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华豫之门报名电话及报名地点

产品名称 河北华豫之门报名电话及报名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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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后妃埋葬位次主要涉及以宝顶位次为代表的墓葬位次，合、祔葬制影响下的棺椁位置等，体现了墓
主的等级与身份，是考察清代皇陵兆域格局构成理念与形成过程的主要切入点。在梳理清代东陵、西陵
二处陵区内后、妃埋葬位次的基本状态后，将位次发展分为顺治至康熙、雍正至嘉庆、道光至宣统三个
时期。同时注意到，发展期拐点主要出现在雍正、道光两朝，与棺椁位置的变化情况基本相同。埋葬位
次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统治者丧葬理念的转变，即在吸纳儒家伦理纲常、尊卑有序的观念的同时，
兼顾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族而葬"的埋葬特性。进一步证实，清政权在统治秩序逐渐成熟、完善的
过程中，实现了本民族以血缘亲疏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对儒家思想的吸纳及融合。*终，在位次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清代"内、外双层茔区"兆域格局的概念。即墨县衙为山东省目前仅存的三堂老县衙遗址，自隋
开皇十六年(596年)迁城立衙至今，已有14余年历史。11年9至11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遗址内
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了房址、路面、灰坑、水渠、过道、水井等各类遗迹，出土瓷器、陶器、石
器、铁器等大量遗物，是青岛乃至山东地区近年来明清考古重要发现之一。其中，清理的一个灰坑出土
了大量瓷器残片。经过拼对修复，可复原瓷器标本近3件，基本都是产自景德镇的民窑青花瓷碗，时代从
明万历时期延续到清康熙时期。该灰坑对本次发掘划分地层及断代具有重要作用，灰坑内出土的瓷器对
了解当时县衙起居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明末清初民窑青花瓷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本
文概述了磁村窑的釉色品种、装饰特征和烧造历史，分析了磁村窑与邻省窑口和本地窑口的关系，表明
磁村窑所烧造的瓷器与北方广大地域内出现的装饰手法相呼应，特别受毗邻的河北、河南等北方窑口影
响，在吸收它们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品。同时还表明磁村窑与同处鲁西南的本地窑
口所产瓷器的高度一致性。唐许临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唐代的历史和文献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本文从许
临的家世、生平及仕履等方面对墓志作了考释，并就墓志作者贺知章及墓志对《元和姓纂》校勘的意义
作了考证。4～26年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配合下对登封南洼遗址进行了的调查
、勘探和发掘，清理了大量的二里头时期至金元时期的遗迹，其中殷墟文化的遗存有房址3座、墓葬12座
、灰坑87座、陶窑1座，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遗物，对研究殷墟文化的分布和内涵提供了新资料。4年3月至
26年12月，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配合下对南洼遗址进行了的调查、勘探和发
掘，清理了大量的二里头时期至金元时期的遗迹，其中二里头文化的遗存*为丰富，有壕沟2条、墓葬13
座、灰坑7余座、水井3处、陶窑7座，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其中有较为丰富的白陶遗存。这些对研究二里
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1年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在武陟县圪垱店乡清理汉墓两座，为西汉晚期



至东汉早期墓葬。墓葬中出土的陶厨房、羊圈、猪圈等模型明器，造型精美，为研究汉代的社会经济生
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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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丰富的一座墓葬，对于判定铁岭墓地的性质有重要意义。 中原文化的西播，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具
有深厚的累积。古代吐鲁番等地虽为多民族共处，但是汉文化起着主导地位，在丧葬习俗得到了充分体
现。吐鲁番文献多次提到眼龙、金银眼龙，对照实物，知道它是一种金属眼罩。它用金属皮钻孔，透过
微孔观察外面世界，并以布帛包边，系布带挂固定在眼睛位置，或者缝在面衣上。铜眼笼制作精细，铅
眼龙粗糙简陋，前者为实用器，后者为明器。关于眼龙的来源，前苏联Е�И�鲁伯-列斯尼契科认为是
出于亚细亚的传统，学术界基本认可这种说法。我认为汉民为应付西北寒冷、干热、风沙的气候，受多
孔甑箅启发，发明了金属眼笼。这点可以从古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甑箅得到证实。研究复杂文化背景的
遗存，需要充分挖掘各种因素，才能得到、客观的结论。戎是先秦民族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先秦尤
其两周历史进程的发展与走向，华夏文化的丰富、多样化，华夷之辨思想的出现，以及加速华夏民族的
形成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春秋时期，戎在史籍与出土青铜铭文中多有出现。本文在考辨相关史料的
基础上，以期对春秋时期诸戎的分布地域有清楚的认识。我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历史文化遗产极为
丰富。在探索中华民族文明源流和发展的过程中，考古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带动了
许多探测技术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验考古与公众考古在考古学研究中愈发重要，
可为诸多田野考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实际操作方法，模拟复原或重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并可以此
为平台，将考古学研究成果以丰富的形式回馈于社会。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及设施相当缺乏。另外，由于
地面资料与地下资料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地表线索以及技术探测数据与地下遗存分布情况的关联度与
准确度越来越受到关注，开展探测技术适用性和应用成效评测技术攻关，建立可控考古试验场，是当前
我国考古探测领域进步与发展的迫切任务。考古资料显示出"峡江地区"丰富的古文化面貌，特别是东周
时期巴、楚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十分突出。将峡江地区的楚文化遗存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可以较深入地
探讨东周时期的巴楚关系。新的资料显示，楚人在战国中期已到达云阳、忠县等地。巴楚关系的变化，
是由目的和经济利益决定的。梳理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钧窑之名来自钧州，钧州之名来自钧台，而钧
窑之名的来历与钧台关系不大，更与"钧"字含义无关。春秋以来文献所记的"钧台"和清代以来所称"钧台"(
实为新建"古钧台")是两个不同的遗迹。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钧州的建立，明万历三年(1575年)钧州避
讳改禹州，清康熙十九年(1679年)禹州城内新建"古钧台"等时间节点直接影响着各时期人们对钧窑概念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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