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河北省 （共计 １１０处）

古遗址

名 称：四方洞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０２－１－００２

年 代：旧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简 介：

四方洞又称大方洞，位于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营子镇东北约１５千米的柳河右岸，

西南距兴隆县城约２５千米。保护区面积约４４万平方米。

遗址于１９８０年发现，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

进行了发掘。遗址为一处洞穴址。洞口呈较规则的四方形，西向，洞口高约１２米，宽约

１３米，洞穴生成于奥陶系灰岩山体中。文化堆积分为两层，第一层厚度为１０～５０厘米，

第二层厚度为３０～６０厘米。发现大量旧石器时代石制品、骨制品及动物化石。石器多为

刮削器，少量砍砸器，其余多为石核、石片，还有少量骨质、多刃制品。所发现的古生

物化石有啮齿类、鹿类、犀牛、鼠狗类、鸟类等十余种。

遗址距今２～４万年。遗址内涵丰富、堆积完整，它的发现是继北京山顶洞人发现后

的又一处燕山山脉古人类活动中心，对于研究华北北部及环渤海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

布及文化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名 称：化子洞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０３－１－００３

年 代：旧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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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

简 介：

化子洞遗址位于平泉县党坝镇瀑河南岸二级台地上的自然山洞内，洞口北向，距河

面垂直高度６５米，洞口上部岩石向前延伸探出约３米，自然形成岩厦状。

遗址于２０００年发现，同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地层

堆积厚约４米，文化层达１１层之多。出土各类文化遗物４０００余件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石

制品以燧石细石器为主，另有少量以玛瑙、砂岩、玄武岩制作。细石核以小型的船底形

石核为典型代表，细石叶数量较多。石器种类单一，以刮削器为主，有端刃、单刃、双

刃、多刃各式，普通石片亦占很大比例。骨器有骨锥、骨针以及两面穿孔的骨珠饰。动

物骨骼经初步认定，有大型兽类和鸟类、鼠类、鱼类骨骼残留，部分已有轻度石化现象。

化子洞遗址是距今约１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为研究承德及华北地区史前时

代历史提供新的实物依据。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显示了长城以北旧石器文化的显著特征。

另外，从大量细石核、细石叶、碎石屑及石器的出土可以推断，这里曾经作为石器加工

的场所。

名 称：孟家泉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０４－１－００４

年 代：旧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

简 介：

孟家泉遗址位于玉田县城东石庄村北，遗址东西长９０米，南北宽９０米，面积８１００

平方米。

遗址发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８６年试掘，１９９０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

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２００余平方米。文化层厚约１～３米，出土智人化石２枚，分别

为智人顶骨、智人右侧上颌骨及牙齿。智人顶骨长５５厘米、宽２６厘米、厚０６厘米、

重１２７克，智人右侧上颌骨及牙齿长５５厘米、宽４３厘米、厚３２厘米、重２２克。另

外出土有２５个属种的动物化石，打制石器２万３千余件。石制品的原料，除燧石外，还

有少量脉石英、红色砂岩、白色硅质岩、水晶和玛瑙等。石制品的类型有：石核、石片、

石钻、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细小的石叶、类似楔状及半锥状的石核和加工石制品

用的工具石锤等。

孟家泉遗址的石制品制作精细，代表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水平。出土

的２０多种属动物化石，为研究古地理和古气候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智人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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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不仅将这一区域的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几万年，更重要的是对探索我国旧石器时

代晚期华北和东北文化的衔接具有重要的意义。

名 称：筛子绫罗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０５－１－００５

年 代：新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筛子绫罗遗址位于张家口市蔚县下宫村乡，筛子绫罗村东２００米处的台地上。遗址

所处地势较平坦，西临壶流河小支流，是蔚县众多古遗址中最大的一处，遗址东西宽５００

米，南北长５００米，面积２５万平方米。

该遗址于１９７８年发现，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

发掘。遗址文化层厚１～５米，东部文化堆积薄而单纯，西部堆积厚而复杂。遗址发现有

房址、灰坑等遗迹，房屋基址平面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居住面多是焙烧的泥土面，白灰

地面较少见。出土的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器表以篮纹和绳纹为主，次为素面、附加堆

纹和弦纹，方格纹极少。彩陶多为黑色锯齿和弧线三角纹。器形有鬲、罐、甑、、

以及盆、豆、碗、瓮等。石制工具主要有铲、锥、针、凿、镞、锤、刀等器物。另外，

还出土了骨、蚌、角器等。石器丰富是该遗址的最大特点。其中大型打制石器有亚腰石

斧、敲砸器、矛形器。细石器中镞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条形刮削器、刀形切割器、尖

状器等，琢制、磨制石器有斧、凿、刀、磨盘、磨棒、环石、纺轮等。

筛子绫罗遗址为一处较为少见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地，它的发现极大丰富了对新

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认识。该遗址反映出的与同时期其他文化在经济形态方面的差异，

对研究该地区乃至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较高的

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名 称：三各庄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０６－１－００６

年 代：新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

简 介：

三各庄遗址位于任丘市七间房乡三各庄村，南距任丘市１３千米，西约５００米为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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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遗址东西长约３００米，南北宽１００米，面积约３万平方米。

该遗址于１９９１年发现，１９９２年进行了调查。文化层厚约１～２米，内涵丰富。暴露

出的遗迹有灰坑、水井。采集标本有彩陶片，泥质红陶、夹砂红陶、磨光黑、红陶器物

残片以及石器、骨角器、蚌器等。器物纹饰以素面磨光为主，少量刮条纹、刺剔纹、篮

纹和划纹。彩陶以在磨光红陶上绘褐色动植物花纹最为常见。器型有钵、盆、碗、罐、

杯、小口瓶、高柄壶、鼎、盘等。遗址内涵年代包含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而

以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为主。

该遗址保存较好，尚未发掘。后岗类型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在沧州地区是首次发

现，对研究沧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名 称：哑叭庄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０７－１－００７

年 代：新石器时代至东周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

简 介：

哑叭庄遗址位于任丘市哑叭庄村西北部，遗址高于四周地面，地势北高南低，面积

约６万平方米。

该遗址１９８６年发现，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

发掘，发掘面积１３００平方米。遗址的文化堆积厚０２～５米不等，发现不同时期的灰坑

１３０个，水井７眼，墓葬２座，出土陶、石、骨、角、蚌、玉器等１３００余件遗物，其中

以蛋壳陶最具代表性。该遗址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的遗存，即：龙山文化哑叭庄类型、夏

家店下层文化哑叭庄类型、西周文化遗存、东周文化遗存。

哑叭庄遗址内涵丰富，层位清晰，尤其是第一、二期文化的发现，填补了沧州地区

龙山至夏商时期考古学的空白，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对探讨环渤海地区古文

化面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名 称：万军山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０８－１－００８

年 代：新石器时代、商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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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军山遗址位于迁安市杨各庄镇万军村北５０米的万军山顶的平台上，青龙河、冷口

河在山脚下交汇。遗址面积１５０００平方米。包含有新石器时期中期和商时期的文化遗存。

该遗址于１９９０年发现，１９９２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２００

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厚１～２米不等，堆积呈东部薄西部厚分布。遗址内涵丰富，发现有

房址、墓葬、灰坑、灶坑等遗迹。地表散布着大量的陶器残片和石器。陶片以夹砂褐陶

居多，泥质红陶次之，夹砂红陶较少，器形有筒形罐、红顶钵、盆、鬲等。石器分为打

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打制石器有锄、砍砸器、网坠；磨制石器有斧、凿等。

万军山遗址是研究青龙河流域乃至滦河流域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一处重要的聚落遗

址，同时也为研究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时期至夏商的文化发展脉络、探索孤竹文化的

起源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名 称：庄窠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９－１－００９

年 代：新石器时代、商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庄窠遗址位于蔚县常宁乡庄窠村南。庄窠村东距桃花镇、西距吉家庄镇各７５千米，

遗址正南１００米处为蔚县至北京公路，公路南临壶流河的支流定安河，遗址位于南部河

川区向北部丘陵区过渡地带的一级台地上。

庄窠遗址于１９７８年发现。１９７９年吉林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联合进行考

古发掘，发掘面积６２５平方米。庄窠遗址面积较大，其中以村南台地文化堆积最为丰富，

文化层达３米，最下层为仰韶文化堆积和龙山文化堆积，其上叠压着相当于早商文化时

期或汉代堆积，最上层为辽代堆积，其中，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物中的圜底?、宽黑

彩条带纹敛口?和红陶壶等，与半坡类型同类器物相近。龙山时代遗物有夹砂灰陶细绳

纹鬲、泥质灰陶宽折沿方唇素面盆等；早商时代遗物有豆、盆、绳纹鬲等器类。

庄窠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历史延续性强，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遗址最为丰富

的是龙山文化遗存，而且是在本地区同类文化遗存中时代较早的，它的发现对研究仰韶

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名 称：三关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０－１－０１０

年 代：新石器时代、商、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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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三关遗址位于蔚县西合营镇三关村东的一个岗地上。周围地势平坦，西侧为断崖，

崖下为三关河，河水北流注入清水河。遗址西距蔚县城约２０千米，西北距西合营镇５千

米。遗址东西宽２００米，南北长３３０米，占地面积６６万平方米，是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为

主体的聚落遗址。

该遗址于１９７８年发现，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吉林大学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进行了考古

发掘，发掘面积３２５平方米。遗址的文化层厚约３米，发现了多处房址、窑穴、灰坑、窑

址及墓葬，遗存以仰韶时期为主，其次为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战国时期遗存。

遗物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两大类。生产工具较少，石器有琢制的斧、磨棒、磨制

的凿、纺轮等。此外还有蚌刀、骨锥等。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陶器中细泥陶和夹砂陶

最多，陶器有盛储器、水器。夹砂、夹蚌陶多为炊器。器表除作素面磨光外，有线纹、

绳纹、弦纹、篦点纹和彩陶等，彩陶皆细泥陶。图案大多用弧线三角和圆点构成，与庙

底沟类型的彩陶十分相近，有些又具有半坡类型的风格，文化类型的多元性是该遗址新

石器时期的主要文化特征。

三关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相当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

以及战国、汉、辽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反映了多种文化类型曾先后汇聚于此的事实，

保留了清晰的文化传承轨迹，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科学研究价值。

名 称：南城村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１－１－０１１

年 代：新石器时代、商、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磁县

简 介：

南城村遗址位于磁县南城乡南城村北２千米，北、西、南为古涧河环绕，东为高级

渠。整个遗址位于古涧河主河道南岸台地上，呈东西向带状分布。遗址东西长约４００米，

南北宽３００米，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南城村遗址于２００２年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两次考古

发掘，发掘总面积６５８０平方米。共清理各类遗迹３６５处，其中房址８座、水井５座、灰

坑２０４座、灰沟２１条、窑址２座、窖穴６座、墓葬１１１座、烧土遗迹２处。共计出土陶

器、铜器、铁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贝饰等各类文物６６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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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村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仰韶晚期、龙山、先商、战国、汉等多个时

期的历史遗迹、遗物，是近年来河北省发现的一处重要遗址。发掘的先商时期墓地，范

围较大，保存完整，是河北近年来发现墓葬数量最多、获取材料最为丰富的一处先商墓

地。

名 称：涧沟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２－１－０１２

年 代：新石器时代、商、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

简 介：

涧沟遗址位于邯郸县户村镇涧沟村北台地上，地处涧沟村北至沁河南岸，地势较平

坦，东面略高。该遗址东西约４００米，南北约３００米，面积约１２万平方米。

该遗址于１９５３年发现，１９５７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遗址北部进行了考古发

掘。同年秋，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的文化层厚１

～２米，包含了龙山文化、商文化和东周至汉三种文化堆积，而以龙山文化堆积最为丰

富。龙山文化遗迹有灰坑、房基、陶窑、水井、埋葬坑，并发现房基内人头骨有砍伤痕

和剥皮痕迹。陶窑的窑箅呈长圆形，箅上火孔呈长槽形，主孔二道平行。水井靠近陶窑，

形制似竖井窖穴，深７米余，埋葬方式主要是丛葬坑。出土陶器有鬲、鼎、碗、浅腹盆、

豆、瓮、器盖以及纺轮、研磨器、环等。

涧沟遗址包括龙山文化、商和东周、汉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延续时间长，对于研究

邯郸地区龙山文化、商、东周至汉的经济、文化具有重要价值。龙山文化遗迹中发现的

丛葬坑和人头骨砍伤痕以及剥皮痕迹，为探索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名 称：补要村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３－１－０１３

年 代：新石器时代、商、唐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

简 介：

补要村遗址位于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东，面积约６万余平方米。

该遗址于２００４年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进行了发掘，发

掘面积约４３００平方米。该遗址文化堆积厚０５～３２米不等。发现仰韶、先商、晚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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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秦汉、唐宋各个时期的灰坑３００余座，墓葬３７座，房屋４座，灰沟１９条，窑址５

座，地面青铜冶铸基址１处。经初步整理，已复原各个时期陶瓷器２００多件，石、骨、

木、角、蚌器及小型青铜等逾千件。

仰韶时期遗迹集中分布在发掘区北部，房基为半地穴式建筑。灰坑有圆形、椭圆形

等。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鹿角器等。陶器中夹砂陶器以小口罐、甑最为常见。

泥质陶器有小口高领壶、折腹盆、盆、罐、钵、碗等。石器有大型石铲、斧、凿、锛、

纺轮等，石环数量较多。

先商时期遗存集中分布在发掘区南部，遗迹中房址为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出

土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等，陶器器类有鬲、飌、鼎、豆、橄榄罐、深腹罐、折腹罐、

小口瓮、平口瓮、鼓腹瓮、圈足蛋形瓮、盂、大敞口平底盆、深腹盆、尊、盘形豆、碗

形豆、、器盖等，陶器器类组合较为固定。石器以石镰最为常见，出有玉璧１件。

晚商时期遗迹遍布整个遗址发掘区，有窖穴、灰坑、灰沟、墓葬、陶窑、冶铸地面

遗迹、祭祀坑及 “燎祭”场所。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瓮棺葬。出土遗物以陶器为大

宗，常见器物为鬲、鼎、盆、豆、假腹豆、罐、簋、瓮、敛口钵等，另有少量的觚、爵、

卣、壶等器类。铜器有镞和破碎的鼎、簋口沿。卜骨与卜甲较为多见。

东周至秦汉时期遗迹，发现有石砌墙基的房屋，房屋中出土战国至汉常见的瓮、甑、

盆等陶器碎片及瓦片。

唐宋时期主要遗迹为灰沟与墓葬，墓葬多为土洞墓。土洞墓有竖穴墓道，部分墓葬

以砖垒砌墓室。随葬器物有瓷碗、盘、双系罐、三足炉、三彩炉、陶罐、瓮、塔式罐、

铜镜、铜带扣、带?、钱币、铁钗、铁剪、玛瑙珠、陶珠等。在多座墓葬中发现有穿孔

的砖或石块随葬，可能与某种葬俗信仰有关。

补要村遗址发现的先商时期遗存与先商文化下七垣类型十分接近，也存在自身的特

点，陶器组合与已经发表的材料略有差异，这为探索文献所记载的商先公所居 “砥石”

的地望与冀南西部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先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发现的晚商

时期人祭坑、铸铜陶范、原始瓷等，说明补要村遗址在晚商时期是一处等级较高的聚落。

名 称：顶子城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４－１－０１４

年 代：夏至周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

简 介：

顶子城遗址位于平泉县茅兰沟乡烧锅营子村东１５千米处一陡峭山顶上，三面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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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为陡崖。遗址呈不规则圆形，面积为１５万平方米。

该遗址于１９８５年发现，之后进行了多次复查。遗址文化层厚约１５米。遗址有内围

墙和外围墙，两者之间的距离为４０米，围墙残基高３米，垒墙用的石料大小不等，均为

当地青灰石质的不规则石板、石条，墙基宽窄不均。遗址中现尚存有数道用石头垒砌的

半圆形矮墙和一些平坦的圆形、方形、长方形的生活区，矮墙最高的２米，最矮的０４

米。采集的文物标本３０余件，分石器、陶器、铜器三类。石器有石铲、石斧、石磨棒、

石球、石锤斧、石杵、绿松石珠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鼎、鬲、罐、钵、大口尊、盆等，

多为粗夹砂褐陶。铜器有铜斧一件，长６厘米、刃宽３５厘米、銎长３７厘米。根据采集

标本判断其文化内涵为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遗址附近还保存有春秋时期的石板墓群。

顶子城遗址内涵丰富，围墙保存完整，采集的石铲、石斧、石磨棒、黑陶豆、玉环

等都有很高的价值，对于研究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的文化内涵、差异、相

互关系以及分布范围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名 称：龟地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５－１－０１５

年 代：夏至周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简 介：

龟地遗址位于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后刘城子村东北３００米处还乡河南岸的高台地

上，东、南两面为还乡河冲积的一级台地，西部为山丘，北临还乡河。因呈龟形，当地

村民称其为龟地。遗址东西长６５米、南北宽５９米，面积３３２０平方米。

该遗址于１９９０年发现，２００４年当地文物部门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７５平方米。

遗址分布在整个龟地范围内，东、南部地层较厚，北部较薄。文化层厚２５～４米，共

分为六层，其中二、三层堆积为张家园上层文化类型，四层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

型，五、六层属围坊二期文化类型。发现有房址、墓葬、灰坑、灶坑等遗迹。遗物主

要有金器、玉器、蚌器、骨器、石器、铁器、铜器、陶器等。陶器主要器型有鬲、飌、

鼎、尊、瓮、豆、盆、钵、罐等。在试掘中发现墓葬１座，为土坑竖穴墓，死者为一儿

童，随葬品有金耳环、绿松石饰件、陶鬲、陶钵、陶罐等。墓填土中发现有殉葬的牛

头骨一具。

龟地遗址是一处重要的商周时期聚落遗址，对研究还乡河流域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

化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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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北放水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６－１－０１６

年 代：夏、东周、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简 介：

北放水遗址位于唐县高昌镇北放水村西北台地，南濒放水河，遗址被数条自然冲沟

分隔，形成多个形态各异的台地，遗址面积约１１万平方米。

该遗址于２００３年发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两次正式考古

发掘，发掘总面积为５６５０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厚约１５米，共发现各类灰坑５５８个，半

地穴式房址７座，灰沟２４条，竖穴土坑墓４座，瓮棺１０座，出土陶片、石器残件８万余

件，其中可复原陶器１００余件。陶器器类有鬲、觑、盆、罐、豆、瓮、釜等；石器有穿

孔刀、镰、斧、铲等，骨器有锥、簪；瓷器有瓶、碗，铜器有小铜刀、镞、饰件等，时

代包括夏、东周、西汉、金元等时期，以夏时期遗存为主。

北放水遗址中的夏时期遗存是近年来河北夏商周考古的重要收获，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征，对于廓清冀中地区夏时期文化面貌，推动先商文化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名 称：要庄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７－１－０１７

年 代：商至周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

简 介：

要庄遗址位于满城县要庄乡要庄村，北距漕河１千米。遗址南北长７００米，东西宽

１０００米，面积约７０万平方米。分东、西两区，包括要庄村西俗称 “南城”和 “北城”

的高地及村东南俗称 “南马圈”和 “北马圈”的高地等处。

该遗址于１９７７年发现，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考古勘察和

发掘，２０００年再次进行了调查、勘探。在断崖处发现灰坑、灶等遗迹，地表散见大量绳

纹陶片。遗址西部为生活区，发现房址、水井等遗迹；东部为墓葬区。遗址文化层较厚，

达３～４米，共分为六层。其中第六层为西周早期，出土陶鬲、罐、盆、骨椎及石器；第

一、二、三层为西周晚期，出土遗物有陶鬲、豆及骨、蚌器。从遗址的文化内涵分析，

要庄遗址年代的上限可到商周之际。

要庄遗址是河北商周考古的一处重要遗存，遗址内曾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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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通过多次科学的考古发掘，基本了解了遗址的分布情况和文化内涵，为研究商、

周时期华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类型及商周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名 称：伏羲台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８－１－０１８

年 代：商、周、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

简 介：

伏羲台遗址位于新乐市长寿街道何家庄村和吴家庄两村东北，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山

前平原地带，北侧１５千米有大沙河由东北流向西南。

１９８５年开始正式对遗址实施保护，之后陆续进行调查与测量工作。伏羲台现存高度

９２米，呈不等边八角形，占地面积１５１８７５平方米。最底层的第一层台高２８米，南北

长１０２５米，东西宽８７４米；第二层台高２２米，南北长８９４米，东西宽６４６米；最

上边的第三层台高４２米，南北长５３６米，东西最宽处２３８米，最窄处１７９米。

二十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伏羲台周围存有人工夯土城墙，高４米，上宽３米，下宽８米，

城墙长１２００米，目前伏羲台北侧还留有夯土层遗迹。伏羲台台基周围及周边地带地层内

可见新石器、商周陶片以及战国、汉文化遗物。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在伏羲台西北１４００米

处的中同村先后发掘了３座战国初期墓葬，共出土有镶红铜鸟兽纹壶、窃曲纹铜飌、错

金云纹带钩、错金云纹圆首剑、素面高把铜豆、素面平底?、扁茎剑、带柄双翼镞、三

穿戈等５４件青铜器。

伏羲台及其周围地区各时期的文化遗存，是研究冀中地区新石器、商周及汉代历史、

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名 称：西张村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１９－１－０１９

年 代：西周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简 介：

西张村遗址位于元氏县东张乡西张村东５００米处，遗址东邻槐河，地势南高北低，

高出周围地面约２米。遗址东西长２１０米，南北宽２４０米，面积约４３２００平方米。

该遗址于１９７８年发现，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２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进行了发掘。１９７８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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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的一处墓葬出土了铜器８种计１０件：鼎、飌、簋、尊、盘、各一件，卣、爵各两件，

其中有９件青铜器中有较长铭文。１９８２年出土的铜器因腐蚀严重大多残损，一件叔?父

鼎保存较好。

西张村遗址的文化层厚约２米，出土的带铭文的铜器涉及了西周初期邢国与戎的关

系，也首次出现了在以往的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的? （癏）国，是研究西周时期该地区

历史、政治和地理的重要资料。

名 称：柏人城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０－１－０２０

年 代：西周至东周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

简 介：

柏人城址位于隆尧县城西１２５千米的双碑乡亦城、城角二村周围，北邻癏河，地势

北高南低，三面环岗。

该城址近方形，西北部为斜角，占地面积约 ４平方千米。城墙为夯土结构，周长

８０１７米，东、南、西城墙保存大部分完好，北城墙存有大体轮廓。城墙基部宽１６５米，

残高２～７米，内部夯土层厚８～１０厘米左右，墙体中间置有圆木，直径１２～１６厘米，上

下、左右间距０５米，外层夯土层厚９～１２厘米。城址保留有九个城门遗迹，东、西各有

三个城门，南有两个城门，北有一个城门。该城主要建筑区域位于北部中间，经勘探该

建筑东西长１４００米，南北宽３００米，面积４２万平方米，文化层厚０５～２５米。城址内

出土有绳纹陶鬲、豆、盆、罐，还有大板瓦，绳纹筒瓦、排水槽、陶井等，以及铜箭簇、

带钩、铜镜、钱币、碗、罐、盆等。城址内还出土有 “白人”货币，

柏人城是战国时期赵国仅次于邯郸的第二座城市，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中心之一，是华北平原地区现存较大的古代城址，地下文化层未经严重扰乱，保留了

丰富的原始信息，具有非常高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价值。

名 称：鹿城岗城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１－１－０２１

年 代：东周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

简 介：

12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河北省



鹿城岗城址位于邢台县元庄村北１５０米，地处太行山东麓丘陵与平原结合地带，遗

址 （城）内西南部有一条自然岗阜，俗称鹿城岗，地势最高。城址平面略呈不规则形，

面积约５０万平方米。

该城址于２００５年发现，２００６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首次对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该城

址为夯筑，夯层厚约５～８厘米。南垣最长，约８０５米；西垣次之，约６１７米；北垣再次

之，约５９１米；东垣最短，约５６０米。其中南垣、北垣基本呈平直的东西走向，东垣大致

呈东南—西北走向，西垣较曲折，约呈西南—东北走向。城墙基宽２０米左右，地面城垣

墙体完整处高达６米。现存西城垣中部偏西有一豁口。在城垣坍塌堆积中出土有陶器、

铜器和石器三类。陶器有板瓦、筒瓦，铜器为小件青铜器，石器为斧。

鹿城岗城址是一座东周时期中等规模的城址，保存了丰富的原始信息，具有很高的

考古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战国时该地区属邢地，城址为研究邢台的城市发展史提供了

宝贵的实物资料。

名 称：固镇古城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２－１－０２２

年 代：东周至东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

简 介：

固镇古城遗址位于邯郸武安市冶陶镇固镇村北，地处武安市西南的低山丘陵地区的

风山垴脚下，西、南面临南?河。该城址东西长９５０米，南北宽９００米，面积８５５万平

方米。是春秋、战国至汉时期的古城遗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了对固镇古城的调查工作，１９７５年邯郸地区文保所在古城王场

地进行过考古发掘。城址由前城、后城组成。后城位于古城西北部，残城平面呈长方形，

为夯土砌筑。南北残长１４０米，东西残宽２１０米，占地面积约２９，４００平方米。现存西墙

一段，长１１４米，残高５～６米，宽８米。地表有少量遗物暴露。此城地势较高，在城的

西北角有两道碎石砌筑的城墙呈丫字形 （簸箕城）直通风山垴山顶。前城又称南城，距

北城约２００米，平面呈刀把形，南北长９５０米，东西残宽６００米，占地面积约５７万平方

米。城墙均为夯土修筑，前城西墙长约２８０米，宽约１５米，残高４米。另一段为前城东

南角残段，现存残长约１０米，高约１０米左右，城内发现有建筑基址等遗存。城内文化遗

存有灰坑、文化层和墓葬。遗物有铁器、铜器、陶器和少量骨器。铁器主要有釜、犁等。

铜器器形有豆、壶、盘等。陶器主要有鼎、豆、壶、罐、瓮、盆、筒瓦、板瓦等。

固镇古城是邯郸地区现存规模较大、遗存丰富的一座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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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周围发现大面积墓葬区和冶铁遗址，是一座集文化、经济、工业、军事等多种性质

的古城，对我国古代城池的构成、变迁和设置以及战汉时期冶铁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名 称：付将沟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３－１－０２３

年 代：战国至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

简 介：

付将沟遗址位于承德市兴隆县李家营乡，地处兴隆县燕山山脉南麓深山峡谷中，遗

址北侧为山脉，南侧为柳河支流一级台地。遗址东西长２００米，南北长６０米，面积约

１２万平方米。

该遗址于１９５３年发现，同年进行了试掘。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又进行多次调查，发现战国

及汉的文化遗物。遗址文化层厚１～２米，发现有大面积红烧土层。遗址曾出土战国时期

铁范８７件，其中包括农具、工具、车具等铸范。

２００３年在遗址南２千米的古洞沟山川内发现古采矿矿道，在遗址西南０５千米的大

头沟口的台地上发现冶炼遗址。遗址东西１５０米、南北１５０米的范围内皆发现残炉壁及部

分冶炼炉渣。

付将沟遗址应是战国时期采矿、冶炼、铸造为一体的冶铁文化遗存。出土的铁范包

括农具、工具、车具等铸范，范模有内范和外范，可分双合范及单面范两种，具有极高

的制造水平，是我国冶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名 称：东垣古城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４－１－０２４

年 代：战国至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简 介：

东垣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北的东古城村一带，北隔石太高速公路与滹沱

河相望，西为西古城村，东为南高营村。城址东西长２０００米，南北宽１５００米，面积约３

平方千米。

１９６３年调查发现西汉文帝时的钱范、泥碗、陶马和大批燕赵刀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文物部门曾对东垣古城作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２００４年，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对东垣古

14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河北省



城进行了文物勘探工作。初步勘探古城址为不规则长方形，黄土夯筑，城墙墙基宽２０米

左右。北城墙有８００米的断面暴露，并保存东北角的一部分。城墙残高２～３米，城址内

发现有绳纹板瓦、绳纹砖块、红陶盆片、菱形纹的铺地砖块、压印方格纹的筒瓦、卷沿、

直颈、鼓腹、灰陶残片，折沿大陶盆片等。东城墙残长１５００米。

东垣古城作为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重要城邑，特别是作为汉常山郡治、真定国都，是

石家庄市仅次于中山灵寿古城的一处重要城址，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

石家庄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材料。

名 称：武垣城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５－１－０２５

年 代：战国至汉、隋唐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

简 介：

武垣城址位于肃宁县窝北镇薛村，遗址西北约５００米处有小白河东支自西北向东南

流过。

武垣城遗址于１９５９年首次发现，其后经过多次调查。城址呈正方形，分为内城

和外城两个部分，城墙为夯土筑成。外城四面城墙均长约 １８００米，占地面积 ３２４

万平方米。内城位于外城中心地带，四面城墙各边长约 ５００米，占地面积约 ２５万

平方米。

遗址暴露遗物十分丰富，文化层厚约５米。在内城东南存有钩弋夫人庙遗址，为长

方形土台，南北长约５０米，东西宽约３５米，高约４米。在西城墙西侧约３００米处，有汉

代墓葬两座，一座封土高约５米，直径约１０米，另一座封土高约２米，直径约１０米。城

址内采集到遗物有豆、罐等各种陶器残片。近年采集的文物有错金嵌蚌龟、铜雀博山炉、

唐代白釉执壶、酱釉瓷碗、泥质灰陶灯、黑釉小罐、开元通宝钱币等。

武垣城始建于战国，兴盛于两汉，废弃于隋唐，有着近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对研

究河北平原中部地区战国至汉代时期的城邑布局及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名 称：东黑山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８－１－０２６

年 代：战国、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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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东黑山遗址位于徐水县大王店镇东黑山村村南，遗址南北长约８００米，东西宽１２００

米，面积９６万平方米。

东黑山遗址于１９８６年发现，２００６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

掘面积５３００平方米。时代涵盖了战国、两汉、唐宋、金元等时期，其中以战国城址和西

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遗存最为重要。

战国时期遗存主要位于遗址西北部，城址呈近正方形，边长１７０米左右。城址中部

的生土隔墙，将城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址北、东、西垣各有城门１座，南垣无门，城

垣四周有护城河。城址南城垣底部宽１２米、上部残宽４米，残高３５米 （城内地面距顶

部）。军事望设施位于遗址东南侧斑鸡山顶上，遗迹残留长７米，宽３米，为单间房

址。

遗址内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中期遗存最为丰富。房屋基址分地面建筑、带火炕的

浅地穴房屋和半地穴式３种形制。汉代墓葬有瓮棺葬、瓦棺葬、砖室墓、土坑竖穴墓四

类。

东黑山遗址范围之大，内涵之丰富，在近年来河北发现的战国至汉代遗址中是少见

的，特别是发现了战国的长城外围具有军事性质的城址和汉代火炕遗迹，为研究战国时

期同类遗存的性质、结构布局、建筑方法以及我国火炕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名 称：古宋城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７－１－０２７

年 代：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

简 介：

古宋城址位于赵县韩村镇宋城村东南５００米，地处太行山东麓中段的山前冲积平原

上，距赵县县城１２千米。城址呈长方形，南北宽５５０米，东西长７００米，面积３８９万平

方米。

１９５６年调查时发现古宋城址，１９７６年，文物部门再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城墙为土

筑，现存有断续城垣。西南角及东北角城墙保存较好，其城墙断面可看出明显板筑夯层，

并有柱洞痕迹和掺杂的部分陶片。在以宋城西，方圆约５０平方千米的田野里，分布着几

十座高大的带封土墓葬，墓葬多为砖室墓。１９５５年清理的一座古墓内曾出土汉代陶俑等

随葬品，墓葬多为砖室墓。

据文献记载，宋城又名宋子城，原为战国时的一个小城邑，汉高祖八年 （１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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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许为宋子侯，宋子城遂为侯国。战国期间因与重要历史事件的关联而载入史册。其

一为 （《史记》载）燕王喜四年 （前２５１年），赵国名将廉颇率军在此大败燕军。其二为

（《史记》载）荆轲之好友高渐离在荆轲刺秦王失败后，藏匿于宋子城为人佣保。之后或

兴或废，延续至隋大业间并入平棘县。

古宋城址是石家庄地区乃至河北省保存较好的汉代城址，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和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名 称：冀州古城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８－１－０２８

年 代：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市

简 介：

冀州古城遗址位于冀州市冀州镇北关村西北５００米的后赵村、前赵村、西关村北一

带，分布面积２２５万平方米。

１９７６年衡水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了调查。冀州古城址目前仅保存西北面的一段

夯土城墙，从东北向西南延伸，总长４５００米，最高处１０米，底和顶部最宽处分别为３０

米和１０米。城址的西门及其瓮城尚能辨识。沿城址西、北面的沟渠应为原城的护城河。

由于该城址地处衡水湖湿地范围内，周边多水。地表遗存大量砖瓦碎块及部分陶片，年

代以汉代、唐代居多。在遗址的南端还残存有部分明代城墙遗存。

冀州古城始建于西汉高祖六年 （前２０１年），距今已有２３００年的历史。据记载，冀

州古城城墙在汉代 “周二十四里，高二丈五尺”。冀州古城现存护城河达５千多米，基本

完好无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较完整的汉代护城河。冀州古城遗址对研究汉代州城布

局以及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名 称：后底阁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２９－１－０２９

年 代：北朝至唐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

简 介：

后底阁遗址位于南宫市紫冢镇后底阁村西部，遗址地处河北平原南部，古黄河水系

冲积平原。遗址东西１４２８米，南北１５４２米，面积约１３０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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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遗址２００６年发现，同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部门对后底阁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

查、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４３０平方米。遗址广泛分布于后底阁、西底阁、杨家卷及贾

屯４个自然村。文化层厚度大多在０２～０５米之间，部分厚的地方可达１米。勘探发现

遗迹１９处，其中砖砌地面一处。在填土中发现有许多白灰墙皮，有的还残存有红色彩

绘。出土大量的建筑构件，有砖、筒瓦、板瓦、铺地砖以及鸱吻残件。出土汉白玉佛像

残件３００余块，其中一块上有天宝十一载的纪年。资料证明此遗址为北朝至唐代的一座

城镇遗址。

在遗址外侧发现两处墓葬：一处位于西底阁村南，处于遗址南缘，另一处位于贾屯

村东，均为砖室墓。采集陶器多件，器型有罐、壶、耳杯等。墓葬的年代应为汉代。

后底阁遗址的发现、发掘，丰富了北朝至唐代的考古文化资料，尤其是较多汉白玉

佛造像的出土，对北朝至唐时期佛教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名 称：临清古城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３０－１－０３０

年 代：北魏至金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

简 介：

临清古城遗址位于邢台市临西县仓上村东，东临古大运河，西依鲧堤，南邻古齐、

赵两国间的古驿道，北为今邯临公路。城址长方形，南北长３０００米，东西宽１５００米，面

积４５平方千米。

２００８年邢台市文物部门对遗址进行复查。城址的北城墙、北城门遗址犹存，北城门

在北城墙中部偏东的位置。城墙基础宽１５米，残高１米。城内主要建筑自南而北主要有：

古县衙、钟鼓楼、文庙、奶奶庙、净域寺等。古城东南角南６００米，有汉代至北宋末年

的墓葬１００多座。城内采集的器物主要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以及陶器等；历代建筑用

砖石构件，如石柱础、兽吻、砖瓦及瓦当；瓷器中有北朝及隋、唐青瓷钵、碗、罐以及

唐三彩器；宋代哥、定、钧、耀州、景德镇等名窑产品均有发现。

临清古城始建于后赵建平元年，现城址系北魏太和二十一年 （４９７年）迁建，至金

天会五年 （１１２７年）因水患和大运河东迁等，又东迁４０里至曹仁镇。现城址持续使用时

间６３０年，是大运河沿岸、华北南部平原较大的一座古代城址，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

展及大运河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名 称：隆化土城子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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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７－００３１－１－０３１

年 代：北魏至元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简 介：

土城子城址位于隆化县隆化镇北下洼子村。城址地处山间平地，南为大黑山，北有

笔架山和骆驼山，西南隔伊逊河有苔山，现存面积４１４万平方米。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７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对城址进行了三次勘查和

发掘。城址近长方形，现存东、南、北三面城墙。城垣结构全部为夯筑，东垣长７４７米，

高３～５５米不等；南垣长５６５米，高５５米；西垣长７２０米，残高１米；北垣长５６６米，

高５米。城垣厚度一般８米左右。城内四角各有土台子建筑基址，残高８米，边宽２０米。

城址北门正中东侧发现瓷窑址三座，瓷窑呈圆形，残高３２米，直径３１米，窑内发现米

黄釉和赫釉瓷砖片。窑址附近散布有鸡腿瓶残片，多系金末元初遗物。

城址始建于北魏延和元年至皇兴二年 （４３２～４６８年）之间，金元两代都曾进行过修

缮。城内地表分布大量辽金元时期的砖瓦残片、建筑石料及瓷片。城内出土的历代重要

遗物有：北魏残石像、雕砖和莲花纹瓦当；唐代铜弟子像及元代 “上都路总管府”“至正

六年二月造”六棱铜权和 “至元七年”“市令司发”铜权等。

隆化土城子城址是河北北部地区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州城，延续年代长，内涵

丰富，文物遗存品类繁多，对研究中国北方历史和北方少数民族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名 称：禅果寺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３２－１－０３２

年 代：南北朝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

简 介：

禅果寺遗址位于邯郸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寺沟自然村东北５００米处，主要分布于定

晋岩山沟内南、北两个山岩之下。寺庙依山就势而建，面积约１０万余平方米。

１９７６年，对禅果寺遗址进行调查。该寺始建于东魏时期，为渤海王高欢所建。经隋、

唐、宋、明、清、民国历代重修扩建。大部分寺庙殿宇现仅存遗址。现存建筑唐代灵骨

塔３座、明代灵骨塔林１处。现存附属文物有东魏时期石质旗杆座１件、唐代石柱础８

个、后唐碑刻１通、明代至民国石碑２２通、明代三世佛石造像３尊、三头六臂菩萨石造

像１尊、龙池佛石造像１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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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灵塔为砖、瓦结构方形建筑。顶顶部四周施瓦片砌成的焦叶，中央呈覆盆状，

檐下施七层叠涩砖檐。在悬崖上的一座灵塔内，还保存唐代壁画，内容为一佛二弟子、

菩萨等。壁画下方留有宋代太平兴国年号的墨书题记和 “政和五年”的题记。遗址内曾

发现东魏时期的莲瓣瓦当、花边滴水瓦、唐代绳纹砖等遗物。

禅果寺遗址为武安市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佛教建筑遗址，其保存的唐代壁画

以及２３通历代碑刻，详细记载了禅果寺的沿革及历史，其碑文书法有隶、草、行、楷

等，形式各异，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

名 称：沧州旧城

编 号：７－００３３－１－０３３

年 代：唐至宋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简 介：

沧州旧城位于沧州市沧县东南２０千米旧州镇东关村西、北关村南。城址周长７３４５

米，面积约４３０万平方米。

现存的旧城为宋代城池。该城址因形似卧牛，又称卧牛城。城墙基宽约３０～４０米，

城墙西、南两面保存较好，西门瓮城依稀可辨。西南两面城墙存有断墙五段，北面有

两段，各段长５００～１０００米，高１５～８５米，基宽８～５３米，顶宽１５～１９米。旧城

址内文化遗存丰富，现存文物点有铁狮子、铁钱库、密云寺碑、毛公甘泉古井。出土

文物有石雕伏狮一件，白釉点褐彩兔等瓷人兽２６件，还发现有石堆等和战争有关的

遗物。

沧州旧城始于西汉，兴盛于唐宋，衰落于明代，曾作为唐、宋、元、明四代州治。

据 《沧州志》记载，该城唐贞观中 （６２７～６４９年）增筑，宋熙宁初 （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

重修。沧州旧城遗址及其文化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特别是古代城市的选址

与布局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名 称：板厂峪窑址群遗址

编 号：７－００３４－１－０３４

年 代：明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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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厂峪窑址群遗址位于抚宁县驻操营镇板厂峪村北３００米处。

遗址于２００１年发现。２００３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２号、４号两座砖窑进行了考古发

掘。目前已探明以窑址为主的各类遗址１３６座，总占地面积１６万平方米。其中已经确认

瓦窑遗址２座、灰窑遗址５座、小铁作房遗址２座。遗址主要分布在板厂峪村高家地的北

土坎、东沟和北塘丘陵内。砖窑依地势而修建，沿土坎一字排开。

板厂峪砖窑群２号、４号两座砖窑结构基本相同，均由窑门、窑室、工作面三部分组

成，窑口直径３５～３８米，窑深３５米，其中窑室由火膛、窑床、烟孔、烟囱、窑身、

窑壁和窑口等部分组成。窑门形制完整，均为半圆形券门，用青砖砌成。４号窑底部存有

少量竖放未烧制的砖坯。地面采集标本有３８×１７厘米长方型墙砖、３０×３０厘米的地幔方

砖、多边形的押帽砖、雕花砖和垛口尖砖等不同类型的砖瓦。

依据发现的文物遗存，可以认定板厂峪窑址群是一处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其功能主

要是为长城建设提供各类建筑材料。

古墓葬

名 称：林村墓群

编 号：７－０５１７－２－００１

年 代：战国至汉

类 型：古墓葬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

简 介：

林村墓群位于邯郸县户村镇林村、户村一带。

１９５３年９月，河北省文化部门联合对林村墓群进行普查。１９７６～２００９年，河北省文

物部门多次复查。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对林村墓群进行全面勘探和发掘工作。

林村墓群为战国、汉时期古墓葬，分布范围南北长约８千米，东西宽约４千米，原

有夯筑封土墓４９座，现存夯筑封土墓１５座，附近还有较多的无封土墓。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发掘面积２０１２５平方米，清理墓葬２６２座、沟渠１８条、水井１５眼、灰坑２３８座、龟

枕１座、灶１座，出土文物标本１３００多件。其中，战国时代大型墓葬的特殊结构、赵

国墓地兆域沟、战国前期土洞墓的发现填补了河北考古空白，获得了一批价值很高的

考古资料。

林村墓群位于赵王陵三陵墓群南约６千米处，与赵王陵有一定的关系，或为赵国王

室贵族的陵墓区。此墓群对研究战国时期赵国文化的历史、文化、经济、军事等有较高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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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无极甄氏墓群

编 号：７－０５１８－２－００２

年 代：东汉至北朝

类 型：古墓葬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简 介：

无极甄氏墓群位于无极县北苏镇史村、南流乡南流村，由史村的甄氏墓群和南流村

的甄氏墓地两部分组成。

无极甄氏墓群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现。史村甄氏墓群位于无极县城西１２５千米的北

苏镇史村西南，现存墓葬６座，封土高２５～８米，周长３６～８０米不等，六座墓占地近

４０万平方米。１９５７年曾出土东汉后期甄谦和北魏时期甄凯墓志，以及青铜器、青瓷器、

彩绘陶俑、铜镜、车马器、玉带钩、陶壶、陶鸡、陶鸭、陶楼等文物。

南流甄氏墓地位于无极县城东北１１５千米的南流村南，墓地面积原有１６，０００平方

米，石像生１０余尊。

甄氏家族是东汉、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是北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之一。该墓群为研

究甄氏的源流、发展以及北朝以来的门阀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对东汉及南北朝

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具有极

高的价值。

名 称：赞皇李氏墓群

编 号：７－０５１９－２－００３

年 代：北朝

类 型：古墓葬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

简 介：

赞皇李氏墓群位于赞皇县南邢郭村东南１０００米，是北朝时期赵郡李氏的一处族墓

地。

１９７６年石家庄地区文物普查组对李氏墓群进行全面调查。同年，对李希宗及其妻崔

氏墓 （２号墓）、弟李希礼墓 （５号墓）进行考古发掘。现存覆斗形封土墓葬３座，分为

南北两排，北面一排一个 （１号墓），南面一排原有墓葬四个 （２～５号墓）。１号墓封土

高约５米，周长６０米；３号墓封土高约６米，周长７０米；４号墓封土高约６米，周长５６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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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号墓为李希宗及其妻崔氏合葬墓，封土高约５～６米，封土经过夯筑。墓葬由墓道、

甬道、前室、后室四部分构成，墓道位于南侧。此墓共出土完整及可复原随葬品１９６件，

主要有陶俑及模型明器、陶器、青瓷器、铜器、金银器和铁器等器物及墓志２盒。墓内

所发现的青瓷器、黑瓷片，成套的酒具，金、银戒指等具有很高的艺术、科学价值，其

工艺水平亦非常高超，另外墓内还出土３枚拜占廷金币。５号墓因破坏严重，随葬品大多

已流失，只出土１盒墓志及少量随葬品。

根据发掘出土的李希宗、李希礼墓志及 《魏书？李顺传》判断，１号墓应为北魏骠

骑大将军、定州刺史李宪的衣冠冢，南面一排西向东依次为李宪次子东魏司空李希宗墓

（２号墓），三子东魏国子祭酒兼给事黄门侍郎李希仁墓 （３号墓），四子东魏给事黄门侍

郎李骞墓 （４号墓），五子北齐瀛州刺史李希礼墓 （５号墓）。

赵郡李氏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有名的豪门望族，赞皇李氏墓群为研究北朝时期的埋藏

制度、社会习俗、政治、文化及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证，同时对研究北朝时

期的历史及门阀士族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名 称：宋祖陵

编 号：７－０５２０－２－００４

年 代：五代、宋

类 型：古墓葬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

简 介：

宋祖陵位于保定市清苑县城东北２０千米的望亭乡东安村南，当地村民又称为 “御

坟”。

１９９８年调查发现，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进行了多次调查勘探和重点发掘，发掘面积约

５００平方米。共发掘墓葬４座，建筑基址１处，石刻１４件。其中的 Ｍ４、Ｍ５为仿木结构

穹窿顶圆形砖室墓，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初步判断为晚唐、北宋初期时期的中小型墓

葬。

建筑基址由台基、围墙、房屋三部分构成，台基约４００平方米，现存高度约０９米，

院落方形，南面设门。院落南侧建成面阔五间、进深一间的房屋。出土遗物以各种建筑

材料占绝大多数，包括板瓦、筒瓦、兽面纹瓦当、琉璃瓦和脊兽、鸱尾瓦等建筑构件。

建筑基址向南，依次发掘出石刻有文臣、武臣、石羊、角端、石象、控马官、仗马、望

柱，神道石刻共１４件。其中以石虎、石羊、控马官保存较为完整，

宋祖陵出土石刻具有北宋皇家规格，其排列顺序大体与巩义北宋皇陵相同，应为宋

王朝建立后为先祖增建的皇家陵园。宋祖陵对于研究晚唐五代北宋初年皇室墓葬形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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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名 称：王处直墓

编 号：７－０５２１－２－００５

年 代：五代

类 型：古墓葬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

简 介：

王处直墓位于曲阳县灵山镇燕川村坟山，地处群山环绕的小盆地内，墓葬距西燕川

村约２千米，海拔４００余米。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当地文物工作者对墓葬进行了文物调查。１９９５年河北省文物研

究所等单位对该墓进行清理。

该墓坐北朝南，为前后两室的双室墓，以青石砌筑，由封土、墓道、墓门、甬道、

墓室几部分组成，墓门至后室全长１２５米。墓室包括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及后室。墓

道是短斜坡式，甬道和墓室开小龛，龛内置十二生肖浮雕。耳室顶部用大条石砌成叠涩

顶；后室棺床面积很大，呈凹字形，棺床中间有方形腰坑。墓内有壁画和浮雕。除后室

顶部未绘壁画外，其余各个部位皆绘壁画，壁画总面积约１００平方米，内容包括男女侍、

山水、花鸟、云鹤等。墓中用汉白玉浮雕的武士门神、生肖、散乐、奉侍等几组雕刻装

饰于墓室各壁，构成了墓葬的一大特点。墓葬共清理出土一方墓志、８件十二生肖人物浮

雕，还有一批瓷器、铜器、铁器、金银饰件、石器等文物。

王处直墓规模较大，保存完好，在结构上明显体现了晚唐、五代特点，是研究晚唐

五代墓葬的代表性材料。墓葬前室北壁的水墨山水画，是作为独立的山水画作品中年代

最早的，展现了水墨山水画的早期形态，在美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后室出土的两块汉

白玉彩绘浮雕，人物形象生动传神，线条流畅，敷色绚丽，立体感极强，被专家公认为

近年来发现的最为珍贵的晚唐五代浮雕，当是北宋墓葬壁画中布置着色砖雕人物的先声，

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

名 称：石羊石虎墓群

编 号：７－０５２２－２－００６

年 代：辽至金

类 型：古墓葬

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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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石虎墓群位于平泉县柳溪乡石虎村西梁山山根的坡地上，南临老哈河，东距柳

溪乡１５千米，东南距县城４５千米。

１９７６年平泉县文化局对该墓群进行了调查。墓群占地面积２６５７５４平方米，地表封

土保存基本完好。地表现存石像生１３座，其中石虎７只，均有残缝；石羊４只，微残；

石翁仲２尊，均残缺头部。墓群附近近几年发现有砖瓦、石建筑构件、铁斧、陶器残片

等遗物。

石羊石虎墓的石像生与辽宁省凌源市宋杖子北沟金代墓群石像生形制、雕刻工艺手

法均相同；铁斧、沟纹砖、布纹瓦形制与平泉县蒙和乌苏乡沟门村辽代大长公主墓发现

的砖瓦相同，据此断定墓群的年代为辽金时期。墓群形制吸收了中原汉文化的因素，为

研究辽金时期的礼制、丧葬习俗及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名 称：杨
!

家族墓地

编 号：７－０５２３－２－００７

年 代：元至清

类 型：古墓葬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杨
"

家族墓地位于张家口市蔚县南杨庄乡麦子疃村西北１０００米处的西北高、东南低

的台地之上。

１９７８年调查时发现，１９８６年进行了复查、测绘。墓地南北长２００米，东西宽１５０米，

占地面积３万平方米。墓葬的封土多呈椭圆形，一般高０５～１５米。墓地中有墓碑的坟

冢３６座，纪年从元、明万历、天启至清代康熙、乾隆、嘉庆及近代，属于杨
"

家族墓

地。原神道中石像生从南至北依次为石狮四只，石兽三只，武士２个。

现存有历代墓碑数块，其中 《蔚州杨氏先茔碑铭》碑位于杨氏家族墓地西北端，立石

于元至治元年 （１３２１年），青石质，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笏首形，浮雕二

盘龙，龙身盘绕中抱圭形碑额，额题篆书 “蔚州杨氏先茔碑铭”。碑身高２２米，碑文行楷

竖式阴刻行书２８行，满行３８字，共计７０６字，是元代晋宁路治中杨
"

为葬其三世祖于故

里，请元代大书画家赵孟瞓篆额、撰文并书丹，是赵孟瞓晚年的代表作，甚为珍贵。

古建筑

名 称：张家口堡

编 号：７－０７１９－３－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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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汉、魏晋南北朝、唐、明、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

简 介：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区中部，是今张家口市的源生地，明宣德四年 （１４２９

年）始筑城堡，名张家口堡，高三丈二尺，堡方四里有余，东、南两面开有城门，东门

曰 “永镇”，南门曰 “承恩”。成化十六年 （１４８０年）展筑关厢，周五里，高二丈。嘉靖

八年 （１５２９年）守备张珍，改筑城堡，在北城开小北门。堡初建为隘口关 （张家口、即

今大境门前身）的守御戍堡。

张家口堡现东西长 ５９０米，南北长 ３２７米，东起武城街，西至西豁子街，南到

西关街，北止北关街，现存有张家口堡堡墙、文昌阁、抡才书院、张家口堡戏楼、

张家口堡关帝庙大殿、康熙茶楼、玉皇阁、小北门、定将军府、财神庙、中营署旧

址、协标署旧址、庆巨成旧址、观音庵、大美玉商号、大德成钱庄、晋泉源银号、

英国平和洋行旧址、美国德泰洋行旧址、俄立昌洋行旧址、华俄道胜银行、保利银

号旧址、万全县县衙、日本三菱洋行旧址、法国立兴洋行旧址、日本三井洋行旧址、

俄国华丰成洋行旧址、大德通银号、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旧址、永瑞银

号旧址、锦泉兴票号旧址、祥发永帐局、永利银号旧址、宏盛票号旧址、兴吉票号、

大川裕银号旧址、恒北银号旧址、宏茂票号旧址、满洲中央银行张家口支行等文物

建筑。

张家口堡堡墙，北城墙中玉皇阁城台以南保存１５０米左右，外包砖尚存，内夯土流

失严重；玉皇阁以北近百米坍塌严重。西城墙仅存北部不足５０米，南城墙已无存，东城

墙仅存北段不足１０米。城门１座，称 “小北门”，位于玉皇阁城台下西侧，明嘉靖八年

（１５２９年）筑，石砌拱券式结构。

张家口堡是明代宣府镇西路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军堡，是蒙汉贸易的主要互市之

所，在明王朝对蒙元实施征讨或怀柔战略中一直占有着重要地位。明代隆庆议和直至民

国初逐渐发展起来的边市贸易，使张家口逐渐发展成为蒙汉民族贸易交往的中心，在堡

子里留下诸多商号、票号、钱庄、洋行建筑，以中国传统建筑为主流，民国初年建筑则

融进了西方建筑元素，对研究清代及民国初年的建筑艺术、中西文化相互影响具有重要

的价值。

名 称：南贾乡石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０－３－０１８

年 代：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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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

简 介：

南贾乡石塔位于邢台县南石门镇南贾乡村南。始建于唐代，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均

有不同程度的修缮。

石塔为方形密檐式，塔体通高４６米，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方形塔基顶

部内收做成覆莲。塔身中空，南面辟塔门，门高０３６米，宽０２９米，塔门上方浮雕尖

拱火焰纹楣额；两侧浮雕力士各一尊，因风化仅存轮廓。塔心室内北壁浮雕一佛二菩

萨三尊。佛著宽博袈裟趺坐于须弥座上，两菩萨立于由须弥座底所出之莲蕾上。各造

像均略有残损。塔身上部置层层收分的塔檐七重，除最下两重为直接叠压外，其上各

层檐间均置方石一层。塔顶葫芦形塔刹系后世制作，已非原状。塔身西壁有 “大唐”

铭文，北壁有 “大明万历陆年仲秋吉旦重修”铭文，南壁塔门上方左侧有 “天启”铭

文。

南贾乡石塔现存较好，是唐代方形石塔重要实例，对于研究唐塔形制、造像雕刻工

艺等颇具意义。

名 称：佛真猞猁迤逻尼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１－３－０１９

年 代：辽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

简 介：

佛真猞猁迤逻尼塔位于宣化县塔儿村乡塔儿村村西，建于辽天庆七年 （１１１７年）。

１９８０年塔身局部维修，１９９５年加固塔基。

佛真猞猁迤逻尼塔为六角十三级实心密檐式砖塔，通高约２０米。塔基六角形，原为

条石包砌，现为毛石砌筑。南面有登塔台阶。塔身首层南北两面辟方形塔门，门内各设

面积约一平方米的塔心室。南门上镶嵌有 “狒真猞猁迤逻尼塔”砖匾，落款为 “天庆七

年岁次”，另四面辟破子棂盲窗。各面墙身转角处置砖雕圆形依柱，柱顶阑额出方头，阑

额上用扁平普拍枋出方头。檐下施双杪五铺作斗縅。补间铺作方形栌斗、转角铺作异形

大栌斗。撩檐枋由令縅上施替木承托，撩檐枋转角出头，承托砖制圆椽。首层檐以上为

砖叠涩密檐十二重。各檐间塔体每面饰倒垂如意云头四朵，中部两朵，转角两朵为两壁

合用。塔刹已失，现存下部刹座。

佛真猞猁迤逻尼塔为辽代佛塔建筑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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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大辛阁石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２－３－０２０

年 代：辽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

简 介：

大辛阁石塔位于永清县永清镇大辛阁村南５００米，原属辽代龙泉寺。清朱彝尊等编

纂的 《日下旧闻考》所载：“县西北十五里辛窖村龙泉寺 （又名龙演寺）有白石塔”，即

此塔。

大辛阁石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石塔，塔刹已失，现存高６米，全塔为汉白玉

石质。由塔座、塔身、塔刹组成。塔座为八角形须弥座，束腰每面浮雕兽头。须弥座上

置仰莲三重承塔身。塔身正南面下部浮雕两扇四抹头?纹格扇门，门上方浮雕团龙；东

南、西南两面浮雕披甲力士各一尊；正北面浮雕佛像一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身著

覆搭双肩袈裟，手结禅定印，面部已残。塔身各面转角雕圆形角柱，柱顶雕刻转角铺作

一朵，三向出三华縅承替木，并雕出撩檐?及角梁，承托檐椽、飞子。塔檐共十三层，

由下而上逐渐内收，每层檐均以整石雕成。塔檐顶面雕瓦垄，檐部雕滴水、勾头。除第

一层檐外，其上各层檐下皆不施椽飞。最上一层塔檐以八角攒尖结顶。

大辛阁石塔是不可多得的佛教石雕艺术品，对于研究辽金佛教史、建筑、雕刻艺术

等，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名 称：永安寺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３－３－０２１

年 代：辽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

简 介：

永安寺塔位于涿州市刁窝乡塔照村西北 ２００米处。原属永安寺建筑，建于辽代，

１９５２年寺院被拆毁，仅存佛塔。２００８年加固台基。

佛塔为八角形七级密檐式砖塔，由塔基、塔座、塔身、塔刹组成，现存高１８８２米。

塔基八角形，２００８年包砌青砖。其上为砖砌八角须弥座式塔座。须弥座顶部施砖雕五铺

作斗縅承砖雕勾栏平座。砖雕勾栏大部残损现仅存局部。平座上置砖砌仰莲三层承塔身。

塔身第一级，高２９２米，各面宽２４２米。各面转角置砖雕幢形倚柱。东、南、西、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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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辟券门，券眉饰卷叶纹。正南面券门置塔心室，室内北壁嵌 “界纳须弥”石匾。东、

西、北三正面皆为装饰性扇假门。四斜面辟直楞盲窗，窗上部镶方石刻梵文饰，现西

北面缺失。塔身首层各面墙身顶施普柏枋，枋下饰四幅砖雕倒垂如意云纹。普柏枋上置

砖雕双抄五铺作斗縅 （补间和柱头各一朵）承撩檐枋。撩檐枋承托木制角梁及砖雕檐椽。

其上各层为砖叠涩密檐，檐下不施砖雕檐椽，各角施木制角梁。各层角梁头部均有风铎

穿孔。现顶部两层塔檐及塔刹残损严重，几不可辨。

永安寺塔具有较为典型的辽代建筑特征，对了解辽代佛塔、佛教文化深具意义。

名 称：伍侯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４－３－０２２

年 代：辽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

简 介：

伍侯塔位于保定市顺平县腰山镇南伍侯村，建于辽代。１９８７年加固塔基。

伍侯塔为六角形五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通高２２５米。由塔基、塔座、塔身、塔刹组

成。塔基六角形，毛石砌筑，高０，６米。上为六角五层须弥座，束腰部各面砖雕门，

内雕人物、瑞兽、花卉等图案计１６幅。塔座之上出平座勾栏承塔身。塔身首层清水砖

砌，南北辟券顶假门，门两侧各雕佛龛一个，现南墙残损严重，门、龛皆不存，其余四

面辟双开菱花加斜方格纹盲窗。塔身各面转角位置设角柱，柱头施阑额、普拍枋。塔身

每面各施斗縅四朵，承撩檐枋及椽飞。塔檐为琉璃剪边，第一至第四层檐施围脊，斗縅

为四铺作；顶层檐部斗縅为两杪五铺作，补间与转角铺作斗縅联做。五层塔顶起脊，脊

上置塔刹，刹座为砖雕仰莲两层，塔刹为琉璃莲花宝珠。塔身多处有人物、鸟兽、花卉

等图案，大多模糊不清。

伍侯塔形制独特，兼具密檐塔、楼阁式塔特征。雕刻细腻，内容丰富，是研究辽代

建筑、雕刻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

名 称：澍鹫寺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５－３－０２３

年 代：金至元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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澍鹫寺塔位于阳原县揣骨疃镇１５千米的窑儿沟村西南的鹫峰岭上。始建于唐贞元年

间 （７８５～８０５年）。寺早毁，现存金元年间建砖塔一座。清咸丰年间 （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

塔身局部修缮，１９９６年塔基加固。

澍鹫寺塔高２５米，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砖砌八角须弥座式塔座，束腰

部满饰高浮雕花卉图案和佛龛。须弥座的上下枋、枭，均为重层仰覆莲瓣叠涩而成。塔

身首层较高，东、西、南、北四正面辟拱门状佛龛，内供佛像；四斜面辟花饰盲窗。首

层塔身顶部施双层砖雕仰莲承叠涩砖檐三层。屋檐顶面作斜面无瓦垄。二层、三层檐部

构造与首层相近。三层檐顶部置圆形覆钵承逐层内收的相轮五重，相轮下心柱皆用八间

柱分间，间柱上出兽首状雕刻。宝瓶状塔刹，顶部缺失。

澍鹫寺塔造形独特，上部的覆钵、相轮及塔刹占全塔总高近半。融合了汉地佛塔与

藏传佛塔的特点。是现存古塔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为张家口地区多元历史文化的珍

贵的实物例证。

名 称：玉泉寺大殿

编 号：７－０７２６－３－０２４

年 代：金至元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简 介：

玉泉寺大殿位于涉县索堡镇上温村。寺院始建于金大定二十八年 （１１８８），元、明、

清均有不同程度的修缮。抗战时期大殿曾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总局。

玉泉寺大殿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四柱三间六椽，单檐歇山琉璃剪边瓦项。室

内彻上露明造，横向梁架设六椽通
#

，每缝梁架下用三柱。六椽
#

、四椽
#

与平梁之间

皆用蜀柱，蜀柱间有纵向拉结。山面有丁
#

两道搁于稍间六椽
#

上承托山墙，梁
#

稍作

加工仍保持自然形态。前后檐、山面诸间皆施补间铺作斗縅一朵，补间与柱头斗縅均为

双杪五铺作，杪头皆作昂状，后檐昂嘴端部多于文革期间被锯掉。铺作、
#

、枋等木构

件均施彩绘。殿内原有塑像和壁画，今已无存。

玉泉寺大殿保存有明显的早期建筑特征，如柱头卷刹、柱网有明显的侧脚与生起、

后坡东次间下金檩处尚存托脚等。另外，该殿角梁未作冲出加料，是一种少见的特殊做

法。

名 称：开化寺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７－３－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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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金至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简 介：

开化寺塔位于元氏县槐阳镇南街，塔始建于金代，现塔为明成化年间重修。１９８９年

对台基及首层下段进行了修缮。

开化寺已毁，现仅存塔及部分经幢残段。开化寺塔为八角九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通

高２５２米。立于青石砌筑的正方形台基上，台基之上为高６，５米的八角形须弥座。塔座

两层束腰皆有精美门浮雕。塔座顶部施两杪五铺作斗縅承砖砌勾栏平座。勾栏之上为

三重仰莲承托塔身。塔身九层，由下而上逐层内收。首层塔身各面转角处施倚柱；东南

西北四正面雕饰拱形假门，其中南墙假门以上部分局部坍塌；四斜面雕饰花格盲窗。首

层檐下饰卷云纹倒垂如意三朵，一整二破。二至九层为砖叠涩密檐，各层檐间的塔身雕

饰普柏枋、门、间柱。门内阴刻施银捐助人名。第九层檐下施四铺作砖雕斗縅。刹

座为砖砌，其上为铁制空心球塔刹。

开化寺塔建筑精巧，雕饰丰富，题记众多，是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研究建筑、雕刻

艺术的宝贵实物。

名 称：双塔庵双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８－３－０２６

年 代：金至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简 介：

双塔庵双塔位于易县西陵镇太宁寺村北１５千米处的半山腰上。庵已毁，现存南北

二塔。双塔始建于金皇统四年 （１１４４年），明万历十四年 （１５８６年）重修。双塔庵已毁。

北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砖塔，通高１７４米。砖砌八角须弥座式塔座，束腰部各

角置砖雕力士一尊。塔座顶部砖雕斗縅承托勾栏平座，上置砖雕仰莲承托塔身。首层塔

身各转角施倚柱；正面 （南面）辟门，门内设方形顶塔心室。东西北三面饰仿木假门；

四斜面饰盲窗。首层檐下施砖雕四铺作斗縅承托撩檐枋，上承砖雕椽、飞及木制角梁。

以上十二层为逐层内收的四层砖叠涩密檐。各层塔檐均作瓦垄。塔刹为两层仰莲上托圆

光。

南塔：为六角三级砖塔，通高１５８米。砖砌六角须弥座式塔座，束腰转角处置砖雕

力士一尊。塔座顶部以砖雕双杪四铺作平座斗縅承托浮雕勾栏平座，上置砖雕仰莲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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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身。首层塔身各转角施塔形依柱；正面 （南面）辟门，内为佛龛，龛券门上浮雕飞天

两身；北面辟假门；四斜面面辟直棂盲窗；檐下雕饰倒垂如意头。砖叠涩塔檐。砖砌覆

钵状刹座，上承相轮十三层承托仰莲宝珠。

双塔庵双塔具有典型北方辽金砖塔特征，雕刻丰富，形制各具特色，对北方寺院整

体布局、佛教文化、建筑、雕刻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名 称：皇甫寺塔

编 号：７－０７２９－３－０２７

年 代：金至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简 介：

皇甫寺塔位于涞水县义安镇寺皇甫村东５００米，建于金大定年间 （１１６１～１１８９年），

原为毗卢寺内一座砖塔，后因寺毁，以该地村名改称皇甫寺塔。明嘉靖八年 （１５２９年）

曾重修，１９８４年、２００６年塔基加固。

皇甫寺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通高２２米，塔身直径５米。砖包方形塔基，

其上为两层须弥座式塔座。首层塔身高４米，各转角处施砖雕塔形倚柱；南面辟拱形券

门；东、西、北三面辟砖砌假门；四斜面辟盲窗。依柱上方砖雕普拍枋，转角出头断面

为垂直截齐。普柏枋下浮雕倒垂如意头。首层檐下每面施补间铺作一朵，华縅一跳承托

令縅，出批竹耍头。角柱上置铺作一朵，出三向华縅。斗縅上承替木、撩檐?托砖雕椽、

飞。其上各层为砖叠涩密檐，檐下不施椽飞。各层塔檐顶部皆作抹灰斜面。塔刹下为八

角刹座，中为仰莲二层，上置覆钵和铸铁葫芦。

皇甫寺塔现存完好，各层收分很小，为风格独具的金代古塔。对研究金代建筑艺术

具有重要价值。

名 称：半截塔

编 号：７－０７３０－３－０２８

年 代：元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简 介：

半截塔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半截塔镇半截塔村东北角，为元代一万夫长于元

至元年间 （１２６４～１２９４年）所建。因上部早毁，故俗称 “半截塔”。民国十八年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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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地商会筹资增建上部塔身及相轮、塔刹，更名 “新丰塔”。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年进行

过局部维修。

半截塔为青砖砌筑的空心喇嘛塔塔，通高２２０３米，占地面积约１００平方米。塔基方

形，条石砌筑，边长１０８５米，高１１米，分三层内收。塔身四层，首层塔身平面方形，

四壁墙体向上略作收分。第二层塔身平面为方形抹角，立面略呈圆弧状。三、四层塔身

形制相同，为砖砌宝瓶。首层南墙辟拱门，拱门上方辟方窗，拱门两侧券脸石刻楹联。

券门内为方形叠涩顶塔心室。四壁中部位置施方楞木。首层顶部置木椽承托顶砖叠涩

塔檐，承托第二层塔身。二层塔身南面辟拱门，塔心室内东壁辟方形小孔。上方砖叠涩

塔檐，三层塔身。三层、四层均于南面辟门，内设塔心室。各层塔心室间置木梯相通。

塔顶置宝珠形塔刹。

半截塔为承德市保存最完整、年代较早的古塔，形制独特，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名 称：金山寺舍利塔

编 号：７－０７３１－３－０２９

年 代：元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简 介：

金山寺舍利塔位于涞水县石亭镇东龙泉村北的金山上。金山寺又名金山院，寺已废，

仅存遗址。遗址南侧为金山寺舍利塔和金山寺无量宝塔记碑。

舍利塔为元大德四年 （１３００年）金山寺都功德主光禄大夫阿尼哥、寺主圆融广慧禅

师等主持兴建。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石塔，通高８１８米。塔基方形，毛石砌筑。上置八

角形束腰须弥座，座高约１米，束腰浮雕海马、海狮、缠枝牡丹、海石榴和各种几何纹

图案。须弥座上置圆形仰莲石盘盖承塔身。第一级塔身高１５５米，正面 （南面）中段雕

无量寿佛三尊，佛上方刻 “无量寿千佛舍利宝塔记”；像下方刻 “皇太后万寿无疆、当今

皇帝圣寿万安、东宫位福寿千秋、相哥、公主寿等千秋”，落款为 “大元时大德十一年

（１３０７年）重阳日作太平会铭记”。铭文以线刻为框，左右刻三爪云龙戏珠图案，上下两

端为双钩蔓草纹，最下为莲花。塔身其余七面浮雕８４３尊形态各异的佛像。其上为密檐

十三层，首层塔檐与塔柱交接位置有斗縅和檐椽、飞椽。其余各层塔檐下简单刻出分界

线。十三层檐角部皆有圆孔，共计１０４个，当为悬挂风铎之用。各层塔檐皆雕出仿木构

建筑瓦垄。塔刹为仰莲刹座承托葫芦形宝珠。塔旁存无量宝塔记碑一通，记建塔经过及

功德施主名单。其中有元代著名建筑师尼泊尔人阿尼哥。

金山寺舍利塔结构合理，造型美观，雕刻精美，形制结构综合了经幢与密檐塔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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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中国建筑史、艺术史、佛教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名 称：天宁寺前殿

编 号：７－０７３２－３－０３０

年 代：元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

简 介：

天宁寺俗称西大寺，位于邢台市桥东区红星街北侧６００米。始建于唐贞观年间 （６２７

～６４９年），元明清三朝均有增修。原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３万平方米。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寺内建筑陆续毁于战火，现仅存建于元代晚期的前殿一座。

天宁寺前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１４２５米，进深三柱二间９５米，单檐歇山绿琉璃瓦

剪边顶，檐下施五铺作重縅双昂斗縅。室内彻上明造，梁架用料加工规整，横向梁架为

三椽
#

用三柱，心间内柱居中直抵平梁底，歇山构架为心间内柱出丁
#

结合角部抹角梁

承托。横向梁间用驼峰等承托，驼峰间设纵向拉接，与?下襻间共同作用。前后檐、山

面普拍枋上皆施补间铺作两朵，普拍枋转角出雕饰头。心间内柱之间设襻间枋，上置襻

间斗縅。直棱隔扇门窗。

天宁寺为我国北方著名禅宗寺院。北宋政和年间 （１１１１～１１２０年）徽宗赐额 “天宁

万寿禅林”，元代高僧虚造禅师曾住持该寺，元世祖忽必烈多次驻跸。现存前殿为典型的

元代晚期建筑，为元明之际建筑风格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对于研究该地域元代建筑历

史，分析元代建筑样式等具有重要价值。

名 称：常乐龙王庙正殿

编 号：７－０７３３－３－０３１

年 代：元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简 介：

常乐龙王庙位于涉县索堡镇常乐村南。始建年代不详，现存正殿为元代建筑，清乾

隆年间至民国时期均有修缮。

大殿坐西朝东，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三柱六椽，单檐悬山琉璃瓦剪边顶，建筑面

积９７４９平方米。室内彻上明造，青砖铺地。内柱分位上有前隔墙，横向前廊乳
#

对四

椽
#

，以蜀柱相承，纵向有襻间及穿连接各缝架。前檐施四铺作单昂斗縅，柱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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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间补间各一朵，华縅呈昂形。补间铺作耍头构件后尾上弯，挑于檐柱分位后第一??

下。殿前存清代重修碑二通、民国重修碑一通。

常乐龙王庙正殿木结构构架简洁，柱头卷刹、昂下作华头子等元代特征明显，是河

北省早期木构建筑的重要实例。

名 称：平乡文庙大成殿

编 号：７－０７３４－３－０３２

年 代：元至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

简 介：

平乡文庙位于邢台市平乡县平乡镇学前铺，现仅存大成殿及 “大观圣作”碑。大成

殿始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 （１００８～１０１６年），宋至清各代曾有七次不同程度的修缮。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及２００７年两次维修加固。

大成殿坐北朝南，面阔五间２５８米，进深三间１１２７米，建筑面积３１５平方米。台

基青砖砌筑，高１米。单檐歇山绿琉璃剪边顶，檐下施六铺作重昂斗縅。殿内彻上明造，

梁架用料规整，柱、梁、檩、枋之间多直接交搭，不施攀间。前后檐斗縅配置均施四朵

补间，山面心间补间四朵、次间一朵。庙内存宋、元碑刻各一通。

大观圣作之碑：北宋大观二年 （１１０８年）立，通高４，３米、宽１，３８米。碑文为宋

徽宗所颁推行八行取士的诏旨全文。太师蔡京书额，书学博士李时雍摹写。元碑立于泰

定四年 （１３２７年）。记文庙始建及重新经过。

平乡文庙大成殿对了解和研究元明之际河北木构建筑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文庙

“大观圣作”石碑为儒教文化、孔庙源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名 称：金河寺悬空庵塔群

编 号：７－０７３５－３－０３３

年 代：元至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金河寺悬空庵塔群，俗称北塔群，位于蔚县常宁乡西金河村东小五台山北台东麓，

金河口峪内东３千米。金河寺始创于北魏，辽代达到鼎盛时期，明清屡坏屡修，抗战时

期主要建筑被毁。原有南北塔林，现存北塔林历世禅师灵塔四座。依山势错落分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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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编号为一、二、三、四号塔。

最高处一号塔建于明代，为青砖砌筑覆钵式塔，高约１０米。塔基为叠涩砌亚字形须

弥座，须弥座上枭向内层层叠涩，呈斜阶梯状承托塔身。塔身分上下两段，下段呈宝瓶

状，南面镶 《临济正宗二十四代资中政公塔铭》石匾一方。塔身上段为亚字形，南壁镶

“资中政公禅师灵塔”石刻一方。塔刹为圆柱状五层相轮，顶置汉白玉仰莲。

二号塔建于明代，为六角密檐式砖塔，高约６米。塔基为六角形砖砌须弥座，座顶

有重瓣仰莲盘承托塔身。塔身首层较高，南北两面辟门，南门内原置石匾，现已失。其

余四面辟菱形格纹盲窗。檐下以普拍枋上承砖雕铺作承檐。首层斗縅出两跳，二、三层

简化为斗口跳。各层塔檐除木角梁外，椽子、飞子、瓦垄、屋脊等皆砖作。

三号塔建于明代，为青砖砌筑覆钵式塔，高约８米。塔基为叠涩方形须弥座。塔身

上部南面置石匾竖书 “祖禅明公禅师灵塔”，西面置一方砖，满刻梵字经文。塔刹为砖砌

五层相轮，顶置汉白玉仰莲。

四号塔建于元代，为六角三级实心密檐式塔，通高约１２米。塔基为绳纹大砖叠涩砌

筑六角形须弥座，其上为三重仰莲承托塔身。塔身首层较高，南、北两面辟券门，南门

内原有石刻塔铭，其余四面中部辟菱形格纹盲窗。塔身顶部砖雕阑额上承五铺作砖砌斗

縅。上承砖叠涩两道承檐口线，檐上以砖叠涩成阶状内收，不作瓦垄。第二、三层不施

斗縅。塔刹下部为仰莲二层，中部为圆柱形砖砌相轮五层，上部为汉白玉仰莲。

金河寺悬空庵塔群作为辽代金河寺的宝贵遗存，对于研究该地区佛教及建筑文化具

有重要价值，为建筑技术、雕刻工艺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名 称：定州清真寺

编 号：７－０７３６－３－０３４

年 代：元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

简 介：

定州清真寺原名礼拜寺，位于定州市中山中路。始建年代不详，元至正年间 （１３４１

～１３６８年）有增建重修，明、清、民国及１９８４年皆有修葺。坐东朝西，占地面积５２２５

平方米。现存仪门、礼拜殿、后窑殿、侧门、南北讲堂等。寺内存元、明清重修碑刻各

一通

礼拜殿面阔三间，后接后窑殿，通进深五间，，整体呈凸字形平面，建筑面积近３００

平方米。屋顶为庑殿顶带前檐卷棚的勾连搭形式，覆以青瓦带琉璃瓦剪边。檐下施五踩

斗縅，梁架斗縅遍施彩画。后窑殿为元代建筑，平面为方形，东面与正殿相连，屋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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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圆拱顶砖石结构，墙顶四角各施仿木砖制斗縅，通过上层出跳縅数增多，巧妙完成方

形平面与圆形穹窿的过渡。围绕穹窿顶之外砌八角形墙体，上为重檐八角攒尖琉璃瓦顶

楼阁。

南北讲堂总建筑面积２７０平方米，为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硬山布瓦顶六檩小式建筑，

其东侧与讲堂毗邻的更衣室、沐浴室，均面阔二间、进深一间。

仪门为木结构垂花门，前垂花后出廊，七檩卷棚顶，梁架遍施彩画。

礼拜殿前的元至元八年 （１３４８年）立 “重新礼拜寺记碑”，记载了该寺于至元三年

（１３４３年）扩修重建经过。碑阴记回族族源、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起始等。

定州清真寺是以中国传统木结构的构架与群体布局方式为基础，具有阿拉伯文化元

素的伊斯兰教礼拜建筑，其中的后窑殿是清真寺中砖结构无梁殿已知的最早实例之一，

是研究元代建筑以及中国伊斯兰建筑的珍贵实例。“重修礼拜寺记碑”为现存最早的汉文

伊斯兰教碑刻，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资料。

名 称：九江圣母庙

编 号：７－０７３７－３－０３５

年 代：元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

简 介：

九江圣母庙位于武安市城区西偏北３５千米的管陶乡管陶村北。坐北朝南，合院式布

局，占地面积约１０００平方米。始建年代不详，现存为元代及清、民国等时期建筑。

九江圣母庙现存山门、圣母殿、东、西上配殿，东、西下配殿，后罩房等。主要建

筑为圣母殿，位于建筑组群的中心，为单檐悬山琉璃剪边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建筑

面积９１７平方米，高８６米。青石台明高０２米。前檐墙为坎墙直棱窗，后檐及两山墙

体为内施土坯、外用砖、石混砌的五花墙。梁架为四椽袱对乳袱用三柱，用材自然随意。

前檐下施四铺作单下昂计心造斗縅八朵，其中柱头四朵，当心间补间铺作两朵，两次间

补间铺作各一朵，均为批竹昂。后檐斗縅改变了原有风格，为一斗三升。板筒瓦屋面，

琉璃剪边，琉璃花脊，正脊为龙、凤图案，垂脊为莲花图案。

东、西下配殿，位于正殿前庭东西两侧，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单檐硬山布瓦顶，

梁架用材自然随意。东、西上配殿，位于正对正殿山墙的东西两侧，单檐硬山布瓦顶，

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后罩房三座连建，位于正殿后，总面阔九间，硬山布瓦干搓屋面。

现存门楼为民国年间改建。院内还保存有明、清及民国时期碑刻四通。圣母殿及东、西

下配殿梁架存具有典型地方特点的清代墨线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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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圣母庙圣母殿补间铺作使用真昂，昂下刻华头子，柏木檐椽椽头卷刹等，均为

元代建筑特征，是河北省现存为数不多的元代建筑，为研究元代建筑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名 称：灵寿石牌坊

编 号：７－０７３８－３－０３６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

简 介：

灵寿石牌坊位于灵寿县灵寿镇北关村。为明崇祯十四年 （１６４１年），崇祯帝为吏部

尚书傅永淳祖孙三代夫人妻所敕建的旌表。

牌坊通体砂岩制作，四柱三间五楼歇山顶，高１２１米，宽８米。牌坊四柱柱面均浮

雕流云图案，两侧各有双重夹柱，其上浮雕神态各异的狮子４６只。明间檐下施斗縅６攒，

柱间置上、中、下三道额枋，额枋间置二层枋心。上额枋浮雕丹凤朝阳，额上承陡匾一

方，内题 “皇恩宠锡”；中额枋由上、下两石组成，上石浮雕花草、下石高雕双龙。下额

枋高雕二龙戏珠。上层枋心题 “三世中枢”，下层枋心内楷书三行：上行为 “诰赠通议大

夫兵部左侍郎付永训淑人胡氏张氏付承问淑人康氏赵氏”，中行为 “诰赠通议大夫兵部左

侍郎付铤淑人李氏”，下行 “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左侍郎付永淳夫人彭氏”。两

侧次间檐下各竖陡匾一方，上刻监造官员姓名以及建造年月干支。屋顶正脊两端施正吻，

明楼正脊中施神兽负宝瓶脊刹。

灵寿石牌坊气势恢宏，造型精美，雕工精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名 称：蔚县关帝庙

编 号：７－０７３９－３－０３７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蔚县关帝庙位于蔚县蔚州镇城南关西南隅，占地面积１６２０平方米。关帝庙始建于元

代至元五年 （１３３９年），明代增筑形成规模，清代屡有修缮。

庙坐北朝南，由南至北依次有倒座戏楼、享殿、关帝殿、三义殿，四座建筑。戏楼

为一殿一卷勾连搭式布瓦顶建筑，前台三面观台口，面阔三间，进深二间。享殿为单檐

悬山卷棚庑殿勾连搭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关帝殿面阔三间，进深四间，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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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前出卷棚顶抱厦，前厦东西山墙上绘 “关羽生平”故事壁画。三义殿为单檐歇山布瓦

顶，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檐下四周施单翘单昂五踩斗縅，縅眼壁上绘各种不同形象的

瑞兽。

蔚县关帝庙现存建筑仍保持着明代中期的结构与特征，其前殿和中殿屋顶的设计突

破了官式做法的模式，造型优美流畅，构造巧妙合理，对研究元明时期建筑等级制度、

建筑形制变化、大式建筑的地方工艺手法及特点具有重要价值。

名 称：天齐庙

编 号：７－０７４０－３－０３８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天齐庙位于蔚县蔚州镇城东关外。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 （１５９９年），坐北朝南，

原规模宏大，占地面积１３３万平方米。现仅存供厅、正殿，两殿建筑面积合计５５９平方

米。

供厅位于正殿前，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卷棚歇山布瓦顶，六架梁前出单步廊。

正殿为本庙主体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庑殿黄琉璃瓦顶。正脊饰龙、牡丹图

案。额枋为和玺彩绘。木构梁架为九檩五架梁，前后双步梁用四柱，均有油饰。前檐明、

次间装修为直棂窗。檐下施重昂七踩溜金斗縅，昂嘴扁平，角斜昂为象头昂，明间为龙

头耍头，次间为蚂蚱耍头。殿内四角置抹角梁及垂柱，殿前砖砌月台。

天齐庙建筑造型端庄，屋顶舒展，琉璃工艺精美，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的建筑特征，

为古代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名 称：蔚州古城墙

编 号：７－０７４１－３－０３９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蔚州古城墙位于蔚县蔚州镇。北周大象二年 （５８０年）置蔚州始建，明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年）重修，在旧城的基础上重新规划了州城的形制、格局、城防、街市、寺庙、

衙署等。蔚州城南北长９８０米，东西宽７８０米，周长３５２０米。城墙高１１米、底宽１３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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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南三面各开一门，门外建瓮城。北面不设城门，于北垣正中建玉皇阁。各城门

及城角均建城楼、角楼。现存南门 （景仙门）城台和东北部、北部、西北部长约１６００米

的城墙。

蔚州古城墙城防体系规划布局独特，城墙构筑坚固，明代有 “铁城”之称。现存城

墙虽然已不完整，但城建记载明确，增筑、修葺、沿革脉络清晰，为研究明代城池城防

提供了实物资料。

名 称：故城寺

编 号：７－０７４２－３－０４０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故城寺俗称心佛寺，位于蔚县宋家庄镇大固城村东北角。据 《蔚州志》记载，该寺

建于明正德二年 （１５０７年），由主持僧人德后募化资金所建。寺院坐北面南，由二进院

组成，占地面积２３６５平方米。现存大殿 （过殿）、正禅房、经幢一座，其余建筑已全部

拆毁。

大殿 （过殿）坐北面南，单檐悬山布瓦顶，通高８米，面阔三间，进深二间，五架

梁前后各出单步廊。檐下施三踩单昂斗縅，建筑面积１２０平方米。梁架用材硕大，前檐

辟木板门两扇。施青绿彩绘。走马板上绘佛教故事，正中一幅绘四大天王手持法器立于

一座佛寺山门外，山门为砖券式结构，与该寺山门风格相同，当取材于该寺外景。东西

山墙壁上绘儒、释、道三教大水陆内容壁画，每幅均有榜题。大殿正北有正禅房一座三

间，单檐四檩卷棚布瓦顶。大殿前存经幢一座，一半掩埋地下，八面刻有梵文。

故城寺大殿保留了明代建筑的特点，并有确切的纪年，为研究明代木构建筑提供了

实物资料。大殿四壁有大幅明代水陆画，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技法纯熟，色彩艳

丽，形象逼真，具有较高的科学、艺术价值。

名 称：重光塔

编 号：７－０７４３－３－０４１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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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塔位于赤城县龙关镇内。原为唐代华严寺塔，元代毁于战乱。明正统十四年

（１４４９年）重建塔、寺，更名普济寺。万历中，后军都督杨洪收复塞北后，重修该塔，

取山河重光之义命名 “重光”。

重光塔为八角五级楼阁式空心砖塔，通高３３６７米，占地面积１２６平方米。塔基方

形，边长５５米。塔座用六层石条砌成，高２１米，南北对称有石阶直抵塔门。各层塔身

均辟券门两个，一、三、五层开于南、北两面；二、四层开于东、西两面。其余各面辟

砖雕直棂盲窗。四、五层各设２６个望孔，第五层南门上镶嵌大明敕赐重光宝塔石匾。

各层塔檐下施砖雕五踩斗縅；各层檐上以三踩斗縅承托平座。塔刹底为八角须弥座，座

上砖体覆钵。覆钵四面辟佛龛，龛内各置石佛一尊，其上为砖砌拨檐、椽飞、简、板瓦

盖顶，上置铁制宝瓶。塔身内部为塔心柱周绕回廊结构。塔心柱为砖砌八棱通天式，沿

回廊可登至塔顶。

重光塔形制庄重，塔身收分匀称。砖雕精美，塔内壁画色泽艳丽，人物线条流畅，

层次分明，为研究明代仿木砖塔建筑设计及工艺提供了实例。塔身设计融入了军事防御

理念，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设施营造提供了宝贵资料。

名 称：永平府城墙

编 号：７－０７４４－３－０４２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

简 介：

永平府城墙位于卢龙县卢龙镇西部，为明代永平府古城之西城墙。

明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年），以卢龙古城为永平府治，应兵事之需，由指挥费愚将原辽

代土城 （月牙城）向东拓建，据载该城 “周九里十三步，高三丈，内充夯土，外砌砖石，

雄伟之势，数倍于前”。因地形地势及多次拓建之故，乃成 “三山不显，四门不对”之建

筑格局。自明洪武至民国十九年历经修葺。现存西城墙１０００米、大西门、西瓮城、小水

西门及南城门。

永平府古城为明代重要的军事重镇，现存城墙作为永平府城的一部分，为研究古代

政治、军事、文化、建筑、民族关系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名 称：下胡良桥

编 号：７－０７４５－３－０４３

年 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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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

简 介：

下胡良桥位于涿州市城北东仙坡镇下胡良村，南北向横跨胡良河。桥始建于明万历

二年 （１５７４年），１９５４年对北段两孔实施了抢救性修整。

下胡良桥由主桥和南、北引桥组成。主桥为单路五孔石拱桥，长７２８７米，桥面宽

９２米，高５１６米。其中心桥洞拱矢高约４米，两侧４个桥孔拱矢高分别高为３４５米与

３２米。主桥两侧各立望柱３４根、栏板３３块。望柱高１，４米，柱头雕覆莲纹，柱身素

面；栏板高０，８１米，素面无雕饰。所用石料材质为青白石与花岗岩。南、北引桥分别

长８９，４米、１８８，５米。

下胡良桥体量庞大，造型优美，桥体各部皆合规制，是典型官式石桥做法。作

为古官道上的重要桥梁，下胡良桥从建成之日直至１９８７年均为通往南方诸省的交通

要道，历经４００多年仍保存完整，是我国桥梁史上的杰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及科学

研究价值。

名 称：普彤塔

编 号：７－０７４６－３－０４４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

简 介：

普彤塔位于南宫市西北约１５千米西丁乡北旧城村东北隅，因原塔身通体刷红色而

得名。始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为明嘉靖十五年 （１５３６年）重建。民国十二年 （１９３３

年）维修。

普彤塔建于高大的砖包台基上，为八角九级楼阁式实心砖塔，高３３米。分为塔座、

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座八角形，高０５米，南面为三步踏跺台阶。塔身一层边长４０５

米，高２９０米，以上各层塔身逐层收分。一层塔身南面辟券门、其余各面辟方形盲窗。

二、三层东、南、西、北四正面辟佛龛，其余各面辟盲窗。四至九层东、南、西、北四

正面辟佛龛，四斜面素面无雕饰。各层檐下施砖雕五踩斗縅，檐上施平座。第九层为瓦

垄盖顶，垂脊带兽。塔顶置仰莲刹座上承铁质葫芦形塔刹，通高４０３米。塔体向东北稍

有倾斜。明嘉靖重修时，在每层佛龛中供奉了铜质佛像、菩萨像及供养人立像共４４尊。

１９６６年地震塔顶塌落，发现明代铜佛３尊，其中一尊有嘉靖十五年重修普彤塔铭。１９９０

年重修顶部四层，发现铜佛等造像３９尊及 《大明嘉靖十五年岁次丙寅大统历》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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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彤塔内存文物丰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其建造工艺显示出较高的艺术价值和

技术水平。

名 称：滏阳河西八闸

编 号：７－０７４７－３－０４５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

简 介：

滏阳河西八闸分布于邯郸市永年县南沿村镇西沿村至田堡村一带近１０千米的滏

阳河河道上。由西向东依次有广仁闸、普惠闸、便民闸、济民闸、润民闸、惠民闸、

阜民闸、殖民闸８座灌溉闸。除殖民闸建于民国年间外，其余七闸先后建于明嘉靖

八年至崇祯十四年 （１５２９～１６４１年）间。因位于永年城西侧，故名 “西八闸”。现

八闸闸体完整，普惠闸石匾、惠民闸石匾、阜民闸石匾及济民闸碑、润民闸碑保存

完好。

８座闸闸体均为长方形，全部为砖石结构，券洞形制水道，水道两端设铁质闸门，采

用丝杠升降开闭。按地理位置自西向东编为一至八闸。据 《永年县志》载，“八闸引水共

治稻田一万九千余亩”。八闸中延用至今的有５座：普惠闸、济民闸、润民闸、惠民闸、

阜民闸，废弃的三座：广仁闸、便民闸、殖民闸。

一闸：“广仁闸”，位于西大慈村西南。明万历四十二年 （１６１４年）隶广平府知

府张和中及永年知县张振秀等督建。闸体长１３５米，宽１０５米，高９米。南面闸

墙上嵌青石匾额一方，额内横书 “广仁闸”三字及督建官员名讳，年款。该闸现已

淤废。

二闸：为 “普惠闸”，位于西大慈村西，明嘉靖四十二年 （１５６３年）建。闸体长１５

米，宽１０３米，高８３米。现已淤塞。

三闸： “便民闸”，位于西大慈村南，明万历十五年 （１５８７年）建。长１５米，宽

１０３米，高９米。原湮埋废弃，１９５８年局部修缮。

四闸：“济民闸”，位于西沿村村西，明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年）直隶广平府知府柳

希笿、推官杨沛创建。闸体长１６５米，宽９６米，高８３米。闸体南墙闸口上方嵌青石

匾额一方，额内中央镌闸名，下款纪年。该闸灌田６４平方千米，为八闸中功效最大的

一座。

五闸：“润民闸”，位于西王庄村北，明万历十四年 （１５８６年）直隶广平府知府蒋以

忠等创建。闸体长１６５米，宽１０米，高９米。南墙闸口上方嵌青石匾额一方，额内书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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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及创建人名讳。在闸东北１０余米处立有明万历十六年立 《广平府创建润民闸记》石碑

一通。碑高３９米，宽１０３米，厚０３２米，龟跌座。户、兵两部尚书张学彦撰文、贾侍

问书额、贾名儒书丹。记万历十四年创建经过。

六闸：“惠民闸”，位于南沿村村北，明嘉靖八年 （１５２９年）建。为八闸中创建最早

的一座。闸体长１４３米，宽９９米，高８３米。南墙闸口上方嵌青石匾额一方，额内篆

刻 “惠民闸”，落款为 “嘉靖八年七月创建”，字迹已漫漶不清。

七闸：“阜民闸”，在田堡村北，明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年）直隶广平府知府翟晟创

建。万历七年 （１５７９年）永年知县马翰如等重修。闸体长１４米，宽６６米，高９米。南

墙嵌青石匾额一方，内书 “阜民闸”三字及万历七年重修等。

八闸：“殖民闸”，位于西沿村村南，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年）商人苏氏倡建。形制

与明闸相同。闸体长１３米，宽９６米，高８６米。南面闸口上方嵌青石匾额一方，内书

闸名及修建日期。现已废。

滏阳河西八闸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我国古代水利史的研究

提供了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仍在使用的五座闸，是滏阳河南沿村和西沿

村段的重要水利设施，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名 称：天青寺大殿

编 号：７－０７４８－３－０４６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

简 介：

天青寺位于武安市城区西南２０千米的磁山镇崔炉村内。始建年代不详，现存大殿建

于明天顺三年 （１４５９年）。

天青寺大殿坐北朝南，高１１米。面阔五间，２１８２米，进深四间，１３０６米，建筑面

积３１５平方米。单檐歇山绿琉璃瓦剪边顶。檐下施七踩三昂单縅计心造斗縅共４２朵。殿

内减柱、移柱造，当地俗称 “乱梁殿”。该殿共用柱２３根，全部为抹角青石方柱。后排

金柱多镌有施主名讳及大明天顺三年款。南墙西次间檐柱上端阴刻一佛龛，龛内阴刻铭

文。南墙明间、两次间和北墙明间装修板门，其余各间均为１１米厚的青砖实墙。殿东

侧存明、清重修碑五通。

天青寺大殿石柱与木构梁架相结合的结构体系，为古代建筑技术以及材料力学的研

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其结构处理灵活多样，石雕精美，在冀南地区较为少见，具有较高

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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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保定钟楼

编 号：７－０７４９－３－０４７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

简 介：

保定钟楼位于保定市南市区裕华东路西段北侧。钟楼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一年 （１１８１

年），原名 “鸣霜楼”。明正德年间 （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年）重建，改称 “宣德楼”。成化年间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复更 “午云楼”。清康熙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年）重修，现存建筑基本保

留了明代风格。

钟楼坐北朝南，建在一座１８×１５米，高２５５米的砖砌台座上。台座内辟东西向券

洞，券顶上方嵌匾额一方，内书 “古鸣霜楼”四字，上款为 “大定二十一年创建”，下款

为 “康熙四十二年重修”。钟楼为重檐歇山布瓦顶二层楼阁。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建筑

面积２７０米、通高９米。一层围廊置１２根八角花岗岩石廊柱，墙内施１２根檐柱，清水

墙。明间南北辟对穿门，室内施通柱两根。上层梁架为六椽三柱，檩枋系两件作法，额、

枋保留了早期形制，断面呈 “Ｔ”形；檩下纵向置枋两根，为悬挂铁钟之用。楼内藏钟铸

于金代大定二十一年 （１１８１年）。另有清代康熙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年）重修碑记一通。

保定钟楼保存完好，结构合理，尤其是古钟悬挂结构的设计独具特色，显示了我国

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技能和对力学原理的巧妙运用。

名 称：正定城墙

编 号：７－０７５０－３－０４８

年 代：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简 介：

正定城墙位于正定县正定镇。正定城原为石筑，唐宝应年间节度使李宝臣展拓城池

改为土垣。明正统年间拓修。现存城墙竣工于明万历四年 （１５７６年），系在正统年间的

土墙基础上包砌城砖而成。

正定城平面近长方形 （东南部凹入一角）。城墙周长１２千米，墙高１０米、顶宽６

米。四面各辟一门，东门 “迎旭”、南门 “长乐”、西门 “镇远”、北门 “永安”。各城门

外均建有瓮城和月，瓮城墙高与里城相同，月城墙高约为里城的一半。各门和城角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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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建门楼或角楼。

正定城由明末至清代曾多次修缮，民国期间多处墙被拆辟为通道。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部分城墙遭到破坏。正定城今存南门的里城门和瓮城门，西门的里城门、瓮城门，

北门的里城门、月城门，东城门均已无。城墙残长约８４３１米，其中东门南北两侧城墙保

存较好，部分段落夯土存高达９米余。其余保存较差。２００４年维修了部分北城墙。另存

有记载古城修筑历史及相关情况的明代刻石四通。

正定城墙作为明代府级城池遗存，其多重城门防卫体系、城墙、马面、马道、护城

河等实物或遗迹，是了解正定建城史，研究明代城墙规制的珍贵资料。

名 称：宣化柏林寺

编 号：７－０７５１－３－０４９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

简 介：

宣化柏林寺位于宣化县崞村镇柏林寺村西 １千米处的小环山北坡下，是一座三

教合一的寺院，占地面积 ３０００平方米。主要建筑包括三洞石窟 （西佛洞、千佛洞、

东佛洞）、一座多宝佛塔以及三官圣境殿 （大雄宝殿）、龙王殿和明代碑刻 ２通等。

其中多宝佛塔与东佛洞建于明嘉靖十五年 （１５３６年），清嘉庆年间增建三官圣境、

龙王殿。

三座佛窟雕凿于寺后耸立的三块巨石之上，分别称为西佛洞、千佛洞以及东佛洞。

三窟均为方形穹窿顶，面积１０～２０平方米，高近４米。三窟内有释迦牟尼佛、文殊、普

贤、三世佛、药师佛等大小造像３００余尊，各窟窟顶均有彩绘图案。

多宝佛塔位于千佛洞之上，为八角五级实心石塔，高约１２米。塔身１～４级系依凸起

的山顶岩石雕凿，塔身第五级及塔刹系利用本山石料雕凿砌筑。每层檐下线刻浮雕出立

柱、额枋，上承一斗二升斗縅。每层各面均雕方形帷幕状佛龛，内雕三尊佛像。全塔总

计造像１６０余尊。

三官圣境殿居全寺中心，分上、下两层，硬山顶式建筑，面阔三间，上层为大雄宝

殿，下层为三官殿，皆为砖木结构。

龙王庙，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硬山布瓦顶建筑。

宣化柏林寺整体随形就势，凿窟建殿，错落有致，雕峰剔塔，是人工建筑与自然景

观良好结合的优秀范例。寺内三教合一，形制独特，建筑保存完整。多宝佛塔与窟内佛

像雕凿精致，形态优美，壁画生动细腻，均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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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卜北堡玉泉寺

编 号：７－０７５２－３－０５０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卜北堡玉泉寺位于蔚县涌泉庄乡卜北堡村南、古官道之北的一块高台地上，建于明

正统四年 （１４３９年）。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有天王殿、大

雄宝殿。两侧有东西跨院。占地面积７４７５平方米。

天王殿位于砖砌台阶之上，为五檩硬山式，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殿内塑四大天王

和一尊接引佛。大雄宝殿，面阔、进深各三间，单檐庑殿布瓦顶，前出抱厦，五架梁，

四角置递角梁，三架梁上置方形抹角蜀柱及人字叉手。明间梁架上绘五彩旋子彩绘，次

间绘雅五墨旋子彩绘。东西山墙上绘有以明代人物服饰及民俗神祗为蓝本的大水陆故事

壁画。东西两侧各建配殿二间。东跨院内建硬山布瓦顶地藏殿三间；西跨院为禅房院，

为一进四合院。

卜北堡玉泉寺整体建筑保存完整，其庑殿顶残留脊式及殿内彩画具有明代特征，具

有较高的艺术与科学研究价值。

名 称：方顺桥

编 号：７－０７５３－３－０５１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

简 介：

方顺桥位于满城县西南２５千米处的方顺桥乡方顺桥村，横跨于龙泉河上，南北走

向。始建于西晋永嘉三年 （３０９年），隋开皇、金明昌年间继修，明嘉靖明嘉靖年间古桥

塌毁。现存方顺桥为嘉靖三十五年 （１５５６年）僧人德印募资。

方顺桥为三孔石拱桥，中间一大孔为半圆形拱券，两侧各一小孔，均由细石料砌成。

桥全长３２８米，宽８０６米，高９米，中孔净跨１５米，两侧小孔净跨３４６米。拱券条石

均垂直于桥的走向，，各拱券脸用大理石悬砌。主券券脸落心石雕吞水兽。桥上有２２根

形态各异的石狮望柱，２４块雕花石栏板，桥面长条石铺墁，桥头两端各置石狮一对。

在该桥西侧３００米处有一处建造于清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年）的雄心闸，用以分水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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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雄心闸由土围堰、鸡心垛、南北闸门、闸水道四部分组成。

方顺桥和雄心闸保存完好，反映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造桥工艺和技术，也为古代水利

工程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名 称：登瀛桥

编 号：７－０７５４－３－０５２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简 介：

登瀛桥又名 “杜林桥”，位于沧县杜林镇中心，东西向横跨滹沱河 （现为故道）。该

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 （１５９４年），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曾修缮。

登瀛桥为三孔敞肩石拱桥，包括引桥全长６６米，宽７８米。桥体由三大拱两小拱组

成，两小拱悬卧于三大拱连接处的拱肩上，三大拱跨度均为１１３米。桥墩迎水、顺水两

面均作三角形石砌分箭。桥面平坦，几无弧度，两侧各施望柱２４根，栏板２３块。柱头雕

猴、狮、麒麟、小庙等；栏板浮雕人物故事、瑞兽、花卉等。各拱券面落心石雕吞水兽。

桥旁现存明万历二十二年立 《新建登瀛桥记》碑一通。赐进士第中散大夫都转运监使司

尚宾撰文书丹。

登瀛桥规模较大，设计合理，跨度大，建造坚实，保存完整，体现了很高的设计与

建造水平。桥体雕刻精美，线条流畅，形象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名 称：洗马林城墙

编 号：７－０７５５－３－０５３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县

简 介：

洗马林城墙位于万全县洗马林镇洗马林村，据 《宣化府志？城堡志》等记载，洗马

林城堡建于明宣德十年 （１４３５年），明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年）增修砖包。清中期至民国年

间曾有不同程度的修缮。为明宣府镇万泉卫下辖的一座 “所城”。

古城平面方形，周长２千米余，墙高１０米、基宽６米。南、北、西三面各辟一门。

南门曰 “承恩门”，后改为 “迎恩门”；北门约半没于地坪以下，现已废弃；西门曰 “观

澜门”。全城设马面九个。现南门及门外瓮城和西门基本完整；城堡北墙和西墙北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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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除个别地段被毁外，大部尚存，城墙残高９～１１米，局部包砖完整，大部分墙芯夯

土裸露；北门淤废，城台遗址尚存；清代，西门以南地段城墙被洪水冲毁约２００米，后

由当地士绅集资维修，构筑方式为夯土板筑，与原来城墙做法不同。南门以东地段的城

墙基本保存较好，残高４～９米，以西地段的城墙已毁，居民在城址上建房；东城墙已

毁。

洗马林城墙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城墙格局。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 “所城”的典

型代表。

名 称：黄粱梦吕仙祠

编 号：７－０７５６－３－０５４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

简 介：

黄粱梦吕仙祠位于邯郸县北郊１０千米黄粱梦镇东南隅。黄粱梦吕仙祠依据唐代沈既

济所撰传奇小说 《枕中记》产生的著名梦典一枕黄粱而肇建。初为卢生祠、吕翁祠，后

为供奉吕洞宾等八仙为主的全真教道观。始建年代不详，明嘉靖二十八年 （１５４９年）道

士陶仲文扩修，嘉靖帝赐额 “风雷隆一仙宫”。清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河南巡抚毕

沅增建山门、八仙阁，形成了现存格局。

黄粱梦吕仙祠坐北朝南，占地面积１４０００平方米，轴线上有：蓬莱仙境照壁、丹门、

古莲花池、八卦亭、午朝门、钟鼓楼、钟离殿、吕祖殿、东西配殿、卢生殿等。轴线两

侧有东、西道院。乾隆五十一年于丹门前增建山门和八仙阁，形成了山门面西的格局。

祠内存明中期至民国时期的重修碑、游人题记、题诗等碑刻３１通。

黄粱梦吕仙祠是一组保存完整且规模较大的道教古建筑遗存，道教文化、民俗文化

内涵丰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蓬莱仙境”照壁，笔力遒劲，为书法珍品。吕

祖殿结构合理，造型优美。所施斗縅为较少见的 “溜金斗縅”。

名 称：井陉旧城城墙

编 号：７－０７５７－３－０５５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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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旧城位于井陉县西部山区的天长镇，坐落在三面环河，一面临山的黄土台地上，

据 《井陉县志》记载，始筑于明洪武年间。该城平面形如簸箕，城墙东、西、南三面为

青石砌筑内包夯土，北面为土墙，有东、西、南城门三座。城墙周长１７５８３米，墙体断

面呈梯形。城的东、西、南三门外皆有瓮城，原有城楼、城角楼、护城河、桥、炮台均

已无存。

现旧城南城墙保存比较完整，南城墙及瓮城城墙全长５２０３米，南部石砌城墙高度

大部分为７～９米，垛墙高１４～１５米，底宽１２米，顶宽５２５米，全部用毛石砌筑，城

门位于南城墙的中央，青砖砌筑，题额完整。城门两侧各设两座马面，底宽１０米，突出

墙外４米，高同城墙，马面顶部中央置石质吐水嘴。东城墙及瓮城城墙全长４１９米，残高

６至７米，底宽１８米，顶宽５米，墙体结构有石筑和土筑两种，石筑城墙长２２３１米，

外石内土，土墙长１９５９米，瓮城及东门残破，为清代、民国整修。西城墙与瓮城，总

长４１９米，现存残高６米，底宽１８米，顶宽５米，断面呈梯形，皆用毛石砌筑，局部中

断，城门券顶塌毁；瓮城主体不存，仅存瓮城南门砖券，券顶镶青石质门匾额，内书

“镇武门”。北城墙长４００米，高１８米，底宽１８米，顶宽不等，均为土墙，无门。部分

地方坍塌破坏。

井陉旧城选址科学，布局合理，因地制宜，随山就势灵活布置城门及城墙设施，城

墙做工精良，坚固耐用，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对古代城池建设史的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名 称：沙子坡老君观

编 号：７－０７５８－３－０５６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沙子坡老君观位于蔚县暖泉镇北部，坐北朝南，现存有戏楼、山门、三清殿、祖师

殿、财神殿、东厢房、西厢房、窑神殿、文昌殿、北极玄宫等建筑，占地面积１９３３平方

米。

戏楼位于山门正南，单檐六檩卷棚布瓦顶，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山门为五架梁，

悬山式，内设一木屏壁。前殿即三清殿，硬山布瓦顶，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殿内塑道

教始祖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尊坐像，东西两墙彩绘壁画太上老君八十一化

胡图，较为珍贵。三清殿东西两侧是东、西厢房。东厢房南面是祖师殿，北面是文昌殿。

西厢房南面是财神殿，北面是窑神殿。厢房和四座配殿均为硬山布瓦顶。文昌殿、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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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内保存有清代壁画。后殿为北极玄宫，硬山布瓦顶，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殿内供奉

真武大帝又称真武殿。

沙子坡老君观布局严谨有序、高低错落，完整保存了明、清两代道教建筑的历史风

貌。

名 称：蔚县重泰寺

编 号：７－０７５９－３－０５７

年 代：明至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蔚县重泰寺位于蔚县城西北部涌泉庄乡的高利寺、阎家寨、崔家寨三村中间的一块

台地之上，距县城１１千米。始建于宋辽时期，明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年）真慧和尚重修，定

名 “三圣寺”，嘉靖九年 （１５３０年）山西潞城王赐名 “重泰寺”。现存大部分建筑为清代

风格。

重泰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１３１万平方米。中轴线上从南至北依次有戏楼、山门、

天王殿、千佛殿、观音殿、水陆殿、释迦殿、三教楼、后禅房。两侧有钟、鼓楼及二郎

庙、关帝庙、罗汉殿、阎王殿、藏经阁等配殿。此外还有分别为方丈院和僧人禅室的东

西角院。寺西北为塔林，有明嘉靖时灵骨塔一座。寺内存明、清碑刻四通。

主体建筑释迦殿面阔、进深各三间，单檐歇山布瓦顶，前出卷棚抱厦三间，建筑面

积１９５平方米。东、西藏经阁面阔、进深各一间，重檐歇山布瓦顶二层楼阁，下层施周

围廊。钟、鼓楼面阔、进深各一间，重檐歇山十字脊二层方亭，下层周围廊。三教楼建

于高５８３米的砖筑高台上。其它建筑近百间，均为硬山布瓦顶或卷棚布瓦顶建筑。

重泰寺为蔚县规模最大，主体建筑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刹。寺内计有殿宇房舍１２０余

间。单体建筑的规模均体量较小，但数量多，布局紧凑，为研究冀西北地区乃至中国北

方地区明清两代佛教建筑布局、规制、功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建筑工艺显现出浓

郁的地方特点，在细部的处理上相当精细，尤其是墀头、博风等处的砖雕工艺，具有很

高的艺术水平。

名 称：定州文庙

编 号：７－０７６０－３－０５８

年 代：清

类 型：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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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

简 介：

定州文庙位于定州市北城区街道刀枪街１号。原为唐天佑寺，唐大中二年 （８４８年）

改祀孔子，名 “先师庙”。宋皇佑二年 （１０５０年）定州帅韩琦增扩。明末毁于火，清代

复建。历史上曾做府学、州学或学宫。现存刀枪街路北三路建筑及路南的节孝祠。基本

保持了原有建筑格局。占地面积１２，６２９平方米，单体建筑２３座，均为清代风格。

定州文庙主要建筑位于刀枪街路北中、东、西三路院落。，核心建筑位于中路，由南

向北依次有棂星门、戟门、大成殿，两侧有名宦祠、乡贤祠、东西厅及东西配殿等。棂

星门为四柱三间牌楼，绿琉璃庑殿顶，檐下施七踩斗縅。戟门为面阔三间的小式硬山建

筑，长１４３９米、宽７４５米，通高７４５米。大成殿为硬山琉璃瓦顶，前有月台，面阔五

间２４６３米、进深三间１１８２米，建筑面积２６２平方米，通高１０７５米。东西两侧各有配

房五间，均为硬山小式建筑。名宦祠与乡贤祠分列东西，均为硬山布瓦顶，面阔三间，

进深一间，前出廊。东路主要建筑有魁星阁、崇圣祠。西路主要建筑有仪门、明伦堂及

东西厢舍。庙内历代碑刻数十通。主要有元大德十一年 （１３０７年）立 “有元加号大成之

碑”、明隆庆二年 （１５６８年）立 “风雨竹”碑等。

定州文庙为河北省现存最为完整的文庙，布局工整，规模较大，院内古树参天，环

境优美，为研究明清文庙建筑提供了重要实例。

名 称：衡水安济桥

编 号：７－０７６１－３－０５９

年 代：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

简 介：

衡水安济桥又名衡水石桥或衡水老桥，位于衡水市桃城区胜利东路，东西向横跨滏

阳河。明天顺元年 （１４５７年）始建，原为木桥，明嘉靖三十二年 （１５５３年）改建为石

桥，后屡毁屡修，至清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年）知县陶淑重建后，乾隆帝赐名 “安济

桥”。１９３７年桥中孔被日军炸毁。１９８２年中孔被改建为水泥结构。

衡水安济桥为七孔连拱石桥，东西走向，长１１６米，宽７５米，高１６米，每孔跨度

均为１０米。中孔矢高６米、两侧各孔矢高渐低，各孔券面落心石雕吞水兽。桥身两侧各

设望柱５８根，石栏板５７块。望柱柱头雕形态各异的石狮，栏板浮雕卷云纹图案。东西桥

头之南、北两侧各置石狮一座。桥西端南侧五米处存清乾隆三十一年立 “建安济桥碑记”

碑一通，字迹已漫漶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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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安济桥整体结构紧密，浑然一体，经多次修缮，历５００余年保存至今，充分体

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建筑技术水准，见证了明清民间贸易和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冀南人

民抗击日寇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研究中国桥梁史的重要实物

资料。

名 称：凤山关帝庙

编 号：７－０７６２－３－０６０

年 代：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简 介：

凤山关帝庙也称关圣寺，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始建于清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

年），坐北朝南，东西宽约４０米，南北长约１４４米，占地面积５７６０平方米。

凤山关帝庙由南至北有凤山戏台、牌楼、山门、正殿、东西配殿、钟鼓楼及东西配

殿等建筑。正殿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单檐硬山琉璃瓦顶，前有卷棚歇山顶抱厦，台基

呈凸字形。凤山戏楼居中轴线的最南端，建于高１３米的条石砌筑的台基上，由主楼及

配房组成，通面阔１２８８米，通进深２５５米，高１２米，建筑面积３２８平方米。前台面阔

三间、进深一间，单檐卷棚歇山布瓦顶，檐下施九踩重縅重昂斗縅。天花置斗八藻井。

后台面阔五间单檐悬山布瓦顶，檐下施九踩重縅重昂斗縅。前后两顶间用天沟搭接。额

枋绘苏式彩画、卷龙纹透雕雀替，后墙上存清至民国年间戏班演出时留下的墨书题记多

则。

凤山关帝庙寺院结构紧凑，雄伟庄重，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体。凤山戏楼建

筑结构新颖，装饰华丽，集建筑、雕刻、书法、绘画为一体，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和艺

术价值。

名 称：淮军公所

编 号：７－０７６３－３－０６１

年 代：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

简 介：

淮军公所是保定淮军昭忠祠暨公所的简称，位于保定市南市区恒祥南大街２２０号。

清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年）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此兴建淮军昭忠祠暨公所，原作为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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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辖淮军在保定的公祭场所和驻防机关，并兼有安徽会馆功能。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清廷下旨将这座昭忠祠中轴线上的一路建筑改为李文忠公祠，即李鸿章享堂。

淮军公所整体呈不规则矩形，南北长１８０米，东西宽１７０米，占地面积约２７万平方

米。有中、东、西三路，共九进院落，房屋百余间，建筑面积约５０００平方米。建筑布局

分为昭忠祠、李鸿章享堂、祠堂管理办公区、公所院、杂役区、操场、荷花塘及花园八

个功能分区。中路为李鸿章享堂，前后三进院落，为淮军公所的主体。前院迎宾院，中

院为戏楼，后院为正殿院。中路建筑保存基本完整。戏楼为老式戏院建筑，上层周边为

包厢，雕梁画栋，做工精细，台口以改建。戏楼北为该祠堂的正殿院，两侧有东西过廊

与戏楼后廊及正殿前廊成环形相通，院中间砖铺甬路直通正殿。正殿七间，前有露台，

露台上建三间卷棚顶抱厦。正殿现存完整，梁架精雕细刻，轩梁、荷包梁满浮雕西路为

淮军 “昭忠祠”，与中路之间隔一条宽２米的火巷。。有前后两进，全部为徽派建筑。。在

西路两进徽派院落的北侧隔一４米宽的通道，有一组院落，为小式硬山建筑，建筑手法

仍属徽派风格。该院坐北朝南，被中间的一道隔墙分为东、西两进院落。公所院位于淮

军公所的东北部，与中、西两路徽式建筑南北相对，一巷之隔。公所院为淮军公所片区，

全部为小式硬山建筑，古朴厚重，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建筑。

淮军公所同时具有徽派和北方官式建筑风格，是我国北方目前保存完整的一座以清

代徽式祠堂建筑为主体的古建筑群。建筑风格南北兼容，别具一格，规模宏大，建筑雕

刻及装饰工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名 称：清河道署

编 号：７－０７６４－３－０６２

年 代：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

简 介：

清河道署位于保定市南市区兴华西路３号，为清代直隶河道总督辖下管理河务的衙

署。全称分巡道直隶清河道署。始设于清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民国时期为军阀王占元

公馆，抗战胜利后，曾为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部。

清河道署坐北朝南，由四进院落和东西跨院组成，占地面积１８４０平方米。一进院南

面有大门楼三间，垂花门楼一间，北房 （正房）五间及东西厢房各三间；其余三进院均

为一正两厢，无南房的三合院式布局。二三套院的正房均开后门通向后院。建筑形式为

硬山布瓦顶，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的位置建成庑廊。西跨院为以花厅为主

体的院落，花厅为卷棚布瓦勾连搭顶，门窗及柱间楣子均缀以花卉装饰。东跨院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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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现存六套院落除垂花门为王占元改为公馆时所建外，均完好地保留了清代风格。

清河道署是河北省目前唯一保存较完整的一座道台衙署，规划布局严谨，建筑工艺

精湛，结构科学合理。

名 称：深州盈亿义仓

编 号：７－０７６５－３－０６３

年 代：清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

简 介：

深州盈亿义仓简称 “义仓”，位于深州市博陵路１０７号。清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年）

直隶总督方观承创建，后毁于兵燹。现存义仓应为清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知州钱溯

耆重建。

义仓南北５６１３米，东西５８８２米，建筑面积１３８３平方米，占地３４２８平方米。分为

东西两院，东院为管理区，坐南朝北，为由门庭、宴休堂及东西厢房四座建筑围合成的

四合院。东院南面建仓神祠三间，供奉和粮仓相关的神祗———仓神。西院为仓储区，现

存南仓、北仓各十一间，西仓七间，院内中心处建听事房三间。深州盈亿义仓各建筑为

砖木结构，单檐硬山布瓦顶建筑。除东院的门庭，其他建筑不施斗縅。南仓、北仓、西

仓均有防潮通风的构造做法。如屋顶设通风窗、建筑墙体下部设木质腰线一道、墙基部

留置猫洞等。西、南、北三仓的平面都采用了较密集柱网布局，在进深方向上柱距仅一

米多，柱上有槽，可以安放闸板以分割空间，便于存储各类粮食。在山墙和每根山柱间

施两到三个铁扒锔，保证节点牢固结合，具有良好的抗震防盗作用。院内存光绪二十四

年 （１８９８年）立石碑三通。分别为：“深州新建盈亿义仓碑记”、“深州义仓记”、“盈亿

义仓图记”。

深州盈亿义仓是河北省目前发现的仓储类古代建筑中保存较好的清代粮仓建筑，国

内亦不多见。该粮仓具有晚清时期典型的建筑特点，建筑装饰精美，为清代仓储制度和

建筑防护技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石窟寺及石刻

名 称：朱山石刻

编 号：７－１４９８－４－００１

年 代：汉、唐

55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河北省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

简 介：

朱山石刻位于永年县永合会镇吴庄村北约１０００米的朱山顶，共有西汉、东汉、唐代

的三处石刻。西汉石刻镌于山顶的一块凸起的岩石上，东汉石刻位于西汉石刻之东约２１

米处，唐代石刻位于西汉石刻之东１５米处。石刻地处山顶至高处，保存基本良好。

西汉石刻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 （前１５８年）汉赵国诸臣为赵王祝福、祈祷所刻，又

称汉朱山群臣上寿石刻。石高１５米，宽０５２米，上镌篆书一行计１５字，为 “赵二十二

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北”。字径００８米左右。

东汉石刻镌于一块与山体相连的岩石上，刻字面平整，高０８２米，宽１０５米，隶书

九行计２０字：“壬辰春后旬有三癸巳十九年书□日辰巳时□□”。据考应为东汉赵惠王十

九年即东汉阳嘉四年 （１３５年）所刻。

唐代石刻为唐贞元十四年 （７９８年）九月二十八日所刻。计九行６８字。为监军判官

郁久闾明达、侍御史郗士美、?州刺史卢顼等七人的登山题记。

西汉文字石刻现存稀少，朱山西汉石刻中赵廿二年这一明确纪年，为我国西汉分封

诸候王国纪年的重要实物证据。其书体处于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汉石刻及唐代石刻也是研究当时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

名 称：封龙山石窟

编 号：７－１４９９－４－００２

年 代：南北朝至明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简 介：

封龙山石窟俗称西石堂，位于元氏县南佐镇北龙池村北５００米封龙山之阳。石窟开

凿于北齐，历经唐宋。现存东西排列三个洞窟，造像６８８尊，并有摩崖题刻。

西窟开凿于北齐，拱形窟门，平面方形、覆斗顶。窟内宽３４米，高３１米。窟内三

壁中央各凿一拱形大龛，龛内各雕坐佛一尊，大龛及窟门两侧各凿上下排列的佛龛４个。

窟门上方凿龛３２个。此外，各壁有唐代散刻造像４０余龛。全窟造像１５６尊，其中４７尊

完好；窟外门侧岩壁凿佛龛２６个，旁有北宋大中祥符九年 （１０１６年）摩崖题记一则。

中窟开凿于唐代，方形窟门，平面长方形，平顶。面宽６米，进深８米，高３２米。

中央置低矮佛坛，坛上雕坐佛一尊，像后背屏直抵窟顶。背屏上浮雕坐佛４６尊。窟内四

壁满雕高０２米的千佛，总计８４７尊。现顶部彩绘和主像已残，后壁及西壁山体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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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

东窟开凿于宋代，宽４２米、高１６米。窟内雕释迦摩尼涅?像一尊。保存完好。东

窟东侧有明代摩崖题刻，东端崖壁上有北齐题刻的 “武平三年秋礼”六字。

封龙山石窟年代较早，对研究河北佛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造像雕刻工艺

精湛，形态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为研究佛教艺术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资料。

名 称：水浴寺石窟

编 号：７－１５００－４－００３

年 代：南北朝至明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

简 介：

水浴寺石窟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大社镇寺后坡村西北２００米处，俗称 “小响堂”。开

凿于北齐时期 （５５０～５７７年），隋唐宋均有续凿。现存有石窟２座，摩崖造像２处，并２

座宋代经幢，１座元代灵塔及明代碑刻２通。寺外东西山半腰处各有一座瘗窟。

西窟凿建于北齐武平年间，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约５米见方、高４米余。外观为

覆钵塔形。窟内中央置方柱，柱身三面中部各开一龛，上方雕千佛。东、西壁中央各

凿一龛，龛周满雕千佛及男女供养人像。前壁浮雕高僧礼佛图及供养人列像，并有僧

璨供养佛时和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时等题记。后壁一龛内有北齐武平五年造像题记

一则。

东窟开凿于宋代，为２米见方的小型石窟。正壁雕一佛两弟子两菩萨；西壁雕一佛

两弟子；东壁雕文殊骑狮像。

摩崖造像有东、西两区：西区有唐宋造像龛１７个。东区上方为一尖拱形五尊像龛，

下方为刊于北宋乾德元年 （９６３年）的 “佛双林相”浮雕一铺。东西山腰的两座窟均凿

于北齐，其中东山瘗窟外有北齐武平四年铭文。

两座经幢位于寺南山谷中，分别建于北宋端拱二年 （９８９年）三月和同年十月。灵

塔位于西窟西南，其上刻 “故庄严全公妙用禅师灵”。明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年）《重修磁州

武安县水浴寺碑记》碑高３１米，盘龙碑首高０９２米。明嘉靖三十一年 （１５５２年）《重

修水浴寺祖师殿记》碑，横式方形，长１米、宽０６０米。

水浴寺石窟整体设计布局严谨，雕刻内容丰富，是北齐石窟最具代表性的中心方柱

塔庙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其风格上承北魏、下启隋唐，对研究佛教、

建筑、雕刻、美术、书法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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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八会寺刻经

编 号：７－１５０１－４－００４

年 代：隋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

简 介：

八会寺刻经原名八会寺石佛龛，位于曲阳县羊平镇西黄山之颠，其中有明确纪年的

是西龛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廿五》末所附 “行唐邑龛大隋开皇十三年二月

八日刊”题记。

刻经刊于一块南北长４米、东西宽３５米、高２米余的方形巨石上。刻经石外建石室

围护。石室为毛石垒砌、石板盖顶。巨石四面皆刻经、造像，总计造像７９尊、刻经六

部。刻经分别为 《佛垂般涅?略说教戒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第廿五》、《佛

说弥勒成佛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五十三佛名经》、《佛说决定毗尼经》。全石有

题记三处。石经字体为隶书，有的略带楷意，是隶书向楷书演变时期的重要证据。

八会寺刻经是重要的北方早期刻经，它不仅弥补了佛教石经由南向北传播途径中的

空白，而且为研究中国佛教史、佛教早期经典、雕刻工艺及书法艺术等方面提供了不可

多得的宝贵的实物资料。

名 称：邢台道德经幢

编 号：７－１５０２－４－００５

年 代：唐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

简 介：

邢台道德经幢位于邢台市桥东区府前南街北端花园西南角，临近原邢台旧城中心。

唐开元二十七年 （７３９年）邢州刺史李质建。原立于原邢州龙兴观。宋、清及民国皆有

修整记录。文革期间遭受破坏，１９８７年迁今址维修重立。

经幢保存基本完好，矗立于八角形浅台基上。幢体为青石质，通高６８９米，由幢

座、幢身、幢顶三部分依次相叠组成。幢座为八边形石台承托重瓣莲花座；幢身由三块

八边形石柱垒砌，总高４４３米，直径０９米，每面宽０４～０４２米不等，阴刻楷书道德

经原文和李隆基逐句注释。幢身首篇有阳刻篆书 “大唐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注道德经一部”

十六个大字，第八面上刻 “大唐开元二十七年岁在单阙月中南吕五日乙丑皇五从弟中散

58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河北省



大夫使持节邢州诸军事守邢州刺史上柱国质建”，中部是宋端拱元年 （９８８年）邢州军事

柱国何缵撰、卢华书的 “重修邢州龙兴观道德经台记”，下部有清道光十八年 （１８３８年）

题记，以及中华民国二十八年邢台县长苗作新为募资修台建亭的题记。

邢台道德经幢为唐代建筑、雕刻艺术的重要实物，也是唐朝李氏家族尊崇 《道德经》

的珍贵例证。

名 称：卧佛寺摩崖造像

编 号：７－１５０３－４－００６

年 代：北宋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唐县

简 介：

卧佛寺摩崖造像位于唐县白合镇柏山村西南５００米处卧佛寺水库内，开凿于北宋庆

历五年 （１０４６年）。

摩崖造像凿于一处高约６米，南北向面西的石灰岩峭壁上。南北长１６７米，高约３

米，计有大小佛龛９５个、造像１４０余尊。摩崖北端刻天王像一龛，天王像南侧为以释迦

牟尼涅?大龛为主体的摩崖龛群。释迦摩尼涅?大像龛宽４８米、高近２米。内雕卧佛身

长４５米。卧佛头前、足下及身后十大弟子。其余诸龛分布于涅?大像龛上方及南侧，

以高０４～０５米的尖拱或圆拱形单尊坐佛龛为主，另有少量方形龛。摩崖北端天王像旁

有北宋庆历五年造像题记１则，涅?龛内及小佛龛间有造像题记１０则。１９５８年建卧佛寺

水库时摩崖造像被渣石淤埋，２００４年清理出土。

卧佛寺摩崖造像是河北省现存最大的卧佛造像，对研究我国中原北方地区宋代佛教

有重要历史价值。其造像雕工细腻，线条流畅，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民间匠人较高的雕

刻艺术水平，对研究我国古代宗教艺术史有重要价值。

名 称：法华洞石窟

编 号：７－１５０４－４－００７

年 代：宋至清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

简 介：

法华洞石窟位于武安市城区西南２５千米的石洞乡青烟寺村东北法华山山凹。石窟开

凿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 （９８２年）年，明代、清代均有重修和续建。现存３座石窟，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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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时期的碑刻４通，明代石柱２根。

石窟分左、中、右三窟，坐北朝南，并排而凿。左窟较小，壁上无雕刻，窟内存圆

雕石造像一尊。中窟为主要石窟，平面长方形，宽５米、深７米、高４米左右。窟内左、

正、右三壁上共浮雕造像５００余尊。除左壁一尊坐佛和右壁高浮雕千手千眼观音像及其

下方的７尊供养人像外，其余为高０２～０３米，形态各异的５００罗汉像。窟内散置明代

刻圆雕石造像５尊。一块窟顶悬石上刊太平兴国七年造窟铭文。。右窟较深，为自然石

洞，在洞窟前左右两侧为金大定年间雕石龛三尊，宋元丰八年 （１０８５年）石刻一块，窟

内散置圆雕石造像５尊。

法华洞石窟是武安及冀南地区保存不多的宋代石窟寺，其佛像的造型和雕凿手法，

除具有中原佛教的造型风格，还兼有藏传佛教的密宗艺术元素，且具有佛道合一的特点，

对研究武安的社会历史发展历程及少数民族信仰、佛教传承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名 称：瑜伽山摩崖造像

编 号：７－１５０５－４－００８

年 代：宋、明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

简 介：

瑜伽山摩崖造像位于平山县北冶乡南冶村西２千米处的瑜伽山上。包括一尊摩崖弥

勒大佛及宝陀石摩崖造像均雕造于北宋时期。

摩崖弥勒大佛位于瑜伽山顶香炉谷。凿于宋嘉元年 （１０５６年），坐西面东依山雕

造。佛像通高８米，肩宽３米，身著双领下垂袈裟，垂赤足倚坐。大佛上方浮雕三世佛及

双龙。像前建弥勒阁，为砖仿木构无梁殿二层建筑，通高１３米。现存弥勒阁为明万历二

年 （１５７４年）重建，清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年）、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年）修缮。宝陀石摩

崖位于弥勒大像南侧山崖上，有高０４米左右的浮雕坐佛４２尊。摩崖中部有高浮雕水月

观音像一尊，像旁岩壁上镌北宋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年）“造观音像记”一则。

瑜伽山摩崖弥勒大像是河北省境内现存单体规模最大的宋代石刻造像，具有较高的

历史、艺术价值。弥勒阁为明代万历年间兴建的无梁殿砖券建筑，对于研究明代无梁殿

建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名 称：木兰围场御制碑、摩崖石刻

编 号：７－１５０６－４－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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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清

类 型：石窟寺及石刻

所在地：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

简 介：

木兰围场御制碑及摩崖石刻分布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四道沟乡、新拨乡、半截

塔镇、腰站乡与隆化县步古沟镇等地，包括 《入崖口有作》、《于木兰作》、《虎神枪记》、

《永安湃围殪虎》、《永安莽喀》、《古长城说》、《木兰记》７通碑刻和１处摩崖石刻，是

记录清代重要的皇家猎场活动之宝贵史料。

御碑形制大致相同，均坐北朝南，均鹦鹉石质，体量宏大，由碑顶、碑额、碑身、

碑座四部分组成，雕刻精美，高在４９～５３米之间，碑文分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

字镌刻。《入崖口有作》碑位于围场县四道沟乡庙宫村，《虎神枪记》碑位于新拨乡骆驼

头村，《永安湃围殪虎》碑位于半截塔镇要路沟村，《永安莽喀》碑位于腰站乡碑亭子村；

《于木兰作》碑位于隆化县步古沟镇碑梁村。以上５通碑镌刻的是乾隆皇帝诗文。《古长

城说》碑位于新拨乡岱尹上村，碑刻记叙乾隆皇帝考证古长城遗址经过。《木兰记》碑位

于四道沟乡庙宫村，为嘉庆皇帝所作，记述清初以来，国内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到木兰

围场分班随猎等重要史实。摩崖石刻位于新拨乡骆驼头村，崖面呈长方形，高４５、宽

３７６米，面积１６９２平方米，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阴刻而成，其内容为 “乾隆十

七年秋上用虎神枪殪伏虎于此洞”。

木兰围场清代御制碑及摩崖石刻，保存较好，是研究清代木兰围场以及清代历史、

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名 称：马厂炮台

编 号：７－１６３１－５－０２４

年 代：清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青县

简 介：

马厂炮台位于青县马厂镇下马厂村，始建于清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年）二月，直隶总督

李鸿章奏调淮军两营部队由山东济宁移驻青县马厂运河东西两岸设防获准，在此兴建兵

营及炮台，历时两年竣工。运河东西两岸共有１４座炮台，总占地面积４７８１２５０平方米。

现存河东、河西土城残垣数段，中央炮台１座及其东西营区１３座炮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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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炮台位于马厂兵营运河以东方形营区的居中位置，共有３层，均呈圆形。一层

为夯土筑，高４米，直径１２０米；二层仍是夯土结构，高３５米，直径９０米；三层是三

合土黏土、白灰、糯米汁夯筑而成，高３５米，直径３０米；三层炮台上修有暗道，洞口

约７０厘米。中央炮台东北角为月牙形炮台，共有二层，高约８米，直径２０米左右，有登

上二层炮台的台阶。其他７座炮台沿围墙建于中央炮台四周，只有夯土筑成的土台，高

约８米，城墙外有护城河。河西沿运河及围墙有炮台５座，形制同河东７座炮台。

名 称：开滦唐山矿早期工业遗存

编 号：７－１６３２－５－０２５

年 代：清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简 介：

开滦唐山矿早期工业遗存位于唐山市路南区新华东道５４号，包括一号井、百年达

道、唐胥铁路遗迹等早期工业遗存。

一号井开凿于清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年），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建成出煤。井深１８３米，

井筒为圆型，料石砌井壁。井下巷道完全按西方近代大煤矿的采掘工艺设计，形成最早

的竖井多水平阶段石门开拓方式，后经多次技术改造。该井至今已服役１３１年，仍是矿

井主力提升井。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年），为贯通一号井与之附井西北井之间的煤炭运

输线路，在原广东街路基下开凿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隧道式桥洞，称为达道。达道为拱券

式隧洞结构，采用掏挖方法开凿，净高５７米，宽７６５米，洞长６５１米，隧洞从地基到

券顶全部用条型料石砌成，结构坚固，至今下面仍在通行火车。唐胥铁路遗存是１８８１年

唐山矿投产前修筑的运煤铁路，东起一号井，西至胥各庄，全长８０２千米。后向东西分

别延伸至山海关和天津，现仅在唐山矿内保留起点的一段原轨道。

开滦唐山矿早期工业遗存为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重要工业遗存，年代久远，是近代

中国机器采矿业、铁路运输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发轫之地，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

需求，见证了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变革。其中百年达道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最早的铁

路公路立交桥，唐胥铁路遗迹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具有较高的历史、科技价值。

名 称：滦河铁桥

编 号：７－１６３３－５－０２６

年 代：清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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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滦县

简 介：

滦河铁桥位于滦县滦州镇老站村东北约５００米的滦河主河道上，该桥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座铁路桥，由詹天佑主持修建。

滦河铁桥始建于清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年），桥梁全长６６５米，共有１７孔，占地面积

２６６０平方米。桥面净宽分别为３３米、３９米和４５米不等。滦河大桥西侧桥头第１孔上

承式桁架，钢梁顶部铸有二龙戏珠构件，惜毁无存。西引桥头北侧雕有青石八卦太极图，

东引桥左右两侧各有一组青石雕云龙戏珠图。

滦河铁桥是晚清洋务运动中，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运用西方建桥技术建成，同时赋予

其民族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科学价值。该桥设计建造工艺具有较高

水平，桥体材料的运用科学合理，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一处重要的实物例证。

名 称：察哈尔民主政府旧址

编 号：７－１６３４－５－０２７

年 代：清至民国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简 介：

察哈尔民主政府旧址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牌楼西街，为一组三进四合院。占地面积

６７５７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８８１平方米。

察哈尔民主政府旧址原为宣化天主教会所属的若瑟总修院。总修院始建于清光绪三

十年 （１９０４年），扩建于１９３０年。整个建筑群为一组三进四合院，单体建筑１６座，现存

房屋１２０间。门、窗、柱等装饰带有典型的欧洲建筑风格。１９４５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

立的全国第一个行政省人民民主政府———察哈尔民主政府成立于此。

察哈尔民主政府旧址保存完整，是我党第一个省级民主政府成立的地方，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

名 称：直隶审判厅旧址

编 号：７－１６３５－５－０２８

年 代：清至民国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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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审判厅旧址位于保定市北市区法院东街２３６号。清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由清初

的演武厅改建而成。

直隶审判厅旧址为天井式二层小楼，均为青砖卧垒，券窗券门。除北楼外，东、西、

南楼均有内外走廊互相连通。在各楼衔接处，均设过道门，都可直通院内院外，并设上

下楼梯，极为别致，使用方便。

直隶审判厅是清朝末年试行行政与司法分立时所设的第一批专门审判机构，其旧址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名 称：秦皇岛港口近代建筑群

编 号：７－１６３６－５－０２９

时 代：清至民国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简 介：

秦皇岛港口近代建筑群，是指１８８１～１９４９年中外人士在秦皇岛港口附近所建的别

墅、商铺、工厂、办公设施、铁路等近代建筑群，包括生产类的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电厂；

交通通信类的津榆铁路基址、大码头、南山信号台；商务办公类的开滦矿务局办公楼、

秦皇岛开滦矿务局车务处、开平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办公楼；居住生活类的南山特等一

号房、秦皇岛开滦矿务局高级员司俱乐部等９项。秦皇岛港口近代建筑群多为欧式建筑

风格，由当时国外著名设计师设计，建筑造型玲珑，细部工艺精美，它结合了秦皇岛地

方特点，融进了中西方建筑文化，形成了独有的特色。

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电厂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东环路，为欧式建筑，砖混结构，建筑

面积１８００平方米。该建筑由英国人设计建造，地上二层，面阔七间，进深一间，起脊铁

瓦顶，玻璃木门窗，坐南向北。１９３１年底竣工，年发电量２０００千瓦，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秦

皇岛解放，一直持续发电。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电厂是近代港口设施的实物遗存，是见证

中国近现代电力工业发展史和秦皇岛港口发展的重要物证，是近代工业建筑的代表作。

津榆铁路基址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迎宾路，是秦皇岛港煤炭运输专用线，建于１８９３

年，现存铁路基址。１８８８年唐胥铁路展筑至天津，１８９３年展至秦皇岛汤河和山海关，改

称津榆铁路。当时主要负责开滦矿务局的煤炭运输任务。现存１９１５年建造的部分路基，

长１１７米，宽２３米，高３８米。保存完好。津榆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在中国铁

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津榆铁路横贯了整个秦皇岛沿海地带，成为秦皇岛港疏运

物资的重要通道，为秦皇岛开埠奠定了基础。

秦皇岛港大码头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港务局内，始建于１８９９年，原为框架式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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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堤式码头。大码头有３～７号５个泊位。１９０５年，对泊位进行了加固，改建为钢木混

合结构，至１９１５年小码头７个泊位的格局基本成型。泊位海岸线总长７８８米。码头经过

续建和改造，到１９１７年吞吐量已经达到１４９万吨。

南山信号台又称打旗房，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港务局南山山崖，建于１９４０年。白天

挂信号旗，夜间挂信号灯，并对进出港口船舶提供天气状况等信号。建筑为曲尺型，二

层小楼，南侧平面抹角，北侧有立柱支撑三层平台。外观三层，主体为红砖砌筑。平屋

顶，北立面有登梯可供攀登。信号台为进出港船舶助航指泊，解放后仍发挥着很大的作

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因使用现代化通讯导航设施而废弃。

开滦矿务局办公楼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港务局外轮理货公司，建于１９１８年，初为日

本三菱洋行、松昌洋行办事处，１９２６年办事处关闭后，１９３０年洋行将房屋转给开滦做经

理办公室。建筑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２９２６平方米，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建筑平面

呈十字型。西立面三段式构图，两翼向内收进形成平面的折线。伸出的一间上部为阳台。

木制门窗，南面有二层晾台，铁瓦顶。室内铺设木地板，墙面刷白，上部设有木质线脚。

局部设有拱形门廊，下为方柱，柱头有砖叠涩。开滦矿务局办公楼是中日贸易交流史上

一处重要的建筑遗存，为中外贸易史研究提供了实物史料。

秦皇岛开滦矿务局车务处旧址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港务局机厂院内，建于１９２３年，

由英国人建造，建筑面积２５８平方米。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矩形。外侧有围廊，地

上三层，地下一层，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原铁瓦顶现改为混凝土浇筑。一层四面环廊，

二层四面凉台，内有木制楼梯。

开平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办公楼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港务局院内，建于１９０９年，建

筑面积４８６７５平方米。该建筑为砖混结构，平面左右对称，面阔三间，进深五间，地上

二层，地下一层，起脊彩钢铁瓦坡屋顶，楼内有木制楼梯。

南山特等一号房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港务局内，南山头岸壁之上，原为历任总经理

的寓所，由英国人建于１９０９年，欧式风格，砖木结构，建筑面积７５０平方米。该建筑面

阔五间，进深五间，地上一层，地下一层，铁瓦顶，南面有回廊，玻璃木制门窗。内设

客厅、餐厅、卧室等。此处可以望码头和锚地等作业现场情况。

秦皇岛开滦矿务局高级员司俱乐部旧址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南山街１３号。始建于

１９１９年，由英国人建造。主体建筑长４０９５米，宽２３１５米，建筑面积１０２０平方米。现

有房间２０间，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屋面为木屋架铁瓦顶，东侧有耳房，门窗为木质玻

璃门窗，有明廊，阳台呈凹字型，是典型的欧式风格建筑。曾设有舞厅、酒吧、电影厅、

台球室、客厅等。主体建筑外设有网球场、花园和露天舞场等休闲设施，供高级员司娱

乐享用。

秦皇岛市海港区内的９项优秀近代工业遗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秦皇岛近代工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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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发展史的历史脉络，是秦皇岛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证。

名 称：光园

编 号：７－１６３７－５－０３０

年 代：民国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

简 介：

光园位于保定市南市区永华南大街１０５号，为一中西结合园林式建筑组群。明代为

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狱司署，民国六年 （１９１７年）直隶督军曹锟将此处改建为宾馆，实

为曹锟官邸。光园原占地面积约１５０００平方米，现状约为２０００平方米。

光园南部为办公会议用房，北部为生活用房。由西洋式大堂、西洋式东跨院、西配

房和大堂后面的三进中式院落组成。大堂为建筑群中心，东跨院位于大堂东南侧，院落

主体大门西向；西配房面阔六间，前檐出廊；三进中式院落位于大堂北侧，均为坐北朝

南五开间，东西围墙。

光园作为近代军阀曹锟官邸，为多年直系军阀的大本营和政治军事策划中心，已成

为中国近现代史重要事件的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光园是民国时期以西洋建筑为

主体的建筑群，是民国初期河北地区西洋建筑的代表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名 称：正丰矿工业建筑群

编 号：７－１６３８－５－０３１

年 代：民国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

简 介：

正丰矿工业建筑群位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凤山镇南原井陉矿务局第三矿。正丰矿是

我国最早兴建的近代煤矿之一，以盛产主焦煤而闻名于世。１９１２年成立正丰煤矿股份有

限公司，段祺瑞之弟段祺勋出任总经理。２００４年正丰矿被关闭。

正丰矿工业建筑群包括生产区部分和办公及生活区部分，其中生产区部分包括１号

大井口及井架、蒸汽机绞车房、发电厂水塔、发电厂１号机组厂房、凤山火车站、北斜

井等６处；办公生活区包括总经理办公大楼、小姐楼、公子楼、小偏楼、煤师院、三角

地高级职员住所、地道等７处，始建于１９１３年，由德国设计师设计，部分建材从德国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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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号大井口及井架：１号大井口绞车房井架建于１９１８年，井筒直径在初期开凿时为

３８米，井深１８６１０米，后采纳德国煤师克里喀的建议修改了原来的设计，将井筒直径

扩凿为４２米，并于１９２２年竣工，１９２３年投产出煤。目前保存基本完好。

蒸汽机绞车房：１９２２年，一号井安装６５０马力蒸汽绞车，每分钟提煤一次。现绞车

房中的蒸汽机绞车已拆除，只剩厂房。青石为基、红砖砌墙、红瓦尖顶，为西洋建筑风

格。

发电厂水塔：始建于１９１６年，占地约３０平方米，为八角形石砌二层建筑，蓄水量

５０立方米。

发电厂１号机组厂房：始建于１９１６年，长６１米，宽３０米，高１０５米，厂房占地面

积１８３０平方米。青石为基，红砖砌墙，两坡房顶，为西洋建筑。

凤山火车站：始建于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３年６月正式投入运营。由凤山至张村，全长７０９

千米，初建时１米轨距，１９３８年，由日军全部改为标准轨距，与正太铁路接轨。

北斜井：最初为一旧采煤巷。１９４２年１号大井突水后，１９４３年重建北斜井。井口斜

长３５０米，坡度２０度，设计生产能力１０万吨，１９５３年下马。目前斜井已封闭，尚存有

地下绞车房两座，约４００平方米；另有石券巷道两段。井口处建有老君堂一座。

段家楼总经理办公大楼：始建于１９１３年，坐西面东，为二层砖石木结构的典型欧式

建筑，建筑面积为２２００平方米。青石台基，大阳台，一楼有高大的罗马柱支撑的回廊环

绕，原房顶造型为德国钢盔形，１９４０年百团大战时被摧毁，后改修为尖顶。高大石拱券

走廊，规模宏大、气势恢弘。楼后设有专供总经理及高级职员用餐的餐厅，牛舌瓦覆顶，

青石垛立柱支撑。

段家小姐楼：始建于１９１３年，系砖石木结构二层欧式建筑，青石台基，总建筑面积

为９５０平方米。一楼正面有青石立柱拱券的回廊环绕，大阳台，高门窗，门窗均由百叶

窗、纱窗、玻璃窗三层组成。楼后尾楼为佣人杂役房。

段家公子楼：原建筑为三处，现存两座，均为两层，独立成院。建筑面积共１４００平

方米。建筑一层大门口为半圆形前厅，二层出客厅为一半圆形阳台，护栏为铸铁工艺，

造型优美。楼后尾部有长廊与佣人卧室相连。

段家小偏楼：始建于１９１３年，建筑面积４５２平方米。系红瓦尖顶二层楼房，青石台

基。曾作为矿警办公居所。

煤师院：坐西面东，坐落在总办大楼西南部，为煤矿德国工程师居住。原有１０个院

落，随地形呈刀把状排列，现仅存三个半院落，总建筑面积为１３００平方米。尖顶红房，

西北房屋为主人卧室，由回廊连接，南面为佣人之所及厨房杂物储存室，独立成院。大

门上的尖顶女儿墙凸显西洋风格。

三角地高级职员住所：坐落在小姐楼后面的三角地带，２４间尖顶瓦房分两排呈 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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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排列，因似三角形而得名，总建筑面积为５６６３２平方米。房屋有回廊，红瓦红墙，绿

树掩映，格外醒目。

段家楼地道：全长５５５６米，由上中下三层组成。分民国、日伪、“文革”三个时期

修建。深度１５～２５米以下，宽１～３５米，高１５～２５米不等，分别为石券与砖券。地

道内设有打靶场、弹药库、指挥部、作战室、休息室、餐厅等。攻防设施齐全，四通八

达，与地面厂区和办公生活区、火车站、公路相连接，是当时躲避战乱、防止工人罢工

斗争以及后来防核武器的备战设施。

正丰矿是我国最早兴建的近代煤矿之一，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抗争的

历史见证，是珍贵的近代民族工业遗产。厂区内的德式建筑群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德式

建筑群，其规模宏大、布局紧凑、设计合理，是西洋建筑与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相结合的

建筑艺术珍品。

名 称：大名天主堂

编 号：７－１６３９－５－０３２

年 代：１９２１年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简 介：

大名天主堂位于大名县城内东大街路南，建于１９２１年。教堂为一座哥特式建筑，由

钟楼和礼堂组成，占地面积１２２０平方米。

教堂平面呈十字形，正面朝北，堂内高大宽敞，穹隆拱顶，由１４根６米多高的圆石

柱支撑。周围墙上有各式多格窗户百余个，均镶嵌五彩玻璃，对花拼接，花形图案各异。

教堂北端设有特大风琴一座，高６米，宽５米。教堂钟楼高４２米，大钟三面有时刻标记，

报时报刻。

大名天主堂是用庚子赔款修建的，是天主教在邯郸地区传播发展的例证，造型挺拔

壮美，为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名 称：耀华玻璃厂旧址

编 号：７－１６４０－５－０３３

年 代：１９２２年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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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华玻璃厂旧址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南路，始建于１９２２年，为比利时人建造，

砖石结构，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现存电灯房、水塔、水泵房３处。

电灯房由两组建筑组成。建筑南侧立面为五开间，上部为三角形山花，下部四根方

形壁柱将立面分为五部分。东侧立面三开间，上部三角形山花，有圆形高窗一扇。下部

正中作入口之一。西侧立面六开间，五根方形壁柱将立面分为六部分。东侧立面外檐有

木质檐口装饰。电灯房西北侧有楼梯入口，可直接进入房内。主体建筑结构经过加固处

理。水塔为原物遗存，内部可进入。水泵房平面六角形。

耀华玻璃厂旧址是中国第一块机制玻璃的诞生地，见证了中国玻璃工业发展历史，

其玻璃制作工艺和技术对玻璃制造工业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耀华玻璃厂旧址的

工业建筑也具有较高审美价值。

名 称：光明戏院

编 号：７－１６４１－５－０３４

年 代：１９３４年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

简 介：

光明戏院位于河间市瀛州镇十一街，于１９３４年由本城戈、王、宋、张、韩氏五户合

资兴建，总占地面积１１５０平方米。

戏院仿天津大舞台形式建造，砖木结构，中西合璧建筑。南北长４８米，东西宽２５

米。主体建筑宽１７米，进深４２米，面积６９４平方米。整体建筑分前中后三部分。前部共

四层，三层正中为 “光明”浮雕大匾，四层为花式拦墙，山墙山花仿巴洛克样式。中部

为共享大空间，上下二层均为观众厅，可容千余人，两侧为包厢。后部为前后戏台。

光明戏院建筑技术、施工工艺及视听效果达到了我国同期建筑的较高水平，是研究

我国近现代公共建筑发展史的例证。抗日战争时期，冀中行署机关的很多重要会议曾在

光明戏院召开，使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名 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

编 号：７－１６４２－５－０３５

年 代：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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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位于涉县城西北７５千米的索堡镇弹音村，由边区政府办公

室旧址、高等法院旧址、大小食堂旧址、府仓院旧址和杨秀峰旧居、戎伍胜旧居、教育

厅厅长旧居等８处院落组成。

１９４２年２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迁到弹音村，杨秀峰、戎伍胜等领导同志在此居住

达３年之久。边区政府旧址办公室，坐北朝南，占地面积为７５９平方米，由正房、戏台、

西屋等建筑组成。８处旧址中，除杨秀峰旧居于２００２年改建外，其余均保持了原状。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对于研究我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名 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编 号：７－１６４３－５－０３６

年 代：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

简 介：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位于张家口市桥东区宣化路６２号，市六中学校院内，总占地

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曾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聂荣臻、肖克、罗瑞卿、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周恩来、叶剑英到此视察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原为始建于

１９１４年法国盐商别墅，建筑群以品字形排列的３座小楼组成，砖木结构，四坡顶式，法

国建筑风格。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是研究和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晋察冀边区开展革命

活动的重要场所。该建筑具有法国建筑特色，是研究张家口地区近代建筑发展史的实物

例证。

名 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

编 号：７－１６４４－５－０３７

年 代：１９４８年

类 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简 介：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大街１１号，总行成立于１９４８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货币———人民币的首次发行地。现存建筑主体为一座三层水泥

砖混结构楼房，建筑面积１０００余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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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平面呈 Ｕ字形，内围绕一座花园。建筑原为二层，楼体正

面正中为三层起脊灰瓦顶门楼，设有地下室。１９９５年正中门楼被拆除，并加建一层。现

状为三层建筑。因建筑外立面呈灰色，俗称小灰楼。现旧址已建成河北钱币博物馆。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见证了革命胜利前夕，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及货

币由分散到统一的过程，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

名 称：宋辽边关地道

编 号：７－１９４５－１－００２

年 代：宋、辽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雄县

简 介：

雄县宋辽边关地道遗址已发现大台地道遗址和祁岗地道遗址两处，大台地道遗址位

于保定雄县县城古文化街东侧，祁岗地道遗址位于雄县双堂乡祁岗村内。分布范围东西

长６５千米，南北宽２５千米，面积１３００多平方千米。

该遗址于１９６４年发现；１９８２年，保定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对祁岗遗址进行发掘和

修复；１９９３年起，雄县文化局对大台遗址地下部分进行清理、发掘。同年两处遗址被公

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地道用３０ｘ１５ｘ７厘米青砖砌筑，结构复杂，顶部距地表约４米，内部高低不一，平均

高１７米，最高处有３米，最低处０８米，最宽处有１６米，最窄处有０７米。地道内有

翻眼、掩体、放灯处、藏兵洞、迷魂洞、翻板等设施，顶部有通气孔。边关地道遗址同

时出土了宋代瓷缸、瓷碗等文物。经考证，认为此地道有三个功能：一是藏兵运兵；二

是能迅速传递情报而不被辽军发现。三是有效地利用声学原理监测敌情。

宋辽边关地道遗址除雄县外，霸州、文安、永清等县市境内也有分布。

边关地道遗址是北宋时期北方地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它的发现为宋、辽、金的

政治、军事、经济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名 称：丛葬墓群

编 号：７－１９５６－２－００１

年 代：战国

类 型：古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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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定兴县

简 介：

丛葬墓群位于易县解村、定兴县中陶沈村，地处易水南岸。

１９６６年发现，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４年进行了钻探和复查，共有墓葬１３座，它们分布在东

西向的一条直线上。易县境内有墓葬７处，其中只有Ｍ１、Ｍ３有封土，封土高０７５～１５

米，其他则未见封土。定兴县魏家庄乡中陶沈村有６处，其中 Ｍ４残留少量封土，高约

０５米；Ｍ５有少量封土，Ｍ６封土无存。

易县Ｍ１和Ｍ５经过考古发掘，出土大量人头骨，这些人头骨属于２０～３０岁的男性，

有的头骨上有明显的砍杀痕迹，有的头骨上还插有铜镞。对于丛葬墓群，目前有两种观

点，一种认为墓群埋葬的人头骨是死于 “子之之乱”的燕国人，是 “献首封祭”的遗存；

另一种认为是 “乐毅伐齐”中被杀的齐国人，据此推测为 “京观”遗迹。

丛葬墓群是一处罕见与战争有关的丛葬遗迹，对研究战国时期各国间的战争背景，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名 称：代王城墓群

编 号：７－１９５７－２－００２

年 代：战国至汉

类 型：古墓葬

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简 介：

代王城墓群位于蔚县蔚州镇、杨庄窠乡、南杨庄乡区域之间，分为东、南、西、北

四个区域，基本分布在代王城城址周边地域。东、南区为河川区，西区太子梁为一块小

台地，北区为丘陵区，与其他三区以壶流河相隔。

１９７８年发现代王城东、西区墓葬群。２００５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发掘两座战国、

汉代墓葬。整个代王城墓群目前保存了８０余座墓葬。东区墓群位于代王城古城址西高店

村东和城址东北大德庄、水北村之间。西区墓群 （太子梁墓群）位于蔚州镇西七里河村

北。北区墓群位于代王城古城址西北。南区墓群位于代王城镇正南。封土保存基本完好，

墓群分为两种类型，Ⅰ类型封土平面呈圆形；Ⅱ类型平面呈少见长方形，顶部呈包状。

东区墓群８号墓葬与西区墓群 （太子梁墓群）Ⅱ型１７号墓葬结构相似，封土共分几层，

呈梯田状逐层上收。南区的Ｍ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曾出土汉五珠钱。

作为代王城的附属墓葬区，该墓葬群分布在代王城城址的周围，是历代代王、代郡

贵族的墓葬。延续数百年，墓葬数量近百座，其历史内涵极为丰富，是研究春秋时期古

方国、战国时代赵国及秦汉以来代郡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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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长城

编 号：７－１９７２－３－００８

年 代：汉、魏晋南北朝、唐、明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简 介：

此次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长城主要分布在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吉林

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

河北省８处

１、喜峰口长城

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罗台西堡子村、横城子村和新店子村南山梁上，

为明蓟镇长城河北段的重要关隘之一，属蓟镇中路 －喜峰口路，明时设分守参将镇守，

雄踞滦河河谷与长城相交之地，是东连山海、西护京师、外控漠北、内通畿辅的著名关

口。

喜峰口长城由营城、关城、谎城、敌台、马面、烽火台及城墙等建筑及设施等组成。

营城坐落于群峰环抱的一片开阔的盆地间，三面依水，一面靠山辟四门，南门曾悬 “喜

峰营”石刻匾额。荒城位于营城东北悬崖之上，与营城呈犄角之势。关城建于营城北面，

出入关须经三道门，故号称 “三关口”，１９７６年中国引滦入津，潘家口水库截流以来，

喜峰口及其关城皆淹没于水库中只在水面上露有一点残墙，枯水季节，尚可看见关城残

址，成为著名的 “水下长城”。

喜峰口长城现存墙体全长１０００１米，其中：砖墙８１９米，石墙３２１７米，山险５９６５

米。现存敌台２３座，其中：实心敌台７座，空心敌台１６座。关堡遗址１座、瓮城１座，

现已淹没于潘家口水库之下约１０米处。烽火台５座。

喜峰口长城，明洪武初年大将军徐达始筑。景泰元年至三年 （１４５０～１４５２年）修建

喜峰营城及喜峰口关城，嘉靖四十五年增建。明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１６１９年），由抗倭名将

戚继光主持扩筑。喜峰口段长城不仅在明蓟镇长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历史上也

具有重要的价值，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战事曾在此发生。

２、大境门长城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北部，坐落于东、西太平山之间的天然隘口处，为明宣

府镇长城河北段的重要关口，属宣府镇西路，明时设守备镇守，是长城关口中唯一以门

相称的关隘。始建于明永乐十年 （１４１２年），成化二十一年 （１４８５年），该段长城包砖

石。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年），徐达督兵修补长城，始设此关口。成化二十一年 （１４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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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筑城墙。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年），宣化巡抚汪道亨为巩固边防，对此处长城进行

大规模加固修复，并针对边内边外贸易频繁的状况，开设西境门。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

年）正式在此开豁建门，始称大境门。大境门长城由来远堡 （上堡）、城门、马面、烽火

台及墙体组成、大境门墙体下部为五层条石基础，中部为城砖包砌，摆砌方式为 “一顺

丁一丁”。大境门为拱形券门，发券方式为 “五伏五券”。券洞外侧高５４米，宽６米。

内侧高９５米，宽６８米，券洞地面条石铺地，有木制铁皮大门两扇。

大境门城台券洞外侧门楣上方镶嵌石质匾额一方，上书 “大境门”。１９２７年，察哈

尔都统高维岳题写的 “大好河山”四字，苍劲有力。东侧１号马面，城砖包砌，向外突

出墙体６米，长１８８米，宽１１２米，高１０米。西境门位于大境门东侧１００米处，券洞

高２４米，宽１６２米，又称 “小境门”，门道券洞地面青石板铺墁，石板上碾轧出的车

辙印深００７米；券洞内西侧存有门轴石，磨痕明显；券洞内东侧存有将军石。东侧２号

马面，城砖包砌，向外突出墙体６米，长１９１米，宽１１２米。

“来远堡”俗称上堡，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大境门内东侧，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年），城堡依大境门东线城墙而建，东城墙现已无，南、西城墙内外城砖包砌，夯

土墙芯。“永顺门”为来远堡的西城门，位于城堡西南角。

关帝庙位于桥西区明德北街街道明德北街，大境门内西侧烽火台旁，坐北朝南，平

面格局分为三路，中路为石砌５４级台阶、山门及主殿，东路为财神殿及厨房，西路为居

住用房。

二郎庙位于桥西区大境门街道坝岗西街，大境门外西侧１００米处。建于清雍正初年，

主院南北长１５５米，东西宽９７米。现存正殿三间，东西偏殿各五间，库房三间，僚房

小院一处，占地６８７平方米。

３、浮图峪长城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县城东２０千米杨家庄镇，浮图峪城堡现为浮图峪村，为明

内长城河北段重要关隘之一，属真保镇紫荆关路，明时设分守参将镇守。居拒马河和杨

家庄河的交汇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是紫荆关西部极冲之地。明景泰二年建城，万

历元年至二年 （１５７３～１５７４年）扩筑，为扼守紫荆关西部的重要屏障和门户。

浮图峪长城由浮图峪关堡、敌台、马面、烽火台及墙体等组成，现存墙体全长１６千

米，敌台５１座，关堡１座，烽火台３８座，马面９座。

浮图峪关堡平面呈圆形，外墙用料石包砌，内墙用毛石砌筑、白灰勾缝。现存西门

匾额一方，阴刻 “重险”２字，上款有 “分守参将上谷李彦勋”，下款 “万历四年季春

立”。

浮图峪段长城属浮图峪关堡管辖，敌台以 “浮字 ×××台”命名，敌台形制多为正

面１门２箭窗，侧为４箭窗，少数为１门３箭窗，浮字２７号敌台最为特殊，侧为五箭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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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长１２５米，东西宽８５米。

４、宁静安长城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南屯乡亚家庄村的营尔岭上。宁静安城堡，当地成为孟良

城。传说北宋大将孟良、焦赞曾在这座城里驻兵打仗。明景泰三年 （１４５２年）修筑，明

万历二年至三年 （１５７４～１５７５年）增筑。属真保镇紫荆关路，明时设把总镇守，是紫荆

关西部的一个重要关堡。宁静安长城由宁静安关堡、敌台、马面、烽火台、墙体及挡马

墙等组成，现存墙体全长１５千米，敌台３１座，城堡１座，烽火台７座，马面１３座，挡

马墙１５千米。

宁静安段长城墙体，外墙用料石包砌，内墙用毛石砌筑、白灰勾缝。

宁静安城堡位于南屯乡亚家庄村东１５千米的山顶，地势平漫，为涞源县长城中唯

一一座修筑在山顶上的城堡，平面略呈桃核形，长约２００米，最宽处约５０米。依长城主

线而建，现存南城门一座，门额上原嵌有石匾，据说上刻 “天险”二字。城堡内尚存碾

盘、上马石等物。城中关王庙遗址存一块断碑，是修关王庙的碑记，此碑为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年）秋七月所立。

宁静安段长城属宁静安关堡管辖，敌台以 “宁字 ×××台”命名，现存有两座特殊

形制的敌台，２４号敌台修建在悬崖峭壁之上，仅筑一层，平面呈正方形，正面１门１窗，

其余三面不辟门窗，长９米，宽９米。２８号台为一实心敌台，仅筑一层，四面不辟门窗，

中间辟蹬道登顶。

５、白石口长城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南 １０千米的南屯乡白石山北麓，始建于明正统十四年

（１４４９年），明万历三年至四年 （１５７５～１５７６年）扩筑，属真保镇紫荆关路，明时设把总

镇守，是紫荆关西南部的一个重要关堡。白石口长城由白石口关堡、敌台、马面、烽火

台、墙体及挡马墙等组成，现存长城墙体全长２１千米，敌台６１座，城堡１座，烽火台９

座，马面５座，挡马墙２千米。白石口段长城墙体，外墙用料石包砌，内墙用毛石砌筑，

白灰勾缝。

白石口关堡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１１９８米，东西宽１３３０米，设南北城门两座，现北

城门已毁，仅存南城门，门上嵌有汉白玉匾额一方，阴刻 “云谷重关”四字，上款 “钦

差白石守备都指挥韦邦臣立”，下款 “万历丙戌春三月吉旦”。南城门东西长１０７３米，

南北宽１０７米，高８８２米。

白石口段长城属白石口城堡管辖，敌台以 “白字 ××号台”命名，平面形制多为

“回”字形，正面辟１门２箭窗，侧面辟４箭窗。主墙体外侧约１０～２０米处增筑挡马墙

以加大防御进深。另外，此段长城墙体存有 “白字壹拾捌号台”敌台匾额，还存有墙体

石刻一方，上书 “守备孙彦丈过，粟沟自断头崖起二十七号台止，修下等墙三十五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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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６、插箭岭长城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下北头乡，从白石山林场始至走马驿白道安结束，始建于

明嘉靖三十二年 （１５５３年），明万历三年至四年 （１５７５～１５７６年）扩筑，属真保镇倒马

关路，明时设参将镇守，是倒马关北部的一个重要关堡。插箭岭长城由插箭岭关堡、敌

台、马面、烽火台、墙体及挡马墙等组成，现存长城全长４０千米，敌台５３座，城堡２

座，烽火台２座。

插箭岭段长城墙体，外墙用料石包砌，内墙用毛石砌筑，白灰勾缝。

插箭岭关堡位于涞源县县城南１５千米下北头乡插箭岭村，南北长５００米，东西宽

２６０米，呈长方形，现存城门２座，北城门残高５５米，宽２８米，深１２８６米。中门残

高３２２米，宽２６５米，深１１米。

插箭岭段长城属插箭岭关堡管辖，敌台以 “插字 ××号台”命名。平面形制多为

“回”字形，正面辟１门２箭窗，侧面为４箭窗。此段长城墙体文物丰富，现存有阅视碑

４通、关公画像石１块。另外，“插字号”敌台形制特殊，立面中部设腰檐分隔，望孔、

镭石孔类型多样。

７、狼牙口长城

位于河北省涞源县与山西省灵丘县交界的狼牙山上，地属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南马

庄乡香炉石村，属真保镇倒马关路，明时设把总镇守，是倒马关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关口。

狼牙口长城由狼牙口、敌台、墙体及山险墙等组成，建于明万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年）。现

存长城墙体总长９３０米，敌台３座，山险墙５３００米，关口城门一座。

关门内外两侧上方嵌有青石匾额两方，外侧阴刻 “狼牙口”３字，内侧阴刻 “狼牙

险道”４字，明万历十三年立 （１５８５年）。狼牙口段长城墙体内外均用料石包砌，内填碎

石黄土，白灰勾缝。

狼牙口段长城属茨沟营管辖，敌台以 “茨字 ×××号台”命名，茨字号敌台形制特

殊，立面中部增设腰檐，平面多为 “回”字形，正面辟１门２箭窗，侧面为４箭窗。另

外，城墙外侧还存有明万历阅视碑１通。

８、倒马关长城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唐县西北６０千米的倒马关乡倒马关村。为明内长城河北段重要关

隘之一，明时设分守参将镇守，属真保镇倒马关路管辖，与居庸关、紫荆关并称明代

“内三关”，明初设巡司防守，景泰三年增设守御千户所，嘉靖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年）设倒

马关参将镇守。

倒马关有上、下两城，南北相距约２０００米。北面称 “上城”，又称 “上城口”；南面

称 “下城”，即今倒马关城，关城建筑设计独特，一半在沟谷，一半在山上。整座关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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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而建，唐河水由西、北、东三面环绕关城而流。倒马关上城为明洪武初建，今已废

弃，旧址在现倒马关村西北２千米处的上关岭上。上关遗址还存有城堡基址，西北山梁

上存有烽火台２座，上关遗址上现存明正德十五年 （１５２０年） “杨基业、杨延昭父子忠

节庙”石碑及明万历二十五年 （１５９８年） “重修倒马关上城真武庙碑记”石碑各一通；

在上关遗址原关门位置南侧山崖上存有明代隆庆年摩崖石刻 “倒马固关”摩崖石刻。下

城为明景泰三年 （１４５２年）始筑，成化年间大规模增修。平面略呈东西长方形，一半在

沟谷，一半在山上，唐河由西、北、东三面环绕关城。城墙长约２５千米，占地约７万平

方米，城墙底宽６米，顶宽４米，高约１０米，城墙下部为条石基础，上部为城砖包砌，

夯土墙芯。关城原有东、西、北三座城门，东门称 “居仁”，西门称 “由羲”，北门称

“宣威”。东、西门外各设瓮城，其中东瓮城设有南北二门，西瓮城设南门一座，出南门

往西约百米处唐河岸边又设水关一座，下城尚保留四分之三城墙，其中西城墙和东城墙

较为完整，残高约７米，在隔河相望的东、西、北三面的山梁上筑有烽火台５座。存有

“倒马关建城碑”一通，城南山沟中还存有明代单拱石桥一座。

其它省份长城简介略

名 称：大运河

编 号：７－１９７３－３－００９

年 代：春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类 型：古建筑

所在地：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

简 介：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始建于公元前４８６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

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８

个省、直辖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

在使用的人工运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大运河沿线包含桥、闸、

坝、仓、寺观、塔等多种文物，与大运河周边众多与运河息息相关的文化遗产共同组成

了运河文化。其中，京杭大运河已于２００６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次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包括８个省、市，共９５处，与第六批京杭

大运河合并为大运河。具体如下：

河北省９处

大运河河北段主要包括：北运河 （河北段）、南运河 （河北段）、华家口夯土险工、

郑口挑水坝、朱唐口险工、红庙村金门闸、捷地分洪设施、连镇谢家坝、油坊码头遗址

及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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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运河 （河北段）

北运河河北段为京杭大运河河道的一部分，自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安平镇鲁家务村

西北入香河县，沿香河、武清边界至五百户镇东双街村南出境。境内流长２０３８千米，

流域面积２３７５２平方千米。河道平均宽度２１２５米，最宽处安平镇草沙河村３４５０米，最

窄处五百户镇东双街村８００米。现在的河堤基本是在古代河堤的基础上修筑的，堤身一

般高５～８米，堤顶宽８米左右，个别地段堤顶宽１０米。

有考证认为今天的河道应属中国隋代开凿的永济渠的一部分，元代以后，通州以下

白河河道得以利用，到明代形成白漕，是漕运的鼎盛时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河道的功

能虽已改变，但基本保持了古代漕运河道的形态，真实性和完整性保存较好。

２、南运河 （河北段）

南运河河道全长３０９千米，起于四女寺枢纽，流经山东、河北两省及天津市，止于

天津市静海县独流镇的十一堡节制闸，为京杭大运河河道的一部分，是海河流域漳卫南

运河系的下游河道，始于东汉末年曹操开凿疏通的清河—平虏渠，隋唐为永济渠，宋金

元为御河，元代以后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明为卫河，清至今为南运河。南运河经历

代疏浚，对贯通南北漕运起过重要作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其航运功能丧失，运河的主

要功能转变为泄洪和输水，局部地区可取水灌溉。南运河在平面布局上设计了多处弯道，

通过人为延长了河道长度降低了纵降比，不建一闸而实现了航道水深的调整，同时满足

干流行洪的需要，实现了 “三弯抵一闸”的功能，体现了古代运河工程的规划科学性。

南运河至今仍然保存着完整的古代河道、堤防及部分纤道，充分反映了大运河在各个不

同历史时期的工程技术水平，是研究我国水利科学成就的重要实物。

南运河 （河北段）位于河北省沧州市、衡水市境内，河道为复式或单式 Ｕ型断面，

河床上口宽４８～１１０米，漕深５～９米，河道水量少，局部接近干涸。两侧堤防大部分为

土堤，局部堤顶硬化兼做公路或城市道路。南运河没有砌体纤道，局部主河槽两侧的缕

堤在运河航运时期兼做纤道。南运河河北段未经过大规模的裁弯取直，延续了自隋唐永

济渠以来的河道走向及河道形态，保留了体现南运河特点与功能的众多弯道，大部分河

段保留了原生态的历史风貌。

３、华家口夯土险工

华家口夯土险工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安陵镇华家口村南南运河左岸，此险工为一

处夯土坝，民国初年由县政府主持修建。坝体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下部为毛石垫

层，基础为原土打入木桩。现存坝体全长２５０米，夯土层每步厚１８～２２厘米，平均收分

２０％。此坝修建以来对于防御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南运河河北段仅存的两处夯土坝

之一。虽经历过几次大洪水的侵袭，主体结构仍然大部分留存，体现了当时施工工艺的

科学性。华家口夯土坝为研究清末的夯筑技术及南运河段险工护岸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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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料。

４、郑口挑水坝

郑口挑水坝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郑口镇卫运河左岸，挑水坝共计６处，为１９４７

年运河局部整治时修筑。时任县长杨敬桥题有 “抑息狂澜”４字，现已无法辨认。坝体

结构为 “土筑砖包”，即内筑夯土，外包青砖，顶面黄土裸露，后期用砖石护基、加高，

至今仍在使用。其中一个重力挑水坝正面刻有 “民国三十六年即西历１９４７年桃月建筑”，

共１５字，清晰可辨。最南端重力挑水坝北有７个水位标尺。挑水坝总体保存完整，现状

较好。

５、朱唐口险工

朱唐口险工位于邢台市清河县朱唐口村村北卫运河左岸，始建于清末，现长９６１米，

险工从材质和砌筑方法可分为 （由北向南）：抛石坝、干砌石及浆砌石坝、井柱网格坝、

青砖砌三合土夯坝，现状保存完好。该段险工材质出现４种不同的变化，代表了自２０世

纪初至９０年代不同历史时期险工不同的形式及施工方法，记录了近现代险工技术的发展

过程，对于研究近现代防洪水利工程技术具有重要价值。险工自修建以来屡次增改建，

有效减轻了洪水对河堤的冲刷、防止了溃堤的发生，具有很高的水利科学价值。

６、红庙村金门闸

红庙村金门闸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红庙村西南，清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兴建青龙湾滚

水石坝，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年）在原坝上游约 ２千米处 （现址）改建，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年）将坝顶降低一尺，并在两岸增建坝台，时称 “金门闸”。民国十四年 （１９２５

年）在清代基础上重修，南北石坝上接修铁闸，此闸４０孔，孔宽８米。１９７４年５月，重

建的土门楼泄洪闸竣工，减河河口北移约１５０米，清代旧闸废弃不用，金门闸遗址也成

为了青龙湾减河上节制北运河河水的重要历史佐证。现存南、北两处闸台，北闸台保存

较为完整，平面略呈梯形，外壁为条石，内砌城砖，墙心为夯土，夯层厚２０厘米，南北

长约３０米，东西宽约２６米，高４４米。

７、捷地分洪设施

捷地分洪设施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捷地镇南运河与捷地减河交汇处捷地闸所内，

包括捷地分洪闸、乾隆御书捷地、兴济坝工纪事诗碑、清代宪示碑、１９３３年德国西门子

启闭机。

捷地分洪闸为捷地减河的河首工程，始建于明弘治三年 （１４９０年），清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重建，清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年）改为滚水石坝，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将

坝改建成溢流堰，１９３３年中华民国华北水利委员会将溢流堰改建成８孔分洪闸，保留至

今。此闸为开敞式八孔分洪闸，每孔净宽２６５米。闸墩是钢筋砼结构，边墩、冀墙、铺

盖、消力池和护坦为料石结构。捷地分洪闸经过历史上各时代的改建且沿用至今，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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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段现存最早的分洪闸，是连接南运河和捷地减河的重要水利设施。最初的明代滚水

坝龙骨石在闸南侧还有部分保存，现存的分洪闸启闭机为１９３３年改为八孔闸时所安装设
备。

捷地、兴济坝工纪事诗碑为清乾隆御碑，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总高

３６６米，汉白玉石质，建有碑亭，保存完好。碑文记载了清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年）乾
隆皇帝为改建工程的御笔题诗及纪事，详细的说明了改建工程的缘由及工程做法，反映

了清代统治者对治理运河水患的高度关注，为研究捷地分洪设施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清代宪示碑，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年）由时任钦加布政使遇缺河间兵备西林巴图鲁丁
所立。宪示碑由碑座、碑身组成，碑身高１９米，宽０８３米，厚０２１米，碑座高０３８
米，宽１米，厚０６米。建有碑亭，保存完好。此碑以告示的形势，制定了八条运河与减
河大堤维护治理的管理条例。这种形式的碑现存较少，为研究清代河道及漕运管理提供

了实物资料。

分洪闸启闭机设备为１９３３年改为八孔闸时所安装设备，为齿条式电动手摇两用，德
国西门子产品，现仍能灵活运用，为研究运河上水利设施的发展及技术变迁提供了实物

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８、连镇谢家坝
连镇谢家坝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连镇四街、五街交界处南运河上。堤坝建于清

末，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夯土以下为毛石垫层，基础为原土打入柏木桩。坝全长

２１８米，夯土层每步厚１８～２２厘米，平均收分２０％。现存坝体稳定性好，局部风化。谢
家坝为南运河河北段仅存的两处夯土坝之一，是南运河结构保存最好的夯土坝。它的修

建对防御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谢家坝为研究清末的夯筑技术及南运河段险工护岸的发

展过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９、油坊码头遗址及险工
油坊码头遗址及险工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油坊镇卫运河西岸。遗址是沿运河西

岸南北走向的水路码头，现存６个，从北往南依次排列，分别为１、２、３、４、５、６号码
头，总长９３３８米，高１０２米。建筑材质以青砖为主，辅以干砌石、浆砌石及少量红砖
砌筑。油坊码头同时兼有险工的功能。

油坊码头是清河境内卫运河上一处重要的水路码头。数百年来，这一码头的修建带

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南北货物流经于此，由此运转各地，也因而出现了一

些商贸服务、交通运输行业，为当地人民生活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油坊码头是京杭

大运河卫运河段保存较好、较完整的码头遗址，同时兼具险工的功能，为大运河的综合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其它省份大运河简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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