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

13位ISBN编号：9787030293596

10位ISBN编号：7030293592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页数：4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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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学术论文集，包括文
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考古现场保护处置、实验室考古、出土文物保护修复、
文物研究、文物包装运输等方面内容。《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适合考古、博物馆、文物保护、文物
修复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阅读参考，也是大专院校考古、文博、历史、艺术专业师生的
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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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二，积极参与、热情支持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由于我所长期主持殷墟考古工作
，因此在殷墟申遗工作中负有重要职责。有关专家不但热情提供学术咨询，提供必要的考古资料，还
投入大量精力积极开展田野工作。其中，对于宫殿区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最具学术价值。在殷墟申遗
过程中，我所专家还承担了《安阳殷墟遗址保护与展示方案》的制订工作，对于宫殿区部分建筑基址
、著名甲骨坑H127、出土青铜重器“司母戊鼎”的王陵区大型墓葬武官村M260的展示，制订了比较
翔实的实施方案。作为支持殷墟申遗的重要举措，我所与安阳市政府合作建立了殷墟遗址博物馆——
殷墟博物馆，突破了若干束缚和制约，取得了考古科研与遗址保护展示的双赢，创造了“殷墟模式”
。作为丝绸之路中国段申遗工作重点，西安大明宫遗址近年来成为国家文物局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此
次为支持大明宫申遗工作，我所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制订出《大明宫遗址考古计划》，得到国家
文物局领导和专家的认可和支持。这是我国首个经过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的大遗址考古规划，为
将来的大遗址考古工作模式提供了范例。目前，我所正认真落实该计划，力争大明宫遗址保护园区建
设顺利进行。其三，积极推动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我所正式参与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是以偃师商
城为起点。1997年我所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制订了《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发掘现场保护方案》，得到国
家文物局批准后实施。由此，一个当地化肥厂的扩建工地变成了文物保护园区，地下文物遗存得到妥
善保护。1998年制订了《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规划及第一期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建设偃师商城
宫城遗址公园的总目标，是长期、有效地保护宫城遗址，同时，优化城市环境，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使之成为科学研究、历史传统教育的基地和当地群众休闲娱乐观光的场所”。此规划方案的落实，是
偃师商城遗址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作为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试点项目，其重要成果是当地政府从农
民手中租用了宫城范围内70余亩土地，建成了保护园区。此后，我所又完成《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
规划第二期工程实施方案》。并参与《偃师商城保护规划》、《偃师商城西城墙保护展示方案》、《
偃师商城宫城保护展示方案》的制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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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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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社科院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出的论文集第一辑。反正最对我胃口和最有用的都是王刃余老师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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