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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郑州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海选咨询预约电话 《小说月报》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背景下，其杂志的销量持续
下降，同时读者主体由旧式文人转变为新式学生与城市大众，原有的杂志内容已经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
。在这样的契机下，自1921年第12卷第1号开始，《小说月报》在主编沈雁冰的带领下大胆进行改革，放
弃以文言章回小说、旧体诗词、改良新剧等为主要内容的办报理念，革新内容，成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
物，同时也成为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以积极宣传治世救国
之道的办报理念，通过开设专注、专栏、文学家研究、海外文坛消息、评论、创作批评等，刊登大量翻
译和白话文文学作品，吸引读者，提升销量，成为新思潮传播的重要阵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同时，《小说月报》也借助改革，建立起编辑与读者的良性互动关系，使读者从传统的被动参与、被动
启蒙转变为积极参与杂志构建的新生力量。灵圣湖汉墓(M2)整体呈"甲"字形，地上墓室为人工夯筑。墓
圹近方形，四壁用木板贴护。木椁周围有大量积砂，顶部及周边用青砖封护。椁室为大型"黄肠题凑"建
筑，由前、中、后三墓室和侧室、门道、回廊、外藏室、题凑墙组成。该墓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
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是研究汉代"黄肠题凑"葬制的珍贵资料。91997年，在洛阳老城西大街东段发掘
出隋唐洛阳城东城宣仁门的南门道遗址。此处门址的发现，为进一步确定隋唐洛阳城东城第二条横街宣
仁门街、外郭城上东门街的位置提供了重要坐标点。结合考古资料及相关文献记载，可以考证出现今洛
阳老城十字街与隋唐洛阳城宣仁门街、上东门街、徽安门街的叠压关系。2年和23年，对辽宁东港市山西
头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5平方米，发现房址5座、灰坑4个、灶址2处。房址中有4座为土坑半地穴
式，1座为石筑半地穴式。出土遗物以石器和陶器为主。遗址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该遗址
的发掘，为研究辽东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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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海选咨询预约电话
郑州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海选咨询预约电话-在线联系方式 郑州商城房基最早发现于2世纪5年代，主要发现
地点位于内城东北角的白家庄、外郭城西部的人民公园和内城北部的紫荆山铸铜作坊遗址内。目前发现
的商城房基可以分为地面式、半地穴式和窖穴式三类。房基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
。但最常见的形状是长方形，有的房基在建造过程中或建造之后有举行祭祀礼仪的习俗。此外，本文还



对郑州商城小型房基发现较少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邓国铜器以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比较多见，其形制
、纹饰及铭文均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文献记载中称邓君为"邓侯"，铜器铭文亦显示邓于周初后长期
称"公"，可见邓国的地位与实力。楚虽于春秋早期兼并邓国，但并未使其绝祀，而是被降为附庸存于楚
境。这一史实，有助于加深对上古社会从分封制到郡县制转变过程的认识。7年9~12月，郑州大史学院考
古系等对牛牧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以及东周、西汉等
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龙山文化遗存遗迹有房址、灰坑，遗物有陶器、石器、骨
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豫东地区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5年8月，徐州博物
馆在徐州市南郊西奎山北麓清理了4座西汉时期同穴合葬墓。其中MM1为石坑竖穴墓，竖穴底部并列葬
二人；MM12为石坑竖穴洞室墓，竖穴底部及洞室内均葬有人。墓葬虽遭盗扰，但仍出有陶器、原始瓷
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墓分布较为集中，应为同一家族墓葬。1年4~5月，洛阳市文物工
作队在孟津县上店村清理了1座唐代土洞墓。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墓门、墓室等组成
。壁龛内出有较多盛唐时期的彩绘骑马俑、立俑和陶猪、狗、马、牛、鸡、羊等遗物。该墓葬的发掘，
为研究洛阳地区盛唐时期大型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组合、制陶工艺等提供了实物资料。明代唐藩仪正
成氏家族墓志记述了成氏先祖成刚于明初多次随太祖朱元璋征战，以功授豹韬卫正千户，其子成贵于正
统十一年(1446年)改授唐藩仪正，遂家于南阳，其后世子孙亦承荫世袭仪正之职等史实。关于成氏家族
成员，文献乏载，新发现的唐藩仪正成氏家族墓志可补史志所缺。
郑州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海选咨询预约电话-在线联系方式 明代洛阳福王府是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朱常洵的
藩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府毁于大火，至今其旧址仅存一对汉白玉石狮。5年5
月洛阳民俗博物馆从洛阳老城东大街，又征集到一尊明代汉白玉彩绘石狮。1年，天水市博物馆与西安文
物保护研究中心(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对1982年天水市石马坪出土的石棺床进行了科学保护，同
时发现了该具石棺床的一些新信息。其中部分信息与1992年发表于《考古》杂志的《天水市发现隋唐屏
风石棺床墓》一文内容不相一致。本文即根据这次保护所揭露出来的新信息，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对天水这件石棺床作进一步的探讨。二里头遗址至少发现两处制骨作坊，年代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
四期。作坊以半地穴式房屋为核心，周围分布有相关遗迹。骨、角器多选用黄牛骨骼和鹿科动物角制作
，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使用铜质工具，工艺流程较为规范。二里头遗址制骨手工业已相当成
熟，但与二里冈文化及殷墟时期相比，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91年11月至1992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在西工区西小屯村南、东周王城中部偏北处发掘了一批东周墓葬，其中C1M349C1M349、C1M3422三墓
出土青铜鼎、簋、壶、罍、簠、盘、匜、舟等。此次发掘的东周墓，为研究东周王城春秋时期的城市布
局、城内区域功能的变化和墓葬分布提供了新的资料。赵为东周时期的强国之一，其兴衰时间约略与战
国相始终。成熟的赵文化一般指战国时期的赵国文化。东周赵文化可分为三期六段，年代大致自战国早
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赵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等四个阶段，反映出赵文化
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兴衰进退轨迹。赵文化脱胎于晋文化，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创新，最晚于战
国中期时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到战国末期渐趋消亡。赵文化分布于豫北冀南、晋东南、晋中、晋北河
套和冀中等五个区域，各个区域之内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上下限各不相同，文化特征亦各有特色。五大区
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与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力强弱和疆域变化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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