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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地处河洛文明发祥地的重要地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使其积淀了深厚的古文化底蕴，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物质

财富与精神财富。先民遗迹、战国故城、秦砖汉瓦、金代寺院、唐镜

宋瓷、明书清画，无不渗透着中华文明的沉淀，无不散发出河洛文

化的芬芳。然而，漫长岁月的磨砺在赋予了众多珍贵文物眩目光

环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为它们带来了创伤，甚至会造成永久的毁

灭。所以，珍视这份宝贵的遗产，加强文物保护，全面地认识它，合

理地开发它、利用它，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出版这

本文物志的初哀和目的。

<宜阳县文物志》第一次对宜阳的文物及文博事业发展轨迹作

了系统、详实的记载。全面展示了宜阳古代文明的迷人风采。通过

这本书，不仅可以领略到宜阳古文化的神韵，还可以从中获得丰富

的有价值的旅游资料信息；不仅能激发我们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还

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进取·心。同时，这本韦的出版发行，对提

高宜阳的历史品位，扩大宜阳知名度，促使宜阳旅游业的发展，振

兴宜阳经济，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宜阳县文物志》书不大，但内客丰富，字教不多，但编写不易。

县志办诸位同志酝酿于千禧年新春，四方调查考证，历经夏秋两

季，颇费苦心。值此志书出版发行之际，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吉炳伟

二ooo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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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位于河洛地区腹地的宜阳县，具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新石器时

代，在东西横贯宜阳大地的洛河及其支流两岸，分布着许多原始聚

落，由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由仰韶文化再到龙山文化0二里头

文化，一脉相承，连绵不绝。而在夏代以后的数千年内，作为古都

洛阳的畿辅和近郊，作为洛阳、长安东西两京古道的途径之地，这

皇一直是人烟稠密、文化昌盛、名人荟萃。我们的祖先生活、生产、

活动在这里，创造了丰富多采的古代文化，这些文化构成了河洛文

化、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宜阳大地为

人类文化殿堂作出的重要贡献。7 、

’ 1’

‘．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作为古代文化的栽体，今日宜

阳县的地上地下，保存下来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如位于张坞乡苏

羊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寻村乡邵窑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位于韩城镇的战国韩都宜阳故城遗址、福昌城遗址、赵保乡的

兴泰宫遗址、城关乡的二里庙瓷窑遗址、县城西街的瓷窑遗址，位

于城关乡的灵山寺、三乡乡的五花寺塔j光武庙，位于三乡乡的李

贺故里，位于石陵乡的晋高祖显陵：宋代壁画墓、莲庄乡的‘宋代壁

画墓，以及碑刻、墓志和数千佧馆藏文物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艺

术和科学价值。‘同时作为一个具有优秀革命传统的县，宜‘阳还保

存下来了不少近现代史迹和革命文物。这些文物门类品种丰富，

时限跨度久远，对我们研究和认识宜阳以及洛阳的昨天和前天，研

究和认识河洛文化、中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难得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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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也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两大

文明建设，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

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的一部生动的好教材。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宜阳县的文博事业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宜阳县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支持下，广大文物工作者认真贯

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文博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文物保护、考古

发掘、科学研究以及利用文物进行宣传教育等方面，嘟作了大量

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宜阳县颁布了一系列关

于保护文物的文件，文博机构逐步建立、建全，文博队伍逐步发展

壮大，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由宜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的《宜阳县文物志》，相当系统

完备地记载和反映了宜阳县地上、地下和馆藏的文物，也对数十年

来宜阳县的文博事业和文博工作，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总

结。同时作为洛阳市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县域文物志书，《宜阳县文

物志》开了个好头。“斫取青光写楚辞”，“吟诗一夜东方白”，编纂

者花费了不少心血，作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这是宜阳县史志

界、文博界，也是我市史志界、文博界的一件喜事、好事。我相信．，

通过本志书的编纂出版，必将极大地促进今后文博系统的各项工

作，为更好地保护文物和科学、合理的展示利用文物奠定良好基

础，并进而为振兴宜阳，推进宜阳县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马学曾

二Ooo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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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阳县文物志》属部门志范畴。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方位反映宜阳县文物及文博事业的

历史与现状，为宜阳县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服务。

二、本志采用科学分类、依类设目，最高层次为篇，下设节、目、

类目。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全书共设9篇42节，前置概述、大事记。

三、本志断限，上限不等高，尽可能溯及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

至1999年12月，个别条目下限至成书之日。

四、本志中所有数据，以宜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档案数字为

准。计算单位，统一用公制，凡长度单位采用公里、米、厘米，面积

用平方米，重量用吨、公斤、克表达。

五、本志以语体文叙述为主，客观记述不加评论。大事记采用

编年体兼以记事本末体，文字除引用原文或其他必须用的繁体字、

异体字外，均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

表》为准。 ．

六、清代以前历史纪年，民国纪年，括号内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政区、机关、职务名称均用现行标

准命名，文物名称采用规范的科学名称。 ．

七、本书所用资料来源于《宜阳县志》、宜阳县档案馆、宜阳县

文物保护管理所及《灵山寺档案》，一律不注明出处。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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