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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二，1巴藏沟乡上马家村上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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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七，2平安镇张家寨村“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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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三

l石锛，三合

乡新庄村出土．马

厂类型。

2石锛，平安

镇东村砖瓦厂出

土，齐家文化。

3．石刀，古城

乡牌楼沟遗址采集

卡约文化。

4．石臂筒。三

合乡张其寨村征

集，马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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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四，1长颈彩陶壶

(半山类型，三合乡新庄村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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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四，2方形锕饰
(卡约文化，三合乡新庄村出土)



图版五，1宋代器物

瓷瓮(高20，13径19．3，底径14，

腹围82．3厘米，丹麻泽林出土)

图版五，2佑宁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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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佛

石 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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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七

。

五峰寺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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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八鼓楼

图版九双耳彩陶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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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十，1铜兽饰(馆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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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十，2银钵(馆藏文物)



图版十一，1瓷瓮

图版十一，2金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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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十二，1瓷盘(馆藏文物)

日版十二，2彩瓷瓶 图版十二，3彩瓷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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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的近代考古工作始于本世纪廿年代初，从安特生发现古

代文物算起，至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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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省的文物考占工作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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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化阿呤特拉等，均

开始或完成于这一时期。征集和出土的各类文物达卜余万件、：田

野考古调查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我省的考古‘涮查工作可分为

两个大的阶段：八十年代以前的零星考古调查和八一一{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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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嫌粗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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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全省范围内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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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厅文物管

理处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省文物普查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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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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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一望无际的柴达木盆地，自北部雄伟壮丽的祁连山麓到南部

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区，到处都留下了文物考占工作者辛勤劳动

的足迹。这次调查登录的古代文化遗存总数达4316处，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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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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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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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前，这里是古代羌族活动的地区。从

公无前二世纪起，汉族陆续进入湟水流域，并带来比较先进的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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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吐蕃称雄青藏高原，哟厮I罗割据河

湟地区，均与中原地区的唐、宋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元、明以来，回

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相继来到青海，形成了青海近代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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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青海的锦锈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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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要求，各省

(市)自治区要分别编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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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南和黄南两个分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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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沿革和文物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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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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