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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网上鉴宝电话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斟寻，而此种观点与考
古实际和文献记载均不相符。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二里头遗址应为夏代晚期的都城"河南"而非斟
寻，"河南"与阳城、阳翟、斟寻、原等相比较，是夏王朝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国都。本文结合新发现的
东周时期墓葬材料，揭示河套东部地区东周墓葬中出土的工具特征，并对其所反映的墓地特点和文化渊
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文研究表明，这一地区东周墓地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不同墓地的人
群对随葬器物种类的重视程度不同，各墓地男女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另外，该地区受到多方面文化
因素的影响，其中晚期中原文化因素有加强的趋势。地图一直是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交流
展览和临时展览中使用的特殊辅助展品。本文回顾了国家博物馆历史地图编绘的历史，总结了"古代"基
本陈列历史地图编辑的主要思路和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说明了历史地图具有其它展示手段无法替代的
特性和作用。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网上鉴宝电话-点击报名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束
腰爵。从形制分析，束腰爵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爵(ⅧT22∶6)比较类似，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束
腰爵的流至器底、尾至器底有明显的铸造披缝，而三足的外侧面顺着腹部自然延顺，在腹与足的连接处
以及足部的外侧面，没有任何披缝的痕迹，足部外侧和内侧有明显的凸起分界线。这些现象表明，其铸
型由2块外范、1块腹芯、1块底范、1块鋬部的活块芯构成。束腰爵三足外侧弧形凸起显著，可能是在外
范上也做了三足的型腔。X光片显示，束腰爵鋬上有四个规整的方孔，检测表明，四个方孔并没有在鋬
的表面形成镂空。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泥芯头与外范之间存在缝隙，未形成镂空的方孔。方孔的
作用一是镂空装饰，二是可作鋬部泥芯的工艺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件爵底部的外缘，与腹壁的分
界处有一处凸起，可能是浇口的痕迹。关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学术界长期存在邹衡先生和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所各自建立的两个体系，它们均经历了一个不断细化、调整的过程。一般认为这两
者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差异也不应忽视。本文在回顾这两个分期体系形成过程的基础上
，指出它们对殷墟文化期的归属以及一些典型单位的年代判断上存在差异，而其中的一些差异又造成了
它们对西北岗王陵区内14、1215号等大墓及宫庙区内乙乙十一前期、乙十二等建筑基址年代的不同认识
。在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基本一致的认识下考察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或可归结为传统年代学研究方
法的局限性、资料积累的阶段性、早期田野发掘技术的不足性等。玉米洞遗址于213年被正式发掘，发现
两处用火遗迹，出土数千件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等。划分出的15个文化层叠压关系清楚，均出土石制
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出土的石制品原料多为就地取材，以工具为主，多为修理毛坯刃缘加工而成。第2~4



层的测年数据为距今8年至4万年，该遗址堆积连续，是长期反复利用的营地居址。15年8~1月，对吉林农
安县左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左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文化遗存，清理
出灰坑、灰沟、灶等遗迹，出土较多陶器、石器、骨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此次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左
家山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上层文化的内涵、年代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网上鉴宝电话-点击报名 本文根据考古资料，分析了商代前期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
过程、聚落分布、区域中心聚落以及文化特点。本文指出，商文化阶段(即二里岗下层时期)末期到达豫
东地区的西部，第二阶段(即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前段)向东扩张达到顶峰，东北部至渤海南岸，东部
至潍河、白浪河、沭河东岸，向南至连云港海岸、盐城一带；聚落分布密集、聚落和人口数量较多以及
包含多个高等级聚落的豫东、鲁西南、鲁中南、鲁南及济南地区属于商王朝在东方地区重点经略的区域
；除高等级聚落济南大辛庄商文化与当地文化共存外，其他地区为较典型的商文化系统。龚贤作为明末
清初的山水画家，其绘画风格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清韵浑厚"与"超然意蕴"之美。他注重以山石、树丛、苔
藓、云雾、沟壑等为主要表现对象，在技法上具备了"黑、厚、润、实"的独特艺术风格。他善于采纳前
人各家用笔所长，为我所用，对各种树体画法与山石丘壑表现都有开拓性的成就，其独特技艺皴法成为
其绘画艺术的主要风貌。尤其是在山水画的探索中，龚氏独有的艺术皴法成为传统山水画皴法中常用的
艺术表现技法，因为他的皴法具有鲜明的个性艺术风彩，其的审美特征就是画面中点线应用的温润、圆
浑、厚重、透明，使山水画艺术表现极具立体感，这是龚贤对自然山水长期观察体验的结果。龚贤一生
期望生活平淡疏放，简洁朴拙。闲情逸致是其精神家园，从而获得超越现实社会与尘世之外的审美心境
，其艺术的表现与探研都给后人带来很好的启示。西域文化的影响是白瓷在华北初步发展的一个历史要
素。早期白瓷从视觉形式上讲，具有模仿西域银器和玻璃器的特征；从技术上讲，得益于西域碱金属玻
璃配方及碱釉技术的渗透。从北朝后期至隋代，粟特人和突厥人在中亚丝绸之路上的合作，极大地促进
了西风东渐，这是早期白瓷的时代背景中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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