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蚌埠华豫之门专家联系联系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蚌埠华豫之门专家联系联系电话（古董鉴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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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周金文集成》1223号、1224号著录两件车辖铭文拓本，其中1224号车辖原器为罗振玉旧藏。本文指出
，车辖铭文在内容上与《殷周金文集成》1136号"陈 散戈"十分相近，对戈铭中"
"、"散"两形体的旧有释读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分析了戈铭所表达的含义即此戈为齐国贵族"陈 "所有
或由其督造的"杀伐之戈"。在厘清1136号戈铭文释读及含义的基础上，对车辖铭文的书写风格与内容进行
了考察，指出铭文本身存在着很多疑点，并从辖铭"散"字书写方向、"月"讹作"夕"、文字笔画完整性及铭
文含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而认为车辖铭文很可能是根据《殷周金文集成》1136号"陈散戈"铭文伪
作的。本文还讨论了《山东金文集成》著录的两件"陈散戈"及《殷周金文集成》11591号"陈 散造剑"铭文
真伪问题。《论持久战》是*具有代表性的军事论著之一。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收藏有32种版本的《论持久
战》单行本，共计57册，涵盖了*早全文刊登《论持久战》的延安《解放》杂志、目前公认*早的两个版
本、*早的校正本以及全国各出版社所出版的其它正规或非正规出版版本。本文通过对国家博物馆图书馆
现藏的《论持久战》各版本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列举馆藏不同的版本形式，归纳馆藏版本的特点，着重
从出版地、版本形式、印刷方式以及版本文本几方面对馆藏版本特点进行分析，从整体上把握《论持久
战》在我国的传播，通过对传播范围的分析从侧面印证这一伟大军事著作对争取抗战胜利所产生的重大
意义及影响。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汉到隋
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结合文
献和考古勘察资料，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
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后形成隋唐时期中
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开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
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开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
发展状况的创造。总之，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
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
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双王城遗址所出部分白色钙质遗
物进行X射线衍射、锶同位素、氧碳同位素等分析，可认识卤水来源、成盐温度等与制盐工艺相关的问
题，遗址中大量出现的钙镁碳酸盐则可以作为判断盐业遗址的化学证据，以此了解商周时期莱州湾沿海
盐业遗址制盐工艺的流程。9年，中美科研机构合作进行了"辽宁红山文化社区项目"季田野调查。采取系



统性全覆盖徒步方法，对大凌河上游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推算出调查区域内红山文化时期人口规模与
分布特征，对该地区社区发展情况与内在动力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5年，在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一座未
被盗扰的春秋时期墓葬(M8832)。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两棺一椁。出土了较多青铜器、玉器
等，包括铜鼎8件，其中列鼎为5件，推测墓主人应是较**的贵族。此墓的发掘，为研究东周时期的墓葬
形制、葬俗、随葬品组合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本文对13件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玉器残片进行
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透闪石玉是应国玉器的主要玉种，不同材质的玉器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风化，其
中，蛇纹石玉器普遍受沁严重，较透闪石玉器受沁为深，且受沁严重的透闪石玉器与蛇纹石玉器在外观
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所有玉器表面均附着朱砂，可能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朱砂的防虫防腐功能。15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沙塘北塬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址12座、灰坑15个、墓葬1座及窑
址3座。出土陶器以罐、瓮、盆、碗、钵、斝、尊、豆等为主，其文化属性整体与师赵村七期早期齐家文
化接近，但也有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这对研究齐家文化的来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位于郑
州市郊古荥镇的纪公庙是为纪念西汉开国功臣纪信而建，其建置始于唐代，体现了统治阶级宣传忠君的
儒家思想。以后，屡废屡建，其中以宋、明两代规模较大。纪公庙现存唐代以来碑碣三十余通，其中，
以唐代《汉忠烈纪公碑》为*早，其书法、历史、文学价值在纪公庙现存碑碣中****。 辉县琉璃阁甲乙二
墓出土铜器是研究东周时期铜器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与周边列国的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
。为进一步揭示甲乙墓出土铜器包涵的科学信息，本文对河南博物院馆藏部分甲乙墓出土铜器进行了科
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甲乙墓出土铜器的材质以铜铅锡三元合金为主，部分、车马器为铜锡二元合金
，两类材质的合金化程度均较高。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器物类型之间的关系明显，显示制作者已能根据青
铜器的用途而选择合适的制作材料，代表了较高的青铜冶铸技术水平。敬史君碑在我国书法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是传统书法艺术由魏书向唐楷转型期的重要作品，是今人学书的重要范本之一。而且，它本
身所包含的丰富史料，对研究北朝时期的、经济、军事诸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画僧髡残名重清初金陵
画坛，并在绘画艺术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关于他的研究未曾间断，但其卒年却迄今未有定说。本文据
新见明末清初诗人钱陆灿的《调运斋诗集》，考定髡残卒于康熙十年(1671年)九十月间；并对二人的交
游活动，髡残的佛教信仰、身后事等有所考述。 应监是监督殷遗民而非监督武庚，更非监督应国国君。
在周王朝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位于山西境内"武之穆(周武王之子)"的封国——应国，因其地邻近
殷朝旧都安阳，而被周公与成王赋予监督殷遗民的新使命，"应监"可能是管蔡之乱后，应国国君应叔兼
领监督殷遗民任务之时的称谓，南迁后的应国地处周王朝南疆，其国君仍然称为应侯，之所以称为应公
者，则是因为他曾兼任周王室的卿士。如何解释宗教艺术品，如何面对石窟艺术，一直是美术史家不能
回避的问题。由此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过度阐释，其结果是令观众像欣赏美术品一样赞叹古老的宗教作
品。这是一种误读，误读导致误解。精克孜尔壁画、敦煌壁画和诸多石窟造像遗存，等待人们重建当年
的精神家园。如今人潮涌动的敦煌，让参观者借着一柱柱灯光，在幽暗的窟内惊叹或隐或现的佛菩萨之
美。假如没有美术史和美术史家，"宗教艺术"是不是另一种叙述状态?早夏文化在考古学上表现为新砦期
遗存及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在考察两者文化面貌的基础上，本文对早夏文化的来源区分为主要来源和
其他来源。从各遗址内发现的建筑遗存的形制及建造方法、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组合、灰坑、窑址等遗迹
，以及遗物中石器、骨器、蚌器尤其是陶器的一脉相承性等方面分析，可知早夏文化主要来源于王湾三
期文化。早夏文化陶器中的侧扁三角形足鼎、大平底壶来源于造律台类型，黑陶或黑皮陶器、贯耳壶、
盆形豆、鬶及玉器中的玉钺等因素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花边罐、侈口罐、单耳罐、大口瓮等器物的造
型来源于齐家文化。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
家的看法颇有分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
它与"麟"相联系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
字释作"庆"或读作"庆"已经成为目前*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
铭文中的"高阳又(有) ，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 "的" "表示
的应该是同一个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
，对确定隋炀帝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
了四种墓志释文，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
展开了论述。本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
个字，应该是"戊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
该是"异"，"永异"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
两字为"炀(帝)"；第十一列第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
了新的墓志释文，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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