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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全心全意服务广大藏友！ 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时期，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所处的新时代即为庙底沟时代。总体来
看，庙底沟时代是在公元前4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对外扩张影响下形成的，其到来标志着"
早期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的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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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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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明代清官海瑞祖居、祖墓的考古调查获一批重要发现，海瑞的迁琼始祖海答儿因来海南屯田
守边，居住在今海南省屯昌县新兴镇石峡村，死后也葬于此处。而后，这里成为迁琼海氏家族墓地，海
瑞的(谢氏)也葬此。这为研究海瑞的族源、籍贯、族别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寇猛在北魏历是一个
不起眼的小人物，《魏书》对其记载也极其简单，随着寇猛墓志的出土，关于寇猛的家世生平才逐渐清
晰起来。墓志不仅提供了寇猛个人身世的详细史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若口引氏的线索。墓志与《
魏书》对寇猛的记载详略差异之大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公盨是西周中期偏晚时的
一件礼器。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与《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
，奠高山大川"及《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此，结合其他文献



及考古资料推断，《禹贡》篇主体的制作时代应在西周中期。 山东省莘县近出元代左庭墓志，详载志主
家族世系及生平履历，为补充方志的记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通过对志文内容的梳理考释，揭示了一些
社会历史现象及事件。如左庭奉诏增修汴京故相国寺，是有关相国寺在元代发展的重要材料，可补《汴
京遗迹志》之阙。墓志揭示志主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并分析其对汉族社会生活和思维心理等方面造成
的深刻影响，反映出辽、金、元时代民族矛盾冲突的历史事实，为元代、社会、文化等研究提供重要参
考。通过与传世文献的比照，也对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面貌进行有益增补。同时对撰文人身份进行详细
考证，对"汶阳"与"汶南"之名进行历史追踪，可补《全元文》之遗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考订撰者
籍贯及职分过程中，针对《全元文》在文献版本选用上的疏失进行了客观评点，以期对其今后的修订有
所裨益。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冶铁业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业。关于冶铁起源的时间问题，
学术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结合对文献材料的梳理和考古发现的
综合研究可知，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对陨铁的性能有了一定认识，这可能对人工冶铁技术的产生起
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考古发现表明春秋早期是人工冶铁发展的初期阶段，中晚期之后铁制品数量日益增
多，种类逐渐丰富，技术趋向成熟。至战国时期，众多冶铁遗址集中于中原地区，冶铁业一脉相承，独
立发展，自成体系。通过对春秋早期铁制品特征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中原地区冶铁技术起源上溯至西
周晚期的可能性很大。6年5月至21年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与平顶山市文物局、叶县文物局联
合对叶县文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中JC3窖藏坑出土有钧釉盘、青釉盘、青釉杯、白釉盏等7件瓷器。
这批瓷器制作精美，器形完整，釉色均匀，工艺精湛，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文中通过对
地层关系、形制特征、器物组合形式等诸方面进行考古学年代分析与研究，认为该批窖藏瓷器年代为金
代晚期乃至金代末年。采用ICP-OES法对24件郑州地区出土二里岗期青铜容器的化学组成进行了分析检
测，为了解二里岗期商王都地区的青铜业，尤其是青铜礼器的合金技术，提供了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一
批重要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二里岗期商王都范围与其他地区，主要是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容器，在合金
成分上的异同进行了讨论，同时也讨论了这一时期对二里头晚期青铜容器合金技术的继承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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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麒麟是以鹿科动物为主要原型，融合了马、牛、独
角犀等兽的局部特征而塑造出的"混合体"，而"独角戴肉"是其区别于其他神兽的最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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