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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怎样鉴宝-点击报名 新郑市赵庄墓葬区是郑韩故城周边一处东周大型公共墓地，墓葬时代涵盖春
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形制及随葬遗物体现了郑人的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方城佛沟摩崖造像，
是豫西南地区*重要的一处摩崖造像。从摩崖刻十二臂观音造像可知，这是河南除龙门石窟外仅见的一处
唐代中晚期摩崖造像，是研究在中原的传播和造像的宝贵资料。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
，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
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
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
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国
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加强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重
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集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制
与面文具有典型的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咸阳出土北周
保定四年(564年)《魏故南秦刺史成君碑》，为存世不多的北周碑版增添了一例年代较早的历史物证，也
为研讨西魏北周之间的史事与人物，特别是梳理南秦州刺史成氏家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其书法
样式也足以见证当时长安地区的流行风尚。因为此碑在内容上的特点是为北魏南秦州刺史成君和他的两
位胞弟、一位堂弟和一位共同下葬而建立的家族墓碑，故本文的考证一是侧重于成君的家族与人物，以
此见证族源为匈奴后裔的成氏一族乃是有功于北魏的上谷豪族；二是侧重于这些人物所参与的重大史事
，譬如碑文所记中坚将军成尊和领兵"征梁、汉，与吴贼兰钦交阵"乃是南梁与西魏在汉中南郑的一次重
要战事，适可与正史互为补证，并能见证当时战争的惨烈悲壮。此外，碑文有"内辩三乘，外明六史"之
说，故关于"六史"的称谓在内涵上究竟是指文献还是指职官，也是文章注重分析的一个问题。当然，还
值得留意的就是此碑的书法，楷书中尚未尽脱北魏笔致而又有受到北齐影响的隶书意趣，堪称北周碑版
墓志书法中*为峻整者，并足以见证这样一种受南朝书风影响而在北周都城长安地区营造出来的书法时尚
与主流样式。 郑州华豫之门怎样鉴宝-点击报名 本文通过分析山西灵石旌介商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
组合及出土铜器铭文，提出灵石旌介商墓主人的身份应为商人子姓贵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灵石
旌介商墓周边同时期的文化形态，认为商后期商王国西部边域已扩张至今山西吕梁山东侧。唐代中小型
墓葬的建筑形制出现过明显变化，并存在着多种类型。本文通过对隋唐墓葬发掘材料的分析，总结出大



多数中小型墓葬的总体建筑面积逐渐减小、结构简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间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
并结合文献记载，揭示隋唐时期丧葬思想与礼仪制度的改变，说明唐代墓葬制度强调虚拟象征意义和虚
拟象征空间，从而造成墓葬小型化与随葬品简约化。近年来，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一大批
有铭青铜器。其中M117所出一件霸伯盂，器铭所记关乎古代宾礼制度，内容可与《仪礼�聘礼》、《礼
记�聘义》、《周礼�秋官�大行人》及《小行人》等所载之相关文字互相发明，由此可窥见西周时期
较为完整的聘仪，对于西周时期礼制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是近年来商周青铜器铭文*重要的发现之一。
本文对该篇铭文文字进行了详细考释，并结合传世文献对铭文内涵进行了初步解读；还结合该墓所出其
他青铜器及铭文等有关资料，对该墓墓主和年代作出了简要的论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
《景公疟》记述的是晏子劝谏齐景公的故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现存竹简
缺失下部多于1/4的部分。本文通过对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竹简缺文的试补，证明整理者对竹简形制
的推测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对竹简进行了新的编联，并对简文个别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了疏释。同时
发现，在比照传世本对竹简本进行复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顺序不同，导致编联
参照物的模糊，从而造成了编联的难度。在商周的青铜器中，许多都铸有扉棱，但*早出现扉棱的青铜器
，应该是商中期的圆形尊，而商早期所有的青铜器都没有扉棱。在西周的圆形尊中，除了没有铸扉棱的
尊外，其余多是铸有三段扉棱。青铜器上为什么要铸造扉棱?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西周一些圆形
尊的表面纹饰中，常出现翘起的牛角纹饰。这些纹饰是怎么制作的?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范
铸模拟实验，使得上述两个问题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瓦窑坡墓地M29和M3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
具均为一椁两棺，出土遗物有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海贝和漆器等。这两座墓是目前晋南地区所
见等级的春秋中期墓葬，对研究晋南地区春秋墓葬的等级变化、侯马铸铜作坊兴起之前晋国的铸铜技术
等均有重要意义。 中原文化的西播，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具有深厚的累积。古代吐鲁番等地虽为多
民族共处，但是汉文化起着主导地位，在丧葬习俗得到了充分体现。吐鲁番文献多次提到眼龙、金银眼
龙，对照实物，知道它是一种金属眼罩。它用金属皮钻孔，透过微孔观察外面世界，并以布帛包边，系
布带挂固定在眼睛位置，或者缝在面衣上。铜眼笼制作精细，铅眼龙粗糙简陋，前者为实用器，后者为
明器。关于眼龙的来源，前苏联Е�И�鲁伯-列斯尼契科认为是出于亚细亚的传统，学术界基本认可这
种说法。我认为汉民为应付西北寒冷、干热、风沙的气候，受多孔甑箅启发，发明了金属眼笼。这点可
以从古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甑箅得到证实。研究复杂文化背景的遗存，需要充分挖掘各种因素，才能得
到、客观的结论。吴汝纶是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其作品自然成为学者研究吴汝纶思想的重要参
考。黄山书社于22年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给学术界研究吴汝纶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本。然因载籍
甚众，该书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阅读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时，发现其中有吴汝
纶应冒广生之请而撰写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牍是吴汝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态
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故本文首先通过对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考释，以明确此信的写作
背景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萧穆、周星诒及吴汝纶等人书信，对信中的"蚊船亏累案"进行了补充
疏证，以了解吴汝纶为解决此事而做的各种努力。*后依据信中的内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封信的文献
价值进行评价，从而让人们既能领略吴汝纶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对冒广生的巨大影响。道晗造像
碑是2世纪7年代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有纪年的北魏时期的遗物，是反映大海寺创建的珍贵的实物
资料。该碑出土后，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尚未被学界所重视。鉴于此，
本文通过对该碑的研究，初步认为道晗造像碑的雕造与龙门石窟同时期作品有密切关系，应为开凿龙门
石窟的匠人所为。从而推测大海寺的创建应与荥阳郑氏有关，而道晗造像碑的雕造则得力于荥阳贾氏。
本文通过梳理南阳已发现的12座汉代彩绘画像石墓的基本情况，总结南阳汉代彩绘画像石墓在时代、分
布、彩绘内容、彩绘方法、墓主人地位等方面的特点，并就彩绘画像石的主要设色分析色彩在生死观念
、升仙、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三方面的象征意义。 郑州华豫之门怎样鉴宝-点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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