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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谢颖苏在清代台湾书画声名显赫，兼具诗、书、画、印四绝才华，其篆刻入妙，宗汉代与清代。《琯樵
真篆》为后人收集谢颖苏印拓一百方，粘贴印谱上，采用线装而成的孤本。谢颖苏篆刻的风格，白文以
汉印为主，方笔多，比较浑厚，用刀痕迹明显；朱文则受清代浙派刻法的影响。《琯樵真篆》印谱中有
他人名号章57方。本文考证这些名字、称号章印文涉及的人物包括徐继畬、鹿泽长、杨承泽、洪范、林
国芳、黄赞汤、霍明高等人士，其中，徐继畬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又是近代的地理学家，在
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他们都是当时重要官员和文人士绅，从中亦得知谢颖苏交游
的对象包括名公巨卿和文人士绅。前人怀疑《兰亭集序》者，或以为从文章到书法都是伪造的，或以为
此伪作乃出自陈僧智永之手。鉴于东晋南朝历史文化条件，本文则以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自来皆肯定
传世今本《集序》书法水平极高，"章法为古今"，是"神品"，而据唐人书品论，智永书法虽善，乃指其隶
书(正书)、草书，其行书水平则稍差，与王羲之相距甚远，这就意味智永无法伪造出这一"神品"来。而且
鉴于当时琅琊王氏礼教家风，智永的"末裔"身份也决定他不大可能违反孝道，去伪造远祖文章、墨迹；
史载《集序》墨迹的存在在唐代以前几乎是不为人知晓的，因而纵使撇开智永，假定当时另有一造假足
以乱真的无名书法高手，在南朝社会风气影响下，为了获取经济或利益而伪造王羲之墨迹，则此伪造目
的必然决定他选择目标乃是易于出手，为人们熟知、欣羡的王氏墨迹名作，而不会去找一当时毫无名气
、很可能无人问津的《集序》去伪造；这些表明，唐代以前没有伪造《集序》的条件，不存在伪造《集
序》这一问题，由唐代流传至今的今本《集序》当是真品。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的一枚铜印，印文篆
法工整秀美，构形奇特诡异。它的上部呈圆圈状，下部则与金文及《说文》篆文" "字的构形相类，当是"
"字的别体。曹操名操、字孟德，因" "有平定之义，与"操"的含义相关联，故印文" "当是曹操的本字，而"
孟德"则是其功业有成后新增的字号。这则印文中部向内凹陷，它可能是曹操专门用于钤盖封泥的印章。
在焦作市耿村发现的元代石供床刻文中，记载了当地迎神赛社中一些社火班社的名录。其中"骆驼社"是
当时"驼户"的社会组织，在社火中有"舞队"的表演因素，"簇马直社"是集养马、驯马以及社火中驭使马匹
参与表演的班社，"太尉直社"应与祭祀东岳庙的太尉神有关。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16与17窟是位于
窟群区内谷南区中间靠近地面的一组中心柱窟，三窟共用同一前室，形成一组"品"字形三佛堂组合。其
中，16窟位于中间，其前室南侧为15窟，北侧为17窟。这种以三个中心柱窟组成的"品"字形三佛堂组合，
在龟兹石窟寺遗址中仅见。三窟内塑像不存，壁画在2世纪初年被切剥流失海外，根据德国柏林亚洲艺术



博物馆馆藏壁画资料，知原壁画为唐朝风格。本文利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的馆藏壁画资料，
以及德国、法国探险队于2世纪初年在库木吐喇石窟拍摄的历史照片资料，并结合前人的记录与研究，对
库木吐喇第16窟主室南壁《观无量寿经变》壁画图像进行复位与识读。此外，还通过与敦煌英高窟唐代
《观无量寿经变》壁画进行比对，分析库木吐喇第16窟唐代《观无量寿经变》壁画图像的特点，及其与
敦煌唐代壁画图本的联系。 本文考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幅被忽视的传李龙眠《十六应真
图》手卷。长久以来，此图被历代鉴赏家认定为北宋名作，但它更可能是晚明赝品。尽管如此，鉴藏者
留下的三十六枚印章与十一则题跋为我们提供了这幅画自17世纪到2世纪的可靠的递传信息，并在程度上
保留了他们对这件作品的理解与感悟。本文主要探讨《十六应真图》与新城王氏收藏者(即王象乾与王士
禛)的关系。其一，通过探究董其昌跋文的可靠性，更好地理解王象乾的收藏活动；其二，以王士禛友人
留下的七则跋文佐证王氏在17世纪中期的交游、生活与仕途状况。晋侯墓地中，历代晋侯与夫人均采用
了"异穴合葬"的埋葬方式，除表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外，也凸显了作为嫡妻的夫人与晋侯一样，
拥有超越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力与地位，是夫妇关系强化的重要表征。每组晋侯与夫人的墓葬中诸多方面
都是大致相同的，尤其是异穴合葬双方的葬式、墓葬的朝向等都达到了近乎惊人的一致，可见埋葬者是
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这是夫妇二位一体性别观念在墓葬制度中的真实反映。而晋侯与夫人墓
中随葬品等方面的差异则体现了贵族阶层夫妇间的性别等差。报名电话和怎么参加（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通过对河曲坪头遗址前后两期房址的建筑技术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地区窑洞式建筑在窑跨
、门洞处理、防潮技术、白灰烧制及涂抹技术、火塘周边装饰手法等建筑技术方面的承袭发展。通过对
房址进行建筑力学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先民对黄土窑洞结构力学的稳定性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后对
房址白灰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及碳十四测年，扫描电镜分析显示：后期房址白灰烧制技术比前期
提高；碳十四测年显示：前期房址距今3835±25年，后期房址距今3535~3715年。8年8月至11月，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在营口市鲅鱼圈区天瑞水泥厂发现的汉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38座，
其中砖室墓4座。砖室墓均有绳纹砖做建筑材料的现象，均有东向墓道，多数墓葬墓室底部铺砖均呈人字
形。墓葬规格相差不大，由于破坏较严重，人骨已不存，葬式葬俗均不详，有用木棺的现象。出土遗物
以陶器为主，器形有罐、壶、钵、奁、灶、釜、甑、俑等，另有石器、铜器、铁器等。其中发现的陶俑
，高度写实。砖室墓年代可以推断为两汉之交，或可晚到东汉初期。该批墓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对
于研究两汉之交中原文化和辽东郡平郭县一带的东北土著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时代特
征强、演变快的陶器进行分析，可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进行重新分组，167座墓葬共划分为五组，其中包
含两个数量不多的过渡特征组。遗迹现象表明，第三组时是大同南郊墓地形成的巨变时期，此时北魏经
历了太和改革和迁都洛阳，第三组墓葬所表现的维持和破坏并存的状况，当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7～29年对沟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尤其重要的是发现和探明了遗址
外围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小两个环壕，填补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依据层位和
出土遗物，该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大体分为四期，时代从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7年对唐户遗址
进行的发掘，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41座、灰坑169个、沟2条、墓葬1座，出土了一批裴李岗文化
时期的遗物。这批材料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有助于研究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和聚落
形态，以及建筑方式、生业形态、社会组织等。8年度对麦坪遗址的发掘，共清理房址5座、墓葬13座、
灰坑12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各类遗物2余件。该遗址是大渡河中游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本次工
作区分出四类不同的文化遗存，对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研究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
系提供了重要资料。6～28年对西金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中北部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
，面积达3.8万平方米。此次发掘位于城外，发掘面积52平方米，清理了城墙、壕沟、灰坑和水井等遗迹
，出土一批龙山文化陶器和石器，整体文化面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另外还发现了粟、水稻和小
麦等农作物遗存。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重要疆臣，他们掌控地方社会、经济之大柄，
影响内政、之决策，堪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刘坤一担任两江总督时期，李鸿章、张之洞、李文田等
人与他时有书信往来，且多讨论当时、诸多事务。湖南图书馆现藏有多件李鸿章、张之洞及李文田等晚
清名家致刘坤一的书信。部分书信尚未公开发表，内容隐秘，文献价值重大。笔者选取其中五件进行整
理，将此函札标点，并结合相关资料予以考释。这五件书札中，李鸿章、张之洞所写四件信函主要涉及
中俄、中法及中日关系，从中可考察刘坤一与他们互动时的基本态度；李文田致刘坤一之书信则涉及李
鸿章与刘坤一"对抗"时局下的朝政变局。在数量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对徐悲鸿风景油画的绘制时段进行
了依次考证，为后续研究务实了基础。徐悲鸿在留法之初即开始画风景油画，但他绘制风景油画的主要
时段集中在2世纪3、4年代，尤其是4年代初旅居印度、云南期间，5年代以后基本不再画风景油画。11年
3月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新展中有一个《古代佛造像艺术》的专题展，其中展出了1件隋
唐时期的"善业泥"，文字说明为"善业泥佛像"，并解释这种工艺的制作方法是"用净水澄泥，再以细绢过



滤，调匀颜色，和以胶水，铸铜为范，由范成像"。笔者一直对这类造像感兴趣，而国博展览的说明留给
我们阐释的空间很大，同时考虑到藏传佛教流行制作的擦擦与之的对应关系，本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
是这种小型佛造像的名称，二是汉藏这种小型造像的题材比较。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十一月，太
武帝在结束对河北诸州的巡视后西返平城，行军至徐水河谷时即兴演示神射技艺。《水经注》记载定州
地方为纪念此一事件而在徐水岸边立有三碑，可是此碑的拓片直至间始为学界所知，至于立碑地点及各
碑的具体情况则迄无确切信息。经过22年、29年和21年的多次调查，现在可以确知三碑中两碑的立碑地
点，即河北易县狼牙山镇口头村东侧漕河(古徐水)河谷。调查中也获得了东巡碑的碑座和碑身残石，为
研究东巡碑提供了新的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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