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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内江华豫之门电话鉴定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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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藏品需要鉴定上、私下请仔细阅读 同时请标明您的姓名、。我们会在24小时内给您回复。
《华豫之门》报名热线 赵廷美为宋太祖赵匡胤四弟，被诬而死，宋真宗时改葬汝州梁县之新丰乡。本文
对位于今汝州市陵头村的赵廷美墓地进行了初步考证，首先介绍了赵廷美其人与墓园现状，其次结合文
献论述了赵廷美墓地在南宋时曾称作"南坟"，*后探讨了赵廷美墓地祔葬的陪葬墓情况。目前已经在史料
中查到的陪葬墓数量约8座，实际上这里祔葬的陪葬墓数量约达数百座之多。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代少有的
文武双全的帝王，他的活动具有文体兼顾、动静相宜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多面性，一方面他斗蟋蟀、索
猎鹰，劳民伤财，甚至给藩属国也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善于在中发现各种涵义，体会自然之
道，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施政理念。本文结合文物与文献，通过双重证据来揭示朱瞻基的宫廷及其社会影
响。总的来看，明宣宗颇有自警意识，基本上能自我克制，并做到游乐有度，由此而引申的施政理念也
为"仁宣之治"的太平盛世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然而，朱瞻基御制文集中涉及的体验与感悟，很大程
度上与其读书较多有关，有些只是掉书袋或者是自然联想，并不见得真正落到实处，因而也不应夸大宣
宗宫廷的正面因素。国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早可追溯至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1951年正式成立群众工作部，至1966年，社会教育工作在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质量
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发展起来。本文通过对国家博物馆1912年至1966年社会教育工作的回顾，
从中探寻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发展的一些规律。 下寨城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下寨村北，发
现了寨墙、灰坑、灰沟、墙基和道路等多种遗迹，并出土了大批量清代瓷器，包括青花、青瓷、粉彩瓷
、白瓷和黑瓷等，其中部分瓷器底部有款识，时代集中在清嘉庆和道光两代。部分瓷器制作精良，当是
民窑瓷器的精品。关于瓷器的来源，应该是江西景德镇窑系生产，至于其运输方式，水运当是*便捷的运
输方法。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和质谱方法测定了安徽蚌埠禹会遗址出土的薄胎磨光黑胎与普
通陶器的微痕量元素化学组成，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分析，结果显示，
薄胎磨光黑陶的微痕量元素组成与普通陶器有明显不同，结合考古学背景分析，这种制作精**陶器应不
是由禹会遗址本地生产，而是从外地传入的，且其产地来源可能在2处以上。本文的研究对探明禹会遗址
的性质、验证"禹会涂山"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了解龙山时代晚期皖北及其周边地区陶器传播与文化交流
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关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学术界长期存在邹衡先生和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队所各自建立的两个体系，它们均经历了一个不断细化、调整的过程。一般认为这两者总体上



是一致的，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差异也不应忽视。本文在回顾这两个分期体系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它
们对殷墟文化期的归属以及一些典型单位的年代判断上存在差异，而其中的一些差异又造成了它们对西
北岗王陵区内14、1215号等大墓及宫庙区内乙乙十一前期、乙十二等建筑基址年代的不同认识。在两者
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基本一致的认识下考察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或可归结为传统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局限
性、资料积累的阶段性、早期田野发掘技术的不足性等。 学术界对汉代城乡人口比例及普通聚落的空间
形态有不同认识。普通村落一般集聚在大小城邑周围。城乡聚落的比例与文献记载不同。已发现的汉代
普通聚落遗址均未发现墙垣遗迹。乡内之里的户数和地理范围均不固定，布局多分散且无规律。普通居
民居所建筑形式都大致相同，聚落布局能够表现出手工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面貌，这类平民居所应与文
献中记载的"庐"有密切关系。汉代普通聚落考古工作一直相对滞后，今后应高度重视汉代普通聚落的田
野考古研究，着力探讨其与汉代基层社会组织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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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易，号小松，清代中期的金石家、学者。本文力求通过考察黄易访碑活动的成果及他与大学士朱筠
及其门生弟子的问学往来，从多个角度展现一位学养深厚、治学严谨的人文学者和艺术家的形象，并以
此来探究金石活动与当时的学术风气之间的联系。7年，在贵州贞丰县北盘江南侧的浪更燃山上发掘了一
批石板墓，本文依据墓地所出65座石板墓的形制，将其分为长方形石棺墓和瓮棺葬石板墓两类。并结合
陶罐的形制和纹饰特点，与广西汉墓内出土的同类型器物比较，认为墓葬的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
期。在此基础上，对墓地所体现的文化性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5年与28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甘
肃天水地区牛头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共调查各类遗址117处，年代主要为史前至汉代；基本摸清了这一
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序列及分布范围，为探讨秦早期都邑以及后来的西戎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为佛采花
"是买地券文中常见的一类文辞，*早出现于南北朝前后，主要流行于两宋时期，出土材料以今南方地区
较为集中。前人的研究将其误解为"入山采花礼佛"这一具体的宗教实践活动，本文联系有关考古资料和
文献典籍对买地券文中的"为佛采花"文辞进行释读，认为"为佛采花"所欲表达的含义是佛教文化对人死亡
的一种讳称，这种讳称形式在早期的出现应当借鉴了道教方面撰写买地券文时将券主死亡讳称为"醉酒命
终"的做法。"为佛采花"买地券是佛教徒丧葬仪式活动的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券主的宗教信仰倾向
。两宋时期的买地券一度出现了将"采花"和"醉酒"文辞杂糅共用于同一券文的特殊现象，这显然是佛道两
教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其背后隐含的是两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马家塬墓地位于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自治县木河乡桃园村，该墓地反映了战国晚期生活在当地的西戎部族的文化面貌和
丧葬习俗，出土了多组结构排列复杂、图案花纹精细、组成材质多样且由小件构件组成的质地脆弱的装
饰组件。对于这种文物，由于现场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如果在现场清理，就会造成对文物本体的破坏和
大量信息的流失，不但不能使脆弱文物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无法完整揭示组件间的相互关系。本文详
述了通过实验室考古对甘肃马家塬战国墓地M4出土的质地脆弱、组合关系复杂的身体装饰组件进行发掘
清理、文物提取、保护处理，并根据清理过程中获得的各组件间的组合关系对墓主人头饰、项饰、腰带
及其坠饰进行了有据复原。此次复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戎人葬俗资料的补充，或可为考古学家们在以后
的研究中提供可做比较之新资料。楚文化鼎盛期的楚国音乐，如魂之于魄，超轶绝尘，居于上古世界音
乐的。楚乐与同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音乐相比较，毋庸置疑具有世界进的水平。遗憾的是浩瀚的楚乐
舞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湮灭了，无与伦比的编钟艺术也被历史所摒弃，这恐怕是中华民族永远的悲剧。本
文首先概述了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以及双砣子、大砣子遗址等同类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陶簋。在此基础
上，从陶簋的保存状况、形制、成套出现的礼仪特征等方面，与河南孟津妯娌遗址出土的礼器——铙形
器进行对比研究，认为陶簋是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仅见的陶礼器———专用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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