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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2022年鉴宝海选公告 《如有藏品需要上华豫之门 -  专家鉴定- 藏品交易买卖》 报名
《华豫之门》模拟真实艺术品买卖为主体形式，以“寻找 具眼光的华豫之门者”为宗旨，通过交易的过
程，把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投资趋势等相关知识传递给观众。 《华豫之门》每周一期充分的展现买家与
卖家之间价值观的碰撞和交易技巧的角逐。为了解羊舌晋侯墓地铜器的矿料来源，本文采用ICP-：ES对
部分铜器进行了微量元素分析，并与晋国东周铜器、长江中下游春秋楚墓铜器及古铜矿采冶遗址的铜锭
、铜颗粒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羊舌墓地铜器的微量元素差异较大，铜料来源多样，锡料来源
单一，且以富Bi为显著特征；其微量元素特征与晋国东周铜器差异显著，表明晋国铜器生产所用铜料在
春秋时期发生了较大转变；其部分铜料当来源于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应与春秋初年晋楚之间的盐铜贸易
有关。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收藏一件周代玉人，该玉人以和田青玉圆雕而成，宽额方脸，头戴高大帽冠
，正背面纹样相同，制作规整，加工精细。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古代文明诞生是史前人类社会演进一个
里程碑，其产生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理论来解释文明社会起源的动因，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假说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文评述了文明起源最为流行的限制理论
的成功与不足，复原了夏朝建立前后的气候变化，发现夏朝的建立恰好对应于4.2~4.ka BP降温事件。本
文依据文明起源的战争理论，但认为人口增长本身不是触发人口-资源失衡进而引发战争的一个独立变量
，引入气候突变作为独立变量，认为人口增长、气候突变、人口迁徙和地理限制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人
口-资源失衡，引起人群之间的战争是夏朝建立的主要原因。该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个王朝为何诞生于中
原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为何诞生于4.ka BP前后而不是其他时间。关东车遗址发现的9件铜器(6件为考古
发掘出土物，3件为采集物)是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特征、铜器制作技术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相互关系等
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该批铜器包含的科学信息，本文对其进行了合金成分检测、金相组
织鉴定。结果显示，9件铜器的合金材质差别较大，其中砷铜2件，锡青铜1件，铅锡青铜4件，铜锡砷铁
四元合金1件，铜锡砷铁铅五元合金1件，皆属复杂的含铜锡砷铅(银)共生矿直接冶炼的产物；制作工艺
主要分为铸造和热锻成形，显示有初步的合金材质性能与加工工艺的关系认识。推断这批铜器的矿源地
应为大井古铜矿遗址。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
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
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
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陈庄遗址出土西周早期刻有
筮卦数字卦画之龟甲，这在山东地区乃属首次；此前在全国则仅见于安阳殷墟与周原故都两地。目前学
界对此类资料之命名纷杂，因其载体材质不同，律之"卜辞"与"甲骨文"，本文建议名曰"筮骨"、"筮甲"。



陈庄筮甲因其出土海岱之域，即可与殷商并西周中心所见同类资料作比较，亦为探研当地文化习俗及其
与商周王朝间关系所倚重。M38是因现代人盗掘而在铁岭墓地发掘区外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一座战国墓。
发掘表明，此墓古代三次被盗，仍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陶器、玉器和骨器，是铁岭墓地随葬品物最为
丰富的一座墓葬，对于判定铁岭墓地的性质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河南博物院藏汉代时期的封泥、印章加
以略考，概述了它们的特点，并讨论了印章涉及的古代官职制度、历史地理等。西汉诸侯王死后使用玉
衣敛葬是其身份地位的体现，也反映出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综合考察，西汉诸
侯王墓的敛葬玉衣具有继承和发展特点，并日趋完善。西汉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具有相对严格的制度
，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而使用者的分级制度也在西汉中期逐渐确立，这与以
往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敛葬玉衣相配套，西汉诸侯王墓还使用其他一些敛葬用玉，但基本是以玉衣为主
，其他为辅的使用原则。小长山汉墓群为徐州地区一重要的汉墓群。8年9月发现并发掘的M4为其中较为
重要的，虽然被盗掘，仍出土8件精玉器，包括玉枕、双层玉面罩、玉塞、玉蝉、青玉璧等，尤其是双层
玉面罩的发现，在徐州乃至全国尚属首次，不仅增加了面罩的新类型，而且解释了面罩结构方面的一些
问题。新郑市赵庄墓葬区是郑韩故城周边一处东周大型公共墓地，墓葬时代涵盖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
期，墓葬形制及随葬遗物体现了郑人的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贾兰坡先生提出华北地区旧石器存在分别
以大型石器与小型石器为特征的两大文化传统。本文通过对华北地区主要的旧石器遗址和地点文化特征
的总结分析，发现石料的分布和两大文化传统的分布是完全重合的。所以，这种大小石器的分布区域不
是文化因素的结果，而是自然资源(石料)分布差异的结果。所谓华北旧石器两大文化传统，是在受到原
料制约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文化面貌。随葬较多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女性墓葬M2，当属于商遗民性质的
燕国墓葬，墓主人可能为燕国女将军。其中随葬的少量北方系可能是其与北方民族打仗时缴获，并不能
作为其为狄人女首领的证据。迄今发现六次8件举世罕见的禁类器物均属商周时期，见于河南淅川下寺楚
墓，陕西宝鸡地区的三次，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和湖北荆州江陵望山楚墓。材质中铜禁7件，木禁1件。分
析禁类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断代、同出器物、禁上器物等，从中可以看出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云纹
铜禁的起源、发展的脉络，或可归入陕西宝鸡—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湖北江陵这条传播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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