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 西 出 版 集 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编 李书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叩开虢国之门 / 李书谦主编.—西安 : 陕西人民
出版社,2011

ISBN 978-7-224-10007-5

Ⅰ. ①叩…Ⅱ. ①李…Ⅲ. ①文化史－三门峡市
Ⅳ.①K29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263521号

吐鲁番市年鉴（2008）
叩开虢国之门

主 编 李书谦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洛阳森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 12月第 1版 2011年 12月第 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224-10007-5

定 价 88.00元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任 王朝周

副 主 任 张占海 许海星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朝周 许海星 刘社刚

乔 斌 张占海 张 征

张建成 李书谦 李其甫

屈凤琴

主 编 李书谦

副 主 编 李大力 张红兵 党雪红

编 辑 李其甫

特邀编辑 刘社刚



koukai guoguozhimen

前 言

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人们在享受物质
文明和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 精神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人
们对文化的需求愈来愈迫切，而博物馆则是满足人们这一愿望
的有效载体之一。

三门峡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城市，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 从远古洪荒时代，到今天
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三门峡的历史文化传承有序。20世纪 50年
代，是三门峡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黄河水库考古队分
别发掘了庙底沟遗址、虢国墓地、三里桥遗址、七里铺遗址、后川
墓地、刘家渠汉代墓葬群及三门峡古栈道遗址，取得了重要考古
成果。 特别是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现和发掘，在学术界引起了轰
动。 1956年至 1957年，为配合湖滨车站工程建设，黄河水库考古
队发掘了虢国时期的墓葬 234座、车马坑 3座和马坑 1座，出土
各类文物 1万多件。 从而拉开了虢国研究的序幕，神秘的虢国之
门从此被叩开， 尘封了两千多年的虢国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并
成为研究两周之际历史的断代标尺,研究成果在考古学上树立了
一座新的里程碑，产生的轰动效应对提高三门峡市的知名度产生
了巨大影响，对三门峡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虢国墓地首次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 在郭沫若先生建议
下，对五鼎大夫墓袝葬的 1727车马坑进行原址原貌保护。 这是
当时保留下来的唯一遗迹，它代表了建国初期田野考古发掘的
最高水平。 由此诞生了三门峡市的第一座博物馆———虢国车马

李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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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陈列馆。尽管当时的保护和展出条件十分简陋，但它承担着当
地的重要接待和宣传任务，先后接待了周恩来、陈毅、习仲勋、贺
敬之、郭沫若、李铁映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法国、日本、
新西兰等中外游客。为挖掘和弘扬虢国文化，促进当地文化文物
事业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三门峡博物
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程，如今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虢国车马坑陈列馆的基本陈列，有依托 1727号车马坑展示
的“中国古代车马文化”和“叩开虢国之门”，以及历代碑碣石刻。
珍贵的碑碣石刻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界碑———周召分陕石柱，
唐代金刚经范本———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幢， 尊儒重教的见
证———大唐陕州孔子庙之碑，以及康有为的题记碑刻等。在立足
基本陈列的同时，还经常举办一系列的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地域
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展览，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果。这一切
无不凝聚着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体现了一辈辈文化
人保护、传承、利用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心。

基于此，有必要对虢国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的时代背景、重
要收获和研究成果等，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让人们全
面、 翔实地了解虢国车马坑陈列馆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陈列等情
况；同时，专业技术人员对馆藏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于
是就有了编写《叩开虢国之门》一书的想法，参与编写人员经过
近两年的辛勤努力，终圆夙愿。

我们衷心希望人们能从书中进一步了解藏品的文化内涵，
感受三门峡地域文化的特有魅力。若能使读者受到一点裨益，我
们会荣幸之至！ 纰漏之处，敬请斧正！

20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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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门峡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区， 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灿烂的文化。 在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仰韶文化、

庙底沟文化、老子文化、虢国文化、达摩文化等，犹如一颗颗璀

璨的明珠在中华大地上，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仰韶村遗址的发现，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命名了中

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的发掘，确立

了以陕县庙底沟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坡遗址

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成果，使之成为目前考古发现所知的那个时

代当之无愧的仰韶文化中心； 虢国墓地及上阳城遗址的发现，

填补了我国西周考古史上的空白，虢国墓地也成为郭姓的寻根

地。

三门峡市虢国车马坑陈列馆展出的车马坑就是三门峡市

众多考古发掘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它是黄河水库考古队于 1956年至 1957年，为配合三门峡大

坝建设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时发现的。 这次大规模的考古发

掘， 发现了虢国墓地， 首次发掘了 234座墓葬、3座车马坑和 1
座马坑，出土文物 1 万多件，从而拉开了虢国文化研究的序幕。

该馆展出的车马坑就是当时发掘的 1727号车马坑，是保存最完

整的一座五鼎大夫墓的陪葬坑。 这座车马坑是虢国墓地第一次

王朝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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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重要成果之一，对研究古代战争史、交通史提供了珍贵

的实物资料，在虢国墓地研究和三门峡考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59 年，在郭沫若先生的建议下，将 1727 号车马坑原址原貌予
以保护， 三门峡市的第一座博物馆———虢国车马坑陈列馆由此

诞生。

虢国车马坑陈列馆建馆 52年来，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职能作

用，在文物保护、文物展示和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多次对展出的车马坑和历代碑碣石刻进行了技术保护， 在省级

以上专业报刊等发表论文 70多篇。举办“文物精华展”、“仰韶彩

陶展”、“虢国玉器展”等展览 50多个。先后接待了周恩来、陈毅、

习仲勋、李铁映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法国、日本等中外

游客 60 万人，为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三门峡的知名度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宣传三门峡优秀的历史文化， 展示文物研究成

果，虢国车马坑陈列馆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结集完成

了《叩开虢国之门》一书。该书阐述了三门峡的历史文化概况，系

统总结了虢国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的时代背景、 重要收获和研

究成果，介绍了该馆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陈列等情况。对我们进一

步了解三门峡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 8月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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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镶嵌在黄河明珠上的博物馆

文 / 李书谦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之水天上来！ ”

神门险，鬼门窄，

人门以上百丈崖。

黄水劈门千声雷，

狂风万里走东海。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东去不回来。

昆仑山高邙山矮，

禹王马蹄长青苔。

马去“门”开不见家，

门旁空留“梳妆台”。

梳妆台啊，千万载，

梳妆台上何人在？

乌云遮明镜，

黄水吞金钗。

但见那：辈辈艄工洒泪去，

却不见：黄河女儿梳妆来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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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以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的《三门峡———梳妆台》作为开篇语，拉开本书
的序幕。当重温这首充满磅礴之气，又饱含着对三门峡梳妆台深厚情感的诗篇时，不

禁使人们的思绪萦绕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浮想联翩……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长达 5464千米，流域面积 75.24万平方公里，

蜿蜒流经 9个省区，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介于北纬 32°至 42°、东经

96°至 119°之间，南北相差 10个纬度，东西跨越 23个经度。从高空俯瞰，它犹如一
个巨大的“几”字，又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崇拜的图腾———龙。

黄河水蜿蜒盘旋，在河套地区九曲冲抵后，过华山天险，下隘口潼关，行至人文
荟萃的陕州时，去路为太行山脉所阻，奔腾的河水以万钧巨力冲开“人门”、“神门”和
“鬼门”，是为三门峡。在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黄河以中流砥柱般的顽

强毅力、海纳百川般的博大胸怀孕育了炎黄儿女，谱写了无数个可歌可泣的壮丽篇
章，创造了传承有序的历史画卷。华夏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石一屋、一城
一池都见证了历史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从而诞生了繁若灿星的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
名州望郡，地处黄河中游南岸的三门峡市就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一、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三门峡地处豫、秦、晋三省交汇处，市域面积 10496平方公里，人口 223万，现辖
3县（渑池县、陕县、卢氏县）2市（义马市、灵宝市）1区（湖滨区）和 1个省级经济开发

区。目前已成为金三角地区的经济、流通、文化和旅游中心，被誉为镶嵌在黄河岸边
的一颗璀璨明珠。

三门峡古称“陕”，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陕”的历史可
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安阳小屯殷墟晚期文化层中出土的甲骨卜辞就有

关于“夹方”的记载。“陕”与“夹方”音异而意同。郑杰祥先生所著的《商代地理概论》
一书中认为“夹方”即今陕县。《诗·小雅·天宝》释“陕”为“如山如阜”之意。《后汉书·
东夷传》载：“其地东西夹，南北长。”这些记载与陕县的地理风貌相符，其南依东西走
向的乾山，北有黄河和绵延的中条山脉，从而形成了南北狭窄之特殊地貌。

三门峡自古就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纽带，南北水陆之要冲。滔滔黄河演绎了多
少悲壮的历史故事，巍巍秦岭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发展历程，横亘于大河雄山之间的
陕原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变迁，扼喉要塞诉说着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几多往事。独特的
地理位置，勤劳智慧的人民，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可以寻觅到中华

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轨迹，古文化遗址、古文化遗迹星罗棋布，道、释、儒名家辈
出。每一个文化遗迹，每一件文化遗物，无不凝聚着先民们的匠心独运与智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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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的历史发展传承有序。夏、商时，陕地属豫州。周初，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
焦，是为焦国。焦国在武王时期建国，至幽王七年（公元前 775年）为虢所灭，存在了

约三百年。周成王时期，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分陕而治”，以陕原为界（周召分陕石
柱现藏于三门峡市虢国车马坑陈列馆），陕原以东“周公主之”，陕原以西“召公主
之”。公元前 775年，虢人灭焦，虢国在此建都。虢都上阳（今三门峡湖滨区东南），虢
国贵族墓地位于上村岭。公元前 655年，晋献公假虞灭虢，陕属晋辖。三家分晋后，始

属晋，之后归魏，部分土地又属韩。秦惠公十年（公元前 390年），在陕置县。秦统一六
国后，属三川郡。西汉时，陕县属弘农郡。王莽新朝时期，撤弘农郡置右队。东汉光武
帝时，撤右队恢复弘农郡，陕县仍归其管辖。三国时属魏，将弘农郡改为恒农郡，隶属
关系依旧。西晋时又称为弘农郡。南北朝时期，陕县仍隶属弘农郡；因避北魏献文帝

拓跋弘之名讳，又复称恒农郡。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 487年）置陕州，陕县为
陕州治所，并又置崤县，辖于恒农郡。

隋开皇三年取消郡，改为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陕县归陕州管辖。隋恭帝义
宁元年（公元 617年），废州设郡，陕县归辖河南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年），

废郡设州，置陕州。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年），属河南道。五代十国时期，置
军，州统县。后梁时属镇国军；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均归保义军。宋神宗熙宁六年
（公元 1073年），硖石县并入陕县，属永兴军。金朝时期，将陕州改为西安军，辖于河
南府。之后复称陕州，废陕县而置硖石县，辖于金昌府。元朝时，废硖石县而置陕县，

归陕州治，属于河南路。至明朝时，陕县并入陕州。清代，陕州属河南府。清雍正二年
（公元 1724年）改陕州为直隶州。民国二年（公元 1913年），废州置县。民国十七年
（1928年），属河南省第三行政区管辖；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属河南省第十一行
政区管辖；均为行政公署驻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归属河南省陕州专区管辖。

1952年 4月，陕州与洛阳两个专区合并，陕县由洛阳专区管辖。1956年 4月，成立三
门峡工区。1957年 3月，三门峡工区改为三门峡市。1958年 12月由洛阳专署代管。
1986年 1月，撤销洛阳地区建制，三门峡市晋升为省辖市。

据文物普查资料统计，三门峡市已发现各个历史时期文物点 713处，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8处，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641处，是河南省文物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
史前奇葩 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远古洪荒时代，三门峡气

候温和，林木茂盛，在这里生存着许多古生物。义马出土的银杏化石，距今约 1.8亿
年，为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银杏化石，其史学价值弥足珍贵。卢氏出土的尤

因塔兽头骨化石，距今约 5000万年，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件此类动物化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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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百多万年前，勤劳智慧的华夏民族的先辈们，就在三门峡这块广袤的土
地上以洞穴为居，靠狩猎和采集果实与植物根茎为生，繁衍生息。距今约 5万年的卢

氏智人头盖骨化石和两枚牙齿化石，以及分布在三门峡湖滨区、陕县、灵宝、卢氏、渑
池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便是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最好例证。

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同自然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远古文化，谱写了一部部壮丽的历史篇章。当历史的年轮驶入了新石器时代之时，

一个个美丽的传说，一段段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在这片蕴藏着丰厚历史文化底蕴
的热土上产生。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个个不解之谜，通过学
者们的智慧之手，撩开了其神秘面纱，勾画出了豫西地区的文化发展轨迹。从而使我
们认识到生活在远古时代的先祖们，在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竟创造出了辉煌的

远古历史，创造出了多彩的人类世界，创造出了人类文明。在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中，仰韶文化则是史前考古学文化中绽放的一支光彩夺目的奇葩。

史前文化的奇葩争奇斗艳，渑池仰韶村文化遗址、三门峡庙底沟文化遗址、灵宝
铸鼎原聚落遗址群等是其中的代表。渑池仰韶村文化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发现地和首

次发掘地，它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揭开
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页。仰韶文化内涵之丰富，分布范围之广大，延续时间之久远，
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可谓独树一帜。仰韶文化遗迹的分布主要以黄河中游为中心，
东到河南的东部地区，西至甘肃、青海接壤部，南及湖北的西北部地区，北达长城一

带及河套地区，共发现遗址 5000多处。据碳 14测定的年代数据，仰韶文化距今 5000
年至 7000年，它的产生和发展对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
大溪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仰韶文化在长达约 2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
华夏民族原始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还与周围诸文化相互借鉴，为中华民族文化机

体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因此，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对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以及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形成，乃至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庙底沟文化遗址在考古学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
间的关系问题，从而阐明了我们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经过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

时期，以至商周，在黄河流域创造出了高度的文明，并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该遗址的文化特征，经过分析研究，
认为它是华族核心人们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据文献记载，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华夏、
东夷、苗蛮三大部族中，炎帝和黄帝两支氏族部落是构成华夏部族的基础，这两支氏

族沿着黄河流域向东发展，其早期主要活动区域就在豫秦晋交界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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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鼎原聚落遗址群位于豫秦晋交界处的灵宝市，其南依荆山，北濒黄河。由于地
处黄土高原的南部，有着发育良好的黄土堆积。这为古代农业，特别是旱作农业提供

了良好的土壤。再兼有发达的河网水系，从而形成了特定地理环境下非常适宜人类
居住的河旁台地。这里山川纵横，丘陵起伏，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东、西两侧有沙河
和阳平河穿过，形成小盆地。铸鼎原聚落遗址群中的大多数文化遗址就分布在这里，
先民们在这块神奇的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里流传着许多与黄帝文化有关的文史记

载和历史传说。司马迁的《史记·黄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
《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
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首山和荆山在铸鼎原聚落遗址群之南，荆山
之名沿用至今，荆山之下有荆山村。1985年，文物工作者在铸鼎原附近的具茨山上发

现了一处古代的铜矿遗迹，洞内遗留有开采矿石的工具，以及品位较高的铜矿石和
用烧炸法采铜时留下来的烧结矿石块。
铸鼎原上现存有黄帝庙（也叫鼎湖宫）遗址。《博物志》曾有“黄帝登仙，其臣左彻

者，削木像黄帝，率诸侯以朝之”的记载，说的就是当时人们祭拜黄帝的情况。在黄帝

庙遗址中，有一通唐贞元十七年（公元 801年）的《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并序》石碑，
记述了立碑的原因，以及黄帝在铸鼎原铸鼎得道施仁等事由。很显然，黄帝铸鼎原是
历代人们祭天、祭地、祭祖的朝拜圣地。

铸鼎原遗址群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些山名、地名等，都与黄帝时期的文化传说和

史料记载有着密切的联系。荆山脚下有三座并列的山峰，分别为蚩尤山、轩辕台和夸
父山。轩辕台在蚩尤山和夸父山之间，顶部平坦，远远望去似一座方形城堡。台上残
留有两个夯土台基址，南北排列，相距约 98米。有专家认为这是汉代祭祀遗迹。轩辕
台西侧为夸父山，其间为夸父峪，峪中有夸父营村。而夸父营村南山脚下有一个小土

丘，传为夸父陵。轩辕台东侧为蚩尤山。这三座山峰是华夏民族大融合的象征，具有
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此外，还有龙须沟、桃林、三圣村、五帝村、乔营村、桑园
村、娄底村等，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和扣人心弦的故事。

铸鼎原聚落遗址群规模大，文化内涵所包容的时间跨度长，文化遗物丰富且有
独特的个性，为研究中原地区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提供了

弥足珍贵的佐证，对探索中原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历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古国春秋 焦国是三门峡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国，始封于西周初年。《史记·周本纪》

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汉书·地理志》载：“弘农陕县有焦城，故
焦国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即今苍龙涧）而

名。”关于焦国的地望问题争议颇多，庆幸的是几年前三门峡的考古工作者在陕州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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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发现了一些与焦国有关的线索，或许不久的将来这个谜底就会被破解。
虢国是继焦国之后在三门峡建立的第二个姬姓国，其地望《汉书·地理志》、《水

经注·卷四》等均有记载，并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虢都上阳城坐落在三门峡
市区东南部，北依上村岭，南临青龙涧河。上阳城规模宏大，双城壕等防御功能先进，
城内宫殿、道路、给水设施等较为完善。外城和宫城之间分布的粮库和多种手工业作
坊一应俱全，是古代都城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虢国墓地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精美

玉器和青铜器，以及气势恢宏的车马军阵，特别是墓地范围和国君兆域区等学术问
题的解决，使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状况展现在世人面前，虢国的历史面目变得
更加清晰，在成为周代考古研究断代标尺的同时，为人们认识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
与丧葬礼俗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佐证。

秦汉朝晖 秦汉时，三门峡的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建于西周康王时期的灵宝函谷
关，是我国建置最早的雄关之一。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素有“双峰高耸大河
旁，自古函谷一战场”之说。紫气东来、鸡鸣狗盗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函谷关，老子的
《道德经》亦成书于函谷关。

周秦函谷关无愧于“天下雄关”之美称，这里曾烽烟迭起，发生了许多血与火的
战争。战国时期，秦据函谷而横扫中原，六国虽五纵攻秦，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秦国破
纵联横，以破竹之势席卷天下，统一六国，成就霸业，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
大统一。诸如秦赵会盟的历史佳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典故等，犹如银河

中的一颗颗繁星在三门峡大地上熠熠生辉。
汉一统天下之后，三门峡成为东西两京的交通枢纽，黄河漕运的险要地段，从而

加强了当地经济文化与外部的交流。著名的崤函古道见证了经济贸易往来曾经的辉
煌。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至战国中期，秦文化的影响已辐射到该地区。值得一书的

是始建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的陕州故城，虽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历史，直到公元 20
世纪 60年代，仍屹立于黄河岸边，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承接东西两都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这里不仅地势险要，而且风光旖旎，城内原有许多名胜古迹,如羊角山、披云
亭、吕祖阁、三宫殿、召公祠、召公圣迹、三圣舍利宝塔、鸡足山、迎祥观等。历代文人
墨客撰诗题赋的美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圣君明主流连忘返的故事在坊间代代流

传，更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
唐宋晚霞 唐代的三门峡处于京都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区位优势不言而喻。

陆路交通大动脉的丝绸之路贯穿东西，空前繁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文献资料有大

量记载，保存下了的历史文化遗存就是最好的见证。宋朝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在三
门峡也留下了历史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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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隋代的安国寺，木雕、砖雕和壁画是其精华所在，也是当时建筑艺术风格的
具体表现。始建于唐代的宝轮寺，反映了佛教文化在豫西地区的传承状况。建于金大

定年间的三圣舍利塔，是目前我国仅有的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金人在吸收了唐
代密檐式方塔的外形及宋塔内部结构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造了这座结构独特的砖
塔。现存该馆的“大唐陕州孔子庙之碑”，反映了当时尊孔重儒的良好社会风尚。虢州
澄泥砚与紫石砚集精湛工艺和美妙的使用效果于一身，在中国文房四宝发展历史上

的地位令人称道。出土的文物精华，美不胜数；盛世瑰宝，熠熠生辉。反映了三门峡地
区稳定的政治、繁荣的社会经济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

明清余绪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萌芽和兴起，三门峡地区出现了金
矿开采业和烟草种植业等新兴行业，加之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局面，科技水平有了明

显进步，制作的工艺品技艺水平日臻成熟，体现了实用与观赏的结合，技术和艺术的
交融，从而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辉煌今朝 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兴建，使黄河从此安澜，国泰民安，三门峡
市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黄河金三角之地。50多年来，全市人民以功迈大禹、创造乾坤

的豪迈气概，创造出了新的奇迹。2010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874亿元，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达到 49.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032.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787.2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2.62亿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
506.96亿元，实现利润 197.47亿元。合同利用外资金额 2.4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金额 3.98亿美元，出口创汇完成 1.0355亿美元。
三门峡段长达 200公里的黄河由西向东贯穿全景，造就了优美的山川河流，荟

萃了众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黄河大坝、黄河湿地公园、亚武山、甘山、乾山、娘娘山、
豫西大峡谷、仰韶大峡谷、双龙湾等风景名胜区，步移景换，气象万千，令人心驰神

往。丰富的煤、铝、金等矿产资源，享誉国内。山珍及土特产品种繁多，绿色食品久负
盛名。新兴农业、新兴工业及新兴旅游业等方兴未艾，成为三门峡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三门峡的交通枢纽地位日益显著。陇海铁路、郑（郑州）西（西安）高铁、
连（连云港）霍（霍尔果斯）高速、310国道横穿东西，209国道、运（运城）三（三门峡）
高速纵贯南北，洛阳、郑州、西安、运城四大机场坐落周边。运（运城）十（十堰）铁路、

郑（郑州）卢（卢氏）高速、三（三门峡）淅（淅川）高速开工建设。“三纵四横”大交通黄
金十字架已初步形成。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社会公益事业全面发展，新的宏伟蓝图正
在勾画，三门峡已经成为和谐稳定、山水交融的宜居城市。

钟灵毓秀 在这方土地上，古国、古城、古渡、古迹、古道、古水、古津、古桥、古

仓、名山、名原、名关等比比皆是，举首可见，这些文化元素使三门峡成为具有深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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