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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藏品需要上华豫之门 -  专家鉴定- 藏品交易买卖》 报名热线 从宜侯吴簋铭文本身提供的线索可
知，周初宜国之封地，应该坐落在西周"东域"范围内。周代成康以后的"东域"，其西界在河南安阳、洛阳
一线以东，南界不可能越过淮水，所以宜地似应在以汶、淄流域为中心的"东土"区域范围内寻找。结合
卜辞"義"地地望可知，宜侯的封地应该在今山东莱芜市境内，也即晚商戍甬鼎铭中的宜子之地。宜侯吴
簋实乃东土礼器，与西周吴国开国涉。*近在陕西发现的李自成政权官印中，"汲县之契"为*早铸印，"鲁
山县信"为*晚铸印，此二印俱与河南有关，可代表李自成政权颁铸官印的自名特点、尺寸规制、款识流
变等。这两方原属河南的李自成政权官印遗落在陕西，与李自成由北京退回陕西后，局势的迅疾糜烂密
不可分，折射了李自成起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
展示，融合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实践证明，考古遗址公园是一种
切实有效的大型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美化了城市环境，增强了民众
的自豪感，提高了城市文化品味。当前，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兴未艾，在保护、利用、管理过程中
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树立科学发展理念，重视揭示文化遗产价值，实现遗址整体保护；重
视考古学科发展和公共考古知识普及，整合文化遗产资源；重视创新保护展示理念，突出城市文化特色
，形成优美生态环境；重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众现实生活，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努力寻找
适合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展示、利用手段，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模式。 许昌作为汉魏许都，出土了大量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许昌汉画像
石门楣图像对称均衡，粗犷豪放，简洁灵动，大多采用凿纹地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表现了汉代社会生活
的场景与祈求升仙、荫护子孙的精神理念。华豫之门半拉山墓地经过精心规划和营建，在地表积土为冢
，墓葬和祭祀遗迹均建于人工土冢上。共清理土坑墓、石棺墓和积石墓78座，祭坛1座，祭祀坑29座。墓
地在晚期阶段出现功能分区，墓葬区位于南部，祭祀区位于北半部。此次发掘首次完整揭示出红山文化
晚期积石冢的营建全过程，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提供了新资料。 华豫之门海选报名须知修复"三彩童稚木
偶戏图枕"，首先对原粘接进行分解；第二步对断面与原粘合剂进行处理；第三步重新粘接；第四步仿色
。 华豫之门海选报名须知（古董鉴宝联系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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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俑源于战国楚地。汉代木俑集中出土
于四个区域，以甘肃为代表的河西地区，以四川、两湖和江苏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其中江苏地区出土木
俑以扬州、淮安、宿迁、连云港市域为主，类型多样，有仪仗俑、侍俑、伎乐俑以及动物俑。其所代表
的文化传承、内涵以及文化属性显示出楚文化的重要影响。江苏汉代木俑制作延续了楚国木俑制作方法
，分别是整木雕刻和拼接。木俑线条刻画上，江苏木俑整体偏圆润，楚俑线条方硬。在发饰、服饰等方
面，江苏木俑也与楚俑表现出明显差异。在木俑组合与墓主身份上，西汉早、中期木俑以兵士类仪仗俑
为主，侍俑为辅，有一定数量的乐舞俑；中晚期以生活类俑为主，舞俑、乐俑基本消失不见，部分汉墓
仅出现动物俑。楚俑"镇墓兽"职能在汉代木俑中已经淡化，但不同地区的随葬木俑在随葬位置上具有一
定共性。 城头山遗址作为2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因发现屈家岭文化城址和大溪文化城墙及汤家岗
文化水稻田而，号称"城"。城头山地区文明为本土文化发展起来的原生型文明。作为早期邦国文明，城
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经历了农耕聚落—中心聚落—邦国三个阶段。城市(包括礼仪建筑)、文字、服饰(包括
玉佩饰)是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的要素和形成的标准。城头山地区文明向成熟文明发展*后融入多元一体
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城头山地区邦国文明的产生是早期文明产生的一种模式，在长江中游乃至
早期文明起源中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早期文明经历了一个小国寡民式的邦国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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