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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河北省(共计 14 处)

古遗址

名称：郛堤城遗址

编号：8-0002-1-002

年代：战国、秦汉

类型：古遗址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

简介：

郛堤城遗址位于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刘皮庄村，是一处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址。

遗址近方形，总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城墙系夯筑，现存最高达 5 米。城内考古

发现 16 处建筑遗址，出土有战国秦汉时期建筑构件、陶器以及铜镞、铁剑等兵器，

表现出较强的军事防御功能。城外西北部分布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墓群，墓葬数量达

千余座，以陶釜、陶盆、筒形瓮等陶器为葬具，与战国秦汉时期东北亚地区流行的瓮

棺葬习俗具有较大共性。文献记载郛堤城的性质有两种说法，《盐山新志》记载为西

汉所置合骑侯国，称为合骑城。《长芦盐法志》则称系为防狄卢而设屯兵之所，称为

伏狄城。

郛堤城遗址是河北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

中原文化向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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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贝州故城遗址

编号：8-0003-1-003

年代：宋

类型：古遗址

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

简介：

贝州故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葛仙庄镇，为宋代贝州城遗址，北宋庆历

八年（1048 年）改名为恩州。

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2000 米，南北长约 1200 米，现仅存北、东两面城墙，

北城墙残长 878 米，东城墙残长约 111 米，墙宽约 13 米，残存高度约 6 米，均用黄

土夯筑而成。贝州城依隋唐大运河而建，城西设有码头，南城墙外护城河与隋唐大运

河相通。

贝州城是宋代军事重镇，也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商贸中心，有“天下北库”

之称。贝州故城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史、大运河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名称：太子城遗址

编号：8-0004-1-004

年代：金

类型：古遗址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简介：

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村，为金代中后期皇家行宫遗址。

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400 米，东西长约 342 米，总面积约 13.68 万平方

米。城址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西面有内、外两重城墙，东西间距 50

米。南门位于南城墙中部，门外有瓮城，城墙外四周有护城河。考古发现城内建筑基

址 72 处，道路 22 条，排水沟 4条，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分布，为前朝后寝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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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以砖、瓦、脊饰等各类建筑构件为主，其中青砖上多戳印“内”“宫”“官”

等字样，部分螭吻上刻“七尺五地”“五尺五”“四尺五地”“天字三尺”等字样。瓷

器以定窑白瓷为主，发现 22 件刻“尚食局”款瓷器。

太子城遗址保存完整，结构布局清晰，是金代皇家建筑的重要实物例证，研究认

为是《金史》所载金章宗驻夏的泰和宫，对研究金代四时捺钵制度和建筑历史具有重

要价值。

名称：西土城遗址

编号：8-0005-1-005

年代：金

类型：古遗址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

简介：

西土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西土城村，为金代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遗址呈马蹄形，面积约 69.5 万平方米。城墙均用胶泥土混合砂土夯筑而成，宽

约 10～15 米，现存最高达 2.5 米，墙体外侧现存 27 个半圆形马面，3个角台，西、

南城墙各开有 1座城门。城内发现 1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房址、灰坑、地炉、灶等遗

迹。出土文物包括建筑构件、瓷器、陶器、玉石器、骨角器、金属器等。瓷器包括河

北定窑、山西霍州窑、陕西耀州窑、浙江龙泉窑等窑口产品，推测为来自中原地区的

贸易商品。

西土城遗址是金后期西北路段长城防御体系的核心，也是中原地区通往北方草原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对研究金代军事制度、商品贸易具有重要价值。

名称：北张庄墓群

编号：8-016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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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汉

类型：古墓葬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

简介：

北张庄墓群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北张庄镇，推测是一处汉代赵国高等级墓

地。

墓群由 10 座大型墓葬组成，分布面积 15 平方千米，单体规模较大，残存封土呈

方形。墓群可分为 4个区域：一区墓葬 1 座，1号墓封土残高 2.5 米。二区墓葬 3座，

2 号墓、3 号墓、4 号墓封土无存。三区墓葬 4 座，5 号墓、6 号墓封土高 5 米；7 号

墓与 6号墓东西相对，封土高 8米，保存完好；8号墓封土高约 12 米，保存完好。四

区墓葬 2座，9号墓封土高 10 米有余，保存完好；10 号墓封土高 9米，曾多次被盗，

发现为木椁墓，出有玉璧、铜轮、铁镢等。

北张庄墓群规模大、级别高，很可能是汉代赵国王陵及贵族墓葬区，对研究汉代

赵国历史及诸侯王陵墓制度、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价值。

古建筑

名称：武安舍利塔

编号：8-0201-3-004

年代：北宋

类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

简介：

武安舍利塔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老城区塔西路与塔南街交叉的西北角处，为

原妙觉寺的主要建筑之一，现寺已毁，仅存塔。该塔始建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 年），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曾修葺。

塔平面呈八角形，为十三级楼阁式空心砖塔，塔通高 41.66 米，各层檐下均施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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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斗栱。塔底层较高，塔身除二、三层施砖雕平座外，其他各层均不设平座。第十层

地面砖上立有柏木塔心柱直通塔刹底部，塔内第一、二、三、五、九层均设有塔心室，

室内均设有砖仿木构斗栱及藻井。

武安舍利塔是河北省南部地区为数不多保存至今的宋代砖塔，为研究宋代砖塔形

制、结构特征、营造技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名称：涞水龙严寺塔

编号：8-0202-3-005

年代：辽

类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简介：

涞水龙严寺塔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城西北清水河东岸。塔原为龙严寺组成部

分，后寺毁，仅存塔。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将塔年代定为辽代，明正德元年（1506

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有过修葺。

塔平面基本呈正方形，为七层密檐式实心砖塔，由塔身和塔刹两部分组成，无塔

座。塔身坐落在不规则台基之上，一层设塔心室，正南面辟拱券门，塔高 13.23 米，

塔刹由八角形刹座、砖雕双层仰莲花瓣与葫芦形刹顶组成。

涞水龙严寺塔为河北境内为数不多保存下来的早期建筑，基本保持历史原貌，是

研究早期砖塔形制和营建技术的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塔造型雅致，结

构独特，具有较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

名称：邢台清风楼

编号：8-0203-3-006

年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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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

简介：

邢台清风楼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始建于唐宋时期，后因战乱被毁，明成化

三年（1467 年）重建。

邢台清风楼由台座和木楼阁两部分组成，下部为砖石砌筑台座，东西长 25.67 米，

南北宽 15.76 米，高 6.3 米。中部设圆拱形券洞，台座两侧设梯道可达台上。木楼阁

坐落于台座中部，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周环廊，重檐歇山顶，高 14.9 米。楼内

梁架结构为五架梁后对双步梁，内墙壁上镶嵌有唐代诗人王维山水石刻，明清题记石

刻 10 余方。

邢台清风楼庄严雄伟，构造合理，造型优美，保留有明代木构楼阁建筑的特征，

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名称：正定梁氏宗祠

编号：8-0204-3-007

年代：明

类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简介：

正定梁氏宗祠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城燕赵南大街，始建于明代晚期,是以

明代太子太保梁梦龙和清代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为代表的正定名门望族梁氏家族的

祠堂。

正定梁氏宗祠坐东向西，现祠内仅存正房。正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通面阔 20.5

米，通进深 8.23 米，单檐硬山布瓦顶,建筑面积 214.1 平方米。前檐抱头梁为月梁且

前端雕麻叶头，有别于北方地区的常规做法，五架梁间垫墩雕刻成荷叶墩，金檩下施

双层垫板，下层透雕卷草纹，正脊两侧浮雕纹饰，工艺较为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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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梁氏宗祠是研究梁氏家族和当地民俗的重要实物，建筑内木雕雕刻精致，工

艺考究，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名称：涉县清泉寺

编号：8-0205-3-008

年代：明清

类型：古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简介：

涉县清泉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固新镇原曲村清漳河西岸，明清时期重修、重

建，现基本保留原格局。

寺院坐北朝南，南北长 108 米，东西宽 57 米，占地面积 6156 平方米，其中建筑

面积为 2326 平方米。寺院由东院、西院构成,主要建筑集中在东院，排列在南北中轴

线上，自南向北有山门、耳房、八字墙、天王殿、罗汉殿（又名佛殿、前殿）、八角

莲池、大雄宝殿(又名中殿)，中轴线两侧建有钟、鼓楼，天王殿东山墙设有一便门。

西院由藏经殿、仙境台、窑洞等建筑组成。

涉县清泉寺山门、天王殿、藏经殿以及寺内建筑多用石柱和自然材的做法，保留

了明代早期木结构特征，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建筑砖雕内容丰富，雕工精细，

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名称：狄仁杰祠堂碑

编号：8-0478-4-001

年代：唐

类型：石窟寺及石刻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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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狄仁杰祠堂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大街乡孔庄村北，立于唐元和七年（812

年）。

碑形螭首龟趺，通高近 6米，碑额篆书“大唐狄梁公祠堂之碑”，碑阳楷书碑文

27 行、满行 61 字。记载狄仁杰在魏州刺史任内的政绩、祠堂兴废沿革及重建祠堂经

过等。行尚书虞部员外郎冯宿撰文，魏博节度副使兼御史中丞胡澄篆额并书丹，魏博

节度使田弘正立碑。碑体地下淤埋部分保存基本完好，地表以上碑身风化严重，文字

漫漶过半，六龙碑首雕刻精细，保存完好。

狄仁杰祠堂碑是研究狄仁杰生平、唐代藩镇历史的重要资料。碑文具有较高的文

学价值，楷书严谨大气，碑首雕刻精美，反映了唐代较高的文学、书法和雕刻水平。

名称：曲里千佛洞石窟

编号：8-0479-4-002

年代：明

类型：石窟寺及石刻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简介：

曲里千佛洞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辽城乡曲里村西北4000米的铁马峧山腰，

开凿于明代。

石窟平面长方形，平顶，窟内有两个通顶圆柱，面积 33.7 平方米。窟门上方并

列三个明窗，门外两侧雕刻四天王（下部两尊为清代补凿）。窟内北壁中央为主佛像，

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左手施禅定，右手施降魔印，舟形举身背光，通高 3米。佛

像左右及两侧壁共雕十二圆觉菩萨坐像，像高 1米，手持宝物。佛像前两侧各有一大

石柱直通窟顶，每根柱上雕刻有 16 排小化佛。前壁窟门两侧各雕世俗供养人一尊，

其他壁面及石柱上还雕刻有千佛像。

曲里千佛洞石窟以《圆觉经》为题材，是河北省现存石窟中唯一雕刻十二圆觉菩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河北省9

萨的石窟，对研究明代民间佛教信仰与雕刻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名称：左权将军墓

编号：8-0527-5-011

年代：1950 年

类型：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

简介：

左权将军墓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始建于 1946 年，落

成于 1950 年。同年，左权灵柩移葬于此。

左权将军墓墓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 2800 平方米，包括左权墓、纪念牌坊，

以及六座烈士墓。其中左权墓居中，为砖石水泥结构，镌刻有左权将军头像；东侧为

杨裕民、何云、张衡宇三座烈士墓；西侧为高捷成、赖勤夫妇、陈光华三座烈士墓；

南侧为纪念碑坊。

左权（1905～1942 年），原名左纪权，湖南省醴陵县黄茅岭人，黄埔军校第一期

学员。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留学，1930 年回国，先后任红新 12 军军

长，红 15 军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42 年 5 月 25

日，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时牺牲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同年 10

月公葬于涉县石门村山麓。

左权将军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

了重要贡献，是中央确定的 33 位军事家之一。左权将军墓是历史价值极高的红色文

物，其建筑样式和设计风格，深受苏联建筑风格影响，又结合了中国本土文化，具有

鲜明时代特征，为研究当时历史、政治和艺术文化提供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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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

名称：长城板厂峪段、样边段、马水口段

编号：8-0000-1-001

年代：明

类型：古遗址

所在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张家口市怀来县、涿鹿县

简介：

长城板厂峪段、样边段、马水口段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和张家口市，均为明代修

建。

板厂峪段长城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驻操营镇板厂峪村，始建于明洪武十四

年（1381 年），总长 5633 米，墙体以毛石砌筑为主，墙芯为碎石和夯土，部分外墙下

部为条石为基础，上部城砖包砌。墙体顶部海墁城砖马道、砖砌垛口墙或宇墙，个别

地段墙体两侧设双垛口墙。该段长城修建有长城设施，其中敌台 35 座、马面 6座。

样边段长城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小南辛堡镇东南部，整体走向呈东北—西

南向，总长约 3000 米。城墙内外两侧用规则的大石条和方整石白灰砌筑，白灰勾缝，

墙芯为毛石、片石，现状通高 6-8 米，顶宽 5米左右。该段长城修建有长城设施，其

中敌台 15 座、马面 9座。沿长城外围还修筑有烽火台 5座。

马水口段长城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蟒石口乡马水口村，共分为 5个段落，

长 9836 米，另有山险墙 2段，长 3260 米。墙体主要用条石砌筑，垛口墙为毛石砌筑

白灰罩面。

长城板厂峪段、样边段、马水口段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布

局完整，结构及砌筑工艺具有代表性，为研究明代长城的重要实例。

长城板厂峪段、样边段、马水口段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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