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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第一辑序言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  赵 荣 

    汉阳陵博物馆馆刊《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第一辑，即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汉景帝阳陵在目前汉代帝陵考古发掘中是最全面、最完整的。透过其丰富的文物遗存，解析其厚重的历史文化，我们走近了中国

封建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一个汉文化生成、奠基的时代。基于此，在陕西建设周秦汉唐四大历史文明集中展示区的大背景下，汉阳陵博物馆应运而生，按照

“考古发掘是基础，科学保护是核心，陈列展示是手段，服务社会是目的”的科学发展思路，在提升科学管护水平、创新文物展示方式、促进文化品牌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新

的贡献。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热点，以汉阳陵考古实践为代表的西汉帝陵考古工作，为研究汉代帝王陵墓的形制、规模、营建、祭祀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随着考古工

作的持续、深入、拓展，对遗迹现象、关系的认识和解读将更为客观、准确、科学，对两汉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帝王陵墓制度的认识将更为明晰。 

    西汉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形成时期，也是大一统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把握汉文化的研究方向，加强“文景之治”

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制、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是对当前“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现实观照，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把

握时代前进的方向。 

    日渐引起关注的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问题，从技术层面而言，无疑是一门集考古发掘、科技保护、陈列展示为一体的实验科学。从服务公众、有效利用的社会层面而言

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政策、法规、规划、资金、项目、环境、公民权益等系列问题。当下的汉阳陵保护展示利用方式要成为一种科学模式还需要实践和时间的

考验，还有许多操作规范、技术环节、关键点亟待攻关、解决、验证和完善。 

    众所周知，科研工作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是衡量博物馆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学术研究越是深入，博物馆的事业发展就越有希望。我想《汉阳陵与汉文化研

究》这个名称承载的是一种信念和责任，明确了汉阳陵博物馆的学术发展方向，就是以开放、交流、争鸣、探索的态度来促进学科建设，担当起弘扬传承汉文化的重任。希

望这本刊物成为汉阳陵与汉文化最新研究、深度研究、定向研究、比较研究成果的载体，以服务、促进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博物馆发展建设；希望在深入基础研究的实践中，

形成一支多领域交流合作的核心团队，造就学术领军人物，带动汉阳陵博物馆自身的科研力量尽快成长起来；希望在学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注重加强校本教材、历史文化

通俗读本、文物保护知识科普读本的编写工作，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不懈努力。 

    陕西是一块底蕴厚重的文化沃土，拥有一大批辛勤耕耘的文博科研力量，《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这个平台既凝聚了对诸位专家学者辛劳成果的尊重和敬意，也寄望激

励后学勤勉精进。我坚信文博科研工作会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会取得更大的成果和影响，会让更多的人亲近、了解、感知中华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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