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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
物鉴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
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
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
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
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
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
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满城汉墓>>

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
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
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
　　本书全面介绍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与妻子窦绾墓的发现经过，概要地论述了这两座汉墓
的形制、藏品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
此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配有彩图10幅、插图36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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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满城汉墓>>

书籍目录

前言一 西汉中山国的历史背景（一）鲜虞和中山（二）西汉中山王国的历史背景（三）西汉中山王国
的建置、疆域、人口、经济概况（四）汉中山国首府卢奴及其属县的足迹、遗物（五）反映汉中山国
情况的石刻资料二 汉中山诸王陵与刘胜家族的盛衰（一）中山靖王刘胜家庭的盛衰（二）定州唐河两
岸大型汉墓群与西汉中山诸王陵位置的确定（三）定州中山靖王坟是后人伪托（四）西汉第一代中山
王陵史料记载的疏漏和满城汉墓的发现三 满城陵山的历史地理环境（一）陵山和中山靖王刘胜的奉陵
邑——守陵村（二）陵山地貌（三）陵山古道（四）中山王祠庙遗迹（五）中山王、后陵和陪陵墓的
调查四 中山靖王刘胜墓的发掘清理五 窦绾墓的发掘清理六 刘胜、窦绾墓出土珍贵文物的研究七 确定
陵山一、二号汉墓墓主人身份的主要依据八 高度发展的汉代物质文明九 结束语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满城汉墓>>

章节摘录

　　在了解中山国诸王、后陵的发掘情况之前，不能不简介汉中山国形成以前的历史情况。
汉中山国占据了今华北平原的中部，西倚太行，南踞滹沱，北跨大清河，唐河自西而东横贯其中。
自古以来，除西部山区比较贫瘠以外，东部土地膏腴，庶民殷富。
汉中山国建立前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战国中山和汉中山有没有什么关系？
汉中山和鲜虞中山渊源如何？
西汉刘邦建立诸侯国和景帝立中山国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代汉中山王建都的地方和各中山王陵的分布、设置又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都是读者需要了解的。
下边就从汉中山国建立以前的历史背景说起。
　　（一）鲜虞和中山　　中山之名最初始见于《左传》，即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在这以前有关史籍记载多言鲜虞而不提中山，此后鲜虞、中山并提，析而不乱。
战国中山和春秋时鲜虞的关系，目前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战国之中山是春秋鲜虞的延续。
其根据是《史记·赵世家》中有“中山武公初立”，《索隐》日“按中山，古鲜虞、姬姓也”；　《
史记·乐毅列传》日“中山，魏虽灭之，尚不绝祀。
故后更复国，至赵武灵王又复灭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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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是中国文物与考古界开始科学探索的时代。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翻开这套书，重温那些重大发现不断、研究成果迭出的激动人心的岁月，也许
就能看到奋斗的足迹，也许就能触动智慧的火花，也许就可以在学术前沿开始一轮新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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