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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河南《华豫之门》鉴宝组：2022年鉴宝海选公告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巩义涉村镇发掘一座唐墓，这
座唐墓出土器物以三彩器居多，其中镇墓兽、武士俑等形体高大，对研究盛唐时期郑州地区的唐墓有一
定帮助。 西北汉简是研究汉代边塞屯戍的珍贵资料。本文搜集考察西北汉简中涉及到的汉代边塞屯戍官
吏士卒日常生活中所用各种居室什物，并依据简文试图对这些的形制、价格、来源等进行探析。所谓"居
室什物"，主要是指包括家具、炊具、餐饮用具、盛贮器、游戏等等在内的各类日常生活器物。通过传世
文献、出土考古实物与西北汉简相互印证，不仅可以考察汉代边塞屯戍官吏士卒的日常生活器物，同时
还可以借此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器物以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器物为主，实际上大多也是汉
代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器物，所以也可以与汉代内郡出土器物互相参照，从而进一步了解汉代普通民众的
日常生活，丰富我们对汉人物质生活的了解。东周时期，铜铸币开始广泛流通。铸钱工艺脱胎于青铜器
范铸技术，因此早期的铸钱一般都在青铜器铸造作坊进行。在古代存在着石范铸造、铜范铸造和泥范铸
造三大铸钱工艺传统。石范铸钱工艺的出现和主要使用阶段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早期石范铸
钱非常流行，此后该工艺几近消失。本文立足于考古材料，尽可能搜集已出土的东周至秦汉时期不同钱
币种类的石范资料，在此基础上考察石范材质选择、刻制工具、制范技术；根据背范材料、石范使用痕
迹，探讨石范的合范浇铸技术，力图对石范铸钱工艺进行系统研究。在石范铸钱工艺研究基础上，又对
古代石范铸造传统、西汉早期石范铸造工艺兴盛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石范铸钱工艺在古代范铸技术
的地位做出客观评价。从多重因素综合考虑，本文将南阳汉画像石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初创、成长、发展
、成熟四个时期。这将使我们从理性和地域特色上更加清晰地了解南阳汉画像石发展的脉络，从而更深
刻地从总体上把握汉画像石发展演变的历程。 本文列举了对《考工记》中"金六齐"的不同认识，提出了"
六齐"说中金锡比为合金体积比的观点；依此观点对柏林东亚艺术馆藏铜镜成分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
明，自公元前1世纪起，铜镜成分普遍符合"六齐"配方，反映了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考
工记》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而得以广泛流传，其所涉及的技术规章也因之得到广泛遵循。 随州叶家山
墓地是211年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墓地揭露出早期曾国公墓，墓地的年代及布局值得研究。按照本文的
分析，叶家山墓地为东西向横向排列，国君及其夫人墓足、头相对，占据墓地核心位置。目前已经发现
的墓葬，包括有曾国最早的三代国君及其夫人墓，其称谓也各有不同。1年11月至211年1月，国家博物馆
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组成肯尼亚沿海水下考古工作队，开始实施中肯合
作肯尼亚沿海水下考古援助项目，并顺利完成了年度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工作主要围绕肯尼亚沿海地区



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进行，发现了6处水下文化遗存线索，并对拉穆岛谢拉东侧海域水下遗址进行了较
大规模的水下调查和测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为下一年度深入调查奠定了基础。本文考察了华北地
区磨制石器的制作工艺，并和打制石器的制作技术与石料进行了比较，认为磨制石器虽然制作程序复杂
，但技术简单易操作，石料种类繁多。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工具的过程和华北地区
农业起源和定居的发展过程契合，说明磨制石器这种选料广泛、易操作的制作技术可能是适应了华北地
区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发展，逐渐取代打制石器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良渚文
化玉器产地是其玉器和社会研究的本源问题之一，其又可以分解为玉料开采地和玉器加工地两个方面。
在系统分析良渚文化玉器的矿物种类及玉色、外观结构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将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透闪石-
阳起石玉料分作纯色料、杂色料和"鸡骨白"三种。针对良渚文化玉料开采地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科技
考古工作的相关探索及研究现状，并着重分析了小梅岭玉矿的产源可能性。基于对制玉遗存的界定，笔
者随后详细梳理了良渚文化目前的相关发现，最终认为，苏皖浙三省交界处的大面积山地区应是探索良
渚文化玉料开采地最主要的区域；而良渚遗址群中的塘山遗址和宁镇地区的丁沙地遗址应为良渚文化两
个明确的玉器加工地，嘉兴地区和苏沪地区也很可能存在当地的制玉作坊。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服务热线电话-点击报名 东西方历史建筑在建筑材料、建筑类型、空间布局、发展演变
和留存时间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二者在自然环境、经济模式、宗教思想、社会意识和自然
观方面的不同特点是造成这些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差异也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不同风格。山西
省境内现保存有辽金时期8%以上的寺观彩塑。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内的33尊彩塑是辽金雕塑艺术中的精
品。本文从实地考察出发，分别对其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即五方佛、胁侍弟子、菩萨和二十四诸天等的
题材组合与样式、体量与尺度的次第安排，尤其是对二十四诸天塑像在总体布局、造型语言、审美、服
装样式、雕塑影像与细节上所进行的艺术处理，结合当时社会生活做了深入分析，并将其与主要存于山
西省境内的唐、五代、辽朝时期的相关遗存做了比较，由此认为，善化寺辽金彩塑是我国内地现存年代
最早、规模最宏伟、艺术水平的佛教造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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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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