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善盟华豫之门专家联系服务电话

产品名称 阿拉善盟华豫之门专家联系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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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大辛庄遗址是一座自商代前期后段至商代后期的
大型文化遗址。该遗址包含典型的商文化和传统的岳石文化两种因素。自商代早期后段商夷联盟解体后
，大辛庄一带始终是商族和东夷族、军事活动频繁，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深刻的重要地带。大辛庄一带
极有可能为商朝经略东方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本文在对南方地区唐宋时期馒头窑资料甄别的基础上，
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区和分期探讨，将南方馒头窑的使用地域分为四川盆地、广东地区和
浙江杭州三个区，认为其发展经历了唐代早期、唐代中晚期、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
中晚期和南宋末元初六期，并分析了这些馒头窑的技术来源。认为，四川盆地唐代初期的馒头窑技术有
源于北方的可能，但这并不是当地宋元馒头窑的技术源头；广东地区唐代馒头窑技术则可能是当地砖瓦
窑技术与同时期北方馒头窑技术传入共同作用的结果；浙江杭州南宋两处官窑的馒头窑素烧技术是特殊
历史背景下，汝官窑馒头窑技术南传的表现。在北方馒头窑窑炉技术的南传过程中，存在以占有市场为
目的的主动输出和因特殊历史背景被动南传两种情况，北方馒头窑在南方地区兴盛与否与当地的瓷业基
础强弱关系密切。宋代中原北方地区雕砖壁画墓壁画涉及大量女性题材。开芳宴图与交租纳贡图反映了
女子在家庭中掌握着治家的权力。人们借助女子与内室的紧密关系，利用妇人启门图这一艺术形式打破
皮墓葬空间的局限，以表达墓室未尽之意，模仿生人住宅前堂后室这一建筑格局，妇人所启之门也就应
为内室之门。繁荣的商品经济为中下之户的女子提供了家庭外的生存空间，开芳宴图、庖厨图等场景中
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1年5月至8月，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山西省东南部浊漳河流域进
行了阶段的考古调查，重点调查西周之前的各时期遗址。调查采集了大量标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
深入了解晋东南地区的早期文化面貌和把握各文化的空间分布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焦作是我国目前发
现连阁式陶仓楼的地区。连阁式陶仓楼型制高大、结构复杂、宏伟壮观，在类型众多的陶仓楼中，独树
一帜，*能体现汉代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成就，对研究古建筑技术及建筑装饰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期
器物刻画符号的出土资料丰富，研究尚待深入，学界对其命名的论述较少，且存在一定的混乱。本文在
搜集、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早期器物刻画符号在命名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认为：鉴
于目前"刻划符号"和"刻画符号"混用的情况，建议用"刻画符号"。针对"几何形符号"与"象形符号"不足以划
分器物符号的问题，提出用线段构形(线段类)和形体造形(形体类)总体命名的意见。13年6月，焦作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在焦作市中站区后辛庄村北卢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出土唐后期怀州司仓摄河内县
令卢得一及其妻李氏的墓志两方。这两方墓志的发现，为北宋宰相卢多逊这一支卢氏家族谱系弥补上了



缺失的部分链条，也使我们对卢多逊祖辈家庭成员的生平等具体情况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同时卢得一
墓志中记载了发生在焦作地区唐末藩镇割据相互倾轧的历史事件，这与史载相互印证，为我们研究焦作
地方历史以及唐末藩镇割据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邾国故城遗址春秋时期遗迹有灰坑、水井、房
址和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鹿角料和骨料。战国、秦代遗迹有灰坑、水井、窑炉和灰沟，出土遗物有
陶器和兽骨。汉代遗迹有灰坑、灰沟、水井、窑炉、窖藏和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铁器和兽骨。此次
发掘，为遗址的年代和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进入春秋时期，西周形成的传统格局开始发生改变
，社会开始出现一种比较宽松的发展局面。各诸侯国凭借当时宽松的环境竞相发展自己的实力。齐国成
为首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吞并周围的小国，其中纪国是个被吞并的国家，主要
原因是齐国为了占有纪国丰富的海盐资源。大禾人面方鼎的纹饰可分解为"几"字形角、浮雕人面、鸟爪
状双臂三个方面，通过与相关商周人像的对比分析，可确定"几"字形角是商代巫师的重要特征之一，并
常安插于面具之上，浮雕的人面正是头戴面具的象征，而鸟爪状双臂则与巫师操鸟作法相关。人面方鼎
整体上象征地刻画了商代巫师作法的情况。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求雨的"雩祭"了，此后历代相沿，可
谓源远流长。早商时期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两例骨刻文" "和" "形近而义同，它们可能就是这种雩祭的原
型。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这类祈雨的文字资料，这和郑州商城所在的地理环境及其当时一度干旱缺水的
气候条件都有一定的关系。 旗杆在历史悠久，*初多为竹、木、石制，宋元时期，金属旗杆得到广泛应
用，清代铁制旗杆开始大量出现。据统计，现存古代铁旗杆49对，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甘肃
等省。铁旗杆的铸造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规模较小、结构简单；中期高大雄伟、结构巧妙、工艺精良
；晚期虽然也较精细，但规模已大不如前。铁旗杆的产生根源于我国的信仰文化，是清代铸造业发展的
结果，同时也与清代商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登封窑包括颍阳、君召、石道、大金店、白坪、徐庄、宣化
、大冶等8个乡镇，面积约5平方公里。河南登封地区古代瓷窑址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年代、性质等
较为清楚和一致，以"登封窑"的名称对登封地区的瓷窑址统一命名，比较合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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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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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放水遗址的夏时期遗存受到了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
晋中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岳石文化的影响，其主体仍应属先商文化。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体现了
西周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商文化因素则可能与商遗民有关。南放水遗址西周时期遗存或可代表西周燕文
化位于大清河及其支流唐河、漕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7年，对内蒙古赤峰市哈啦海沟墓地进行了发掘
，清理了51座墓葬和1个祭祀坑。墓葬基本上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偏洞室墓，未见葬具。除M45以外，葬式
均为仰身屈肢葬，分单人葬、二人葬和多人葬。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以陶器为主。
该墓地的发掘为小河沿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3年夏对阳信李屋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分为南、北
两个聚落单元，北部聚落单元可划分出三个社群单元，各有自己的房屋和院落、窖穴、墓葬、生产和生
活垃圾倾倒区，时代从殷墟期延续至第四期。据出土陶盔形器和石器、骨器、蚌器的特点以及动物遗骸
，李屋遗址是盐工在夏、秋、冬三季及亲属人员全年的居住地。郑州商城在商代白家庄期的某个时间失
去都邑地位，其西北方向约12.5公里处的小双桥一带成为新的都邑。小双桥都邑所处台地呈西北东南走
向，宫城城墙和大型宫殿宗庙建筑的走向，也大多与地形的走向一致，一改郑州商城北偏东为主的取向
，同时也朝向郑州商城，说明小双桥都邑的营建既结合了地形又朝向先王都邑。小双桥都邑从内到外依
次是"宫城"、"城区"和"郭区"，宫城由多个功能不同的单元组成，与此前郑州商城三重结构布局类似。小
双桥都邑的夯筑技术和建筑布局与郑州商城相似，其营建继承了郑州商城的建筑理念和技术传统。小双
桥都邑的青铜冶铸遗存位于宫城内，有相关大型夯土建筑及大规模的牛牲祭祀，更加重视青铜冶铸工业
。比起郑州商城，小双桥都邑的祭祀活动更加集中，祭祀类别更加鲜明，祭祀规模更宏大，人牲祭祀更



普遍，高台祭坛更巍峨壮观。 《山东金文集成》是近出的一部大型金文著录，也是山东地区金文集成性
著作，该书的出版为研究山东金文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书中在释文、器物定名、器物排列顺序以及说
明文字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释文中的误释、漏释、应释未释、文字隶定不确、用字体例不释文错
乱、符号使用混乱、器物定名不确、同铭异名、器铭失收、字形摹写失真等，本文对此均做修正说明。
国家博物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印"，学者通称为新枚"国印"。长期以来，关于此印的镌铸细则、印
文确定、交付镌铸和启用时间、镌刻者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依据国家博物馆有关该印的
文物档案，以及档案馆的有关记载和其他相关历史资料，结合本馆对此文物的鉴定，回答了上述问题。
中山大学考古队对塔布敖包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兴隆洼时期的遗存，包括数间半
地穴式房屋遗址，出土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玉器等。本次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兴隆洼文化类型的认识
，对于研究西拉木伦河南北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以及谱系具有重要意义。9年9～1月，对永淳遗址及
墓地进行了发掘。在遗址区发现房址、灰坑、灶址等遗迹，墓地清理墓葬11座，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
、铜器等。从遗物特征分析，永淳遗址及墓地的文化内涵一致，其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此次发
掘对于认识辽北地区寇河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谱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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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M122两墓规模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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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陶仓楼类型划分基础上，认为河南汉墓出土的陶仓楼至西汉晚期在豫中地区首先出现，
为二层带腰檐建筑。西汉末至东汉早期此型陶仓楼向高层发展，区域由豫中扩展到豫北地区。东汉早期
豫西、豫西南地区出现二层无腰檐陶仓楼。这时期河南陶仓楼数量和式样增多，分布范围广泛。东汉中
期为陶仓楼繁荣期，豫北地区出现带附楼的院落式陶仓楼。东汉晚期各区域陶仓楼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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