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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藏品鉴定、出手、上请详询组李总监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年发掘区的北区墓
地中既有周人贵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遗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该墓地的性质不是单纯的井叔家
族墓地。本文参考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中有关"里"的记载，认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层组织，在晚商时
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西周时的都城丰邑中聚居着周人和其联
合的他族部众，以及从东面迁来的殷遗民，人群构成可谓复杂。面对这种形势，周王朝的统治者在利用
血缘家族的纽带作用来维系其统治的同时，还使用了高于血缘关系的基层地域组织—"里"，以对居住于
丰邑的诸族人群进行统一管辖。所以本文推测张家坡北区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丰邑中某个"里"的聚
葬地，属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这些墓地中所
埋葬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地缘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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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楚居》篇公布之后
引起了学界极大关注，这是因为该篇记载了楚族早期历史的状况，它为进一步研究楚族早期历史发展中
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新材料。经过学者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在对《楚居》篇文
本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楚居》篇中记载的季连事迹，认为楚族起源于中原说的观点在目前来看是
最为合理的。8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滕家岗子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发掘，采
集了大量细石器，本文通过对其中几件典型石器的介绍及研究，认为它的年代应该和当年发掘的墓葬为
同一时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5年左右。苏联时期，为适应动员的需要，创建了一种具有高度概
括性、极强表现力、巨大鼓动性的宣传画绘画模式。画家们运用各种符号，采用独特的形象表达方式，
构建了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系统，将国家的执政意图内化为一种视觉秩序。本文将以"纪念十月1周年—
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十月文物展"中的部分宣传画为主要媒介，从苏联宣传画如何从传统图像叙事画
法转变为追求视觉冲击，如何运用特定的图像符号来宣示其观点和信仰，以及如何通过强化领袖和国家
的崇拜仪式来增强国家形象等三个方面，来探讨苏联宣传画在叙事方法和视觉表达方式上的特点。17年



俄国十月以后，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对于十月后的苏俄社会，艺术家们充满了创作激情。他们
选择与时代相关的主题来描绘、人民、领袖，其中许多作品延续了19世纪末的现实主义绘画传统。本文
将主要通过"纪念十月1周年—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十月文物展"中的部分历史题材画作，并结合历史
记述、美术构图、色彩、象征、手势语言等进行初步分析，探讨作品如何反映历史的真实和的需求，关
注画家的情感表达与作品的环境营造，揭示如何运用图像符号来传递信息，进而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世
界。新考古学的诞生为现代实验考古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世纪5年代以来，冶金考古学者在矿
石的开采和加工、金属冶炼和铸造、金属制品的加工和使用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考古研究，为解决
古代冶金技术、复原古代冶金活动及其组织形式、探讨冶金活动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本文以四个铜和铁的冶炼实验考古案例为例，对冶金实验考古的发展历程进行初步讨论，认为国外学者
在青铜冶炼、块炼铁冶炼和特殊钢铁制品模拟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内学者在青铜铸造和黄铜冶
炼等领域的工作亦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国内工作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参与对象、学科参与度
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多的工作。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斟
寻，而此种观点与考古实际和文献记载均不相符。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二里头遗址应为夏代晚期
的都城"河南"而非斟寻，"河南"与阳城、阳翟、斟寻、原等相比较，是夏王朝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国都。
综合研究显示，李家沟遗址细石器文化层的局部磨光石器、陶器残片及人工搬运石块等发现，是探讨中
原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出现的重要线索。灰黑色土层发现的压印纹夹砂陶与无腿磨盘等遗存所代表的早
期新石器文化，则填补了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到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细石器文化之间的空白。李家沟遗址
的地层剖面亦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及邻近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地层序列。吐鲁番阿斯塔那M14M233
和阿斯塔那西区M4M49等4座墓葬在发掘报告中被认为年代较晚。但通过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周边相
关墓葬比较可见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国早期。在西晋甚至曹魏时期，汉式墓葬已在吐鲁番出现，且与河
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洛阳西汉五灵博局纹铜镜铭文各句首字以"
大""美""乐""好""急""□""忧""苢"领起，再接以语助词"哉"字构成句子的前半部分，最后以"也"字收尾构成句
子的后半部分，形成前半句"感叹"而后半句"叙述"的构句形式，六言八句，句式齐整，结构一致，前叹后
叙，叹中含问，叙中寓答，独具特色。铭文所咏"八事"或非随意而为，亦或是铭文所流行的时代和地域
的人们在道德观念、思想情感和审美观念上的某种表现和反映。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
，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
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
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
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最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
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加强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
重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集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
制与面文具有典型的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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