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芜华豫之门报名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莱芜华豫之门报名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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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古城区西北约3公里的城中村—刘家庄村，是一处商周和唐至明清时期的遗址。7
月—211年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遗迹。M12M12
2两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出土大量青铜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计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
、甑、簋、爵、觚、斝、卣、壶等；77件(组)，有戈、矛、刀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铜器
上带有族徽铭文，共计4种14组。两座墓葬出土器物与殷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初步推测两座墓葬时代为
殷墟三期，墓主人为中等贵族。发掘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区域居住着至少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
的氏族，再次验证了济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为山东地区商代、经济格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
时对研究济南的城市变迁也有重大意义。湖北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的25座房址全部是红烧土房子
。其中，期晚段和第二期的房屋，墙壁、居住面及屋内设施是红烧土的，屋面用茅草覆盖，是"不完全"
的红烧土房屋；第三期出现了红烧土屋面，才成为"完全"的红烧土房屋；第四期沿用红烧土屋面。从关
庙山遗址来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肯定都是人工烧烤而成的。红烧土屋面是否人工烧烤
所致，目前尚难断定。假定屋面也是人工烧烤的，应当采用二次烧烤法：次烧烤只局限于墙壁、居住面
以及屋内设施；在屋内竖立木柱，覆盖屋顶，在屋顶上抹泥形成泥屋面即"泥背顶"之后，在"泥背顶"上进
行第二次烧烤。世纪5年代以来，晋都新田遗址中多次发现祭祀坑，兽被解释为祭祀不同对象的遗迹。*
近2年间，在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又相继发现类似的坑状堆积，并被看做是对晋侯进行祭祀的"墓祭"残留
。通过对晋国祭祀坑的分析，并结合晋国史事，本文认为所有这些坑状堆积都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
的盟誓坑，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没有在墓地祭祀祖先的制度。嚈哒与鲜卑族源相同，属于东胡族，讲阿
尔泰语系蒙古语。公元1世纪末，在东汉和南匈奴联合打击下，北匈奴西迁，而嚈哒与辽东鲜卑借机西迁
蒙古草原。，嚈哒八个主要部落从塞北西迁天山北麓，协助东汉抗击阿尔泰山的北匈奴呼衍部，史称"八
滑"。公元4世纪7年代，阿尔泰山的嚈哒人向西扩张，入侵中亚粟特地区。公元5世纪2年代，嚈哒主力从
阿尔泰山西迁阿姆河，称雄中亚，西侵萨珊波斯，南侵印度河流域，直至56年灭于西突厥与波斯联军。
公元1世纪，嚈哒主力西迁后，仍有残部留在塞北，直至回鹘汗国时期。塞北嚈哒人与阴山(今内蒙古大
青山)敕勒川的高车长期为邻，故史书说嚈哒为"高车之别种"。嚈哒正式族名为"滑国"，西迁中亚的嚈哒
人以"滑"为姓，而留在塞北的嚈哒人则以"花"为姓。花木兰即塞北嚈哒人。《木兰辞》说"可汗大点兵"当
指柔然可汗而非北魏帝王。近年洛阳城东郊发现唐代景教徒花献墓，墓主人亦为塞北嚈哒人。嚈哒与鲜
卑族源相同，天山北麓和阿尔泰山南麓发现的鲜卑风格的古墓和动物纹牌饰，当即嚈哒文化遗物。



莱芜华豫之门报名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莱芜华豫之门报名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河南省淇县
西岗村王长安，收集到75多块明代文字砖。征得其同意，笔者将他所收集的部分明代长城文字砖整理介
绍出来，以飨读者。鄂豫陕间处于中原、关中与长江流域交往的中间地带，本文通过对鄂豫陕间二里头
文化时期文化格局的分析，探讨了这一地区文化势力的变迁及其对于二里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 莱芜华豫之门报名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陕北高原商代文化遗存，*初是以青铜器的发现而引起
学界关注，后因清涧县李家崖遗址的发掘，被认为属于李家崖文化，并与文献和甲骨文记载的鬼方有关
。多年的考古资料揭示，陕北地区商代的考古学文化还要复杂一些，除了李家崖文化以外，以蛇纹鬲为
代表的"朱开沟"类文化也曾活跃于此。其形成和出现的时间，虽可能略早于李家崖，但也曾有过并行发
展阶段。对于两者的关系，过去曾有发展演变的看法。本文通过对李家崖报告和近1余年佳县石摞摞山、
安塞西坬渠以及清涧辛庄等遗址的发现资料分析研究，初步认为两者可能并非先后相继的关系，而是并
存于陕北高原和相邻地区的两支商代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去向。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
形式，对关中及相邻的考古学文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于两者所出现的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
当属分别继承了当地更早文化的部分传统，及相邻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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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华豫之门免费报名鉴定（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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