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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化石是大自然遗存的珍稀资源，也是地球生
命演化的真实记载和远古历史的客观见证。为进一步提
升猛犸象故乡知名度，发掘、展示其历史文化、人文特
色，让埋藏在地下的化石活起来。12月 1日，为期两个月
的“神奇之青冈 猛犸象故乡特展”在黑龙江省青冈县第
四纪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拉开帷幕。

青冈自1958年以来，陆续在德胜乡、永丰镇、民政镇
等 12个乡镇出土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截至目前，出土
以猛犸象、披毛犀为代表的第四纪古脊椎动物实体化石
40余种，化石散件十几万件。2016年，被命名为“中国猛
犸象故乡”、国家级重点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

本次展览分为“史前青冈境内第四纪古人类活动相
关化石”“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猛犸象、披毛犀复原
标本”等6个展区，共展出第四纪古生物化石精品84件，
其中真骨含量达85%以上的古生物化石骨架10具。

披毛犀头骨化石（图1） 该化石长约 90 厘米、宽约
30.5厘米，重约 17千克。2022年 7月中旬，发现于青冈县
德胜镇英贤村境内。

从该化石可分析出披毛犀幼小时被史前古人类狩
猎时用捕猎工具扎中鼻子，但没有抓住，逃跑了。头骨鼻
子两侧留有25厘米骨质捕猎工具，还留有自然长合和腐
烂的痕迹。

披毛犀生活在晚更新世，分布范围从朝鲜半岛到欧
洲的苏格兰，整个欧亚大陆北部都有其化石发现，直到1
万年前才灭绝，是最著名的冰河动物之一。晚期智人曾
与披毛犀共同生活，他们把其图像绘制在洞穴壁画上，
留下了披毛犀当时生活的样子。

猛犸象化石骨架（图2） 该化石骨架长约 6.2米、高
约3.7米、重约4.5吨，一对象牙约3.5米，化石度、完整度
98%以上。2011年8月，发现于青冈县德胜镇境内。

猛犸象生活在更新世晚期，又名毛象（长毛象），是

一种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象之一，
广泛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距今约1万年前，猛犸象陆续
灭绝，被视作冰川时代结束的标志。

猛犸象臼齿化石（图3） 该化石长约 14 厘米、宽约
13厘米，15岁。2000年9月，发现于青冈县德胜镇境内。

猛犸象臼齿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洗衣板，有清晰可
见的牙棱和牙面。根据牙棱可推断猛犸象的年龄，一般
有多少个棱，就是几岁。

洞熊化石骨架（图4）该化石骨架长约 220厘米、宽
约50厘米、高100厘米。2012年7月，发现于青冈县境内。

洞熊是一种生存于更新世亚欧大陆北部的熊，在约
2万年前的冰河时期灭绝。因其化石多在洞穴内发现，故
命名为“洞熊”，在很多知名的洞穴中发现其整副骨骼化
石，它和巨型短面熊同为更新世两大巨熊。

东北野牛化石骨架（图5）该化石骨架长约320厘米、
宽约90厘米、高200厘米。2010年7月，发现于青冈县境内。

东北野牛是猛犸象动物群中的重要成员之一。我国
东北是发现野牛化石最集中的地区。东北野牛有三个亚
种，即典型东北野牛、弯角野牛和哈尔滨野牛，它们的主
要区别在牛角的形状。东北野牛个体大而健硕，生活在
草原和森林环境中。距今约2至4万年灭绝。

东北马鹿化石骨架（图6） 该化石骨架长约 165 厘
米、宽约 110厘米、高 220厘米。2009年 7月，发现于青冈
县境内。

东北马鹿是马鹿的亚种之一，身体呈深褐色，背部
及两侧有一些白色斑点。雄性有角，一般分为6叉，最多8
个叉，生活于高山森林或草原地区，喜欢群居。通过对马
鹿化石的研究可以追溯其进化历史。马鹿的祖先可以追
溯到数百万年前，其形态和大小可能与现代马鹿有所不
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马鹿逐渐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和生态
条件，形态特征也发生了变化。 （肖红玲 葛百龙）

浙江省台州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8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18处。全市
文物战线聚焦“文物行业监管不够到位”巡查反馈问题
整改，以“七张问题清单”整改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新
时代文物工作要求，以巡促治持续加强文物行业监管，
推动文物保护持续向好。

一是上下联动，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将文物工作纳
入综合目标责任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考核体系，
市、县、乡镇三级层层签订文物安全工作责任书。连续 3
年开展文物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创新实
施文物安全分级分色管理，台州市 3521处文保单位、文
保点建立“一库一图一池一清单”档案，实现文物安全责
任人公告公示率、安全建档率、“一点一策”执行率、安全
隐患整改率4个“100%”。

二是筑牢防线，提升文物安防能力。将文物保护课
程纳入台州市干部培训主体班次，每年组织全市文物系
统专题培训。择优选拔157人的市级文保员队伍，市县两
级成立 10支 500余人的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每年分片
区开展两轮以上业务培训。强化数字赋能，推进文物安
全精密智控工程，打造文保单位无人机AI识别平台，开
发“宝安心”数字化应用场景。

三是盯牢重点，强化日常精准监管。健全文物安全
联合巡查和文物安全监管部门协作督察机制，建立文博
场馆安全隐患问题清单、整改清单，今年已组织巡查
2983人次，整治文物安全隐患762处。针对文博场馆火灾
等突出隐患，开展专项排查 1526家次，实现火灾隐患动
态清零。加大文物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今年以来行政处

罚4起，查处并侦破文物安全案件1起，利用卫星遥感调
查核实变化图斑数39个。

四是融入生活，推进文物活化利用。深化“文物+”融
合发展，推动文物赋能美好生活。高质量建设 12家国有
博物馆（含在建）、36家非国有博物馆、57家乡村博物馆，
沙埠竹家岭窑址、仙居下汤遗址、临海延恩寺宋墓先后
入选浙江省重要考古发现。推出文化遗产展演示工程，
扶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博场馆展陈。聚焦“文物+旅游”，推
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台州府城创成国家5A旅游景区，今
年国庆假期游客超120万人次，持续火爆出圈。

（文海）

在《周易·离卦》中九四的爻辞，今本作“突如其来如，焚如，
死如，弃如”，并以之为成语“突如其来”的源头，意为：太阳突然
起落，升到高处，炎热得像在燃烧，之后像死一样寂静，最终因
为背弃了“离道”而被众人抛弃。此句中使用的主要是多个动
词+表陈述的语气词“如”形成的并列结构，但是句中的“突如其
来如”和句子整体的句式结构不甚相合，其与出土文献在内容
上也有所差异：马王堆帛书本作“出如来如纷如死如弃如”；阜
阳汉简本作“其出如其来如焚如弃”；《集解》作“ 如其来如焚
如死如弃如”，《释文》作“徒忽反，王肃唐屑反，旧又汤骨反，《字
林》同云：暂出。”于是，学者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马王堆帛书本中的“纷如”一句与其他本子不同，“纷”字在
帛书原本中作“ ”（纟），此字仅剩左部偏旁。张政烺在《马王堆
帛书〈周易〉经传校读》的《四十六卦校勘记》中，将“纟如”与王
弼本同位置的“焚如”比较，并怀疑此处仅存左部偏旁的“纟”本
应做“纷”，“纷”与“焚”上古音韵部皆为“文”（王力音韵系统），
音近可通。所以“纷”应为“焚”的假借字，此句应遵阜阳汉简本、
今本作“焚如”。

丁四新在《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中说，大徐本《说
文· 部》中释“ ”为“ ”的异体，像倒子之形，“或从到古文
子，即《易》突字。”释“ ”为：“不顺忽出也。《易》曰：‘突如其来
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内也。”段玉裁说这是引用了《周易》来
解释字义，是为了说明倒写“子”子之意与《周易》句相合。郑

《注》：“震为长子。爻失正，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
罪，五㓝莫大，故有焚如、死如、弃如之㓝。”如淳注《王莽传》：

“焚如、死如、弃如，谓不孝子也。”段玉裁认为，二人与许慎意见
相合，不顺之子，被称作“突如”，在造字中使用“ ”为偏旁的，
大多是表示不顺之意的字。他们同样都将《周易》的“焚如，死
如，弃如”与“不孝子”之意相对应。“ ”“ ”二字又与“突”和

“出”音同，可通。李富孙在《异文释》中指出，《说文》释“ ”为
“ ”的或体字，同时《沝部》中释“ ”为“突忽”之意。综上所述，
“ ”与“突”音同、义近，《集解》中的“ ”为“突”字假借。

此外，前两个本子中均作“出如”而非今本“突如”。“突”甲
骨文作“ ”，在《说文》中被解释为“犬从穴中暂出也，从犬在穴
中”，裘锡圭将此处的“暂”解释为“猝”，意为犬从穴中突然出
现，此为“突”之本义。“出”甲骨文作“ ”，字形象趾离坎穴之
形，意为外出。二者在构字上均有从穴中出来之意，字义有相通
之处。此外，“突”与“出”上古音韵部均属微部（董同龢音韵系
统），音近可通。张政烺在《四十六卦校勘记》中说：“出、突音近
通假，帛书脱‘其’字。”（对于“其”字，丁四新认为，与阜阳汉简
相较，马王堆帛书之无“其”是有意删去，今本中少一“其”为传
抄脱落。）《正义》中“四为始出”，为“突”原应作“出”提供了合理
性。同时，吴辛丑在《〈周易〉“突如”正诂》提及《周易·旅卦》初六
爻辞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之句的“斯”存在和与之意义相近
的“此”形成异文的现象，作为旁证证明借“突”为“出”的合理
性。因此，今本的“突”应为后人通假所致，其最终代替了原字，
而此处本应依照马王堆帛书与阜阳汉简本写为“出”。这样一
来，今本中的断句也就出现了问题。“突如其来如”一句两个动

词无甚关联，未免有些奇怪。今本很多解释为“突然之间出现”，
比喻太阳的起落是很突然的事。吴辛丑在文中将句式提炼为

“动词+如”，“突如”从结构关系上与后面的“来如”“焚如”“死
如”“弃如”并列，且并列的“来”“焚”“死”“弃”皆为动词，为了词
性一致，“突”也应为动词。

那么，此处究竟该如何断句？按今本断作“突如其来如”显
然是将“突如其来”视为一个完整的动词成分。其中将“突”误
释为其引申义“突然”，再用“突如”修饰“其来”，成为一词，最
后加“如”作为“突如其来”的语气词，再与整个句式相合，显然
是有问题的。根据音义关系与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本，此处

“突”为“出”字假借，当与“出”字用法相同，均作动词。这样一
来，动词“突”放在句中不再作为副词修饰“来”，而是当与动词

“来”“焚”“死”“弃”并列。《正义》曰：“突如其来如者，四处始
变之际，三为始昏，四为始晓，三为始没，四为始出，突然而至，
忽然而来，故曰：‘突如其来如’也。”其释“突”字字义不准，但
其将“突”与“来”并列起来之举可取。那么今本是否该断作

“突如，其来如”？帛书与汉简给出了证据。根据上文，“突”与
“出”意义相同，用法也相同。马王堆帛书本“出如，来如”并
没有充分的理由合成一句，而阜阳汉简本中若作“其出如其
来如”也大概是讲不通的，作“其出如，其来如”与后文并列，
似乎更加通顺。显然，句中“出如”与“来如”是并列的两个意
思，应当断开，今本中与“出如”同义的“突如”自然也与“其
来如”不同义，也应当断开。因此，根据出土文献来看，今本
应作“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然而今天通行的很
多版本，如中华书局版本《周易》、岳麓书社版本《古典名著普
及文库 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周易译注》并未吸取出
土材料的最新成果，仍作“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这
里均应改为“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外，除今本之
外，帛书、汉简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马王堆帛书〈周易〉释
文校注》中也参照今本的误解，将此句断为“出（突）如来如，纷
（焚）如，死如，弃如”，显然此处也应改作“出如，来如，纷如，死
如，弃如”为好。意为：到了“九四”，太阳突然之间出现；太阳来
到了面前；日头高照像是要焚烧事物一样的炎热，“九四”位置
近于至高无上的“六五”，但是“九四”若再想向上前进，必定失
去其位，并且越来越酷热，所以注定不能长久，便必然将像死
一样寂静；最终向上不能达到至尊的“六五”，向下又离开了原
本的“九四”，最终向哪个方向都不被接纳，所以因背弃“离
道”，而最终被众人所抛弃。

综上，《周易·离卦》中的九四爻辞本应作：“其出如，其来
如，焚如，死如，弃如”，后第一个“其”字脱落，并且“出”假借为
音义都与之相关的“突”，此处“突”本应取与“出”相关的本义

“突然出现”，却又被误解为“突然”之意，同时词性也与之前不
同，使人们误以为“突如其来”为一词，从而讹成了今天的“突如
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传抄过程中还曾出现将“纷”假借作

“焚”的现象出现，但未能被今本沿用下来，仍依原本作“焚如”。
因此今本断句应遵出土文献中的断句方式，断作“突如，其来
如，焚如，死如，弃如”。

台州市强化文物监管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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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简牍研究
读仰天湖简札记 陈梦兮
岳麓秦令行戍制度新探 曹旅宁
岳麓秦简《数》新解二则 杨 蕾

《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及外来人员考 蒋 波 杨爽爽
“都乡七年垦田租簿”的年代问题商榷——兼论走马楼西汉简牍的年代

宋少华 杨 芬
湖北新出汉简杂识 罗小华
荆州枕头台18号西汉墓出土的木牍与签牌 蒋鲁敬

考古发现与研究
长沙湘春路东辰国际工地战国墓发掘简报 长沙市贾谊故居管理处
中方县龙井汉墓M050发掘简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怀化市博物馆
阜阳师范学院理科综合楼汉墓发掘简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阜阳市文物管理局 阜阳市博物馆
南阳师范学院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
广西桂州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何绪军 张宗亚
长沙地区窑业发展概述 师 磊
长沙窑研究概述 郭三娟
2017年长沙市小吴门五代至两宋时期沟渠发掘简报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临武县深坪岭宋代矿冶遗址调查和初步研究

罗胜强 肖 亚 莫林恒 周文丽
南阳市万德隆万悦城明墓M16发掘简报 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

文物鉴赏与研究
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彩陶初步研究 李能交 孟 恬
真卣与殷周时期有关制度、历史暨思想 黄锦前
商周时期的“兽食人”主题纹饰及相关问题探讨 孙 明
新出曾国同铭金文字体差异现象研究 苏 超
铍即夷矛考辨 张景尧
古图版式方向及相关诸问题（下） 孙基然
长沙楚墓出土纺织文物研究 董鲜艳 王树金
临淄出土战国彩绘铜镜文化因素分析 康 茜 刘 玮
试论长沙汉墓出土博局纹铜镜的流变 李 潇
长沙西汉玉组佩研究 廖 薇
湖南沅水流域出土两汉官私信印述论（下） 龙朝彬 杨慧婷
湖南郴州出土滑石璧及相关问题研究 罗胜强 吴艾妮
长沙汉墓出土“长思之”铭文滑石镜探析 邱建明
湖北出土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宋代漆器研究 聂 菲
从考古材料看湖南早期佛教的传播与接受 李慧君
安徽萧县白土窑及其瓷器述略 刘 东
湖南安仁县博物馆馆藏出土青瓷器的整理与初识

陈 斌 杨 盯 蔡 宁
宋人日常生活的重建：从墓葬、遗址、窑址的考古出土见宋代湖南居民
的日用瓷选择 雷皓天
金代韩炳墓志及有关问题初考 赵 金
湖南邵阳出土元代纪年银盘考 胡国海
试析14世纪龙泉青瓷在元境内的流布 吴闻达

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纹饰和款识特征
刘 兵

湖南博物院藏传金铜佛造像赏析 刘佧妮
文人雅集题材绘画探析——以《西园雅集图》为例 刘文良 吴昕霓
仇英《东林图》与《园居图》真伪考辨 沈 阳
以图证史——《陶澍泛洪泽湖诗图卷》初考 刘 利
湖南博物院藏席宝田曾祖父母诰封释读 刘 扬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杨岳斌未刊批牍十六通考释 李 霞 刘少波
长沙博物馆藏谭延闿《麻姑仙坛记》书作时间考 付丽鲜
湖南博物院藏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赏析 余斌霞 陈钰馨
长沙博物馆藏湘绣赏析 陈立果
意大利藏“百苗图”所见清末民初贵州各族移风易俗研究

莫宇翔 唐 彪
北京“谭家菜”主人的书画情怀——新见谭瑑青信函考释 程存洁
戏曲小说插图和瓷器纹样的关系——从《西厢记》插图《草桥惊梦》说起

袁 俊

历史文化研究
析华南新石器中期渔猎文化 郭静云 郭立新
西周东都区域交通价值新探——基于行军速率的分析 刘逸鑫
张政烺先生及其对马王堆帛书研究的贡献 刘彬徽
我是怎样整理长沙汉墓的 高至喜
高至喜先生考古生涯与学术贡献述略 杨慧婷
湖南博物院古旧文献鉴藏及目录整理工作概述 彭 芳

文物保护与研究
长沙九尾冲浏阳河小学一号战国墓出土三件铜器的保护修复

唐小红 张大可
益阳黑漆古铜剑表面锈蚀检测报告

李 园 张弓野 蔺朝颖 卜珩一 袁宁波
风篷岭汉墓出土青铜器腐蚀特征的初步分析 王 英
分铸法：4至5世纪中国青铜佛像的传统制作方法

[美]徐德娜（著）何志国 张静文（译）
长沙国金中心等考古出土唐代漆器保护修复 蒋成光
湖南博物院院藏清晚期时宪书纸张研究

肖 攀 冯小懿 谢俭华 李 园

博物馆学研究
博物馆文创短视频品牌传播策略与探索——以湖南博物院为例

金 樊 张 琳
浅析新媒体时代博物馆网络舆情现状和应对机制——基于湖南博物
院舆情监测体系构建的实践与思考 赵化锋 贺靖婷
博物馆展览中展品陈设艺术手法的多样化探究——以湖南博物院展
览为例 彭 苏

“梅山历史文化陈列”空间设计思考 郭 楠
贴近观众视角的传统书画特展探析：以“南张北溥——张大千、溥心畬
早期书画特展”为例 黄 爱
浅谈博物馆的安全与物业管理 刘长武

“双碳”目标下博物馆节能减排对策研究——基于湖南博物院的实践
侯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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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简帛《周易·离卦》
“突如其来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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