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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全心全意服务广大藏友！ 周家庄遗址213年发掘了一批龙山时期遗存，发现房址、灰
坑、墓葬等遗迹。部分灰坑或用作窖穴、祭祀坑。墓葬排列有序，应为经规划的墓地。出土遗物包括大
量陶、石、骨器，其中陶器属周家庄龙山时期遗存晚期阶段。这批材料为深入认识周家庄遗址龙山时期
聚落的布局、丰富文化分期提供了新材料。8年，襄阳余岗墓地的第四次发掘清理了11座保存较好的楚墓
。这些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向，无墓道。葬具为一椁一棺。随葬品有陶器、铜器和漆木器。根
据出土器物形制推测墓葬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晚期。该墓地的东周时期墓葬以楚墓为主体，应是从属于楚
国邓县的低等级贵族及庶民墓地。本文通过回顾学术史，讨论了以往学者对于早期双身像的研究和成果
，认为所谓早期的双身像不过是印度教天神的形象，与佛教的密教像无关。结合唐译毗那夜迦经典和后
期藏译母续怛特罗文献，本文讨论了真正的双身概念是合抱状，并对佛教图像志中真正意义的双身像的
出现年代作出了判定。 邓窑遗址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岞岖乡白杨村，是河南省古代的重要瓷器烧造地。邓
窑是北宋时期豫西南地区的重要地方官窑，对研究宋元时期瓷窑的分布、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1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对华信学院新校区内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战国空
心砖墓葬6座。该发现为新郑地区战国中、晚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1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
究所对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丈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进行复查，后河洞遗址即为其中一处。由于
遗址受破坏程度较大，对后河洞进行了1平方米的试掘。本文是对该遗址的调查石制品和扰乱层所过筛拣
选出的石制品的初步观察与分析。这批标本主要为黑色燧石，以断块、断片和碎屑的数量*多，石片和石
器数量相当，石器主要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另有一类三棱小尖状器，颇具特色。锤击法是打片和修整石
器*主要的方法。后河洞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陶鼎基本是一个大的传统，主要经历了五
个发展阶段：约公元前62年发源于中原地区，约前5年以后扩展至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约前42年
以后渗透到辽东半岛，约前35年以后南渐至华南北部地区，约前25年以后扩展至华南大部地区。新石器
时代陶鼎在4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空间虽不断扩展，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主体，中原地
区始终是核心。13年发掘的韦岗遗址以新石器时期堆积为主，遗迹有灰坑、沟、陶片与红烧土堆以及柱
洞。出土了陶片、石器以及动物遗存等。该遗址属于凌家滩文化，对该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凌家滩遗址的
高度发达有其社会基础，充实了凌家滩文化墓葬之外生活方面的信息，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凌家滩文化的
面貌、年代和盛衰原因。12年和213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云南陆良县薛官堡墓地进行了发掘，



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玻璃器、漆木器、钱币和铜镜等。墓葬的
主体年代应在西汉时期，文化面貌有较强烈的地方特色，因此判断该墓地为西南夷某地方部族的公共墓
地。11年，谭家岭遗址发现了房址、灰坑、木构遗迹、瓮棺等遗迹，出土了石器、陶器、竹木器，以及
树木、树叶、稻谷、穗轴、田螺等动植物遗存。发现的有机质遗存丰富了石家河聚落群的文化内涵，对
研究生业状况有重要价值。粘土堆积的构成和埋藏特点有助于理解石家河古城变迁及石家河聚落群的形
态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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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时期，吴、越两国创造
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新成立后，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商周时期吴
越地区青铜器的面貌和特点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若干著录于外文文献中
具有吴越风格的青铜器进行了逐一介绍，并结合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了相关讨论。这些青铜器包括悬鼓环
、三足壶和方卣，时代分属春秋晚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悬鼓环以人物雕塑
为装饰，三足壶以吴越地区的陶器为原型，方卣则是对中原地区青铜方彝的模仿和改造。这些资料对于
廓清吴越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整体面貌、探讨吴越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特点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沈从文
发现"丁都赛"杂剧砖雕的研究价值并撰文予以介绍，刘念兹则从戏剧文物的角度作了研究与评价。14年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新征集到分别刻有"杨揔惜"、"丁都赛"、"薛子小"、"凹敛儿"名字的四方北
宋杂剧砖雕。其中，"薛子小"扮演的脚色为副末，"凹敛儿"扮演副净，"杨揔惜"扮演引戏，"丁都赛"扮演
末泥。这组砖雕中的主人公大约活动在1126年1月至9月间，砖雕的制作或稍晚。砖雕印证和补充了文献
记载及以前发现的戏剧文物，对于进一步研究北宋杂剧的脚色装扮和演出形态，提供了可供研究与比较
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西安地区唐代双室墓可以分为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等，双室砖墓还可
以细分为前小后大式和前后等大式。*初的双室砖墓由单室砖墓改建而来，可能是礼制创新的结果，在高
宗武则天时期得到迅猛发展，中宗时期双室砖墓成为平反昭雪的工具，随着斗争的结束，双室墓在开元
二十五年前后退出墓葬形制序列。先秦时期是古代服饰产展的重要时期，服装形制从初期简单的遮身蔽
体，逐渐发展完备。夏商时期，各阶层服装有区别但服制差别不大，都为窄袖短衣；西周晚期，奴隶主
阶级服装袖部变宽，衣渐长，服制开始分化；春秋战国时期，服制形成窄袖短衣和长衣大袖这两大类型
，并且各阶层服制固定下来，成为人们的身份标志，服制阶级性形成。赵为东周时期的强国之一，其兴
衰时间约略与战国相始终。成熟的赵文化一般指战国时期的赵国文化。东周赵文化可分为三期六段，年
代大致自战国早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赵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等四个阶段
，反映出赵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兴衰进退轨迹。赵文化脱胎于晋文化，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与
创新，*晚于战国中期时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到战国末期渐趋消亡。赵文化分布于豫北冀南、晋东南、
晋中、晋北河套和冀中等五个区域，各个区域之内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上下限各不相同，文化特征亦各有
特色。五大区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与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力强弱和疆域变化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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