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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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姬方壶之铭颇多修辞，故引起广泛讨论和诸多异解。本文在充分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铭文进行
了通盘解读。楚宣王26年，圣桓夫人曾姬撒手而去。丧主为她选择的阴宅，是漾陵一带墓地中的，于是
铸造了宗庙用的青铜祭器加以纪念。由建设阴宅而铸器，在青铜铭文中****；而墓葬称陵、墓地称蒿间
，在出土文献中都是*早的。壶铭对研究古代的墓葬、墓地和死后世界颇有助益。晚清时期，南京城内外
火灾的频仍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威胁。火油的普遍使用、节日用火疏忽、拜教燃火和歹人纵火
是火灾多发的几个因素。扑救大火，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其中由城市士绅的水龙局在灭火活动
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官府和驻防在维护灭火活动中的秩序，抢救受灾民众的生命财产中发挥重
要作用。而且，官府保持着对水龙局的牢牢控制。官府可以直接插手水龙局的人事任免，裁决水龙局运
作中产生的，也可以依据各水龙局在灭火过程中的表现给予奖励或者惩罚性的措施。在灾后，除了对"火
头"采取惩罚外，官府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对受灾民众进行钱粮物资上的赈济。但是，在对遭受火灾的民众
赈济问题上，当时好像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制度和具体的抚恤标准。在踊跃救火之余，水龙局还创立
了专为灾民提供临时居所的暂栖所。在火灾预防上，南京城实行了太平水缸制度。同时，南京城防火措
施的实施也充分了发挥保甲组织的功能。大甸山墓地212年共发掘墓葬198座，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土洞
墓和瓮棺墓。土坑墓为云南地区青铜时代常见，而土洞墓则是首次发现。出土遗物以青铜器为大宗，弯
刀、矛、钏、钺、剑*多。土坑墓年代大致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晚期，可能与西北地区的氐羌文化有关。
土洞墓年代大致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或为古哀牢遗存。12年，马鬃山玉矿遗址地点发掘了灰坑、房
址、石台基等遗迹。属于汉文化与骟马文化的两类陶片并存，发掘区遗存的年代初步推定为战国至汉代
。本次发掘的为选料作坊区，半地穴房址大多应为作坊。作为包含防御区、采矿区、选料作坊区等的早
期玉矿遗址，马鬃山遗址直观展示了当时的矿区聚落形态。 石容器作为我国史前考古的一种重要遗存，
集中发现于燕山南北地区。本文认为，燕山南北地区含石容器的考古遗存基本属于筒形罐文化系统；石
容器不是一般的器皿，应该是祭祀或行巫术的辅助工具；我国石容器的出现，并不晚于陶器，探索其起
源与文化传承，将有助于燕山南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分期研究。二里头文化中的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均作
为服饰之用，以珠管为主，也有少量坠饰。按其功能划分主要有耳饰、项饰、腕饰、冠饰等。加工过程
中存在因料取形，形制上亦表现出无序的多样性，据现有资料尚不能判断形制和使用方式间的相关性。
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在二里头文化一期时即已出现，二期之后日渐繁荣，均出土于贵族墓中的成人墓内
。 明代《戈氏墓志》现藏于河南省沁阳市博物馆。本文根据墓志记载，参考有关史料，考证了墓主戈氏



及其夫君山西按察副使刘泾的生平及家世。墓志所载部分内容，对史书、方志有纠误、补缺、印证之作
用。12年4月，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活动中，对屯留水泉
遗址两处灰坑进行了清理，出土了丰富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遗物。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216年发掘1
5余平方米，在台地中部揭露出龙山晚期的5座石砌排房，排房东部是以H24为代表的生活垃圾区，并在
台地北部、南部发现石砌墙体建筑。石砌排房，主次分明，布局规整，居住者很可能是碧村中心聚落群
的上层人员。 果洛华豫之门怎么参加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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