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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如有藏品需要上华豫之门 -  专家鉴定- 藏品交易买卖》 报名热线 仓储建筑既是古代先民囤积物质的
重要设施，也是个体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该类遗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筑
史、建筑技术、储存物资类别、管理制度等方面，尤其侧重于秦汉以降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具体仓储遗存
研究，对于商周时期大型仓储建筑遗存的综合研究较为匮乏。本文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前人关
于此类课题的研究成果，分析目前所发现的商周时期大型仓储遗存的形制类别，进一步探讨各类仓储建
筑的功能用途、性质作用，希冀为研究古代仓储建筑的演变以及复原商周社会历史提供资料。通过对火
种炉分布状况的观察、形态特征的分析、年代的考订及用途和源流的推断，本文认为火种炉的出现及消
失与当时的气候因素和房屋建筑形式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火种炉兼有保存火种、取暖和照明等功能，
是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早中期出土的特殊器物，可作为该地区尤其是岱海地区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之
一。本文从殷墟出土的铜质方形器的特征和形制方面，重新考证了铜质方形器的功用，认为是当时用于
烧烤的"烤炉"。 继前人发现我国古代8幅绘有水磨的绘画后，笔者新发现了7幅绘有水磨以及5幅疑似绘有
水磨的古代绘画。其中15幅确凿的水磨画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水磨的一些技术细节，为研究我国古代
农具史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于宋元之际我国画风的变革，这些画在描绘水磨上也呈现出前后不同的旨趣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汉代画像石上射箭、角抵、武术、蹴鞠等体育画面，反映了汉代人们重视体育休闲
活动的场景，充分展示出汉代休闲体育的繁荣。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电话和地址《郑子家丧》与《铎氏微
》竹书《郑子家丧》是一篇战国时期的《春秋》学佚籍。全篇记述楚、晋邲之战的原因与经过，弘扬了
楚庄王的霸业。其文本脱胎于《左传》，应属楚威王傅铎椒所作之《铎氏微》。此书见载于《汉书�艺
文志》，久已失传，今复重见，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文中对竹书内容进行考释，并就其文本属于《
铎氏微》提出证据。7～28年对补要村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北区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具有自身特色，与
周邻的雪山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存在明显差别。中、晚商时期遗存年代序列完整，自洹北商
城阶段延续至殷墟第四期，对进一步完善冀中地区中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了解当时的社会
性质具有重要价值。8年，对河南南阳市八一路一座画像石墓进行发掘。该墓为砖石混合砌筑，由墓道、
墓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两侧各有一耳室，后室为三室并列。画像石可辨画面的有33幅，图案有建
鼓舞、应龙、白虎及执盾、拥彗人物等。墓内出土陶器、铜器和钱币等。该墓为王莽时期夫妇合葬墓，
墓主应为地方官吏。年和211年，对陕西周至县八云塔地宫进行清理。地宫上层为方形砖室，下层为地宫
。地宫平面为方形，直壁，四角攒尖顶，南壁正中有券洞式甬道，甬道内有三道封门。地宫内出土石函



、石棺、汉白玉佛龛造像和钱币等。根据地宫形制和出土遗物等推断，八云塔及其地宫始建于唐代，北
宋庆历年间在原址重建或改建。7～28年对补要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南区发现较丰富的先商文化遗
存，填补了冀中南部地区漳河与滹沱河之间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缺环。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先商文化
漳河类型、下岳各庄类型皆有一定差别，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之时，可以作为冀中南部同时
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9年，在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安阳段占地范围内清理5座宋代砖(石)墓和1处建筑基址
。其中M1为砖石结构墓，M2为石室墓，其他均为砖室墓。建筑基址应属M1的墓前建筑。据出土墓志等
可知，该墓地为宋代韩琦家族墓地。这次发掘为研究宋代高级贵族的墓葬形制、陵园制度及丧葬习俗等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电话和地址-点击报名通过对《安阳韩琦家族墓地》一书及相
关资料的考察得知，普安郡太君崔氏并非韩琦的继室，而是侍妾。除了崔氏，韩琦还有另外一位为其生
子的侍妾贾氏，而尚未确定墓主身份的M5，其墓主可能是贾氏。 汉代是玉璧发展的繁盛期，汉墓随葬玉
璧现象很普遍。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对汉代玉璧的随葬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汉代玉璧
随葬具有等级和性别差异，诸侯王、列侯、中高级官吏或贵族以及低级官吏或贵族四级间随葬玉璧的数
量、质量差异明显，且墓主随葬玉璧现象更为普遍。11年4月，山东大学考古系对日照苏家村遗址进行了
系统调查和勘探，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周龙山文化时期的壕沟，结合遗址中发现的遗物，认识到苏家村遗
址是一处龙山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本次调查对进一步认识日照地区聚落控制体系及小型中心聚落有
重要意义。 聚落考古包括对单个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以及聚落演变过程的研究，对单个聚落的研究是
聚落研究的基础。新砦遗址的聚落考古实践表面，在大型遗址上开展聚落考古需在明确遗址分期的基础
上树立聚落考古意识，制定收集相关图像资料、开展地面踏查和聚落群调查、寻找遗址中心区和重要建
筑以及开展多学科合作等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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