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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强大专家阵容     细致的专业鉴定讲解     为您的藏品把脉问诊！    
16年来，初心不改 排水管道是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长安城历年的考古工作中多有发
现。这些排水管道遍布于汉长安城各处，所用陶管形制、连接方式和管道形制等各有特点，与其他排水
设施和汉长安城建筑格局等方面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西汉时期都城排水系统建设的辉煌成就。
邾国故城遗址春秋时期遗迹有灰坑、水井、房址和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鹿角料和骨料。战国、秦代
遗迹有灰坑、水井、窑炉和灰沟，出土遗物有陶器和兽骨。汉代遗迹有灰坑、灰沟、水井、窑炉、窖藏
和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铁器和兽骨。此次发掘，为遗址的年代和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在线鉴定哥窑-点击报名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大量的俄侨涌入哈尔滨。虽然在中东铁
路管理局及所谓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的庇护下，俄侨具有诸多的特权，但官方政权也有许多力不能及之
处。受早期俄罗斯公民社会思想的影响，哈尔滨的俄侨成立了诸多的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这为其民
间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空间。在哈俄侨非营利组织民间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协调、与沟通、社会
服务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这些民间治理经验对其后的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虚拟博物馆发展特点，分析了虚拟博物馆的影像技术运用情况，并结合安徽省
博物馆利用36度全景技术建设虚拟博物馆的经验，探索36度全景在虚拟博物馆中的价值和优势所在。"圭
瓒"在册命金文中是极为重要而且特殊的赏赐物，具有传世文献中"命圭"的性质和作用。究其原因，被赏
赐者身份与官位的尊崇、是否属于重命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在关乎王朝存亡的危机时刻其人是
否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否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 石林会议旧址原为法隆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十年(64
6年)，因1947年6月刘邓大军在此召开一次重要军事会议而得名。本文以法隆寺的兴衰及建筑特点为起笔
，考释了当年刘邓大军在法隆寺佛殿中召开军事会议的情况，肯定了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并对石林会
议旧址的建设保护及功能拓展进行了相关研究。3年5月—7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陇海路与紫荆山
路交叉口的西北角，郑州卷烟厂厂区内发掘了112座墓葬，其中有两座为仿木结构的砖雕墓。这两座墓葬
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均为南北方向的砖砌仿木建筑结构单室墓，墓室为四边形，墓壁有精砖雕，年代为
北宋早、中期。隋唐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千
多公里的大运河。其开凿对于隋唐时期、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集权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
用。本文分析了洛阳的地理环境、建都史略、水运基础、隋唐大运河开凿的历史背景和由其开凿而促进
的隋唐时期洛阳、经济、文化中心位置的形成，以及中晚唐时期受战争、通航条件、气候、灌溉和漕运



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使洛阳逐渐远离了中心位置。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
。公元前3-15年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复原该时期农业经济特点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在西辽河流域、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等6个地区选择
了15处考古遗址，采用浮选法获取了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5种农作
物。出土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各地区农业生产特点不尽相同，其中有
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稻旱混作农业等，而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最值得关注，呈现出由单品种
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变的特点。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有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减
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等诸多优越性，这种特有的农业发展模式应该与中华文明的
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应关系。 《程氏墨苑》中的四幅圣像画是明朝中后期传入的一个例证。圣像画的
赠予者利玛窦希望以此来传播宗教，受赠者程君房则希望以此来增加《程氏墨苑》的市场竞争力，而执
笔者丁云鹏对这些圣像画做出艺术上的处理，最终形成书籍流通过程中的圣像画面貌。本文分别从礼物
、宗教图像文本和版画制作艺术的角度分析这些圣像画，讨论艺术品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
媒介作用，以及不同文化对于艺术品的本土改造和有意误读。通过《程氏墨苑》中这四幅宗教绘画的境
遇，可见绘画于明末清初所面临的西方绘画技法冲击，以及艺术家对于这种冲击所做出的解读和回应，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宗教艺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侯"字的甲骨文形体为"从厂
从矢"的会意字，其形体义为人执箭位于垂直陡峭的崖壁之状。"侯"一词完整的发生背景为：处于边境的
方侯，拥有，从事伺望任务；而"侯"一词本义域的构成则可重构为：方侯[义素]执箭位于垂直陡峭的崖壁
上伺望[义素]。在三峡地区已发现8处人类化石地点，既有距今2万年左右的欧亚大陆早期人属成员，也
有距今1万余年的晚期智人。这些材料对研究直立人及早期人类和晚期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等，均有非常
重要的学术意义。客观总结并科学规划三峡地区的古人类研究工作，是该地区相关科研领域取得突破性
进展的关键。在数量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对徐悲鸿风景油画的绘制时段进行了依次考证，为后续研究务
实了基础。徐悲鸿在留法之初即开始画风景油画，但他绘制风景油画的主要时段集中在2世纪3、4年代，
尤其是4年代初旅居印度、云南期间，5年代以后基本不再画风景油画。11年3月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重新
对外开放，新展中有一个《古代佛造像艺术》的专题展，其中展出了1件隋唐时期的"善业泥"，文字说明
为"善业泥佛像"，并解释这种工艺的制作方法是"用净水澄泥，再以细绢过滤，调匀颜色，和以胶水，铸
铜为范，由范成像"。笔者一直对这类造像感兴趣，而国博展览的说明留给我们阐释的空间很大，同时考
虑到藏传佛教流行制作的擦擦与之的对应关系，本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这种小型佛造像的名称，二
是汉藏这种小型造像的题材比较。木俑源于战国楚地。汉代木俑集中出土于四个区域，以甘肃为代表的
河西地区，以四川、两湖和江苏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其中江苏地区出土木俑以扬州、淮安、宿迁、连云
港市域为主，类型多样，有仪仗俑、侍俑、伎乐俑以及动物俑。其所代表的文化传承、内涵以及文化属
性显示出楚文化的重要影响。江苏汉代木俑制作延续了楚国木俑制作方法，分别是整木雕刻和拼接。木
俑线条刻画上，江苏木俑整体偏圆润，楚俑线条方硬。在发饰、服饰等方面，江苏木俑也与楚俑表现出
明显差异。在木俑组合与墓主身份上，西汉早、中期木俑以兵士类仪仗俑为主，侍俑为辅，有一定数量
的乐舞俑；中晚期以生活类俑为主，舞俑、乐俑基本消失不见，部分汉墓仅出现动物俑。楚俑"镇墓兽"
职能在汉代木俑中已经淡化，但不同地区的随葬木俑在随葬位置上具有一定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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