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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热线热线电话-在线联系（新） 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出土石制品近4件，原料以石英、砂
岩与石英岩为主，另有少量细砂岩与变质砂岩，类别有石料、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碎屑及使用砾
石，成形石器相对较少。第1地点遗存的年代为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磨刀山遗址是
广东省目前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15年7~1月，辽上京考古队发掘了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
发现宫城墙、夯土台基、慢道等遗迹，出土了一批辽代及其以后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器。宫城东门是一
座"分心槽"布局的殿堂式城门，与其他过洞式城门不同，是研究辽代建筑技术、辽代都城城门制度、辽
代都城的朝向布局等方面的重要资料。13年，临淄区文物局在尧王村西南发掘了两座东西并列的甲字形
土坑木椁积石墓。椁室四周的生土二层台上各有两座陪葬墓和一座器物坑。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
、石器、水晶玛瑙器、蚌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组合，推测这两座墓为并穴合葬墓，年代属于战国
早期晚段，墓主为齐国大夫一级贵族。本文对夏王朝年代做了依三代以后王朝积年世数的另类推测，得
出由启建立的夏王朝应始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并结合考古资料对相关夏代都城及夏文化问题做了探讨，
认为：登封王城岗古城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可能是禹、启所居，新砦古城为夏启至少康时的早期
夏都，二里头遗址为帝槐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城；夏文化应是一个将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概念，指夏
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文化，"新砦期"遗存是形成期夏文化，二里头
文化是成熟期夏文化。西汉时期，影响帝陵分布或布局的因素很多，有卜选陵址，堪舆术的利用，选择
地理、地势较好的"形胜吉地"，充分考虑族葬及与都城的关系等。早期阶段，出于对礼制等恢复及自身
发展的需要等，在对昭穆制度非全部继承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
，昭穆制度逐渐不存。总的看来，西汉帝陵在分布或布局上有继承，有创新，也摒弃和改造，具有明显
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特征。据清代乾隆年间鱼翼《海虞画苑略》所载，乾隆以前常熟画家就有296人。在此
之后，更是代有才人，成为少有的几个画家密集地之一。元代黄公望创浅绛山水法，其画风成为后代山
水画家所钟爱的典范；到了清代初期，王翚、杨晋为代表的"虞山画派"成为画坛主流，被誉为"画坛正宗"
。常熟风物闲美，山川佳胜，诸多私家园林借虞山之景而筑，成为江南地区典型的文人雅集之地，众多
虞山画派画家因此而留下了许多叙事性园林绘画。由于这些画作往往为应园主人(雅集组织者)之邀而作
，画家在绘画技法上遵循传统，但于结构布局上更趋于注重展现园林风貌，具有强烈的写实性。这些绘
画为我们提供了建筑格局、地理位置、人物交游等诸多要素，还原了明清江南园林风貌，艺术价值与史



料价值并存。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热线热线电话-在线联系（新） 本文从大量中原地区汉族女子服饰的考
古资料入手，对其发式和服装进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得出汉代女子服饰(发式和服装)的发展演变规律
是：发髻的位置由低向高发展，即西汉早中期以背后或头后挽髻为主，几乎不见头顶挽髻，至西汉中晚
期开始出现头顶高髻，之后头顶挽髻开始普遍流行并盛行于东汉；头发上的装饰呈现由少到多，由朴素
到繁杂的转变；女子服装则由西汉早期的紧身束裹，发展到西汉中后期的合体，至东汉开始变得宽松，
直至发展到东汉晚期的肥大；女子服饰整体风格是由严肃拘谨向轻松活泼转变。关于大的失败，论者大
多认同陈独秀和都有相应责任，但操控的苏联如何使主义运动利益服从于苏联国家利益?为什么在大中始
终支持蒋介石?陈独秀的右倾怎样在压力下被迫产生?对大失败承担什么责任?追究大失败责任时怎样落到
陈独秀一人头上?瞿秋白怎样成为临时总?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怎样认识它的局限性
和不足?人挽救大的努力，开始时遭到的错误指责，后在汪精卫叛变的情况下，才转而支持独立自主。本
文通过考察大失败原因和挽救大的努力，试图厘清上述问题。两汉都城之间的布局变化表现为：宫城布
局由西汉的多宫向东汉的南北两宫演变，宫城面积占城市面积的比例下降；其社稷和宗庙开始由宫城移
至城南郊，但与宫城依然呈"左祖右社"的格局；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以及太学设置在东汉洛阳
城南郊显要位置，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城市供水由西汉长安城的单供宫城园林用水，发展为布及整
个东汉洛阳城的水资源综合利用，亦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 "文人画"在明代绘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作品与所题诗文往往形成互文关系，体现出较为复杂的含义。国家博物馆藏明代赵金《江村渔乐图》
历来少被关注，而此图可能是其传世作品。赵金为明代隐士，长于诗词文章，与当时名士多有往来，在
当时江南文化圈中具有相当的声望。本文认为，将《江村渔乐图》置于整个文人"渔父文化"的脉络中进
行阐释有其合理性。该作品所显现出的特征及其图像与之后的题跋，不仅是对赵金、文徵明等人精神追
求的诠释，更体现了当时文人在"入世为官"与"出世隐居"之间徘徊不定的复杂心态。周代是我国古代砖瓦
材料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周代砖瓦窑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研究，并对该时期不同阶段所使用的砖瓦窑的
型制和结构特点、砖瓦窑的建筑方式、砖瓦生产专业化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克孜尔石窟壁
画中的耳饰大体包括玦、耳珰、耳环及耳坠。玦又分为素面、阴刻环纹及配宝珠三种类型。耳珰可分为
圆柱形和圆环形两种类型。耳环表面有的为素面，有的刻环形纹或花瓣，有的镶嵌两排宝珠。耳坠则分
为挂穗形、尖锥形、桃心形和宝珠形四种。其中，素面耳环和宝珠形耳坠一直流行。在古代龟兹，只有
王公贵族佩戴耳饰，而且地位越高佩戴的耳饰越复杂，说明佩戴耳饰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尖锥形的耳
坠仅有女性佩戴，说明不同的性别在佩戴耳饰的种类上有一定的差别。龟兹地区民众在耳饰的佩戴上表
现出强烈的选择性和一定的创造性，他们没有佩戴玦和耳珰，显示了与古代新疆地区耳饰传统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在耳环样式的选择上，又选取了源自印度和中亚的样式。至于耳坠，则是在借鉴印度中亚
耳珰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形成了具有本地审美取向和社会风尚的类型。珍珠门文化作为商周时期的东
夷文化，首先发现于胶东地区。随着鲁北地区考古材料的丰富，特别是潍坊汇泉庄、淄川北沈马等遗址
的发掘，表明以素面红陶鬲为代表的非典型商周文化遗存应属于岳石文化之后珍珠门文化的范畴。鲁北
地区作为珍珠门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存续下限可至西周中晚期，说明该地区的夷人文化系统并没有被商
文化完全取代或同化，而从西周早期开始，东夷土著文化与周文化逐渐融合，西周中期之后其主要文化
因素也逐渐融入周文化之中。根据唐萧元礼家族墓志，可以推断龙门185号张氏瘗窟开凿于8世纪初。张
氏先葬此窟，开元六年(718年)又与其夫元礼合葬于龙门南山西原萧氏家族墓地。张氏瘗窟与合葬墓先后
修建的事例可作为唐代俗礼与佛法丧葬观念冲突及调和的反映。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8～29年发掘简
报28～29年，对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26多座墓葬。其中石寨山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
坑墓，人骨保存完整，葬式复杂。出土遗物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等，以铜器为主。墓葬年代为
战国至东汉初期。该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石寨山文化和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等具有重要价值。9年秋季
和21年春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李家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
遗址有多层文化的叠压关系，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原地区
从旧石器时代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历史。1～
28年，对重庆市忠县将军村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汉至六朝墓葬共计257座。比较典型的5座汉墓中
有3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座为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汉墓
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当地汉至六朝时期的葬制、葬俗等提供了新资料
。8～21年在山东高青陈庄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并在城址内揭露了房基、祭坛、灰坑、窖穴、道路、水井
、贵族墓葬、马坑、车马坑等遗迹。其中贵族墓葬内出土多件铜器，有2件铜簋的铭文各达7余字，并首
次发现带"齐公"字样的金文材料。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至中期废弃，墓葬年代多属西周中期。该遗存
的发掘，填补了早期齐文化的空白。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热线热线电话-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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