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报名电话鉴定联系方式华豫之门电话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报名电话鉴定联系方式华豫之门电话

公司名称 尊古文化

价格 200.00/件

规格参数 华豫之门报名电话:华豫之门联系电话
华豫之门鉴宝报名电话:华豫之门鉴宝电话
华豫之门古董鉴定电话:华豫之门鉴宝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东五街六号永威木色购物中
心负一层CBL超市生鲜区CG64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803835850

产品详情

王年、月份、月相及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铜器对于西周铜器断代以及金文历谱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
意义。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年代确定之后，便可以作为标准青铜器，对于西周青铜器断代及构建西周时
期的金文历谱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对于流传的所谓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真伪，以及它们年代的准
确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近年公布的四要素俱全的"倗叔壶"和作册吴盉(国家博物馆藏)进行分析
，认为从形制和铭文字体、内容来看，"倗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
发现而制造出来的。综合分析作册吴盉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
将其年代定在厉王时期。近日查阅资料中新发现一幅登载于《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的李大钊与顾孟余
合影。通过对照片承载的信息和对当时报刊新闻报道的考证、推断，笔者认为，此照片应是1926年3月12
日上午9时余李大钊、顾孟余出席国左派在北京三殿(由门起，直至太和殿)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
公祭活动时的合影。耐人寻味的是，《世界》画报所发《被段祺瑞通缉之五人》使用的李大钊照片，竟
是后来《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登载的李大钊、顾孟余合影的一部分，只不过抹掉了照片上的背景以及
顾孟余像那部分，仅留李大钊一人的照片，其刮擦制作痕迹明显。《良友》画报1926年第5期发表李大钊
与顾孟余在太和殿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公祭活动的合影，体现了国共合作、继承孙中山遗志，掀起国民
高潮的时代主题，其寓意深远。 华豫之门报名电话鉴定联系方式华豫之门电话 张大义是云南大理人，近
代先驱，爱国留日学生的杰出代表。他文武兼备，在近代不仅有积极宣传之功，还有投身起义之举，在
攻克上海时战功赫赫，是武昌起义后各地党人共商国是时的云南代表。成立后，张大义一直追随孙中山
左右，是意志*为坚定的同盟会员之一。本文根据相关史料，梳理张大义参加近代的英勇事迹，探知其思
想，还原其的一生及其对近代的重要贡献。 马衡先生是杰出的金石学家。他曾亲赴洛阳太学遗址调查汉
魏石经的出土情况，对汉魏石经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河南博物院藏有四幅珍贵的"汉魏石经"初拓本，上
面因有马衡先生的墨书题跋及对残石拓本的考证与研究，使此汉魏石经残石拓本锦上添花，极其珍贵难
得。 "小兵马俑"是对重庆市铜梁县所见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石质仪仗俑的俗称。目前仅在铜梁地区明代墓
葬中发现有这种随葬器物。自1973年至今，在铜梁县境内共发现近7座明墓出土这种仪仗俑，出土数量达
5余件，但发表的资料极少。根据已发表的墓葬资料大体可看出明代分布在铜梁县境内的几个官宦大族如
李氏、陈氏、张氏等。12年11月，重庆三环高速公路铜梁至永川段修建过程中发现明代石室墓1座，重庆
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铜梁县博物馆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出土了一套共计17件石质仪仗俑
，这套仪仗俑身穿袍裙，头戴圆盆帽或圆形平顶帽，身材大体相当，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该墓葬的发



现为研究明代铜梁地区的丧葬习俗、礼仪制度等增添了一批新的实物资料。 贾湖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
前期的重要遗址，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距今75～9年。本文从分析一期至三期石、骨、陶质生产工具组
合、数量及变化入手，结合动植物遗存，对其经济形态的组成结构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讨论，认为一期
、二期是以狩猎、捕捞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类型；到了三期，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所占比例超过
狩猎、捕捞业。生产工具的总量、动物遗骸、植物遗存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贾湖遗址的经济形态是以渔
猎采集为主，农业种植、家畜饲养为辅的广谱性经济，但农业经济所占比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本文包括三则札记：一是将六年 司寇戈之 释为"欦"，读为阴，定戈为魏国；二是根据战国时期上洛的归
属，廿八年上洛戈应为魏惠王前元二十八年所造；三是根据栾左库戈的形制与晋公戈、虢元徒戈等相似
，而将两件栾左库戈定为春秋时期晋国的。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交流的扩大，
考古学家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展，从周邻国家和地区扩展到世界几大古老文明的中心区。更多学者参加会
议或访问国外考古遗址，多次在国内主办大型高水平学术研讨会，考古科研机构积极组队赴国外进行考
古发掘，考古学的地位不断提高。16年，对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的门址和周边护墙中保存的东墙北段上
部进行了发掘。皇城台门址由外瓮城、墩台、内瓮城等部分组成，前设广场、铺路石板。此次发掘，为
研究龙山文化时期大型石城聚落城垣模式开启了新的起点。12年，对辽宁长海县门后贝丘遗址进行了发
掘，发现方形浅地穴房址和野外灶址，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动物骨骼。根据陶器以手制筒形
器为主、纹饰多为"之"字纹等特征，门后遗址可归为小珠山文化期早期阶段。遗址未见农作物遗存，生
计方式可能以渔猎为主，测年数据为公元前4345~3965年。 本文以河南荥阳薛村汉代墓葬为基础，结合其
他地区相关材料，对汉代洞室墓中不同形式的墓道结构及功能提出了看法。斜坡墓道及组合墓道的使用
与墓室内祭祀活动有关，同时由于其占地范围较大，因此主要在规模略大的洞室墓中使用；竖井墓道则
在一般洞室墓中普遍使用。另外洞室墓中存在的一批特殊形状的斜坡墓道及组合墓道也需要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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