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华豫之门报名电话和海选时间

产品名称 吉林华豫之门报名电话和海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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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圈纹是甘青地区彩陶纹饰中一个*具代表性的纹饰，不仅绘制精美，而且蕴含着浓郁的原始崇拜信息。
通过对甘青彩陶文化的内涵、圆圈纹自身的特点以及圆圈纹与相关纹饰之关系的剖析，推定圆圈纹是对
太阳形状的模拟，是太阳崇拜的物化形式。 本文通过对商周时期铸铜遗址内发现的各类遗迹现象特征的
总结，对可能与铸型制作、熔铜、浇铸和修整等环节相关的遗迹进行讨论，主要包括工作间与工作面类
遗存、坑状与沟状堆积和窑炉类遗迹。通过分析，认为长方形单间或者双间的房址是手工业作坊中常见
的一种房屋形式。工作面通常经过比较精心的铺垫和处理，使其坚实、平整以利于工作，常见铜锈、铜
渣或者陶范等不同工作环节遗留下来的遗物，且由于长时间工作，往往经过多次的重新铺设或修整。土
柱和凹窝两类遗迹可能与坩埚的放置有关。烘范窑中，或火塘与窑室无明显区分，或无专门挖设的火塘
，与同时期常见的陶窑结构不同，很可能与烘范和烧陶对温度的要求不同有关。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
不断深入，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收藏的碑帖拓本日益为人
们所关注，《宋拓赵侍郎不流本游相〈兰亭〉》就是其中之一。该本为游相《兰亭》"己之二"(第五十二
种)，翻刻于一"九字已损"、"五字未损"的定武古本。由于卷改册装，其上"赵氏孟林"骑缝印被一分为二，
十分罕见。在目前关于"赵氏孟林"的文献记载尚不充分、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从已知的游相《兰亭》拓
本装潢钤印定式本身入手，对其进行分析。检览统计若干游相《兰亭》相关信息，笔者认为，赵孟林是
明初晋藩朱棡装潢人的可能性较大。作为游相《兰亭》标志要素之一的蓝纸隔水，则是经朱氏收藏后重
新进行装裱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同一取材、或有或无的蓝纸小签上所标注的"天干编次帖本名称"，亦是
游相《兰亭》标志要素之一，或许正是出自赵孟林之手，当然也不排除朱棡亲笔的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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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学是考古学*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之一，它在古代文化发展谱系的重建中起了基本性的
作用。在聚落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地层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将在考察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中
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发展。5年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了一批东周时期墓葬。其中3座战国墓分别出土彩绘陶器
、玉石器等随葬器物。这3座墓的文化属性不同于洛阳地区其他东周墓，而与山西侯马、河南安阳及郑州
地区有着密切关系。 在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区发现了一条近南北向的夯土墙垣(Q7)和墙垣两侧的路土遗
迹。墙垣可能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使用至第四期早段。道路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第四期早
段。结合历年的发现，推测墙垣为围垣作坊区的西垣或西侧另一区域的东垣，道路为墙垣存在时期的附



属设施。11年6月至213年5月，郑州大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对荥阳官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座
大小城南北相连、带有多重环壕的周代城址，揭示了城壕、城墙、小城南城门和相关建筑。官庄城址的
发现对研究周代郑州地区封国、郑国东迁等历史问题，以及建立郑州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
重要意义。文中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小臣(讠逨)簋的流传及器盖铭文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件
簋在流传过程中器盖被错置，并一直沿袭至今。铭文所涉及的西周时期重要历史人物伯懋父与文献记载
的康伯髦也并非一人。根据与"伯懋父"相关铜器的形制和铭文的分析，认为小臣(讠逨)簋应属昭王前后。
12年1~3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外郭城洛北里坊遗址区范围内清理了12座窑址。窑室平面
多为马蹄形，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床、排烟系统等组成。据窑址的开口层位、打破关系及遗物形
制，大致可分早、晚两期。早期窑址年代上限在唐代初期，下限不晚于唐开元十九年。晚期窑址年代在
晚唐至北宋时期。13年11月至214年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临汾西赵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灰坑、
墓葬等遗迹，其中出土墓志的三座唐墓(MMM45)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陶瓦当、陶俑、三彩器、鎏金铜
器、铜镜、玻璃器等。特别是M2出土的玻璃器是首次在山西唐墓中发现，这为研究山西唐墓乃至全国唐
墓提供了新的资料。12年5~7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浙江象山县"小白礁Ⅰ号"沉船船体以上遗存
进行了正式发掘。船体残长约2.3宽约7.85米。船体构件主要有龙骨、肋骨、船底板、隔舱板、舱底垫板
、桅座、孔和方形立柱等。出水遗物共计118件，以瓷器为主。沉船年代当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年)
。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
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
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
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
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
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
、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
作的主要组织者和者，夏鼐对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吉林华豫之门报名电话和海选时间 本文通
过辨析盘龙城等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指出，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延续了石家河文化传统
的"石家河文化组"遗存上承龙山时代的石家河文化，下启该地区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遗存，是当地的土
著文化因素；并认为约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前这一地区已出现了三星堆文化因素。从而揭示出二里头文化
的南下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文化格局，启动了石家河文化的发展机制，产生了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遗
存的历史图景。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始，清陆续对贵州地区的卫所进行"州县化"裁撤归并。贵州卫所
的裁撤，一方面促使军事卫所向地方府、州、县行政合流，从而影响了清代贵州行政区划的改制与重建
；另一方面又涉及地方社会的诸多变动。在此过程中，屯田迁改、屯赋划一等问题的处置*为关键，体现
出明清卫所民化问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本文重点探讨清代贵州卫所裁撤后的屯田处置问题，并对卫所
屯田的赋额变动、屯田买卖以及国家应对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随着清代卫所屯田归并于州县，原本高
额的屯赋却未能随着军田民地化的过程与地方州县赋税实现均等划一，屯赋数倍于民田科则的局面一直
有所残存，屯田与民田、屯地与民地之间的差异引发的屯赋征收不合理成为困扰官民的一大难题。伴随
着屯田买卖的出现与发展，虽然国家严厉禁止私下典售，但军屯土地私有逐步得到法律认可，屯田的真
正"民化"之势已不可遏制。本文在《唐顾师闵墓志考释》一文的基础上，广泛利用传世文献，就顾师闵
的生平、亲眷、墓志作者等，作了补充考释，并进一步考察了写作墓志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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