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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 

太湖地区夏商时代考古发现与谱系研究综述         曹峻   （6） 

【内容提要】略述太湖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并对有关夏商时期文化谱系的研究史进行回顾与梳

理，在此基础上总结与思考建国以来考古发现的特点和谱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

供基础和参考。 

【关键词】太湖地区   早期青铜时代   研究   综述 

江苏镇江长岗许前村西汉墓发掘简报       镇江博物馆   （12） 

【内容提要】从墓葬形制、葬式、排列情况来推测，长岗许前村4座西汉墓属同一家族墓葬。但它们之间仍有

所区别，可能与墓主人生前社会关系、地位的不同有关。M2大规模的青膏泥堆筑及棺椁高位摆放的埋葬方

法，为其它地区同期西汉墓所少见。这批墓葬的科学发掘为研究江南西汉墓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键词】镇江   许前村   西汉墓 

重庆忠县砂砖厂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苏大学艺术学院、重 

庆市文物局    （18） 

【内容提要】重庆忠县砂砖厂1、2号土坑墓出土陶、铜、铁、石器50余件，1号墓的器物反映了当地文化传统

在西汉早期的传承性，2号墓有两件陶钵的下腹均有形似“日”字的符号，其上有一个小圆圈的阴刻符号，可

能有特殊意义。这两座墓为峡江考古提供了新资料。 

【关键词】忠县砂砖厂   西汉  土坑墓 

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研究        郭亮   （24） 

【内容提要】现有资料表明，陕西地区腰坑葬俗最早发现在耀县北村，时代约在商代早期偏晚阶段。同一时

期，河南地区的腰坑葬俗已经开始由中原向黄河东西两岸地区伸展，传统的殷商文化借助渭河之便进入陕

西，并把腰坑墓这一葬俗带给关中地区，乃至甘肃陇东地区。由此，全面了解腰坑葬俗在陕西关中、河南豫

中、甘肃陇东的联系与发展，对揭开当时社会的真实历史面貌以及民族的变迁演变提供了某些线索和资料。 

【关键词】陕西地区   腰坑   葬俗文化   豫中   陇东   联系 

福建晋江紫帽明墓发掘简报     福建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晋江市博物馆   （33） 

【内容提要】2006年7月，福建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及晋江市博物馆联合对晋江紫帽明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

掘，在一个山坡的近似直线的5个台地，发现多件石像生、两座墓室、一座墓亭（基座）、一段条石铺成的地

面，并出土了两套组合冥器，此次发掘对研究明代晋江地区的葬俗、陶瓷史以及家族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

实物资料。 

【关键词】晋江紫帽   明墓   石像生   布政使 

●历史学 

南朝观象台在今南京大行宫考      王鹏飞   （39） 

【内容提要】通过对历史文献、方志的梳理和最新考古的发现，考据出南朝观象台（灵台）建于南京当时台

城（宫城）西南角的西墙上，该处城墙内面有鸾锦门。此观象台位置在今南京大行宫，即南京图书馆新址附

近。纠正了刘宋时期南京北极阁为观象台之说。北极阁实为南朝日观台旧址，日观台与观象台其性质、功能

完全不同。 

【关键词】观象台   灵台   司天台   日观台   台城（宫城）   鸾锦门 



蜀王蚕丛考辨      刘道军   （49） 

【内容提要】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蜀文

字，就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重点考证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含义。认为古蜀先民得名于“蚕”，

故曰“蚕丛”，与考古发现不符。应用三重证据法考证的结果显示其与“蟾蜍”有关。应是“蟾丛”，而不

是“蚕丛”。 

【关键词】巴蜀文字   古蜀王   蚕丛 

元代义仓初探     朱春阳   （55） 

【内容提要】元代义仓设立于元初，曾对元代的备荒救灾事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管理不善及官府

的挪用，元代义仓呈现了名存实亡的态势，而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与当包括义仓在内的元代社会保障机构

的废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键词】义仓   元朝   救济 

●文化史论 

原始思维对《山海经》长生思想的肯定    涂晓燕   （58） 

【内容提要】追求生命的永恒是人类共通的理想，各民族神话中都有体现人类追求永生的传说。《山海经》

被称为“神话之渊府”，在保存了大量神话资料的同时，也通过对增寿、长寿、长生乃至成仙的描述来否定

死亡现象。 

【关键词】《山海经》  长生  原始思维  原始宗教 

从另一视角看易安词的神骏之气    施剑南    （61） 

【内容提要】李清照身为闺房女子，却有豪放的“丈夫气”，反映在词的创作上，既能超越男性词的藩篱，

又能超越一般女性闺秀词的局限，她的词可以用“神骏”二字来统摄，正是这“神骏”之气造就了她在中国

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李清照   神骏   词的创作 

●民俗研究 

中原地区民俗特色文化概述      鲁科科、李润强   （65） 

【内容提要】中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这里集中沉淀了丰富、多元的民俗文化，并对该地区的经济、政

治、生活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原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原始性特征，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物质民俗文

化、社会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由于中原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俗文化不断地向外辐

射、扩散，又不断地融合、吸收外来的民俗文化，再向外辐射、扩散，使中原民俗文化成为中华民俗文化的

核心和基础。 

【关键词】民俗文化   中原人   生活习俗   人生礼仪   社火会 

媒人现象的社会作用及其演变     金陵   （73） 

【内容提要】媒人是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民俗现象，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媒人随一夫一妻制的聘娶婚的

出现，在防止男女乱性、保障婚姻安全、完善规范礼法等方面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媒人不仅不会推出历史

舞台，相反，在新的历史时期，媒人的社会作用将更加彰显。 

【关键词】媒人   礼法   婚姻   民俗文化 

●文物研究 

扬州出土的“妾莫书”与“舒宴”印小议——兼论西汉时期的女官制度   顾筼   （77） 

【内容提要】根据扬州出土的“妾莫书”印和“舒宴”印，对西汉时期的女官印进行了分类的比较，并对西

汉时期诸侯国的女官制度和女官用印制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扬州   “妾莫书”印   “舒宴”印   西汉女官制度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造型艺术再认识         赵庆生    （80） 

【内容提要】水陆画虽然大部分是反映神佛鬼魅、天堂地域的宗教画，但其中不乏反映人世的悲苦、恐惧和

怜悯，表现众生的感叹、虔诚，以及渴望美好生活的现实画。复制水陆画的过程也是心灵崇拜的过程，这里

不仅仅有绘画技巧，还有一种与原画作的精神互通。从这些水陆画中，不难感觉到古代民间匠人在幽暗的寺

庙里默默无闻的挑灯作画，终其一生。他们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物质文

化遗产。 

【关键词】山西右玉县   宝宁寺   明代水陆画 

雕塑：博物馆陈列的二度创作     徐道光    （84） 

【内容提要】与纯粹的观赏性艺术雕塑相比，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雕塑在展现题材、艺术方法、运用区域、

功能效用、时间概念等方面显示出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与它所依托的陈列展览比较，展览雕塑艺术形象的感

染力更具持久性。 

【关键词】展览雕塑   博物馆陈列   空间环境 

●十竹斋艺谭 

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四大悖论    欧阳爱辉   （87） 

【内容提要】动漫产业在现代社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我国，动漫产业目前也已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同

时还涌现出一系列悖论，这主要包括本土化悖论、特殊化悖论和合法化悖论。通过对四大悖论进行解读，将

有助于中国未来动漫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动漫产业   悖论   表现   解读 

 



“余震”到后余震——近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轨迹      刘凡   （91） 

【内容提要】2006~2007年在广东美术馆和首都博物馆分别举办的“余震”展向中国观众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

YBAs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品。YBAs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2000年左右那段疯狂年代的导火索，重新回顾这段历

史，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审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艺术   当代艺术   “余震”展 

解读服装设计中的文化因子     黄亚琴   （94） 

【内容提要】服装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应着重体现传统文化、科技文化和时代文化的因子，

以求实现服装文化自然新概念。探讨服装设计中的文化元素，对提高产品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

品牌，以及开拓国际服装市场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服装   传统文化   科技文化   时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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