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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豫之门》报名热线 清华简《系年》23章是前后相序、编排整齐的一部完整的书籍，清华简的整理者
认为《系年》是一种编年体史书，它的体例和内容接近于《竹书纪年》。从《竹书纪年》和《系年》的
书写体例和内容来看，二者的差别要大于二者的共同，《系年》不同于《竹书纪年》，它的整体特征表
明《系年》不是编年体史书。《系年》的记事范围及记事特征都昭示着它不是《左传》的摘编，也与后
世的"纪事本末体"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系年》的性质，不应该脱离《系年》
书写的社会历史氛围，而应该把它放在战国历史语境和文化形态中去考察。与《左传》或"纪事本末体"
相比，《系年》更接近于《春秋事语》；它的性质与汲冢竹书中的"国语"三篇相近。本文认为，目前殷
墟文化的分期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大司空村分期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殷墟发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中得
到长期实践和理论分析的验证，但是，随着田野工作和研究的进展，这种分法已经囊括不了考古实践中
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比较合理的殷墟文化分期应当综合现有殷墟出土陶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分期研究
成果，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期体系。田齐"立事"陶文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丰，但以往研究对象
多为收藏采集品，出土地点不明，其考古研究价值大受影响。本文在收集整理近年来新发现的出土地点
明确的田齐"立事"陶文资料，尤其是新泰一中大批经科学发掘、层位记录明确、陶文载体可复原的"立事"
陶文基础上，初步探讨了"立事"陶文的属性、题铭形式、目前发现范围与功能以及"立事"陶量的制作与进
制等相关问题。作为齐国特有的一种工官题铭制度，这些出土地点明确的田齐"立事"陶文，为考证战国
时期齐国疆域、军事活动和经济制度、地区交流及古文字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既有助于从考古学角度
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也使得陶文研究与考古工作紧密结合，为陶文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契机。 关东车遗址发现的9件铜器(6件为考古发掘出土物，3件为采集物)是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特征、铜
器制作技术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该批铜器包含的科学信
息，本文对其进行了合金成分检测、金相组织鉴定。结果显示，9件铜器的合金材质差别较大，其中砷铜
2件，锡青铜1件，铅锡青铜4件，铜锡砷铁四元合金1件，铜锡砷铁铅五元合金1件，皆属复杂的含铜锡砷
铅(银)共生矿直接冶炼的产物；制作工艺主要分为铸造和热锻成形，显示有初步的合金材质性能与加工
工艺的关系认识。推断这批铜器的矿源地应为大井古铜矿遗址。汉画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表现"吐火"
形象的汉代画像在中岳汉三阕启母阙上，及南阳、成都、山东等地的汉墓都有所发现，本文通过对汉画
像中"吐火"图案的深入解读，进一步理清吐火术与幻术、汉代百戏的关系，并论述了"吐火"表演在汉代中



外关系中的作用等。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清末北洋水师统领叶祖珪绘制的《沿江沿海各省炮台图说》两册
，该图以西方海图的形式展现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沿岸各要隘处海防炮台的概况。年末至19年初，叶祖
珪奉清之命，率领重建的北洋水师巡视海防，以应对意大利强租浙江三门湾的企图，《沿江沿海各省炮
台图说》即是在此次考察后绘制的。该图说不仅地图绘制，还附载关于海防炮台建设的长篇条陈，充分
反映了叶祖珪的海防思想，具有珍贵的地图学及近代军事史研究价值。同时，作为清处理三门湾事件的
产物，此图说也是晚清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本文在简介传世晚清海防炮台图说概况的基础之上，对《
沿江沿海各省炮台图说》进行初步探究，试图通过论述此图的绘制史实以及蕴含的海防思想，展现其文
献和历史价值。 黄宾虹是公认的2世纪画坛巨匠之一，尤其在山水画领域贡献卓荦，堪与齐白石相颃颉
，人称"北齐南黄"。与其他大家相比，黄宾虹更具文人气质和学识，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画家，他不仅
在金石学、美术史学、诗学、文字学和古籍整理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亦是一位书画鉴定大家。本文
以上个世纪4年代黄氏鉴定故宫书画为研究线索，对其书画鉴定特点进行分析，凸显出其超越同辈的慧识
。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
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
县东1公里。15年5月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巩义市东区发掘24座墓葬，其中M234根据出土墓志记载为
唐代大和六年司马进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碾、炉、鍑、盂、执壶、茶盘、盏等，这些器物大部分都能
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记载中找到原型。此次发掘出土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
合茶器，较为地反映了唐代茶文化中从碾茶、煮茶、分茶到饮茶的过程，为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极为
珍贵的资料。嵩云草堂是明清时期，河南在京建立的的会馆，富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嵩云草堂始
建于明万历年间，直至光绪十年方才建成。嵩云草堂是近代多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活动场所和见证，也是
近代河南士绅在京集议与豫相关大事的重要场所。 以《中东铁路建筑群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为研究背
景，通过对中东铁路遗产的历史沿革、定性与、构成与认定以及保护的时序研究，将其作为"具有文化线
路性质的2世纪工业建筑遗产群"进行初步探讨，为《中东铁路建筑群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的主要问题
，包括前期调研、规划分区、现状评估、保护区划、管理与展示规划等提供新的思路，并梳理出中东铁
路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为中东铁路遗产的进一步研究与保护奠定基础。康百万庄
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知名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
战军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
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
重要资料。然而，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
现，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
寄生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然后从小
勃律进入吐蕃国。不过，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
。有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联系，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
，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
在双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设置濛池都护府。阿罗
憾或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
濛池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
刺史，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濛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濛池都护
府治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军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
使西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军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
n’。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军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一组唐代三彩俑
。以往有学者认为，这些三彩俑均出土于河南洛阳唐代"刘廷荀"墓。本文以这一组三彩俑为切入点，结
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资料，提出这些三彩俑陪葬的唐墓墓主人应是"刘庭训"，并找到了与
三彩俑同出一墓的墓志，志石现藏开封市博物馆。通过对其墓志的详细考证，可知刘庭训"前后八任，历
仕四朝"，与唐代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联。学术界关于刘庭训墓志的著录形式，包括编目、录文及存
拓三类，该墓志最早由河南图书馆收藏，又移交河南博物馆，最后转给开封市博物馆。关于刘庭训墓所
位，志云"葬于邙山上东里"，应该是位于隋唐洛阳外郭城东面最北端上东门外，即今陇海铁路线南侧的
洛阳东郊杨湾一带。刘庭训墓被盗掘的时间，有可能是在清代末年修筑汴洛铁路的时间段内，即197至19
8年之间。17年的俄国十月，不仅是2世纪也是人类历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改变了世界和近代历史的进
程，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7年适逢十月1周年，由国家博物馆和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
共同推出的"纪念十月1周年—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十月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通过23余件
文物、油画、雕塑、照片等，向观众展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一段中苏



友好的真挚纪念。展览中展示的部分、组织机构或个人赠送给苏方的精美礼品，既体现了中苏间的珍贵
友谊，又是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实物见证，同时也是研究中苏关系的重要文物资料。通过它们，一定程
度上可以了解中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更能感受到中苏关系对几代人的情感影响。如今我们已经能够正
确解释甲骨文中的大多数辞例。对于一些迄今理解尚有分歧的疑难辞例，应尽可能地通过同版或同文关
系，甚至其他卜同事的关系，来思考这些疑难辞例的辞意。若卜辞辞意难以推知，可以暂从语法学等角
度对卜辞中的某些疑难字作词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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