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华豫之门咨询热线（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枣庄华豫之门咨询热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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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时期的陶器、铜器、玉器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分布特点，据此可探讨它们在中原与南方之间的传播和影
响模式。陶器为双向影响，影响区域较小。有宗教、礼仪意义的铜器、玉器表现为中原对南方地区的强
烈影响，其中玉器的影响范围*广。商时期器物间的这些互动促进了中原与南方文化的交融及区域文明发
展。新近刊布徐家岭M11(化阝)夫人(女囂)鼎之铭文，因其纪年形式关乎太岁纪年、二十八宿恒星观测体
系之应用、四时之形成及楚历建正诸问题，所以，该器及其铭文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江苏徐州北洞山
西汉墓壁龛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绘仪卫俑，其所佩饰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汉佩绶形象珍贵
的图像材料，揭示出有关汉代佩绶制度的一些新问题。参照北洞山汉墓陶俑所见实例，可知过去文献常
见的"印绶"连称，在实际佩戴过程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北洞山汉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绶"形象揭示
出它们之间的间接联系方式，即以较细的丝织物"縌"作为系带从而使"印"、"绶"相关联，也次向世人展示
出"绶"之构件"縌"的直观形象。此外，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认为，这批陶俑之佩绶具有早期过渡期的特点，
西汉初年的绶带形态尚不固定，朝廷虽已行印绶之制，对不同等级的官秩所佩绶色有简单规定，但尚未
如东汉一样形成体系完备的规制，汉绶本身在两汉时期存在变化。在此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印绶制度的
发展也存在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绶"作为一种佩饰名广泛使用应在两汉时期，而真正意义上"佩绶"成风
也发生在汉代。 故宫博物院现有清宫旧藏日本丰原国周等人绘浮世绘作品《人物册》一件共十二开，分
别表现了日本风光、美人和日常生活等不同主题。《人物册》中各开分别为歌川广重、歌川国贞和丰原
国周绘制，是日本肉笔浮世绘中的精品。本文对新著录的两件扫父养朝簋及与旧录的昶鼎、昶盘、昶等
相关铭文中以往缺释或误释的文字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这几件器物的器主皆系扫父养朝，其时代系春
秋早期后段，其与《贞松》所载同出的一些养国铜器，皆于2世纪2年代末出自河南桐柏县平氏乡张相公
庄(今平氏镇新庄)的养国家族墓地，从而复原了相关铜器群的出土背景，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解。通过
对昶伯夏父簋和昶伯夏父罍铭文中"夏"字的讨论，对古文字中相关"夏"字的构形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对
传世的昶伯匜铭文中的"夏"字等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南阳夏饷铺村鄂侯家族墓地M1所出昶伯壶的器主
昶伯可能系养国公族，其时代为春秋早期，该器可能系养国贵族助鄂侯之丧的赗器。平原墓为砖筑双室
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左右耳室和主室等组成，在墓门门洞的正上方和墓道两侧墙壁上绘有壁画。
出土有瓷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玻璃器、墓志等遗物，年代下限为兴宗末年。梯子庙4号墓为砖筑单
室墓，由墓道、墓门和主室组成，出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等遗物，年代为辽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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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古河内地区，历史悠久。汉代是该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为繁荣的时期，尤以汉献帝禅让帝位于曹丕，被封为"山阳公"居住于此而名声大震。焦作地下埋
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出土的大量汉代陶仓楼，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珍贵文物，不仅数量繁多、
类型丰富，而且装饰精美、结构独特。根据陶仓楼的形制和结构，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带院落的多层陶
仓楼、连阁式陶仓楼、联仓式陶仓楼和简式陶仓楼。其中，联仓式陶仓楼是东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陶
仓楼，制作精美、装饰华丽，主要出土于山阳故城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汉墓群，反映了焦作地区东汉时期
陶仓楼的发展演变和高超的建筑技艺，具有重要的历史及艺术价值。《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发现很
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古籍，尤其是在阴阳数术领域有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一篇记述了以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等占算战争胜负的方法，在这篇文献中有用竹简拼合起
来的一幅"八风图"，这幅图中标明八个方向对应"八风"的名称，并以此为占算依据来判断"客""主"双方在
战争中的优势，"八风"的名称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既有对照又不尽相同。拼合"八风图"的几支竹简残损比
较严重，有将近一半的竹简残佚，竹简整理者之前做了很好的研究并尝试了复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
上，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勘，对"八风图"部分进行了重新复原，并对此图的各部
分做了相关说明。而文中提出的一些设想，也有待银雀山汉简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来验证。司马融墓志
记载了其部分世系和其本人在西魏、北周和隋代的仕宦经历，为了解三国时期司马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实
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是对西山遗址发掘中出土人类遗骸的综合研究报告。结论要点如下
：该人群未见异常的大规模突发性死亡现象，符合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可将其视为连续发展的稳定人
群。颅骨表现出的遗传形态特征与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人群*为接近。该人群存在颅骨改型与拔牙的习
俗，形制多样，与已发表材料相对比，存在其自身特点。该人群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了不同文化
属性人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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