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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河南省南阳市八一路44号楚国贵族墓中发现了两件蔡侯申簠。本文结合相关材料，对蔡侯申簠的制作时
间以及蔡与楚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该器应是蔡昭侯为蔡申联姻赠送给蔡女的陪嫁礼物，其时间应
在公元前518年到公元前56年。新发现的鲍子鼎铭文，经吴镇烽先生考释，基本无疑义。本文仅对铭文中
"君"字的理解略事补苴，并对"柬"字的考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柬"当读为"间"，训为"间隙、嫌隙、隔阂"
等义，是作器者鲍子委婉地祝愿鲍家的女子仲匋姒不要被夫家所出的意思。栋脊柄刀始见于商代中期，
商代晚期便有了较大发展，西周之后渐衰，多出土于北方的陕西、河南安阳等地，是商周青铜的重要品
种。本研究认为，其特殊的脊背外部形态和固柄方式是这种刀最为基本的特征，以此特征为主，再参照
锋刃部形态，便可将之分成三型：即"夹脊柄型"、"銎脊柄型"、"夹脊銎脊柄型"，之下可再分成若干个样"
式"，如"有阑无内式"、"卷锋多銎直刃式"等。本研究还认为，从技术史的角度看，栋脊柄刀应是在本地
和周边诸考古文化，在石质榫凸背刀、石质多孔刀、青铜榫凸背刀、青铜銎首刀等技术因素的影响下逐
渐发展和演变出来的。92年9月至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文物管
理所，对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村周围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共计发掘5座墓葬，其中4座为北魏墓葬，墓
葬均为带有墓道土洞墓。小型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大型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
室组成。随葬品数量不多，以陶器为主，还有铜器、铁器、料珠、泥钱等。对比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这
批发掘的四座墓葬是北魏占领大夏国首都统万城后遗留的墓葬。数字博物馆就是以目前各个传统博物馆
的数字化的成果为基础，构成的一个能够信息共享的网上博物馆。作者主要针对数字博物馆上的信息如
何进行有效组织，提出引入本体概念的思路，供从事数字博物馆研究者讨论，也为下一步制定数字博物
馆的信息规范做一个前期准备。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服务联系电话-在线联系（新） 河南博物院收藏有北
朝田延和造像，北齐天保十年(公元559年)高海亮造像碑，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千佛碑，反映了北朝
佛教造像从早期秀骨清像，向隋唐丰满圆润风格的转变。82年，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在河南省禹州市征
集一件北宋时期的钧窑天蓝釉盖罐。该罐通高2.5厘米，口径17.7厘米，足径7.6厘米。敛口直沿，上有器
盖，器盖呈弧顶折沿状，深腹，腹微鼓下垂，下有圈足，圈足、口沿露胎处呈芝麻酱色。该罐器内外均
施满釉，胎质细腻，釉层光亮，匀净细润，釉色呈天蓝色，釉面布满细小的粽眼。器内有窑粘两处，对
研究钧瓷的烧造工艺有重要价值。5年发现了郑州商代遗址，1955年在遗址中部发现了闻名中外的郑州商
城。揭示了商代前期的文化面貌，为探索夏文化打下了基础。郑州商城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距



今约35年，后为仲丁之隞都。八里岗遗址多人二次合葬墓M13共埋葬有约126人，死亡时间差在2年以上
，其中至少5个个体分别来自三个母系血统，群体的继嗣系统应当是父系。随葬的138副猪下颌骨，来自
长达4年以上的收藏。墓中所葬人骨来自所搜集的聚落中部分死者的尸骨，这样的墓葬应是聚落中施行合
葬仪式的结果。沁阳市文保中心的文物库房内，保存着一册明代朱载堉编撰流传下来的曲谱《工尺谱》
，该书是以"师徒口传身授"，用工尺谱记谱写法手抄的曲谱，是明代朱载堉音乐艺术实践的重要内容，
具有较高的历史、版本、艺术价值。 "武父乙盉"是武丁为其父所铸祭器，F1宗庙的1个房间所奉祀的神主
是自大乙成汤至祖丁的9位直系先王，也就是武丁卜辞中的"九示"，再加上武丁之父小乙。殷墟F1宗庙的
发现，证明《商书》所说的殷人"五世之庙"是不存在的，《礼记�王制》郑玄注：殷制六庙"契及汤与二
昭、二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殷人不曾实行昭穆制度。洛阳富弼夫妇墓志28年出土。墓志详细介绍了富
弼夫妇的生平，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后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经济、文化、
对流、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服务联系电话-在线联系（新） 河南博物院收藏
一件清代书法家邹振岳行书立轴，在对其表面病害、原裱形式、装裱材料(包括宣纸、绫子)等方面检测
分析后，遵循不改变文物原有的装裱形式的原则，进行重新装裱。"引河沟灌大梁"是古代军事的水攻战
例，也是开封城市生命个周期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事件，对开封城市发展影响深远。此次水攻，文献记
载极其简略，前贤关注不够。本文在复原大梁城城墙和城门的基础上，再将王贲"引灌"前后大梁附近河
道的变化呈现出来，依此反推出王贲灌大梁城时的引水地点和筑坝方式。作者试验了一套利用数码相机
和计算机进行器物绘图的方法。其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不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与传统的方法相
衔接。这一套方法不难在考古工作中推广应用，还有利于今后数据库的建立。河南博物院所藏并展出的
熹平石经两件残石为亡佚已久的《乐经》，通过此两块残碑证明《乐经》确实存在，且至少在秦火以后
的东汉，《乐经》亦曾经以儒家经书的形式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本文认为《乐经》的真正亡佚时间应该
晚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之董卓焚烧洛阳宫室之劫。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服务联系电话-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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