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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藏品需要上华豫之门 -  专家鉴定- 藏品交易买卖》 报名热线郑州商城房基最早发现于2世纪5年代
，主要发现地点位于内城东北角的白家庄、外郭城西部的人民公园和内城北部的紫荆山铸铜作坊遗址内
。目前发现的商城房基可以分为地面式、半地穴式和窖穴式三类。房基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
不规则形等。但最常见的形状是长方形，有的房基在建造过程中或建造之后有举行祭祀礼仪的习俗。此
外，本文还对郑州商城小型房基发现较少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曙光》杂志是五四以后新思想、新思潮
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之际创办的一本进步刊物。刊物创办之初以科学促进社会改革为宗旨，广泛宣传科学
救国思想。不久，《曙光》的编辑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大量登载介绍苏俄的文章，表现出社会主义倾
向。这一转变与马克思主义在的广泛传播，以及主要成员深受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的影响是
分不开的。《曙光》编辑思想的转变，正是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有较的认识并进而接受社会主义过
程的缩影。"图式"一词在美术类文献中经常被误用。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图式"的源流以及它在哲学、心理
学、语言学和艺术史中的广泛应用来阐释其意义和重要性。"图式"是存在于记忆中的认知结构，是对事
物的概括认识。"图式"最初通过遗传获得，之后则通过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流和不断被修正而发展。绘
画中的"图式"概念虽然被赋予了具体的可视性形体，但它基本是一个"原型"的概念，这个"原型"具有很大
的先验性和普适性。因此，把"图式"视为个性化的风格违背了其原本的涵义。本文对焦作温县南平皋东
周墓葬的7例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南平皋东周墓葬两性居民平均死亡年龄为42，43岁；女性颅
骨在种族特征上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存在较多相似之处，应属于先秦时期中原地
区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同时不排除受到古华北类型居民等其他人群的影响。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为158.9
厘米，处于同时代北方不同体质类型人群中的中等偏上水平。在南平皋东周人骨上也发现骨性关节炎、
创伤、龋齿、牙釉质发育不良和牙齿生前脱落等病理表现。华豫之门报名鉴宝东晋后，伴随各类净土经
典的翻译、重译和传播，弥陀净土信仰逐步发展，并反映出其禅法、般若学内蕴。同时，西方净土造像
也体现了禅观之功能与特点。此外，无量寿佛像的造作从一开始就可能出现了显隐两条并行的发展线路
：一是立体雕刻，笔者称之为"尊像图"系，其为显线；二是平面绘刻，笔者称之为"经变图"系，这条线路
比较暗弱，长期以来学界重视不足，遂为隐线。本文将对隐微于佛教文献中的早期"西方净土变"萌芽予
以揭释。华豫之门报名鉴宝专家于彪电话韩江自古以来就是闽西、粤东、赣南的商贸大动脉，韩江航运
带动了上下游之间的商贸交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航运贸易为客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但是在行商途中也面临诸多的风险，如官吏勒索、艇户讹诈、牙商侵渔等。为了谋利保命，客商们赴官
申控、建立会馆公所、设立船局来规避风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华豫之门报名鉴宝专家于彪电话-在线
联系（新）清代是黑龙江地区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城镇的形制分为无明确形制(分散型)城镇和明确形
制(集中型)城镇。双层城垣的城镇为将军衙门所在地，单层城垣城镇修筑较晚，多为商业交换中心或屯
垦地区；城墙质地分为土城、木城和桅木隔石(土)城，城镇级别越高，城墙质地越高级；城门数目和城
墙相关设施符合传统城镇形制。城镇的行政级别与城镇人口(率)、城垣结构、城墙质地、占地面积成正
比。衙署居于空间布局的主体地位，位置多偏东或偏北，位于地势较高、风水较好的地点；学校多建于
城内东南方向；祭祀场所分布十分广泛；民宅和业店铺多居于外城。8年8月至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对在营口市鲅鱼圈区天瑞水泥厂发现的汉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38座，其中砖室墓4
座。砖室墓均有绳纹砖做建筑材料的现象，均有东向墓道，多数墓葬墓室底部铺砖均呈人字形。墓葬规
格相差不大，由于破坏较严重，人骨已不存，葬式葬俗均不详，有用木棺的现象。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
，器形有罐、壶、钵、奁、灶、釜、甑、俑等，另有石器、铜器、铁器等。其中发现的陶俑，高度写实
。砖室墓年代可以推断为两汉之交，或可晚到东汉初期。该批墓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对于研究两汉
之交中原文化和辽东郡平郭县一带的东北土著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东汉
至三国时期的姜城城门遗址中出土一具大型石兽，其制作年代在东汉末期，在同时期的城门遗址中尚属
首次发现，意义重大。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本地区东汉晚期以来流行的墓前石雕
虎形翼兽是其形象的直接来源，而这些石雕翼兽可能与中原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
另一方面，该地区当时为汉、夷、羌的交接处，据相关文献记载，此种城门石兽与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和
民族心理有关。东汉末年，该地区汉夷关系一度紧张，汉人根据夷人畏惧神灵怪兽的心理，在城门口放
置大型石雕虎形翼兽，用来威慑夷人。而此种石兽则在夷人的反叛中被破坏，汉族官吏的颂碑也多次被
凿毁，整个城门也毁于兵燹。该石兽、石碑、城门遗存及其毁坏痕迹为当时汉夷关系的一种物证。雅安
地区特别流行此种大型有翼石兽或许也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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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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