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庆华豫之门公众号在线鉴宝

产品名称 大庆华豫之门公众号在线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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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华豫之门》鉴宝组：2022年鉴宝海选公告 段斯立墓葬于29年在西安市南郊凤栖原韩家湾村西南处
发掘。墓葬坐南朝北，形制为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土洞墓，因被盗严重，随葬品所剩无几。甬道内出土墓
志一合，详细记载志主家族世系、生平历官、兄弟子嗣、卒葬地点，为深入研究段文昌家族提供了宝贵
材料，具有证史、勘史、补史等重要意义。墓志载，段斯立字允元，为唐初重臣段志玄五代孙，唐穆宗
宰相段文昌长子，武宗会昌二年正月卒于长安修行里第，春秋四十七。段斯立弟即《酉阳杂俎》作者段
成式，唐代志怪小说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著书甚多。段斯立墓志撰文者李讷，为穆宗朝刑部尚
书李逊之侄。书写者杨鲁士乃长安静恭坊杨汝士之弟，为当时名门望族。段斯立卒后于同年四月祔葬于
京兆府万年县高平乡先茔之次，这为寻找其家族墓地提供了宝贵线索，也为唐代万年县乡里范围考证提
供了新材料。 本文根据近年来出土资料与相关文献对元至明初景德镇地区制瓷技术及其源流作了较为的
考察。包括对元代青花、釉里红、蓝釉、蓝地白花、孔雀绿釉青花、孔雀绿釉金彩、卵白釉瓷，元明黑
釉、红绿彩瓷，明初高温色釉瓷，宣德官窑仿汝、哥、定、龙泉窑产品，宣德官窑铁绣花制品等的考察
，以及对元代开始使用的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元明青花料，元明釉上彩料，元末明初景德镇窑
装烧技术及其源流的考察。总的来看，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制瓷技术有了空前进步，不仅吸收了国内许多
窑场的烧制技术，也汲取了中东、韩国等地区的制瓷技艺；同时又将产品与技术扩散到这些地区，特别
是产品大量销往欧亚大陆，标志着景德镇早期化的开始。仿木构墓葬是古代墓葬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形式
，它的出现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这种墓葬类型起源于汉代晚期，但在战国至西汉前、中期的墓葬中
即已出现仿木构的因素。出现原因有经济、技术上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
观念作为思想基础，同时厚葬风气也有助推作用。郑韩故城东周时期空心砖墓葬是墓葬建筑材料新形式
的体现，属于战国早期木椁墓到汉代砖室墓的过渡。本文依据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新郑郑
韩故城空心砖墓葬和随葬品形式及分类进行研究，以此探讨东周时期该地区空心砖墓葬发展的一般规律
及区域特征。 *近面世的应侯见工铜簋，其铭文记载了属于"淮南夷"的毛、衰等氏族，侵犯周王朝南部边
境并被周王朝打败的事情。铜簋年代应在西周中期之末的孝王、夷王时期。铜簋的器身与器盖铭文各不
相同，可能是同一批盗自应国墓地的随葬器物。应侯见工簋的发现，更证明应国是周王朝南方不可或缺
的屏障，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艰巨任务。 本文尝试复原了新发现的凤雏三号基址的柱网结构，认为其主
体台基和东西两侧台基进深大，庭院面积占比较小，梁架结构复杂。对比年代早于和晚于三号基址的商
周时期大型建筑，可以认为它正处于建筑形式和梁架结构发展的关键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凤雏



三号基址的庭院中有特殊的立石和铺石遗迹，我们认为可能是某种神主和祭祀神主的坛场。由于现存文
献中石质社主的记录相对丰富，可以进一步推测这处遗迹可能是社主和社坛。三号基址布局严谨、规模
宏大，是官方有组织建造的，大概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社宫。它是目前证据*充分、年代也较早的官方社
祀遗存。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官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
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
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
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54亿公斤，几乎占据
了全国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仓窖，可储存粮食约8.6万石，合
今2127.84万公斤。对这些官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国家的农业
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豫南地区共有5处遗址的商周西汉墓出土了前代遗玉，主要包括罗山县天湖
晚商墓地3座墓、光山县宝相寺春秋黄君孟夫妇墓、桐柏县月河春秋养子墓M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M7，
以及南阳市麒麟岗西汉墓M8等，共计出土约45件遗玉。这些遗玉的年代分属龙山期至夏代、晚商和西周
时期。遗玉的存在状态一是原器保存基本完整，二是已加工待用，三是已改成新器。遗玉的来源途径一
是当地龙山至夏代土著人历代流传而来，二是有些墓主人因特殊国情境遇而对遗玉着力收藏而来，三是
商周王朝朝聘赏赐及诸侯交往而来。 大庆华豫之门公众号在线鉴宝 汉代建筑明器中的复道、望楼、角楼
等，是豪强大族为保卫其自身安全和守护物质财富，在庄园甲第中构筑的以防御为主要功用的建筑形式
。这类建筑此前经历了一个发展衍变的过程，汉代成为具有较为完备功能的设施。地处成(成都)渝(重庆)
之间的内江，保存有圣水寺、翔龙山、东林寺等多处题材丰富、技艺精湛的摩崖造像，学界关注极少。
此文选择其中三种题材作了初步探讨：现存3龛体量相当的千手观音造像，雕刻技艺娴熟；地藏与十王组
合题材内容丰富；僧伽变相可能为国内少见的僧伽三十六化题材造像，弥足珍贵。在目前所见的青铜铭
文上，"寿"字的出现率甚高，共见六百余次，其字形的异体均有五种。从这五种的字形年代不同，或许
可以表达"寿"的形成脉络。本文从两周金文和战国简文搜集一切"寿"字的字形，重新探讨该字的结构与形
成的历史。本文认为，"寿"字是殷周之际从"神"字衍生的字体，以表达天神所能赐予的寿命。商文明的信
仰传统，乃是通过神兽吞吐神杀的方式，以期获得天上的神性之新生，即通过神杀手段避开自然生物必
经的死亡过程，进而得到由神所产生的永生。早期社会观念中，老死病死者将变得永远脆弱无力，身壮
时期被杀者，反而能在永生中保留身壮，所以"寿"并不被视为理想美德。但是从殷周交接之际出现"寿"字
可知，当时社会已不再怕老弱，反而把"老"视为被神保祐的依据。古代思想传统中将老年视为德性的观
念，实滥觞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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