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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近代伟大且不朽的。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在终结了2多年的封建帝制的过程中，曾引发诸多争议，
其中典型的一个焦点就是辅仁文社的性质，至今没有定论。不仅是一个社会团体的问题，重要的是涉及
辛亥*初兴起的时间。本文力求在结合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香港辅仁文社之《序》及《纲》的分析
，就学界存在的争议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辅仁文社是比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更早的资产阶级团体，是辛
亥兴起的源头。河济地区在仰韶文化中期时文化面貌并不发达，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时，随
着气候向冷干转变，而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文化开始繁荣。濮阳高城的城墙*早为这一时期兴建。到龙山
时代后期，随着一场长时期的大洪水的到来，河济地区的文化又走向衰落。16年12月，巩义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在巩义大黄冶村新兴家园发掘两座唐墓，其中M599出土有较多的唐三彩。由于此墓的年代已接近
三彩俑消失的年代，故对研究巩义唐三彩的兴衰有重要意义。6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洛阳
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郑西铁路客运南站项目工程考古工作中，清理唐代豆卢氏家族成员墓3座，其中编
号为C7M366墓主为唐平原郡开国公豆卢恕，出土有部分随葬品及一方墓志。该墓的发现并发掘，有助于
厘清隋唐时期豆卢氏家族世系渊源，为研究洛阳地区唐代高等级墓葬的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文考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幅被忽视的传李龙眠《十六应真图》手卷。长久以来，此
图被历代鉴赏家认定为北宋名作，但它更可能是晚明赝品。尽管如此，鉴藏者留下的三十六枚印章与十
一则题跋为我们提供了这幅画自17世纪到2世纪的可靠的递传信息，并在程度上保留了他们对这件作品的
理解与感悟。本文主要探讨《十六应真图》与新城王氏收藏者(即王象乾与王士禛)的关系。其一，通过
探究董其昌跋文的可靠性，更好地理解王象乾的收藏活动；其二，以王士禛友人留下的七则跋文佐证王
氏在17世纪中期的交游、生活与仕途状况。小长山汉墓群为徐州地区一重要的汉墓群。8年9月发现并发
掘的M4为其中较为重要的，虽然被盗掘，仍出土8件精玉器，包括玉枕、双层玉面罩、玉塞、玉蝉、青
玉璧等，尤其是双层玉面罩的发现，在徐州乃至全国尚属首次，不仅增加了面罩的新类型，而且解释了
面罩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 《左传》僖公六年记载许国投降仪式中有"面缚"的仪节，但"面缚"究竟指的是
什么，自古争议颇大。本文认为应从许男视死的初衷出发，自丧礼中求其本意。"面缚"即幎目，具体到
许男这一等级，就是缀玉覆面。歌舞游宴的传统，能文能诗的蜀伶活跃于官府私第，兼之山川地土养成
的灵心慧质，更有汇聚八方的文化交融，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社会成因和历史背景。以整个南宋为底色，
从艺文的角度来审视川南宋墓石刻，并兼及"物"的考校，可以发现与"诗"(此中总括诗词歌赋与剧曲)相应
的许多生活内容，这里有着对细节的格外用心以及随之而来的于表现内容的择取和表现形式的若干独创



。虽然是墓室营建，但设计者和制作者意欲展示的依然是世间声色：快活、明朗、热闹。此外它的难得
尚在于，古人言写真，即今所谓"肖像画"，墓葬艺术并不在论列之内，然而掌握此项技艺的画手、刻工
数量必然不少，他们与宋人笔下的写真高手当是声气相通，而成为推助肖像画发展的不可忽略的人群。
川南宋墓石刻正是出自这样的创作者，今再现世间，对美术史来说，也是具有认识价值的宝贵资料。娘
娘寨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分期是依据郑州地区典型二里头文化遗址主要陶器分期而进行的。参照该分期
图，将娘娘寨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娘娘寨遗址紧邻
姑二里头文化城址，二者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推测姑城址应为夏王朝东境顾国都城，娘娘寨遗址为顾国
都城附近一处较重要的聚落遗址。杨府山土墩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乐器和的年代和性质，对探讨南方地
区文化的互动、交融乃至民族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该墓所出鼎、簋、铙、短剑等的具体分析，
可以断定这应是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南方系青铜器，时代应在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晚应为西周早
期。6年，对经石峪摩崖刻经及周边题刻进行考察，共发现37处题刻，其中7处为古代题刻，未见于金石
著录，加上仅见于金石著录的6处题刻，以及《金刚经》刻文本身，总共44处。对这些题刻进行文字、图
像及地理信息等记录，为分析《金刚经》及周边题刻的历史、宗教、意义及艺术风格提供了条件。94年
，在山西长治市故漳乡魏村抢救性清理了一座仿木结构砖室墓。墓室平面近方形，北、东、西壁各有3个
壁龛。墓内未见人骨及随葬品。墓内南壁和券顶有壁画，内容为木碓、石磨与"二十八宿"星斗图。墓室
四壁均镶砌砖雕，内容为二十四孝人物故事，还有金代天德三年纪年题记，为研究孝道文化提供了新资
料。8～29年，对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商至西周时期活动面及与之相关的灶址、房址、手
工业作坊址和灰坑、墓葬等，东周时期的活动面及与之相关的手工业作坊址等，以及汉代墓葬1座，出土
遗物有陶器、石器、铜器等。该遗址的发掘，为深入解读不同时期香港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
了重要资料。99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墓葬56座，出土大批铜、石、陶、骨、金器等
。墓葬形制可分竖穴土坑、洞室、偏洞室三种，绝大多数存在殉牲现象。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
期。此墓地与岱海、鄂尔多斯地区的同时期考古遗存既有共性，又有一定区别。墓地居民可能从事一种
较为发达的游牧经济。3年秋，通过对新砦遗址东城墙的解剖，可知龙山文化时期将原已存在的自然沟填
平修建城墙，外侧扩建护城河。新砦期早段，修整龙山晚期城墙，并在此基础上夯筑早段城墙。新砦期
晚段，城墙向外扩展并得以新建，同时向外扩建了新的护城河。新砦期晚段的城墙和护城河毁于二里头
文化时期。8年发掘的置度村八号隋墓保存较完整，规模较大，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砌壁画墓，由墓
道、甬道、壁龛、墓室等部分组成。随葬器物较为丰富，包括大量瓷器、陶器和隋代五铢钱。特别是其
中一组瓷侍女俑和伎乐俑较为罕见，制作精美，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此墓属隋代晚期，墓主人可能为
品级较高的官员。96年和23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共发掘墓葬15座，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
铜、骨、石、金、玉器等。墓葬形制以偏洞室为主，也有少量竖穴土坑墓，大部分存在殉牲现象。这是
在岱海南岸首次发现的东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墓地，从其文化内涵分析，应属于此阶段存在于岱海地区
的三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一。班井东汉四号墓有较大面积的封土和地面建筑，出土文物多样，为研究东
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徐州地区的葬制、葬俗及物质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墓内磨平的画像石为研究画像
石的再利用提供了新的资料。 本文以河南博物院石质文物保护为例，对石质文物保存环境、石质文物病
害种类进行分析，对石质文物的保护进行初步探讨。9年，在洛阳市洛南洛龙路关林路南段发现一座唐代
墓葬，出土有陶俑、动物模型、生活用具、石墓志等。此墓葬的发掘对唐代洛阳的分区、葬俗、行政区
域管辖范畴的划分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裴祗事迹未见史载，人们很难从传世文献中探查裴祗的生
平概况与家族渊源；出土的裴祗墓志记载了裴祗的生平状况、仕宦履绩，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河东裴氏家
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裴祗墓志提供的新线索与佐证材料，成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裴氏家族的重要补充
文献资料。裴祗墓志所载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后人理解西晋初年的社会风气与尊崇儒家礼制的思想潮
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5年，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天玺华府项目建设，对该区域M24M245发掘
整理。出土有青瓷执壶、白瓷执壶、瓷碗、绞胎枕、铜镜、铜钱、铁器等随葬品。其中M244出土的绞胎
花枕做工精细，上刻"裴家花枕"字样，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为研究相关器物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新
主义时期，各根据地根据不同需要，先后发行了6余种公债券，以信用形式向人民群众举债。湘鄂西省苏
维埃水利借券是目前所收集到的根据地*早发行的公债券实物。年入夏之后，全国遭遇了数十年罕遇的洪
灾。由于国军阀连年混战，无暇顾及河湖堤垸的修整，造成堤坝年久失修。湘鄂西根据地大面积地区受
灾，民众生产和生活极其困难。洪灾过后，为了救济灾荒、恢复生产、巩固政权，湘鄂西省苏维埃开展
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修堤运动，并专门发行了3万元的水利借券，以补充修复溃毁堤坝所需的经费。同时，
通过各项决议案来大力鼓动推销水利借券。在当时根据地损失惨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水利借券对于
苏维埃筹集水利资金、恢复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国家博物馆藏券特征以及相关史实资料
，对此种公债券的发行略作考述。象纹青铜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装饰风格别致，主要在



簋、鬲、壶等几类固定的器形上出现，且出土地域较为集中。本文在象纹青铜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
试对其进行分期、分区研究，并探讨象纹装饰铜器的起源、发展及其衰落的原因，同时对青铜器装饰象
纹的思想内涵作以探讨。"石渠"之称，来源于汉初萧何在未央殿北建造石渠阁，收藏入关所得的秦代图
籍。而《石渠宝笈》是清内府书画收藏的著录，是对宫廷书画收藏的系统整理和信息登载。《石渠宝笈
》初续三编的编录过程，也是鉴定整理的过程。编纂者的工作包括辨别真伪，进行筛选、著录和考证。
对决定入录者，记其尺寸、本地、书体、画法、内容、题跋、印章等信息，还要考订作者、相关人物、
流传过程，以按语形式标出。因此也可以说，此书还是参与整理编纂者治学能力集大成的体现。人们渴
望出版图文并茂的《石渠宝笈》，在于这种影印著录原文与彩色图像的全信息对照，不仅将满足创作、
鉴定、收藏、欣赏、学习、借鉴的需要，而且为研究故宫旧藏书画在流传中发生的变化提供了方便，也
会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架起语言与图像的桥梁上，还是解释造假背景的手段上，都因系统资
料的推出而发现引人思索的问题。 汉代画像中有很多对当时社会生活内容的描绘，比如对门吏、守卫、
侍仆等人物的刻画就较为常见，其意旨显然是为了表达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地位。将这些人物刻画在
埋入地下的画像上，也有让他们在冥界中继续服侍墓主人的象征之意。刻画者在表现这类人物时也并不
都是千篇一律，而是尽可能地使其形式多样化，变化较多的便是这类人物的手持物，如执笏、持节、执
盾、拥彗、带剑、执棨戟、执金吾、执棒、执斧、持兵械、牵獒等等。汉画中描绘的这些手持物不仅与
角色身份有关，同时也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礼仪习俗。本文介绍了在文化遗产保护内涵和外延越来
越丰富的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由物质遗产转向物质与非物质并重，作为二者之间的联系者、非物质
的传承者、遗产地精神建构者的"人"愈发凸显着其重要作用和地位；文中通过对具体保护案例的分析，
探讨基于价值观发展而带来的认知变化，指出"人"在其中具有的重要价值，以期在今后的保护实践中，
将其纳入更完善的体系进行评价。潞王陵是明潞简王朱翊镠陵墓。其规模庞大，形式别致，雕刻精湛，
是研究明代藩王的葬式、建筑和石刻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陵区由两部分组成，东侧为潞简王朱翊镠墓
，西侧为次妃赵氏墓。本文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潞王次妃赵氏墓的建筑形制及价值。本文
利用心理学原理，分析思想认识、从众行为、心理维护、意志力、情感与思想工作的关系，提出了博物
馆员工素质提升与思想引导的心理学基础和方法。通过对考古发现的诸多史前至夏商时代城址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龙山文化时代是城郭之制的孕育、形成时期，藤花落、宝墩、石峁等城址已基本具备城郭之
制特点，陶寺城址施行城郭之制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芒城、双河和紫竹村城址不属于城郭之制，只能算
作双重城垣防御。夏代为城郭之制的初步发展阶段，新砦城址的布局实质上已具备城郭之制，望京楼城
址具备城郭之制的布局特点。商代以后城郭之制得到推广，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都城，以
及垣曲商城、盘龙城、牛城、三星堆等方国城址，大多推行城郭之制。所谓"夏商无城郭说"或"夏代无城
郭说"等观点是与考古实际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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