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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忠 

  山西长治人，1964年生，中共党员，研究馆员。198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1989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毕业。现任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山西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山西省华夏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山西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新石

器时代至商周考古的发掘和研究，主持了长治小神、垣曲宁家坡、临汾下靳、绛县横水等遗址或墓地的发掘。先后发表了《长治小常乡

小神遗址》、《晋中地区夏时期考古遗存研究》、《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等发掘报告和论文40余篇，出版了专著《龙现中

国》。近年主持的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发掘荣获“2005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张庆捷   

  山西太原人，1954年生，研究馆员。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书记、山西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汉唐考古研究，承担了黄河漕运遗迹勘查，北魏皇家建筑遗址、隋代虞弘墓、北魏墓群、北齐

徐显秀墓等发掘项目，负责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晋东南北朝石窟、北魏永固陵调查等课题，还与美日学者合作进行享堂山石窟的复原与

重建、北朝晋阳到邺城沿途佛教文化遗迹调查。在中、英、日、法、伊朗、德国等国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考古报告和著作4部。主持的

黄河漕运遗迹勘查、隋代虞弘墓和北齐徐显秀墓先后于1999年、2000年和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虞弘墓还被评为20世纪百

大考古发现之一。  

马  昇      

  山西汾阳人，1960年生，中共党员，研究馆员。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副书记、山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参

加或主持了忻州游邀、临汾高堆 、柳林高红等遗址和榆次体育场等墓地的发掘工作。现主持一万年以来黄土高原东部人类生业与环境变

迁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参加撰写专著《忻州游邀考古》，发表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及研究论文近30篇，主持的柳林高红商代城址

发掘对解决晚商青铜器的归属和商代方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曾入围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名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 

王益人   

  山西原平人，1960年生，研究馆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

员、高评委委员，山西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所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人类学学报》编委。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主要从事旧石器

时代考古研究。先后参加了丁村、下川、高平羊头山、柿子滩、西侯度等遗址的调查发掘。发表了《石片形制探究—旧石器研究的一种

新的理论与方法》、《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石器原料分析》等2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下川雕刻器研究》获山西省2004年山西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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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从河流埋藏环境看丁村遗址的文化性质》获2002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百篇优秀论文二等奖。 

薛新明   

  山西临县人，1962年生，研究馆员。第二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研究。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持了翼城枣园、北

撖、垣曲下马、芮城清凉寺等遗址或墓地的发掘。撰写了《翼城枣园》、《唐尧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等专著，发表了《山西翼城

北撖遗址发掘报告》等考古报告和《陕晋豫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汇聚》等论文50余篇，其中《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等两篇文章获

2002、2003年山西省百篇优秀论文二等奖，主持的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发掘获“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3—2004年度国

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张崇宁 

  山西介休人，1954年生，研究馆员，现任标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长于青铜器研究和对古文字的释读考证。参加了

临猗程村、长子鲍店、曲沃县北赵晋候墓地、侯马北坞古城、临汾高堆等墓地和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前后发表20多篇考古报告和学术

论文，其中《“刖人守囿”六轮青铜挽车》于1993年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铜奔马正名》于2001年被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高考文科语文试卷阅读题录用，并又于次年编入《2002年考生应考第二轮复习必备书目-----3+X高考导练`----语文》复习辅导教材，

2004年获得山西省第四次科研优秀成果优秀奖。参加发掘的北赵晋侯墓地1992、1993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3年又荣获国家

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田建文  

  山西襄汾人，1965年生，中共党员，研究馆员。曾任侯马工作站站长，现任山西金墓博物馆馆长、侯马南山考古资料中心主任、山

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侯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1984年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取得学士学位，1989年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取得硕士学位。

主持或参加过侯马晋国遗址、夏县西阴村遗址、浮山桥北墓地、乡宁内阳垣墓地、绛县横水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研究成果主要有《西

阴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等田野发掘报告和《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新认识》等

学术论文，其中《山西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获2000年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参加的绛县横水墓地获2003—2004年度国家

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海金乐  

  河南鲁山人，1957年生，副研究馆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山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文物

保护。曾参加或主持了侯马晋国遗址、太谷白燕、襄汾丁村、垣曲古城东关、河津固镇、离石马茂庄、榆社台曲、大同马家小村等遗址

和灵石旌介、长子鲍店等墓地的发掘。组织了配合小浪底水库区、西气东输与大运、太长、长晋、得大、汾柳、阳侯、侯禹等高速公路

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发表了《山西省河津固镇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等田野考古报告和《晋中地区仰韶晚期文化遗存研

究》、《大同马家小村遗存分析》等学术论文近20篇。1985年、2003年两次被授予山西省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孟耀虎 

  山西汾西人，1962年生，副研究馆员，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山西古陶瓷的研究。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

业。参加了侯马晋国呈王、北坞古城、晋侯墓地、太原一电厂古墓群、太钢汉墓群的发掘，主持了襄汾小赵春秋大墓、柳林杨家坪战

国—汉代古墓群、榆次校园东路汉墓群、大运高速公路大新段的发掘和介休窑、长治八义窑、浑源窑、晋南古窑址、晋东南、阳泉、晋

中等地古窑址调查试掘，还对全省文物普查临汾地区资料进行了鉴定整理。发表了《山西省曲沃县曲村两周墓发掘简报》等发掘报告和

《浑源窑唐三彩及其它低温釉陶器》等研究论文40余篇。  



马金花  

  山西平定人，1963年生，副研究馆员，198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任资料室主任、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从事图书管理和碑

碣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历代玉器兼及墓室壁画、服饰、陶俑等。参与《山西通志.文物志》、《山西文物地图

集》、《山西古代文化》等著作的编撰，收集了山西大部分碑碣拓片资料，参加撰写研究论著《山西碑碣》。近年来主要研究出土玉

器，已撰写20多万字的研究文稿，发表了《浅析晋国赵卿墓出土的玉器》、《山西墓室壁画研究》、《山西出土北齐陶俑研究》等论文

20余篇。 

谢尧亭    

  山西万荣人，1967年生，副研究馆员。现任侯马工作站站长、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3年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秦汉

考古，主持或参加发掘的主要有侯马晋国都城遗址、浮山南霍墓地、西部考古、绛县横北墓地等，参加编写了《晋都新田》、《侯马乔

村墓地》等著作，发表《1992年侯马铸铜遗址发掘简报》等简报、报告和《北赵晋侯墓地初识》等论文约40余篇，其中《左传考古札记

八则》获2003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百篇优秀论文优秀奖。参加的绛县横水墓地获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王京燕 

  山西长治人，1965年12月出生，副研究馆员。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2003年获得山西大学历史系先秦史（文物考

古方向）硕士学位。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先后参与、主持了十余个考古工地的发掘工作。2003年参加了陕、晋、蒙三家

合作的以“河套地区新石器至秦汉万年以来生业、环境及文化变迁”为研究课题的山西境内的西部考古工作。2004年参与发掘的西部考

古——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被评为当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工作以来，撰写有《黄河流域炊器的演变》等论文、发掘报告十余篇。 

畅红霞 

  山西襄汾人，1960年7月出生，副研究员。多年来，参加了南同蒲铁路复线候马北坞工地、大运高速公路、太原隋代虞弘墓、太原北

齐徐显秀墓等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独立完成《山西考古四十年》、《唐代薜儆墓发掘报告》、《汾河湾》、《太原北齐徐显秀墓报

告》和参与《太原春秋赵卿墓》、《太原隋虞弘墓》等考古专著的绘图工作。发表《翼城附近的区域环境与史前文化的发展》、《北魏

文成帝南巡碑书法艺术》、《泽州下河:砖石灵韵》、《山西平陆五一石膏厂黄河古栈道遗迹》、《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等文章15

篇。 

吉琨璋 

  山西临猗人，1963年生。副研究馆员。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从事田野考古近二十年。主要进行商周时期考古研究，参

加和主持多项重大田野考古发掘，主要有侯马晋国东周铸铜遗址、呈王路晋国宗庙建筑群遗址、台神古城、乔村墓地、曲沃曲村—天马

遗址贵族墓区、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主持了绛县横水1号墓葬、羊舌晋侯墓地、曲沃望绛战国墓地等重要项目的发掘。对晋文化考古有

较深入研究并有独到见解，参加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乔村墓地》的编写并承担主要部分，与他人合作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

卷》，著有《地下世界——中国古代墓葬文化》一书，发表了《晋文化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晋都新田时期玉石礼器初步研

究》、《山西出土玉器综述》等数十篇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 

范文谦    

  山西芮城人，1966年10月生，副研究馆员，现任侯马工作站副站长。198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有关

晋文化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有虒祁遗址、侯禹路考古、阳侯路考古、崔家河墓地、浮山桥北墓地、侯马



铸铜遗址与乔村墓地的再次发掘等多项考古发掘与勘探工作。兼职侯马工作站文物库房的管理工作。与他人合著有《晋都新田》、《侯

马乔村墓地》、《山西侯马虒祁墓地的发掘》等十多篇报告与论文。 

王金平  

  山西临猗人，1965年生，副研究员。198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参加和主持的田野发掘项目有浮山南霍墓地发掘、曲

沃望绛墓地发掘、侯马电厂祭祀遗址发掘、大运高速路侯马段墓地及祭祀遗址发掘、重庆丰都县铺子河遗址发掘、重庆市万州渣子门遗

址发掘、重庆市石柱县墓地发掘、侯禹高速路新绛段孝陵陶窑遗址发掘、西部考古——吉县、柳林、保德调查、“故绛”探寻调查、绛

县横水墓地发掘等。参加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乔村墓地》的编写，合著的还有《山西侯马西高东周祭祀遗址》、《山西侯马虒祁墓地的

发掘》、《晋国华章——曲沃望绛墓地扫描》、《山西曲沃望绛墓地发掘获新成果》、《侯马西高美玉祭台神》、《山西新绛县孝陵遗

址发现新石器时代陶窑群》等。 

杨林中    

  山西壶关人，1963年生，副研究馆员。现任晋东南工作站站长、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考古，主

持或参加发掘的主要项目有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翼城枣园、北撖、临汾高堆、长治小神村、长平古战场遗址和长治分水岭、长子孟家

庄、山西化肥厂、潞河、阳城范家庄、泽州下河等数十处墓地发掘；还参加侯月铁路、大运高速公路、西气东输等基建工程的考古调查

和发掘。参加编写了《翼城枣园》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发表了《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长子孟家庄战国墓地发掘报告》、《黎

城东阳关遗存分析》、《晋东南春秋铜器墓的分期意义》等发掘报告和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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