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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正规热线电话-在线联系（新） 倒契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清朝
时期蒙古地区的土地制度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是研究清代蒙地移民、永佃制、文化变迁等方面的重
要实物资料。洛阳民俗博物馆藏倒契特点是买主除出钱买地之外，还需每年缴纳粮租，也就是说卖主出
卖的并非土地所有权，而是其使用权。编铙作为礼仪乐器，主要见于商代，是最早出现的青铜钟类乐器
中有一定音律关系的定音编组乐器。先秦时期礼乐的发展与商代编铙的成熟使用有着密切联系，以编铙
为代表的商代乐器组合和以编钟为代表的周代乐器组合有着明显的发展演进关系。12年5-6月，三门峡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市区大岭路南段西侧化工厂整体改造工程建设时，发掘清理了两座金代砖室墓，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豫西地区金元时期葬俗及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新材料。本文认为，目前殷墟文
化的分期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大司空村分期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殷墟发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中得到长
期实践和理论分析的验证，但是，随着田野工作和研究的进展，这种分法已经囊括不了考古实践中新发
现的考古资料。比较合理的殷墟文化分期应当综合现有殷墟出土陶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成果
，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期体系。合葬墓是我国古代埋葬制度的一种主要葬制。商代合葬墓类型多样，性
质复杂，有同穴、并穴同性和并穴三种合葬形式，性质有合葬墓、夫妾合葬墓、父子或兄弟合葬墓。合
葬墓极少的数量反映了商代应实行内婚制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其原因同商代妇女的地位、婚姻形态及
生死观念有关。同性并穴合葬墓是联合家庭下的兄弟或父子合葬及昭穆制度的反映。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正规热线电话-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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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晰



戈铭照片，以及铜戈的时代特征，旧释五年桐丘令戈应为五年雍丘令戈，它与新出廿八年雍丘令戈皆是
战国中期魏惠王时期，据此可知雍丘在战国中期已属魏国并置县。殷人用龟与用骨，多将卜辞契刻在正
面，因此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对正面卜辞的研究历来都是放在首要地位的。而甲骨背面多施以钻凿，又
有刮磨的痕迹，背面卜辞或多为前辞、占辞、验辞，或残泐不清，所以常常被忽视。事实上，这些在正
面看不到的前辞、占辞、验辞等，往往可以提供大量重要的信息，如占卜的时间、贞人、事件的发生过
程与结果以及其它相关因素。这些重要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辞意，把握整版卜辞之间的关系，进
而系联相关的同文、成套卜辞并合理地类比、排谱等。本文在整理卜骨背面材料的过程中，特别留意背
面卜辞反映的相关信息，并利用正面与背面卜辞的残字以及正面与背面卜辞对比等信息，缀合卜骨六组
，同时利用这六组缀合，说明背面卜辞对正面卜辞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希望引起学界对背
面卜辞的重视。12年春季，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陕西彬县境内先秦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本文对此
次调查的13处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介绍。初步分析来看，调查所见遗存的年代主要为"先周"和西周时期，
位于彬县泾河沿岸商周时期遗存与黑河以北、红岩河流域所见遗存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红岩河流域所
见红褐陶器区域特征较为独特，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区域文化和人群构成等方面的不同。此次调查对泾
河流域商周时期文化分布、区域文化特征，先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古豳地"文化格局演
进等方面的认识，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木扎提河北
岸的崖壁上，这是我国开凿年代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一处大型佛教石窟群。克孜尔石窟反映的佛教思
想、艺术风格不仅影响了周边地区，更对中原内地佛教的发展和表现形式的形成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克孜尔后山区第25窟是一座典型的中心柱窟，窟内壁画精美，内容丰富。其中主室前壁的供养人壁画
及上方榜题的婆罗迷字母题记尤为重要。经前人释读可知，题记内容为龟兹国王及王后的名字，结合史
料，可判定该窟大致修建年代为公元6至7世纪，从而使得该窟成为克孜尔石窟中为数不多的标形窟之一
。该窟所呈现的壁画风格、题材内容、洞窟形制，都为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研究，提供了切实可信的
依据。本文旨在结合实地调查及资料搜集，阐明克孜尔第25窟洞窟和壁画保存现状等相关问题，并为学
术界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鸟形盉铭文的重新考释，尤其是铭文
中出现的西周时期相关法律用语"誓"、"鞭"、"笰传出"、"出弃"等词，与已出土的金文进行比对研究，有
助于对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中的"鞭刑"、"流放刑"作进一步的探讨。此外，铭文中两次出现"誓"字，将铭文
中的"誓"和已出土金文资料进行比较、归纳、研究，"誓"在西周时期的诉讼、审判等领域曾被广泛使用，
表明"誓"在此一时期具有较强的法律意义和法律约束力，为研究"誓"在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和法律
效用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 曹魏正始五年《石门铭》所见郎中、司徒从掾位，即魏晋史籍中被称为王官
、司徒吏的群体。王官、司徒吏与九品中正制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群体应该渊源于汉代察举与辟召制下
的三署郎、公府掾。魏晋时期，伴随着自身原有职掌的丧失，他们常受命承担一些临时性职使，活跃于
地方军政事务中。由于具备了虚衔化的特征，王官、司徒吏又常被统治者用作赐官，由此人数急剧膨胀
，成为官僚体系末端的一个特殊群体。木工司马一职是曹魏时期伴随着材官校尉而创设的，当时又存在
着以都匠冠于官衔之前的职衔组合，《石门铭》所见都匠木工司马恰反映了这一点；当部匠军司马则是
隶属于系统的工匠。这两类职官的存在表明，当时对工匠的管理引入了军事化建制，一如屯田系统。《
石门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偃师商城遗
址已发现的墓葬中，作坊区内的居址葬与作坊从业者有直接关系，婴幼儿墓葬可能是生产中祭祀活动的
遗留。路土葬多见于城墙内侧道路。墓葬中的毁器行为是早期丧葬观念的延续。这些葬俗与二里头文化
有直接关系，而石椁墓和覆石葬与下七垣文化有关。高等级墓葬的腰坑和殉狗源自史前，形成于二里冈
文化时期。14年8~9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乾安县春捺钵遗址群的后鸣字区遗址进行了调查与
发掘。发现土台和大型院落遗址，院落内有建筑基址、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建筑构件、佛教造像等遗
物。该遗址可能是辽金时期皇室进行春捺钵活动的场所，为辽金考古和辽金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15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皇城西部的一处建筑遗存进行了发掘，发现台基址、院落、
道路等遗迹，出土了建筑构件、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遗物，其中带龙纹图案的瓦当、滴水和脊兽
体现了建筑址的较高等级。该建筑址可能为金世宗恢复上京城时所建，是一处重要的礼制性建筑。14年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宝马城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一座大型宫殿台基和一段回廊，出土了
瓦当、滴水、鸱吻、凤鸟、龙爪等建筑构件和铁器、青铜器、玉册等遗物。从出土遗存特征和所处地望
看，该遗址应是金王朝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这一发现对研究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
意义。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时期，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
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所处的新时代即为庙底沟时代。总体来看，庙底沟时代是在公元前4年前后仰
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对外扩张影响下形成的，其到来标志着"早期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的形成。百
戏源于夏商，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代，其后在表演形式、技艺等方面不断发展。本文结合有关文献



记载和出土文物对百戏在各时期的发展特点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正规热线电话-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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