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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 

江苏溧水神仙洞动物化石的铀系年代   王 红   沈冠军   房迎三  （6） 

【内容提要】神仙洞是江苏境内最早发现人类化石的地点。报道该地点动物化石的铀系测年结果，4个样品

230Th／234U（数字应还要小在左上方）年龄范围为7～109Ka,测定了其中2个样品的227Th／230Th年龄，结果

与230Th／234U法的一致，支持年代数据的可信度。暂将神仙洞含化石堆积的年代定为7～109Ka,跨度至少

100Ka,应比原认为的整体距今～10Ka合理得多。但洞穴地点骨化石铀系年代总体偏年轻，上述年代范围很可

能被低估，含化石堆积底界因此更可能属中更新世晚期。人颞骨化石被认为出土于第I钙板层之上，应为晚更

新世末期或全新世早期。用Camma能谱铀系或AMS14C测年，应可进一步确定人化石的年代。 

史前太湖流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初步研究   王书敏  （10） 

【内容提要】通过对太湖流域不同文化时期社会经济、社会关系以及宗教信仰三个方面考古资料的分析，将

太湖流域社会发展分为均质、平等社会、初步分化社会和复杂分层社会三个阶段。 

良渚文化神徽解析   黄建康  （17） 

【内容提要】良渚文化的中心在太湖流域，太湖流域的原始文化从早期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是良渚文化神

徽产生的时间条件；太湖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良渚文化神徽产生的空间条件。由于这一地区

的人对频繁发生的洪水的恐惧，从而把雷神作为天神来敬仰，这正是良渚文化神徽的真正内涵，这种信仰在

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流传至今。 

试论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及其性质   王 俊  （23） 

【内容提要】青铜铙在南方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纹饰与新干商代大墓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相似，因此，它的年代应与新干商墓青铜铙的年代相当，可定为商代晚期，相当于殷墟二

期至三期。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为军旅乐器，而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从出土情况分

析，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卷云纹饰，以及出土地点距长江古道不远，因此它的功能极有可能使祭祀长江神灵

的。 

重庆万州大坪墓群出土文物的检测分析  魏国锋  秦 颖  龚 明  盛定国  （28） 

【内容提要】采用自然科学手段，对重庆万州大坪墓群出土的部分青铜器、铁器、玉器样品进行了检测分

析。结果显示青铜器样品均为铅锡青铜，铸造成形；铁器样品为亚共晶白口铸铁；玉器的主要矿物成分是透

闪石。这一结果对了解大坪墓群的文化内涵和东周时本地居民的金属加工、玉器制作等手工业技术水平有一

定意义。 

安徽霍邱县王郢古墓葬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3） 

【内容提要】所发现的1座西周墓和5座西汉墓，均为中小型墓，分为土坑、砖室两种。出土了陶器、铜器等

50余件（组）。这次发掘为研究霍邱王郢地区的西周和西汉时期的葬制、葬俗及物质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浙江诸暨牌头六朝墓的发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诸暨市博物馆  （43） 

【内容提要】诸暨牌头镇六朝古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六朝青瓷器，特别是诸牌水M2发现了南朝

“永初年宣”4字模印墓砖，为六朝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历史学 

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   张怀通  （51） 

【内容提要】“以数为纪”是口头语言程式。以“以数为纪”为文体特征的《洪范》是保存在口头语言中的

政治纲领，它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散到集中、从彼此独立到互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较为

漫长的发展过程。夏、商、周初是先秦“口头传统”的兴盛时期，因而《洪范》应是夏商时代的作品。 

论贾谊故居在六朝时期的保护   吴松庚  （58） 

【内容提要】六朝统治集团对贾谊故居的保护到了十分重视的程度，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是源于此期贾谊

的政治形象上升到统治集团的宗师地位；二是源于贾谊直系后裔在六朝时期强大的政治努力。 

○文化史论 

 



月份牌最早印刷发行的时间分析   郑立君  （63） 

【内容提要】月份牌最早印刷发行的时间是1876年1月3日，而不是1884年2月2日；月份牌这一名词和发行时

间也不是源于1896年《沪景开彩图》，更不是来自20世纪初期用擦笔水彩画法绘制的月份牌年画。 

月份牌的印刷发行与19世纪中叶照相石印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从《申报》香烟广告看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王省民   （67） 

【内容提要】近代广告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西文化的融合

起了促进作用。探讨《申报》香烟广告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及社会风气开放方面所起的作用。 

○文物研究 

关于龙泉青瓷几个问题的认识   周丽丽   （71） 

【内容提要】浙江省境内的龙泉窑是宋、元、明早期著名的青瓷窑场，尽管考古资料揭示龙泉窑的始烧年代

可能早至东汉，但形成龙泉地区青瓷风格的制品则是起于北宋。 

重锤坠力天文钟述略   刘亦泽  （78） 

【内容提要】南京博物院入藏的清初重锤坠力天文钟表，是以坠力动源取代水、沙动源的一种新型天文钟

表。探析坠力天文钟表的动源、擒纵调速机构、字盘显示、报时方法和制作年代，为研究明末清初的钟表提

供了实物资料。 

从金上京出土的金银器看金代都城的商业经济   韩 锋   （82） 

【内容提要】20世纪70～80年代，金上京都城遗址及周边墓葬群出土了一批金银器，从器物的种类、样式、

铭文中可以窥见金代初期古都城市的经济面貌和社会生活状况。 

梁“中大通二年”纪年摩崖的发现——栖霞寺千佛岩61号佛龛南梁纪年题名石刻   项长兴  徐业海  （85） 

【内容提要】2000年在栖霞寺千佛岩窟区61号佛龛门楣上寻访到纪年题名石刻，此次发现提供了开凿于齐梁

间的千佛岩石窟的准确竣工年代，纠正了过去石窟竣工于梁天监十年的说法，并为鉴定同类时代的佛龛提供

了重要依据。 

○十竹斋艺谭 

生无尽  爱无涯 ——记恩师吕凤子二三事   姚月荫  （87） 

【内容提要】画家、艺术教育家吕凤子先生自1911年创办正则学校始，直至他去世，整整从教50年。他无论

作为画家、绘画理论家，还是作为学者、教育家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他对教育事业的那份坚定执着、

那种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行。 

论“民间艺人”的保护与传承——也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尹晓华  （91） 

【内容提要】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文化单位乃至教

育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 

德国ERZ山脉地区的圣诞木制品略考   薛红艳   （94） 

【内容提要】探讨德国人收藏家马丁先生关于ERZ山脉地区的圣诞制品的起源、内容、特点，以及它们身上饱

含的ERZ山人的情结与意识。通过对圣诞木制品的考察，总结了圣诞制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意义、ERZ山脉地区

人们对传统工艺品的爱心和责任心，并对圣诞习俗的主题作了初步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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