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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人类的大多数社会行为而言，自然界的物候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因此
，通过古代图像描绘事物的某些物候特征来对该图像的历史属性进行判断或，或许要比单纯依靠传世文
献更加令人信服。根据对宋代气候的既有研究，《清明上河图》创作时期的汴京气温比今日开封同时期
低1℃左右，基于此，我们可以对12世纪初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物候特征作出大概的推测，并与《清明上河
图》所绘植物和动物的特征进行比较，由此进一步论证该图所绘是春景。本文以《清明上河图》中所绘
植物为重点分析对象。一方面，在对《清明上河图》的既有研究中，植物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另一方面
，植物的物候特征更为突出和稳定，因此更加具有代表性。8年，北京大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组织了
对张家口地区十余处古代城址(亦包括与张家口相邻的山西几处古城址)的踏勘和考察，在此基础上撰成
此文。文章对桑干河流域的山川河流分布、地貌特征、历代交通路线、城址的外部形态、平面结构、选
址特征以及与周边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并指出：由于桑干河流域半农半牧地区
的地理特征，导致在历史时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得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不同统治集团
所主导的城市建设，具有迥异的风貌。即使是同为中原农耕王朝的汉、唐、明三代，山后地区的城市选
址也各有特色。概括而言，汉代的城址，多位于较大河流的河流阶地之上，周围开阔而城址规模较大；
而唐代的广边军、怀安县等城址则选择于山间小盆地中，周围地势狭隘；明代城址规模宏大，但多靠近
边境与边墙，与汉代相比，则更多地从军事角度着眼。这一差体现了城址选择机制中的人文因素。新石
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大体经历了由无中心向以中原为中心转变的"多源一
统"过程。究其原因当有多种，气候变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各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的
不同，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气候暖湿的时期发展较快，而湿润地区
则在气候冷干的时期适宜发展。位于干旱地区的文明在长期冷干的气候条件下衰落了，位于湿润地区的
文明在极端暖湿的气候时期中断了，唯有中原地区位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适应极端气候的能力较强，
不仅在暖湿时期发展较快，而且在冷干时期仍能持续发展，*终成为全国文明的中心。苏联时期，为适应
动员的需要，创建了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极强表现力、巨大鼓动性的宣传画绘画模式。画家们运用各
种符号，采用独特的形象表达方式，构建了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系统，将国家的执政意图内化为一种视
觉秩序。本文将以"纪念十月1周年—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十月文物展"中的部分宣传画为主要媒介，
从苏联宣传画如何从传统图像叙事画法转变为追求视觉冲击，如何运用特定的图像符号来宣示其观点和
信仰，以及如何通过强化**和国家的崇拜仪式来增强国家形象等三个方面，来探讨苏联宣传画在叙事方



法和视觉表达方式上的特点。17年俄国十月以后，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对于十月后的苏俄社会
，艺术家们充满了创作激情。他们选择与时代相关的主题来描绘、人民、**，其中许多作品延续了19世
纪末的现实主义绘画传统。本文将主要通过"纪念十月1周年—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十月文物展"中的
部分历史题材画作，并结合历史记述、美术构图、色彩、象征、手势语言等进行初步分析，探讨作品如
何反映历史的真实和的需求，关注画家的情感表达与作品的环境营造，揭示如何运用图像符号来传递信
息，进而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
，《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
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
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
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
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
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
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者，夏鼐对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北宋后
期是文人画理论的成熟时期，此时的文人画家关注着如何以文人的思致跨越传统绘画思维的障碍，获得
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图》是北宋文人山水画领域里比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本文
即以此图作为个案来管窥文人画家以诗入画、以禅入画的绘画思致。《龙眠山庄图》描绘了一群文人居
士在龙眠山中结社、禅修的生活，但本质上是一幅文人禅观山水画。画家移步换景，借用图像象征的方
法暗示、指引着观画者观想以八功德水池为中心的西方净土世界，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此外，李公麟
《龙眠山庄图》的画意和禅定观想次第离不开苏辙《题李公麟山庄图并叙》的阐释，李、苏二人的画与
诗是一体的。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战国墓中出土的圆雕勾喙蹄足有角神兽金铸像，带有复杂多元的文
化元素，既有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造型特征，又融合了欧亚草原斯基泰艺术的装饰风格，呈现出复杂的
文化背景和传承关系，其所具有的神秘信息有待解读。从语源学、文物学、艺术学角度对神兽金铸像造
型的分析表明，其所具有的勾喙、蹄足、长角、有耳鸟首等特征，与先秦两汉古文献记载的嬴秦飞廉族
的历史、风神形象等信息重合，并且传承关系密切；与欧亚草原艺术中常见的勾喙蹄足后蹄反转的神兽
造型、北方草原鹿石上的神兽形象相似，相关性显著。本文认为，神兽金铸像的母题来源是风神飞廉，
文化内涵源于商族的鸟图腾、草原文化和巫文化的鹿图腾，兼有嬴秦族的龙图腾和古印欧文化的双头神
兽形象元素，呈现出交互杂糅的文化传承关系。 渑池石佛寺石窟位于豫西地区渑池县坡头乡庙下村，一
般认为开凿于北齐时期，通过对石窟造像的艺术分析，以及对石窟所存的明代碑刻的分析，本文认为当
开凿于北周，属河南境内的一处北周时期开凿的石窟。关于商末周初铜甗钩的连接技术存在不同认识。
通过对相关认识和青铜器铸造技术中一些概念的梳理，认定存在先铸铸接和焊接等两种甗钩连接技术。
叶家山墓地铜甗钩连接方式有先铸铸接和焊接，但以先铸铸接为主。这种技术反映了曾国可能存在独立
的青铜器生产作坊，西周时期应该能够独立生产青铜器。13年对西坡遗址的南部壕沟进行了发掘。壕沟
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口部较宽，两侧斜收，近底部折收为小平台。壕沟内填满不同形状和性质的堆积
，还发现灰坑、完整猪骨等遗迹，堆积年代应始于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遗存早、中期，延续至晚期。壕
沟的堆积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基本上与西坡聚落形态的演变相对应。"长子口"墓，位于河南省鹿邑
县太清宫遗址处，为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该墓出土了一批商末周初的音乐文物，包括4件骨排箫、
6件编铙、1件石磬，是这一时期的重大音乐考古发现。依出土器物类型、组合方式及墓葬特点来看，与
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的器物均有相近，而编铙则具有明显的商代器物特征。该墓葬所出土的音乐文物对
于我们研究、了解商代末期的音乐文化特征，尤其是商代末期向西周初期过渡、衍生方面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本文仅就该墓所出土的音乐文物进行梳理、研究，以期了解商末周初古代音乐的乐器类型、乐队
组合方式等方面的沿革情况和该墓所出音乐文物之于古代音乐史的重要意义。 本生故事是佛教艺术表现
的重要内容，舍身饲虎本生以牺牲、奉献为主题思想，在北朝时期较为常见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新疆、
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的石窟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该本生故事壁画和雕刻。佛教造像碑、塔是与石窟一
脉相承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其龛像、铭文及其他佛教内容往往相互印证，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表达
一定的主题。甘肃馆藏的两件刻有舍身饲虎本生图像的碑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其内容、构图、思想内
涵等相关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张家场古城是目前宁夏乃至河套地区的规模、保存较好、出土文物*
为丰富的一处秦汉时期的古城遗址。遗址调查发现秦汉时期大量建筑构件，以及陶器、铜器等众多遗物
，说明这里曾是一座经济繁荣的城镇。传世文献和部分金文文献中的"元子"一词，通行工具书一般解释
为"长子"、"首子"、"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等，也有学者提出了"元子"中的"元"应训为"善"的意见。本文通
过对1987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出土的春秋时期可忌豆铭文"元子中(仲)姞"等内容的研究，认为以往的解
释过分强调"长子"、"首子"、"嫡长子"等层面的含义，训为"善"的意见也有可商之处。先秦、秦汉文献及



出土资料中"元子"一词强调的只是"嫡庶"的观念，与是否为"长子"、"首子"没有必然联系，也不限于"嫡长
子"，其他"嫡子(女)"也可以称为"元子"。"元"在训"首"之外，具有"嫡"的涵义，是在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
背景下衍生出来的。文中对部分文字形体的隶定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大云山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现存9
座墓葬，为陵园内部的陪葬墓。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岩坑墓，出土铜器、铁器、玉器、漆器、陶器等遗
物。从埋葬位置、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看，墓主人皆为代江都王刘非的妃嫔。这9座墓葬的发掘，为
深入研究汉代诸侯国妃嫔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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