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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西沿黄河，东临太行山，滹沱河横贯全境，从远古至今随着气候不断地
由暖转冷。
北部与内蒙古接壤，是汉民族与北部少数民族融合地带，又是我国北方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
在历史的发展中，地上地下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是我省境内别具特色的文物丰富、文化荟萃的重
要地区之一。
远古时候这里气候温暖，生态环境条件优越，黄河沿岸河曲、保德动植物化石群众多，有三趾马、大
象等。
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转朱开沟文化，商代的少数民族——方国兴起。
大量狄族铜器在忻定盆地一带出土，还有原平出土的吴国青铜器。
忻州有佛教圣地五台山，保存自唐至清完整成序的古建筑群；西部有黄河文明，三趾马化石保护区、
保德红土、吴城黄土、林遮峪遗址等；北部有长城文化，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边靖楼、代县历
史文化名城；南部有秀容古城，元好问墓、忻口战役遗址、向阳遗址、石岭关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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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忻州历史文化悠久。
忻州城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至今有将近1800年的历史。
历代多为郴、州治所，险关要塞，人杰地灵，商贾往来，兵家必争，故有”晋北锁钥”之称。
忻州文化积淀深厚，传统艺术源远流长，有“摔中将这乡”，“民歌海洋”之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忻州考古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忻州考古综述第一节 忻州地理历史概况第二节 忻州考古工作概况第三节 忻州考古工作的主要
收获第四节 结语第二章 忻州地下文化遗存及研究第一节 古生物遗址第二节 旧石器时代文化第三节 新
石器时代遗址第四节 夏商周时代文化第五节 春秋战国文化遗存第六节 秦汉文化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文
化第八节 隋唐文化遗存第九节 宋辽金元文化遗存第十节 近现代文化遗存第三章 忻州地上文化遗存—
—古建筑及研究第一节 唐代建筑第二节 宋代建筑第三节 辽金建筑第四节 元代建筑第五节 明代建筑第
六节 清代建筑第七节 民国建筑第八节 长城关隘第四章 忻州考古年鉴附忻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忻州考古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疆域之内。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即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
有之，则赵有代、勾注之北。
忻定盆地位在晋阳和句注之间，其地已属赵氏当无可疑问矣。
④忻定盆地铜器墓与鲜虞族的关系。
《左传》、《国语》等古代史籍中关于两周时期戎、狄的记载举不胜举。
晋与众戎狄的关系更是同晋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晋与狄通婚、交战、媾和，双边和多边关系频繁。
一直到春秋末期，赵简子还娶狄妻生襄子无恤，无恤又娶空洞氏生子五人⋯⋯纵观整个春秋一代，晋
、秦、卫、齐、燕，甚至成周附近，多与戎狄犬牙杂处。
但就晋国地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而言，迄今所见到的遗存，还没有一处具有与华夏物质文明相异的特征
。
这种情况的存在，可能有三种原因：一是戎狄的东西尚未被我们发现；二是虽有发现，但未能正确辨
识；三是中原戎狄考古文化已与华夏考古文化趋同，语言、思想等非物质的东西被漫长的历史淹埋之
后，已无法再重新钩稽和复原。
除了第一个原因已不可能存在外，后两个原因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我们对当时戎狄民族的族属源流
、文化内涵等，从新的角度重新展开研究，或者重新定义。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中部山前丘陵地区，如唐县、行唐、新乐、满城、平山等
县市，先后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铜器墓。
这些墓葬的葬制多使用石椁和积石，随葬的遗物多实用的青铜礼器（鼎、颇、豆、般形器、绳索网络
纹提链壶等）；兵器有青铜短剑、戈，装饰品多为成对的金盘丝耳坠和各种材料做成的项链等。
根据史料记载，这一地区正好是春秋时白狄鲜虞的活动中心，这些遗迹和遗物应是鲜虞族人所留。
对这些铜器墓的文化内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虽有燕晋文化的一部分因素，但自身的特点也是比
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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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忻州境内现存的古建筑从唐、宋、金、元、明、清、民国成序排列，全国独一无二，是祖国优秀的文
化遗产，同时也展示了忻州劳动人民智慧，因此我有幸亲耳聆听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莫宗江、祁
英涛、杜仙洲、李竹君、柴泽俊等前辈的讲学和教导，并随之考察、鉴定、测绘、修缮；忻州境内的
汾河、滹沱河以及黄河东岸是古人类生存生活繁衍的地方，考古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
、周、秦、汉、隋、唐、五代、辽、金、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古遗址、古墓葬，我又有幸聆听
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和卫奇、张颔、王建、王克林、陶正刚、陈哲英等考古大家的授课和栽培，并参
与了田野考察考古发掘。
我庆幸有李有成、贾志强、郭银堂、任青田、李培林、李艳蓉等这些好老师、好同事、好同行多年的
不断鼓励帮助和合力合作。
在忻州这片热土上从事文物考古工作30余年的我，为了不辜负忻州深厚文化底蕴的沃土，不辜负忻州
古人类的文明，不辜负国家级科学家对忻州的厚爱和对我的培养，我用30年考古工作的积累，用3年时
间潜心著作《忻州考古研究》，为忻州文物考古领域又填补了一块空白。
书中如有不妥，敬请同行不吝指出。
在此，我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读大四建筑系的女儿为我的书作封面设计，在高校当
教授的爱人为我的书打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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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忻州考古研究》是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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