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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2022海选时间 《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著录一件现藏安徽博物院的甫以公盘，书中认为盘
的时代为战国，是甫国国君所作礼器。通过考察盘的器形和纹饰，并联系和分析时代相近的铜盘，此盘
的时代应改定为春秋晚期。通过对盘铭重新考释，纠正误释的字。"虖丘"原误释作"甫以公"，应读为"狐
骀丘"，狐骀丘是周代山东小国。器主之名原释作""，应是一从"尚"得声之字。器名修饰语原径直释作"盥"
，应隶定作""，读为"浣"，"浣"、"盥"音近义通。器名""所从的"舟"旁可能由"盘"形初文讹变发展而来，也
可以分析为"般/盘"省声。此盘应是狐骀丘君尚所作之器，传世的虖君鼎和虖丘尚匜也为同人所作。狐骀
丘君盘对研究山东古国史有重要价值。酒文化源远流长，是酒的故乡和酒文化的发源地。秦代实行酒类
专卖制度，用酒作为奖品，消费量很大。除了把酒奖给政绩突出的官吏外，还奖给手工业者和农民，以
鼓励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秦简记载了人们饮酒时的助兴游戏——酒令歌和酒骰。此外，秦人把酒与医
药相结合，制成药酒，应用于。本文探讨对象为玉、石器大型钻孔技术，此技术很有可能与辘轳轴承器
的发明有关，本文将通过实验考古等方法，复原古代钻孔技术所使用的轮轴机械及加工动力系统。
华豫之门2022海选时间 筒腹鬲是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较为普遍和出土数
量较多的一种器物，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具代表性的典型器之一。中原的郑州地区也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
化的这种典型器物。郑州地区的筒腹鬲*早出现在夏代晚期，在商代数量有所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有
青铜筒腹鬲。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与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通过太行山东
、西两麓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郑州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筒腹鬲，是伴随着先商文化在太行山东
麓的南进而出现的。商文化中包括筒腹鬲、彩绘纹样和占卜技术等均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
。正是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深远影响，使得其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伴随着商文化的强盛而发展成为对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自宋代始，古代绘画中月
的形象并不少见。然从传世的画作来看，画中还时常出现"倒影月"，这个现象常被人们忽略。值得研究
的是，与西方绘画不同，古画仅表现倒影中的月这一物象，极少表现全景倒影。本文将传世绘画作品作
为研究文本，将画中"倒影月"显现的文化源头分为三类，即"倒影月"的文哲"互文"(包括抒情文学、老庄哲
学以及叙事文学中的拼贴作用)、佛教传统(尤其是禅宗文化对"倒影月"的特殊诠释)、观月节庆民俗(上元
、中元和中秋节等)；*后着重阐述了宋代后的经典女性图像母题"掬水月在手"乃是由文学与民俗人类学(
即唐代士人诗歌与古代女性的月崇拜)的融合演变而成。同时，笔者以一例*早的西方"倒影月"画为案例，
作了中西画中"倒影月"呈现方式的比较，点明了"倒影月"在画中显现的共同内涵即为映月抒情。木俑源于



战国楚地。汉代木俑集中出土于四个区域，以甘肃为代表的河西地区，以四川、两湖和江苏为代表的南
方地区。其中江苏地区出土木俑以扬州、淮安、宿迁、连云港市域为主，类型多样，有仪仗俑、侍俑、
伎乐俑以及动物俑。其所代表的文化传承、内涵以及文化属性显示出楚文化的重要影响。江苏汉代木俑
制作延续了楚国木俑制作方法，分别是整木雕刻和拼接。木俑线条刻画上，江苏木俑整体偏圆润，楚俑
线条方硬。在发饰、服饰等方面，江苏木俑也与楚俑表现出明显差异。在木俑组合与墓主身份上，西汉
早、中期木俑以兵士类仪仗俑为主，侍俑为辅，有一定数量的乐舞俑；中晚期以生活类俑为主，舞俑、
乐俑基本消失不见，部分汉墓仅出现动物俑。楚俑"镇墓兽"职能在汉代木俑中已经淡化，但不同地区的
随葬木俑在随葬位置上具有一定共性。 华豫之门2022海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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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考古队对塔布敖包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发
现了兴隆洼时期的遗存，包括数间半地穴式房屋遗址，出土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玉器等。本次发掘
丰富了我们对兴隆洼文化类型的认识，对于研究西拉木伦河南北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以及谱系具有
重要意义。9年9～1月，对永淳遗址及墓地进行了发掘。在遗址区发现房址、灰坑、灶址等遗迹，墓地清
理墓葬11座，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铜器等。从遗物特征分析，永淳遗址及墓地的文化内涵一致，其
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此次发掘对于认识辽北地区寇河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谱系起到重要推动作
用。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家的看法颇有分
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它与"麟"相联系
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字释作"庆"或读
作"庆"已经成为目前*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又
(有) ，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 "的" "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
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对确定隋炀帝
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了四种墓志释文
，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论述。本
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个字，应该是"戊
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该是"异"，"永异"
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两字为"炀(帝)"；
第十一列第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了新的墓志释文
，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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