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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
演变而来。
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
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庚、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
耘。
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
，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又有一批崭露才华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
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
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
大成果一等奖。
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
多卷本《中国通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魏晋北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所指的魏晋北朝，主要指曹魏、西晋、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齐(周)时期，时间上大致从
黄初元年(220)曹丕建魏，至开皇元年(581)隋代北周，但为了保持一些重要墓葬资料的延续性，此时间
范围将会前后略有延伸；地域上包括今天北方地区的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陕西
、宁夏等省、市、自治区。
    三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中国北方地区陷入“五胡十六国”的纷乱之中，来自北亚
的各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同时也带来了迥异于中原传统的文化和艺术。
这些外来文化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经过近3个世纪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促成了中国中
古社会的变迁，并逐渐完成了由汉至唐文化的过渡。
    介于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的南北朝时期(3—6世纪)，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北方少数民族带给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冲击？
汉文化传统是如何与外来文化融合并向隋唐文化嬗变的？
这些都是中国中古社会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者长期致力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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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987-1994、1999-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工、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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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东北和朝鲜几座墓的年代和地域来看，似可看出这种墓主像由中原经幽蓟、辽西，向辽东、
朝鲜传播的路线，幽蓟地区可能是沟通中原与东北的重要路线。
汉末由于中原的战乱，大量幽冀吏民迁往东北“三郡乌桓”之地（辽东、辽西、右北平）”；慕容魔
时，“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
魔乃立郡以统流人⋯⋯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当时流寓辽西的中原流民以冀州、豫州、青州、
并州人居多。
大量来自中原传统文化深厚地区的流民，促进了东北的经济开发，加强了东北与中原的文化联系，东
北也成为中原汉晋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发展之地。
3.兖徐兖徐地区是汉文化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之一，发达的汉画像石墓传统在曹魏西晋时期仍然为主
要墓葬形制，明显区别于同时期的其他中原墓葬。
兖徐地区汉末至西晋末的墓葬（一期）包括石板支砌多室墓和前后室砖墓两种类型，石室墓多是本地
汉代画像石墓传统的延续，有的直接利用原画像石墓改建而成。
但砖室墓则与洛阳墓制一致，其共性是主要的，如墓葬形制上四壁外弧的做法及基本的明器组合等。
曹魏陈思王曹植墓（青龙元年）遵循了洛阳的墓葬规范，墓葬结构与洛阳正始八年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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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我六年前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虽然谬误与浅陋充斥其间，但它是我近年人生与学术经
历的一个见证，在此付梓之际，忍不住生出来一些回忆与感叹。
我生性不敏，又多惰性，自知并无为学的潜质，但幸运之神常常眷顾于我。
在1987至2003年间，我有幸在美丽的北大校园求学达十年之久，然而更为幸运的是，我得以师从宿白
先生和徐苹芳先生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精湛的学术造诣和真正的学者风范，在我漫长的求学生
涯中影响至深。
回想起向两位先生问学的日子，许多动人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
1999年当我选定以北朝墓葬为研究方向之后，宿白先生就对我的论文写作，从资料的整理到论文的构
架，从引用文献到研究方法，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语重心长的教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体现出先
生一贯严谨的学风和作为老师的责任感。
2002年论文完成后，先生以八十高龄，不顾严重的眼疾，坚持一字一句地通读了论文全稿，连错别字
和标点符号都予以纠正。
先生的态度对我来说，不仅是感动，更是鞭策。
徐苹芳先生作为我的另一位导师，虽然也是年事已高，而且学术活动非常繁忙，同样为我的学业倾注
了大量的精力，每每于百忙之中坚持给我们上课、审阅论文、主持开题报告与答辩，事无巨细必亲力
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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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魏晋北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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