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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主组织编撰的
“

平凉地方志·历史文化丛书
”一一 《平凉文物》

《平凉名胜》 《平凉人物》及《诗｜尿平凉》业已告竣， 即将付梓。 这套丛书， 具有 一 定的史学含

量、 文化品位和社会认同度， 它的出版， 对于充分反映平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展示平凉丰富

独特的地域优势， 以及借助历史文化品牌之力椎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平凉， 是一块历史悠久、 人文萎萃的文华之地。 早在20万～30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就在这片神

奇的士地｜工繁衍生息。 3000多年前， 生活在泾河流域的周人先祖创造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农耕文

化， 出现了
“ 沃野千里， 7K草丰美， 牛羊衔尾， 群畜塞道

”

的田园画卷， 从而也开启了华夏农业

文明的昭光。 大量考古和史料证明， 平凉是先民们在黄河中上游走向文明的摇篮， 是中华民族重

要的发样地之一。

秦汉以降， 由于这里 一 直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一 长安之西北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东段

豆镇， 且气候远立， 土壤肥沃， 人口稠密， 士农工商无不发达， 建府立州， 安营驻军， 素为朝廷

所倚重。 特妹的人文结构和地理位置， 使平凉曾经在传递民族文化传统、 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历

史进程巾， 发拌过不可或缺的作用， 成为丝绸古道上中西方文化、 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大交

流、 大融合的舞’台。 千百年沧桑岁月的积淀和一 代代人的创造与积累， 熔铸了平凉悠远、 深厚的

历史文化一一 古老神奇的成纪文化、 兼容并蓄的峰山同文化、 瑰丽多彩的西王母文化、 博大精深的

皇f-l H监文化， 领异标新， 相映生辉， 启边看民族的心智， 推动着历史的ill程， 极大地丰富了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撩去历史的知l云， 不难发现， 漫长的历史， 厚重的文化， 除了蕴藏并传承于人的由脉精冲而

外， 总会以一 定数量（｜包物质的形式留存在其演进的土地上， 譬如文物， 譬如古迹。 仅以文物而

言， 在主｜λ 凉境内就有仰韶、 齐家、 商周等各个时期的文化地址465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个，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个， ＇t'.l'l；就文物3万多件， 其中国家一 级文物196件。 其中泾川县大岭上距今

约20万年的早期IH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被考古学界确认为时肃之最早：吐l土于泾川泾明牛角沟距今

5]J年前的
“ 泾川人

伏毒豆氏f内｜埠生地。 特别；主出土于泾川县大云寺的佛祖舍利金银棺， 灵台县的四周青铜器、 玉质人

佣平n南宋货币银子平子含辛：文物， 代表了巾华民族在 一 定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度， 被誉为 “ 中华文物之
1芋’－ ”

在’”ι 。

远比留有先民于‘洋、 凝聚先人智慧、 反映历史风貌的古代遗存和精美文物， 涵盖了平凉历史



发展的各个时期，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很高的文化11T�位， 是实物考古、史实佐证、艺术审美、

传统教育的第 一 手资料， 是宙人馈赠给我们的一 笔不可再生的物质财富， 更是 一 笔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

平凉， 是 －块山川雄秀、 名胜众多的旅游胜境。 横亘在大西北腹地的陇山山脉， 是陇东黄土高

原和陇中黄土丘陵沟堡区［白分水岭， 也是古代护西控五屈、 东蔽关1-1-1的天然屏障。 沿陇山及其余

脉这条雄浑奇特的， 集地质、地貌、动植物和人文景观为 一 件的风景线， 形成了100多处星罗棋

布、独具特色的风景名胜。 其中尤以中华道源圣地一－tl刷同山、伏袁氏诞生地一一古成纪、四王

母故里 一一 回中宫、 四周祭灵第 一 台 一－一 古灵台、 秦皇祭天第 一 坛一－莲花白、国家级森林公

园－一 云崖寺、陇东山水天然盆景二→ 龙泉寺等闻名遐迹， 享誉沟，内外。

平凉的风景名胜正因为依托了这条天造地设的陇I L1， 因而既有北方山势之雄， 又兼南［罔山色

之秀。 明代乡贤赵时春所称许的
“

山川形胜， 甲于关塞
”

， 可谓的论。 特别是先后荣获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
“

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
”

之二和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的

盹嗣山， 峰峦雄峙， 山水 一 色， 似鬼斧1111工； 烟笼芬锁， 曲径通幽， 如续锄仙境： 不仅集自然；

美、历史美、人文美、传说美于 一 身， 而且拥有我｜王｜高海拔地区典型的丹霞地貌， 自古就有
“

西

镇奇观
”

、
“

西来第 一 山
”

之美誉。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石窟寺， 代表着中国佛教石窟别具一

格的艺术形式，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国家级森林公园云庄寺， 林海浩i翰， 111崖悬空， l融千千窟艺

术与天然美景于一 体。 还有泾川王母宫， 崇信 ）i;泉寺、李元谅寝日， H二，浪紫荆山、 陈家涧石窟、

关山天池朝月13揪， 静宁成纪文化城、 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华亭也花白、有执寺、双凤山公

园， 平凉太统森林公园、刷湖公园、 龙｜结寺， 灵台县古灵台、 电甫脆陵｜肃等等， i成为西部黄土高

原人文生态旅游胜地的优秀代表作。

这些像珍珠般散落在陇山两麓的景点， 点线相接， 线由通？！二， 就形成了以
“

丝绸之路
”

为轴

线， 以七大旅游区为支撑的平凉道源文化寻根之旅、人文生态观光之ln（、绿色清凉休闲之旅、佛

教艺术溯源之旅、 黄土风情体验之旅以及革命传统教育红色之旅。 如此壮丽的山川， 独特的名

胜， 我们除了对大自然造化之力的慨叹， 还有对古人们创造之功的感恩， 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我们

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平凉经济社会快述和谐发展的决心和）J 旦。

平凉， 是 一 块人才来出、群星灿烂的育人家园。 v�可用
“

方水土养 一 方人
”

。 独特的地理

人文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群体个性， 雌奇的陇山之侧往往多慷慨悲歌之士， 灵动的泾水之滨每每集

文人骚客为群， 自然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无疑有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平凉籍的古代名人， 且不说远古的人文初祖伏在、 女娟， 也不说修炼于屹UI同山的上古人物广

成子， 更不说传说中的仙人、实则是母系民族首领的西王坷， 仅在《二十四史》中立传者就地53

人， 其中政治东27人， 军事家18人， 学者 6人。 被匈奴称为
“

飞将军
”

的问汉名将77:厂， 先后与匈

奴作战70余次， 以身先士卒、指挥若定、挠勇善战而闻名天下， 他忠诚的报同之心、凛然的大将风

范、｜司大的人格力量和毫不苟同．的做人尊严， 为后1立的中国军人树立了精神标尺。 内晋时期的＂ I

华针灸学鼻祖皇甫谧， 发；奋读书， 躬行实践， 不仅为人类奉献了针灸学的开山 E 者《针灸甲乙



经》 ， 而且在文学 、 史学 、 哲学等领域都站到了时代的峰服 ， 与孔子并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 成为

中华民族的骄傲 。 唐代著名政治家 、 文学家牛僧耐 ， 虽在高层
“

朋党之争
”

的旋涡中沉浮达40余

载 ， 但清廉自持 ， 行必厉己 ， 并写下了被鲁迅称许为 “ 唐传奇中最为煌赫的 ” 《玄怪录》 ， 开 一

代风气之先 。 抗金名将吴听 、 吴磷兄弟率领的吴家军 ， 在国东危急存亡之际 ， 毅然肩负起抵御外

侮 、 保家卫国的历史重任 ， 与金兵展开了旷口持久的酷烈战争 ， 特别是著名的仙人关大战 ， 重创

敌军 ， 保今蜀巾 ， 成为中罔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还有同时期的中兴名将刘钩 ， 挽狂澜

于既倒 ， 扶大厦之将倾 ， JI顷昌 一 役 ， 大败金兵 ， 扭转了宋金军事局势 ， 成为肩负半壁江山安危的

罔之T臣。 被誉为
“

嘉靖八才子
”

之一的明代著名文学家赵时春 ， 十四岁荣中举人 ， 十八岁钦点

翰林， 不仅是罕有的旱慧型少年才俊 ， 更是犯颜直谏的详臣 、 冲锋陷阵的将才和独步文坛的一代

巨匠 ， 为乡邦文化和巾国文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 被康熙皇帝称许为 “ 实心任事 ， 勤劳茂著
”

的消初名臣幕天j瓢 ， 胸怀治国利民之志 ，
一 展经邦济世之才 ， 在军事供给 、 发展水利 、 整伤糟

运 、 收复台湾等i!1二 多重大事件巾功勋2E著 ， 成为清初屈指可数的一代廉吏 、 能臣 。 这些文韬武

Ill昌 、 彪炳史册的乡贤 ， 其功、 其德、 其言 ， 永留天地之间 ， 与的ill同 rm 比肩 ， 伴泾水而长流 。

是平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 铸就了平凉人的精神气质 ， 并进而造就了那些走出泾河 ， 走出

黄土高原 ， 走上恢弘壮阔的历史拌台的人们 。 或者说 ， 是他们从平凉文化的深刻内涵中汲取了灵

气和l营养 ， 并将其进 一 步发扬光大 。 所以 ， 我们更应该通过彰显先贤 ， 挖掘历史文化 ， 为当今平

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平凉， 是 一 块秀外慧中、 诗材丰厚的诗歌沃土。 中国是诗的同度 ， 钟灵毓秀的平凉当不例外 。

从我国古老的诗歌源头《诗经》开始 ， 平凉这块悖哥大的沃土 ， 曾经令历代众多的诗坛精英们流连

忘返 ， 给他们以感官的冲击和心灵的碰撞 ， 在中国诗歌史上留F了泻珠迸玉 、 闪耀着绚丽光华的

诗词佳作 。

披读半凉m.1-飞恃词 ， 跃入目r,! T口的是 “ 初l击四杰
”

之一 卢照邻的沉材i；慷慨 、
“ 诗仙

”

李白的雄

浑飘逸 、
“ 诗卒 ” 杜甫的沉郁顿挫 、 “七绝平手 ” 王昌龄的豪i互 昂扬 、 ｜现唐著名诗人李商｜盟的深

蕴绵边 、 伟大的爱萨I主义诗人陆游的奔放磊落 、 “戊戌六君子
”

之一谭嗣同的英雄豪迈 、
“

陇上

铁汉 ” 去维峻的铺张扬厉 ， 等等 ， 群犀耀眼 ， 华章迭出 ， 令人神往不己 。 特别是李白的《赠张相

饷》 一 诗 ， 不仅叙述了 “ 本家｜咙两人 ， 先为汉边将
”

的成纪李广后裔的身世 ， 还以饱满的豪情写

下了 “ 世传u�；� u11司勇 ， 气j放金风壮
”

这样的诗句 ， 使d座山同的抖l勇更加础名远扬 。 杜甫在《寄高三十

五15记注》，＿， ＿，也由衷地赞道： “主将收才子 ， 岖ill同足凯歌 。 ” 令d刷刷山下的一代代平凉人为之感

奋。 李商｜患写于汗川的《登安定城楼》 ， 是其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 也为l现唐诗歌的扛鼎之

作 ， 在唐代文学史上当占显著地位。 旦有谭嗣同的们应 tl1同》 ， 气势宏阔 ， 意象奇崛 ， 使名山于添

了 － 股天地英去It：气 ， 成为历代l成峭山｜司诗词的压卷之作 。

i寺人们与干出的绵绵不绝之情 ， 小仅成就了这方水土与诗歌的千载情缘 ， 而日J武F了平凉本

土诗人以足够的营养 ， 催生了他们的灵感火花 ， 丰富了干凉的文化战部 。 与唐代著名诗人自居

易 、 文IJ 禹锡 、 杜牧好人过从甚密 、 多有诗文酬唱的牛僧蹄 ， 也钟情于吁歌创作 ， 写下了《席上



刘梦得》等， 被收入《全唐诗》 。 诗学李贺， 尤以词闻名于世的牛明， 被誉为
“

花间词派
”

的重

要词人之一 ， 其婉约艳丽的词风受到了同学界的普遍关注。 颇有儒将之风的吴扮， 不仅工书， 且，

擅长诗文之道， 在戎马｛空惚的军旅生涯中国下了传世佳作。 特别是一 代才子赵时春， 一 生写下了

许多优美华章， 被明代著名文学家李开先称许为
“

文肯南口选， 名高北斗先
’P

， 开平凉诗歌创作

的高峰时代。 清以来， 平凉涌现山了 ·大批在甘肃有影响的诗人， 特别是乾隆年间的女恃人江瑞

芝的出现， 打破了关陇地区女性诗人长期沉寂的局面， 被后世评为
“

至性缠绵， 韵成天籁， 赋物

颇工
”

。 陇上著名诗人王源瀚若有《六戊恃草》六卷， 被陇｜：著名学者慕寿棋激赏为
“

浅鲜易

失ll， 殆香山之流亚
”

。 清代末年的受庆龙曾壮游天山， 写F了《！再达游记》诗集， 被友人称赞为
“

慷慨悲歌之士
”

。

抒情为诗， 放言成哥大。 当历史的风炯散尽， 平凉呈现出盛世的蓝天碧水绿地之时
－

， 我们会发

现崭新的平凉， 原本就是 一 个诗意十足、 韵味｜」 足的诗的世界。 无论是历代名家歌咏平凉的诗

词， 还是平凉籍文人的各类佳作， 都让我们触最牛： 't青． 除了儿许沧桑的感怀， 更多的却是对这块

土地深深的眷恋和敬重。

平凉怀灵蛇之珠， 抱荆山之玉。 留存于平凉大地｜τ精美绝伦的文物、 得j乏独厚的名胜、 「H类

拔萃的人物以及众口传颂的诗词歌赋， 是向然和历史的馈赠， 是平凉魅力之所在， 精神之所在，

更是平凉借以腾飞的基石。 怀古以励志， 掩卷当奋发。 目前， 在全市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

加快建设
“

小康平凉， 和谐平凉， 魅力平凉
”

的征途巾， 编辑出版这套
“

平凉地启志·历史文化

丛书
”

， 对于选 一 步发掘历史文化资源，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特色文化名市， 激发人们热爱

平凉、 建设平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对于更好地言：传平凉， 展示平凉， 扩大平凉对外开放和交

流， 力｜！快平凉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 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为序。

中共平凉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平凉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

2007年6月





大砍砸器

发祥地溯源一一 旧石器时代器物

地球上的生物发展到第四纪，终于导致了能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生物一一
人类的出现。平凉境内发现的旧石器迪址有十多处 ， 早、中、晚各时期的线索都
有。It肃目前’己知的H住 一一处旧石辑时代早期地点泾川大岭上发现的石器 ， 出土
于第五层古土壤条带。 一些文物工作者认为约与蓝田人同时，距今约60万年 。 还
发现了距今约5万年的晚期智人头盖骨化石 。

远古人类使用的工具是用石头打石头的方法制造出来的， 主要是把天然石块打
制出刃或尖 ， 用于1次听刮削 ， 挖掘树木或食物。如石锤、砍听器 、 刮削辑 、 尖状
器等。还有把天然石块打琢成球形， 便于抛掷， 用于1守猎的石球 。 这些看似简单
的工具伴随远古人类度过了数百万年的漫长童年 。

砍砸器
辰11.Scm.宽7.8cmo

泾川县大岭上山土。

辰14cm ， 宽11 .8c川厚8.Scmo

泾川县大岭t出l：。
此器m红色脉石英砾，（i制成 ， 经双向打，Ji,
有厚重的刃部；又有尖状苦苦的功能 唔 体现了
制作士艺的原始特征。

大尖状器
长10.Scm .宽Semo

泾川县大岭上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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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砸器
长6.Scm ， 宽Scm。

泾川县大岭上出土。

尖状器
长4.5 cm ， 宽3.Scm。

泾川县大岭上出土。

刮削器
长Scm ， 宽4cm。

泾川县大岭上出土。

旧石器时代·

这件石器为淡红色石叶 ， 器身很薄，
三面有刃， 非常锋利。 与兰田人遗
址出土的一件同类器物极为相似 。



· 旧石器时代

盘状器

人类头盖骨化石
被人类学家定名为 “泾川人 ” （晚期智人）。系20岁
左右的青年女性的遗骨。泾川县泾明乡牛角沟川！
土 ， 为甘肃省内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

长12cm ， 宽11.Scm。
泾川县牛角沟出土。
为一饼状砾石，周边经打制修整出3J口 ， flJ于刮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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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英石复刃刮削器
长2cm，宽4cm 。

泾川县牛角沟出土。

复刃砍砸器
快9.2c风宽Semo

泾川县牛角沟出土。

旧石器时代·

为半透明的淡红色石英岩制成，迎体经过打制
和修整，只保留了很少 一部分原砾石面，制作
精美，边材，%－究，反映了古人类的智慧和工艺
水平。

脉石英砍研器
长1lc肌宽10cm0
泾川公牛开l沟出上。



· 旧石器时代

石英岩复刃刮削器
长4.Scm， 宽4cm。
泾川县出土。

烧石砍研器
长12cm， 宽13cmo
泾川县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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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石英右尖状器
长4cm， 宽2.Scm。
泾川县出上。

鹿角镜
长33cm。
tl应嗣区附近出上。

骨制尖状器
快l 5.2cmo 

ili空曲同区附近lU上。

旧石器时代·



文明的曙光－一 新石器时代倩影

距今约8000年， 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大地湾 一 期文化， 以关陇地区为中心向四周

波及。 仰韶时期的半坡类型、 庙底沟类型遍布陇山地区及泾渭河谷。 起源于中原地

区的陕西龙山文化亦在平凉东部有所发现。 而产生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 半山类型

的地域文化在平凉西部更为普遍。 还有广泛发现于泾渭流域的常山下层文化和齐家

文化等。 常山下层文化， 是197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考古队在镇原县常山

遗址发掘时发现。 出土遗物既不同于陕西龙山文化， 又不简单类似齐家文化， 而是

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 自具特征的一种原始文化遗存。 这种文化类型的遗物在平凉

境内几乎随处可见。

典型的齐家文化遗物只有在陇山以西庄浪、 静宁才能见到。 以往确定的在泾河

流域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实际上都是常山下层文化， 有些属于陕西龙山文化。 这些

文化类型充分反映了平凉远古文化的多元性特征。

新石器时代， 平凉正处于东西文化交流过渡的结合部。 以陇山为界可以明显看

出这种特征。

红陶细颈壶
芮20.Scm， 最大腹颈15cm 。

tl座山同区境内出土。

7 



平凉文物I PINC LIAN(; WENWU 

8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夹砂红陶尖底瓶
高18cmo 最大腹颈10. lcm。

皑白同区境内出土。

黑彩虹陶葫芦瓶
高35.Scm ， 最大腹颈18.2cm。

庄浪县境内出土。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红陶曲腹钵
高7.4cm， 最大腹颈12.4cm。

腔桐区境内出土。

几何纹彩陶盆
高9.Scm， 口径18.7cm。

庄搜县境内出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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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

自彩红陶尖底瓶
高57.Scm， 口径10cm， 腹围79cm。

腔响区出土。

10 

彩陶罐
高24cm， 最大口径16cm， 底径11.Scmo

d座山同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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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禾苗纹彩陶曲腹盆
高12cm， 口径30cm， 底径12cm。

静宁县出土。
黑彩禾苗饰纹是农耕文化在彩陶艺术上的反映。

禾苗纹彩陶曲腹盆
高20.2 cm， 口径30.2cm， 底径10.4cm。
静宁县出上。

11 

草叶纹双耳彩陶罐
品18.Scmo
崇信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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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连纹彩陶罐
高30.7cm， 口径29.7cm。

盹恫区出土。

网纹彩陶罐

；自纹彩陶罐
高27.7cm， 口径23.7cm。

d崖峭区出土。

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 ·

1'*i30cm, lJ:大）监颈24.8cm， 底径12.Scmo
庄液县山土。



·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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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马家窑文化

彩陶双耳瓶
高33cm， 口径9cm， 底径11.Scm。

静宁县出土。

自彩尖底瓶
高Slcm， 肩径20.2crno

庄浪县出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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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纹彩陶罐
高32cm， 口径15cm， 底径13cm。

静宁县出土。

涡纹彩陶罐
高24cm， 最大 Ji颈cm,
口径14.Scm， 底径16.2cm。

静宁县出土。

马家窑文化·



· 马家窑文化

彩陶四系罐
高9.2cm， 最大腹颈10.2cm， 底径6cm 。

静宁县出上。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壶
高20.Scm， 最大腹颈17.Scm， 底径Scm.o
d座山同区境内出士。

彩陶细颈瓶
高约15cm。

庄液县出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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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蚌梳
长11.Scm ， 宽4.2cm。
泾川县出土。

新石器时代骨针
长8.12cm。 tl在恫区出土。

t....＿.，＂）件 ， ‘ ’ ‘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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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晴「
J

寸’
.,. －�→－……·－－

9"I 
新石器时代石犁铮
长15cm ， 宽13cm。
皑恫区出土。



·陕西龙山文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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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刺纹双重手红陶暨
高27.7cm, L」 径 ＇

l 9.6cmo 

崇信县出上。

陕西龙山文化·

楼空红陶豆
高26cm ， 盘径30cm。

崇信县山土。

篮纹双辈手红陶罐
高l 2cm.， 口径7.7cm ， 底径8.9cm 。

盹师l区 LI.!上。



·常山下层文化

篮纹单耳红陶高
高14cm ， 口径8.Scmo

4座山同区出土。

篮纹单耳红陶盎
高14.2cm ， 口径8.1cm。

皑恫区出土。

单耳红陶器
高18cm。

tl座山同区出士。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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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纹双耳红陶罐
高33.Scm ， 口径10cm ， 腹颈25.7cm。

静宁县出土。

堆纹篮纹红陶瓮
高52cm ， 口径17.2cm ， 底径14cm0

静宁县出土。

单耳红陶罐
高10cm ， 口径8.2cm ， 腹颈10.Scm。

静宁县出土。

常山下层文化·



·常山下层文化

堆纹单耳褐陶罐
高10cm ， 口径8.2cm。
静宁县出土。

篮纹红陶鹊面罐
高14.2cm。

庄浪县出土。

弦纹双耳黑陶罐
高11cm ， 口径17.Scm ， 底径8cm。
静宁县出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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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陶鸡形壶
高15.Scm， 长20cm。

庄浪县出土。

刺纹灰陶晌铃

常山下层文化 ·

长7.6cm， 宽4.Scm， 厚3.6cm。

静宁县出士。

四系红陶钵
高8cm， 口径17cm ， 底径8.Scm 。

庄浪县出士。



·常山下层文化

绳纹红陶筒瓦
长17cm。

灵台县乔村遗址出土。
距今约3900年 ， 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瓦。

墓葬中出土的绿松石、 兽牙和骨签等装饰晶
静宁县出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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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陶盎

陶塑人像
高14.9cma

静宁县出士。
长方脸型 ， 发式两角翘起 ， 眼嘴楼空呈
横条状 ， 颈部粗壮， 双臂残缺。 使我们
直观地看到了4000多年前人的形象。

高22cm ， 口径3.7cm， 腹颈11.4cm， 底径8.Scmo

庄浪县出土。

齐家文化 ·

楼空圈足豆
高12cm ， 口径13.Scm， 底径10.Scm。

庄浪县出土。



·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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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陶鸡首壶
高11CITlo 

庄j良县出土。

27 

双联红陶杯
高Scm ， 横22cm ， 口径10.Scm。

庄浪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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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耳红陶罐
高12cm，口径10cm。

静宁县出土。

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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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

蚕节纹青玉琼
高14.7cm ， 宽8.2cm ， 射径8.2cm。

静宁县出上。
高柱型蚕节纹 ， 玉质坚腻润美 ， 通体翠青 ， 光洁悦日。 制作规整 ， 雕工精湛 ， 不
留琢痕。 管壁经过精心修磨。 此器为目前所知齐家文化玉器巾工艺水平最高的一
件。 被罔家文物专家定为国宝级文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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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琼
高16.7cm， 宽7.2cm， 射径7.2cm。

静宁县出土。

30 

齐家文化·

玉锁
长29.Scm， 宽1 lcm。

庄浪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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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

青王璧
孔径27.8cm ， 好径5.Scm。

静宁县出土。

青玉璧
直径28.3cm ， 孔径4cm 。

静宁县出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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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火花一一 寺洼文化

在腔嗣区安国镇东沟发现的马鞍口陶器， 属于寺、洼文化类型， 但又与

｜｜自挑寺洼山陶器有所区别， 故称之为寺洼文化安国式陶器。 庄浪县川口

柳家村、 朱家大湾也有所发现。1989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泾渭考古队在

庄浪县徐家碾发掘了100多座寺洼文化墓葬， 除出土大量的陶器外， 还有

铜戈、 铜削、 矛、 铜泡饰、 蚌饰、 石珠等物， 井有殉人、 车马坑等。 铜

戈、 铜泡与西周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殉人多以小孩为主， 位置在墓主

人头部壁盒内， 侧身曲肢， 面向墓主。 由此可见， 寺洼文化与周文化同

时井存。 这对研究甘青地区的土著文化与商周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

义。

寺洼文化的陶器， 陶质比较粗糙， 多为夹砂陶。 以黑褐、 黑黄色为

多，器型以双耳罐为主，还有豆、 盘、 高等器型。 形制与其他文化的同类器

物有显著差别， 是 一 种土著文化。

红陶豆
高19.Scm， 底径9cm ， 口径16cm。
庄浪县出土。



· 寺洼文化

双耳陶高
高12cm ， 口径10.Scm。

庄浪县出土。

双耳红陶锥足高
高19.Scm ， 口径12.7cm。

ili空响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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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洼文化 ·

安

国式类

型双

鞍

口双耳罐
高31.Scm，口径16.7cm，底径1 l.Scm。

tl座山同区安国镇出土。

安

国式类

型马

鞍

口双耳罐
高31cm，口径llcm，底径10.Scm。

庄浪县出土。



· 寺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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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式类型陶罐耳上的刻划符号

35 

有刻划符号的安国式类型陶罐
高15cm， 口径16.7cm， 底径1 l.Scmo 

d座山同区出土。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寺洼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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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庄

双耳黑彩陶罐
高12.3cm ， 口径6.2cm ， 底径4cm。

庄 、温县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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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乙 ” 兽面纹铜爵
高20cm ， 长16cm。

泾川县出土。

大气磅确的精品 一一 商周青铜器

平凉境内的齐家文化选址1-1-1 tH土过小铜刀、铜泡饰等器物 ， 这标志着
齐家文化时期已跨入了青铜时代。夏末 ， 周人的祖先不齿 ， 主要活动于沌
河流域。近年来在泾 ） 11、崇信、崎山阳区发现的许多先用文化器物即可证
实。商用时期 ， 平凉境内存在方国阮、共、芮、卢、密等。为我们留下了
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对灵台白草坡 ， 崇信余家
湾 ， 盹嗣区庙庄、大阵、，泾川蒜李、宫山等基地作过发掘和l调查 ， 出土和
征集到不少精美的青铜器。特别是灵台臼草坡山士的青铜器更是精美绝
伦。其中有煤伯、陈伯铭文的铜器是周王朝为抵御检犹的侵略派封在今灵
台地区的军政长官使用的器物 ， 这些器物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
值。灵台百里乡洞iJ I村出上的 “哼＼ ＂ 徽大铜鼎是迄今所生11甘肃省出土的鼎
类器物中规格最大、品位最高的 － 件。

长流 ， 尖尾 ， 双伞形柱。网底
三棱形三尖足。腹部云茵纹
地 ， 饰兽面纹 ， 以扉棱为鼻
脊，立体效果更强。兽形援下
有 “ 旺乙

”

铭文。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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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父甲
”

兽面纹铜角III
高22.2cm ， 口径13.Scm。

崇信县出土。

商代文物 ·



· 商代文物

“父丁 ” 兽面纹铜角11\
高26.Sc矶 口径l4.8cm。
泾川县出土。
大口 ， 快颈 ， 束腰 ， 锥形基座 。 口颈部饰蝉纹 ， 腰部和基座饰兽面纹 ， 四面让i扉棱 ， 构成八组
兽面 ， 器物充满神秘感。 圈足内有

“

樊父乙
”

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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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旁；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商代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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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文物

“鱼父辛
”

兽面纹铜爵
高20.Scm ， 长17cm。
腔tli同区出土。

“父Z
”

兽面纹铜爵
高21 c叽辰16.Scmo

d控制区出土。

41 



42 

平2曹文物I PINGLIANG WENWU 

亚徽兽面纹双耳乳状袋足铜高
高15cm ， 口径12.Scm。
泾川县出土。
商代铜高 ， 存世甚少 ， 且多制作粗糙。
这件铜高做工精细 ， 是一件不多见的
精品。

商代文物·



· 先周文物

双翠乳状袋足分裆高
高12c叽 口径10.4cm。

d座山同区出土。
这件典型的周先民的选物 ， 为
周部族在平凉境内活动提供了
实物证据 。

绳纹灰陶罐
市15.4crn， 口径6.6cm， 底径8cm。

泾川县ti：＼土。 43 



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先用文物·

44 

双耳高领袋足高
高15.2cm ， 门径23.7cm。

崇信基山土。
这是典羽的姜戎文化；帮物。 姜姓部族
与周部族联姻儿j建立j肖王朝奠定 r基
础。 实物证明栓河流域是姜戎和周部
族活动的主要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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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文物

_" j，李良
” 徽兽面纹铜鼎

高60cm ， 口径SOcm。
灵台百里乡洞山村出土。
此器遍体绿锈 ， 方立耳、 三粗蹄足。 短扉棱饰六组兽面 ， 云亩纹为
地。 鼎身浑厚庄重 ， 气势恢宏。 纹饰瑰异华丽 ， 含神秘意蕴 ， 腹内
壁近口处有

“！
�＼

”

字单铭家族徽号。 此鼎为甘肃境内迄今已知的规
格最大、 品位最高的青铜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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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NGLIANG WENWU 

绳纹灰陶联裆高
高24cm， 口径21.Scm。

幢恫区出土。

扉棱灰陶高
高12cm， 口径12cmo

tl座山同区出土。

绳纹灰陶盖
高15.2cm， 口径23.7cm， 底径14cm。

崇信县出土。

西周文物·



· 西周文物

“并伯作
”

象首足铜前
高39cm ， 口径26.Scm。

灵台县出土。

兽面纹象首足铜属E
高41cm ， 口径25.3cmo
泾川｜县出士。

47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48 

席纹象首足铜翩
高37.Scm ， 口径23.Scm。
灵台县山土。
内壁铸..匀 ” 字铭文。

双耳璧纹铜高
高12.8cm ， 口径 l lC111o 

灵台县出土。

西周文物 ·



· 商周文物

涡纹铜鼎
高33.Sc叽 门径28cm。
泾川县出土。
立耳， 三柱足， 颈部饰涡纹， 问以云雷纹， 腹部蝉纹， 装饰繁絮。 做工
精细美观， 是继灵台洞山大鼎之后发现的规格较高、 个体较大的一件。

弦纹铜鼎
高19.2cm， 门径17c111 0

崇信县出上。

49 



平；京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西周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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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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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作父戊
”

铜鼎
高21.Scm， 口径17.Scm 。

灵台县出土。



52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蹊伯铜方鼎
高24.Scm ， 口长18.Scm。
灵台县出士。
器内壁有

“

限伯作宝尊彝
”

铭文。

西周文物 ·



· 西周文物

凤纹铜直
高12.2cm， 口径23cm， 底径21cm。

腔恫区出土。

兽面纹铜盖
高13.7cm， 口径18cm， 底径14. lcm。

灵台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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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t吐G WENWU 

兽面纹铜直
高13cm，口径17.Scm，底径13cmo
灵台县出土。

西周文物·

瓦楞纹铜直
高1 l .2cm，口径16cm，底径14cm。

灵台县出土。



· 西周文物

55 

j黑伯提梁自
高29cm， 门径12cm 。

灵台县出土。

nc句、J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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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京文物I PINGLIANG WENWU 

徒噩靡铜盎
高21.7cm ， 口径12cm。
灵台县出土。

睬伯铜盎
高28.Scmo

灵台县出土。

西周文物 ·



· 西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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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云纹铜牌

高

1 O.Scm ， 口

径

6cm ， 底

径

7 .2cmo 

d座山同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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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西周文物 ·

58 



· 西周文物

西周兽面纹车喜
高12cm ， 口径4.6cm。

i座山同区出土。

青铜剑井楼空剑鞠
通长24.3cmo

灵台县出土。
西周早期的短剑出土甚少 ， 而如
此华丽 ， 奇特的鞠罩 ， 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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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J PINCLIANC WENWU 

四孔钩锋铜刀
长35.Scm， 宽9 .3cm。

灵台县山台。

虎纹铜锁
商23.lcm， 刃宽7Cl11o 

灵台公山土。

西周文物 ·

锁身浮雕虎纹， 虎脊为jj， 虎头下弯张
口， 以示虎的戚猛与饿的权威。 被视为商
周铜兵巾的经典之作。



· 西周文物

玉琼
高10.2cm ， 宽4.Scmo

t座山同区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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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NGLIANG WENWU 

62 

玉人
高7.9cmo
灵台县出土。

西周文物 ·

m
 

nu厚rb
 

叮／宽
。

，
土

戚
拍
出

玉
』
县

色
M
台

揭
长
灵

玉铲
长16.Scm， 宽5.Scmo
泾川县出土。



兽形提梁铜盎
高31cm。

泾川出士。
为 一 四足怪兽，兽身为
！匠，兽腿为足，龙形提
梁．盖中为一虎形小
兽，盖面饰变体龙纹，
腹两侧各有－只回首状
的飞龙。全器从造型到
装饰都突出了兽、龙、
鸟三者的结合。配置恰
当，特征分明，线条和
谐，浑然天成。这件器
物为目前所知春秋以前
的青铜容器，尚属孤
nn 。

多元文化的象征一一 春秋战国文物

周孝王时，秦先祖非子曾牧马于沂渭之间，秦庄公之子秦襄公以兵送平王
东迁有功，始被用分封为诸侯。此后泾河上游有乌氏之戎，陇山以西有绵诸、
昆、理源之戎，泾、漆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秦襄公之子文公
击退犬戎，占有岐山以西地，后建都于雍。那时平凉境内为秦与戎的接壤地
带。秦昭王灭义渠戎之后，今平凉东五县属北地郡，西二县属陇西都。平凉辖
境入秦的版图。秦始皇兼并六同后， “二十七年巡幸陇西、北地，出鸡（绊〉
头，过回中 ” 。这时平凉是秦征伐六国的后方基地，又是北方与匈奴对峙的前
线。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平凉境内的秦人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共同创造了这
一区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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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J PINGLIANG WENWU 春秋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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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方舶
高20.Scm， 口径10.2cm。

灵台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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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文物
春秋文物

础纹铜盘
口径23.Scm，通高18cm。

平凉境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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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蟠蠕纹铜重
高19cm， 宽27cm。

泾川县出土。

春秋文物·

�镀铜鼎
18cm， 口径20cm

平凉填内发现



· 春秋文物

剑身铭文（局部）

蛇纹格铜剑
长42cm 。

泾川发现。
剑身中脊部有凹槽，近刃处有凹
线，近格处有鸟形篆书铭文八字。
两面相同，通体除一般绿蓝锈外
并有黄色灰白色锈斑，似为来化
物，局部发现婆金痕迹。这是一

件规格很高的青铜剑。

67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68 

铜柄铁剑
灵台县出士。
这是中国发现较早
的一件春秋时期的
铁制兵器。

春秋文物·



·春秋文物

69 

闭合后形状 为
高
设

在
口

古
同

口

收
被
纲
。

时
盖
精
油

用
鼎
艺
溢

不
’
工
不

。
起
造
’

分
支
铸
密

部
键
’
严

四
双
妙
口

身
时
绝
封

、
用
型

耳
启
造
便

、
，
其
方

。
键
袖
。
用

土
、
感
盏
使

灯
h
出
盖
可
灯
’

铜
川叫

区
分
内
为
学

形
MM

响
器
γ

架
科

鼎
高
腔
全
鼎
撑
计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战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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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 字红

陶

仓
直径25.Scm ，

高

32cm。

灵

台县出土。

“卤市 ” 弦纹灰

陶

仓
檐径33cm ，

高

27.4cm。
崇信县出土。
崇信境内曾出士过40多件有卤字铭文的陶器。 卤是战
国中期建置的一个县 ， 这些陶器铭文佐证了战国时期
的卤县就在今崇信县境内 c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战国文物·

兽首错银铜带钩
长11cm，宽1.7cm。

崇信县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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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文物

“左楚 ” 铜印
高1.4cm ， 长1.6cm ， 宽l. lcm。

崇信县出士。 “左楚 ” 印文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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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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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羊铜牌饰
静宁县出土。

74 

十字形铜饰件
静宁县出土。

铜伞帽
静宁县出土。

圆形楼空铜牌饰
静宁县出士。

方形云纹铜牌饰
静宁县出土。



· 战国文物

团花纹环耳铜敦
高 17.Scm ， 宽21cm ， 口径19cm。
幢恫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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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文化

铜靡
长4.Scm。

d在恫区出土。

铜泡
静宁县出士。

铜车器
静宁县出土。

铜马
长6cm。

d应啊区出土。

75 



76 

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铜马衔
静宁县出土。

铜杠头
静宁县出土。

铜车马饰
静宁县出土。

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文化 ·



· 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文化

铜戈
静宁县出土。

鹤嘴铜镇
静宁县出土。

铜削
静宁县出土。

曲柄铜铲
静宁县出土。

77 



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78 

楼空铜牌饰
静宁县出土。

战圄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文化·

各种铜泡饰
静宁县出土。

噩金铜牛牌饰
长8.Scm。

d应恫区出土。



· 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文化

汉代双耳小圈足铜锤
高15.7cm，口径13.2cm。
腔恫区出土。

加砂红陶双重蛇纹袋足高
高13.4cm，口径1lcm。
崇信县出土。

双耳球形高领红陶罐
高28.6cm，口径12cm。
ili空出同区出土。

汉代双耳弦纹铜锺
高21cm ，口径15.Scm。
幢恫区出土。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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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多姿多彩的文化一一 秦汉文物

秦汉时期由于政治、 经济、 文化的改革， 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巾央

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已经建立， 传统的礼仪制度己经彻底瓦解， 青铜文化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 铜器的造型、 纹饰打破了商周时期繁挥、 抽象、 神秘的色

彩， 更加贴近生活， 更加实用。 这 －时期， 除铜器之外， 漆木器、 陶瓷器也

广泛进入生活领域， 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秦汉文化。

博山神鲁纹铜槽
高28.Scm， 直径22.Scm。
泾川县出土。
此器与龙渊宫熏炉同出， 应是宫廷用器， 制作工艺十分考究， 应用高浮雕、 线刻相结合的
手法， 雕造出层叠的山峦， 缭绕的云气， 山峦中奔跑着奇禽异兽， 动感强烈， 神秘怪异。



· 秦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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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纹铜壶
泾川县出土。

81 

噩银刻花铜冠饰
长9cm ， 宽4.2cm。 崇信县出土。
此器与直径为6cm铜圈及骨钗同出于一竹
苟内。 是当时官员束发冠上的饰物卷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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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 l PINGLIANG WENWU 

弦纹茧形壶
静宁县出土。

弦纹盘口灰陶壶
高22cm， 口径20cmo

ili空啊区出土。

执物泥俑
高12cm0

静宁县出土。

秦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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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文物

绿袖胡人吹笛俑
高9.Scm。

泾川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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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京文物 l PINGLIANG WENWU 

黄绿袖陶槽
高20.6cm， 口径19.3cm。

灵台县出土。
西汉以前轴陶器中彩刺器十分罕见。 这两件器物以红袖为地， 使川黄绿彩袖 ， 绘制
出精美的纹饰， 说明这 一 时期各种彩色轴料， 能够娴熟地使用于器物的装饰 ， 标志
着和］陶烧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为其后彩轴陶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文物 ·



· 汉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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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灰陶女俑 高22cm。
灵台县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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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JNGLIANG WENWU 

安定郡库鼎
高21cm， 口径20.lcm。

灵台县出土。

永始二年铜灯
高11cm， 口径25cm， 底17cm。

皑恫区出土。

汉代文物·



· 汉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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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E
高11cm，口

径

22cm，流长13cm。

皑白同区出土。

87 

方柄三足釜
高13.Scm，口

径

24cm，柄长11cm。

腔恫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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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弦纹铜尊
高31cm， 门径9.2cm， 足径l3.8cm。

灵台县出土。

铜曾E
高35cm， 釜口径12.8cm。

灵台县出土。

弦纹铜壶
高29cm， 口径9.8cm， 足径16cm。

皑白同区出土。

汉代文物 ·



· 汉代文物

嵌贝望金卧鹿铜镇
长9.8cm ， 高5.2cmo

灵台县出土。

铜坊
高31 cm ， 口径9.2cm ， 足径13.8cm。
静宁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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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京文物I PINGLIANG WENWU 

90 

汉代文物 ·

建宁元年诏书环耳铜鼎
高18.2cm， 口径13.Scm。
泾川县出土。

铭文：建宁元年八月丁菌诏书作鼎一枚， 重十二
斤， 大临右工史庞蕃， 考工令张埠， 右主毛迁铜
宫史和峙。



· 汉代文物

联三铜釜
高 16.4cm ， 直径60cmo

灵台县出士。

91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汉代文物 ·

92 

龟首流龙首柄铜盎
高12cm。

静宁县－出土。
铭文

“

秦阳直铺重三斤容一斗，
为地）＇］建置名， 未见史载。 “馆

”

为管理度忱
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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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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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京文物I PINGLIANG WENWU 

曲柄铜魁
高l lcm， 口径20cm， 柄长lOcmo

!Ir空恫区出土。

龙首柄铜盎
石 高12cm， 口径6cm， 柄长1 O.Scm。

崇信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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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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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文物

“汾阴侯 ”

铜釜
高17cm ， 口径17.Scm，底径9.Scm 。

泾川县出土。
铭文： “汾阴侯

”

“始建国元年正月卖西日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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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I’ INGLIANG WENWU 

绿松石项链
腔恫区出士。

漆耳杯
长12cm， 宽10cm 。

静宁县出土。

汉代文物 ·

司马毒原铜印
长2.2cm ，宽 l !cm。

静宁县出士。



· 汉代文物

谷纹玉璧
直径1 Scm， 孔径4.Scmo
静宁县出士。

谷纹琉璃璧
直径16cm. 孔径5.Scm。

静宁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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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谷纹玉璜
长13cm， 宽6cm。

静宁县出土。

蓝玻璃心形辄
长6cm， 宽5.Scm o

泾川县出土。

谷纹自玉璧
直径15.Scm ， 孔径5.2cm.
泾川县出土。

汉代心形服多以玉材雕刻 ， 尚未见有玻璃器。
此件是己知最早的玻璃雕刻器。

汉代文物·



十六国华盖噩金铜坐佛
高19cm 。

泾川县出士。
佛像结助o I快坐于狮子
庭， 大背光， 上有华
盖。 这尊佛像时代较
早，造型优美，有华盖
者更为罕见，是屈指可
数的附件齐全的早期铜

造像之 一 。

灿烂辉煌的艺术 一一 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及其他

四汉开通丝绸之路， 到了东汉中H十，因国家多事， 屡被阻绝。 北魏统 一 北
方后， 遂畅通无阻。 今平凉辖境当丝绸之路的要冲， 随着商旅往返， 佛学东
来。 北魏时期， 境内佛教文化有了电前发展。开凿于泾河两岸的石窟群绵延百
里。分布于庄浪、华亭关山密林中的石窟群也有10多处。据不完全统计，境内
有名可考的石窟寺17处，窟鑫600多个， 造像1000余尊。还有不计其数的单体石

造像、造像碑、造像塔、金铜造像等， 成为这 一 时期辉煌鼎盛的文化现象。
隋唐时期，平凉因地处边境， 常受吐蕃侵扰， 战乱不息，社会经济文化破

坏不堪。因此， 平凉境内佛教文化规模不及北魏， 但精品却也不少。泾川水泉
寺出土的北周宝宁寺比丘慧明舍利石函、大用大云寺佛舍利石函， 都是十分珍
贵的佛教文化遗存。

99 



平凉文物J PINGLIANG WENWU 北魏佛教造像·

一佛二菩萨造像碑
100 高30cm ， 底宽 1 7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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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佛教造像

101 

造像碑
高38cm ， 宽21cm。



平；主文物 I J>INGLIANG WENWU 北魏佛教造像·

四面石造像塔部件
高21cm， 底宽18cm， 顶宽16cm。

树下思维 伎乐天

102 

飞 天 飞天供宝



·北周隋代佛教造像

保定四年造像碑
高

’

82cm， 宽19cm 。

10 

李阿昌造像碑



104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石刻佛头像
高23cm。

泾川县出土。

北周佛教造像·



·隋代佛教造像

石刻观音头像
高28cm。

d座山同区出土。

10 



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隋代佛教造像·

06 

观音立像
高40.7cmo



·唐代佛教造像

菩萨右雕立像
盹山！司区出土。

107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108 

羽人瓦当陶范
直径116cm。
峨山同区出土。

唐代佛教造像·

陶佛头像
高21cm。 d座山同区出土。



·唐代佛教造像

击方晌伎乐砖
长36.6cm， 宽35.8cm。
灵台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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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110 

望金菩萨立像
高12.9cm o

d崖峭区出士。

唐代佛教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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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佛教文物

北周天和二年泾州宝宁寺婆金铜函和舍利瓶
瓶高Semo
泾川县出土。



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泾州大云寺出土的铜匣、 银棒、 金棺、 舍利瓶和舍利右函
铜 匣：高12.3cm， 通体婆金， 整刻忍冬纹。 挂连金铜锁钥。
银 梓：高9.3cm， 长10.7cm， 覆瓦式盖， 通休整刻缠枝忍冬纹 ， 两顿Jj双环 ， 勾栏平庭。

唐代佛教文物·

金 棺：高6cm， 长7.Scm， 宽6cm， 形同银梓， 盖及棺身以金片、 珍珠、 绿松石镶嵌成莲花 、 莲叶。
舍利瓶：长颈， 困腹， 平底， 高约4.Scm, I木l装佛舍利｜二 囚粒。
石 函：高42.Scm， 长50.Scm， 宽49.Scm。 灰色大理石制成， 盖l页刻泾州大云守舍利之函总一 十问粒。
函身正面刻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全套作品精巧华丽． 光彩夺目， 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高巧水平 ， 也是佛教艺术的珍品。 仰学
界认为， 这是佛教舍利座埋制度中土化的 一大变革，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代佛教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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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石雕舍利棺
长45.6cm， 高35.7cm， 宽19.4cm。

灵台县出土。
石棺用质地细密的灰白砂岩精雕而成，敷以红、 绿、 兰、 白、 金等色
棺身一 侧雕迎佛图， 一侧雕涅提变， 人物形象生动， 雕工细腻， 涅
磐场景， 构思独特新颖， 不同凡响。

詹代文物·



·北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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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神兽铜镜
直径12cm。
dJ空响区出土。

驼钮 “魏率胡f自长” 铜印
高2.6cm，印面2.2cm×2.7cm o

d哇恫区出土。

四足陶砚
高5.Scm，直径18cm。
皑恫区出士。

印 文

北魏文物·



·北周文物

青袖瓷碗
高7cm ， 口径18cm。

盹恫区出土。

117 

碗底部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隋代文物·

118 

隋代铜虎符
长6.Scmo
庄浪县出士。



·唐代文物

铜瑜伽瓶
高11Cl11o 

泾川县出土。

海兽葡萄铜方镜
12cm x 12cm。

i座山同区出土。

鸟兽菱花镜
直径16cm o 

j座山同区出土。

辈金独角翼兽纹路皮囊形壶
高16.Scm。

泾川县出土。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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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三彩碗
高6cm， 口径11.Scm 。

泾川县出土。

唐代文物·

三彩象头纹灯
晶21cm。

泾川县出士。



121 

·唐代文物

红陶男女俑
男高9.2cm， 女高12cm。

灵台县出土。

龟座塔式灰陶魂瓶
高82cmo
1在山同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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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继承与创新一一宋元明清文物

北宋前期今平凉境内比较安定。南宋建炎四年0130）至绍兴

十 一 年Cll41），宋与金、西夏交战。地方官吏和富豪巨商为逃避

战争往往把贵重物品和钱财埋入地下而仓皇逃走。近年来由于大规

模的经济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这 一 时期的窑藏文物得以出土。据不

完全统计，出土宋代窑藏铜钱四批，最多的达4吨多。出土窑藏瓷器

三批，最多的达60多件，且多为名窑烧适。还出土有陶模、陶范、工

具、兵器等窑藏文物。

明代韩王自永乐初就蕾平凉至

明亡，传十 一 世，亲王五十人，郡

王近百人，还有镇国将军、辅国将

军、泰国将军、镇国督尉、辅国督

尉、泰国将军等皇室子孙不计其

数。他们多生于平凉，葬于平凉。

故境内亦多次出土明代官窑瓷器和

珍贵文物。

元、明、请各朝，平凉境内还

保留了不少古建筑、钟、塔、造

像、壁画等文物。

122 

磁州窑蓝袖黑彩瓷方炉
高18.3cm，口径24.2cm 。

庄浪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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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文物

123 

耀州窑豆青轴狮子驮灯盏
高7.6cm， 口径8.2cn10

庄j良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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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青袖三足炉
高19.Scm， 口径17.Semo 
灵台县山上。

耀州窑豆青袖刻花碗
口径l Scrn，高8.Scrno

口径l3cm，高6.3cm。

ili空响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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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窑粉霄袖荷叶盏
口径9.Scm ， 高6.2cm。

庄浪县出上。

景德镇窑影青刻花婴戏碗
口径17cm ， 高6.4cm。
庄浪县出土。

宋代文物·

耀州窑青轴刻花牡丹纹瓷盘
口径18.6cm， 高3.6cm， 是径6.3cm。

灵台县出土。



· 宋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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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春壶玉纹莲

。

彩
。
土

绿
而
出

红
且
区

袖
口
恫

自
高
腔

耀州窑花瓣口牡丹纹白袖黑彩长颈瓶
高32cm。

瓶春
±
亚王花黑

。

袖

土

白
h
出

窑
川
县

州
四
台

耀
高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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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文物

m
 

盏
高

滴
’
’

由
m
匕

袖
2
出

黑
山
区

窑
径
响

建
口
腔

n
 

c
 
／o
 

－KJ径底
斗
咱

橙
川

晴
且

现
川

袖
J
ι

青
叫
出

窑
弘

县

州
川
台

耀
高
灵

耀州窑黄绿袖刻花执壶
高11.Scm， 口径3.Scm， 底径4.8cmo

ili空恫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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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 ，’INGLIANG WENWU 
宋代文物·

铜密宗降魔金刚样铃
i再37cm 。

d座山同区出上。
金刚料铃是将金刚料和金刚铃结合的一种法器。

铃口铭文
“

秦州成县验记’自正
”



· 宋代文物

五神伏龙陶模
高11.7cm。
庄浪县出上。

牛郎织女纹铜镜
直径16.Scmo
泾川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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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京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宋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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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文物

孝子图彩绘画像砖之二
峰恫区出土。

孝子图彩绘画像砖之三

131 

孝子图彩绘画像砖之四



平凉文物I PINCLIANC WENWU 

夫圣铜钟
腔恫区。

132 

1
… 

大安铁钟
泾川｜县。

宋代金代元代文物·

子狮铁代明及钟
。

铁
县

旦国
A
口

明
灵

建沟元代儒释道三教石造像
华亭县。



平；京文物I PINGLIANG WENWU 元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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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物

黑袖剔花莲纹罐
高27cm，口径12.8cm ， 底径9.9cm。
华亭县出土。

133 

黑袖龙纹瓷扁壶
高28cm，仁l 径7.Scm, Jd:t圣9.8cm。

华亭县出土。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金代文物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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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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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瓷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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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

雁
宽
上

芦
！
出

窑
m
县

州
UA

亭

磁
长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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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荷花纹瓷虎枕
K35cm，宽16cm ， 高9cm。

「1:1良县出上。



·金代文物

承安三年泾州之印
泾川县出土。

内J ，＇，户1吧，t ,A 

坠 、、ι
·λ

135 

贞桔平凉府宝券钞版



· 元代文物

磁州窑白袖酱彩青花兰竹纹猫枕
快20.:icm ，

高11.Scm。
泾川甚出上。

士
而且

ιι

洒
。
出

瓷
m
区

袖
刀
啊

黑
高
峰

137 

磁州窑白袖黑花高足杯高6.Scm、 n f圣5.2cm。
tl座山同区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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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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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江

·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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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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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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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窑
m
区

泉
山
恫

龙
高
腔

元代文物·

钧窑夫青袖三足炉
高8.2cm， 口径11. lcm。

皑恫区出土。



· 元代文物

n
 

oo厚m
吻
吨

h
吗
吁

，
t

E
岛

。。

配
宽

。

红
川
土

年
b
出

元
们
县

定
山
川

泰
高
泾

泰定元年红陶鸥吻
高 100.2cm ， 宽80 C叽厚 18cm 。

泾川县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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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物·

).!() 



· 元代文物

庄浪县紫荆山太上老君庙元代壁画
（八十 一 雨之二）

庄浪县紫荆山太上老君庙元代壁画
（八十 一 画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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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紫荆山太上老君庙元代壁画
（八十 一 画之三）

元代文物·



· 元代文物

像坐来如

。

日

土

大
叫
出

金
K
区

噩
口
响

铜
高
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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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 I PINGL!ANG WENWU 

素三彩鸭形瓷番熏
高25cm， 宽21cm。

腔恫区出土。

明代文物·



· 明代文物

淡青袖二龙戏珠梅枝耳瓷瓶
高43.Scm ， 口1 7 cm ， 底16cmo

tl应响区出土。

斗彩花鸟纹高足杯
t:i9.Scm, n径Sc1no
i应山同区出上。

哥袖观音瓶
自10.Scm, 口径2cm, J自己径4cm 。

山空嗣｜丘LL＼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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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龙凤纹梵文花卉青花碗
高5.Scm， 口径8.Scm。

皑白同区出土。

淡黄轴五彩人物研钵
高17.Scm， 口径13cm0

i应恫区出土。

明代文物·

青花碗底部



· 明代文物

韩王重每铸造的鼎形炉
高101cm， 口径49.3cmo
d应恫山出土。

明万历永丰仓银链
主五十两。
华亭县出土。

鼎形铜炉铭文

147 

银徒铭文



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148 

， 

明代文物·

洪武年造铜火镜
长28cm， 口径9cm。

d座山同山藏。



· 平凉雕漆

剔红楼阁人物漆盘

盘底部藤王阁诗

平凉雕漆工艺起于何时已

无从考察， 这里介绍的儿件作

品是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美国洛

杉矶亚洲美术馆的儿件平凉人

王铭、 王琐在明代弘治年间的

剔红楼阁人物困盘和座屏。 说

明平凉雕漆工艺己有悠久的历

史， 到明代己达到了相当高的

水平。 装饰上善于雕楼阁人

物， 布局严谨， 雕工细腻， 具

有界画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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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雕漆·



·明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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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文物

铜噩金三面八臂观音像

三面八臂观音（局部）
rt31 cm， 重9.9kg。

d座山同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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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金铜四臂观音像
高25cm， 重3.2kg。

明代文物·



· 明代文物

婆金铜释迦佛坐像
自33.3cm, .ill9.7k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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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物·



·清代文物

乾隆年珍珠地开光鹿鹤同春瓷瓶
高41cm， 口径12cm， 底14cm。
i座tl1！可区出土。

卢＝三三；；；；；；；，. [57 

乾隆年黑袖浮雕蝶戏花瓷盒
高14cm， 口径26cm， 底径l8cmo

腔恫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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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文物I PINGLIANG WENWU 
清代文物·

158 

自袖贴塑梅花猫纹偏杯
高8.1cm，口径14.2cm ，底径4.1cm。

腔恫区出土。

mC
 

F、JP、J径底nr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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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的

苦
n

。

纹
’
土

人
抽
出

仙
弘
区

花
的
嗣

青
高
盹

青花缠枝花卉纹瓷瓶
高36cm ，口径10.Scm, ）�径10.Scm。

盹恫区出士。



• ；青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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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在凉文物I P!NGLIANG WENWU 
清代文物·

日本象牙雕人物帽筒
芮22cm 。

泾川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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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代文物

星
m
。

寿
h
iz

玉
刊
浪

自
高
庄

楼雕花卉纹青玉带扣

161 

碧玉碗
高8cm, lJ径16cm。

ili空di同区。

白玉盘
口径28cm.。
皑白同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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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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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玉如意
长35cm0

t应恫区出土。



· 清代文物

般城庙三佛殿乾隆十四年壁画天王像局部
灵台县壁画。

蚊城庙三佛殿壁画天王像局部
灵台县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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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城庙三佛殿壁画罗汉像局部
灵台县壁画。

般城庙三佛殿壁画罗汉像局部
灵台县壁画。

清代文物 ·



附录 一

天外来客一一 陨石

陨石大致分为三大类： 石陨

石（主要成分是硅酸盐〉 、 铁陨

石〈铁媒合金）和石铁陨石（铁

和硅酸盐混合物〉 。

科学家根据陨石是否经过熔

融过程， 又将其分为未分异型球

粒状和分异型无球状两大类。 球

粒陨石是太阳系内最原始的物

质。

无球粒陨石、 石铁陨石和铁

陨石统称为分异陨石， 它们是由

球粒陨石经高温熔融分异和结晶

的产物， 代表了小行星内部不同

层次的样品。

泾河陨石
16cm×12cm×6cm。 重1020g。
发现于平凉泾河流域。表面呈黑褐色， 通身分布网状凹
凸， 有约1毫米厚的黄色锈蚀， 内部呈蜂窝状铁质， 属分
异球粒状。 为石铁陨石。

平凉南山陨石
27cm×18cm×13cm。

重1450蚀。
发现于平凉南部山区。

表面呈红褐色， 有燃烧
后凝结的褐色皮壳， 厚
约3mm。 通体有外露金
属斑块和颗粒， 质地细
腻光滑， 属分异无球粒
状陨铁。 疑来自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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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统山陨石
22cm × 20cm x 12cm。 重7250e:。
发现于平凉太统山山沟。 表面呈青灰色，
燃烧凝聚状。 通体云纹旋流堆积棱状。
表里均为硅酸盐混合结构， 属石陨石。

陨石·

泾河陨石
12cm × 10cm × 4cm。
重750只

发 现于平 凉泾河流
域。 表面呈红褐色锈
蚀层， 厚约3毫米， 内
部黑色球粒结构， 属
未分异球粒状。 疑为
月球陨石（图中五块
标本， 原为 一 个整
体）。



·陨石

平凉南山陨石
15cm × 9.Scm × 5.Scm, 
重l250g。

发现于平凉南部山区。
表面呈金黄色，有燃烧
熔融后凝结的皮壳。金
黄 色锈蚀层厚3毫米。
内部金属状 ， 质地呈黑
褐色 ， 有金属光泽，细
腻光滑。属分异无球粒
状。疑为火星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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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南山陨石
15cm × 9.Scm × S.Scm。重l250g。
发现于平凉南部山区。
表面呈金贵色 ， 有燃烧熔融后凝结的皮壳。金黄
色锈蚀层厚3mmo 内部金属状 ， 质地呈黑褐色 ，

有金属光泽 ， 细腻光滑。属分异无球粒状。疑为
火星陨石。

平凉南山陨石
12cm × 7cm × 4cm。重850g。
发现于幢恫区南部山区。
表面呈金黄色，有燃烧熔融凝结的皮壳 ， 金黄色锈蚀厚
3毫米 ， 内部金属状 ， 质地呈黑褐色 ， 布金属光泽 ， 细
腻光滑。属分异无球粒状 ， 疑为火星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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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南山陨石
13cm × 10cm × 9.Scm。重3000区
发现于d座山同区南部山区砂砾层中。

表面

呈黑褐色，有自然烧熔后凝结的皮
壳，底

面

有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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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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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陨

陨石·

平凉南山陨石
20cm × 1 8cm × 6cm。重3500区。
发现于平凉南部山区。

表

面为褐红色伴金黄色有燃烧熔融凝结
皮壳，厚达3mm，断裂面有灰绿色锈蚀，
能见到硅铁结晶颗

粒

。内部为红黄色硅
般岩与铁模混合结构。疑为火显陨,t,



· 陨石

平凉南山陨石
LOcm x 7etn×6cm。 重 1 IOOg。
发现于腔嗣区南部山区 。
表面呈货褐色 ， 有熔融、凝结皮壳 ， 内部呈黑褐色硅酸岩视什状， 皮壳厚约lmm。
磨损部位有金属光泽 ， 周未分异无球粒状。疑为火星陨石。

平凉南山陨石
14cm x 11 cm x 9cm ， 重1750g。
发现于皖恫区南部山区。
表面呈皮雨色 ， 有熔融凝结皮克
及黄褐色锈蚀层 ， 原约3mm ， 内
部为铁 、 视砖酸岩混合状。
破损部位皇黑色金属光泽. n.红
腻光滑 ， 属分异无球粒状。疑为
火星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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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沧桑的见证一一 古生物化石

平凉境内出土了较多的古生物化石，准确地反映不同地质时期的古地理、古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大概
情况。化石虽然不是文物，但对了解孕育我们祖先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现实意义。

笔石化石
石块上黑色短线状物，
系海生群体动物，属古生代奥
陶纪一一 志留纪。出土于皑恫
区太统山（距今约5亿年）。

科达树化右
乔木，高30米左右，属石炭纪及二叠纪，
出土于华亭县砚峡。

古生代（始于5. 7亿年前，结束于2. 5亿年前〉和
中生代（始于2. 5亿年前，结束于6500万年前）的古生
物化石。

在古生代，平凉境内是深海环境，d座山同区鸭儿
沟、华亭策底的岩石中存在大量的化石就是证据。中
生代的晚你罗纪和早白圭纪华亭、崇信新窑 一 带是藏
类植物构成的原始森林环境，平凉峡门、华亭南川一
带是浅水湖泊。

柿羊齿化石
藏类植物属晚泥盆世，石炭纪及二叠
纪，距今约3亿年，在华亭县砚峡、策
底及皑白同区太统山均有发现。



·古生物化石

葳类植物的树杆印模化石
出上于华平县砚峡。

柿羊齿的多层羽状复叶化石
山土于华亭砚峡。

裂银杏（拜拉）化石
届晚三叠纪至早内圭纪
（距今约1.5亿年） ， 出上于泾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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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鳝鱼化石
晚保罗纪及早自圭纪（距今约1.5亿年）。
腔啊区峡门、 华亭南川均有发现。

古生物化石·



·古生物化石

在1500万年前一10万年前，平凉境内生活着雷兽、大象 、 犀
牛、剑齿虎、持羊、鹿类 、 三趾马、陆龟等。灵长类动物等人类
也相继出现。 平凉境内在中新世（2300万年到530万年前）和更新
世（160万年前到l万年前）时期，气候环境适于象类生长，所以出土
的大象化石也比较多，有黄河剑齿象、五棱齿象、古菱齿象、乳
齿象 、 陇东剑齿象等。有些是首次发现的，如平凉古菱齿象、平
凉五菱齿象、平凉爪兽等。故以平凉而命名。

黄河剑齿象牙化石
全长1.6米 ， i座山同区泾河北岸出土 ， 属更新世时期。

平凉古董齿象日齿化石
峰山同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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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毛犀上臼齿和犬齿化石
灵台县出土， 属更新世。

古生物化石·

板齿犀齿板化石
灵台县7出土， 属更新世。

猎狗头骨化石
峰山同区出土， 属中更新世。



·古生物化石

河套大角鹿角化石
峰山同区出土 ， 属中更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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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鹿角化石
静宁县出土 ， 属晚更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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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齿象上领骨及臼齿化石
更新世

’

。

五棱齿象日齿及下牙床化石
更新世。

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



·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

原始牛角化右
长62cmo

tl座山同区出土。 属更新世。

古菱齿象牙化石
l咬恫区北塘、出土。 属更新世。

大唇犀下牙床化石
tl应恫区出土。 属上新世（ 530万年前到160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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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犬齿化石
崇信县出土。
属更新世。

灌头骨化石
幢恫区出土。 属更新世。

陆龟壳化石
崇信县出土。
属更新世。

古生物化石·



后 记

2005年下半年， 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篡《平凉地区志》的同时， 根据平凉市委、 市

政府的要求， 着手开展了
“

平凉地方志·历史文化丛书
”

的编撰工作。 市委、 市政府和市地方

志、 地区志编委会对编写工作高度重视。 市委书记马学军、 市长陈伟亲自审稿， 主持召开评审

会， 并为丛书作序。 市政府办公室积极支持， 多方协调， 保证了编辑工作的顺利开展。

《平凉文物》系
“

平凉地方志·历史文化丛书
”

第 一分册。 全书收编了市境内出土的各时

期历史文物， 包括流落国外的文物图片390余l帧。 本书依时代先后为序， 按历史年代分段， 凸

现时代特征。 同时也编排了 一些其他文物， 使之内容更为全面。 陨石和化石， 虽不属于文物范

畴， 但作为具有较高科学研究价值的自然遗产， 我们将其附录在后。 这些浓缩着时代背景和丰

富文化内涵的文物， 充分展示了平凉文物的精美和神秘感， 反映了平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渊远流长的历史演变。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承蒙甘肃省博物馆， 平凉市文化局、 市博物馆、 盹山同山管理局和各县

〈区）博物馆、 地方志办公室的鼎立相助。 崔振世、 王发永等同志帮助审阅稿件， 张良友、 夏

更启等同志积极提供资料， 马志明先生生前为我们无偿提供了陨石图片， 在此 一 并表示感谢。

限于篇幅和时间， 虽竭力征集， 仍有遗珍漏珠之憾， 加之， 我们的水平有限， 难免存在一

些不尽人意之处。 i革请批评指正。

200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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