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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固原在宁夏南部，西南靠六盘山地，东部为黄土丘陵，山地、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问分布。
海拔1500～2000米。
在大地构造上处于祁连山地槽东翼与鄂尔多斯台地西缘之间地区（图一）。
广大黄土丘陵区下伏基岩，多为中生代砂岩和页岩；土壤主要有深棕褐色土、缃黄土、盐土、山地草
甸土、山地灰褐土等，其中以缃黄土为主，占67％。
黄土丘陵区自北而南为典型草原、灌丛草原和草原化森林草原，六盘山区则为山地森林草原和落叶阔
叶林。
境内河流主要属清水河流域，有冬至河、中河、苋麻河、石川河等；清水河发源于开城，从南向北经
固原市区、三营到七营由高崖出境。
气候属温带半干旱地区，年平均气温6.2℃；气温日较差12.2℃。
无霜期130天左右。
年平均降水量478毫米；六盘山为多雨中心，年平均550～650毫米。
　　近年试掘的九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①，是在固原市区发现的最早历史文化遗存。
商周之际，西戎各族活动在今泾河上游。
战国初期，泾河之北主要有义渠戎族，筑城郭以自守。
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5）秦国袭灭义渠戎，始于西北边设置陇西、北地、上郡，北地郡包括今同原地
区。
元鼎三年（前114），汉自秦郡北地分置安定郡，安定郡分为21个县，其中的高平县址即今固原市区，
高平县城也是安定郡的治所，据《汉书·地理志》所记估量，全县人口在七千到一万之间②。
东汉仍设安定郡，下属8个县，今固原仍为高平县，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估算，高平县人口四
千左右③。
北魏太延二年（436）改置高平镇，正光五年（524）改置为原州，并置郡县，治高平城。
高平郡领县二：高平、里亭④。
西魏末，高平改为平高。
《隋书·地理志》：平凉郡统默亭县，按里为默之残字，里亭、默亭即今固原南瓦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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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城安西王府是元世祖忽必烈三子忙哥剌在六盘山的避暑府邸，也是当时西北地区行政中枢。
本勘探报告是对2003、2005、2006年三年度该遗址北家山、长虫梁地点勘探情况的科学总结。
发现勘定的王府工程平面布局、御苑规制特点等，为研究元代宫苑建筑、西北历史等提供了珍贵的第
一手资料。
　　全书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安两王府遗址的历史地理及历年文物工作概况，说明了遗
址勘察的经过和方法；第二至第四章分别介绍了北家山Ⅰ区、Ⅱ区和长虫梁遗址的各类遗迹现象；第
五章按照用途介绍了安西王府遗址采集和出土的各类遗物。
另外，附录部分对安西王府的建制背景、历史功用和形制特点做了简单讨论，并以之与同时期的元大
都、元中都遗址进行了比较。
为方便读者研究检阅，节后附《蒙元时期六盘山区、安西王（府）大事年表》。
　　本书可供考古、文物博物馆、大遗址保护、历史地理、古建筑及地方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大专
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业余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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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开城安西王府遗址北家山Ⅱ区　　第一节　遗址概况及勘探布孔　　北家山Ⅱ区指开城
村二队西、黑刺沟村四队东侧的俗称“西平梁”山地的东坡地，坡地北面是“大堰河”（又叫“沙沟
堰”）、南面有清水沟，西南与北家山Ⅰ区相邻。
中心地带的地理坐标东经106°14435、北纬35°50943左右，高程2007～2035米。
　　该遗址中心区域地势西高东低呈缓坡状，现地貌为阶梯状耕田，由西向东主要划分9级阶地，阶
地每级高差0.5～1.8米。
其北有大致呈东西向的断崖、水蚀冲沟以及开城到妥家山的村间道路；南有东西走向的开城至北家山
的村间小道，此小道在第8阶地东端与第9阶地南端相交处又分岔出一小道，穿过遗址区第7阶地，在西
北方向与通向妥家山的村间道路相接。
在阶地地埂、断崖处散见的砖块瓦砾比较集中，其中第3阶地和第6阶地东侧地埂、崖面，堆放或暴露
着较多的黄釉、白釉、绿釉龙纹瓦当、滴水、筒瓦残片、素面砖和绿釉砖残块，还见青石、红砂石残
块等建筑材料。
在第8阶地东南方向约300米处台地中，距现地表深约0.6米，当地村民耕地时曾挖出长方形、方形铺地
砖200余块。
据村民讲，这一地带是20世纪60年代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用拖拉机平田整地而改变成现在的阶地，
部分阶地经人工修整。
该地点钻探范围东西约490米，西部南北约100米，中部南北约165米，东部南北约15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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