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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王治品

余 杰

刘玉生

谢辰

韩长松

王再建

冯德仁

郭世军

官嵩涛

王风剑

周育峰

魏鹏

杨天亮

朱泽勤

王东升

姜楠

崔本信

李元芝

刘永伟

张增午

李全立

刘 勇

安宏轩

冯青长

吴娜

赵静

尹俊敏

赵国良

李虹

牛玉升

教之忠

库留锁

陈志强

贾付军

陈春来

《河南省文物志》撰稿人名单

(按书稿排列先后为序)

杨育彬 刘 刚 焦智勤 党 宁 赵延利 王振杰 梁西乾

刘宇翔 齐新卷 杜平安 毛德新 魏新民 王小运 梅利红

米柯莱 周建山 张金云 韩利锋 尚伟 胡振东 叶晓飞

夏阳光 于晓兴 杨洪峰 王春玲 王会波 田中华 司洛平

刘 勇 蔡丹 吕九卿 马建锁 王克让 张书燕 郑大宇

郭凤娥 郭书营 吴迪 王文强 谢宏亮 刘习祥 胡弟明

陈 杰 王玉娥 余新宏 冯 军 王 阁 郑贞富 田平信

谢宏亮 杜景举 罗火金 强永生 侯建华 万洪瑞 刘昭允

高同根 聂保春 李桃芬 王捷 刘晨 于宏伟 陈俊伟

范云刚 梁秀菊 刘 群 康晓华 李欣 尹志强 阎新峰

张恒泽 李仕华 李青 张合信 徐国强 范海 谷波

李慧萍 张必全 李天锡 王 杰 常 明 胡利华 张涌涛

孔俊岭 贺惠陆 梁永照 赵振华 朱树奎 冯春艳 张红艺

马春燕 张有新 高有生 李韫青 王春朵 李利兵 刘海燕

阎松林 张天军 丁保臣 费立淮 王 印 张家强 汪 旭

陈丽娜 顾万发 王保仁 张毅敏 李迎年 刘彦峰 李斌

靳银东 钱立森 王文华 宋秀兰 多化良 刘静君 丁兰坡

花原 李璞 张晓红 李利明 曹国正 张保民 李长海

郝红星 陈万卿 尹振强 张春燕 朱京葛 胡 渊 安喜萍

张振明 王瑜 杨俊峰 王团乐 李俊志 宋守杰 张毅海

焦华中 张志伟 姚香勤 方建国 张胜忠 张清波 周明霞

张红军 马新常 张家秦 张武军 李伟男 张军 齐延光

张满意 徐有钦 苏长军 丁长胜 吕名军 张家峰 马 瑞

赵丙焕 邵华 唐艳玉 杨 琼 杨喜雪 杨蕊 刘现忠

张雅茹 郑敏 徐永峰 刘书玲 张永利 王晓红 靳向东

刘天军 唐哓仙 包明军 郭洪涛 王文霞 冯百毅 平春照

赵建梅 李宏昌 戴建中 王丽玲 李运宽 林涛 张淑霞

史福岭 李海 李 勇 丁克云 黄留春 赵静 孙慧宝

姚柯楠 刘鹏九 孙延臣 李瑞英 田建红 王海涛 李婵

靳宝琴 陈进良 郭 华 王义印 杨成国 井忠国 刘小磊

申永峰 刘 康 方应旺 张新民 张春生 徐建华 李子布

于皓洋 周海涛 花玲 张春艳 高 丽 孔建国 赵向青

范永禄 黄伟 上官晓云 郭慧玲 张丽芳 林芳 胡太友

傅新峰 杨焕成 王兴周 张红兵 林勃 郭振勇 徐金星

赫连玉芳郅杜威 陈文斐 李聪 任常中 张建民 王俊



赵岩

陈文利

郭灿江

杜长江

刘大伟

陈娟

姚军

朱正朋

贺云保

沈斌

刘土岭

王晓东

胡晓峰

祝哓东

杨亚民

康彩虹

钱润奇

王光耀

姚艳云

王瑞琴

赵新平

袁广阔

王龙正

赵青云

俞凉亘

朱 亮

孙新民

孙晓宁

杨东昱

赵跟喜

吕劲松

刘 旭

张永俊

王三营

马春梅

郭建设

张纯俭

张媛

王献本

李卫东

冯丽莉

王瑛

赵中强

王承瑞

李新辉

胡继忠

方兴旺

樊庆旭

王咏

朱超杰

商 文

崔振海

王明亮

曹铁刚

Jq：m--东

杨正斌

毛保枝

李占扬

张文霞

衡云花

秦大树

曹岳森

蒋宏杰

张斌远

常铁伟

李照宇

马金波

弧本广

杨铁甫

阎道衡

张锴生

乔栋

王建中

牛素然

袁爱民

高西省

兰花巧

王玮

李俊山

尚伟

孑J、怡村

李积菊

张素霞

靳青阳

张云峰

代良友

钱伟

刘红兵

卢东风

牛治民

康继云

兰产i

叶嘉林

顾艳芳

潘伟斌

郑清森

张志清

刘忠伏

申建伟

霍保臣

李国政

郑明煜

任凤霞

杨华南

孙鸣芳

张金凤

司志晓

王化昆

刘璐

刘 霞

刘炯海

摄 影： 王蔚波牛爱红等

赵来坤

张玉芳

牛爱国

贾拥军

王光有

陈志广

杨丽霞

刘春霞

刘 维

张英辉

田国杰

冯长青

王 涛

张相梅

黄越

王竹林

郭晓敏

张方涛

王新生

张灵威

孙新科

李亚东

钱国祥

孔德铭

赵世纲

李合群

刘 杰

李晓刚

曹利民

徐婵菲

张 勇

崔志敏

石晓霆

金耀丽

王三管

刘绍明

张德胜

陈良军

孙海岩

赵龙

杨爱民

宁文阁

李玲

李东升

周长明

赵舒琪

田 凯

黄媛君

刘 品

吴世书

姚军英

侯建华

范新生

乔国韬

肖玉国

张晗

刘连香

樊温泉

叶万松

刘海旺

贾连敏

马俊才

夏军

孙红梅

冯纯豪

杨予川

郭宸光

黄新波

汤威

赵星汉

汤淑君

王良田

徐新华

胡永庆

赵福茹

琚丽萍

张俊儒

马哲民

肖 勇

朱旗

赵慧钦

赵新海

牛伟

李清丽

王丹丹

牛 宁

秦胜利

张淑霞

张帆

耿青岩

明单阳

李彩

常三虎

曹桂岑

唐际根

来汝生

曾晓敏

陈彦堂

蔡全法

余晓川

赵彤梅

刘景龙

敖念林

张丽

曹明瑞

张延红

秦文生

豫博

苏磊

崔 华

李国霞

孑】、廷臣

席洪贤

陈秀敏

许小丽

汤保良

李顺改

永文

张帅锋

李剑文

刘进国

陈 英

席永征

骆明

吴占书

安红轩

于天敏

王瀛三

慕建中

韩朝会

岳洪彬

郭木森

梁法伟

黄耀丽

薛 冰

陈懋领

左超

李中翔

李淑英

张霆

张南琼

朱碾

张文霞

赵玉丰

费立维

李桂阁

陈尽忠

刘爱红

薛 红

吴卫华

李 鑫

阮新梅

石 青

牛秋梅

路明学

宋海亚

张小昊

王军震

张跃军

声一流

马宜洛

阎宏斋

武子军

方燕明

闺 文

马箫林

何毓灵

赵志文

刘彦锋

李芳芝

梁晓景

李春晓

刘纪庄

杨春富

朱跃和

张 明

周加申

阎书广

赵海星

祝晓东

郝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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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志缟辑工作会议奎体与会人员舍彰(2007年



河南省丈物志蝙辑室全体编辑人员合影 自左王右为

王浩品、张末泰、杨育彬、扬焕成、任常中、陈进良

晨煳蚕一，



序

在全国文物工作中，河南省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重要考古发现在我国历

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这部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忠实记录河南文物保存现状、

真实反映波澜壮阔的中原文明发展进程、全面记载河南文物工作者辛勤工作经历的《河南

省文物志》的出版，确实是我国文物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河南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里既有彰显原始锄耕农业发展的裴李岗文化，反映

中国5000年文明肇始的仰韶文化，又有昭示龙山时代风云际会的新密古城寨、登封王城

岗、淮阳平粮台古城。这里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区域，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及偃师

商城、安阳殷墟、洛阳东周王城等宏伟浩大的城址，以及大量青铜器、甲骨文等珍贵文物

在全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涂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也是我国汉代至宋代政治、经济、

文化的核心区。汉魏洛阳城耸立的城墙，诉说着300年锦绣帝都的辉煌；隋唐东都洛阳城

遗存，展现出盛世王朝如日中天的气象；中岳汉三阙、登封北魏嵩岳寺塔、少林寺、洛阳

龙门石窟、开封山陕甘会馆、内乡县衙、嵩阳书院、南阳武侯祠、巩义康百万庄园等重要

古建筑，更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涵，令中原文化平添了一份绚丽多姿。而老子、李斯、

韩非、张衡、杜甫、韩愈、范仲淹、岳飞、欧阳修等一大批风云人物，如星辰般闪耀于历

史的夜空，彪炳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河南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首

次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宣告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

学者独立主持了安阳殷墟遗址15次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和重要遗迹，

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支业务过硬、作风顽强的专业队伍，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积聚了

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下，河南省考古工作取得了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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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新郑裴李岗遗址、洛阳王湾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洛阳中州路墓葬等重要考古发

现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年代学标尺。自1990年以来，河南省已有34项发掘成

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是因为河南省拥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

遗产资源，这片热土才能培育出一批批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不断为中国考古事业输送

人才，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温故而知新”。值《河南省文物志》出版之际，回顾河南文物工作发展的历程和取

得的成就，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展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前景，我们既倍受鼓舞，又感

到任务艰巨，使命重大。我衷心希望，河南的全体文物工作者能够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引导，

迎难而上，勇于探索，奋勇前行，不辱使命，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融入促进中原崛起的伟

大事业中，让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并在新时代创造出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新辉煌。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

大成就，在社会经济和人民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次《河南省文物志》

的出版，既是对河南省以往工作的总结和肯定，也是对祖国母亲的一份生日献礼。谨以此

言，祝贺《河南省文物志》的出版，并与河南省和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共勉。

国家文物局局长

单霁翔



席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素有“中原”、“中州”之称，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夏朝至清朝的4000余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

代的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历时2200多年，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中心。在中原这片热土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相——黄帝，思想家老子、庄子、韩

非子，科学家张衡，诗圣杜甫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对历史进程产生重

大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演绎了无数出浓墨重彩、威武雄壮的历

史活剧。这一切，当你品读这套厚厚的《河南省文物志》时，可以从中感受到这片土地散

发的历史芳香，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寻觅到历史发展的踪迹。

在河南境内。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如群星散落大地。全省现已查明的不可移动文物3万

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9处(198项)，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000余处，其

中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河南向世界展示辉煌历史的名片。全

国八大古都河南有4个，另有洛阳、开封、安阳、南阳、商丘、郑州、浚县、濮阳8座城

市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浙川荆紫关镇、禹州神壁镇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镇，郏县临沣

寨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座城(镇)被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国有文物收藏

单位收藏的各类可移动文物140多万件。

河南丰富的文物资源，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和巨大财富。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高度重视，早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即

率先成立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职掌全省文物保护、征集、抢救、收购、整理等工作；

1952年，又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负责全省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及保护维修；

1979年至今，成立河南省文物局，负责全省文物保护管理工作。1956年，当时的河南省

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保护古迹名胜的通知》，首次公布了500处古迹名胜名单。此后相

继组织数次全省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在1963年、1986年、2000年、2006年先后公布四批



共95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确划定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立完善了文物

保护单位的“四有”档案。同时，文物保护的立法工作不断加强，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所有这些，为有效保护河南珍贵的文物资源。

深入挖掘中原文化的深厚内涵，弘扬中原文化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七大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做出了全面部署，文化事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文物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河南这样一

个文物大省来说，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意义更为重大深远。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河南省文物局组织编写

了《河南省文物志》一书，此书凝聚着几代文物工作者的心血，以翔实的内容，简洁的文字，

精美的图片，准确地提供了河南省各级、各类文物的基本信息，并将有关文物的法制建设、

文物机构、专家学者、重要的考古发掘、保护维修、陈列展览、科学研究等项目一一列出，

忠实记录。我相信，此书的发行对于推动河南文物保护宣传、弘扬民族文化、加快文化强

省建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希望河南省文物局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推

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文化精品，为河南文化发展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河南省政府副省长

加谚



凡 例

一、本志为河南省专业志书。时间上限溯至1899年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下限断至2006

年，历时108年。其内容涵盖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省志·文物志》，并采用其

有关资料。

二、地域区划以2006年河南省行政区划为准。地名及机构名称一般情况下用最后的名称，

但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和机构名称用当时的名称。

三、本志采用编章节和条目相结合的志体，共设3编19章63节，另设附录7项。条目不标次第

序码，条目名称用“【】”括起。章下有概述，节下有简述。图随条目插入。表，一般情况附章

节后；量过大的，如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陈列展览、文物维修项目等编排在附录里。

四、第一编遗存中前九章各条目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其名

称的使用遵循：(一)用公布时的名称，个别不确切的，在文字叙述中予以说明；(二)遏有并项或

公布时一处含有多项且地点不在一处、性质不同的，为便于检索，采用以项立目的原则。

五、已搬迁或毁掉的文物保护单位原则上仍予以收录，并记述其搬迁的地址或损毁的时

间、原因。

六、各章节中来涉及的材料在附录的《大事记》里予以记述。

七、数字运用：时间、计量表述用阿拉伯数字，中国干支及帝号纪年用汉字。时间用公元纪

年。计量名称用法定计量单位，如千米(公里)、米、厘米及千克(公斤)、克等。

八、在文字表述中凡使用“现”、“今”、 “现存”、“现有”等类字样的即指本志下限

的近临年份。

九、已调出河南省的重要文物藏品本志也予以收录，并注明其收藏单位。

十、本志使用的简称释读如下：

省委：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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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词(徐光春郭庚茂)

序⋯⋯⋯⋯⋯⋯⋯⋯⋯⋯⋯⋯⋯⋯⋯⋯⋯⋯⋯⋯⋯⋯⋯⋯⋯⋯⋯⋯⋯⋯⋯⋯⋯⋯⋯⋯单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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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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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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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龙山文化遗址⋯⋯⋯⋯⋯⋯⋯⋯⋯⋯⋯⋯⋯⋯⋯⋯⋯⋯⋯⋯⋯⋯⋯⋯⋯⋯⋯74

第六节 夏商文化遗址⋯⋯⋯⋯⋯⋯⋯⋯⋯⋯⋯⋯⋯⋯⋯⋯⋯⋯⋯⋯⋯⋯⋯⋯⋯⋯108

第七节 东周以降文化遗址⋯⋯⋯⋯⋯⋯⋯⋯⋯⋯⋯⋯⋯⋯⋯⋯⋯⋯⋯⋯⋯⋯⋯⋯117

第三章古城址⋯⋯⋯⋯⋯⋯⋯⋯⋯⋯⋯⋯⋯⋯⋯⋯⋯⋯⋯⋯⋯⋯⋯⋯⋯⋯⋯⋯⋯⋯⋯123

第一节仰韶文化城址·龙山文化城址⋯⋯⋯⋯⋯⋯⋯⋯⋯⋯⋯⋯⋯⋯⋯⋯⋯⋯⋯⋯123

第二节夏商周城址⋯⋯⋯⋯⋯⋯⋯⋯⋯⋯⋯⋯⋯⋯⋯⋯⋯⋯⋯⋯⋯⋯⋯⋯⋯⋯⋯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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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陶瓷作坊遗址⋯⋯⋯⋯⋯⋯⋯⋯⋯⋯⋯⋯⋯⋯⋯⋯⋯⋯⋯⋯⋯⋯⋯⋯⋯⋯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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