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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尊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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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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藏品鉴定、出手、上请详询组李总监 淮阳"泥泥狗"的色彩应用以黑色为底色，以青、赤、
白、黄为饰，五色对比鲜明却又不失和谐，体现了我国古代工匠的艺术智慧。这五色与我国传统美学中
的"五色观"相呼应，反映出一定的艺术内涵与文化寓意。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章法虽然因袭商代末年，
即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行文纵势，且兼顾文字之间错落的规整，但其中在族氏徽号、字列方向及视读
平面形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布局愈加规整，尤为注重视觉之美。这一时期的金文用字在整体
上较此前更为匀称、协调，有利于发挥书写时势能的上下承接，保证通篇文字气息的连贯。商代末年产
生的"捺"划，在西周成王时期的有关金文中波磔幅度加大，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字形略有加宽，气势开张
。西周成王时期金文多数为规范书体，少数为急就书体；同时，这一时期的金文结体少数左低右高，成"
欹侧之势"；而多数金文则如《禽》、《何尊》及《献侯鼎》等篇，书体端正，以正面视人，庄重沉稳，
导后世篆法之风。总体而言，在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中，存在新派与旧派之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
速战速决、灭亡的图谋接连遭遇失败，于是转而锐意南进，谋求侵占南亚、东南亚地区。香港是其南进
战略的重要一环。这对在香港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活动的文化界人士、爱国人士的生命安
全构成重大威胁。时刻关注日本南进战略动向，深入分析研究，制定应变措施，指示香港党组织未雨绸
缪，早作准备。香港沦陷后，他成功指挥了一场秘密大营救，将这些文化界人士、爱国人士及其家属悉
数撤离香港，安全转移至大后方。这次行动部署及时周密，各方联动，并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发挥了无
可替代的作用。秘密大营救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粤港党组织的壮大及人民抗日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邓家湾和肖家屋脊两处墓地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葬
俗，而在这两处墓地的墓葬中或特意开辟或划分出空间、或在埋葬顺序上刻意加以区分以埋藏大量高领
罐，以及由此宣示财富、显示威望的观念，正与这个地区不同族群间相互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不断出现新
的社会联合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互为表里。1年，对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夏商至春秋时期
房址、灰坑、沟、水井及柱洞等，出土陶器、印纹陶器、原始瓷器、石器、铜器等遗物，还出土了与青
铜冶铸相关的遗物，为认识皖南和沿江区域先秦时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我们从当时基层社
会的角度来探讨青铜器的生产、流通等提供了新线索。 本文在述魏晋清谈以及竹林七贤画像砖构图特点
的基础上，从魏晋清谈产生的背景、论辩形式以及清谈内容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述竹林七贤画像砖极具
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密切的关系。清谈只是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思想倾向，正如竹林七
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在传统绘画中并非主流一样，仅具有其典型的特殊性。魏晋清谈作为"过渡期"对



哲学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对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
了基础。河南三门峡市的虢国贵族墓地M21号墓，出土的七璜联珠组玉佩是玉器中的精品，为诸侯的玉
佩，也是西周用玉礼制化的一种表现。本文主要总结了目前有关《倭寇图卷》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研
究《倭寇图卷》、《抗倭图卷》及《胡梅林平倭图卷》的异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倭寇
图卷原本"主要是为彰显胡宗宪个人战功，并从中派生出《抗倭图卷》、《倭寇图卷》等具有普遍意义的
描绘明军战胜倭寇的绘画。另外，本文介绍了战勋图的代表作《平番得胜图卷》。而随着《太平抗倭图
》为代表的其他有关倭寇题材绘画的不断发现，倭寇图像研究还在继续推进。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通过对鸟形盉铭文的重新考释，尤其是铭文中出现的西周时期相关法律用语"誓"、"鞭"、"笰传出"、"出弃
"等词，与已出土的金文进行比对研究，有助于对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中的"鞭刑"、"流放刑"作进一步的探
讨。此外，铭文中两次出现"誓"字，将铭文中的"誓"和已出土金文资料进行比较、归纳、研究，"誓"在西
周时期的诉讼、审判等领域曾被广泛使用，表明"誓"在此一时期具有较强的法律意义和法律约束力，为
研究"誓"在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和法律效用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同光时期，清治下内忧与外患
渐轻，政局趋稳，秩序渐定，开始对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制兵和勇营并存的兵制进行调整，以堵塞兵外加
兵、饷外加饷的漏卮。勇营本以补制兵之不足，由于在战争中表现远超绿营，由偏锋演变成主力，因此
战后如何区处二者关系着实考验统治阶层的智慧。清朝和在战争中崛起的督抚将领，在兵勇去留和继续
使用何种兵制这些关键问题上产生了诸多分歧，或出于公心，或出于私意，其中所呈现出的见解与思想
十分耐人寻味。探讨此间朝野上下在兵制方面的改革思路与实际做法，可以了解晚清军事思想发展的一
般过程，感受膨胀与军饷供应之间的矛盾，更能洞见晚清兵制改革的取径及其局限。 本文根据现有考古
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的分析，对郑州商城社祭遗址进行了新的探讨。近代以来，西方人把博物馆这一事
物移植到，并伴随博物学引进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人在加深了对博物学和博物馆的认识的同时，也把传
统学术按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分类、整合。于是，近代的知识体系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蜕变。包括相关
水系和给排水系统在内的城市用水系统是东周王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周王城郭城外和宫城外都有环绕
一周的由河道与人工壕沟构成的城壕。而从瞿家屯遗址可以看出，东周王城城内应有完善的给排水系统
，这对于正确认识东周王城的布局形态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东周王城的研究。通过探讨城
市用水系统，不仅可以从中窥得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和规划理念，而且对现今的城市规划也有一定的启
迪意义。流散海外的小臣艅犀尊、小子卣和小子□簋同属殷末青铜器，其铭文提及"来征夷方"、"望夷方
"与"伐夷方 "等内容，通过铭末记年及关键人物"夷方 "，又能和上海博物馆藏甲骨系联。本文透过三器铭
文和卜辞中所见殷末征夷方内容，钩沉帝辛十五祀征夷方过程、路线及参与人员等史实。得知此次战役
时间由帝辛十四年十月延续至十五年四月，历时约九个月。过程为兵分二路，首先由小子 先至堇地，观
察监视夷方的动静，商王根据回报在地做出了戔夷方的决定，并随后率领臣属与多侯展开征伐行动。另
一方面 在上 命令小子□征伐夷方，与王师会合。由征伐途经地点来看，商王国和夷方伯可能交战于安徽
北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南之间的区域。75年，在湖北省竹山县城北郊的胡家坡汉代墓地出土一件金带
扣，本文就这件金器的纹饰渊源与文化性质进行分析考证。通过与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同类型金
带扣比较发现，左右两件金带扣外加一枚金穿针，才是完整的一套金带扣；竹山出土的这件金带扣仅为
右侧的一件，另外3件小型动物金扣饰，应为其附属的缀饰，由此进一步搞清了此类型金带扣的基本形制
与使用方法。这件金带扣的纹饰特征同北方草原文化极为相似，但可能并非来自北方草原地区，而是中
原金匠在吸收草原文化因素后模作的，这有力证明了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件金带扣的发
现，为研究鄂西北汉代考古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
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
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
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
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辿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
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
化的传播和入侵，*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
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
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 我国迄今所见*早的铜镜发现于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战国时期在贵
族中开始流行，西汉后期已基本在社会各阶层普及，清代中后期为玻璃镜所取代。田野考古从墓葬中发
现的铜镜表面附着物及随葬方式与形式多种多样，间接反映了古人置放铜镜的方式及围绕铜镜而衍生出
的丧葬风俗、宗教信仰和传统观念。从铜镜出土时表面的附着物及伴出物来看，古人置镜方式有多种，
通常是用布帛包裹后简单放置，有些还放入圆形或方形的容器内，有的放入鞶囊佩挂腰间，大型的则置
于镜台或框于镜屏。从铜镜随葬的方式来看，作为墓主生前用品随葬的反映了丧葬活动中的孝道风俗，



墓室中用作的反映了丧葬活动中的鬼魂观，佛教和道教题材的则反映了墓主的宗教信仰。从铜镜的随葬
形式来看，破为两半的反映了墓主不离不弃的爱情观，残碎的则反映了丧葬活动中的万物有灵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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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材料、生产方式、商品属性、产品、创作者与社会文化情境等多种力量共同成就了景德镇明
代民窑青花"线"与"线性"艺术的产生、发展和*终风貌的形成。本文对绘制民窑青花所使用的物质媒材(包
括青花笔、青花料、泥坯、釉和器型)进行研究，并分析它们在其线条艺术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王蘧
墓志记述志主生平较为详尽。本文结合传世文献探讨了墓志未曾提及的王蘧久仕不偶的另外两个重要原
因，认为早年生活不羁和中年迎娶富家女的行为使统治者对其人品颇为鄙薄，终不委以重任。文中还对
墓志所记王蘧生平作了一些补充。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
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
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
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
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
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
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
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
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
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
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
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
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
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1
2年开始，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明铁佩城址进行了五次大规
模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显示，明铁佩城址是包括内、外两重城垣的大型城址。发现的重要遗迹和遗物
，为建立该城址及其所处的费尔干纳盆地出土遗物的时代序列和城址的年代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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