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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803835850

产品详情

摹写是文献墨迹复原复制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小字墨迹复制摹写技术，在复制工作中克服了"双钩廓填
"方法对笔墨的制约，具有一笔成形、对应表现潜力大、效率高、适合小字墨迹复制等特点，是传统墨迹
复制中比较难把握的技术方法。本文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博物馆对摹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强调在
小字文献墨迹复制中发挥摹写技法特点与对应表现潜力、精心制作墨影底稿和熟练驾驭字形与用笔笔势
；强调从专业需要和个人技术素养两个层面把握"摹"与"写"的内涵、强化笔功基础、认知原迹、引入笔意
观照；同时强调加大试摹写数量，做到意在笔前，使小字墨迹的复制摹写技术成为既符合传统技术特点
，又可广泛应用复制各种小字墨迹文献的文物复制技术，从而提升文物复制件的品质，使传统文献墨迹
复制技术在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宋代绘画成就非凡，自2世纪以来，一直为东西
方学术界所瞩目。本文以画梅艺术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存世的作品技法和图式风格分析，梳理出画梅艺
术在宋代呈现出的典型风格，并以此展示宋画艺术的高度性、系统性、辐射性。世纪，新式美术学校出
现了教师-艺术家的特殊身份。潘天寿早在2年代就进入新式学校从事画教学，深感传统国画面临着"被改
造"和"被融合"的双重压力，危及生死存亡。面对挑战，他的应对策略是"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在国画教
学训练方面主张去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就具体方法而言，他在教学对话和笔谈中，通过传统中西绘画
的对比，表达了对国画发展方向的见解，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思想逻辑。世纪美术*具影响力的一种
选择是以徐悲鸿和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融合的倾向。"融合主义"开辟了艺术的新局面，但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画的发展问题，并引发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而潘天寿认为东西方艺术具有各自的传统和艺术
特色，他强调画的独立价值，明确提出了"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论断，主张画要在保持自身特色和"
以我为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潘天寿通过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强调和民族精神的振兴而着眼于未来
，"拉开距离"说具有深远的内在意蕴。世纪的绘画史展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
画家和作品的分析讨论，本文提出了几对矛盾而又相互转化的概念：光亮与阴影，与天赋，理性与感性
等等，它们在深层的本质上相互交织。必须以正确的尺度为向导，取得良好平衡的中间状态，才能具有
积极的意义。"启蒙的辩证"体现了人类的复杂本性及其改造世界中的无限探索战国秦汉云贵青铜炊具有
釜、双耳锅、甑、鼎和鍪，分属本土、川渝和岭南因素。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本土因素占主导，集中
于滇池盆地，川渝因素见于昭鲁及威宁、赫章和黔东北。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本土因素东移，川渝因
素南下，岭南因素北上。东汉中晚期，昭通、兴仁一带残存川渝、岭南因素，本土因素消亡。13~214年



，在忻州市九原岗发掘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大型单室砖墓，时代大致为东魏至北齐早期。在墓道两侧、门
墙、甬道和墓室内都发现大幅精美壁画。壁画题材广泛，内涵丰富，是研究北朝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
军事制度等的珍贵资料。11~21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徽省广德县桃洲镇南塘村的一处岗地上
发掘了7余座土墩，墩内的27余座墓葬绝大多数为汉代墓。汉代单个土墩内墓葬可分为一墩一墓和一墩多
墓两类，出土遗物有釉陶壶、罐、鼎、盒、瓿，铁剑，钱币和玉石器等。推断墓葬的时代为西汉中期至
两汉之际。14年对岗嘎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16座墓葬。基本上都有葬具，以独木棺为主，还有木
板棺。随葬品有陶器、木质马鞍、桦树皮箭囊、铁镞、铜带饰、玛瑙珠等。墓地年代大致为公元8~1世纪
，此次发掘对探寻蒙古族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1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对定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窑
炉和作坊各2座、灰坑6个，出土青黄釉瓷、细白瓷和黑釉瓷等。涧磁岭是定窑五代、北宋至金代的中心
窑场，其中：区自唐末五代开始烧造，一直延续到金末，出土的"尚食局"、"东宫"款瓷器，揭示了宋金时
期定窑除生产贡御瓷器外，还生产日用瓷器和粗瓷器。壁画墓是表现封建社会中上层社会墓葬等级制度
的重要考古资料。将隋代壁画墓以及画像砖墓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归纳出隋代壁画墓所表现的隋代
墓葬等级制度及隋代礼仪。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南北朝壁画墓的发展与唐代壁画墓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
系统地认识古代壁画墓的历史演变过程。 南昌华豫之门咨询联系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南昌华豫之门咨询联系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朝珠是清朝特有的一种佩饰，是清代服饰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文结合清代典制和史料，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大量清代朝珠实物，对朝珠的形制、材质、
制作、佩戴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厘清既往研究中关于男女佩挂朝珠方式认识的一些错误。本文从王湾遗
址第三期遗存入手，讨论了龙山时代晚期嵩山以西地区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指出，嵩
山以西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应属两类遗存。一类是以王湾遗址第三期和小潘沟龙山时代
遗存为代表的三里桥文化，或为三里桥文化在洛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一类包括西吕庙等遗址的龙山
晚期文化遗存，承自本地的龙山时代中期遗存，应是嵩山以西地区的土著遗存。这一地区发现的三里桥
文化遗存显示出，三里桥文化自西中条山以东的黄河谷地，向洛河以北、黄河以南、嵩山以西的冲积平
原渗透的形势。近代天津洋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相当活跃，其经营业务种类丰富，涉及范围广泛。本文
通过对一份有关天津美孚洋行涉及不动产交易的文献进行研究和考释，从而获知美孚石油公司曾从事地
产交易中介的史实。该文献是研究近代天津洋行、土地买卖与登记制度以及金融货币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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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时代牙璋是国家制度一种物质的象征
。近半世纪以来，有关夏商阶段牙璋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无可否认，过去学界基本是集中
对牙璋年代、类型学对比等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径，重视牙璋细部的分析。我们认为，牙璋局部特征的
辨识，对牙璋体系的论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希望为牙璋研究方法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綜合东
亚地区出土牙璋分析显示，二里头VM3∶4牙璋在南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西南金沙所见影响是直接的
，在东南地区大湾、虎林山则是间接的波及。二里头牙璋在南地区的复制，可被视为原生国家向次生国
家波及的一种表现。我们相信通过二里头牙璋等实物，足以论证夏王朝理念的实践，也是东亚广域国家
起源的关键。今后除了寻找夏王朝同时期的文字证据以外，考古的遗迹和实物对夏王朝的实证，同样具
有科学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 豫南地区共有5处遗址的商周西汉墓出土了前代遗玉，主要包括罗山县天
湖晚商墓地3座墓、光山县宝相寺春秋黄君孟夫妇墓、桐柏县月河春秋养子墓M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M7
，以及南阳市麒麟岗西汉墓M8等，共计出土约45件遗玉。这些遗玉的年代分属龙山期至夏代、晚商和西
周时期。遗玉的存在状态一是原器保存基本完整，二是已加工待用，三是已改成新器。遗玉的来源途径
一是当地龙山至夏代土著人历代流传而来，二是有些墓主人因特殊国情境遇而对遗玉着力收藏而来，三
是商周王朝朝聘赏赐及诸侯交往而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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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展览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当前我国博物馆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
题。本文从浙江自然博物馆新馆筹展实践出发，对展览前期筹备管理、后期实施管理及其管理中须注意
事项作了探析。早期维摩诘变相的创造与展开，是一个内容不断丰富、表现形式逐步精细的由符号象征
渐趋图像叙事的过程。北魏云冈时期、北魏龙门时期、东魏北齐时期、隋唐初期为早期维摩变发展的几
个重要阶段。由于资料和研究视角的限制，前辈学者对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末这1年中维摩诘变相发展
演变的脉络重视程度不够，阐述也不够清晰。因而，有必要在新的资料条件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这
一段历史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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