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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西安华豫之门正规的24小时热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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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藏品鉴定、出手、上请详询组李总监 本文对元年伯吕父盨、十六年士山盘及廿三年倗伯爯
簋的时代进行了考察，认为它们分别属于懿王元年、懿王十六年及懿王廿三年。永福县窑田岭窑是宋代
民窑，由多个窑场组成，其中在Ⅲ区发掘出2座龙窑、1处作坊遗迹以及大量的灰坑和柱洞。作坊遗迹由
储泥坑、大型泥池、排水沟组成。产品主要为碗、碟、盏、盘，多青釉，装饰以印花为主，也有少量刻
划、贴花、绘彩等。根据产品特征和地层叠压关系，判断窑址年代为北宋中晚期至北宋晚期。1年7~11月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闽侯碗窑山发掘出4座宋代斜坡式龙窑及其附属遗迹，产品主要为黑釉瓷
器和青白釉瓷器。其中Y1主体坡度达35度，Y2部分窑墙及窑顶的倒塌堆积保存基本完整，这一发现为复
原该龙窑的窑室结构以及研究龙窑的构筑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13~214年，对新蒲播州杨氏土司
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3座。墓园布局清楚、墓葬类型多样、墓主身份明确、年代跨度大、出土遗物
丰富，进一步深化了对播州杨氏丧葬制度及文化特征的认识，推进了对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9年，辽
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省阜新县界力花村界力花遗址进行了发掘，遗迹有房址、灰沟、灰坑和墓葬
。房址有地面式和半地穴式，灰坑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墓葬有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土坯
墓两种。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等。根据出土遗物推断，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99年4
~6月，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对平阴周河遗址进行了发掘，主要清理出大汶口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存，其中大
汶口文化遗存主要为5座墓葬。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以M4规模，出有陶器、玉器、骨器、石器等遗物2
2件。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墓葬特征、社会等级、文化变迁等提供了新资料。1~213年，对甘肃西城驿
遗址进行发掘，确定其年代为距今41~36年，历经马厂晚期、西城驿二期、四坝早期三个时期。发现有房
址、灰坑、陶窑、墓葬等531处。此次发掘明确了四坝文化的来源，初步建立了黑水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
。11年对郑州市庙李镇西史赵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Ⅰ区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遗迹主
要有房址、灰坑、墓葬等，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以及少量骨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
富了郑州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文化类型的内涵，同时也为聚落群之间布局与结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
新的资料。12~213年，在随州市东城区义地岗墓地的东南部文峰塔发掘东周墓葬54座和车马坑3座，出土
铜礼器、、车马器等582件，部分铜器上有"曾"、"曾子"、"曾孙"、"曾大司马"和"随"字铭文。该墓地是一
处东周曾国贵族墓地。12年以来，在西安汉长安城北发现3组7座渭桥，其中厨城门四号桥为战国晚期修
建，厨城门一号桥经西汉及东汉至魏晋两次修建，洛城门桥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所建，厨城门三号桥



为唐代所造。发掘表明，至迟到康熙时期渭河河道未大规模北移。陕西历史博物馆近年来新征集三件白
底黑花大罐，造型基本一致，装饰风格雷同，从其铭文自述来看，均应是山西壶关窑的产品。笔者以此
为契机，综合梳理关于壶关窑大罐研究的相关文章，总结该类大罐各时期的特征，并对前人研究没有解
决的时代界限、断代特点等问题做探讨分析。11年郑州大学考古系在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西发现
一处周代城址，213年对该城址大城西北部进行发掘，面积为6平方米，发现了一批丰富的西周晚期至战
国中期遗存，尤以大量的窖穴遗存*为重要。该区域可能为城址的仓储区。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官庄城
址的布局、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及郑韩两国对该区域的治理提供了新资料。国博藏战国错金干支仪
，1959年入藏历史博物馆，原在通史陈列中展出，但鲜为外界重视。作者*近对这件器物做了考察、研究
。首先，通过仔细观察，对它的尺寸、形制、铭文、使用方法等，一一做了细致描述。其次，将这件器
物与战国墓和汉墓出土的干支筹进行比较，认为此器铭文与河北柏乡县东小京战国墓出土的象牙干支筹
字体*为相近，应属同一国别，即战国时期赵国的器物，属于三晋系统；而出土汉代干支筹的字体则可能
属于新莽前后。*后，讨论了干支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这件干支仪设计精巧，类似今日箱
包上的锁，比干支筹更适合推算时日，而且非常罕见，对科学技术史和战国秦汉社会风尚研究，具有很
高历史价值，值得学界关注和重视。 玉米洞遗址于213年被正式发掘，发现两处用火遗迹，出土数千件
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等。划分出的15个文化层叠压关系清楚，均出土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出土的
石制品原料多为就地取材，以工具为主，多为修理毛坯刃缘加工而成。第2~4层的测年数据为距今8年至4
万年，该遗址堆积连续，是长期反复利用的营地居址。15年8~1月，对吉林农安县左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
，发现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左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文化遗存，清理出灰坑、灰沟、灶等遗迹，
出土较多陶器、石器、骨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此次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左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
文化的内涵、年代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西坡墓地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
型。4年-26年发掘墓葬34座。本文以考古学翔实而完整的发掘记录与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基础，以碳氮稳
定同位素古人类食物分析为主线，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尝试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结合进行西坡墓地的
新探讨。研究发现，西坡墓地似可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主要的为两部分。这样的划分不仅有利于食物分
析关系上的理顺，而且还可以得到随葬器物的使用以及摆放上的支持。文章还对器物使用、墓葬年代以
及墓葬等级划分及其方法等进行了讨论。本文对一件南阳汉代铜舟进行科学分析，认为其在合金技术、
锻造技术、热处理技术和机械加工技术等方面，反映了我国古代青铜技术的先进水平。手工业作坊遗址
，是古代遗址的主要类型之一。以田野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为内容的作坊遗址考古，既是整个考古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手工业考古的特点出发，结
合我国的实际，就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重要性、作坊遗址的认定、考古发掘、作坊遗址考古中的多学
科合作，以及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
。通过对考古发掘获得的有关曹操家族墓葬材料的梳理，发现该曹氏家族数代多人的墓葬方向具有朝东
的特点，与东汉帝陵、诸侯王陵的墓向朝南的特点比较之后，初步认为曹操高陵墓向的朝东应该是继承
了曹氏家族墓葬东向的传统，并且，这一传统可能与当时的政权斗争没有直接的关联。 如何解释宗教艺
术品，如何面对石窟艺术，一直是美术史家不能回避的问题。由此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过度阐释，其结
果是令观众像欣赏美术品一样赞叹古老的宗教作品。这是一种误读，误读导致误解。精克孜尔壁画、敦
煌壁画和诸多石窟造像遗存，等待人们重建当年的精神家园。如今人潮涌动的敦煌，让参观者借着一柱
柱灯光，在幽暗的窟内惊叹或隐或现的佛菩萨之美。假如没有美术史和美术史家，"宗教艺术"是不是另
一种叙述状态?饰牌是匈奴物质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主要作带扣、腰带饰、马具饰、首饰配件和"
古玩"等五种用途。以装饰母题作为分类依据将匈奴饰牌划分为动物纹、人物活动纹、几何纹三型。战国
到西汉时期是匈奴饰牌发展*鼎盛的时期。饰牌同时并存多种形制，并因题材选取的不同形成各自的系列
。饰牌由原来的单一品种向系列化发展，创作母题从自然领域转向社会生活领域。许南阁祠位于河南省
漯河市郾城城区东北部，许慎路北，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郾城知县周云为祭祀汉代经学、****的
文字学家许慎而建的祠堂。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北地区在夏商西周时期是北方青铜文化和中原文化交往
的前沿地带，随着两种不同类型文化交往程度的加深，相互影响，产生了融合两种文化的器物，如北方
中原融合型青铜器。本文将以夏商西周时期北方中原融合型青铜器在研究区域内的分布和传播为主线，
以求对隐藏在这类器物背后的北方青铜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揣测。国家博物馆藏清代袁江
十二开《山水人物》图册创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年)。此小写意图册构图精妙，手法多变且盎然，不仅
表现出袁江高超的界画技巧，更展示了其在水墨、色彩以及人物传神方面的综合能力，丰富了关于袁江
绘画技法、风格研究的图像材料。本文在图像分析的基础上，就有关袁江的文献展开比较和辨析，着重
探讨美术史界存有争议的袁江是否供奉内廷一事，认为袁江在雍正年间祗候内廷的记载基本可靠并提出
相应理据：《国朝院画录》实际上肯定了其"曾入画院"为事实；图册中"臣江印"的钤印打破了袁江无"臣"



字署款作品的说法，对于袁江身份具有重要的补证作用；《国朝画征续录》成书时间与画家所处时代有
所交叠，其中"宪庙召入祗候"的记载更为可信。 云冈石窟第12窟中，与埙相配使用的横吹管乐应是古篪
。这符合文献对其形制的动态记载，也符合孝文帝迁洛前广罗民间散佚音乐遗产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埙
篪相和"的音乐文化内涵。过去将这一乐器辨识为"义觜笛"，是误读文献以致僵化认识器物演变的结果。
殷墟妇好墓出土四面铜镜，可分为两种，每种背面的纹饰完全一致，应该具有固定的寓意。其中一种为
古代对十二中气太阳运动轨迹模拟的"七衡六间图"，一种是战国以前的星象分区图式。两种铜镜以天象
图式表达着古代的盖天观念，并确立了铜镜圆以象天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种传统中又加入了方的
图式，*终形成天圆地方的整体盖天寓意，并在汉代达于。6年8月，文物部门在博爱县酒奉村发现唐代裴
滈墓志。墓志详细记载了裴滈的生平世系、历官和姻亲等情况。墓志由其弟、曾任唐僖宗宰相的裴澈撰
写。该墓志对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了解东眷裴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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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山集遗址第二期遗存表现出一种异
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可命名为"顺山集文化"。与后李文化、贾湖一期文化、彭头山文化进
行比较，考察顺山集遗址第二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反映出这类遗存作
为一种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可以明显区分。12~214年，对西
南呈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15座，其中一座为"甲"字形大墓。出土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玉
石器和海贝等，在"甲"字形大墓M15的墓道内发现殉车14辆，是迄今发现的西周墓葬中墓道葬车数量*多
者。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判断，这批墓葬分属西周中期和晚期。铁岭墓地是郑韩故城西北方向一
处面积巨大的邦墓地，29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发掘了14座铜器墓，多数配有车马坑，其中3座墓
铜器得以保留。这些铜器，从器型及纹饰来看有演变关系，对认识铁岭墓地的年代跨度有重要意义。9年
1月29日至11月9日，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卫辉市安都乡杨
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较为丰富的商代遗迹、遗物，为研究新乡地区商代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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