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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报名电话-点击报名 海门口遗址已进行过三次发掘，发现大量遗迹和遗物。该遗址
的史前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三期分别属于铜器时代早期和中期。该遗址的发
掘和研究，对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史前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具有重要价值。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
证明这里是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2年对野石山遗址的发掘，发现陶窑、灰坑等遗迹，并出土陶
器、石器、铜器等大量遗物。从陶窑、出土的陶器及地层堆积状况等方面看，推测野石山遗址内存在一
个规模较大的陶器烧造场。野石山遗址代表了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相对独
立阶段，年代为公元前13～公元前9年。7年，在河南安阳市榕树湾住宅小区清理了2座商墓。其中M1为
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椁一棺，人骨已朽。在墓主棺外有一殉人，墓底腰坑内殉有一狗。出土遗物共53
件，以铜器为主，还有少量陶器和玉石器等。墓主应为商代贵族。该墓是殷墟外围地区发现的较大型的
商代晚期墓，为殷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三国时期墓葬制度是从"汉制"向"晋制"的转变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同东汉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曹魏和东吴地区。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基本
沿用东汉晚期，但又出现了一些新器型。此外各区域间的墓葬文化表现出频繁交流的特点。综合以上诸
要素可知"晋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原地区的曹魏墓葬，突出表现在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同时东吴墓
葬中的随葬品种类亦被中原地区所接纳，成为西晋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近代以来，西方人把博物馆这
一事物移植到，并伴随博物学引进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人在加深了对博物学和博物馆的认识的同时，也
把传统学术按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分类、整合。于是，近代的知识体系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蜕变。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报名电话-点击报名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
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
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
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
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
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
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
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
1出土名谒M1︰3，整理者释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证"曰"字当释作"西"。西平侯永，即见于《汉书》
的西平侯于永，为西汉宣、元时期丞相于定国之子。名谒中于永自称"孤子"，显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



据史载，于定国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继承爵位，当时尚不满3岁。又据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
《外戚恩泽侯表》记为"二十四年"误，"四"当属衍文。如此，M1︰3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4至前2
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谒记载"弘农太守匡"，据考即见于《汉书》的张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
25年)任太中大夫时上书"陈日蚀咎"，升擢弘农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25
年之后。综合两枚名谒提供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间。对郑州商城二里
岗期墓葬的分析表明，商城中聚集了多元的人群，先商以来的大型亲缘组织此时可能趋于解体，人群依
等级和职业在城内外居处。郑州商城的建造是对大量聚集的都城人口的地缘整合，同时也以其宗教意义
影响了埋葬习俗。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报名电话-点击报名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报名电话 金册是明
代分封制度的重要凭证，是受册封人的身份象征。本文通过对有关金册文献的梳理，并结合出土实物，
对金册造办、使用及存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明朝统治者依据宗室身份等级不同，册封时分别授予
金册和银册。金册由内府银作局造办，翰林院撰文，中书科书写。用金初由银作局向内承运库支取，后
由户部收买。诸王册封以授予册宝为核心，制定了一套隆重的仪式。初封诸王的册封仪式在京师举行，
袭封诸王的仪式由朝廷派遣使臣至各藩府举行。册封时间嘉靖三十二年之前无定制，之后大多安排在四
月。册封仪式结束后，金册即存留于王府。金册用于随葬，仅见于明代早期，应属个案。金册尺寸有严
格的规制，明初已定长"一尺二寸"之制，并为以后历朝所遵守，可作为出土封册实物定名的标准。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报名方式-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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