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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文字记载的文献，是古代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但在物质文化领域，文字记载则不够、具体和形象，给
学术研究造成局限。直到2世纪中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学者在继承传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利用出
土和传世文物中的形象史料，结合文献对文化史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取得突出
成绩。在考古学科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形象史学的理论方法逐渐为学界认同，表现
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完全用绘画、雕塑等艺
术形象研究表述的通史，是形象史学创新理论的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工程的竣工还可
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语言和国界的读者展示历史，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前期文化艺术造诣较高的帝王，通过艺术的制作、欣赏与投赠等活动，实现其统治
，推动艺术的兴盛与繁荣。在艺术形式方面，宣宗采用文人墨戏的兼工带写绘画手法，是唐宋以来文人
精英阶层的艺术风格，以当时禅理学之因缘，倾向于幽微简远之，这种"雅"的艺术样式以宋神宗、苏轼
、米芾为代表。在题材内容方面，宣宗描绘宗教和民俗图像表达君王对生活的向往，或将绘画应用于岁
时礼俗，以此增进君王与群臣之间的交流，充分发挥艺术的功用。现存朱瞻基的生肖绘画便是这类艺术
创作的代表作品。本文运用图像学、民俗学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这些绘画的艺术形式
、题材内容与宫廷文化、民俗信仰的内在联系，探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在、文化和社会生
活中的意义。另外，以史为镜，这种雅俗融合的艺术范式在当下艺术发展中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可分为元魏皇宗陵区、高齐皇宗陵区和中下层官吏及平民墓葬区三大区域，一般
分布在以邺城宫城为中心的5~15公里的范围内。墓群中"家族葬"明显，或依长幼尊卑，自南向北顺序排
列；或分为南北两排，以南为尊。东魏北齐陵墓制度既继承了秦汉传统，同时也有所创新，并直接影响
了隋唐及以后的陵墓制度。1年在福建长泰县境内龙津溪中游发掘了四处商周时期浮滨文化的石器制造场
遗址。其中后厝山遗址保存，石制品堆积内涵单一，应为石器初级加工营地。该遗址群的发掘与整理，
为浮滨文化石器制作工艺的复原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对探讨商周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石器生产与交
易方式也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文基于对淅川古民居的调查与研究，从地域、空间布局、构造、艺术等不
同角度揭示了其在南北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下，并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联系鉴定-点击报名 本文探讨对象为玉、石器大型钻孔技术，此技术很有可能与辘
轳轴承器的发明有关，本文将通过实验考古等方法，复原古代钻孔技术所使用的轮轴机械及加工动力系
统。本文以近年公布的石刻资料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和历史背景，对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藩镇诸州刺史



的相关情况加以补正，希望能使《唐刺史考全编》更加完备。在徐州已发掘较多陪葬陶俑的西汉墓葬，
出土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的西汉陶俑。陶俑因用途等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组合，并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
点和发展特征。初步推测徐州地区陪葬陶俑的西汉墓葬墓主多为刘姓贵族。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组合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用俑陪葬的制度及徐州西汉墓葬的地域特征。1年4月发掘的白鹭洲战国墓M566为
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墓主为女性。墓葬中出土一椁三重棺，以及铜器、仿铜陶礼器、漆木器及玉器等
随葬品。墓主身份应不低于大夫级，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此墓葬的发掘丰富了战国时期皖西地区
楚墓的研究资料，对研究安徽地区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年11月至23年1月，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对面墩墓地发掘了三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M1为带双耳室的前、后双室墓，规模较
大，墓室结构基本完整；M2为带侧室和排水沟的横前堂双后室墓；M3为带耳室的单室墓。三座墓共出
土陶器、青瓷器、铜器、铁器、金器、玉器等各类遗物161件(套)。9～21年在鹿泉西龙贵墓地清理了唐宋
时期的小型墓葬21座。墓葬分砖室墓、砖椁墓和土坑墓三类，部分墓葬有简易棺台，死者似直接陈尸于
棺台或墓室地面。盛行合葬和仰身直肢葬。北宋后期葬俗发生了变化，如出现捡骨二次葬、死者头枕板
瓦等习俗。出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铜钱和板瓦等随葬品。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联系鉴定-
点击报名 通过对商周青铜匜与盉专名字形的排比可以揭示：字不是匜，而是盉的形象，该字与见于盉自
名中的一类偏旁，都来自卜辞"注"字的简化。此类专名字形反映盉使用过程的两个突出特征：用单鋬形
或"廾"旁表示液体的倾注；用声符"禾"旁或手持勺状物伸入"皿"口表示搅拌调和之意。此类字形出现远早
于青铜匜，因此不宜被认作青铜匜的形象。早期维摩诘变相的创造与展开，是一个内容不断丰富、表现
形式逐步精细的由符号象征渐趋图像叙事的过程。北魏云冈时期、北魏龙门时期、东魏北齐时期、隋唐
初期为早期维摩变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由于资料和研究视角的限制，前辈学者对于公元5世纪末至6世
纪末这1年中维摩诘变相发展演变的脉络重视程度不够，阐述也不够清晰。因而，有必要在新的资料条件
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探讨。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联系鉴定-点击报名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联系鉴定 孟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商代遗存，许多遗迹和遗物在一般的居住遗址中
是很难见到的。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文化遗存的内涵，结合孟庄遗址的延续时间和地理位置，认为孟庄遗
址应是商王朝东征时建立的临时军事重镇，是商王的重要驻跸地，在商王仲丁和河亶甲东征时发挥了重
要作用。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参加方式-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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