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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布时间： 2007-09-20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民族：汉族 

学历：研究生毕业 

职称：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考古研究所  

 

 

【主要代表作】 

    1、《青铜?在欧亚大陆的初传》，《欧亚学刊》第一辑，余太山主编，1999年，中华书局。 

    2、《从炊食器看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游牧化》，《饮食文化研究》2001年1期。 

    3、《论青铜?的起源》，《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一人双兽母题考》，《欧亚学刊》第五辑，余太山主编，２００４年，中华书局。 

    5、《中国祆教艺术中的鱼马兽》，《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05年。 

    6、《东夷社会机制变革的考古学研究?以邳县大墩子M44为契机》, 《古代文明研究》（一），文物出版

社，2005年。 

    7、《洛庄汉墓9号坑所出部分马具及相关问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

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编，齐鲁书社，2006年。 

    8、《新疆早期文化发展的打断现象》，《新疆文物》2006年2期。  

    9、《三道海子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6年。  



    10、《第二群青铜（铁）?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B、综述  

    1.《欧亚草原考古概述》，《西域研究》，2002年1期。 

    2.《汉唐边疆民族考古遗存》，《干部学习教材》，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3. 《欧亚草原考古的一个窗口??<古代互动：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评介》，《九州学林》第七辑，香

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新疆天山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4日第7版。 

    5. 《第六届世界冶金史大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20日。 

    6．《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天路历程：林梅村教授新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评介》，《中华读书报》

2007年3月7日六版。  

C、主要论著： 

    《?中乾坤：欧亚草原与青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国之大事：中国古代的战车战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8万字《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

风格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学术简历】 

    参加过山西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北京琉璃河西周遗址、云南省下关市苗圃山大理国遗址、云南省剑

川县石钟山石窟、新疆拜城县多岗墓地、德国铁器时代墓地、南京栖霞山佛教石窟和新疆策勒达玛沟佛教遗

址等地的考古工作。 

【研究专长】 

    考古学 

【近期研究方向】 

    新疆考古、欧亚草原考古和中西文化交流考古 

【近期学术活动】 

    1999年7-9月参加云南省剑川县石钟山石窟测绘工作。 

    1999年发掘新疆拜城县多岗墓地。 

    2000年３月～９月在新疆库尔勒工作站整理发掘材料，并撰写了相关考古发掘报告。 

    2000年10月在德国考察学习，并参加铁器时代墓地发掘。 

    2001年担任中央电视台10频道20集专题节目《永远的丝路》学术统筹。 

    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本人参加会务及会议，并提交论文《东夷社会机制变革的考古学研究》。 

    2001年9～10月，调查古代龟兹地区的矿冶遗址。 

    2002年3月至6月主持南京栖霞山佛教石窟的28座石窟的考古测绘工作。 

    2003年参加中央电视台10频道《家园》栏目《注目哈萨克斯坦》节目的策划，并担任学术嘉宾。 

    2004年8月21日，由我院考古所、山东省文化厅、济南市人民政府、章丘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汉代考

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章丘市召开。本人参加会务及会议，并且提交论文《洛庄汉墓9号坑

所出部分马具及相关问题》。 

    2004年9月7～9日，“古代文化交流与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人参加会务及会议，

并且提交论文《新疆和田山普拉墓地中的祆教因素》。 

   2005年10月26日～11月6日，协助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和上海东方卫视在新疆吐鲁番

鄯善县拍摄有关考古的节目。 

    2005年6月24日至26日，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古代内陆欧亚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协办。本人参加会议，并且

提交论文《三道海子文化初论》。 

    2006年参加中央电视台1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龟兹》节目的策划。 

    2006年4月至5月，前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西大寺佛寺保护工程的考古勘探工作。并调查了山口

村遗址、二宫河墓群等遗址。 

    2006年5月11号至6月28日，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遗址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2006年9月15-20日，参加北京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冶金史大会，提交论文《论中国出土的早期铁

器》。并撰写会议纪要。 

【获奖情况】 

    《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一书获2006年度所级学术成果优秀奖 

【联系方式】 

    单位电话:010-65275975    电子邮箱:goldsteppe@163.com     

 

相关成果     

序号 年度 名称  

1. 2003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  

2. 1999  青铜鍑在欧亚大陆的初传  

3. 2004  一人双兽母题考  

4. 2004  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  

5. 2004  国之大事：中国古代的战车战马  

6. 2003  鍑中乾坤：欧亚草原与青铜鍑  

 



7. 2007  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天路历程  

8. 2006  第六届世界冶金史大会纪要  

9. 2005  新疆天山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10. 2005  欧亚草原考古的一个窗口——《古代互动：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评介  

11. 2004  推动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12. 2004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展望  

13. 2002  汉唐边疆民族考古遗存  

14. 2002  欧亚草原考古概述  

15. 2007  第二群青铜（铁）鍑在欧亚大陆的传播  

16. 2006  新疆早期文化发展的打断现象  

17. 2006  洛庄汉墓9号坑所出部分马具及相关问题  

18. 2005  中国祆教艺术中的鱼马兽  

19. 2005  东夷社会机制变革的考古学研究—以邳县大墩子M44为契机  

20. 2002  论青铜鍑的起源  

21. 2001  从炊食器看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游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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