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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咨询电话咨询流程 国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
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51年正式成立群众工作部，至1966年，社会教育工作在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
育手段、教育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发展起来。本文通过对国家博物馆1912年至1966年社会
教育工作的回顾，从中探寻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发展的一些规律。上林苑始建于战国秦时期，汉武帝时
期对其进行了扩建，使其面积和功能达到最盛的规模。上林苑作为一处综合性的机构，自有一套管理系
统，它隶属少府，并设置有上林尉、上林三官等职能部门加以管理，其中上林三官铸造了数量颇多的铜
器。国家博物馆藏有三件上林铜器，两件是出土于上林苑范围内的窖藏物，一件是自晚清就有著录的传
世品，它们是研究汉代上林苑及其用器的珍贵资料。通过这三件铜器，可以看到上林苑铜器有着一套严
密的生产与管理制度，而在具体使用中也存在异地调用的情况，包括调入和调出。本文旨在从国博藏上
林苑铜器出发，系统整理出土、传世及仅见著录铭文的西汉上林苑铜器，并对器物制作、物勒工名、度
量衡等问题加以讨论，这对于研究秦汉时期宫苑、汉代用器制度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在对秦安大地湾
和陇县原子头等遗址"史家类遗存"的内涵、分期与年代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渭水流域"史家类遗存"的时
空分布及其源流进行探讨，认为"史家类遗存"源自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介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
底沟类型"之间的文化遗存。庙底沟期文化主要源自"史家类遗存"，关中地区应是仰韶文化的演化中心。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咨询电话咨询流程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咨询电话咨询流程-在线联系（新） 随州叶家山
墓地是211年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墓地揭露出早期曾国公墓，墓地的年代及布局值得研究。按照本文的
分析，叶家山墓地为东西向横向排列，国君及其夫人墓足、头相对，占据墓地核心位置。目前已经发现
的墓葬，包括有曾国最早的三代国君及其夫人墓，其称谓也各有不同。1年11月至211年1月，国家博物馆
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组成肯尼亚沿海水下考古工作队，开始实施中肯合
作肯尼亚沿海水下考古援助项目，并顺利完成了年度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工作主要围绕肯尼亚沿海地区
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进行，发现了6处水下文化遗存线索，并对拉穆岛谢拉东侧海域水下遗址进行了较
大规模的水下调查和测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为下一年度深入调查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安阳韩琦
家族墓地》一书及相关资料的考察得知，普安郡太君崔氏并非韩琦的继室，而是侍妾。除了崔氏，韩琦
还有另外一位为其生子的侍妾贾氏，而尚未确定墓主身份的M5，其墓主可能是贾氏。汉武帝茂陵东北部
的"次冢"因其位置在大陵园之内，按规定，只有级别较高的皇帝嫔妃才能够入葬此处，故其绝非世传的



董仲舒之墓。汉武帝因厚葬早逝的宠妃李夫人，有可能让其使用了原为皇后修建的陵墓，因此，"次冢"
或为重新规划修建的皇后陵，其旁侧的墓葬也许是地位较高的嫔妃之墓。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咨询电话咨询流程-在线联系（新） 近几年，为深入了解秦始皇帝陵的整体布局和当时
的陵寝制度，对陵园及道路、门阙、墙垣等进行了系统勘探，对K99陵寝建筑、从葬墓及一号坑等进行了
发掘。这些考古工作为认识秦始皇帝陵丧葬礼仪与建筑结构体系等提供了新材料。8年对乌鲁木齐市鱼儿
沟遗址北区进行了发掘，发现石墙、房址、岩画等遗迹。另在相距不远的阿拉沟内清理了3座被盗墓葬。
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木器以及动物、植物遗骸。遗址及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
此次发掘对研究鱼儿沟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探讨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7年，为
了解在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附近勘探墓葬的时代、保存状况以及与城址的关系，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对部分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M175为西周晚期墓葬。该墓为土坑竖穴墓，葬具一
棺一椁，出有铜器、陶器、石器、蚌器等遗物56件(组)。以该墓为代表的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为了解
汉魏故城西周遗存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12年和213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山东临淄齐故城内的
一处铜镜铸造作坊遗址进行了发掘，有关的遗迹有铸坑、房址、水井及部分灰坑，出土有镜面范和镜背
范。遗址的发掘是秦汉时期乃至古代铜镜铸造业及铸造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珍
贵的资料。我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历史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在探索中华民族文明源流和发展的过程
中，考古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带动了许多探测技术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随着时代
的发展，实验考古与公众考古在考古学研究中愈发重要，可为诸多田野考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实际
操作方法，模拟复原或重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并可以此为平台，将考古学研究成果以丰富的形式回馈
于社会。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及设施相当缺乏。另外，由于地面资料与地下资料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地
表线索以及技术探测数据与地下遗存分布情况的关联度与准确度越来越受到关注，开展探测技术适用性
和应用成效评测技术攻关，建立可控考古试验场，是当前我国考古探测领域进步与发展的迫切任务。在
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区发现了一条近南北向的夯土墙垣(Q7)和墙垣两侧的路土遗迹。墙垣可能建于二里
头文化第二期，使用至第四期早段。道路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第四期早段。结合历年的发现，
推测墙垣为围垣作坊区的西垣或西侧另一区域的东垣，道路为墙垣存在时期的附属设施。11年6月至213
年5月，郑州大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对荥阳官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座大小城南北相连、带有
多重环壕的周代城址，揭示了城壕、城墙、小城南城门和相关建筑。官庄城址的发现对研究周代郑州地
区封国、郑国东迁等历史问题，以及建立郑州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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