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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全心全意服务广大藏友！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欧洲礼品瓷器汇集了欧洲现代高档日用瓷
和陈设艺术瓷的世界品牌，代表了欧洲现代瓷器工艺的水平。欧洲瓷器最初只是瓷器，后来从造型图案
到艺术风格都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近代以来，在工业和技术进步浪潮的推动下，欧洲瓷器在工
艺技术和生产品质上不断取得突破与进步，已位居世界高端瓷器的行列。欧洲瓷器注重对精湛手工技艺
的传承，同时更加注重科技和设计的创新。他们与知名科学专家和设计合作，提高科技含量和整体设计
水平，并始终坚持把品质放在品牌经营的位。如此打造的欧洲瓷器集历史、文化、科技、设计和品牌等
多方面附加值于一身，奠定了其在世界瓷器中的高端地位。本文针对徐州苏山头汉墓中出现的陪葬与女
尊男卑现象，结合徐州地区已有的考古资料展开讨论，认为该地区西汉时期的陪葬现象多存在于大、中
型墓葬中，其墓主在生前或为拥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刘姓宗族，或为列侯高官；而陪葬者当属妾或奴仆等
与墓主人关系较为密切的人。从性别上看，陪葬者、女性都有。从时代上看，主要集中在西汉早、中期
。西汉时期，男尊女卑是社会主流，而在徐州地区西汉墓葬中出现了不少的女尊男卑现象，这正是其地
域特点的体现。徐州作为楚国的中心，聚集了众多的刘姓贵族。因为楚国刘姓势力的强盛，刘姓宗室女
的地位相对较为显赫。徐州地区西汉墓葬中出现的女尊男卑现象，应与刘氏宗室女的下嫁相关，是特殊
女性地位或自身身份的体现。 仰韶文化大房子的功能是考古界长期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淀粉粒和植硅
体分析方法，对河南偃师灰嘴大房子F1的地面及附近出土的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并据此探讨仰韶文化
时期与大房子有关的社会活动和人类行为。分析证明灰嘴大房子F附近的灶及共存的陶瓮、陶缸共同构成
宴饮活动所需的设施，包括酿造以黍、稻米、少量小麦族种子及山药等块根植物为主要原料的谷芽酒。
可复原的酿酒程序至少包括糖化和发酵。同时，这一建筑是宴饮集会的公共场所；其平整、坚硬而干净
的地面，不仅是酿酒过程保持清洁环境的需要，也可能还反映了人们在宴饮集会时对礼仪环境的特殊要
求。大房子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普遍性和形态的一致性，可能反映了以谷芽酒为饮料的宴饮礼仪是
仰韶人群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文化特征，它随着仰韶人的迁徙和扩散被带到仰韶文化分布区的每一个角落
。仰韶大房子的结构逐渐复杂化及面积不断增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宴饮礼仪规模的发展。以
黍和稻为主要谷物原料的酿酒与饮酒活动的流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仰韶时期农业生产不断扩大的社会
动力以及水稻在北方传播的社会背景。本文讨论的是两件纹饰主题为大四瓣花的铜镜。这件铜器有八个
字，可以证明战国到西汉的这类纹饰，其本来名称叫"方华"，即"方花"。"方花"的意思是标志方向的花。



得此可以证明，战国到汉代各类器物(铜器、漆器、画像石、瓦当)上的类似纹饰，其实都可改叫"方花纹"
。通常所谓"柿蒂纹"只是"方花纹"的一种。本文从殷墟出土的铜质方形器的特征和形制方面，重新考证了
铜质方形器的功用，认为是当时用于烧烤的"烤炉"。 书画传统装裱材料具有天然的特点和对字画无损害
的优势，加强书画传统装裱材料的研究，能为探讨我国书画史、装裱史、纺织史、造纸史等提供佐证，
为鉴定书画作品真迹提供重要依据，为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装裱技术提供价值依据。三杨庄聚落遗址
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
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多平方米。三
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
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
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
《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
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最近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玉饰"，由于人们对其造型存在争议，所以
其形象一直未有定论。将其与之前出土的玉熊造型及风格比较可以确定其为熊形，玉饰可以称为"熊形玉
饰"。海昏侯墓出现熊形玉饰与刘贺的思想观念、汉代的黄老之学、熊图腾信仰等密不可分。从民俗文化
意义上讲，这件熊形玉饰具有驱邪避恶、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肉体不受侵害的作用，最终目的是
帮助墓主人完成炼形，升入仙界。这既是对熊图腾文化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新
发展。大云山汉墓区为西汉代江都王陵园。为了解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出土用材，对大云山汉墓13个取
样的用材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柘树、锥木和竹子，三种用材均适合作为用材。1年冬，洛阳市伊滨区
诸葛镇1号安置小区内出土了一盒墓志，记载时代先后跨越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志文内容涉及后
汉李崧冤案、北宋李昉渊源等较多历史问题，起到了很好的证史、补史的作用，对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
具有重要价值。1年1月至211年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对荥阳后真
村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清理出唐至金代墓葬共1座，其中唐墓2座、宋墓7座、金墓1座，部分墓
葬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为唐宋时期丧葬习俗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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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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