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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发现很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古籍，尤其是在阴阳数术领域有大量珍贵文献。
其中《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一篇记述了以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等占算战争胜负的方
法，在这篇文献中有用竹简拼合起来的一幅"八风图"，这幅图中标明八个方向对应"八风"的名称，并以此
为占算依据来判断"客""主"双方在战争中的优势，"八风"的名称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既有对照又不尽相同
。拼合"八风图"的几支竹简残损比较严重，有将近一半的竹简残佚，竹简整理者之前做了很好的研究并
尝试了复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勘，对"八风图"部分
进行了重新复原，并对此图的各部分做了相关说明。而文中提出的一些设想，也有待银雀山汉简的进一
步整理和研究来验证。陈列博物馆化一直是博物馆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古代"基本陈列设计中，
国家博物馆展览设计人员始终以陈列博物馆化为圭臬，认为确定合理的历史分期，构建以文物为核心的
陈列体系，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基础；正确处理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施工制作之间的关系，形成符
合博物馆文化特征的设计方式，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重要内部合作机制。12年5月，国家博物馆和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活动中，对屯留柳行遗址进行了调查和清理，发现了
丰富的史前文化时期遗存。该遗址的遗物主要出土于灰坑H1和H2，两个单位所出的陶器在器类、质地、
纹饰、制法上相同，表现出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阶段的典型特征。该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尖底瓶残器，
形态大多为锐角尖底、口部重唇，且两个部位的形态变化较小，应该代表了一个时间较短、面貌变化不
大的文化发展阶段。总体来看，该遗址属于内涵单一的庙底沟文化中期阶段的典型遗址，出土陶器与晋
南地区同时期陶器面貌基本一致，而与晋北同时期陶器差别较大，反映出仰韶文化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因
距离和地理环境而造成的面貌差异。柳行仰韶文化遗存为深入认识山西东南部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
。三道湾和东大井墓地的时代和文化性质相同，除具有早期拓跋、匈奴、平洋文化、中原汉文化因素外
，新兴的檀石槐鲜卑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应归属于檀石槐鲜卑遗存。辨识出这类遗存，可以尽量真
实地反映东汉晚期北方草原民族的发展状况，并将对拓跋鲜卑的考古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文中对现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小臣(讠逨)簋的流传及器盖铭文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件簋在流传过程中器盖被
错置，并一直沿袭至今。铭文所涉及的西周时期重要历史人物伯懋父与文献记载的康伯髦也并非一人。
根据与"伯懋父"相关铜器的形制和铭文的分析，认为小臣(讠逨)簋应属昭王前后。12年1~3月，洛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外郭城洛北里坊遗址区范围内清理了12座窑址。窑室平面多为马蹄形，由操作



坑、窑门、火膛、窑床、排烟系统等组成。据窑址的开口层位、打破关系及遗物形制，大致可分早、晚
两期。早期窑址年代上限在唐代初期，下限不晚于唐开元十九年。晚期窑址年代在晚唐至北宋时期。13
年11月至214年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临汾西赵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灰坑、墓葬等遗迹，其中出
土墓志的三座唐墓(MMM45)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陶瓦当、陶俑、三彩器、鎏金铜器、铜镜、玻璃器等
。特别是M2出土的玻璃器是首次在山西唐墓中发现，这为研究山西唐墓乃至全国唐墓提供了新的资料。
12年5~7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浙江象山县"小白礁Ⅰ号"沉船船体以上遗存进行了正式发掘。船
体残长约2.3宽约7.85米。船体构件主要有龙骨、肋骨、船底板、隔舱板、舱底垫板、桅座、孔和方形立
柱等。出水遗物共计118件，以瓷器为主。沉船年代当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年)。
萍乡华豫之门咨询热线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存在许多
争论。在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的北移有三条路线可选，即北线、东线和南线。相对而言，从北线铜陵
、繁昌间渡江转移是比较安全的。新四军经该线北移路程较近、地形熟悉，掌握敌伪的活动规律，准备*
为充分，具有优势，有敌顽矛盾可以利用，有渡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使遭到拦截，可能遭受的损失也
是的。但从北线转移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敌顽的封锁和国散布了新四军北移消息。由于各种原因，皖
南新四军*终放弃了从北线转移的计划。其主要教训是：项英犹豫动摇，丧失了渡江的时机，高估了困难
，没有舍局部而保整体的决心。无论新四军选择怎样的北移路线，大北渡长江和复杂的敌情迟早都是要
面对的。14年秋，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
原考古队发掘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北距原凤雏甲组基址约4米，编号为
214ZYIIF3(凤雏三号基址)。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中间为长方形庭院；总占地面积约21
8平方米，是迄今发掘的规模的西周建筑遗址。三号基址庭院中发现了一处特殊的立石和铺石遗迹；外围
出土了金箔、绿松石、原始瓷器残片等贵重物品。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曾大面积失火；庭院
中的立石、铺石遗迹在西周晚期废弃。博物馆通过藏品、展览彰显了城市文化个性，向公众展示了城市
的物质文化，并保护、传承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地博物馆之间藏品、展览、人员的交流推动了
城市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地域、国家间的理解。博物馆的服务广泛地面向社会公众，居民能够借助博物
馆平台参与、融入到城市文化生活中，也应当享受到更便捷的人文关怀。博物馆在传承之外，见证、反
映、适应甚至着城市的变革。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应当了解自身在城市发展中的担当，融入
城市，更好地践行自己的社会使命。战国楚简中行用甚广的"廌"字，在新蔡简中亦有不少文例。这个字
在新蔡简中的特点是所从"虎"头只是略有虎头之意而已，应当是战国文字中"薦"字的异构。它在新蔡简中
有15例之多。新蔡简中以这个字表示荐席的一例，对于说明"薦"字本义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新蔡简使用
薦字多与迟、速字相连用，表示对于薦祭时间的关切。新蔡简所提到的"薦祭"、"享薦"，皆可从上古时代
的礼书中找到相应的影子。 本文通过对河南舞钢、西平地区冶铁遗址群的田野调查和采集遗物的实验室
分析，证明战国秦汉时期该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以生铁冶炼为基础的钢铁生产体系。此外，本文对该
遗址群的炼炉构造、鼓风方式，以及冶炼过程使用的矿石、助燃剂和燃料等技术环节进行了分析，并在
整个时代背景下讨论了生铁冶炼工业体系对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为了解羊舌晋侯墓地铜器的矿料来源
，本文采用ICP-：ES对部分铜器进行了微量元素分析，并与晋国东周铜器、长江中下游春秋楚墓铜器及
古铜矿采冶遗址的铜锭、铜颗粒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羊舌墓地铜器的微量元素差异较大，铜
料来源多样，锡料来源单一，且以富Bi为显著特征；其微量元素特征与晋国东周铜器差异显著，表明晋
国铜器生产所用铜料在春秋时期发生了较大转变；其部分铜料当来源于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应与春秋初
年晋楚之间的盐铜贸易有关。 博物馆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储藏、研究、保护、教育机构，从它们产
生的那天起就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吕昂克学园，到埃及的缪斯神庙，人
类*早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应是合而为一的。对收藏物的研究和以图书形式对研究成果的保留，决定了博物
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两个机构的关联与结合，而且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法的两种基本形态的逻
辑勾连。但从其发展的整个历程看，两者经历了从合一到分体再到共享、融合的一个过程。如今基于信
息技术下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现代融合正在为知识教育和研究打开新的服务通道。六博棋局、日晷、铜
镜上共有的TLV纹从何而来，一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系统整理考古出土的六博棋局，依据图案加以归
纳，并进行历时的排比，以考察演变的过程，并认为TLV纹是六博棋局发展到西汉时代的样式，出现年
代不早于战国末年。本文首次披露了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所谓的"背‘党’投蒋"有关档案，通过查核所
藏同时期国共双方相关文献，证实此为汪伪政权为离间国共关系、破坏抗战而炮制的一个诬陷性假新闻
。东周时期齐国修筑的齐长城，西起济南市长清区广里村南，东至胶南市于家河村入海。具体修筑年代
，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发现的清华简《系年》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二章，记有三次晋伐齐的战事，均与
齐长城有关。次发生在公元前441年，记有齐国始筑齐长城，为文献中所首见，使齐国始筑长城的具体年
代终于明了。同时文中记载其为沿济水修筑，由此始知齐长城的完整布局，对齐长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43年，通过文中纪载并结合考古调查，可以断定济水段齐长城南至谷丘、北至渤
海。第三次发生在公元前43年，齐国因内乱向晋投降，并被迫订立禁修长城放弃廪丘的盟约，列国于次
年朝见周天子，三晋被封为诸侯，战国格局形成。这两章简文不但揭示了齐长城的始筑年代，据此对其
时代背景及列国关系，也有了更深刻认识。 萍乡华豫之门咨询热线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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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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