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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强大专家阵容     细致的专业鉴定讲解     为您的藏品把脉问诊！    
16年来，初心不改 釉砂和玻砂是处于原始阶段的玻璃制品，其内部结构和化学组成均与成熟的玻璃有所
不同。釉砂和玻砂不是完全的玻璃态物质，而是部分玻璃态和晶态石英砂的混合体。釉砂与玻砂的主要
区别则在于二者烧成温度不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玻璃化程度的差异。但由于烧成温度和玻璃化程度确
定的难度，以及在使用上可能造成的困惑，建议舍弃玻砂称谓，而仅以釉砂一词来命名此类处于玻璃发
展最初阶段的制品。在原料配方和烧制工艺等方面，釉砂为后来成熟玻璃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
此，釉砂可被视为玻璃的前身，或可称为"原始玻璃"。甲骨卜辞中的"雀"与传世文献和战国竹书中的"傅
说"有诸多相似之处。，生活时代相同，均是武丁早期属臣；第二，其名皆与鸟有关，且从音韵上能通假
；第三，主要事迹相仿，是武丁重臣，多次参与祭祀和征伐，特别是都曾征伐"失"国；第四，所居区域
相近，都在晋南豫西一带。故"雀"当即"傅说"。世纪8年代初期，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发掘了一个形制特
殊的遗迹(M34)，由于缺乏可资比较的资料，发掘者初步判断其为墓葬，但也已认识到它和殷墟发掘的墓
葬有很大的不同。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加，殷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遗迹。通过和殷墟以及其他遗址发现的
类似遗迹的比较，推断小屯宫殿宗庙区M34并非特殊形制的墓葬，更有可能是水井，或者是具有冷藏功
能的窖藏坑。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在线鉴宝-在线联系（新） 河南博物院所藏并展出的熹平石经两件残石
为亡佚已久的《乐经》，通过此两块残碑证明《乐经》确实存在，且至少在秦火以后的东汉，《乐经》
亦曾经以儒家经书的形式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本文认为《乐经》的真正亡佚时间应该晚于汉献帝初平元
年之董卓焚烧洛阳宫室之劫。渤海墓上建筑包括砖塔类和房址类。迄今发现的渤海墓上建筑年代最早可
至渤海早期，经历了从简易的木结构建筑到使用瓦件盖顶，再逐步发展到具有础石、墙体、地面、踏步
等设施完善的享堂类建筑的发展过程。其发展和演变主要是渤海民族固有的"冢上作屋"文化传统的不断
传承和演进的结果。四川地区六朝瓦当可分蜀汉、西晋和东晋、南朝两个时段。前者有云纹、斜线纹瓦
当，虽与曹魏、孙吴瓦当有一定共性，但差异更加明显，故以地方文化因素为主。后者有莲花纹和兽面
纹瓦当，多有强烈的六朝文化特征。因四川地处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圈的边缘，这两类瓦当仍有较
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且兽面纹瓦当还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 晚商时期，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存在一群
具有地区特色的青铜器。对这批铜器年代与族属的认识，核心问题在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所出青铜器的年
代。林遮峪墓葬出土的可确定年代的铜器大都属于殷墟时期，下限并未进入西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



所见的晚商时期铜器群应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它们与李家崖文化有关。8年，对山东滕州市染山汉墓
进行发掘。该墓系在山坡开凿斜坡式墓道和长方形墓坑。在墓坑内用石材砌筑并排的5座椁室，椁室前部
有前室和南、北侧室。出土遗物5余件，包括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等。该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期，墓主
应是郁郎侯刘骄。该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葬制、葬俗、画像石艺术等提供了新资料。龙山时代向二里头
时代的过渡时期，嵩山南北的地缘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洛阳盆地内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剧烈变化，
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嵩山东南麓煤山类型文化孕育了"新砦期"
遗存，并直接导致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这里的聚落结构表现出对立冲突的格局，对文化交流
起了促进作用，社会和文化中心的转移伴随着最早地域国家的出现。良渚玉璧是阴阳观念中"阴"的外化
形式，是良渚先民社会生活中地、坤、母、女等抽象话语的具象化，是地母之阴的象征。 康百万庄园位
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知名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军
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
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重要
资料。然而，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现，
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寄生
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然后从小勃律
进入吐蕃国。不过，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有
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联系，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唐
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
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设置濛池都护府。阿罗憾或
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濛池
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刺史
，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濛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濛池都护府治
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军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使西
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军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n’
。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军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麦积山第1窟为麦积山石窟早期很重要的
一个洞窟，该窟由于有过数次的重修，对之做系统的调查进而分析其始建年代与重修年代，有利于麦积
山石窟成组洞窟及年代学的研究。本文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该窟与第128窟等为北魏太和时期开凿
，北魏晚期对该窟进行了重修，宋代再次重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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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文中重点分析了渤海国的都城情况
。根据记载对渤海国五京制度的内涵、性质进行分析，认为五京并非均具有都城的建制，并对渤海国曾
经为都的西古城、八连城、城等城址进行指认。借助考古学手段，对渤海都城的为都时序进行推断，认
为西古城城址应首先于"天宝"时期的渤海都城——显州。蚌埠双墩刻画符号时代久远，内容丰富，是研
究文字形成和古代文明的重要材料。陶碗腹部的放射状刻画应当视为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先民朴素的
宇宙观。刻画有符号的陶碗是倒扣放置的，象征天盖，用于特定的仪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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