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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藏品鉴定、出手、上请详询组李总监 本文通过"太平玉玺"与另一方太平天国"金玺"玺文互相
释证，得出"太平玉玺"玺文的读法为"太平玉玺——天父上帝，天兄，天王洪日，救世幼主，主王舆笃，
恩和辑睦，八位万岁，真王贵福，永定乾坤，永锡天禄。"同时，利用扩展的"二重证据法"，即从"取地下
之实物(authentic excations)与纸上之遗文(legacy documents)互相释证"扩展为"取纸上之实文(authentic
documents)与地下之遗物(legacy excations)互相释证"，对"太平玉玺"的真实性及刻制时间做了一些探讨。
本文从敦煌壁画中辨认出北魏到宋初民间使用的陆上常见交通工具若干种，对它们的车制种类、名称、
结构、部件和装饰，进行了初步梳理；并通过图象的考证对它们进行了定名。近代桐城派名家方宗诚编
定的《柏堂集外编》中收有曾国藩书信一封。此信没有收入《曾文正公书札》、《曾文正公书札续钞》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书札》及211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本文对此信的真伪和
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辨，并阐述了其史料价值。考察战国都城的防御特征，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从
整个都城来看，防御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宫城的防御远较郭城更突出更严密，简言之，"卫君重于守
民"，这是战国时代都城防御的普遍特征；第二，从宫城的防御对象上分析，防御内部国人比外来敌国更
甚，一言以蔽之，"防内重于防外"，这主要体现在临淄齐城和新郑韩城上，而临淄齐城尤为突显，这应
与这两座都城均经历了政权更迭有关。 根据用鼎状况及组合形式，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可分为九组，再
参考墓室面积、铜礼器组合形式、棺椁重数、车马(器)随葬、乐器、玉器等因素，这些墓葬又分为甲类
高等级铜器墓、乙类中等级铜器墓和丙类低等级铜器墓。这样分类以鼎的组合为主要标准，既考虑到了
列鼎数量，又兼顾非列鼎的象征意义和东周用鼎制度。11年2～5月，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对刘家新村墓
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所清理的MM28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两墓东西并列，为异穴并葬墓。M19因
盗扰，出土遗物较少。M28保存完好，出有鼎、簋、甗、壶、(钅和)、盘、(?)等青铜礼器。据墓葬形制
和出土遗物，其年代为春秋中期，墓主为士一级的齐国贵族。丁文江的倾向主要形成于其在英国留学期
间。鼓励国人谈和干预社会，强调"少数人的责任"的精英理念，主张温和渐进的社会改造方式是其思想
的主要表现。纵观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其言行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理念，
二是其主张和实践都围绕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展开，三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无法适应近代情势，导致其
抱负无法实现。研究丁文江的思想有助于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及其理念在近代的命运。9年，吕梁
市文物技术中心对梁家庄村南的几处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东周时期墓葬4座。岚县梁家庄处于吕梁山区
北端，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发掘较少。这批材料的发现，对于研究晋国的疆域以及晋文化的分布范围，



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新成立6年来，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逐渐完善，考古队伍不断扩大，
专业素质显著提高，理论方法丰富多样，重要发现接连不断，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对流日益活跃。一系
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考古学正在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望京楼商
城东一城门，始建于二里岗下层H9和H17之间，废弃于商代白家庄期，是具有瓮城某些特征的早商城门
。郑易墓志是洛阳北邙山上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志主郑易出自荥阳郑氏，系中唐仕人。墓志完整记载
了郑易的家族世系、婚宦、政绩及生平经历等情况，有助于中古时期荥阳郑氏家族研究。郑易由明经入
仕，曾先后任幕府僚佐、州郡刺史、京都郎官。志文记录了郑易贞元年间在荆州的救荒中倡议并实施了
工赈，弥补了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中唐时期的荒政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郑易在经学与文
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撰有《三传异同》十七卷，可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郑易墓志由外甥朝议
郎、尚书刑部郎中李正辞撰文，其人也是当时工书擅文的仕人。 《论持久战》是*具有代表性的军事论
著之一。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收藏有32种版本的《论持久战》单行本，共计57册，涵盖了*早全文刊登《论
持久战》的延安《解放》杂志、目前公认*早的两个版本、*早的校正本以及全国各出版社所出版的其它
正规或非正规出版版本。本文通过对国家博物馆图书馆现藏的《论持久战》各版本进行系统性的整理，
列举馆藏不同的版本形式，归纳馆藏版本的特点，着重从出版地、版本形式、印刷方式以及版本文本几
方面对馆藏版本特点进行分析，从整体上把握《论持久战》在我国的传播，通过对传播范围的分析从侧
面印证这一伟大军事著作对争取抗战胜利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及影响。本文对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6
7件铜器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显示：其材质以红铜和锡青铜为主，有少量砷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等
；成型工艺有铸造和锻造两种，前者略多；耳环多为锡青铜，热锻成型；而铜锥、铜斧等工具则多为红
铜，制作以铸造为主。现有研究成果显示，河西走廊地区四坝文化铜器技术的发展早期阶段以红铜和青
铜为主，砷铜或含砷青铜占有一定比例，晚期阶段以锡青铜为主。依据新的考古发现和年代框架，河西
走廊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显示了来自欧亚草原地区的影响，但不同时期文化交流路线
以及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并不相同。1年在南阳市一中新校址清理古代墓葬448座，在M189中出土1件用黑
色黏合剂粘接修复的瓷碗，这在南阳东汉墓中首次发现。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釉陶及黏合剂的
检测，样品经EDXRF检测，发现瓷碗为铅釉陶，用高岭土为原料烧制而成。而黑色黏合剂经红外分析表
明，不是蛋白质和糖类，而与大漆或生漆较为接近。由于温湿度、光能、热能、碳源、营养源等适宜条
件的存在，在韩休墓墓室和甬道内的壁画几度发生霉菌滋生现象。本研究通过现场采样，经典霉菌实验
技术方法对样品进行霉菌培养、分离和纯化，联合使用扫描电镜技术、显微鉴定技术及分子鉴定技术对
霉菌进行分析鉴定，共分离出分属于青霉属、曲霉属、交链孢属和镰刀菌属的霉菌12株，为有针对性地
治理墓葬壁画霉菌污染和做好考古现场霉菌早期工作提供了可参考依据。在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
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保存状态显示出"架棺"的迹象。结合广州汉墓中"架棺"和"架举棺室"的实例，以及
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墓底柱洞和凹槽的发现情况，推测"架棺"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
墓葬中使用较为普遍。"架棺"的方式较为复杂，此葬俗的文化含义也值得深入研究。1年和211年，对新疆
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共清理洞窟14处，还发现一处上山踏步。出土一些纸文书、建筑
木构件等，还发现较大面积的壁画、题记。NK2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
沟西区北侧石窟的发掘对研究吐峪沟佛教石窟群的布局及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班井东汉四号墓有较大
面积的封土和地面建筑，出土文物多样，为研究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徐州地区的葬制、葬俗及物质文化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墓内磨平的画像石为研究画像石的再利用提供了新的资料。 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有
五位供养人画像，其中，两位为孝文帝和形象的宣武帝；三位女性分别为孝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幽皇后
冯氏和妃形象的宣武皇后高英。这是一幅以表现出行礼佛为内容的家族式画像，融合了佛事活动、孝文
帝改制后的宫廷礼仪制度，体现了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观念。通过新见铜器族徽铭文，阐释了盟姻族徽
在形式上是由基本族徽通过累加或缀联等形式形成的族徽类型。利用盟姻族徽本质上就是由国族姓氏之
间以"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径形成的"结盟"或"外姻"等关系的血亲组织特点，解决了一系列
相关青铜器铭文的释读与历史认知难题。传统人物画在发展变迁的过程中渐趋分化为肖像、道释、故实
、风俗等门类。其中，故实画一门传统悠远，以往圣旧闻、历史典故、古贤轶事、逸话等为绘制内容，
名家辈出、累世相传。综合考察故实画，其核心在于绘画是"故实"内质，而画题正是故实的传达和表现
。因此，对故实画画题的研究是把握这一类绘画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对故实画相关概念的辨析基础上分
析了早期带有礼教特征的故实画，以及故实画的情节性、画题拓展与构图变化，并分析了《广川画跋》
中的画题实证方法。东障墓地的发掘属于抢救性清理，包括2座六角形及4座四角形砖室墓，根据其中保
存较完好3座墓的仿木结构砖砌门楼以及出土遗物，推测其属于宋金时期。这次发现为研究即墨地区宋金
时期的葬俗葬制以及相关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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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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