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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主要内容简介：1986年9-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对甘肃河西走廊(阿克塞县自治县除外)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史前考古调查，发现古遗址40余处。
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也有部分铁器时代、甚至个别晚至汉晋时期的遗址
。涉及考古学文化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过渡类型”遗存、董家台文化、齐家文化、四
坝文化、骟马文化、沙井文化和辛店文化。《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就是对此次考古调查的后
期整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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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壹 绪言
 (一)调查的缘起
 (二)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气候、经济形态与矿产资源
 (三)河西走廊的历史与考古工作
 (四)河西史前考古调查过程及报告的整理编写
贰 景泰县
 (一)张家台遗址
 (二)营盘台(马胡地沟口)遗址
 (三)席滩遗址
 (四)喜集水遗址
叁 永登县
 (一)大沙沟遗址
 (二)乐山大坪遗址
肆 天祝藏族自治县
 (一)小沟遗址
 (二)罗家湾遗址
 (三)那威遗址
 (四)其他藏品
伍 古浪县
 一 古浪老城遗址调查试掘采集品
 二 古浪县藏史前时期文物
 (一)三角城遗址
 (二)陈家厂(庄)子遗址
 (三)王家窝铺遗址
 (四)小坡遗址
 (五)朵家梁遗址
 (六)丰泉村砖厂遗址
 (七)高家滩遗址
 (八)台子遗址
 (九)周家山(大庄)遗址
 (一0)青石湾子遗址
 (一一)水口子遗址
 (一二)四墩遗址
 (一三)土坝遗址
 (一四)其他遗址采集品
陆 武威市
 (一)磨嘴子遗址
 (二)七星三队遗址
 (三)小甘沟遗址
 (四)驼骆骆终遗址
 (五)半截墩滩遗址
柒 民勤县
 (一)柳湖墩遗址
 (二)黄蒿井遗址
 (三)芨芨槽遗址
 (四)火石滩遗址
 (五)砖井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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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金昌市、永昌县
 一 永昌县
 (一)水磨关遗址
 (二)风垄庄遗址
 (三)下安门(新队)遗址
 (四)马家山湾(金川峡水库)遗址
 (五)鸳鸯池遗址
 (六)乱墩子遗址
 二 金昌市
 三 角城遗址
玖 山丹县
 四坝滩遗址
拾 民乐县
 (一)东灰山遗址
 (二)西灰山遗址
拾壹 张掖市
 西城驿遗址
拾贰 高台县
 (一)红山嘴墓地
 (二)直沟沿遗址
 (三)六洋坝遗址
拾叁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拾肆 酒泉市
 (一)下河清遗址
 (二)孟家石滩遗址
 (三)崔家南湾遗址
 (四)干骨崖遗址
 (五)赵家水磨遗址
 (六)西河滩遗址
 (七)照壁滩遗址
 (八)高苜蓿地遗址
 (九)东岭岗遗址
 (一o)西高疙瘩滩遗址
拾伍 金塔县
 (一)砖沙窝(榆树井)遗址
 (二)二道梁遗址
 (三)缸缸洼遗址
拾陆 玉门市
 (一)火烧沟遗址
 (二)大垮湾遗址
 (三)沙锅梁遗址
 (四)拱柏滩遗址
 (五)古董滩遗址
 (六)膳马城遗址
拾柒 瓜州县
 (一)鹰窝树墓地
 (二)鹰窝树遗址
 (三)兔葫芦遗址
拾捌 敦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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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董滩遗址
 (二)马圈湾遗址
拾玖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贰拾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
 绿城(瑙高苏木)遗址
贰拾壹 结语
 (一)河西走廊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
 (二)河西走廊的史前生业
 (三)河西走廊的古环境与人地关系
 (四)河西走廊的冶金考古
 (五)余论
附录
 附录一 河西走廊史前遗址一览表
 附录二 酒泉高苜蓿地、照壁滩遗址出土早期铜器鉴定报告
 附录三 瓜州(原安西)鹰窝树墓地采集及出土四坝文化铜器鉴定报告
 附录四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记略
 附录五 有关河西走廊史前考古报告资料整理的通信
编后记
英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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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武威古称凉州。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遣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
击败匈奴，武威即表彰此次汉王朝的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地处河西四郡最东面，是河西走廊的东大
门，此地“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即有“河西捍御强敌，唯敦煌
、凉州而已”之说。汉元狩二年设武威郡，治所在今民勤东北的古休屠泽南面；三国时期移至姑臧（
今武威）。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诸国和隋末大凉政权先后建都于此，武威遂成为河西
重镇。唐中叶武威为吐蕃所占，宋人西夏，元为西凉州；明设凉州卫，清改武威县。现有人口98万，
居民以汉族为主，另有回、满、藏、土等族群。武威市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1923年，经中国政府批
准，在瑞典科学研究会资助下，瑞典学者安特生前往中国西北进行考古调查，抵达兰州后，他派助手
白万玉（地质调查所采集员）赴河西走廊搜集古物，在凉州府（今武威）调查一无所获，后闻镇番（
今民勤县）有古物线索，遂前往。在沙井子购得6件铜器，由此也引发了安特生]924年前往民勤进行发
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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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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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自由游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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