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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 

江苏邳州山头东汉家族墓地发掘报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文物保护的重要成果 

                                                   南京博物院  邳州博物馆   （6） 

【内容提要】邳州山头墓地共发现了45座东汉时期的墓葬以及环绕墓地的隍壕，较完整地揭示了汉代家族墓

地的风貌，对研究汉代中小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家族组织、经济形态和丧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邳州   东汉   山头家族墓地 

江苏淮安财富广场南北朝墓群发掘报告                          淮安市博物馆   （29） 

【内容提要】江苏淮安财富广场南北朝家族墓是一处典型的家族墓地，墓葬排列有序，随葬器物较为丰富精

美，时代特征明显，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对研究南北朝时期丧葬礼俗及淮安地方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淮安   南北朝   砖室墓   双附系 

马鞍山市宋山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考                                  栗中斌   （39） 

【内容提要】宋山墓是马鞍山市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座砖室墓葬，它填补了该地区六朝考古

的多项空白，高浮雕变形龙纹把手石门和假窗的设置，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墓葬中最早的实例。虽被

盗严重，但仍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墓葬形制与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极为相似，但规模比后者大，显然

墓主身份也更显贵。通过和朱然墓等六朝大型墓葬比较，并结合现有的史料分析，此墓可能是吴景帝孙休的

定陵。 

【关键词】马鞍山   宋山墓   东吴   陵口   孙休   定陵 

浙江湖州菁山宋墓                                            湖州市博物馆   （45） 

【内容提要】1996年10月浙江湖州市博物馆对菁山宋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出土了漆器、银器、铜器等60余

件，其中刻有“澹轩”二字的鎏金团花银瓶是湖州地区首次发现，在出土银器中有如此精美的宋银瓶尚属罕

见。 

【关键词】浙江湖州   菁山宋墓   鎏金团花银瓶 

●历史学 

郑和与金陵大报恩寺关系考                                          贺云翱   （48） 

【内容提要】明代金陵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是由著名航海家郑和参与建造的世界奇观。大报恩寺的直接前身

为建于吴末晋初的“长干寺”，乃是南京地区历史最为古老的寺、塔之一。这里曾经是瘗藏唐三藏玄奘大师

的顶骨舍利之处，是明代南京唯一依皇宫建筑体制起造的佛教寺院，也是明代早期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

机构“僧录司”所在，拥有全国佛教管理和佛学中心之地位。该寺还与明成祖身世之谜及成祖夺嫡易位乃至

建文出家失踪诸史事相关。在其长达16年的建造过程中，郑和自始自终都参与其中，从而对该工程之完成作

出过特殊的贡献 

【关键词】郑和   长干寺   大报恩寺   大报恩寺琉璃塔 

论朱绪曾的文献学成就——以《开有益斋读书志》为例                    卓越   （54） 

【内容提要】晚清学人朱绪曾，砥砺学术，一生不辍，在文献学领域卓有创获，其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

成就尤为突出，以现实社会的需要视为学术探究的动力，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力倡求真求实的致用之学，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学术脉络。 

【关键词】朱绪曾   目录学   校勘学   版本学   学以致用 



●文化史论 

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关怀                                        卞敏   （60） 

【内容提要】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城市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载体，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从这

一视角考察城市现代化问题文化生态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生态主

要包括六朝文化、明文化和民国文化三个方面。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文化生态的功能，展

示人类关怀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城市现代化   文化生态   人文关怀 

从《国货周刊》解析“国货年运动”                                  张光华   （65） 

【内容提要】近代国货运动阶段性明显，呈现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趋势。学界偏重对整体中的某一侧面

进行考察，纵向比较分析虽偶有着墨，但都比较笼统，史料也欠详实。《国货周刊》与30年代的国货年运动

相始终，集中反映了这次运动的历程与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国货年运动是近代国货运动的最高峰，无论是

组织领导的严密性、宣传形式的多样性，还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运动开展的深入性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以往

的任何一次。 

【关键词】国货周刊   国货年运动   运动最高峰 

●文物研究 

古陶瓷研究中的地理学视角                                          黄义军   （69） 

【内容提要】探讨文化地理学、区域观察方法在古陶瓷研究中的运用。文化地理学中的景观理论、文化的时

间与过程、技术传播理论适用于古代瓷器手工业地理研究。区域的地理特性可以分为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

它们与区域瓷业特色的形成和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   区域理论   制瓷手工业 

汴河故道上的虹桥遗踪——淮北柳孜运河遗址“石构建筑”新探          任晓勇   （74） 

【内容提要】安徽淮北市境内的柳孜运河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有一个较大的“石砌建筑”遗

物。有关专家认为：它可能是宋代的码头，但是根据相关中外文献考证，它是北宋时期所建造的“无柱飞

桥”（俗称虹桥）的桥墩遗迹。 

【关键词】淮北柳孜   运河遗址   石构建筑   拱桥（虹桥）  桥墩 

庐山八思巴字摩崖题刻暨左丞相别不花生平考述                       胡海帆   （77） 

【内容提要】江西庐山秀峰龙潭摩崖上有一处元代八思巴蒙古字题刻，是元代江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书写的

“龙”字。清同治十年《星子县志》将其误作刺不花篆书“虎”字。此后100多年来，各种地方文献一直沿袭

县志之说，以至谬误久传。笔者根据该题刻的文字特征及相关史籍，对演戏的说法予以纠正厘清，并对书者

别不花生平作了钩沉爬梳。 

【关键词】八思巴蒙古字   别不花   江西行省左丞相 

●十竹斋艺谭 

《礼记》的深衣制度与设计                                          邱春林   （81） 

【内容提要】深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受众最广的一种日常服饰，其最古老的形制被简略地记载于《礼记》

中。后人处于遵循古礼的愿望，对于《礼记》深衣的制度问题有诸多探寻，因观点不同形成许多争议。考校

了历史上诸多观点，梳理出《礼记》深衣的大体制度，并从设计思维的角度阐明为何深衣能不断因时而变。 

【关键词】《礼记》深衣   制度   设计价值   时变 

长三角地区国有文物商品产业联盟之构思                              陈卫国   （86） 

【内容提要】文物艺术品市场多元格局的形成，国有文物商店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愈发激烈，凭借原有的运

营模式已难于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实施产业联盟是国有文物商店在现有市场环境中赢得竞争、获得发展的有

效路径。长三角地区有国有文物商店12家，丰富的文物藏量、相似的组织机构、繁荣的文物市场，为建立和

实施产业联盟提供了有利条件。产业联盟既可以整合各个个体的资源，充分利用各自的有利因素，又可以避

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产生最优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   文物商店   产业联盟   资源共享 

●博物馆学 

民族地区博物馆藏品征集的思路                                      李义凡   （89） 

【内容提要】少数民族地区博物馆在征集藏品时必须探索一条适合本地区博物馆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简单归纳为坚持三种意识，即从客观实际出发，注重征集反映本地区民族民俗的文物；古今兼顾，为未来而

征集；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它在博物馆得到保护和传承。有了明确的新思路，大胆尝试新模式，善于积

累新经验，基层博物馆征集工作才能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民族地区   博物馆   文物征集 

论博物馆核心竞争力的建设                                   郑春香 邱扶东   （93） 

【内容提要】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是当地社区的精神缩影和文明的窗口。作为一个公共产品，面临着市

场经济的冲击，全国的各个级别的博物馆都在探索着自己的出路和发展的方向。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

列的问题，在调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在处理自身发展和观众的要求之间，在保护收藏和展示之间都

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党中央在“两会”上一直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要求又好又快地发展，为

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在这样的形势下，也要求我们的博物馆与时俱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增强博物馆

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博物馆   核心竞争力   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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