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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位于山西省永济县蒲州古城西门外的蒲津渡遗址是黄河古代著名的三大渡口之一。
早在战国秦昭襄王时，已在此架设浮桥以通秦、晋。
蒲津浮桥是世界上最早的浮桥。
唐代开元盛世改建完成的著名蒲津渡浮桥。
本报告是对蒲津渡古遗址科学发掘情况的忠实记录和全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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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文化遗存一、文化遗迹二、文化遗物第十章 结语第一节 对唐代时期遗址文化遗存的认识和判断第
二节 对北宋时期文化遗存的认识第三节 对金元时期文化遗存的认识第四节 对明代文化遗存的认识和
判断第五节 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化遗存的认识和判断第六节 对蒲津渡遗存的分析判断第七节 蒲津渡
遗址中铁质文物的造型特点第八节 蒲津桥断想附录一 石津记附录二 重修黄河石堤记附录三 长安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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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唐代遗迹的发掘节录贰 蒲津渡遗址铁器群近期抢救保护项目研究报告蒲津渡遗址铁器群近期抢救保
护项目研究报告综述附录一 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出土铁器群的材质分析研究附录二 永济黄河蒲津渡
遗址铁质文物群电化学保护工程验收报告附录三 模拟蒲津渡遗址文物铸铁的腐蚀研究附录四 模拟文
物铸铁的阴极保护行为附录五 山西蒲津渡铁器的AMS-14C测年研究叁 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竣工报告
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竣工报告综述附录一 关于山西蒲津渡遗址古浮桥铁牛起吊的建议附录二 保护工
程平台夯土墙施工依据附录三 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部分土建工程施工图附录四 关于保护工程的设计
施工说明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大事记后记插图目录图一 蒲津渡遗址地理位置图图二 蒲津渡遗址与蒲
州古城、蒲州镇相对位置图图三 清光绪版《永济县志》卷一“蒲州城池图”图四 乾隆十九年版《蒲
州府志》卷一“铁牛图”图五 民国十年蒲州古城(永济县城)图六 蒲津渡遗址发掘布方图图七 第一次考
古发掘地层南北剖视图图八 T301、T302北壁剖面图图九 1991年4月发掘清理清代遗迹现场图一○ 《石
津记》碑文拓片局部图一一 蒲津渡遗址考古发掘地层东西剖视图图一二 第二次考古发掘布方位置图
图一三 东西向道路路面发掘出土情形图一四 第二次考古发掘地层南北剖视图图一五 石围护堰图一六
T1北壁剖面图图一七 T1东西剖面图图一八 金元时期遗迹平面图图一九 T2南壁剖面图图二○ T2铁牛南
侧剖面图图二一 1、2号铁牛埋藏坑东壁、北壁剖视图及砖砌排水设施图二二 TG2平面图图二三 TG2北
壁剖面图图二四 排水槽出水口图二五 TG3平面示意图、剖面图图二六 TG1平、剖面图图二七 北宋时
期遗迹平面图图二八 TG5南壁剖面图图二九 TG4南北剖面图图三○ TG6东壁剖面图图三一 蒲津渡口遗
址保护工程C-C′工程地质剖面图(水利部山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保护工程方案中提供)图三二
TG5平面及西壁剖面图图三三 2000年TG5出土部分器物图三四 1、2号铁牛头部图三五 1号铁牛图三六 2
号铁牛图三七 3号铁牛图三八 4号铁牛图三九 1、2号铁牛锚桩侧视图图四○ 3、4号铁牛锚桩侧视图图
四一 1~4号铁牛后轴图案图四二 1号铁人图四三 2号铁人图四四 3号铁人图四五 4号铁人图四六 铁柱分
体图图四七 铁柱墩图四八 铁山图四九 第二次考古发掘遗址南北剖面图图五○ Z1发掘情形图五一 Z2发
掘情形图五二 Z3发掘情形图五三 H3~H7平、剖面图图五四 宋代工程排水设施遗迹平面图图五五 1、2
号铁牛埋藏坑侧视图图五六 排水设施遗迹发掘情形图五七 3、4号铁牛锚柱埋藏坑侧视图图五八 七星
柱埋藏坑剖面图图五九 出土器物图图六○ 1991年发掘出土器物图图六一 H9出土器物图图六二 99T1采
集部分器物图图六三 99-00出土器物图图六四 出土钱币拓片图六五 出土钱币拓片图六六 瓦当图六七 部
分小件器物图图六八 蒲津渡遗址出土砖印纹(拓片)图六九 F1房基平面图图七○ 房基出土情形图七一
1999年发掘金元时期路面情形图七二 H1、H2、H8平、剖面图图七三 出土钱币拓片图七四 出土钱币拓
片图七五 H17①出土钱币拓片图七六 H17、F1出土钱币拓片图七七 1991年明代石铺路面发掘情形图七
八 明代第二层石路面图七九 明代第一层石铺面图八○ H13平面位置图图八一 渡口平、剖面图图八二 
部分出土小件铁器图八三 钱币和牌饰拓片图八四 清代遗迹平面图(1991年4月发掘)图八五 清代早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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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平面图(1991年5月发掘)图八六 清代遗迹现场(1991年4月发掘)图八七 T401、T402北壁剖面图图八八 
清代房屋遗迹平、剖面图图八九 清代后期路面遗迹(1991年4月发掘)图九○ T302清代遗迹西壁、北壁
剖面图图九一 T402西壁剖面图图九二 91发掘出土青花瓷盘图九三 出土钱币拓片图九四 2005年调查蒲
州古城外城东南城墙遗迹图九五 蒲州北城墙遗迹(由东向西观察)图九六 蒲州西城墙遗迹(由西门向南)
图九七 蒲州西城门内遗迹图九八 蒲州北城墙城内部分遗迹图九九 蒲州北城墙上部建筑遗迹图一○○
2005年蒲州城调查采集标本图一○一 秦川牛参考照片图一○二 南阳牛参考照片图一○三 晋南牛参考
照片图一○四 1991年5月测量铁牛体积重量情形图一○五 七星柱排列形式图一○六 束腰铁卯锭图一○
七 铁卯锭测试图一○八 铁卯锭测试图一○九 铁卯锭测试图一一○ 铁卯锭测试图一一一 七星柱图一一
二 H形联体柱方柱中部测试图一一三 2号柱第二出脚顶部测试图一一四 2号柱第二出脚顶部测试图一一
五 铁柱墩图一一六 4月19日,铁柱墩上部测试图一一七 4月23日,铁柱墩上部侧边测试图一一八 铁山图一
一九 铁山测试图一二○ 1号铁牛图一二一 1号铁牛测试结果之一图一二二 1号铁牛测试结果之二图一二
三 1号铁牛测试结果之三图一二四 2号铁牛图一二五 2号铁牛前右侧柱图一二六 2号牛前右侧柱测试结
果之一图一二七 2号牛前右侧柱测试结果之二图一二八 2号牛前右侧柱测试结果之三图一二九 3号铁牛
图一三○ 3号铁牛测试结果之一图一三一 3号铁牛测试结果之二图一三二 3号铁牛测试结果之三图一三
三 4号铁牛图一三四 4号铁牛测试结果之一图一三五 4号铁牛测试结果之二图一三六 4号铁人图一三七 4
号铁人肩部测试结果图一三八 1990年11月蒲津渡遗址发现现场图一三九 锈迹斑斑的铁牛、铁人的保存
环境图一四○ 1991年铁人出土环境图一四一 现场实验后镁阳极和锌阳极棒图一四二 现场实验后被牺
牲阳极保护的模拟铸铁文物的试片图一四三 保护现场不同时间温度示意图图一四四 保护现场不同时
间湿度示意图图一四五 一号铁柱内部的锈水的色谱检测结果图一四六 三号铁柱表面露水的色谱检测
结果图一四七 保护工程实施现场之一图一四八 保护工程实施现场之二图一四九 铁牛保护阳极布置示
意图一五○ 七星柱阳极布线图一五一 1号和2号牛地下室施工铁牛下锚柱保护情形图一五二 铁牛下锚
柱实施阴极保护现场工作情形插表目录表一 蒲津渡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探方一览表表二 唐代地层出
土瓷片统计表表三 蒲津渡遗址出土铁牛尺寸表四 蒲津渡遗址出土铁人尺寸表五 蒲津渡遗址出土铁柱
尺寸表六 蒲津渡遗址出土铁柱墩尺寸表七 蒲津渡遗址出土铁山尺寸表八 北宋地层出土瓷器统计表表
九 印纹砖尺寸表一○ 金元地层出土瓷器统计表表一一 明代地层出土瓷器统计表表一二 清代—近代地
层出土瓷片统计表表一三 采集瓷器标本统计表表一四 铁牛重量表一五 2002年9月10日采集蒲津渡遗址
雨水分析(永济市环保监测站检测分析)彩版目录彩版一 唐代蒲州地理位置和1990年的蒲津渡遗址彩版
二 1991年蒲津渡遗址布方情况和铁牛、铁人出土时情形彩版三 铁牛后横轴轴头和地锚彩版四 铁人出
土时和保护后彩版五 清代遗迹和明代石铺面彩版六 明代码头彩版七 1991年发掘后和1999年发掘前遗址
平面彩版八 2000年4月发掘出的唐代地层中引桥道路加固设施彩版九 3、4号铁牛地锚的埋藏地层彩版
一○ 宋代地层和铁人出土情形彩版一一 七星柱出土情形彩版一二 专家、领导检查工地彩版一三 2000
年发掘现场和铁牛、铁人状况彩版一四 2000年发掘现场和TG5剖面彩版一五 排水槽和石围护堰彩版一
六 3号铁牛、地锚和铁人彩版一七 保护后的铁牛、铁人彩版一八 1号铁牛和3号铁牛、铁人彩版一九 宋
金时期至唐代晚期相关道路遗迹彩版二○ 加固路面的木构件彩版二一 铁牛地锚出土情形彩版二二 铁
人出土时和移动复位时情形彩版二三 1999年发掘Z3、建筑和道路遗迹彩版二四 TG5、TG6发掘情形彩
版二五 排水设施、房屋遗迹和TG1彩版二六 金元时期相关道路遗迹彩版二七 金元时期路面和明代晚
期遗迹彩版二八 明代石碑和遗迹彩版二九 1991年发掘现场彩版三○ 蒲州东门、南门和鼓楼遗迹彩版
三一 蒲州西门、瓮城和西城墙遗迹彩版三二 蒲州北门遗迹彩版三三 蒲州北门、瓮城、马道等遗迹彩
版三四 蒲州东南、东北城角彩版三五 出土器物标本彩版三六 出土器物标本彩版三七 出土器物标本彩
版三八 出土器物标本彩版三九 青花碗、盘残片彩版四○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四一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四
二 出土瓷器标本和钱币彩版四三 出土瓷器标本和钱币彩版四四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四五 出土瓷器标本
彩版四六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四七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四八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四九 青釉瓷碗彩版五○ 出
土瓷器标本彩版五一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五二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五三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五四 出土瓷器
标本彩版五五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五六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五七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五八 出土器物标本彩
版五九 出土瓷器标本彩版六○ 瓷器标本彩版六一 器物标本彩版六二 采集瓷器标本彩版六三 采集瓷器
标本彩版六四 瓷器标本彩版六五 瓷器标本和钱币彩版六六 瓷器标本和钱币彩版六七 采集瓷器标本彩
版六八 瓷器标本彩版六九 铁质文物出土后状况彩版七○ 铁质文物保护课题组工作情形彩版七一 对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蒲津渡遗址（上下）>>

牛表面实施保护措施情形彩版七二 对铁质文物实施保护措施后情形之一彩版七三 对铁质文物实施保
护措施后情形之二彩版七四 铁牛、铁柱的铸造痕迹和铁牛地锚后轴使用痕迹彩版七五 保护工程工作
现场情形彩版七六 保护工程工地情形彩版七七 铁牛顶升工作情形和铁牛实施“软着陆”措施情形彩
版七八 保护工程遗址复原情形彩版七九 遗址保护工程完工情形彩版八○ 铁质文物实施保护措施后情
形之一彩版八一 铁质文物实施保护措施后情形之二彩版八二 铁质文物实施保护措施后情形之三彩版
八三 遗址保护工程平台情形彩版八四 保护工程竣工情形之一彩版八五 保护工程竣工情形之二彩版八
六 保护工程竣工情形之三彩版八七 遗址保护工程方案产生过程之一彩版八八 遗址保护工程方案产生
过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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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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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永生主编的《黄河蒲津渡遗址(上下)》这一考古报告本体的主要内容，包涵了蒲津渡渡口遗址的发
掘，蒲州古城的勘探和结语这三部分。
就其主要内容——蒲津渡渡口遗址的发掘来看，又主要分为三部分，即第三章、第四至第八章和第十
章。
第三章地层分析与文化分期，讲的基本上是怎样进行发掘和对发掘所揭示出来的遗存与情况所作出的
诸如年代这类主要内容的判断；第四至第八章依年代或层位分别介绍了唐代、北宋、金元、明代和清
至民国诸时期的遗迹与遗物；第十章是报告作者提出的对遗存的认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蒲津渡遗址（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