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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6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的论文集。
共收集与会学者提交的相关研究论文37篇和相关讲话及综述9篇，内容涵盖了历史、考古、历史地理、
建筑、哲学等不同学科对汉代考古及汉文化研究的成果，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汉长安城考古及汉代文化
研究的最新进展，体现了相关课题目前的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适合于从事考古、历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有兴趣的业
余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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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加强田野工作，促进考古事业的发展——在“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  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在“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  在“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上的致辞  汉长安城考古与汉代考古学  在“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  在“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
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在“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闭
幕式上的讲话  “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下编  汉长
安城宫殿、宗庙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的王国与帝国都城比较研究之一  汉长安城
城墙高度初探  汉长安城未央宫椒房殿遗址述论  汉长安城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郊坛、明堂与
宗庙——西汉长安城的祭祀设施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中组建筑群出土文字新考  汉帝都长安的布局
形制考  汉长安城西南角外发掘的河木桥遗址  汉魏洛阳城南郊三雍礼制建筑初探  广西的汉代城址与初
步认识  汉唐长安城市场探析  汉代武库初探  汉唐昆明池杂议  略论汉代高台建筑的类型  汉“射犬聚”
考略  试论商周至秦汉时期庙祭与墓祭的变化  汉阳陵帝陵DK11-21号外藏坑性质推定  “渭阳五帝庙”
与“阳陵庙”并非一地说  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墓主推考  西汉刘氏宗室墓研究  香港李郑屋汉墓
年代的探讨  先秦秦汉时期瓦当上的植物纹  汉魏洛阳城南郊礼制性建筑遗址出土砖的年代学研究  南越
国宫署遗址陶质建筑材料的地域特色分析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铺砖初步研究  战国西
汉墓出土竹木枕及相关问题  西汉前期墓室壁画的启示——兼论墓室壁画的起源问题  西汉草叶纹镜探
研  汉代长安地区博局纹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洛阳地区汉墓仿铜陶礼器初探  北方地区汉墓出土的南方
类型陶瓷器——关于汉代南北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考察之一  汉代桑树考  西安地区东汉墓出土陶俑浅
析  “此上人马皆食太仓”解  《淮南子·原道训》中的文物与“道”之特性  对出现在韩国石筑城上的
木柱痕的考察——有关基坛石筑型版筑土城  关于金海伽耶林三号木棺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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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编汉长安城考古与汉代考古学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工作队，进驻陕
西省西安市西北郊的汉长安城遗址，开展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工作，至今已
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以来，汉代考古学取得长足发展。
现在我们举行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为了总结过去的学术研究工作，探讨今后汉长安城遗址考古
与汉代考古学如何继续发展与深入、如何进一步发挥汉代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作用、
如何更为充分体现其科学价值。
作为主办单位，我想就上述一些问题，讲一些意见。
首先，谈谈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问题。
回顾半个世纪来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我们就要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
不久，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地基本建设全面展开。
对于考古学而言，在这样的大好而又严峻的形势之下，如何正确处理、有效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与保护
文物、发展中国考古学科事业的关系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郑振铎所长和梁思永、夏鼐副所长，根据当时情况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特
点，先后决定向西安的西周都城丰镐遗址、西汉都城长安城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洛阳东周王城与
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等著名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派出考古工作队，积极配
合国家基本建设，开展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开启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暨“大遗址”保护工作的
先河，迎来了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新时代。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与背景之下，拉开了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序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

编辑推荐

《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适合于从事考古、历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
的师生及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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