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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党岔这片神奇的土地，物华天宝，钟灵毓秀，既有厚实的历史文化

积淀，又有丰富的现代人文资源。值此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结束之际，

《上郡肤施初考》一书出版，既是横山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喜事，是挖掘考

证横山史实的一件大事，也是打造横山特色文化名片的具体表现。它为我们

了解横山过去的政治经济及历史文化提供了参考价值和可靠的历史依据。

有幸拜读 《上郡肤施初考》，让我了解到党岔镇北庄村古城遗址许多珍

贵的史料知识。１９６６年，党岔中学修建出土了李公政墓志铭，证实了这座

古城为唐代时期的银州城。近年来，经过广大考古专家和学者的进一步考古

证实，这里是周秦时期的上郡治所———肤施城。它贯穿整个大秦帝国、大汉

王朝，一直传承到大唐更改为银州城，到宋代为西夏王国的发源地。

为了挖掘历史、考证史实，抢救古迹、保护文物，在党岔镇党委和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的一些有识之士以主人翁的精神，不辞劳苦，乐于奉

献，成立了古银州保护协会，建立了文物博物馆，邀请考古专家考证，出资

收集了有关文物，编纂了 《上郡肤施初考》一书，这种精神令人震撼，行为

让人感动，业绩使人铭记，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上郡肤施初考》收集了许多关于古文化的学术论文和报告，选录了有

关专家及文史学者的考察笔记，详述了现代地名故事和乡土风情等。全书考

证有据、史料翔实、结构严谨、文风朴实、文笔流畅，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古

代上郡肤施以及古银州的历史，对于研究榆林市和我县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的

史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当前，我县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

推进和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县作为能源化工基地的承

载地和榆林中心城市的扩张地，一个生产要素大流入、能源资源大转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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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大发展的后发优势正在形成。我们坚信，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未来的横山，一定会大有可为，完全可以实现后来者居上，率先突破，跨越

式发展。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政治与经

济，并给予重大影响。我衷心希望党岔古城遗址能够得到长期有效的保护和

合理的开发利用，成为我县一个重要的古代文化研究中心和主要旅游景点，

能为横山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追忆历史，岁月峥嵘；展望未来，豪情满怀。不久的将来，在横山这片

热土上，定会涌现出更多的有识之士，为挖掘考证史实，保护文物遗产，打

造历史文化名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２０１０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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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郡肤施初考》一书，在举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欢庆祖国６０华诞之

际，在全镇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开展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积极推进县委、县政府 “２１１３１１”发展战略之时，在

市、县、镇、村广大文史工作者、爱好者的辛勤耕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

支持下，现在和大家见面了。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文化盛举。

党岔地处横山县东部，党岔河、无定河、榆溪河汇集在此。历史上有增

山、上郡、肤施、圁阴、儒林、银州、银川等称谓。尤其上郡、肤施、银州

是战国、秦、汉、隋、唐、宋时期中国北方极其重要的历史名城，是新莽时

期农民起义军铜马军孙登称帝、隋末梁国梁师都登基之所；是西夏国主李继

迁、李德明、李元昊出生和崛起之乡；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起义发轫

的地方。榆林战役时，彭德怀在北庄窑洞里的西野前敌指挥部指挥过战斗。

这里出土的大量陶、瓦、瓷、石、贝和青铜器，记录了从新旧石器时代到革

命战争的历史演变，传承着六千多年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勤劳的党岔人民战天斗地，使无定河岸４万多亩盐碱滩涂，变成塞上大米之

乡。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中，涌现出一大批军政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

巨擘，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上郡肤施初考》一书，是在古银州保护协会陈政和、刘生发、刘生茂

等人多年潜心收藏，市、县史志工作者的精心考查证和研究指导下编写而成

的。阅读书稿，受益匪浅，感慨良多。党岔是我工作、学习、生活了二十三

年之久的地方，我已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历程刻录在这片热土上；将我情感

中最执著的部分倾注在给我以智慧和力量的党岔百姓中；我的思想的历史飞

跃已牵系在党岔正在崛起、蓬勃发展、前途无量的事业里。挖掘、提升它独

具特色的古遗存以及民间文化是我和同志们的历史使命。诸如南庄、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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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坊、泗源沟的社火和大秧歌，韩石畔、王有地、枣湾的酸曲，齐寺的陕北

说书，张沟、郭阳畔的民间剪纸，等等，都需要我们真正的重视，百倍的珍

爱，更需要我们用忠诚的笔墨记录下来，用历史的胶片粘贴起来，用艺术的

再现传承下来，用有效的措施保护起来，用创新的思维弘扬起来，让它们在

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上郡肤施初考》一书，收集了历史沿革、战事风云、人文景观、风土

人情，古老名胜等内容，用丰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党岔悠久的历史，展示

了党岔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记录了党岔与时俱进的时代步伐，为党岔人

民鉴往知今开辟了一条渠道，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党岔提供了一个窗口，为

横山文化增添了一张闪亮的名片。

古人不知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追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

来。在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地方，要参与比拼竞

争，除了立足于自己的经济实力，更需要立足于自己独有的文化之中。珍贵

的地方文化资源，是党岔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材料和有利

条件。为此，我们要尊重历史，挖掘历史，吸取精华，扬长避短，正视现

实，把握今天，精心谋划，科学发展。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上郡、肤施、银

州、永乐等古城遗址、秦汉唐宋墓群作为旅游景点与现代交通便利、信息灵

通、集市繁华的市场环境结合起来，与依山傍水、土肥水美的生态、休闲、

观光农业、渔业建设结合起来，开发农家乐旅游产业，打造农民增收的平

台。

东风吹来满眼春，存史资政育后人。忆往昔，岁月峥嵘；望未来，豪情

满怀。我想现在的党岔不仅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经

济亮点。党岔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以上仅将阅读书稿和多年来对党

岔的感触串联成文，并以之为序。

２００９年冬于党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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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岔，横山县东部一大镇。全镇人口近３万，水滩地占全县三分之一。

它位于无定河与榆溪河交汇处。党岔镇政府所在地———北庄村，有两座古城

遗址，当地人称上古城、下古城。我的家就在上古城。少时，经常听老人们

讲述古银州城的很多传奇故事。传说银州城盛于宋代，有杨家将把守，杨六

郎妹子与北国作战时敲金钟哄孩子和求援兵之误失，导致银州失守等。其实

这些也仅是传说而已。我出于好奇，经常搜集、整理有关古银州的历史资

料，并收集当地出土的文物。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北庄村原来在北庄

渠、任山、阳坬渠居住的村民纷纷离开旧宅，拥进上、下古城和两城中间的

草皮沟建宅；加之近年来盗墓成风，西山各个山头被挖得墓穴遍地，白骨现

天。听说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有青铜鼎、剑、鎏金铜人、铜兽，还有大

型铜器、书籍、玉器，等等。

古文化遗址被严重破坏，大量文物流失，使我深感痛心。我将成立古银

州保护协会对古城遗址进行保护、举办文物展览馆、收集流失和分散到各家

各户的文物的想法和本村几位有识之士取得共识后，就积极筹备，写报告。

这一举措得到大多数村民和村委会的拥护，也得到镇党委的支持。镇党委书

记周凤举同志亲自参加筹备工作，终于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举行了古银州保

护协会成立、古银州文物展览馆开馆挂牌仪式大会。会后进一步将分散的一

些文物造册登记入馆展出，并对古城遗址指定专人负责管护。

荣幸的是我配合参加了２００９年秋季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人常说，

圣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半个月的文物普查使我学到了辨认陶、砖、瓦、

瓷、金属等文物的许多知识，对古城遗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下古

城，除东、北城墙被水冲淹，现在变成耕地外，仅剩西南城墙夯土基础和被

民宅所占的部分城内表层一米多厚地内大多是周、秦时代瓦、陶片和石头等

建筑材料。文物普查队队长宋铺生老师 （系吴堡县文馆所所长）对此感叹不

已。文物普查队离开后，榆林市文物、文化部门为了弄清上郡治所———肤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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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证实多年专家和学者对上郡肤施争议一事，仍将这支普查队派到党岔

镇河东的鱼河镇、鱼河峁镇寻找古城遗址。探查的结果，从归德堡、米家园

则、王沙坬、郑家沟、鱼河峁直到上盐湾镇除明代后所建堡城墙外，没有任

何古城遗址，证实了上郡治所肤施就在党岔。

党岔，这块神奇的土地，除有史以来作为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

的行政治所外，也蕴藏着史前雄厚的文化遗存。山川到处可见仰韶、龙山文

化的文物。山坡上发现二十多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白灰面居住点和大量的石

器、骨器等用品，并在多处发现远古的动物、植物化石，等等。

此书原名为 《古银州略考》。起初诸多专家和学者认为党岔古银州遗址

与米脂县城有争议，后来通过出土墓志证实党岔上古城遗址就是古银州城。

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议了。而今有争议的是上郡治所肤施城遗址，所以书名命

为 《上郡肤施初考》。本人文化程度低，在考古上更是外行，肩负本书主编，

深感责任重大。但我深信，有诸多专家的指导，有 《水经注》和许多史书的

记载，有横山县和党岔镇的党政领导和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这本书定能成

功出版，保护、研究古上郡肤施城遗址、古银州城遗址这项伟大事业也一定

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陈政和

２００９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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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政和

从文物迹象分析上郡就在党岔 宋铺生

银州城址勘测记 戴应新

秦上郡治所肤施遗址考 周凤举　刘生发

走进肤施故城与古银州 何志刚　窦昌贵

党岔古城址及周围古遗址考察笔记 陈政和　周凤举　记录整理

榆林地区历史沿革 惠永明

古银州考辨 高埃飞

可怜无定河畔骨 梁向阳

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实 王富春

墓志铭阐释 窦昌贵

阿才墓志铭

《阿才墓志铭》阐释 窦昌贵

李公政墓志铭

《李公政墓志铭》阐释 窦昌贵

王友贤墓志铭

《王友贤墓志铭》阐释 窦昌贵

石才墓志铭

《石才墓志铭》阐释 窦昌贵

冯自兴墓志铭

《冯自兴墓志铭》阐释 窦昌贵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

《拓跋寂墓志铭并盖》阐释 窦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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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榆林出土一枚唐代陶印 王富春

汉代民人的幸福生活 赵延梅

党岔冯家山出土汉画像石 陈政和

文物展览馆 陈政和

下古城址 陈政和

银州儒林 陈政和

汉瓦场遗址 刘生发

千年巨碾 陈政和

新石器龙山文化白灰居住面遗址 刘生发

牛王圣会 陈政和

石庙景观 陈政和

党岔关帝庙 陈政和

永乐悲歌 陈政和

清凉古塔 陈政和

龙泉古寺 陈政和

“古银州赏杏花”魅力张沟 牛世强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部 陈政和

石工寺石窟 陈政和

兴隆寺与观音洞 陈政和

防空洞 陈政和

关于开发榆林旅游的管见 何志刚

上郡歌 无名氏

陇西行 陈　陶

登长城 李　益

·２·



夏州道中 许　棠

题银州城 欧阳詹

西巡墙 陈其学

银　州 李维祯

西巡边 孙　慎

狄青原 何炳勋

无定河 陈　祐

种将军米脂川大捷 王　珪

闻种谔米脂川大捷 苏　轼

出塞诗 王昌龄

贺古银州研究典籍出版 何志刚

探秘古银州 何志刚

贺古银州文物展览馆挂牌 周凤举

党岔二十九村歌诀 周凤举

党岔十景 周凤举

沁园春·银州览胜 周凤举

对　联 陈政和

古风·肤施感怀 陈政和

秧歌词 陈政和

叹党岔古城 陈政和

古风·银州叹 何志刚

古银州参访题咏 郑进第

家乡颂 刘生鑫

无定河古今谈 张　泊

在古银州的历史中行走 张海娥

党岔古城周围地名趣谈 陈政和

党岔秧歌 陈政和　陈登业

党岔秧歌大场图 陈政和绘制

马坊牛王醮会九曲阵图 陈政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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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银州大事记 陈政和整理

君王与名人 陈政和整理

奇遇文物 陈政和

横山文化馆收藏党岔文物 横山文化馆提供

古银州文物博物馆馆藏文物登记表 古银州博物馆提供

关于古银州遗址定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请示报告

　 横山县党岔镇北庄、南庄村委会，古银州遗址文物保护协会

关于筹备成立横山县古银州保护协会的申请 陈政和　刘生茂等

关于横山县古银州保护协会、古银州博物馆注册登记的申请报告

　 横山县古银州保护协会、古银州博物馆

横山县民政局关于批准筹备 “横山县古银州保护协会”的通知

　 横山县民政局

关于批准成立 “横山县古银州保护协会”的通知 横山县民政局

横山县古银州保护协会章程 横山县古银州保护协会

文物展览馆管理制度 古银州保护协会

古银州保护协会组织名单

古银州文物博物馆组织名单

古银州保护协会成立暨古银州文物展览馆开馆挂牌大会实况

　 陈政和整理

在古银州保护协会成立及文物展览馆挂牌大会上的致词 李广润

贺　信 陈智亮

贺　信 榆林市长城学会

贺　信 榆林市易学文化研究会

贺　信 榆林市收藏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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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银州保护协会工作报告 陈政和

在古银州文物展览馆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孙守洋

在古银州保护协会成立暨文物展览馆挂牌开馆大会上的讲话

　 周凤举

古银州保护协会成立的启示 叶贺瑛

在第二届古银州赏杏花摄影踏青活动仪式上的致词 周凤举

资助单位名单

个人资助名单

后　记 陈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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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迹象分析上郡就在党岔
宋铺生

　　上郡 （治肤施县）这个统治陕北大地近千年的行政建置地，在中国历史

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一度置于异地，但主要设置于今榆林城南无定河与榆

溪河两河交汇处。《水经注》载：“奢延水 （今无定河）又东，经肤施县。帝

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

（奢延水）又东经肤施县南。（肤施县）秦昭王三年 （前３０４）置，上郡治。

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王莽以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世祖，以为上郡太

守。司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别名也。”谭其骧先生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

集》将上郡标置于今无定、榆溪两河交汇处的河东岸鱼河堡方位，史念海先

生及许多史学界学者也如此著述，陕西省文物局主编的 《中国文物地图集·

陕西分册》将上郡置于榆溪河东岸今鱼河镇北米家园则村南侧榆溪河与许家

崖河的交汇处。上郡治所究竟在何地，众说纷纭。笔者试从文物迹象来分析

一下这个问题。

笔者有幸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榆林市的普查工作。两年来带着榆

林普查二队转战了除靖边县外的本市十一个县区的二十一个乡镇，普查过几

座秦汉时期的城址，其中重要的有佳县朱官寨城址、府谷县古城城址、党岔

城址。发现这三座城址有许多共同之处：

其一，位置：都背山面水，置于河边的台地上，距河较近，非山顶之

上。

其二，遗迹：都为夯土城墙，夯层水平，厚度均匀，厚６—８厘米，夯

窝为直径１０厘米的圆坑。党岔城为黑垆土质，另两城为红胶泥土质，土质

较纯，硬度较大。

其三，遗物：三座城址城内外都堆积了大量相似的遗物，有外绳纹内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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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坑纹或菱形格纹或粗布纹灰板瓦、外绳纹内麻点坑纹或粗布纹灰筒瓦、单

面有绳纹的大灰砖，有饰水波纹、弦纹等及素面灰陶片。党岔城有的地方砖

瓦堆积层厚逾两米，另两城也有一米多厚的同类堆积物。

其四，墓葬：三座城址周边五公里范围内的山顶、山坡、川地上都分布

有大量的战国、秦汉时期墓葬，其形制、出土物十分相似。墓葬形制有土圹

竖穴式、土洞式、四尖攒顶砖室等。盗墓者丢弃的陶器也极相似，大部分为

侈口矮颈圆肩圆腹平底泥质素面灰陶罐，少数饰有水波纹、弦纹、竖细绳纹

间弦纹等纹饰，有少量素面灰陶钫、陶灶等。据当地村民讲，这三地都曾出

土了大量的铜器、玉器等，但大多流失，佳县、府谷文物部门收藏有少量的

秦汉时期铜器，有钫、鼎、镜、龟灶等。

据有关资料记载，无定、榆溪两河交汇外的河东岸有两座秦汉时期的城

址，我们进行了较细致的调查：

米家园则城址　位于榆阳区鱼河镇米家园则村南榆溪河与许家崖河交汇

处墩梁山西侧，在南北走向的墩梁山山脊处在一道残石墙，墩梁山西坡南北两

侧及山下平台上都有石墙遗迹。城为半山半川式，城内东部为山梁山坡地形，

西部为平台地。据村民讲，过去石砌城墙一圈保存较好，还有石砌门洞，近十

年来因修铁路被采石者拆除殆尽。地表采集的标本大部分为新石器时代篮

纹、绳纹灰陶片，有少量宋代外素面内小乳钉纹泥质灰陶片。宋代以后瓷片较

多，秦汉时期遗物较少。山顶上有一烽火台遗址，平面为正方形，立面为梯形，

顶边宽４米，底边宽６米，残高８米。夯层厚３—４０厘米，夯层薄厚不均，有的

夯层倾斜一头厚近２０厘米，另一头薄为２—３厘米。土质为红胶土与黄土相

杂，较为疏松。城东只有一座山梁上有十余处小型土圹竖穴式秦汉墓葬。这

种石砌半山半川城址、夯制粗疏的烽火台，应为宋代以后之物。

郑家沟城址　位于榆阳区鱼河镇南五公里的郑家沟村南无定河东岸台地

上，城址较小为南北向长方形，保存部分夯土墙，黄沙土夯筑，夯层厚

１０—３０厘米，土质疏松，夯窝不详。据村民讲该城三十年前还有石砌南城

门，今已无存。城内地表散落少量外绳纹内麻点坑纹或粗布纹灰板瓦残块、

外绳纹内粗布纹灰筒瓦残块，秦汉陶片亦较少，宋代卷沿陶片、宋代以后瓷

片较多。城内有两座土圹竖穴式汉墓 （盗洞）。城东两座山梁上有数十处秦

汉时期土圹竖穴式、土洞式小型墓葬，砖室墓只有一座，地表陶片较少。这

座城址时代应为宋代以后，秦汉时期有人居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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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党岔城，其地处横山县党岔镇北庄村无定、榆溪两河交汇之西

南１．５公里处，东隔无定河与鱼河镇相望。作为古代银州城，始设于南北朝

周武帝保定三年 （５６３），废于北宋崇宁五年 （１１０６），其时遗迹遗物较多。

城址地表散布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砖瓦、陶片，地下残砖破瓦堆积层厚两米

多，重要的是城内出土有其时大型的建筑构件，其一为大型空心灰砖，长

１３２厘米，宽４２厘米，厚１６厘米，砖面正面饰回字纹、双重菱形格纹，背

素面有一直径１０厘米的圆洞，两端有榫卯。其二为大型砂岩柱础石，上圆

下方立面呈凸字形，上圆直径６０厘米，高１０厘米，下方座边长７５厘米，

高１５厘米。党岔镇电影院北侧有一段夯土墙，为黑垆土质，夯层厚６—８厘

米，厚度均匀，皆为水平层，土质较坚硬，说明这里战国秦汉时期有大型官

方建筑及城池。

党岔城周边五公里范围内，山峁山坡川地上分布有大量的战国秦汉时期

古墓，引起长期疯狂盗墓，每座山上都有大量密密麻麻的盗洞，主要为土圹

竖穴式、土洞式、四角攒尖砖室墓葬，有的土圹墓开口宽４—５米，深近１０
米，砖室墓较多。地表散落大量被盗出砸碎的灰陶器，素面为主，少量饰水

波纹、菱形格纹、弦纹等，器形有罐、瓶、钫、豆、灶等。据村民讲，这里

曾盗出大量铜器、玉器，有的铜器大到一只麻袋只能装一件而麻袋口系不

上，有四个人盗一夜出土铜器四个人一次背不完，还曾有汉画像石被盗出，

还有唐三彩、唐代墓志被盗出。

再从地形分析，无定河 （古奢延水）由西向东流向，榆溪河 （古帝原

水）由北向南流向，二水交汇于党岔城东北部，然后向东南流去。陕北古代

战事主要是中原统治集团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大多为防御战，尤其战国

秦汉时期匈奴都是由北向南进攻，如果城池设在无定河北岸或东岸，则成背

水之势，极不安全合理；而设于河南背靠大山，则河水成为一道天然屏障，

再加高山大川，进可攻，退可守，是冷兵器时代设城之良地。有的学者考证

两河交汇处北侧现鱼河镇王沙坬村、党岔镇南部山区有秦直道分布，如此的

话党岔城则为秦直道旁的城池。

上郡作为古代陕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历时较长，

规格较高，设置重地，遗迹遗物肯定丰富。综合两河交汇处周围的情况看，

党岔城战国秦汉时期遗迹遗物极丰，规格亦高，城池背山面水位置优越，应

该非肤施县治莫属。我认为从文物迹象分析上郡郡治就在党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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