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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贵州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墓地 

作者：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威宁县文物管理所 

关键词：贵州  红营盘墓地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东周 

提要：200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对威宁县红营盘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

26座，均为小型墓。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圹狭长，多数较浅，墓向不一，无叠压或打破关系。葬

式为仰身直肢，人骨保存较差，仅发现葬具痕迹。随葬品较少，多则1～2件，部分墓葬无随葬品，种类包括

陶器、铜兵器、装饰品等。根据出土遗物的特征加以推断，该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 

篇名：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 

作者：广西合浦县博物馆 

关键词：广西  母猪岭  土坑墓  砖石墓  西汉晚期至东汉后期 

提要：1990～1996年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在母猪岭抢救性发掘了10座汉代墓葬，个别墓葬有封土。其中的5座墓

葬保存较好，可分为土坑墓和砖石墓两类。土坑墓均为长方形土坑木椁墓，而砖石墓皆由墓室和墓道组成。

墓内的葬具和人骨已朽。墓葬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铜器、铁器、铜镜、钱币、印章、装饰品等。铜器

上的纹饰繁缛；铜灯、陶屋的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出土的陶溷也较少见。根据随葬品的特征尤其是钱币、

印章灯遗物推断，时代从西汉晚期延续到东汉后期，该墓地为黄姓家族的墓地。 

篇名：吉林敦化市永胜金代遗址一号建筑址 



作者：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吉林  永胜遗址  建筑台基  房址  金代 

内容提要： 2002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吉林省敦化市永胜遗址一号建筑址

进行了考古发掘。一号建筑址是由台基和多座房屋构成的组合式地上建筑。台基土筑，东西长43.7、南北宽

约21米，略高出地表。房屋建筑在台基的北侧，发掘的两座房址位于台基北侧的西部和中部，东西并列，大

小与结构基本相同，面向南方，室内东、西、北三面设有取暖火炕。出土遗物多是陶质建筑材料，有瓦、瓦

当、砖和建筑装饰塑件。此外还有陶、瓷器皿，铁制工具、武器、车马具、日用器具及北宋和金代的铜铸货

币。通过对出土遗物及建筑结构等的对比研究，推测永胜遗址一号建筑址为一处金代晚期的佛教遗迹。 

篇名：鲁豫皖古文化区的聚落分布与环境变迁 

作者：陈洪波管键词:鲁豫皖地区  环境考古  聚落分布  第二湖沼带   

提要：史前时期的鲁豫皖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地质基础是黄河古冲积扇上的“第二湖沼带”。

这是其在各个文化时段都能形成单独文化类型的地理基础。“第二湖沼带”所带来的多水性的湖沼地理环境

对于鲁豫皖区史前聚落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其文化面貌和经济类型等各个方面特征的形成也

至关重要。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到岳石文化时期，鲁豫皖区遗址分布的阶段性变化所表现出的聚落密集区的

自南而北逐渐转移的过程，体现了适宜居住区或者说资源分布区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与本区湖沼水域的变

迁具有密切的联系。 

篇名：西周所见陶簋图画、筮数和文字简论 

作者：蔡运章  安亚伟 

关键词：西周陶簋  筮数易卦，田猎图画，陶器文字 

洛阳东车站西周晚期墓出土陶簋内壁和底部刻画有成组的图画、筮数和文字，构图奇特，极为罕见。陶簋是

盛放祭品的礼器。图画由车徒、猎夫、田车和野兽构成，应是一幅生动逼真的田猎图。在图画之后的五组筮

数，依次可译为《周易》的《巽》、《蹇》、《既济》、《暌》和《无妄》诸卦。在筮数《无妄》卦下和陶

簋底部还刻有“雨”、“五”两字。这些田猎图画、筮数易卦和文字的含义，都与陶簋的名义和用途相符，

应是中国古代“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 

篇名：也谈燕瓦当 

作者：申云艳 

关键词：燕国故地 瓦当  兽面纹 山形纹 

提要：燕瓦当除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大量出土外，在今北京、辽宁、内蒙古以及天津等燕国故地均有发

现。以往对燕瓦当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燕下都，本文主要对燕下都遗址以外出土的燕瓦当、燕瓦当与同时

期临近地区瓦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文中指出燕瓦当纹饰以形式多样的兽面纹和山形纹为主，

从早到晚有简化的趋势，主要在宫殿上和重要遗址的重要建筑物上使用。 

篇名:李济与安特生--¬¬¬--从高本汉致李济的三封信谈起 

作者：陈星灿 马思中 

关键词：李济   安特生  新石器时代文化   安阳殷墟   史前文化 

提要：安特生（J. G. Andersson）和李济(Li Chi)，一个是以仰韶遗址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

发现者，一个是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发掘者和领导者；一个是从地质学转向考古学，一

个是从人类学转向考古学；一个是以中国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闻名于世，一个是以安阳殷墟的考古知名。

他们年龄相差一辈，接受的训练各自不同，是中国史前文化及其与历史时代文化的关系问题把他们两人联系

在一起。通过在瑞典东方博物馆收藏的1937年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致李济的三封通信，可以了解两

个伟大学者的交往及其对中国史前文化来源问题的看法，由此展示了两位学人宽厚的内心世界和令人景仰的

高贵品质。 

篇名：《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读后 

作者：姜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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