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泉辽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平泉辽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807226451

10位ISBN编号：7807226455

出版时间：2008-08-01

出版时间：辽宁民族出版社

作者：刘子龙 编

页数：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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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泉辽文化>>

内容概要

　　文化是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一部文化史，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它可以让人们从中饱餐精神食粮，催人奋进。
《平泉辽文化》正是这样一本旨在弘扬平泉地方特色文化的史书。
品读它，可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平泉深厚的地方文化和特色文化，更加热爱家乡，热爱平泉，进而勤奋
学习，努力工作。
　　《平泉辽文化》的几位编者，有的曾在平泉文物战线工作十余年，有的还在辛勤努力耕耘着，他
们对平泉的历史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在多年工作的基础上，编写了这部反映平泉地方特色文化的史书《平泉辽文化》，可以说这是平泉文
化建设的一大科研成果。
书中翔实地记录了三十年来在平泉县域内所发现的契丹文化遗迹、文物和研究成果，是一本系统论述
平泉地方特色文化的专著。
通过这《平泉辽文化》，可以加强人们对平泉辽文化的研究，对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我们的民族精神，培育我们的民族品德和性格，挖掘其中的历史精神和人文智慧，从中提炼地域文脉
，提升城市品位，树立特色文化品牌，扩大平泉对外影响力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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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4.高创沟村北遗址该遗址位于道虎沟乡高创沟村北约50米处的黄土台地上。
2000年5月承德市文物局组织文物普查小组在平泉进行普查时，滦平县、平泉县文保所赵克军、刘子龙
等同志发现。
遗址南侧约50米处为高创沟村，北约100米处为干沟子村，西约200米处为小骑马沟村。
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约50米，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
地表为黄砂土质，种植玉米等农作物。
　　地表暴露遗物极少。
文化层深度不详。
采集标本有夹砂红陶片、夹砂灰陶片、口沿、泥质灰陶口沿，白瓷口沿、布纹瓦等。
主要纹饰有绳纹、篦点纹等。
可辨器型为碗、罐、盆等。
根据标本分析，该遗址历史年代应为辽代。
　　该遗址已被平泉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85.陈家坟遗址　　该遗址位于平泉县道虎沟乡张家店村四组后山坡50米处，2000年5月承德市文物
局组织文物普查小组在平泉进行普查时，市文物局、滦平县、平泉县文保所张守义、赵克军、刘子龙
等同志在该村发现。
遗址北侧为小山，南侧为张家店村四组。
中间有一条冲沟。
遗址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100米，面积为10000平方米。
地表为黄砂土质，种植玉米等农作物。
　　地表可见大量的遗物，文化层深约1.2米～1.4米。
采集标本有泥质灰陶片及口沿、布纹瓦片、瓷缸底片（酱釉）、瓷器底等。
根据标本分析，该遗址历史年代应为辽金时期。
因地表现为农田，故此破坏严重。
该遗址已被平泉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86.大地遗址该遗址位于道虎沟乡张家店村南约150米处黄土台地上。
2000年5月承德市文物局组织文物普查小组在平泉进行普查时，市文物局、滦平县、平泉县文保所张守
义、赵克军、刘子龙等同志发现。
遗址北侧有一条小河，北侧约150米处为张家店村，西侧为一果园，南侧和东侧皆为较大的山峰。
遗址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80米，面积为8000平方米。
地表现为黄砂土，种植玉米等农作物。
遗址破坏严重，地表遗物较少，未见文化层。
采集标本有布纹瓦片、夹蚌红陶片、夹细砂灰陶片、泥质灰陶片等。
根据标本分析，该遗址历史年代应为战国、辽代。
　　该遗址已被平泉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87.李家梁子村河西遗址　　该遗址位于道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二组南约20米处的黄土台地上。
2000年5月承德市文物局组织文物普查小组在平泉进行普查时，市文物局、滦平县、平泉县文保所张守
义、赵克军、刘子龙等同志发现。
遗址东为一条南北向的季节河和乡间公路，西临一小山丘，当地人称之为西山，北约20米处为李家梁
子村二组，南与一小山丘相邻。
遗址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50米，面积为5000平方米。
地表为黄砂土质，种植玉米等农作物。
　　地表暴露遗物较少。
文化层不详。
采集标本有布纹瓦片、泥质灰陶片、泥质灰陶器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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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纹饰有篦纹。
可辨器型为盆、罐等。
根据标本分析，该遗址的历史年代应为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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