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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舅■_-
莉 吾

我省的近代考古工作始子本世纪廿年代初叶，从安特生的发

现算起，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

的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文物考古工作，成立专业考古

机构，配备专业人员，拨付专业费用，使我省的文物考古工作从

无到有，由小到大，得到蓬勃发展。一些大型的考古发掘工作如

乐都柳湾，大通后子河、民和核桃庄、湟中下西河、循化阿哈特拉

等，均开始或完成予这一时期。征集和出土的各类文物达十余万

件。田野考古调查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我省的考古调查工作可

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八十年以前的零星考古调查和八一年至八八

年的全面文物普查。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物普查工作，限于当时的

人力、物力、交通条件和工作经验的制约，尽管作了极大的努

力，但总的说来，面上的工作不够广泛，点上的工作也不够深

入，效果不够显著，累计登录的文物项目总数没有超过500处，其

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古代文化遗存不能断代定性，已定性的部分古

代文化遗存也略嫩粗疏，不够精细和确切，甚至有错误之处。所

有这些，无疑给我省的文物管理保护工作，考古发掘工作和研究

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因丽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系统

的文物普查工作，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当务之急的中心工作。

从1981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和省文物管理处的

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省文普查工作。到1988年

底，经过全省文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全省文物普查田野工作顺利

完成，告一段落。从我省东部宽广肥沃的河湟谷地到西部一望无际

的柒达术盆地。自北部雄伟壮丽的祁连山麓到南部自雪皑皑的唐

古拉山区，到处都留下了文物考古工作者辛勤劳动的足迹。这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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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登录的古代文化遗存总致达4316处，这个致字是八十年代以前

累计登录的八倍还多。这次全省文物普查参加人员之多，持续时回

之长，调在成果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在专业人员缺乏，高原气候恶

劣，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青海古称“湟中一，秦汉以前，这里是古代羌族活动的地区．

从公元前二世纪起，汉族陆续进入湟水流域，并带来比较先进的文

’化，加速了青海历史前进的步伐，揭开了青海历史的新篇章。公元

四世纪末以后，鲜卑族的拓拔部和慕容部先后进入青海地区，并建

立了南凉和吐谷浑王国，以后吐祷称雄青藏高原，晌厮罗割据河湟

地区，均与中原地区的唐、宋王胡保持友好关系。元、明以来，回族．

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相继来到青海，形成了青海近代民族聚居

的基本格局。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劳动、生活在这片辽阔美丽的土

地上开发了青海的锦绣河山，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文

明，为伟大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充分反映解放以来我省文物考古工作，特别是这次全省

文物普查的成果，并对今后的文物管理保护、考古调查和研究工

作提供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各省(市)自

治区分别编撰((中国文物分布图集》和《文物一览表》，统一编

辑出版。还要编写各省的《文物志》及各地区的文物志。根据我省

各州县文物数量的多寡和行政隶属关系，决定有的以县为单位单

独编辑成册，如文物较多的民和县和乐都县，有的联县编辑成

册、如平安、互助，西宁、大通，湟中、湟源，循化，化隆四个分

册，有的以州为单位，编辑成册，如海南莉l黄南两个分册，有的

则联州编辑成册，如海西和海北，玉树和果洛两个分册，共计

十个分册。

各地区文物志的编写按统一体例，一般分概述(含自然概

况、历史沿革翻文物分布)、古代文化遗址、古代墓葬、古代城

址、．古代建筑，古代石刻、馆藏文物等章，并附文物分布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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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馆藏文物一览表、文物工作大事记以及编后记等·

各地区的文物志收录范围上起原始社会，下至明清时期，收

录资料以1989年为限。根据青海古代文化发展序列和时代早晚按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宋至元明清时期分别叙述。文物志中均

附有部分文物的图版或线图，弥补文字叙述之不足，又可增加感

性认识。

我们希冀通过这些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得来的实物资科整理

编写的各地区的文物志，能够成为一部较好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爱

国主义的乡土教材，藉以向广大读者翔实的介绍青海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并汇报我省四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的成

就．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文物

考古工作者的最大慰籍。

青海省文物志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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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自然藏况
西宁市是{7海省的省会，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

中心。 ，

西宁位于青海东部湟水谷地。地理座标为东经101。46，，北

纬36037’，海拔2261米。整个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境内最高海拔

可达4395米。四周被拉脊山、i：1月山、℃坂山余脉环抱。西北

高，东南低，东两狭长，形状近似一叶扁舟。西南两面与湟中县

为邻，东与平安、互助县接壤，北与海北州相连。湟水及其支

流南川河，北川河由西，南、北三面汇合予市区，向东流过全市。

西宁市属大陆f，E气候，年平均温度6．5℃，最高温度为

33．9℃，最低温度为一26．6℃，年降雨豫约345毫米。 ．

。西宁市辖四区一县(11pt城东、城中、城西、城北和大通

县)。市区依地形又分为南、北、东、西四‘川。全市总人口

102．08万人，市区人口63．19万人。有设、藏，回、土、撒拉、

蒙古、满傅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23．13％。

刚解放时的西宁，是炬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的小城市，杂乱

的拥挤若大约九十万平方米简陋的土房。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两层

砖木结构“?l：!中大厦"，竟魁全市最高的建筑。仅有的纵横两条

街道，宽不足7米，全长不过5公里，没有任何路面铺装。。无

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是当时西宁的真实写照。全市几乎没

有工业、没有公用设施。

现在的西宁，到1988年底仝市建成面积达50．7平方公里，较

1949年增长了1G倍。市区新建和扩建街道123条(处)，道路总
龟

．

1



长177公里。拥有各类房屋建筑面积达151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面积达702万平方米。城市各项设施基本齐全。经济，文化、科

。技、教育、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等各项事业涟勃发展，有钢

铁、机械、电子、化工，棉毛、纺织，畜产加工、药品食品等多

种工业，以乳品、毛纺工业较著名。

如今的西宁，从当初的只有7万人的小城镇，发展到拥有一

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为青藏高原上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城

市。在本省起着政治、经济、文化巾心城市的作用，并对周嗣广

．大地区具有明显的辐射功能。一个美丽的西宁古城出现在青藏蕊

，原，展现在各族人民面前，随着社会主义搿四化"建设的发展，

．西宁将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

．．．：

， 第二节历史沿革

西宁是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早在秦汉以前，就被称为“羌

戎之地"，为古代羌人所居，谓之湟中。

西汉时期，北方匈奴与湟中一带的羌人联合攻占河西走廊，

l丑塞了中西交通要道。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逐诸羌派骠骑将军

投去病率兵出陇西，攻祁连，击破匈奴右地，打通河西走廊，恢

复了中西交通。公元前111年为进一步巩固这一新的战略要地，开

拓河湟丽筑令居塞，后在今匿宁地区筑西平亭，设“护羌校尉绔

。这一军政兼治的机构，以统治羌人。

。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安羌定边，在湟水流城设破羌、临

芜等县(隶金城郡)。西宁为临羌县地。

自汉武帝设西平亭以来，随着湟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

口的不断增加，至此已形成湟水流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设

置郡一级的行政单位已被提到议事日程。汉末建安中，分金城郡

置西平郡，辖四县：西都、临羌、安夷、破羌。西都县为鄂治，

地在今西宁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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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置朗灭亡以后，西乎邸月三国富魏．充冶。公元222年，修

筑西平郡城， “凭倚西平亭，增筑南、西，北三城"i从此，这个

群山环抱，四川聚汇的西平郡，好似披挂盔甲的边将，雄立在湟

水流域的中心，开始起着西海咽喉、河西屏障的作用。

西晋时期，西平郡沿袭由凉州刺史统治。
。

到了东晋时期(公元397年)，秃发鸟孤称靠西平王"，啤
号“太初"，始建王国，史称“南凉弦，为十六国之一。公元

399年，乌孤死，其弟利鹿孤继位，由乐都迁都西平。公元402

年，利鹿孤死，其弟俘檀继位，又迁还乐都。西平只作了三年南

凉的国都。 ·

北魏初设都善镇后置鄯州，以西都为州治，辖西平、洮河两

郡。这是西宁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煳级政权。。

隋文帝统一中国以后，西宁地区归入隋王朝的统治之下。公

元607年，废都州。置西平郡，辖湟水、化隆两县，西宁属湟水

县地。
‘

一
“

唐末德二年(公元619年)，改西平郡为部州。贞观末，辖

湟水、龙支、都城三县，西宁为鄯城县治所在地．

唐未经过五代直至宋初，都州一直由吐蕃占领。不过当时

吐蕃衰弱，种族分散，大的数千家，小的百十家，各有首领不再

统一了。这时在都州地区峨厮罗兴起．

公元1015年Ⅱ3厮罗由邈川(乐都)将首府迁徙到青唐城(西

宁)。从此，青店城便成了口首厮罗的政治中心。 ．

公元1099年，宋朝收复青唐，改名鄯州。公元1104年，改都

州为西宁州。西宁一名，从此开始。 ．

、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统军攻占西宁州。西宁从此并入蒙古、

帝国即后来大元帝国的版图。 ．．

公元1369年，明朝大将徐达破元豫王子西宁。废西宁州。从

将耿炳文开始治理宁境。公元1373年设西宁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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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5年清军进入青海，青海地区转归大清帝国统治．改

西宁卫为西宁府，属甘肃省。湟水流域设西宁、碾伯二县及大通

卫(后改为县)由西宁府管辖。府治在西宁，县治在府城。

公元1913年，北洋政府裁撤西宁府，留西宁道，将前府所属

四厅(即j循化厅、巴燕戎格厅，丹噶尔厅、贵德厅)升格为

县，这样一来，西宁道连原有的西宁、大通，碾伯三县，共为七

县，由西宁道道尹统辖，上隶于甘肃省。

公元1929年1月1日青海正式建省。 “将甘肃省西宁道所属

西宁，大通、碾伯、循化、巴燕，湟源、贸德七县划归青海，定

西宁为青海省治。弦

1946年6月11日，设西宁市。新成立的西宁市辖省垣用围东

至小峡．西至小桥尔及杨家寨，南至红庄尔，北至下朝阳畔子山

以南地区。 r

，‘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9月8日，西宁人民政府成

立，定西宁为青海省省会。1960年将湟中、大通，互助三县划归

西宁市管辖。1962年，又将湟中，互助、大通三县划归省政府直

接领导。1966年7月复将大通县划归西宁市至今。·

现在的西宁市，辖大通一县和城东、城中、城西、城北四个区。

第三节 文物分布
·r

西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民族都留下了不同面貌的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青铜

时代，汉代直至明清的各个时代的文化遗迹、遗物皆有发现，成

为灿烂多彩的青海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宁地区的考古工作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开始，瑞典人安

特生曾在本地区进行过田野调查和发凋。但大量的文物考古工作

是在解放以后进行的。

‘



通过历次的文物考古嗣查，特别是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与我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联合凋查和1983年与1986年根

据国家文{勿局统一部署，组织省文物考古队与西宁市文化局、大

通县文化局联合进行的文物普查，使我们对西宁地区的各个时代

的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通过这几次考古调

查，在西宁地区(包括大通县)共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城

堡，寺院庙宇，革命遗址及其它遗迹170处。其中马家窑类型的

遗址3处，马家窑类型、马厂类型共存的遗址l处，马家窑类

型、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共存的遗址4处，马家窑类型，齐家文

化、卡约文化、汉代文化共存的遗址2处，马家窑类型．卡约文化

共存的遗址2处，半山类型、卡约文化，汉代文化共存的遗址l

处，齐家文化遗址5处l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共存约遗址2处，

卡约文化遗址82处，卡约文化，汉代文化共存遗址4处I汉代文

化遗址13处I南凉时期遗迹3处·唐代遗迹l处，宋元时期遗迹

4处，明清时期遗迹22处I近现代时期遗迹8处，文化内涵不明

的遗迹13处。
‘

西宁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ll：Jll河西岸和湟水北

岸的第二台地上。北到大通桥头镇，东峡1：3仍可见到少量的马家

窑类型的陶片，而半山类型的陶片在长宁以北地区未发现。!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面积大约在150 X 200米之间，文化堆积厚

O．3—1．5米左右。居住区与墓葬区大多不易区分。大多数遗址的

地面和断崖处均可见到暴露的灰层、灰坑、墓葬、白灰居住面、

房屋遗迹与散存的石器、陶器，兽骨等遗物。其中有些遗址已

经进行了发掘。在发掘过的大通上孙家寨的早期墓葬中，曾出土

了珍贵的有舞蹈纹图案的彩陶盆。

青锕neff,是这一地区羌族繁荣昌盛的时期，遗存分布相当密

集。西宁是卡约文化的发祥地，以西宁为中心向四面发展，形成

了一个以西宁为中心的卡约文化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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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约文化的遗址大多分布在湟水河、：ll；／rl河与西川河两岸的

台地上。它除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共存于第二台地外，并向第三

台地扩展，直到大山根部。
⋯

这一时期的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堆积电较厚。发掘过的遗址

有大通上孙家寨卡约文化基地，黄西墓地等。在上孙家寨的发掘

中出土了金贝，金圈等重要文物，还根据卡约文化特征的陶器与

唐汪式陶器同出的现象，提出了“上孙类型"的文化概念。
． 汉代以后至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也有相当的数量。这时期的

遣存大多与现代的自然村和城镇前后相连，保存状况都有不同程

度的破坏。．．巨大的墓葬群在彭家寨、吴仲、刘家寨、上孙家寨、陶家

寨等地，曾保存有许多高大的封上堆。西宁南滩地区则是历代的

荛地。历年来配合基建工程，清理发掘了汉唐以至明清墓葬十余

座。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上孙家寨曾在1973年至1981年期问发

掘出汉代墓葬182座，出土了木简、匈奴印章等重要文物。在大

通县窑庄、下庙、逊让等地出土了许多精美的西夏瓷器等遗物。

现在的大通地区仍保留有许多这一时期的古城遗址．

“五四弦运动以来，西宁，大通地区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

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北上

抗日的红四方面军失散的红军战士，曾与马步芳集团进行了英勇

不屈的斗争。解放以后，人们在西宁市的南山脚下和大通县城关

镇修建了革命烈士陵园，安葬了在战争年代和社主义建设中牺牲

的烈士们。激励人们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面英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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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化遗址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

花园台遗址

花园台遗址位于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铺乡花园台村西部，北

川河西岸第二台地，东部紧邻花园台，北至哑巴沟。遗址面积东西

约300米，南北约400米，文化层厚约l米左右。地面暴露有灰

层、兽骨，马家窑类型、马厂类型和卡约文化陶片．其中以马家

窑类型和卡约文化的遗物较多。是一处马家窑类型、马厂类型与

卡约文化共存的遗址。由于多年来的雨水冲利和引水灌溉将遗址

切割成数块，近年来又经多次平整土地，使各文化遗址的分布界

限难以分清。1986年5月27日由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

下孙家察遗址
’

下孙家寨遗址位于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铺乡，下孙家寨村西

的台地上，属：IPJII河西岸的二台地。遗址东部与下孙家寨鬃邻。面

积东西约300米，南：It；Zoo米，文化层厚0．5—2米之间。地面暴露有

灰层。灰坑。石器以及马家窑类型和马厂类型的陶片。是一处马

家窑类型、马厂类型共存的遗址。遗址表面在平整土地时略有破

坏，但基本保存较好。1986年5月27日由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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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邢遗址

沈那遗址位于西宁市城北区马坊乡小桥村北．属北川河西岸

二台地．遗址东西皆为断崖，东崖下为小桥大街，北部为阴坡

沟，南邻柴达禾路和居民区。面f积东两约200米，南北为350米，

文化层厚约0．5—1．5米左右。该遗址暴露遗迹遗物十分丰富，有

灰层、灰坑、房基、墓葬以及大量的陶片、石器、兽骨等。包含

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的遗物。马家窑

文化的堆积集中在遗址均东北部。齐家文化的堆移{遍布整个遗

址。在遗址的东部边缘以及南部断崖处都程发不同的暴露有灰坑

和白灰居住面的房屋。东南部居民在扩建住宅时曾发现有齐家文

化墓葬。遗址中部现已被平整为菜地，四周略有破坏，但基本保

存较好。1986年5月27日由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图

版一t 2)。

． 朱家寨遗址 ．

。

。

分为三个遗址s朱家寨遗址、朱家寨西遗址，朱家寨北遗

址．
’ ’

朱家寨遗址：位于西宁市城北区大馕子乡朱北村内以及与朱

南村之间。遗址东临云固川河，北抵山根，属湟水河北岸第二台

地。遗址面积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200米，文化层厚约1—1．5

米．地面暴露有狄层、灰坑、墓葬、石器，兽骨以及马厂类型、

齐家文化、卡约文化陶片。该遗址东沿被水渠以及平整土地时略

有破坏，但基本保存尚好。

朱家寨北遗址。位于朱北村的北缘，西靠山地，北为二道

沟，南接村庄。遗址中间被头道沟穿过：面积东西约8『O米，南北

150米，文化层厚约1米左右。地面暴露有灰层、墓葬以及齐家文

化和卡约文化的肉片。在修团结渠时有所破坏，但基本保存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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