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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就提出了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也
即“二重证据法”。从此之后，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对考古材料的重视日胜一日，时至今日，“纸
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考古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北京地区，数千年以来，均是我国北方的重心。考古发掘表明，北京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
生活了。自西周分封燕、蓟，金建中都，北京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都城史。新中国成立
以来，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得到空前重视，学术研究进入到更为深入的阶段。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作为全市唯一的考古发掘单位，是全市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部门，负责全市的地下
考古钻探、发掘与研究工作，是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科研部门。近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的研究人员配合基建考古，在对北京市地下文物进行考古发掘、保护的同时，也对北京地区的历史文
化做了一些相应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多数都已在相关刊物发表。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对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9-2008年之间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了
精选。本辑《北京历史文化论丛》共收录论文43篇。这些文章涉及的时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早期，中
经汉唐，下迄明清。大部分是结合考古发掘材料，从不同侧面对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新的审视
，也有一部分是对不同历史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做的宏观研究。结合考古发掘的成果，内容既有
涉及地面建筑的，也有地下遗址、墓葬的专题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对金文进
行考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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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历史文化论丛(第2辑)》主要内容简介：北京地区，数千年以来，均是我国北方的重心。考古发
掘表明，北京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自西周分封燕、蓟，金建中都，北京已有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都城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得到
空前重视，学术研究进入到更为深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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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金陵陪葬人物——完颜宗干、宗弼墓考《北京辽金史迹图志》跋辽玄心寺碑幢考论文物保护的横与纵
保护好文化遗产是文物工作者的历史责任《金帝双娇长恨歌》序延伸的地平线——徐继畲与《瀛寰志
略》  《清代园寝制度研究》前言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源流及社会影响“据形系联”、“杂而不越”
——《说文》部首间相互系联方式试析《京师五城坊巷衙衙集》校按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应完善管理体
制——从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区的保护与开发说起北京出土征集拣选青铜器的铭文醇王府谈往从军都
山戎族墓地的发现谈尖首刀的起源和国别问题万宁桥说故颐和园藏商周铜器及铭文选析禹娶涂山氏女
四议北京地区出土青铜器概论试论北首岭仰韶文化的分期——《宝鸡北首岭》读后记北京东胡林人遗
址的新发现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典仪“纺织考古”的织物保护试析虎子的用途与造型简论含经堂遗址出
土的葫芦器陶范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殉牲制度研究东胡林人及其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王湾三期文化研究历
程评述武则天与谶纬迷信浅析唐代国子祭酒的选任变化西寨遗址陶器分析A General Survey 0f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Beijiing Area延庆辽金墓葬壁画揭取与保护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前
毛家湾1号院明代瓷器大坑成因初考河北高庄汉墓出土实用车马复原研究考古遗址现场中多种有机材
料的保护问题北京明墓出土的青铜罍试析白釉红绿彩瓷赏析煤精石雕水牛赏析隋唐时期幽州弘业寺藏
舍利史事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元代铜权浅探北方地区东周时期环状青铜带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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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金陵”是女真金朝皇帝陵墓和诸王兆域的简称，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境内。从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初期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北京市文物部门和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开始对其进行调查，先后
进行了资料整理，踏查和文物搜集，使用静电法、遥感法等手段进行探测。也多次挖掘探沟，打探方
，以期验证探测结果。2002年，因为当地村民挖掘水池蓄水，文物部门对几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打开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地宫。金陵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考古成果被评为当年中国的十大
考古发现之一。历代统治者勘陵，是选择“万年吉地”，以求王朝永固和来世的荣华。而海陵王勘陵
和迁陵还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海陵王迁都，曾遇到政治阻力，一些王公大臣以上都会宁府是国家“
根本”为由反对迁都①。海陵王之所以迁都伊始，即派出司天台，于中都四周勘陵，目的是将祖宗陵
寝迁于中都，使中都成为人心归往的所在，断了反对派的念头，以此巩固中都的国都地位，确保政治
重心南移，实现其灭宋统一的政治目标。完颜亮排除了种种阻力，迁都北京，开始了北京成为全国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历史。为了保证迁都的成果，打消许多旧贵族以守卫祖宗陵寝的借口而反对迁都
，他将祖先的陵寝，不远千里全部迁到了北京，在大房山下，筑造了新的陵墓。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如此大规模的迁陵，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房山金陵勘定以后，经海陵、世宗、章宗、
卫绍王、宣宗5世60年间的营建，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其兆域达156里。据目前已经探明
的情况来看，金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东麓的九龙山、凤凰山、三盆山鹿门峪，大房山南侧的长
沟峪也葬有陵墓。建陵初期，出于安葬和谒陵、祭陵的需要在山陵东端的入陵处建行宫磐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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