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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河南《华豫之门》鉴宝组：2022年鉴宝海选公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面世后，学界对《筮法》
的研究尤为集中，涉及到《筮法》的成书时间、性质以及对汉易的溯源；《筮法》篇与数字卦的关系；
《筮法》所载的成卦法及解卦法；"卦位图"与《说卦》所载方位差异的思想内涵；《筮法》与《归藏》
的关系等方面。 ⅡM1394是1997年以来在土城子古城周边发掘的东周墓葬中的一座围沟墓，时代为战国
中期。该墓被ⅡM138ⅡM1345打破。ⅡM1394和ⅡM1388均出土较多具有典型晋文化特点的遗物，表明两
座墓存在密切关系。这两座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北方农牧结合地带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在借鉴前辈学者利用碑刻材料研究早期禅宗史的基础上，对有关禅宗传灯体系的唐代碑刻材料
进行爬梳分析，初步认为唐代碑刻中对禅宗传灯体系记载的繁简，与碑刻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禅宗发展的
大背景有关，立碑者的立场和撰文目的对传灯体系的正脉记载也是有影响的。施工制作是博物馆陈列设
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陈列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的完善与物化表现。在"古代"基本陈列设计中，国家博
物馆施工制作人员在展柜制作、支撑加固、照明工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旨在深刻理解陈列主题
和陈列内容，把握陈列形式设计思想，真正完成陈列视觉形态的传递、完善、融合与呈现，最终为广大
观众奉献出既蕴涵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又充满艺术光彩的陈列。 本文通过对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五期遗
存进行重新梳理，认为该期陶器可以分为区别明显的：、B两类，其中：类陶器不但与大地湾四期遗存基
本相同，而且与常山下层文化迥异。不仅如此，大地湾五期的房址、灰坑也和常山下层文化中的同类遗
存完全不同。因此，将大地湾五期所有遗存都纳入常山下层文化似乎不妥。大地湾第五期：、B两类陶器
应分别归入大地湾四期和常山下层文化，而且这两类陶器缺乏共存关系和前后发展演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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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
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
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



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
策军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军有直接
关系。其三，作为官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
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军外镇中留后官印。而备受争议
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军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官
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军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官印其使用的时
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成都十
二桥遗址的时代相当于商周时期。该遗址最早的地层中出土大量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其早期或属于
三星堆文化。从当时的文化格局看，成都地区其他一些遗址中也应有三星堆文化遗存。三星堆文化与十
二桥文化的面貌、内涵等均较为一致，二者或为同一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但十二桥文化与东周时期的
巴蜀文化差异显著。12~213年，对贵州平坝县牛坡洞遗址进行发掘，发现4座墓葬，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
期。出土遗物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还有大量典型细石核、细石叶等。砾石工具数量亦较多，
砺石和磨制石器数量很少。陶器数量较少且破碎严重。这些发现对研究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内涵具有
重要意义。12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对山东省日照市尧王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确定
了城墙的存在及其范围、结构等，发现的遗迹有器物坑、灰坑、灰沟、房址和墓葬，出土的大汶口文化
和龙山文化遗物均主要为陶器。城墙的始建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早、中期
。2~28年，对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
和墓葬，出土遗物以骨料为主。制骨作坊的年代最迟开始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持续到第四期晚段。出土
的大量骨料为研究晚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畜牧业经济、动物资源利用与供应等提供了重要资料。7年11
月至212年1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对草鞋村遗址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墙、护城河
、长廊、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手工业作坊遗迹为探索中原制瓦技术南传及汉代
官营手工业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其港口城址的确认对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郑州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岑克猛电话-在线联系 灯具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照明，包括灯和烛
台两大类。灯具延展了人们作息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类生活，同时承载着丰富的社会
历史信息。本文以南方地区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灯具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比较研究探
讨相关问题。六朝铜灯具可以分为竖柄灯、横柄灯、提吊灯和座灯四类。通过比较当时南、北方铜灯具
形制，可知铜灯具的造型和工艺承袭自汉，虽独立发展，然南北交流存续未绝。通过比较铜质和陶瓷灯
具，可知虽然陶瓷灯具逐渐占据主流，但是铜、瓷材质各有优势，二者互为补充并相互借鉴，可满足不
同阶层的审美和使用需求。六朝是古代灯具的转折时期，汉灯余韵和时代新风在六朝灯具上显得尤为突
出，反映出深层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内容。本文是基于物质资料对汉唐社会历史进行实证化、具象化
研究的新尝试。据可靠史料，唐代画家已经在诗歌意象的启发下意识到了"绘画意象"问题，并继而引发
了画家于创作实践中对绘画技法语言的"写意"性尝试。这种早期的"写意画"，表现为试图在水墨语言层面
上不断契合"意"与"象"的努力。晚唐孙位《高逸图》的某些山石描绘即是标识唐代绘画观念过渡的一个典
型案例。晚唐五代之交的荆浩与稍后的董源等画家则进一步将这种意、象合一的探索导向深入，并在创
作实践上使其更具规模，其影响贯穿五代及北宋。这一时期水墨画发展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画家自觉地
立足于"心源"角度对物象进行裁汰和概括，从而成功地打通了"心"、"象"一体的水墨画内在理路，并将其
诉诸一系列的笔墨符号语言。可以说，到了五代时期，水墨画的笔墨形式与内在心象已经高度契合，为
后世水墨画史的风格流变与观念变迁确立了基调。12年现世的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功格、恳泽画像
以及迄今尚未现世的舍楞、默们图、沙喇扣肯、雅兰丕勒、德勒德什、达木拜扎勒桑画像，均系乾隆三
十六年九月下旬清宫西洋画家艾启蒙在避暑山庄绘制。策伯克多尔济为渥巴锡的堂侄而非其婿，且年长
于渥巴锡。布彦楚克、策伯克扎布、奇里布、诺海、蒙滚画像以及迄今尚未现世的巴木巴尔画像，则是
乾隆三十七年秋首次到热河瞻觐时所绘，是否艾启蒙绘制，尚难定论。布彦楚克画像将其封爵题为"和硕
特贝勒"属错误，应为"和硕特贝子"。阿喇克巴画像当系乾隆四十七年秋首次到热河瞻觐时所绘，艾启蒙
决非其绘制者。12年现世的渥巴锡等十人画像，既与乾隆三十六年艾启蒙所绘福隆安等"脸像八幅"无关
，也不完全等同于艾启蒙同年所绘渥巴锡等"脸像十幅"。辽阳博物馆馆藏战国铭文铜鼎所刻铭文初步判
断为战国时期燕国文字，该鼎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行政区划提供了有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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