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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蓬勃发展、取得重大成果的

同时，地方史、行业史的研究也应运而生。河南省建筑史系列丛书

的编写出版，就是在这一背景条件下开放出来的一束新葩。河南建

筑部门在承编《河南省志·建筑志》的工作中，严谨认真，取得了

很大成绩，获得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与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荣誉奖，并组织推动全行业修志，编出部门志、企业志30余部。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行了十多年的建筑史研究，相继编辑出版了

《当代河南建筑业》、 《河南近代建筑史》等专著，现在又编出了

《河南古代建筑史》，即将出版发行。这是河南省编写出版的第一部

古代建筑史，加上已出版的近代、当代建筑专著，为社会提供了一

套包括古代、近代、当代在内的河南建筑历史读物，帮助人们系统

了解河南建筑发展的历史进程，意义很大。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有过

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

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十多个朝代在此建都，曾经是全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皇权象征的建筑也得到了重大发

展。每一个在河南建都的朝代，几乎都修建了皇城、皇宫等建筑。

中国七大古都，河南就有安阳、洛阳、开封三个，遗迹十分丰富，

研究价值很大，为国内其他地区所少见。与各朝各代建都河南相联

系，富于自然情趣的园林建筑迅速发展起来。兴起于汉，盛于唐、

宋，许多帝王与王公大臣，在洛阳、开封等地修筑了一批著名的皇

家园林与私家园林。《洛阳名园记》、《东京梦华录》等历史名著中

对此作了生动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河南的宗教建筑比较发

达，寺、塔、庙、观、石窟等遍及全省各地，展示了佛教、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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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发展历程，对研究宗教史和宗教建筑史很有帮

助。研究、整理这些内涵丰富的历史建筑遗存，对探讨中国传统建

筑的营造法式-9艺术特征，对推进历史研究、建筑现代化、文物保

护和旅游开发，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具有学术、信息、文献与应用

价值。因此，集中一些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并要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以取得更多成果。

《河南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出版是来之不易的。中国古代，有

一百多万年的原始社会，有5000年的文明史，时间跨度长，内容

繁多。编写一部河南古代建筑史，要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还要进

行必要的实地调查，工作量很大。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员，既要有广

泛的历史知识、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要有建筑专业方面的

知识。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承担编写任务的同志们，在人员少、

经费不足、工作条件差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两三年完成了任务。他

们的这种勇于实践、敢于攀登一个又一个学术目标的锲而不舍的精

神使人为之振奋，值得倡导。借此机会，谨向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

们表示祝贺和慰问。

邵文杰+

2000年8月14日

t邵文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河南省原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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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出版一部《河南古代建筑史》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河

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曾有十多个朝

代在此建都，多次进行都城建设，兴建了大量的宫殿、衙署、园

林、陵墓等建筑，以及众多的寺、塔、庙、观、石窟等宗教建筑，

建筑文化渊源流长，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及早编写出版河南古代

建筑史，系统总结古代建筑发展经验，探索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与

艺术特色，保存史料，为当前建设服务和供后人借鉴，已成为一项

紧迫的任务。

河南省建设主管部门对研究与编写建筑史历来十分重视。早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配合。‘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就组建了

河南省建筑史研究会，具体筹划这项活动。1989年编写出版的《当

代河南建筑业》一书，全面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建筑事业的发

展历程。此书虽然理论论述不多，但史料丰富，是一本很有参考价

值的资料性史书。90年代以后，省建筑史研究会参与了由清华大学

教授、著名国际学者汪坦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其间多次参

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多篇，部分收入《中国近代建筑史

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同时，在省内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近代建筑物

普查，举行了3次河南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积累了大量史料，

并在此基础上于1995年编写出版了《河南近代建筑史》，受到社会

上的普遍好评。90年代后期，该会全面展开河南古代建筑史的研

究，编写了《河南古代建筑史》。现在可以说，河南建筑史系列丛

书的编写出版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无疑是建筑历史研究方面一项引

人注目的成果。

即将出版的《河南古代建筑史》一书，综合论述了从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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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朝末年河南建筑发展的面貌、脉络与背景，收入了一大批有代

表性的、保存较好的古建筑与古建筑遗址的实录，以及建筑人物、

建筑典籍等附录，内容丰富，文图并茂，是一本兼有学术性、资料

性、可读性的历史读物，具有一定的学术、文献、信息与应用价

值，对历史研究、文物保护、旅游开发和建筑改革等，都将产生积

极影响。这本书在体例、分期、史料取舍、编写方法等方面，都还

属于探索性质。由于该书记述的时间跨度长、内容繁多，以及编写

人员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理论论述也有待提高，还要

在以后的研究与再版时加以完善o

《河南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出版，是河南省政府及有关方面领

导同志亲切关怀的结果。值得提及的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

员、前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邵文杰同志，对该书的编辑

出版工作非常关心，亲自为本书作了《序》，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另外，承担编写任务的几位同志，在人员

少、经验不足、经费困难、工作条件差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

为本书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应该提出表扬。衷心希望河南省建筑

史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祝愿本书的出版能够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有

所帮助。

+蒋书铭：河南省建设厅厅长。

蒋书铭’

2000年12月8日



前 言

黼 吉
日驵 舌

《河南古代建筑史》正式问世了。它是我省编写出版的第一部古代建筑

史，是近年来编纂的河南建筑史系列丛书之一，是一部记述自远古至清末建筑

发展的历史读物。它的出版发行，对于研究河南乃至全国传统建筑的发展脉络

与艺术特色，总结建筑发展的经验与规律，探讨对外来建筑的吸收融合过程，

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河南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发祥地，又是中国古代建筑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现存古建筑之多居于全国前列。近年来，一些单位和有关人员对河南古代

建筑史进行研究，编印了部分资料，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迄今为止，还没

有一部完整的、符合史体的河南古代建筑史问世。因此，编写出版一部《河

南古代建筑史》，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已编写出版了《当

代河南建筑业》、《河南近代建筑史》等建筑史籍，作为系列丛书，还需要有

一部《河南古代建筑史》与其配套，以便对河南的建筑历史有全面系统的介

绍。基于这些目的，我们不揣冒昧，勇敢地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从1997年

秋起，开始了这个极其艰苦的征程。

《河南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出版是来之不易的。在史料方面，除广泛收

集、排比、选用现有的分散于国内各种报刊书籍中的资料外，还对重点问题与

重点古建筑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新内容，丰富了

史书内涵。鉴于所征集到的各种资料，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记载，真伪难辨，为

了编写一部信史，我们费了大量时间进行鉴别、考证、核实，虽然还会有疏漏

之处，但我们已经尽了力。对于史料整理，我们采取了揭示背景、概述面貌、

勾画脉络、反映特色的方法，即对各历史时期的建筑发展，在揭示那个时期的

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概述其发展历程，勾画出运行脉络，通过宏

观与微观的史料，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建筑风貌与特色。采取这些方法，使这本

书有别于一般的资料汇编。

在《河南古代建筑史》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照了《中国古代建筑史》

的体例与分期，将其分为绪论，原始社会时期的建筑遗址，夏、商、西周、春

秋时期的建筑，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建筑，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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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建筑，宋、辽、金时期的建筑，元、明、清时期的建筑，

以及附录等部分，约40余万字，图照230多幅。全书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的方法阐述，既有综合评述，又选用了233项古建筑及遗址的实录进行具体介

绍，使读者通览全书后，既可全面了解河南古代建筑及各历史时期建筑的发展

历程与特征，又能通过实录了解不同类型、不同时期建筑的造型、布局、用材

与构造技术，加深对河南古代建筑的印象与认识。

《河南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工作，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全面、深入、准确地反映河南古代

建筑的历史面貌，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在行文上采用以下规

则：(一)地名、机构、官职使用当时名称，其中地名加括弧注明今名及归

属；(二)采用帝号纪年，加括弧注明公元年代，四位数的公元纪年不加公元

二字；(三)度量衡一般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能使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尽

量使用法定计量单位，或加括弧注明；(四)数字除习惯性使用汉字的以外，

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五)专业名词与技术术语，从当时习惯，能注明现行名

称的加注；(六)行文除必须使用的繁体字或异体字外，一律使用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于1986年10月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的简化字；(七)称谓采

用第三人称，人名除引文外直述其名；(八)注释一般采用页下注，当页编

码，不编通码。

《河南古代建筑史》由河南省建设厅、河南省建筑史研究会主编，设编辑

委员会与编辑部负责编辑工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建设部门与

文物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与帮助，谨致谢意。由于我们的编写水

平与工作条件限制，书中可能存在一些失误与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河南古代建筑史》编辑委员会

2000年7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目 录

序一

序二
．^．‘．-JL一

刖昂

绪论⋯⋯⋯⋯⋯⋯⋯⋯⋯⋯⋯⋯⋯⋯⋯⋯⋯⋯⋯⋯⋯⋯⋯⋯⋯⋯⋯⋯⋯(1)

第一章原始社会时期的建筑遗址⋯⋯⋯⋯⋯⋯⋯⋯⋯⋯⋯⋯⋯⋯⋯⋯(12)

南召县小空山居住洞穴遗址⋯⋯⋯⋯⋯⋯⋯⋯⋯⋯⋯⋯⋯⋯⋯⋯⋯(15)

荥阳织机洞居住洞穴遗址⋯⋯⋯⋯⋯⋯⋯⋯⋯⋯⋯⋯⋯⋯⋯⋯⋯⋯(15)

安阳县小南海居住洞穴遗址⋯⋯⋯⋯⋯⋯⋯⋯⋯⋯⋯⋯⋯⋯⋯⋯⋯(16)

新郑裴李岗聚落遗址⋯⋯⋯⋯⋯⋯⋯⋯⋯⋯⋯⋯⋯⋯⋯⋯⋯⋯⋯⋯(17)

新密莪沟聚落遗址⋯⋯⋯⋯⋯⋯⋯⋯⋯⋯⋯⋯⋯⋯⋯⋯⋯⋯⋯⋯⋯(18)

巩义铁生沟聚落遗址⋯⋯⋯⋯⋯⋯⋯⋯⋯⋯⋯⋯⋯⋯⋯⋯⋯⋯⋯⋯(19)

长葛石固聚落遗址⋯⋯⋯⋯⋯⋯⋯⋯⋯⋯⋯⋯⋯⋯⋯⋯⋯⋯⋯⋯⋯(19)

舞阳贾湖聚落遗址⋯⋯⋯⋯⋯⋯⋯⋯⋯⋯⋯⋯⋯⋯⋯⋯⋯⋯⋯⋯⋯(20)

汝州中山寨聚落遗址⋯⋯⋯⋯⋯⋯⋯⋯⋯⋯⋯⋯⋯⋯⋯⋯⋯⋯⋯⋯(21)

渑池县仰韶村聚落遗址⋯⋯⋯⋯⋯⋯⋯⋯⋯⋯⋯⋯⋯⋯⋯⋯⋯⋯⋯(22)

郑州大河村聚落遗址⋯⋯⋯⋯⋯⋯⋯⋯⋯⋯⋯⋯⋯⋯⋯⋯⋯⋯⋯⋯(23)

郑州西山古城址⋯⋯⋯⋯⋯⋯⋯⋯⋯⋯⋯⋯⋯⋯⋯⋯⋯⋯⋯⋯⋯⋯(24)

陕县庙底沟聚落遗址⋯⋯⋯⋯⋯⋯⋯⋯⋯⋯⋯⋯⋯⋯⋯⋯⋯⋯⋯⋯(26)

荥阳点军台聚落遗址⋯⋯⋯⋯⋯⋯⋯⋯⋯⋯⋯⋯⋯⋯⋯⋯⋯⋯⋯⋯(27)

安阳后岗聚落遗址⋯⋯⋯⋯⋯⋯⋯⋯⋯⋯⋯⋯⋯⋯⋯⋯⋯⋯⋯⋯⋯(27)

濮阳县西水坡遗址⋯⋯⋯⋯⋯⋯⋯⋯⋯⋯⋯⋯⋯⋯⋯⋯⋯⋯⋯⋯⋯(28)

新乡洛丝潭聚落遗址⋯⋯⋯⋯⋯⋯⋯⋯⋯⋯⋯⋯⋯⋯⋯⋯⋯⋯⋯⋯(29)

邓州八里岗聚落遗址⋯⋯⋯⋯⋯⋯⋯⋯⋯⋯⋯⋯⋯⋯⋯⋯⋯⋯⋯⋯(30)

淅川县下王岗聚落遗址⋯⋯⋯⋯⋯⋯⋯⋯⋯⋯⋯⋯⋯⋯⋯⋯⋯⋯⋯(30)

淅川县黄楝树聚落遗址⋯⋯⋯⋯⋯⋯⋯⋯⋯⋯⋯⋯⋯⋯⋯⋯⋯⋯⋯(31)

南阳黄山遗址⋯⋯⋯⋯⋯⋯⋯⋯⋯⋯⋯⋯⋯⋯⋯⋯⋯⋯⋯⋯⋯⋯⋯(32)



2 目 录

汤阴县白营聚落遗址⋯⋯⋯⋯⋯⋯⋯⋯⋯⋯⋯⋯⋯⋯⋯⋯⋯⋯⋯⋯(33)

洛阳王湾聚落遗址⋯⋯⋯⋯⋯⋯⋯⋯⋯⋯⋯⋯⋯⋯⋯⋯⋯⋯⋯⋯⋯(34)

永城王油坊聚落遗址⋯⋯⋯⋯⋯⋯⋯⋯⋯⋯⋯⋯⋯⋯⋯⋯⋯⋯⋯⋯(35)

淮阳县平粮台古城址⋯⋯⋯⋯⋯⋯⋯⋯⋯⋯⋯⋯⋯⋯⋯⋯⋯⋯⋯⋯(35)

登封王城岗古城址⋯⋯⋯⋯⋯⋯⋯⋯⋯⋯⋯⋯⋯⋯⋯⋯⋯⋯⋯⋯⋯(36)

辉县孟庄古城址⋯⋯⋯⋯⋯⋯⋯⋯⋯⋯⋯⋯⋯⋯⋯⋯⋯⋯⋯⋯⋯⋯(37)

郾城县郝家台古城址⋯⋯⋯⋯⋯⋯⋯⋯⋯⋯⋯⋯⋯⋯⋯⋯⋯⋯⋯⋯(38)

第二章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建筑⋯⋯⋯⋯⋯⋯⋯⋯⋯⋯⋯⋯⋯(39)

偃师二里头建筑遗址⋯⋯⋯⋯⋯⋯⋯⋯⋯⋯⋯⋯⋯⋯⋯⋯⋯⋯⋯⋯(41)

伊川县白元聚落遗址⋯⋯⋯⋯⋯⋯⋯⋯⋯⋯⋯⋯⋯⋯⋯⋯⋯⋯⋯⋯(43)

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44)

郑州商城遗址⋯⋯⋯⋯⋯⋯⋯⋯⋯⋯⋯⋯⋯⋯⋯⋯⋯⋯⋯⋯⋯⋯⋯(45)

郑州小双桥建筑遗址⋯⋯⋯⋯⋯⋯⋯⋯⋯⋯⋯⋯⋯⋯⋯⋯⋯⋯⋯⋯(47)

安阳殷墟⋯⋯⋯⋯⋯⋯⋯⋯⋯⋯⋯⋯⋯⋯⋯⋯⋯⋯⋯⋯⋯⋯⋯⋯⋯(48)

洛阳王城与成周城址⋯⋯⋯⋯⋯⋯⋯⋯⋯⋯⋯⋯⋯⋯⋯⋯⋯⋯⋯⋯(50)

淇县卫国故城⋯⋯⋯⋯⋯⋯⋯⋯⋯⋯⋯⋯⋯⋯⋯⋯⋯⋯⋯⋯⋯⋯⋯(50)

辉县共伯国故城⋯⋯⋯⋯⋯⋯⋯⋯⋯⋯⋯⋯⋯⋯⋯⋯⋯⋯⋯⋯⋯⋯(51)

新密郐国故城⋯⋯⋯⋯⋯⋯⋯⋯⋯⋯⋯⋯⋯⋯⋯⋯⋯⋯⋯⋯⋯⋯⋯(52)

郑州泌城遗址⋯⋯⋯⋯⋯⋯⋯⋯⋯⋯⋯⋯⋯⋯⋯⋯⋯⋯⋯⋯⋯⋯⋯(52)

淮滨县期思故城⋯⋯⋯⋯⋯⋯⋯⋯⋯⋯⋯⋯⋯⋯⋯⋯⋯⋯⋯⋯⋯⋯(53)

上蔡县蔡国故城⋯⋯⋯⋯⋯⋯⋯⋯⋯⋯⋯⋯⋯⋯⋯⋯⋯⋯⋯⋯⋯⋯(54)

潢川县黄国故城⋯⋯⋯⋯⋯⋯⋯⋯⋯⋯⋯⋯⋯⋯⋯⋯⋯⋯⋯⋯⋯⋯(54)

偃师滑国故城⋯⋯⋯⋯⋯⋯⋯⋯⋯⋯⋯⋯⋯⋯⋯⋯⋯⋯⋯⋯⋯⋯⋯(56)

新郑郑韩故城⋯⋯⋯⋯⋯⋯⋯⋯⋯⋯⋯⋯⋯⋯⋯⋯⋯⋯⋯⋯⋯⋯⋯(56)

濮阳县戚城遗址⋯⋯⋯⋯⋯⋯⋯⋯⋯⋯⋯⋯⋯⋯⋯⋯⋯⋯⋯⋯⋯⋯(58)

信阳楚王城遗址⋯⋯⋯⋯⋯⋯⋯⋯⋯⋯⋯⋯⋯⋯⋯⋯⋯⋯⋯⋯⋯⋯(59)

登封阳城遗址⋯⋯⋯⋯⋯⋯⋯⋯⋯⋯⋯⋯⋯⋯⋯⋯⋯⋯⋯⋯⋯⋯⋯(60)

汤阴县美里城遗址⋯⋯⋯⋯⋯⋯⋯⋯⋯⋯⋯⋯⋯⋯⋯⋯⋯⋯⋯⋯⋯(61)

洛阳西周铸铜作坊遗址⋯⋯⋯⋯⋯⋯⋯⋯⋯⋯⋯⋯⋯⋯⋯⋯⋯⋯⋯(62)

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62)

灵宝古函谷关遗址⋯⋯⋯⋯⋯⋯⋯⋯⋯⋯⋯⋯⋯⋯⋯⋯⋯⋯⋯⋯⋯(63)



目 录 3

第三章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建筑⋯⋯⋯⋯⋯⋯⋯⋯⋯⋯⋯⋯⋯(65)

禹州阳翟故城⋯⋯⋯⋯⋯⋯⋯⋯⋯⋯⋯⋯⋯⋯⋯⋯⋯⋯⋯⋯⋯⋯⋯(68

西华县女娲城遗址⋯⋯⋯⋯⋯⋯⋯⋯⋯⋯⋯⋯⋯⋯⋯⋯⋯⋯⋯⋯⋯(69

方城县楚长城遗址⋯⋯⋯⋯⋯⋯⋯⋯⋯⋯⋯⋯⋯⋯⋯⋯⋯⋯⋯⋯⋯(70

林州赵长城遗址⋯⋯⋯⋯⋯⋯⋯⋯⋯⋯⋯⋯⋯⋯⋯⋯⋯⋯⋯⋯⋯⋯(71

新密魏长城遗址⋯⋯⋯⋯⋯⋯⋯⋯⋯⋯⋯⋯⋯⋯⋯⋯⋯⋯⋯⋯⋯⋯(72

洛阳战国粮仓遗址⋯⋯⋯⋯⋯⋯⋯⋯⋯⋯⋯⋯⋯⋯⋯⋯．．．．⋯⋯⋯⋯(72

洛阳汉魏故城⋯⋯⋯⋯⋯⋯⋯⋯⋯⋯⋯⋯⋯⋯⋯⋯⋯⋯⋯⋯⋯⋯⋯(73

永城西汉梁王墓群⋯⋯⋯⋯⋯⋯⋯⋯⋯⋯⋯⋯⋯⋯⋯⋯⋯⋯⋯⋯⋯(75

商丘县梁园遗址⋯⋯⋯⋯⋯⋯⋯⋯⋯⋯⋯⋯⋯⋯⋯⋯⋯⋯⋯⋯⋯⋯(76

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77

荥阳故城遗址⋯⋯⋯⋯⋯⋯⋯⋯⋯⋯⋯⋯⋯⋯⋯⋯⋯⋯⋯⋯⋯⋯⋯(77

许昌故城遗址⋯⋯⋯⋯⋯⋯⋯⋯⋯⋯⋯⋯⋯⋯⋯⋯⋯⋯⋯⋯⋯⋯⋯(78

南阳汉宛城遗址⋯⋯⋯⋯⋯⋯⋯⋯⋯⋯⋯⋯⋯⋯⋯⋯⋯⋯⋯⋯⋯⋯(79

南阳西鄂故城遗址⋯⋯⋯⋯⋯⋯⋯⋯⋯⋯⋯⋯⋯⋯⋯⋯⋯⋯⋯⋯⋯(80

荥阳汉霸二王城遗址⋯⋯⋯⋯⋯⋯⋯⋯⋯⋯⋯⋯⋯⋯⋯⋯⋯⋯⋯⋯(80

焦作山阳城遗址⋯⋯⋯⋯⋯⋯⋯⋯⋯⋯⋯⋯⋯⋯⋯⋯⋯⋯⋯⋯⋯⋯(8l

巩义铁生沟西汉冶铁作坊遗址⋯⋯⋯⋯⋯⋯⋯⋯⋯⋯⋯⋯⋯⋯⋯⋯(82

西平县酒店汉代冶铁遗址⋯⋯⋯⋯⋯⋯⋯⋯⋯⋯⋯⋯⋯⋯⋯⋯⋯⋯(82

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作坊遗址⋯⋯⋯⋯⋯⋯⋯⋯⋯⋯⋯⋯⋯⋯⋯⋯(83

鹤壁鹿楼冶铁作坊遗址⋯⋯⋯⋯⋯⋯⋯⋯⋯⋯⋯⋯⋯⋯⋯⋯⋯⋯⋯(84

三门峡黄河古栈道⋯⋯⋯⋯⋯⋯⋯⋯⋯⋯⋯⋯⋯⋯⋯⋯⋯⋯⋯⋯⋯(84

济源五龙口古水利工程⋯⋯⋯⋯⋯⋯⋯⋯⋯⋯⋯⋯⋯⋯⋯⋯⋯⋯⋯(85

济源沁河古栈道⋯⋯⋯⋯⋯⋯⋯⋯⋯⋯⋯⋯⋯⋯⋯⋯⋯⋯⋯⋯⋯⋯(86

偃师东汉灵台遗址⋯⋯⋯⋯⋯⋯⋯⋯⋯⋯⋯⋯⋯⋯⋯⋯⋯⋯⋯⋯⋯(86

偃师东汉太学遗址⋯⋯⋯⋯⋯⋯⋯⋯⋯⋯⋯⋯⋯⋯⋯⋯⋯⋯⋯⋯⋯(87

南阳县张衡墓⋯⋯⋯⋯⋯⋯⋯⋯⋯⋯⋯⋯⋯⋯⋯⋯⋯⋯⋯⋯⋯⋯⋯(88

洛阳烧沟汉墓⋯⋯⋯⋯⋯⋯⋯⋯⋯⋯⋯⋯⋯⋯⋯⋯⋯⋯⋯⋯⋯⋯⋯(88

新密打虎亭汉墓⋯⋯⋯⋯⋯⋯⋯⋯⋯⋯⋯⋯⋯⋯⋯⋯⋯⋯⋯⋯⋯⋯(89

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一-⋯⋯⋯⋯⋯⋯⋯··(91

灵宝黄帝陵遗址⋯⋯⋯⋯⋯⋯⋯⋯⋯⋯⋯⋯⋯⋯⋯⋯⋯⋯⋯⋯⋯⋯(91

偃师东汉辗辕关遗址⋯⋯⋯⋯⋯⋯⋯⋯⋯⋯⋯⋯⋯⋯⋯⋯⋯⋯⋯⋯(92

安阳邺城遗址⋯⋯⋯⋯⋯⋯⋯⋯⋯⋯⋯⋯⋯⋯⋯⋯⋯⋯⋯⋯⋯⋯⋯(93



4 目 录

登封嵩山太室阙⋯⋯⋯⋯⋯⋯⋯⋯⋯⋯⋯⋯⋯⋯⋯⋯⋯⋯⋯⋯⋯⋯(94)

登封嵩山少室阙⋯⋯⋯⋯⋯⋯⋯⋯⋯⋯⋯⋯⋯⋯⋯⋯⋯⋯⋯⋯⋯⋯(95)

登封嵩山启母阙⋯⋯⋯⋯⋯⋯⋯⋯⋯⋯⋯⋯⋯⋯⋯⋯⋯⋯⋯⋯⋯⋯(96)

正阳县东汉石阙⋯⋯⋯⋯⋯⋯⋯⋯⋯⋯⋯⋯⋯⋯⋯⋯⋯⋯⋯⋯⋯⋯(97)

陕州古城址⋯⋯⋯⋯⋯⋯⋯⋯⋯⋯⋯⋯⋯⋯⋯⋯⋯⋯⋯⋯⋯⋯⋯⋯(98)

第四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99)

洛阳北魏洛京城⋯⋯⋯⋯⋯⋯⋯⋯⋯⋯⋯⋯⋯⋯⋯⋯⋯⋯⋯⋯⋯(103)

洛阳北魏永宁寺塔遗址⋯⋯⋯⋯⋯⋯⋯⋯⋯⋯⋯⋯⋯⋯⋯⋯⋯⋯(104)

登封嵩岳寺塔⋯⋯⋯⋯⋯⋯⋯⋯⋯⋯⋯⋯⋯⋯⋯⋯⋯⋯⋯⋯⋯⋯(105)

洛阳龙门石窟⋯⋯⋯⋯⋯⋯⋯⋯⋯⋯⋯⋯⋯⋯⋯⋯⋯⋯⋯⋯⋯⋯(107)

陕县空箱寺达摩塔⋯⋯⋯⋯⋯⋯⋯⋯⋯⋯⋯⋯⋯⋯⋯⋯⋯⋯⋯⋯(109)

巩义石窟寺⋯⋯⋯⋯⋯⋯⋯⋯⋯⋯⋯⋯⋯⋯⋯⋯⋯⋯⋯⋯⋯⋯⋯(109)

义马鸿庆寺石窟⋯⋯⋯⋯⋯⋯⋯⋯⋯⋯⋯⋯⋯⋯⋯⋯⋯⋯⋯⋯⋯(110)

新安县西沃石窟⋯⋯⋯⋯⋯⋯⋯⋯⋯⋯⋯⋯⋯⋯⋯⋯⋯⋯⋯⋯⋯(112)

偃师水泉石窟⋯⋯⋯⋯⋯⋯⋯⋯⋯⋯⋯⋯⋯⋯⋯⋯⋯⋯⋯⋯⋯⋯(113)

安阳县宝山灵泉寺与万佛沟⋯⋯⋯⋯⋯⋯⋯⋯⋯⋯⋯⋯⋯⋯⋯⋯(113)

安阳县北齐道凭法师双石塔⋯⋯⋯⋯⋯⋯⋯⋯⋯⋯⋯⋯⋯⋯⋯⋯(115)

第五章隋、唐、五代时期的建筑⋯⋯⋯⋯⋯⋯⋯⋯⋯⋯⋯⋯⋯⋯⋯(117)

洛阳隋唐故城⋯⋯⋯⋯⋯⋯⋯⋯⋯⋯⋯⋯⋯⋯⋯⋯⋯⋯⋯⋯⋯⋯(120)

洛阳西苑园林⋯⋯⋯⋯⋯⋯⋯⋯⋯⋯⋯⋯⋯⋯⋯⋯⋯⋯⋯⋯⋯⋯(123)

洛阳含嘉仓城⋯⋯⋯⋯⋯⋯⋯⋯⋯⋯⋯⋯⋯⋯⋯⋯⋯⋯⋯⋯⋯⋯(123)

临颍县小商桥⋯⋯⋯⋯⋯⋯⋯⋯⋯⋯⋯⋯⋯⋯⋯⋯⋯⋯⋯⋯⋯⋯(124)

鄢陵县乾明寺塔⋯⋯⋯⋯⋯⋯⋯⋯⋯⋯⋯⋯⋯⋯⋯⋯⋯⋯⋯⋯⋯(126)

三门峡开元新河⋯⋯⋯⋯⋯⋯⋯⋯⋯⋯⋯⋯⋯⋯⋯⋯⋯⋯⋯⋯⋯(127)

登封少林寺塔林⋯⋯⋯⋯⋯⋯⋯⋯⋯⋯⋯⋯⋯⋯⋯⋯⋯⋯⋯⋯⋯(128)

登封法王寺与隋、唐塔⋯⋯⋯⋯⋯⋯⋯⋯⋯⋯⋯⋯⋯⋯⋯⋯⋯⋯(129)

登封永泰寺塔⋯⋯⋯⋯⋯⋯⋯⋯⋯⋯⋯⋯⋯⋯⋯⋯⋯⋯⋯⋯⋯⋯(130)

登封净藏禅师塔⋯⋯⋯⋯⋯⋯⋯⋯⋯⋯⋯⋯⋯⋯⋯⋯⋯⋯⋯⋯⋯(131)

登封同光禅师塔⋯⋯⋯⋯⋯⋯⋯⋯⋯⋯⋯⋯⋯⋯⋯⋯⋯⋯⋯⋯⋯(132)

安阳县修定寺塔⋯⋯⋯⋯⋯⋯⋯⋯⋯⋯⋯⋯⋯⋯⋯⋯⋯⋯⋯⋯⋯(133)

林州洪峪寺塔⋯⋯⋯⋯⋯⋯⋯⋯⋯⋯⋯⋯⋯⋯⋯⋯⋯⋯⋯⋯⋯⋯(134)

浚县千佛洞石窟⋯⋯⋯⋯⋯⋯⋯⋯⋯⋯⋯⋯⋯⋯⋯⋯⋯⋯⋯⋯⋯(135)



目 录 5

偃师唐恭陵⋯⋯⋯⋯⋯⋯⋯⋯⋯⋯⋯⋯⋯⋯⋯⋯⋯⋯⋯⋯⋯⋯⋯(136)

登封嵩阳书院唐碑⋯⋯⋯⋯⋯⋯⋯⋯⋯⋯⋯⋯⋯⋯⋯⋯⋯⋯⋯⋯(136)

巩义杜甫诞生窑⋯⋯⋯⋯⋯⋯⋯⋯⋯⋯⋯⋯⋯⋯⋯⋯⋯⋯⋯⋯⋯(137)

安阳县善应瓷窑遗址⋯⋯⋯⋯⋯⋯⋯⋯⋯⋯⋯⋯⋯⋯⋯⋯⋯⋯⋯(138)

鹤壁集瓷窑遗址⋯⋯⋯⋯⋯⋯⋯⋯⋯⋯⋯⋯⋯⋯⋯⋯⋯⋯⋯⋯⋯(139)

武陟县妙乐寺塔⋯⋯⋯⋯⋯⋯⋯⋯⋯⋯⋯⋯⋯⋯⋯⋯⋯⋯⋯⋯⋯(140)

第六章宋、辽、金时期的建筑⋯⋯⋯⋯⋯⋯⋯⋯⋯⋯⋯⋯⋯⋯⋯⋯(141)

开封东京城址⋯⋯⋯⋯⋯⋯⋯⋯⋯⋯⋯⋯⋯⋯⋯⋯⋯⋯⋯⋯⋯⋯(148)

巩义宋陵⋯⋯⋯⋯⋯⋯⋯⋯⋯⋯⋯⋯⋯⋯⋯⋯⋯⋯⋯⋯⋯⋯⋯一·(151)

开封祜国寺塔⋯⋯⋯⋯⋯⋯⋯⋯⋯⋯⋯⋯⋯⋯⋯⋯⋯⋯⋯⋯⋯⋯(153)

开封繁塔⋯⋯⋯⋯⋯⋯⋯⋯⋯⋯⋯⋯⋯⋯⋯⋯⋯⋯⋯⋯⋯⋯⋯⋯(155)

济源济渎庙⋯⋯⋯⋯⋯⋯⋯⋯⋯⋯⋯⋯⋯⋯⋯⋯⋯⋯⋯⋯⋯⋯⋯(156)

济源延庆寺塔⋯⋯⋯⋯⋯⋯⋯⋯⋯⋯⋯⋯⋯⋯⋯⋯⋯⋯⋯⋯⋯⋯(157)

开封县朱仙镇⋯⋯⋯⋯⋯⋯⋯⋯⋯⋯⋯⋯⋯⋯⋯⋯⋯⋯⋯⋯⋯⋯(158)

开封金明池遗址⋯⋯⋯⋯⋯⋯⋯⋯⋯⋯⋯⋯⋯⋯⋯⋯⋯⋯⋯⋯⋯(159)

安阳昼锦堂⋯⋯⋯⋯⋯⋯⋯⋯⋯⋯⋯⋯⋯⋯⋯⋯⋯⋯⋯⋯⋯⋯⋯(160)

郏县三苏坟⋯⋯⋯⋯⋯⋯⋯⋯⋯⋯⋯⋯⋯⋯⋯⋯⋯⋯⋯⋯⋯⋯⋯(161)

永城崇法寺塔⋯⋯⋯⋯⋯⋯⋯⋯⋯⋯⋯⋯⋯⋯⋯⋯⋯⋯⋯⋯⋯⋯(163)

登封嵩阳书院⋯⋯⋯⋯⋯⋯⋯⋯⋯⋯⋯⋯⋯⋯⋯⋯⋯⋯⋯⋯⋯⋯(163)

邓州福胜寺塔⋯⋯⋯⋯⋯⋯⋯⋯⋯⋯⋯⋯⋯⋯⋯⋯⋯⋯⋯⋯⋯⋯(164)

南阳县鄂城寺塔⋯⋯⋯⋯⋯⋯⋯⋯⋯⋯⋯⋯⋯⋯⋯⋯⋯⋯⋯⋯⋯(166)

原阳县玲珑塔⋯⋯⋯⋯⋯⋯⋯⋯⋯⋯⋯⋯⋯⋯⋯⋯⋯⋯⋯⋯⋯⋯(166)

滑县明福寺塔⋯⋯⋯⋯⋯⋯⋯⋯⋯⋯⋯⋯⋯⋯⋯⋯⋯⋯⋯⋯⋯⋯(167)

汝州严和店汝瓷窑址⋯⋯⋯⋯⋯⋯⋯⋯⋯⋯⋯⋯⋯⋯⋯⋯⋯⋯⋯(168)

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瓷窑址⋯⋯⋯⋯⋯⋯⋯⋯⋯⋯⋯⋯⋯⋯⋯⋯⋯(169)

禹州钧台钧瓷窑遗址⋯⋯⋯⋯⋯⋯⋯⋯⋯⋯⋯⋯⋯⋯⋯⋯⋯⋯⋯(169)

开封艮岳园林遗址⋯⋯⋯⋯⋯⋯⋯⋯⋯⋯⋯⋯⋯⋯⋯⋯⋯⋯⋯⋯(170)

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173)

登封南岳庙⋯⋯⋯⋯⋯⋯⋯⋯⋯⋯⋯⋯⋯⋯⋯⋯⋯⋯⋯⋯⋯⋯⋯(174)

济源奉仙观⋯⋯⋯⋯⋯⋯⋯⋯⋯⋯⋯⋯⋯⋯⋯⋯⋯⋯⋯⋯⋯⋯⋯(174)

济源通济桥⋯⋯⋯⋯⋯⋯⋯⋯⋯⋯⋯⋯⋯⋯⋯⋯⋯⋯⋯⋯⋯⋯⋯(175)

洛阳白马寺⋯⋯⋯⋯⋯⋯⋯⋯⋯⋯⋯⋯⋯⋯⋯⋯⋯⋯⋯⋯⋯⋯⋯(176)

汝州风穴寺⋯⋯⋯⋯⋯⋯⋯⋯⋯⋯⋯⋯⋯⋯⋯⋯⋯⋯⋯⋯⋯⋯⋯(178)



6 目 录

宜阳县灵山寺⋯⋯⋯⋯⋯⋯⋯⋯⋯⋯⋯⋯⋯⋯⋯⋯⋯⋯⋯⋯⋯⋯

沁阳天宁寺三圣舍利塔⋯⋯⋯⋯⋯⋯⋯⋯⋯⋯⋯⋯⋯⋯⋯⋯⋯⋯

三门峡宝轮寺塔⋯⋯⋯⋯⋯⋯⋯⋯⋯⋯⋯⋯⋯⋯⋯⋯⋯⋯⋯⋯⋯

安阳县永和石桥⋯⋯⋯⋯⋯⋯⋯⋯⋯⋯⋯⋯⋯⋯⋯⋯⋯⋯⋯⋯⋯

鹤壁宋代采煤矿井遗址⋯⋯⋯⋯⋯⋯⋯⋯⋯⋯⋯⋯⋯⋯⋯⋯⋯⋯

(180)

(181)

(182)

(183)

(183)

第七章元、明、清时期的建筑⋯⋯⋯⋯⋯⋯⋯⋯⋯⋯⋯⋯⋯⋯⋯⋯(185)

南阳府衙旧址⋯⋯⋯⋯⋯⋯⋯⋯⋯⋯⋯⋯⋯⋯⋯⋯⋯⋯⋯⋯⋯⋯(189)

登封告成镇观星台⋯⋯⋯⋯⋯⋯⋯⋯⋯⋯⋯⋯⋯⋯⋯⋯⋯⋯⋯⋯(190)

辉县白云寺石喇嘛塔⋯⋯⋯⋯⋯⋯⋯⋯⋯⋯⋯⋯⋯⋯⋯⋯⋯⋯⋯(192)

安阳小白塔⋯⋯⋯⋯⋯⋯⋯⋯⋯⋯⋯⋯⋯⋯⋯⋯⋯⋯⋯⋯⋯⋯⋯(193)

济源大明寺⋯⋯⋯⋯⋯⋯⋯⋯⋯⋯⋯⋯⋯⋯⋯⋯⋯⋯⋯⋯⋯⋯⋯(193)

商丘阏伯台⋯⋯⋯⋯⋯⋯⋯⋯⋯⋯⋯⋯⋯⋯⋯⋯⋯⋯⋯⋯⋯⋯⋯(194)

内乡县文庙⋯⋯⋯⋯⋯⋯⋯⋯⋯⋯⋯⋯⋯⋯⋯⋯⋯⋯⋯⋯⋯⋯⋯(195)

博爱县汤帝庙大殿⋯⋯⋯⋯⋯⋯⋯⋯⋯⋯⋯⋯⋯⋯⋯⋯⋯⋯⋯⋯(196)

舞阳县彼岸寺大殿⋯⋯⋯⋯⋯⋯⋯⋯⋯⋯⋯⋯⋯⋯⋯⋯⋯⋯⋯⋯(196)

辉县天王寺善济塔⋯⋯⋯⋯⋯⋯⋯⋯⋯⋯⋯⋯⋯⋯⋯⋯⋯⋯⋯⋯(197)

荥阳楚村元代铸铜作坊遗址⋯⋯⋯⋯⋯⋯⋯⋯⋯⋯⋯⋯⋯⋯⋯⋯(198)

温县慈胜寺⋯⋯⋯⋯⋯⋯⋯⋯⋯⋯⋯⋯⋯⋯⋯⋯⋯⋯⋯⋯⋯⋯⋯(198)

林州惠明寺塔⋯⋯⋯⋯⋯⋯⋯⋯⋯⋯⋯⋯⋯⋯⋯⋯⋯⋯⋯⋯⋯⋯(200)

辉县百泉古代园林⋯⋯⋯⋯⋯⋯⋯⋯⋯⋯⋯⋯⋯⋯⋯⋯⋯⋯⋯⋯(201)

安阳彰德府古城址⋯⋯⋯⋯⋯⋯⋯⋯⋯⋯⋯⋯⋯⋯⋯⋯⋯⋯⋯⋯(202)

开封龙亭⋯⋯⋯⋯⋯⋯⋯⋯⋯⋯⋯⋯⋯⋯⋯⋯⋯⋯⋯⋯⋯⋯⋯⋯(203)

南阳明唐王府遗址⋯⋯⋯⋯⋯⋯⋯⋯⋯⋯⋯⋯⋯⋯⋯⋯⋯⋯⋯⋯(204)

浚县天宁寺大佛楼与大石佛⋯⋯⋯⋯⋯⋯⋯⋯⋯⋯⋯⋯⋯⋯⋯⋯(205)

开封延庆观玉皇阁⋯⋯⋯⋯⋯⋯⋯⋯⋯⋯⋯⋯⋯⋯⋯⋯⋯⋯⋯⋯(206)

方城县文庙⋯⋯⋯⋯⋯⋯⋯⋯⋯⋯⋯⋯⋯⋯⋯⋯⋯⋯⋯⋯⋯⋯⋯(207)

许昌春秋楼⋯⋯⋯⋯⋯⋯⋯⋯⋯⋯⋯⋯⋯⋯⋯⋯⋯⋯⋯⋯⋯⋯⋯(208)

博爱县月山寺⋯⋯⋯⋯⋯⋯⋯⋯⋯⋯⋯⋯⋯⋯⋯⋯⋯⋯⋯⋯⋯⋯(209)

襄城县乾明寺⋯⋯⋯⋯⋯⋯⋯⋯⋯⋯⋯⋯⋯⋯⋯⋯⋯⋯⋯⋯⋯⋯(210)

安阳高阁寺⋯⋯⋯⋯⋯⋯⋯⋯⋯⋯⋯⋯⋯⋯⋯⋯⋯⋯⋯⋯⋯⋯⋯(211)

汤阴县岳飞庙⋯⋯⋯⋯⋯⋯⋯⋯⋯⋯⋯⋯⋯⋯⋯⋯⋯⋯⋯⋯⋯⋯(212)

郑州城隍庙⋯⋯⋯⋯⋯⋯⋯⋯⋯⋯⋯⋯⋯⋯⋯⋯⋯⋯⋯⋯⋯⋯⋯(213)

商丘归德府城⋯⋯⋯⋯⋯⋯⋯⋯⋯⋯⋯⋯⋯⋯⋯⋯⋯⋯⋯⋯⋯⋯(21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