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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鉴宝海选在线鉴定-点击报名 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位于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应天门东侧，后代
历经修缮。五贤祠位于周公庙旁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周公庙的补充和延伸。文中披露有关文献和近
年出土的碑刻文物，见证了洛阳周公庙与五贤祠的兴废。本文以旅顺博物馆藏"刖刑守门奴隶铜鬲"为主
，结合相关青铜器，探讨刖刑这一刑罚的相关问题。刖刑由部门组织实施，多刖一足，也有刖两足的。
被施刖刑者，有被罚作奴隶守门的，也有自由者。刖刑多行于夏商周时期，不仅见于文献，考古发现的
实物和墓葬资料也可证实这一点。5年底，在洛阳市瀍河东岸改造施工过程中发现有鹿角出土，洛阳市文
物工作队派员在该地点进行了发掘。发现一处堤岸建筑遗迹和灰坑，出土大量鹿角制品和加工后的废料
及一定数量磁州窑系瓷器，初步判定鹿角制品和废料的年代为金代中期至明代初期。学术界以往的研究
多将商代外服侯、田、男、卫、邦伯视为诸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类诸侯起源问题，但对商代外服的
命名途径关注不多。早期国家官僚的职事与礼俗密切相关，商代外服职官仍保留着职事产生时与礼俗相
关的原始特点。在近年甲骨文及殷礼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学术背景下，考察甲骨文及殷礼，探讨商代外
服的命名成为可能。综合既往关于商代外服的研究成果，可以推考记载外服史迹的相关卜辞，并确认外
服必须由商王任命，以及外服的命名可能与殷商礼俗有关的情况，如外服侯命名于射礼，外服田命名于
田猎之礼，外服男命名于耤田礼，外服卫命名于守卫"堂"的礼俗，外服伯命名于族邦首领称谓习俗。通
过对商代外服命名的考察，分析从原始礼俗到国家职事以及官僚制度、诸侯制度的转化，为研究早期国
家起源、官僚制度以及管理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华豫之门鉴宝海选在线鉴定-点击报名 在经济社
会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博物馆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博物馆+"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博
物馆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博物馆+"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是博物馆资源和其他社会
资源协同整合、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对博物馆传统工作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博物馆+"的内涵特征是理念
和方法的统主体和客体的统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实现"博物馆+"，首要的是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博物馆的
运作体系，提升博物馆的供给能力，培育博物馆新的发展动能，做强做大博物馆，发挥博物馆在"博物馆
+"中的作用。实现"博物馆+"的重点在于"+"的对象选取，通过博物馆+现代科学技术、博物馆+社会组织
、博物馆+产业经济、博物馆+乡土文化，最终提升博物馆的职能、优化博物馆的功能，实现博物馆的可
持续发展。17年6月17日，"博物馆协会出版专业委员会217年年会暨‘文博出版与新时期使命’学术研讨
会"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全国近4家博物馆、考古所、出版社、杂志社等文博出版单位的8余名代表出席
研讨会，其中21名代表分别发言，主要就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包括文博期刊的、文博期刊与新媒体的关



系以及文博期刊的办刊方法等。与会代表根据各自的办刊经历和体会，对文博期刊的与道路提出看法，
提出文博期刊应对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冲击的可行方案，为文博期刊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
贵经验。明朝建立后，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铜镜铸造业获得了很大发展。铸镜工匠在继承传
统的同时，对纹饰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本文结合考古出土资料和传世品，从形制
、纹饰、铭文等方面对明代铜镜的类型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铸造时间提出了看法。刘铭传是淮军
名将，出身寒微，在艰难困苦中一心向学，喜好诗文，并把他的所感所悟用诗歌形式记录下来，创作了
许多清新质朴、含蕴隽永的诗文，映照出晚清时代底层人物的奋斗历程、思想风貌与生存图景。为了生
存他奋力拼杀，终于功成名就，登上显赫的地位。然而，在声名显赫之时，却又屡屡寻求退隐，内心盈
溢着极为浓郁的归隐情结，这既是他向往闲适生活的天性使然，也是时代、生存环境和个人际遇激发的
结果。晚清危殆的时局启发了他的心智，使他对民生疾苦、国家前途有着独知之虑。他同情民众生活的
艰辛，兴建义庄，发放米粮，扶危济贫；他兴办教育，一代世风；有感于铁路对于国防和民生的重大意
义，屡屡进言兴修铁路；在对时局的观察和思考中，他还敏锐地告诫人们要警惕日本对的觊觎。所有这
些都生动地折射出在新旧递嬗大变局中成长起来的精英人物的情思与精神意蕴。
华豫之门鉴宝海选在线鉴定-点击报名 华豫之门鉴宝海选在线鉴定 传统社会，官兵为国捐躯，朝廷多有
抚恤之举，除恩赏丧葬银两外，对为国惨烈捐躯的将士，或于原籍、或于战殁地修建祠堂，列其牌位于
祠内。地方祭祀以褒慰忠魂，以资观瞻。清代昭忠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修的。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
不久，即供奉祭祀阵亡旗籍重臣。顺治年间，清廷就在京师东交民巷台基厂修建祠寺，用以祭祀以和硕
敬谨亲王尼堪为首的开国功臣。雍正二年(1724年)，京师正式修建昭忠祠。至嘉庆、同治两朝，东北地
区相继掀起了修建昭忠祠的浪潮。昭忠祠创修与春秋两季致祭所需银两是由专款拨发，祭祀活动由地方
官主持，忠烈后裔参加。入祀人群早期以旗籍官兵为主，晚期则旗籍与民籍并存。清代东北昭忠祠的功
效主要有三：修建使治所祭典完备，司土之官受益；春秋致祭活动有助于告慰亡灵，激励后继；入祀者
的遴选为地方士绅参政提供了机遇。昭忠祠的修建与致祭中，出现了地方虚与委蛇、大批阵亡将士未能
及时入祀、入祀者事迹失考、发展中失去了儒释道宗教势力之怙恃等弊政。14年1月至215年1月，在扬州
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工作中，为搞清南宋宝祐城东城门附近面貌，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
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推定为宝祐城东城门处(该处尚未拆迁
)的北侧布设探沟4条、东侧城壕内布设探方1个进行发掘，面积约32平方米。在探沟内揭露出存厚1.5-2.宽
约35米，至少有过三次修筑的南宋时期夯土墙体，其下为汉代堆积层。这一发掘结果与宋宝祐城相关修
城文献记载有一致处。在东主城墙以东探方内揭露出由木桩和柱洞组成的平面呈"〕〔"形遗迹，中间平
行部分为南北方向，间距约5.南北长约5.7米，与主城墙的距离为18米。这是目前蜀岗上城址主城壕里清
理出的个壕桥遗存。从发掘结果看，宝祐城东城门应位于发掘区以南的现代建筑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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