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明华豫之门及地点

产品名称 三明华豫之门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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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收藏大讲堂》 苏秉琦先生是公众考古事业的先驱，本文回顾了他考古学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
发展。他的这种思想缘起于上世纪5年代，发展于8年代，大成于9年代，并在《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得
以集中体现。汉代建筑特别注重屋顶上的装饰，特别是建筑的屋脊。汉代建筑上的屋脊出现了正脊凤鸟
、三角形火焰珠；在"反宇"屋面出现了鸱尾；垂脊上有了起翘装饰。汉代屋脊上的装饰除了美化建筑之
外，还有着吉祥的象征意义。 三明华豫之门及地点 禹会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
这里发现了一处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表明并非单纯的居住遗址。丰富的出土遗物，为探索黄河、长江
及淮河流域龙山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涂山地
望、大禹文化和淮河文明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211年，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对官庄遗址南水北调干
渠占压部分进行了发掘，发现两周、汉唐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为丰富，主要有大型环壕
、灰坑、墓葬、房址、灰沟等，分布较密集且出土遗物丰富。官庄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郑州西部地区两
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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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3.34万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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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焦作发现的一些石刻文物中，
记载了该地区历代煤炭开采、煤矿矿难及相关历史人物和事迹。这些石刻文物是研究焦作煤炭发展史的
重要实物资料。 邓窑遗址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岞岖乡白杨村，是河南省古代的重要瓷器烧造地。邓窑是北
宋时期豫西南地区的重要地方官窑，对研究宋元时期瓷窑的分布、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1年，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对华信学院新校区内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战国空心砖墓
葬6座。该发现为新郑地区战国中、晚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1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
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丈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进行复查，后河洞遗址即为其中一处。由于遗址受
破坏程度较大，对后河洞进行了1平方米的试掘。本文是对该遗址的调查石制品和扰乱层所过筛拣选出的
石制品的初步观察与分析。这批标本主要为黑色燧石，以断块、断片和碎屑的数量*多，石片和石器数量



相当，石器主要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另有一类三棱小尖状器，颇具特色。锤击法是打片和修整石器*主要
的方法。后河洞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斟寻，而此
种观点与考古实际和文献记载均不相符。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二里头遗址应为夏代晚期的都城"河
南"而非斟寻，"河南"与阳城、阳翟、斟寻、原等相比较，是夏王朝延续时间*长的一处国都。 近年出版
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整理注释水平很高，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逐条辨析校订。《
将失》篇"兵之前行后行之兵"句，后一"兵"字当属下读，"兵不参齐于阵前"指士卒不能够整齐排列于阵前
；"忧"当通假为"优"，意为充足、富裕，与《孙子�虚实》篇意思相近；《四伐》篇整理者释为"五"之字
应释为"王"，本篇核心词是"行四伐"，与"五行"无关。《文王问太公》篇整理者释为"与"之字应释为"兴"，
"天地弗能兴"、"天地弗能废"相对为文。《三十时》篇简1739整理者缺释，或认为当是"蜂"之讹字的那个
字，其实应释为"蜼"，读为"虺"，是一种毒蛇。《三十时》篇简182整理者释为"妇女"的"妇"字，从图版看
只剩左边的"女"字旁，结合本篇上下文看，疑本应为"嫁"字，"嫁女"一词本篇常见。 本文通过对《女史箴
图》上的箴文与南梁《昭明文选》中的《女史箴》相互校刊，比较其异处的优劣正误，推测它们应是根
据不同的传抄本所致。从唐人李善注《文选》以及宋人在摹绘《女史箴图》时于文字全抄《文选》可以
得知，《文选》在出世以后便成为"权威"。不是《女史箴图》的抄写者敢挑战"权威"，而是它比《文选》
更早。由此再次证明《女史箴图》非唐人摹仿。 

厦门华豫之门报名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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