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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台子山城(套装共2册)》介绍了石台子山城的有关概况。
石台子山城位于沈阳市区东北35公里辉山风景区内的棋盘山水库北岸，北邻铁岭，东南与抚顺相望。
山城借助山体自然形势人工修筑而成，为一座闭合式的石垒山城，平面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周
长1384.1米，环城墙体一周共设有10座马面，4个城门。
山势西高东低，南宽北窄，四角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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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石台子山城（上）》目录： 序 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地理形势与自然环境 第二节历史沿革 第三节城址
调查与发掘经过 一城址调查 二城址试掘 三城内分区 四城址发掘 五补充发掘 六墓葬调查与发掘 七小
结 第四节出土遗物与类型分析 第二章城址发掘 第一节概况 第二节城墙、马面、城门址（附涵洞） 一
城墙（附涵洞） （一）北墙 （二）西墙 （三）南墙（附1号涵洞） （四）东墙（附2号涵洞） 二马面 
（一）1号马面 （二）2号马面 （三）3号马面 （四）4号马面 （五）5号马面 （六）6号马面 （七）7
号马面 （八）8号马面 （九）9号马面 三城门址（附排水设施） （一）北门址（附排水设施） （二）
西门址 （三）南门址（附排水设施） （四）东门址（附排水设施） 四石材 （一）石材来源 （二）石
材形制 五小结 第三节城内遗存 一地层堆积与分期 （一）SⅠ区地层堆积 （二）SⅡ区地层堆积 （三
）SⅢ区地层堆积 （四）SⅣ区地层堆积 二分期 三一期文化（青铜时期文化） （一）遗迹 （二）遗物 
（三）小结 四二期文化（高句丽时期文化） （一）地层遗物 （二）遗迹与遗物 （三）小结 五三期文
化（明代） （一）土城围址 （二）烽燧址 （三）居住址 六采集遗物 第三章墓地发掘 第一节墓地划分
第二节墓地发掘 一第Ⅰ墓地 二第Ⅱ墓地 三第Ⅲ墓地 四第Ⅳ墓地 五第Ⅴ墓地 第四章相关问题 第一节
第一期文化特征及其年代（青铜时期文化） 第二节第二期文化特征及其年代（高句丽时期文化） 一
山城砌筑结构与方法 （一）基础 （二）城墙、马面、门址与涵洞 二军事要塞与防御性能 三有关遗迹 
（一）大型建筑址 （二）嘹望台 （三）居住址 四有关遗物 第三节墓地与山城 一墓葬形制、葬具与葬
俗 二随葬品位置 三墓葬年代、分期、性质以及与山城的关系 四与其他地区墓葬的比较 第四节第三期
文化（明代） 第五节有关山城年代 附表 附表一石台子山城高句丽时期房址登记表 附表二石台子山城
窖穴、灰坑登记表 附表三石台子山城高句丽时期墓葬登记表 附录 石台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鉴定报告 
后记 英文提要 ⋯⋯ 《石台子山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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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春，高丽王元帅棘鞠之众万余寇辽西。
隋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水陆三十万伐高丽。
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
隋于是罢兵，虽待之如初，但隋辽东之役由此而起。
 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伐高句丽，诏发二十四军，进至辽水。
是行，唯于辽水西拔高丽武历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今新民市公主屯镇辽滨塔村）。
九年（613年），第二次伐高句丽，四月，车驾渡辽。
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扶余道。
王仁恭进军至新城，高句丽兵数万拒战。
王仁恭率劲骑一千击破之。
 唐武德二年（61999），高句丽遣使朝贡。
七年册封高句丽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
 唐贞观五年（631年），诏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
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用时十六年功毕。
十九年，伐盖苏文弑君虐下，违诏囚使。
“夏四月，李勋军渡辽，进攻盖牟城，拔之。
获生口二万，以其城置盖州”。
唐讨伐之役由此而始。
 乾封二年（667年）二月，李勋渡辽至新城，谓诸将日：“新城乃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
图，余城未可易下”。
 沈阳地区在高句丽政权草创之初即已与之有所关联，与所其处地理位置有关。
沈阳位于辽河冲积平原东部，也是古代“辽泽”的东岸之地，“辽泽”素有“东西二百、南北八百”
之称，北端应在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石佛寺镇境内，隔辽河与法库县三面船、新民市陶屯、东蛇
山子相望，冲积沉积区域宽不过2000米，最窄之处在101国道大桥附近，河面宽度不足200米，此处或
可谓“辽泽”之端。
燕秦、两汉时期的长城在沈阳地区并没有发现，但在“辽泽”的左右两侧发现两座古城址，即辽河右
岸的公主屯后山城址和辽河左岸的全胜堡城址，两城之间直线距离约35千米。
两城间的交通道路是辽西至辽东重要通道，也是历代王朝讨伐高句丽的陆路交通道路之一。
隋渡辽之役、唐李勐渡辽至新城等应有陆路交通，均应在“辽泽”之最窄之处。
 北魏天赐二年（405年），燕王慕容熙攻高句丽，欲夺回辽东城，不克而还。
自此慕容燕与高句丽两个地方政权为争夺辽东地区管辖权持续混战近一个世纪，最后随着慕容后燕政
权衰败而告终，辽东郡、玄菟郡从此由高句丽王督管。
高句丽素以筑山城为长，据山守险。
唐贞观年间，高句丽惧唐伐其国，乃筑长城，千有余里，十六年功毕。
目前考古学资料没有发现真正的高句丽长城，而若以高句丽西部边缘南北成一线的诸多山城为其所指
，石台子山城应在其所谓长城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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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台子山城(套装共2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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