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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本文概述扬州南宋堡城和宝祐城的相关文献记载及已有考古发掘研究，对《(嘉靖)惟扬志》和《(嘉庆)重
修扬州府志》中"宋大城图"和"宋三城图"进行比较，通过文献地图和现代地形图、航片、卫星遥感图等的
比照，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结果，就扬州南宋堡城和宝祐城的沿革发展等作初步研究。研究揭示，
其发展沿革可以划分为堡寨(砦)城、宝祐城、"大城"三个阶段；宝祐城东西两座城门外侧、城圈拐角以及
西南平山堂等处的现有地势地貌，与文献地图"宋三城图"中所绘宝祐城面貌近似；宝祐城和平山堂城外
围可见的土垄，很可能是南宋宝祐城外围的另一圈防御体系；宝祐城西城墙外两道水沟之间的高地，是
宝祐城西瓮城和平山堂城的连结通道。南宋时期扬州宋三城格局形成后，平山堂城作为宝祐城的一个组
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娘娘寨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8年在遗址北部发现一座"大泉
五十"钱范窖藏坑，出土了大量钱范残块，其中三块面范、两块背范保存较好。依据钱范的形制、结构与
文字风格，推测其年代当为新莽早期。这为研究郑州地区在两汉时期的历史地位以及钱币铸造业提供了
新的重要资料。本文以汉中出土商代红铜容器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就红铜容器体现
的区域间技术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研究认为，汉中出土红铜容器与关中地区同类器物较
为接近，表明在汉中青铜器发展的早期阶段，商文化或经由关中地区对其产生过影响。红铜容器在商代
周边地区出现的几率有高于中原地区的趋势，显示了周边地区与中原商文化的密切联系，也暗示了其制
作地的铜器冶铸技术或许有所区别。苏王墓地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北冷乡苏王村东，南水北调干渠从
墓地穿过，干渠占压墓地面积3万平方米。6年6-11月，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重点工
程建设，在此发掘了一批宋、明时期墓葬。宋代墓葬均为砖室墓，墓室分为长方形、方形、八角形。穹
隆顶为叠涩砌法，分圆形顶和覆斗形顶两种。明代墓葬从其排列位置和墓向看，多为家族墓地。分为砖
券单室墓、竖穴墓道洞室墓及土坑竖穴墓，皆坐北朝南。墓地总体呈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墓葬
分布于南北长2余米的范围内，少数为单独埋葬，大部分为3-5座或几十座集中埋葬。虽然出土遗物不甚
丰富，但是不同的墓葬形制、葬俗较有特色。 博尔塔拉华豫之门怎么报名海选网上报名方式 半拉山墓地
经过精心规划和营建，在地表积土为冢，墓葬和祭祀遗迹均建于人工土冢上。共清理土坑墓、石棺墓和
积石墓78座，祭坛1座，祭祀坑29座。墓地在晚期阶段出现功能分区，墓葬区位于南部，祭祀区位于北半
部。此次发掘首次完整揭示出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的营建全过程，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提供了新资料。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
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



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
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
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
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
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
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
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
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
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
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
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
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12年开始，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明铁佩城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显示，
明铁佩城址是包括内、外两重城垣的大型城址。发现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建立该城址及其所处的费尔
干纳盆地出土遗物的时代序列和城址的年代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在对南方地区唐宋时期馒头窑资
料甄别的基础上，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区和分期探讨，将南方馒头窑的使用地域分为四川
盆地、广东地区和浙江杭州三个区，认为其发展经历了唐代早期、唐代中晚期、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
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和南宋末元初六期，并分析了这些馒头窑的技术来源。认为，四川盆地唐代初
期的馒头窑技术有源于北方的可能，但这并不是当地宋元馒头窑的技术源头；广东地区唐代馒头窑技术
则可能是当地砖瓦窑技术与同时期北方馒头窑技术传入共同作用的结果；浙江杭州南宋两处官窑的馒头
窑素烧技术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汝官窑馒头窑技术南传的表现。在北方馒头窑窑炉技术的南传过程中，
存在以占有市场为目的的主动输出和因特殊历史背景被动南传两种情况，北方馒头窑在南方地区兴盛与
否与当地的瓷业基础强弱关系密切。 晚商时期，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存在一群具有地区特色的青铜器
。对这批铜器年代与族属的认识，核心问题在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所出青铜器的年代。林遮峪墓葬出土的
可确定年代的铜器大都属于殷墟时期，下限并未进入西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所见的晚商时期铜器群
应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它们与李家崖文化有关。8年，对山东滕州市染山汉墓进行发掘。该墓系在山
坡开凿斜坡式墓道和长方形墓坑。在墓坑内用石材砌筑并排的5座椁室，椁室前部有前室和南、北侧室。
出土遗物5余件，包括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等。该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期，墓主应是郁郎侯刘骄。该墓
的发掘为研究西汉葬制、葬俗、画像石艺术等提供了新资料。以器体四隅为视点中心形成中轴对称的结
构布局是商周时期方形青铜礼器的重要装饰方法之一，此类装饰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兽面纹玉琮，商
代早期开始用于装饰方形青铜礼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继续存在，西周中期逐渐消失。统治者在设计
铸造青铜礼器时刻意模仿被诸多氏族部落所认可的兽面纹玉琮，目的在于藉此笼络其他氏族部落势力，
掌控宗教话语权，强化自身统治地位。 清乾隆朝宫廷画院中出现了数量较多、题材多样的仿古画作。就
风格而言，这些仿古画作既留心西洋学，又保留传统画法，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画风，以期达到乾隆帝所
追求之"全"的境界。就仿画与内府收藏的关系而言，乾隆朝仿古画作的仿画对象大都来自内府所藏。集
大成的乾隆朝内府收藏书画，不仅为仿古绘画活动提供了古画资源与临仿对象，更扩展了仿古的视野范
围。临仿对象并不限于一家一派，而是十分多样。乾隆朝仿古绘画活动与传统汉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关系。虽然出身于满洲，但乾隆帝所主张临仿的"古"，却并非东北满族之古，而是汉文化传统之古。石
家河遗址核心区域的勘探与发掘所发现的谭家岭城址是石家河城址的前身，为认识该城址的形成与发展
提供了重要线索。印信台遗址祭祀遗存、三房湾遗址制陶作坊遗存等，是深入研究石家河城址功能分区
的重要内容。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唐代韩休壁画墓，墓内壁画保存较为完好，
极具历史、考古和艺术价值。通过三维影像记录、环境监测及科学检测分析，进一步了解壁画绘制工艺
及保存现状。所使用的科技手段包括拉曼光谱、红外光谱、X射线衍射分析、离子色谱、扫描电子显微
镜等。检测结果表明该墓壁画不宜原址保存，为下一步壁画搬迁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同地区出土了8
件北魏朝廷颁发给各地太守和护军的铜虎符。马衡先生在《北魏虎符跋》一文中简要地考证了虎符的制
作年代和使用情况。本文通过对这批铜虎符铭文的进一步考证，确定它们铸造和使用的年代应该在北魏
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神瑞元年到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九年之间，即公元414年至448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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