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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固原地区九龙山台地上的一片古墓地进行了发掘。
《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刊布了该次发掘的部分资料，按地理位置、墓葬形制及结构、葬具及葬式、
出土遗物四部分对19座墓葬逐一进行了介绍，其中汉代墓葬15座，隋唐墓葬4座。
墓地附近另外两次发掘的数座墓葬资料及其特色器物的专题研究作为附录予以发表。

《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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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固原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繁衍居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大量的文化遗存，境内除少量的仰韶文化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存有广
泛的分布。
 商周时期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遗留有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统属“北方少数民族青铜文化”。
 秦惠文王时（前337～前311年），攻取乌氏戎，置乌氏县（今固原东南）。
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灭义渠戎置县，乌氏、义渠两县皆属北地郡。
 汉初置高平县（今固原），属北地郡。
武帝元鼎三年（114年），置安定郡，治高平。
王莽时，改高平为铺睦，乌氏为乌亭。
 东汉永初年间（111年），北方羌族起义安定郡治迁美阳（陕西武功境内）。
永建四年（129年），郡治迁回高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原地区政权不断更替变换，北魏太延二年（436年），置高平镇；正光五年（524
年），敕勒族酋长胡垛起义，称高平王；北魏改高平镇为原州，领高平、长城二郡，高平郡治高平，
领高平、默亭（今瓦亭）二县；西魏沿袭北魏，后改高平郡为太平郡；北周沿袭西魏建制，后改太平
郡为平高郡。
天和四年（569年）设原州总管府。
 这一时期，政权更换频繁，大量少数民族内迁，固原境内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印证了这一点，尤其是
“昭武九姓”中史姓家族墓地的发现，意义甚大。
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固原成为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枢纽，在此发现了大量该时期代表
西方文化的遗物。
 隋沿袭北周建制。
开皇二年（582年）废长城郡。
开皇三年废平高县。
大业三年（607年）原州改为平凉郡。
大业六年（610年）废原州总管府置牧监。
 唐武德元年（618年）。
改平凉郡为原州，属关内道，辖平高、百泉、平凉三县。
武德八年（625年），百泉县由阳晋川（今红河川）迁彭阳。
贞观五年（631年），于原州置都督府，辖原庆、会、银、亭、达、要七州。
天宝元年（742年），改原州为平高郡（郡治仍在平高）。
乾元元年（758年），平凉郡又改为原州。
大历元年（766年），吐蕃攻占平高，原州迁治灵台百里城。
贞元十九年（803年）原州迁治平凉。
大中三年（849年），唐军收复关陇，原州迁回平高。
广明元年（880年），吐蕃又占平高，原州再次迁治临泾。
 隋唐时期，固原作为长安的西北门户，地位十分重要。
是长安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
在固原发现了大量的隋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其中包含许多具有中亚及欧洲风格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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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
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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