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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朝在甘肃的统治区域，北与西夏相邻、西与吐蕃接壤、南与北宋毗连。在

这片土地上，众多民族共同书写着这里的历史。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战略性

的重要，复杂的人文背景促使统治者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从而使甘肃地区形成

了有共性但又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历史。金石文献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人类产物，

能够反映出金朝历史的物质文化遗存，是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甘肃金朝金石文献是研究甘肃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了金代社会的政

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多个方面。文章以历史文献法，实地调查法为主，发现

甘肃金朝金石文献总数量偏低，整体分布概况以陇东地区文献遗存最多。共计整

理出金朝金石文献 63件，包括碑刻、大钟、买地券、题记、金印、铜镜等，现存

50件，已佚 13件。

甘肃金朝金石文献内容丰富。大钟铭文所记载商酒官员，可补金史酒务官设

置之缺。“金宋德墓买地券”则记录了河州为司侯司城市的事实。在慈云寺铁钟

铭文中庆阳府出现了有别于其他四京的“乡-镇”建置。甘肃金代铁钟铭文出现大

量“社”的信息。从一些些金石文献中可发现西夏、契丹或女真人的名字，足见

在甘肃地区各民族共同生活发展的一个侧面……通过对这些金石文献的研究，展

现甘肃地区金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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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inshi Literature of the Jin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 It contained the ri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rovided the direct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evel society in Jin

Dynasty. The Regime of Jin Dynasty has been for about a century in the Gansu province,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Firstly,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Jinshi Literature in Jin

Dynasty, review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pointed out the lack of research. the

Jinshi Literature of the Jin Dynasty in the Gansu province was reorganized and sorted

out according to the time and place, and further analysis was made through data. The

research on Jinshi often depend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r inscriptions.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about Da Zhong of the Jin Dynasty cannot be ignored, and some

content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history. This article has the deep discussion in terms

of faith, social life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Through the study of these Jinshi

literature, the show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Jin Dynasty

society in Gansu can reflect the lifestyle and values   of people at the time.

The study of the Jinshi Literature of Jin Dynasty in Gansu province provides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cl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Gansu's Jin

Dynasty.

Keywords: Gansu; Jin Dynasty; Jinshi literature; Ethnic Integration; Grassroot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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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金朝的统治在甘肃地区延续近百年，对甘肃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的

学术研究往往偏重于某一社会现象，或某一类文献的研究。甘肃金朝社会研究成

果相对较少，对金朝金石文献的关注度有待提高。至今尚未发现对甘肃地区金朝

金石文献的独立统计。

本文将对甘肃金朝金石文献进行整理统计，并结合相关文献对甘肃金朝基层

社会进行探索研究。试图探索金政权在甘肃统治的特点，有助于了解当时甘肃地

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甘肃金朝历史提供了重

要的资料和线索。同时也为金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支持。

金朝时期的金石文献是中国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通过对金石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进而对整个甘肃金朝社会有

个整体的认识。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提供重要支撑。

二、学术史回顾

金朝时期的金石文献，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之一。

然而，专门研究甘肃地区金石文献的著作不多，现对全国研究金朝金石文献的著

作进行梳理，这对研究甘肃地区金朝金石文献有借鉴的意义。

（一）金代石刻研究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石刻的数量、分布以及价值等各方面。其中一

项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叶昌炽在清代所撰写的《语石》，该著作首次整理了金代石

刻的时间、内容和数量，并对其分布做了介绍。指出“金碑多而辽碑少，为数相去

甚远”
①
石刻内容以道教为主。在景爱的《金代石刻概述》中，讨论了前人的研究

状况，并对现在的研究进行阐述。文章称在朝鲜北部也发现了金代石刻。并对其

他文献整理情况进行介绍。赵超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进一步总结

了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现状与成果。他总结出大多数金朝石刻仍为汉字书写，并

详细介绍了这些石刻的分布地点、女真文碑刻的数量，以及摩崖石刻的存在。此

① （清）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 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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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还强调这些碑刻在辽、金、元史与边疆考古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王新

英《金代石刻研究》从金代石刻著录、数量、分布、刻工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

他的研究认为，自金代石刻著录历程开始以来，经历了发轫期、发展期、繁荣期

以及兴盛期四个不同阶段。同时，他首次总结出金代石刻在时间分布方面呈现出

“一低”“一高”“一平”的特点。
①

陈玮《金代汉文石刻所见金夏关系研究》主要以 8块金代汉文石刻为研究对

象。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看到金朝对边界战略要地的重视和金夏沿边军事

状态的持续紧张。并感叹金朝遗留下来的文献与其他朝代相比，数量较少，以至

于严重影响了金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张志攀《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刍议》
②
论证了完颜氏是完颜撒离喝，否定了下令重修唐太宗庙的完颜氏是完颜宗弼或完

颜希尹的观点。张维的《陇右金石录》
③
，按照时间顺序对甘肃地区的石刻做了总

结与归纳，对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虽然其收录了部分甘肃地区金代石刻，但

并不全面。吴景山《庆阳金石碑铭菁华》《丝绸之路交通碑铭》《西北民族碑文》

《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录》等相关石刻研究成果，也为研究西北地区古代社会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赵彦昌、孙丽《金代石刻档案初探》
④
研究主要集中在金代石刻档案的内涵、

种类以及遗存情况等方面。得出金代石刻档案可以补充《金史》记事之遗缺，在

研究女真文字、金代科举制研究、金代宗教信仰、古代书法研究等方面，也可以

纠正史籍等方面记载的阙失。

（二）社会信仰研究

石刻是研究金代佛教重要史料。研究金代佛教主要成果有野上俊静《辽金的

佛教》（《黑龙江社会科学》1981年第 5期）、崔广彬《金代佛教发展述略》（《黑

河学刊》1996年第 5期）、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

究》1996年第 4期）、都兴智《金代女真人与佛教》（《北方文物》1997年第 3

期）、李辉，冯国栋《曹洞宗史上阙失的一环：以金朝石刻史料为中心的探讨》

（《佛学研究》2008年（年刊））、桂华淳祥，赵云旗《关于金明昌元年〈西京

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金代佛教史的一个侧面》（《五台山研究》1987

年第 1期）等。

白文固《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探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

① 王新英：《金代石刻辑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13页。

② 张志攀：《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刍议》，《文博》2020年第 3期，第 90-93页。

③ （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排印本，1943年。

④ 赵彦昌，孙丽：《金代石刻档案初探》，《辽金历史与考古》2013年第 4期，第 324-334页。

万方数据



绪论

3

第 1期）一文指出金代使宗教文化过度商品化，使学优则僧变成有钱则僧，一些

高僧名号或官职有钱皆可得，使从事佛教活动的队伍综合素质下降。王德朋，王

萍《论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的影响》（《北方文物》2015年，第 2期）认为佛教

信仰被社会民众所接受，各地纷纷成立邑社。王德朋《论金代佛教的历史渊源》

（《兰州学刊》2018年，第 9期）分析了金代的佛教的发展都具备哪些条件。

祝贺《金代宗教管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9年）通过对历

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回顾了金代宗教管理政策的发展历程，探讨了金代在寺观、

僧侣、信徒以及寺庙经济等方面采取的具体管理措施和方法，总结了金代宗教管

理的特点和影响，旨在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刘晓楠《金代民间信仰中的

人物崇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20年）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

究得出结论：金代人物崇拜反映了对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影响。政治上，崇

拜对象显示了国家的正统地位和维护政权统一。经济上，崇拜祠庙的修建反映了

地方的经济状况。思想上，人物崇拜与佛、道、儒之间产生互动，其中受道家、

儒家影响最大，佛家影响相对较小。金代寺观名额研究主要成果有：（日）桂华

淳祥《金朝的寺观名额发卖与乡村社会》（《世界宗教资料》1992年第 1期）通

过对金代寺院和道观名额出卖制度的研究，认为寺观名额发卖补贴了财政，有益

于安定社会秩序。冯大北《金代官卖寺观名额考》（《史学月刊》2009年第 10期）、

《<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探究>补正》（《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 9期）

分析了金代官卖寺观名额的原因，认为金朝官卖寺观名额对缓解财政危机是有成

效的。

金代民间信仰研究有：吴红琳《金代中原地区民间信仰初探》（硕士学位论

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以金代中原地区的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用数据统

计和分析归纳的方法，对中原地区民间信仰进行了探讨，最后认为金代中原地区

民间信仰儒道释三教相互融合、影响。王新英《从石刻史料看金代佛教信仰》（《东

北史地》2010年第 1期）认为金代佛教信仰群体阶层广泛、民族多。金代佛教信

仰有其自身特点。

（三）金代买地券及基层社会研究

宋德金《金代买地券考述》
①
对买地券发展历史的回顾，从格式、分布等方面

总结了宋金以后多以《地理新书》中的买地券文为参考格式。并介绍道教流行及

丧葬习俗。他维宏、康兆庆《宋金对河州的经略—以买地券为中心的考察》②得出

① 宋德金：《金代买地券考述》，《北方文物》2007年第 1期，第 93-101页。

② 他维宏，康兆庆：《宋金对河州的经略—以买地券为中心的考察》，《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3期，第 7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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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进义校尉王吉碑》中墓主王吉同时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与金代河州地区佛

道二教的融合。魏文斌、朱思奇《陕甘宁地区宋至清冶铸宗教遗物所见“金火匠

人”初步研究》作者通过对陕甘宁地区铜、铁佛道教遗物的分析，总结金火匠人

的流动范围、组织形式、金属铸造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金属铸造产业与佛道教的

关系。
①
王小红《考古资料所见女真人及其遗民在陇山左右之活动》

②
通过对 11口

金代铁钟的分析，证明女真人在陇山左右活动的历史事实。依据陕西省岐山县女

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岷县地方志等内容，对完颜氏族人的姓氏变化、活动区域、

婚姻关系、宗族关系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陈德洋《金朝地方官员与乡村

社会控制研究》（《宋史研究论丛》（年刊）2013年）通过对金代社会中地方官

员、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地方官员把国家指令传达给乡村基层组织的头

目，这些头目来执行贯彻，村民众通过这些基层吏员和国家进行互动。张思温《甘

肃临夏瑞容佛光塔名碟考释》③对碑文中的官职、地名等进行考释。并结合寺院的

历史文献对寺院的名称进行研究。

武玉环《金代的乡里村寨考述》
④
对金代乡里村寨组织进行初步探讨，认为其

组织结构为二级：乡、里；或乡、村；或乡、庄；或乡、寨。金代对乡里村寨的

管理，为职役制，每年或两年一轮换。金代的村落组织是时代的产物，在金代社

会从血亲关系向地域关系、从原始生活向农业生活的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概念界定

本文主要把甘肃地区金朝金石文献作为整理研究对象。

（一）金石文献界定

本文所收集的金石文献是指在金朝时期所刻的石刻、铜器、铁器、砖陶等文

物，仅收集带有文字信息的遗存。

（二）时间跨度界定

本文的时间跨度为：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伪

楚（1127）、伪齐（1130—1138）包括在内。

① 魏文斌、朱思奇：《陕甘宁地区宋至清冶铸宗教遗物所见“金火匠人”初步研究》《敦煌学辑刊》2022
年第 3期，第 107-109页。

② 王小红：《考古资料所见女真人及其遗民在陇山左右之活动》，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21年，

第 10-13页。

③ 张思温《甘肃临夏瑞容佛光塔名碟考释》，《文物》1964年第 2期，第 43-47页。

④ 武玉环：《金代的乡里村寨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 3期，第 3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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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地域界定

本文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大定二十九年（1189）建制为准。

范围仅限定在今甘肃行政区域内。

四、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法

2021年 6月跟随导师去陇西、泾川、平凉、庆阳、灵台考察，并对泾川金代

大钟等金代遗存进行深入了解，实地考察能加深的对文物印象与理解，能纠正一

些释读错误。通过一些地方性的馆藏图书，也能收集到一些新的材料，对资料的

收集很有帮助。

（二）历史文献法

收集材料是做好研究的第一步，通过查阅相关学者文章、著作以及硕博论文，

梳理好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收集各种文献的相关线索，去查找史籍方志

等。进一步对文献进行收集与整理，然后做分析、比较，得出文献背后所体现的

内容。

（三）图表统计法

通过图表的形式，按照文献的时间、地点，内容等进行整理，更直观地展现

文献的整体状态、分布规律、存在特点等，进而得出一些规律性结论。

五、重难点及创新点

（一）重点

本文主要把现有的金朝金石文献进行汇总，结合相关史籍、方志等进一步查

找。并对文献进行分析。

（二）难点

研究甘肃地区金朝社会的专门性成果相对不足。有些文献一物多名或者仅有

记载，而无实物。甘肃金代的铁钟，数量多，信息量大，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如

何利用好这些材料，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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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点

甘肃金朝金石文献的研究，大多以朝代为顺序进行统计，研究内容往往包含

若干朝代，很难对甘肃金朝金石文献有整体的认识。本文将专门对金朝金石文献

进行统计，这样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甘肃金朝金石文献的概况。

本文将以甘肃金朝金石文献为突破口，挖掘有关金朝基层社会的历史信息和

社会现象，从而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不但可以补充甘肃历史，也可补金史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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