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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共收录49篇论文。
全辑设博物馆管理、学者论坛、法规与执法、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研究、文物研究、藏品保护技术
研究、历史论坛、它山之石、资料信息等十个栏目，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际操作，几乎囊括了文物
、博物馆所涉及的所有工作，更汇集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众多专家、学者的力作，是一部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图文并茂、可操作性强的专业论文集。
    本书可供从事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广大爱好者阅读、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津文博（第七辑）>>

书籍目录

卷首语  天津文物事业60年博物馆管理  试论新形势下的博物馆管理——天津博物馆的创新型管理初探
学者论坛  论博物馆建设及其展览工程管理  信息定位展览中的情景再现：意义与原则  天津教育品陈列
馆与中国人早期的博物馆实践法规与执法  《天津市文物保护条例》的地方立法特色刍议  积极推进文
物监管分类指导  加快建立文物综合执法体系文化遗产保护  全国现存最大跨度木构——天津广东会馆
结构研究  试析蓟县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关于乡土建筑认定有关问题的探讨  浅议火险预防措施
在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浅谈崆峒山深厚的文物底蕴及保护利用  昔日的成就今天的遗产—
—以天津为中心浅议对20世纪(当代)遗产的认识  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体系  旅游发展对民俗文化的影
响及保护建议博物馆研究  坚持和谐理念拓展文庙社会功能  由观众调查浅析免费开放后的观众需求  试
析民俗类博物馆的陈列内容  纪念馆讲解员工作再认识  浅谈免费开放环境下博物馆教育职能的转变  浅
谈网络环境下博物馆图书资料工作  浅论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安全保障  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
应用研究——以天津博物馆发展为例  探讨自然类博物馆的讲解模式文物研究  试论两汉墓葬出土陶俑
的分类  玉带钩的演变与特征  浅析“脑化石”研究概况  殷尚质墓志考略  敦煌唐代壁画山水与同期中
原山水画之比较研究  陕北画像石的出现和地域特色形成原因初探  紫砂壶的鉴赏与收藏  从明黄花梨“
闷户橱”看当时婚俗  浅析我国第一套防伪邮票——小龙邮票  浅析“盘山祐唐千像寺创建讲堂碑”    
从艺术品市场行情探讨影响文物艺术品价值的因素藏品保护技术研究  做好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环
节  略谈青铜器修复与保护  谈博物馆拓本的保护  近代文献保存现状及其技术保护刍议  残损五彩诰命
的修复与保管  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制作保养技术研究  古生物化石标本的加固、修复与应用  清《盛字
军小站屯田图》保护与修复历史论坛  李鸿章细筹天津机器局经费述论  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天津城市的
早期现代化进程它山之石  文化的掠夺与窃取：国家间文化交易关系的恶化资料信息  盛世典宝——天
津市文物普查历程回顾  天津地区军事遗址、遗迹现状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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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2年9月17日，天津市召开第四次文物工作会议，部署“八五”期间抢救保护文物工作规划，并
决定成立天津市文物局。
全市文物管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其中6个区（县）设立了文物保管所，其他区（县）设有专职
或兼职的文物干部，全市文物、博物馆队伍总数已近600人。
　　199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天津口岸文物出境鉴定组、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天津站具备承担委托文物出
境鉴定任务的资格。
天津市文物局制定《关于使用（文物出境许可证）的相关规定》、《（禁止出境鉴定证明）的使用管
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保证了文物出境鉴定工作依法进行。
文物出境审核由单纯技术鉴定向依法审核、依法行政职能角色逐渐转变。
　　天津鉴定站每年鉴定的文物与文物复仿制品均达数万件，近10余年来，经审核确定的禁止出境文
物达2万余件。
2003～2006年天津海关将近年查没的文物共计12138件文物移交给天津文物部门。
其中，二级品9件、三级品226件。
　　1997年1月8日，《天津市文物市场管理条例》经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并颁布实施，成为我国第一个关于文物市场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2001年8月2日，新一届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2002年初通过了《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章
程》。
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不断充实力量，承担着为市公安、司法、海关、物价、大专院校及非文物收藏
单位等机构进行文物鉴定、定级、评估工作。
2005年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又增设了近现代文物专家鉴定组，对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和天津博物馆的近现代文物进行了定级鉴定。
　　天津市文物局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2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级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依托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院校举办的考古专业进修班和研究生班，培养业务人才和文物考古干
部。
目前的专业考古队伍中有15人以上获得硕士学位，为天津市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3年成立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加强文物法规制度建设，加大文物督察执法力度以及加强文物保护
和考古工作、博物馆管理工作等项重点工作，天津市的文物管理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2007年11月15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文物
保护条例》，对上位法在天津的实施做了符合天津特点的细化。
自2008年3月1日起，《天津市文物保护条例》施行。
　　2008年千年古镇杨柳青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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