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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人类头盖骨显示，早在殷商时期，即存在中原人与中亚人及欧洲人的往来。欧
洲人和中亚人的到来被有的学者认为参与了政体的形成过程。山西省境内现保存有辽金时期8%以上的寺
观彩塑。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内的33尊彩塑是辽金雕塑艺术中的精品。本文从实地考察出发，分别对其
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即五方佛、胁侍弟子、菩萨和二十四诸天等的题材组合与样式、体量与尺度的次第
安排，尤其是对二十四诸天塑像在总体布局、造型语言、审美、服装样式、雕塑影像与细节上所进行的
艺术处理，结合当时社会生活做了深入分析，并将其与主要存于山西省境内的唐、五代、辽朝时期的相
关遗存做了比较，由此认为，善化寺辽金彩塑是我国内地现存年代*早、规模*宏伟、艺术水平的佛教造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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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公布的"二十二年屯留令戟"是
一件战国晚期的韩国。从城邑归属与铭文所反映的监造制度等因素来判断，它的具体制作年代应是韩桓



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51年)，而不会早至韩釐王时期。屯留令戟的史料价值在于印证了韩国在长平之战
后收复上党郡的史载。书画作品的跋文对于书画本身的研究非常重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顾恺之《女
史箴图》，幅后有四篇跋文，跋文作者以及跋文里涉及数人大都属于元代到明初人。他们是谁?目前并没
有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作者翻阅很多资料，从而探得跋文所涉人名情况。身历明清鼎革的王铎，存世绘
画不多，但山水作品别具一格。经梳理可知，他创作的山水画在晚明时较少，入清之后则渐次增多。其
画构图专取五代荆浩、关仝惯用的高远之法，气魄博大沉雄，间或运用唐王维、五代董源的墨法，令画
面不失于单调、重复。王铎的山水画成就多来自"临古"的艺术实践，他既能从中汲取古人优长，又能不
拘泥于前贤绳墨，敢于突破"形似"的羁绊，强调藉简括朴拙的笔墨表现雄强高阔的万千气象。这正是他
经由"临古"之途，实践"创新"之思，得以在画坛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此外，王铎笔下的山水别有幽
微之义，或在排遣身仕两朝的纠结情绪之际，存有诠释林泉志向与期冀致仕的隐衷，或借思乡之情而传
达出怀念故国的情绪。 本文通过解析与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范式"
的三种类型，即："无专业意识方式"、"组合技术方式"、"科技保护方式"。结合对这三种文化遗产保护"范
式"类型特征的描述，比较了它们的异同。*后，结合上述研究的结论，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范式"的发展
规律和方法。 《郑子家丧》与《铎氏微》竹书《郑子家丧》是一篇战国时期的《春秋》学佚籍。全篇记
述楚、晋邲之战的原因与经过，弘扬了楚庄王的霸业。其文本脱胎于《左传》，应属楚威王傅铎椒所作
之《铎氏微》。此书见载于《汉书�艺文志》，久已失传，今复重见，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文中对
竹书内容进行考释，并就其文本属于《铎氏微》提出证据。7～28年对补要村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北区
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具有自身特色，与周邻的雪山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存在明显差别。中、
晚商时期遗存年代序列完整，自洹北商城阶段延续至殷墟第四期，对进一步完善冀中地区中晚商时期考
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了解当时的社会性质具有重要价值。8年，对河南南阳市八一路一座画像石墓进行
发掘。该墓为砖石混合砌筑，由墓道、墓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两侧各有一耳室，后室为三室并列
。画像石可辨画面的有33幅，图案有建鼓舞、应龙、白虎及执盾、拥彗人物等。墓内出土陶器、铜器和
钱币等。该墓为王莽时期夫妇合葬墓，墓主应为地方官吏。年和211年，对陕西周至县八云塔地宫进行清
理。地宫上层为方形砖室，下层为地宫。地宫平面为方形，直壁，四角攒尖顶，南壁正中有券洞式甬道
，甬道内有三道封门。地宫内出土石函、石棺、汉白玉佛龛造像和钱币等。根据地宫形制和出土遗物等
推断，八云塔及其地宫始建于唐代，北宋庆历年间在原址重建或改建。7～28年对补要村遗址进行了发掘
。在遗址南区发现较丰富的先商文化遗存，填补了冀中南部地区漳河与滹沱河之间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
缺环。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先商文化漳河类型、下岳各庄类型皆有一定差别，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
化第四期之时，可以作为冀中南部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9年，在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安阳段占地范围
内清理5座宋代砖(石)墓和1处建筑基址。其中M1为砖石结构墓，M2为石室墓，其他均为砖室墓。建筑基
址应属M1的墓前建筑。据出土墓志等可知，该墓地为宋代韩琦家族墓地。这次发掘为研究宋代**贵族的
墓葬形制、陵园制度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通过对新公布的兽骨刻辞中" "字的考释
，认为该字很可能即"距骨"之"距"的本字，而该兽骨实际上就是牛距骨，同时对该兽骨刻辞的文意进行了
训解。在此基础上，对1936年殷墟出土的牛距骨刻辞加以考释，总结了这两块牛距骨刻辞的一些共同特
征。*后，结合如今盛行在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与藏族习俗中的"嘎拉哈"和"歘嘎拉哈"习俗以及考古发掘
出土的各类质地的距骨，推测两块商代牛距骨可能用作博具或游戏用具。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
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以西进的新砦类型
为基础，又融合了洛阳盆地附近部分土著因素和束项圆腹花边罐等齐家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中双轮车
等的出现以及青铜冶金术的发展也应当归因于齐家文化的东渐带来的西方影响。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年
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结合文献记载推测：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体为早期夏文化遗存，新砦类型可
能是少康中兴之后融合大量豫东造律台类型等因素而形成的中期夏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少康数
代之后某夏王西迁洛阳盆地而发展起来的晚期夏文化遗存。文人画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是*具传统书画
意趣的形式之一，但主要局限在以宫廷、士大夫为核心的社会上层中流行。得益于白瓷的研制问世，元
明清文人画通过和陶瓷的结合，大规模地走向民间社会大众，传播其审美观念和语言形式，从而提升了
陶瓷的发展空间，也为文人画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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