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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 

作  者：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内蒙古  西梁遗址   新石器时代  西梁类型   

提  要： 

2003年，对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550平方米，发现11座房址及2座灰坑，出土

一批独具特色的陶、石、骨、蚌器等。该遗址反映出较早时期的新石器文化特征，在陶器上发现了极富特色

的条形附加堆纹及组合纹饰，其文化内涵与兴隆洼文化有明显区别，也不同于辽西地区其他新石器文化。这

类新确认的考古遗存可命名为西梁类型。西梁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认识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

增添了新内容。 

 

 

篇  名：论西梁遗存及其相关问题 

作  者：朱永刚 

关键词：西梁遗存  条形附加堆纹  西梁类型   辽西新石器文化系列   

提  要： 



以井沟子西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属于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陶器上所饰条形附加堆纹及其组合纹样

是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志，从文化谱系上很难纳入到已知的辽西新石器文化序列中。西梁遗存的

条形附加堆纹及其排列方式，与松嫩平原和黑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较多相似性；这类遗存还具有与

上述地区相一致的渔猎型生产方式。西梁遗存游离于辽西地区主体文化之外，反映了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或居

民迁徙。 

 

 

篇  名：西安市上林苑遗址一号、二号建筑发掘简报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阿房宫考古工作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关键词：西安  上林苑遗址  建筑遗址  战国时期  

提  要： 

2004年11月和2005年3～4月，在阿旁宫前殿遗址的西面和西南面发掘了两处大型建筑遗址。一号建筑遗址的

南部宫殿区发现了夯土台基、廊道、散水等遗迹，北部的园林区则发现一处曲尺形石渠构成的流水景观遗

存。二号建筑遗址的下部为两层夯土台基，台基之上有建筑物残迹，推测原为高台多层建筑。这两处建筑遗

址所出各类建筑材料的年代均属战国时期，由其位置判断应是在战国时秦上林苑中的建筑，而与阿旁宫的修

建没有关系。 

 

 

篇  名：山东微山县近年出土的汉画像石 

作  者：微山县文物管理所 

关键词：山东  微山县  画像石  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晚期 

提  要： 

近年来，在山东省微山县的两城乡、塘湖乡、夏镇、南阳镇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汉代画像石。所刻画的内容

非常丰富，包括建筑、人物、动物、神怪、异兽以及各类装饰图案，描绘出神话故事、历史故事、星象图，

以及车马出行、百戏杂技、狩猎、仓廪、庖厨、宴饮等各种生活场景，个别画像石上还有纪年铭文。这些画

像石的种类多样，雕刻技法大致分阴线刻和浅浮雕两种，时代可推定为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晚期，是研究鲁

南地区汉代文化的新资料。 

 

 

篇  名：河南洛阳市关林1305号唐墓的清理 

作  者：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关键词：河南  洛阳  关林唐墓  彩绘陶俑 

提  要： 

2003年10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关林清理了一座唐墓。该墓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

部分组成。虽经盗扰，仍出土有各类随葬品65件（套），主要包括俑、动物模型、生活器皿等各类陶器，以

及少量瓷器、铜器、铁器。陶俑的数量较多，均饰彩绘，其中部分纹饰精美，造型生动。此墓的年代可推定

在初唐晚段或盛唐早段。洛阳关林至龙门一带是唐代的重要墓葬区，该墓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墓葬的分区和葬

俗提供了新资料。 

 

 

篇  名：晋西南地区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陶器演变研究 

作  者：秦小丽 

关键词：晋西南地区  二里头文化  二里冈文化  陶器演变 

提  要： 

通过分析陶器的谱系变化、器类构成、炊煮器的容量变化，以及绳纹的形制差别等，可以了解晋西南地区从

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的陶器演变特征。从多谱系的陶器组合到仅有伊洛·郑州系统的单一陶器组合，变

化非常显著。随着时代变化，前期没有的束颈鬲逐渐被大量使用，原有的深腹罐则数量减少，器物容量变化

表现出小型化和规格化的趋势。这种变化在周边地区分属不同系统的考古遗址中普遍存在，反映出当时陶器

制作的一元化特征。 

 

 

 

篇  名：对中国西北地区新出土三枚东罗马金币的考释 

作  者：羽离子 

关键词：中国西北地区  金币  东罗马帝国     

提  要： 

在陕西安边镇和甘肃清水县、天水市，新近出土了三枚东罗马金币。对这些金币的类型、规格、币面图案、

铭文等加以研究后，可确认前两枚的币名为索历德斯，后者币名为塞米赛斯，它们分别是东罗马帝国的君王

怎诺（公元474～491年）、佛卡斯一世（公元602～608年）和巴斯利思库斯（公元475～476年）所颁行。这

三枚金币是东罗马帝国的法定币，并非仿制品，它们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是东罗马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上

进行交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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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应用的系列样品方法测年及相关问题 

 



    作  者：张雪莲  仇士华 

关键词：夏商周断代工程  碳十四年代  系列样品方法  树轮年代校正   

提  要:  

系列样品方法测年就是把考古遗存中具有相对年代序列的样品测出碳十四年代，同时作树轮年代校正。由于

各个样品的年代相互制约，经过树轮校正后样品的日历年代误差大为缩小。应用系列样品方法测年的前提条

件是建立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获取精确可靠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同时正确应用样品的考古学信息，是取得

成功的保障。通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相关测年研究的实例进行全面分析，有利于增进对系列样品方法测年

的理解，并推进其有效应用。 

 

 

 

 

篇  名：秘鲁北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作  者：彼得·卡乌里克 

关键词：秘鲁北部  新石器时代  年代学 

提  要： 

秘鲁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形成以狩猎—采集经

济为主体的复杂社会。此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年代的建立主要依靠露天遗址的地层和少量洞穴遗址，以及

陶器序列即陶器类型学和陶器交叉断代，其早期为公元前6000～前1500年，中期为公元前1500～前600年，晚

期为公元前600－公元100年。秘鲁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走向文明的过程漫长而又富于变化和活力，其

中一些重要变革还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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