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4461

10位ISBN编号：7030214463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

内容概要

本书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的第1号，发掘地点主要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包括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2005年11月至2006年9月，对工程范围内10处遗址或墓葬区的发掘成果。
共发现墓葬100座，古代窑址6处，时代有春秋战国、两汉、北魏、唐、辽金、明清。
其中丁家洼遗址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最大一处春秋时期的遗址，为研究燕文化的分布地域提供了
新资料。
岩上墓葬区发现战国、西汉、东汉、北魏和明清时期的墓葬，时代跨度大，为研究北京这一时期的葬
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本书适合从事文物、考古研究的学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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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岩上墓葬区考古发掘报告　　绪论　　（一）墓葬区周边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房山区位于北
京市西南部，面积2019平方公里。
其东、北临近本市的丰台、大兴区和门头沟区，西、南分别与河北省涿州市、涞水县相接壤。
位于东经115°25′～116°15′，北纬39°30′-39°55′。
房山区西北部为山地和丘陵，占全区面积的三分之二。
各大小山峰统称西山，走向以东北一西南向为主，属太行山东北部之支脉。
　　流经本区的大水系主要有两条：一是永定河，南北走向，贯穿本区的东部；另一是拒马河，古称
伦水、涞水，又叫拒马水，东南流向，经过本区的南部。
　　房山区是北京市地下文物埋藏最丰富的区县之一，有多处重要且著名的古代遗存。
以岩上墓葬区所在的长沟镇为基点，其东北约25公里是琉璃河西周遗址，遗址最初发现于20世纪40年
代，由城址（董家林村）、居住址、墓葬组成，为西周初年姬燕的始封国所在地，出土的克盉、克罍
及西周甲骨刻辞尤为著名。
其西南约20公里是镇江营与塔照遗址，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战国时期。
长沟镇内东北部现存一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城址，城墙的西、北两面在地表仍有残存。
此座古城址处于北京通往涿郡、易州的交通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长沟镇西南的南尚乐也有一处战国至汉代的古城址。
这两座城址内外均发现大量的战国至汉代陶片、五铢钱等。
可见，岩上墓葬区所在的长沟镇东、西、北面存在的古代遗址较为密集，年代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
至汉代，未曾间断。
　　房山区有大量的古代遗迹，与其历史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据《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为燕国，其封地就在今
琉璃河镇一带。
东周时期，地属燕国的上谷郡。
西汉时属于涿郡下辖的西乡县（其故城即在今长沟镇东部）、良乡县（县治在今窦店村西）。
王莽时期改西乡县名为移风县。
西晋时属于范阳国、范阳郡。
北魏隶于燕郡。
唐朝时属于幽州，武则天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改名为固节县，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又
复名为良乡县。
辽代隶属幽都府、析津府，金代隶属大兴府。
金代定都中都后，由于在大房山建筑皇家陵寝，又设置了万宁县，随后改名为奉先县，隶属于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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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一期文物保护项目北京段考古报告集，收集了10处文物点的考古发掘报
告，对认识和了解北京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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