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华豫之门在线报名

产品名称 济宁华豫之门在线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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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在线报名 《郑修隋韦匡伯墓志》与《唐修隋韦匡伯墓志》两合墓志，是不同时代所立、不同地
点出土的同一人墓志。志主系隋末关中著族京兆韦氏郧公房的代表人物，身为隋、伪郑、唐三朝外戚。
本文对这两合墓志作以校勘和考证，纠正了传世的《郑修隋韦匡伯墓志》的历史谬误，探讨韦氏家族郧
公房的兴盛原因。1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十四中发掘了一座砖雕墓，墓室四壁用砖雕刻
，拼砌出桌椅、箱柜、衣架、灯檠、门窗等物件，并出土有瓷碗、瓷罐等文物。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及
出土文物，将其年代定为五代至北宋早期。吕师孟是南宋晚期的"吕氏军事集团"的成员之一。身为被文
天祥点名斥责过的南宋降臣，吕氏家族入元后的处境颇为尴尬，传世文献中的资料甚少。年出土于苏州
的吕师孟墓志铭，完整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宦迹及姻亲状况及其入元以后的发展轨迹，可补传世文献之
不足。墓志铭显示，吕师孟为吕文福而非吕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吕师孟除了与南方故交继续交往外，
还与北方的大官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关系。吕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铭中的形象迥异，盖由文献性质
和作者立场所决定。同时，该墓志铭记载了南宋驸马杨镇的家庭信息，亦不见于传世文献。墓志作者为
宋元之际的诗人方回。该文不见于方回的传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录，是一篇珍贵的佚文，也是
研究方回交游状况的重要资料。排水管道是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长安城历年的考古
工作中多有发现。这些排水管道遍布于汉长安城各处，所用陶管形制、连接方式和管道形制等各有特点
，与其他排水设施和汉长安城建筑格局等方面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西汉时期都城排水系统建设
的**成就。 华豫之门在线报名（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两周，尤其西周时期是两汉时期成熟葬玉制度的肇
始，也是葬玉制度发展*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多元化的葬玉制度在战国时期逐渐走向统一，为两汉葬玉制
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即从两周出土的葬玉种类及玉器出土位置等情况入手，分析总结这一时期葬
玉与葬玉制度情况。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一直是夏商考古研究中的热点，如何研判该问题关涉到
怎么理解夏、商文化及相互关系，"郑亳"说和"西亳"说的认同者均无法回避。尽管双方在考古学层面形成
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由于研究者对具体考古资料的认识存在分歧，对偃师和郑州商城主次和先后关
系的认识不同，对待文献资料的态度不同及所持史观的迥异，提出关于偃师商城性质的观点凡十余种。
客观地看，这些观点目前仍属推论层面的认识，偃师商城性质问题的*终解决还有赖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的
创新与突破。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证据性资料的发现，宏观及微观角度聚落形态及演变的深入了解，二里
岗文化时期社会度的深入研究才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疑尊、疑卣是*近出现的两件有铭西周青铜器
。本文根据器形、纹饰和文字特征，认为这两件器物年代属西周早期成王时期。铭文涉及了6个人物，其



中鄂侯和宋伯都是西周早期诸侯，宋伯是文献中的宋微子。铭文对西周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华豫之门在线报名 在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四川博物院整理出两件清末四川劝业公所窑业试验场试
烧的瓷器。青花瓷印泥盒上记载了2世纪初四川窑业试验场试烧瓷器的由来；青花绿彩瓷碗仿烧了当时代
表瓷器烧造水平的醴陵釉下彩。在此之前，清末四川窑业试验场从未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两件瓷
器见证了人民为振兴实业、强国兴邦所作的不懈努力，填补了清代四川制瓷业研究的空白。碑刻是民间
资料宝库。地处中原的河南，清代碑刻数量庞大，应用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上自朝廷大政，下
至风土民情，自然的、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无所不有。它以当时、当地、当事人记当时当地之事
，可信度大，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由于散存在各地城乡，从未有人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其中多
数至今仍鲜为人知。收集整理这些碑刻，可为研究清代河南地方社会以及清代社会提供丰富而珍贵的资
料，文物、艺术与收藏者也能从中获得诸多有益的东西。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唐代女效男装
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可以获得更为深入认识。根据服饰装扮的不同特征，唐代的男装女子主要分为三类
：其一，完法装扮；其二，部分效法男装，部分保留；其三，胡服胡帽装扮。纵向考察女效男装在唐代
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其产生及消长的背景和原因大概是：其一，唐代勇于进取的精神构成了时代大背
景；其二，唐初大量胡人入唐是其直接原因；其三，唐人特殊的审美眼光是*现实的原因。唐代女效男装
，曾被视为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但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实。因为身着男装的女子绝大多数是服务
于宫廷皇室及达官显贵的侍女，她们身着男装完全是为了满足主人的审美眼光，而非出自个人好恶。安
史之乱以后，女效男装现象骤然消失，尽管后世王朝宫廷中也曾出现男装袍服的宫女甚至女扮男装的，
但其影响上显然不能与唐代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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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