杨幺
，湘军与太平军交战，抗日救国，皆平铺直叙，将真实历史淡化为史话，以便于广大群众阅读，影响
更大，其功至伟矣。
　　其书分四十节，后附以诗联，都三十万言。
其文化贯通，娓娓动听，可供各界人士及各行各业参考收藏，何乐而不为呢？
　　今逢盛世，中华崛起，靖港发展迅速，此书与中外人士见面，当裨益不少。
　　余为糊口计，由岳阳定居长沙，已三十三年矣，《长沙名人》图册也把我当作长沙人，而给予显
要篇域，我爱长沙，爱靖港，愿它们永远兴旺发达，故应编辑之约，勉为序，以就于三湘父老可也。
　　何尖岳　　撰于德雅村光岳藏书楼，时巳丑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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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靖港镇原名芦江，又名沩港，系沩水入湘江口。
明《一统志》云：“在长沙县西北五十里，自宁乡县流至东北人湘，唐李靖讨莆铣驻兵于此，百姓德
之，故口靖港”。
    靖港地处湘江西岸，曾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省内淮盐主要经销口岸之一，商贾云集，市场活
跃，为境内第一繁荣集镇。
清来民初，有粮行50多家，粮栈、米号各20余家，还有一批其他工商店铺。
民国中期，与津市、洪江同为湖南省繁盛三镇，有“小汉口”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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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团头湖畔觅遗存　先民生息留踪迹　　靖港，居湘中东北，处湘江尾闾，洞庭湖南部，是构
成洞庭湖平原的组成部分。
这里土质松疏，土壤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加以气候适中，雨量充沛，为远古人类从事采集、渔猎和
发展原始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87年，在靖港地区发现的团头湖遗址群，证明远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有先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
他们以无畏开拓的进取精神，无穷智慧的创造力，与大自然进行搏斗，求得生存和发展，哺育了一代
又一代儿女，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团头湖遗址群地处靖港、格塘、乔口3个乡镇的青峰、凌冲、水星等村之间，分布在龙须嘴、庙
嘴上、鸦公山等临水湖滩台地上，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共有16处先民生活遗址，15处窑址，延续时
间较长，文化层内涵丰富。
出土有大量磨制石器和陶器。
石器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镰等，制作较为精致。
陶器有双耳彩陶罐、折沿筒腹圆底陶釜、亚腰小平底双耳陶釜、侈口圈足陶碗及鼎、鼎足、豆柄等器
物。
其质地以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十分丰富，有戳印和彩绘两大类。
戳印纹是用竹签在器物表面戳印或刻画出水波、圆圈、雨线、曲折、人字、山峰、宝塔等纹饰和各种
几何形图案。
彩绘是用黑彩和红彩在器表绘上方格、菱形等几何图案和鱼纹、蕉叶等写实性图案。
　　洞庭湖在长江南岸，为国内第二大淡水湖，昔日号称“八百里洞庭”，波澜壮阔，雄浑广大。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阳，气象万千。
”它是在中生代侏罗纪晚期与白垩纪初期的燕山运动中，所形成的地堑盆地。
后经第三纪的抬升、移平，湖盆形态已基本消失。
到第四纪初的断决差异运动中凹陷成湖，逐渐出现河网割切的地貌景观。
　　团头湖便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第四系地层，沉积物甚为发育，构成滨湖平原的河谷阶地，是南洞
庭湖汉口之一，全长8公里，宽约1公里，总面积667公顷，是长沙地区最大的湖泊。
团头湖东滨湘江，北临益阳、湘阴，西接宁乡，南连格塘，湖岸曲折多弯，呈不规则的长条形和鹿角
状。
有孙家湖、仰天湖、六岔湖等十湖，螺头洲、泥卵洲、游鱼抢抱洲等十洲，塔山嘴、荷花嘴、龙须嘴
、美女晒羞嘴等四十八嘴。
湖面水平如镜，微风吹来，泛起叠叠涟漪，鱼儿在水中争食，搅动一湖清水，掀起阵阵波澜；港汊睡
莲覆水，荷花亭亭玉立，争芳斗艳，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景。
　　这里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热量充足，雨量丰沛，季节分明，无霜期长，严寒期短，光能潜力
大，适宜多种作物生长，稻作农业发展很早。
从最新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迄今在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是湖南道县玉蟾洞旧石器晚期文化
遗址，所发现的稻壳实物已逾万年；洞庭湖畔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稻壳，时代距今也有9000
年，比一向认为是稻作农业起源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还要早1000年左右。
长沙位于澧县与道县之间，相距都不甚远，属同一经济流域，至少在9000年前已进入了稻作农业时代
。
史籍记载其地“正南日荆州，其山镇日衡山⋯⋯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饿之患
。
”证明湖南长沙地区种稻历史悠久，且有大量生产。
从团头湖遗址群中出土有各式炊用陶器等物证明，5000年前靖港地区不仅已经有了较多的人类生存，
而且有了较多的原始开发。
生产工具较旧石器时代有所改进，如石铲双面穿孔，可以加上木柄增加力度；出现了磨制精致、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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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切割的小型锛、凿等加工工具；适宜于开辟荒地的磨制石斧；还出现了适应于渔猎的石镞、网
坠等生产工具。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原始农业和原始饲养捕捞业有了新的发展，先民们已开始了较为安定的定居生活
。
他们在这里形成氏族部落，并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住房多为干栏式建筑，氏族仍保留有密集成片的墓地。
男性随葬的生产工具一般为斧、锛、铲等，女性往往随葬陶纺轮，反映了当时男耕女织的原始生活。
先民们在此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亦农亦渔，鱼米并重，为以后靖港地区成为有名的“鱼米之乡”奠
定了基础。
　　团头湖地区的人类活动发展，经受历史的淘洗和筛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不
断取得进步。
20世纪70年代，在距团头湖不过5公里的高沙脊，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陶器、
石器，具有典型的商文化因素。
商和西周时期，湖南为“荆蛮”和“夷越”的活动地域，但同中原华夏文化已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
公元前1500年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
在湖南发掘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达数十处，出土青铜器数百件，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
为南方各省之冠。
其中就包括高沙脊出土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除少量为中原王朝的赏赐外，多为本地所产，其中有些铸造技术还超过中原。
其特点是形体高大厚重，纹饰优雅。
造型多以动物为题材，与北方庄严古朴和图案化倾向相比，湖南青铜器显得形象生动，精美秀丽。
这一时期，各部族在今湘江、浏阳河、捞刀河相汇的平原地带生息，开始形成以农、渔、猎为主的集
市。
高沙脊地处湘江下游西岸，为沩水入湘江口处的一条形洲，在这里出土大量外来的和本地的青铜器，
证明这里是古代的一个重要口岸。
　　在靖港地区，还发现有其他几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其文化遗存也十分丰富：位于格塘乡凌冲
村的螺坨晒衣遗址，出土有斧、砺石、箭镞等石器和鼎、罐、豆等陶器；位于乔口镇水平村的大嘴头
遗址，采集有斧、锛、凿、砺石等石器和杯、鼎、豆、罐等陶器及釜等铜器。
由此证明，在商周时期，靖港地区的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公元前400多年，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五霸称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文化进一步发达，社会
更加进步。
处于湘江下游西岸的团头湖，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楚国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靖港地区，发现有一批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址：位于乔口镇大垅围村湘江西岸一级台地上的湖尾遗
址，地处湘江下游冲积平原，台地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降，面积约32000平方米。
文化层厚约1.5米，遗物十分丰富，采集的标本有黑衣灰陶绳纹鬲，宽平沿黑衣灰陶绳纹盆，浅盘黑衣
灰陶豆，黑衣灰陶高领罐，铁矛、铁鼎，磨光石斧、石凿等。
陶系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拍印绳纹为主，兼有弦纹和短竖线纹。
陶器上普遍施以黑衣，陶豆的豆盘内印有放射状暗纹。
湖尾遗址出土的鬲、锛、豆、罐与长沙市五一广场战国古井中出土的同类陶器形制相同，是一处典型
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村落遗址，证明了楚文化面貌及当时的楚国长沙城与其周边乡村的关系是何等
密切。
2009年，在格塘乡高桥村月塘组的新龙山上，发掘出一处古墓群，出土10座古墓，器物20件，其中陶
器13件，可辨器形有鼎、盒、壶、釜等；瓷器1件，不辨器形；铜器5件，有剑、戈、矛等；铁棺钉1件
。
在发掘的10座墓中，可辨时代的有5座，均为战国时期墓葬。
出土的陶器组合，是战国晚期典型的楚式随葬用品，说明楚文化在该地区文化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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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湖南被逐步纳入楚国统治范围。
公元前8世纪，楚人已进入沅江中游和麻阳九曲湾开采铜矿。
在那里留下了两周之际楚人的遗物。
与此同时，楚国的军事、政治势力已进入湘西北澧水流域和沅水中下游地区，后来楚在此设立了黔中
郡。
大致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早、中期，楚国势力由澧水流域经沅水中游或由鄂东南下，进入洞庭湖东
部的岳阳地区，至迟到春秋中期，整个湘东北纳入了楚国版图，并将其灭国罗子国和麋子国遗民迁至
岳阳、汨罗一带。
春秋中、晚期，楚势力沿洞庭湖东西两线继续南下，将长沙、益阳等湘中地区和整个湘西和湘西南沅
水上游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
战国中期，吴起任楚令尹，辅助楚悼王实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北胜魏国，南收扬
越，取得苍梧，完全征服了湖南境内的百越民族，将洞庭湖至五岭的整个湖南地区都归入楚国的版图
。
楚国统治时期，湖南在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融合原有的土著文化，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有独特风
格的楚文化。
从上述遗址中发掘的文物看，这时的靖港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拓，已由青铜时代开始过渡到铁器时代
，社会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
　　纵观团头湖历史遗迹，不乏稀世珍奇。
从已发掘所获文物佐证，早在5000多年前，先民们就在此筚路蓝缕，开拓这片土地，留下了丰富的文
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芳林新叶催残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历史总是如同新叶摧陈叶、前波让后波一样，不断地新陈代
谢，向前发展。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团头湖地区已成为水系发达、河渠纵横、湖塘密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百谷
丰茂、鱼虾充足的鱼米之乡，交通方便、商贸繁荣、文化发达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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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奔腾的湘江下游西岸，靖港像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着；在辽阔的洞庭平原南域，靖港像一
幅色彩斑斓的画图平铺着；湍急的沩水在南，蜿蜒的乔江在北，青翠的沩山余脉在西，靖港像一座广
袤的庄园，有这些天然的屏障拱卫着。
 　　这是靖港古镇开发建设的决策者又一创新之举。
这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靖港史话》，洋洋三十万言，把靖港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囊括其中，读起来可
谓流畅自然、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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