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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豫之门》鉴宝组：2022年鉴宝海选公告 战国魏大梁城位于今开封市城区偏北部，其平面布局一
直没有定论，本文综合考古钻探成果、历史文献并结合开封历史地理的实际情况，首次绘制了大梁城平
面布局示意图。大梁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有郭城和宫城两部分组成，宫城位于郭城东南部。
浚仪渠从郭城北部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宫殿区位于宫城西部正中的高台区域，手工业区位于郭城北部的
浚仪渠两侧。 通过对博爱县月山寺三块残碑的拼合、拓制和细读，可知此新发现石碑为清初顺治年间的
大学士薛所蕴题诗、康熙年间刻石的诗碑。碑文记载了月山寺在顺治年间为里甲徭役所累、日渐颓废的
情形，与薛所蕴《澹友轩文集》中《河内孙侯除豁明月山里甲记》一文对读，即可发现薛所蕴实为振兴
月山寺的功臣。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木扎提河北岸的崖壁上，这是我国开凿年
代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一处大型佛教石窟群。克孜尔石窟反映的佛教思想、艺术风格不仅影响了周边
地区，更对中原内地佛教的发展和表现形式的形成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克孜尔后山区第25窟是一座
典型的中心柱窟，窟内壁画精美，内容丰富。其中主室前壁的供养人壁画及上方榜题的婆罗迷字母题记
尤为重要。经前人释读可知，题记内容为龟兹国王及王后的名字，结合史料，可判定该窟大致修建年代
为公元6至7世纪，从而使得该窟成为克孜尔石窟中为数不多的标形窟之一。该窟所呈现的壁画风格、题
材内容、洞窟形制，都为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研究，提供了切实可信的依据。本文旨在结合实地调查
及资料搜集，阐明克孜尔第25窟洞窟和壁画保存现状等相关问题，并为学术界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研究资
料。汉画像石为我国民族艺术确立了独特的创作法则，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特别在图案构成的形式上
遵循的审美理念。汉代艺人以特有的审美方式把握着东方的艺术，形成自已构图的模式、特征和风格。 
本文依据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的形制、随葬器物的类型、石刻画像利用率的高低以及画像内容题材及
雕刻技法等几个方面，与本地区其他画像石墓与画像石纪年墓进行比较分析，判定杨官寺画像石墓的年
代应提早至西汉中期偏晚阶段。 新发现的明《徐孺人顾氏墓志铭》是一方重要的实物文献，它提供了关
于金陵徐氏家族和他们后代的诸多信息。此外，这方墓志铭是研究书丹者俞纲和刻工杨林艺术成就的不
可多得的作品。明代初期一系列的社会状况在这篇墓志铭中也有所表现。陶器起源于我国长江中游南岭
以北的江南丘陵地区，这些陶器均为圜底器，各方面都显示出原始的特征，伴出石核-石片打制石器，骨
、角、蚌器发达。这与我国北方、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发现的年代稍晚、伴出细石叶的平底陶器有明
显差异，但与圜底陶器的共存又显示了后者可能受到我国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深远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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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2世纪初，在黑龙江沿岸一带出现了大量的中俄两国的移
民，黑龙江沿岸城镇迅速出现并发展，这与两国的移民密切相关。然而这一时期两国所采取的移民政策
不同，所取得的成果也不相同，但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是两国移民带来的客观影响。在此拟对这一时
期黑龙江中俄边境移民与城市化问题作出探讨，并希望对国家的边疆政策有所裨益。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报名电话专家怎么预约-点击报名 箧和笥均是古代竹制盛放物品的。本文运用考古发掘
资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对照，对箧和笥作为先秦两汉时期简帛书籍盛具的功用作了考实，进一步探究简帛
书籍的收纳方式。位于侯马市曲沃县北赵村的晋侯墓地是山西商周原始瓷器出土数量最多、地点最集中
的一处遗址。同时，遗址西部的曲村墓地也发现两件原始瓷器。这些原始瓷器制作精细，外观精美，从
器物形制、制作工艺、胎釉特征上分析，与中原王朝的原始瓷器共性较多，但与南方同时期发现的器物
有较大差别，很可能来自于王朝的赏赐或交流。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历来并不一致，现在的书法史研究
往往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综合历的各种说法，通过归纳可以发现这一复杂现象背后有一定规律可
循：对颜真卿书法的赞美主要集中于历代的题跋中，而贬低或较为客观的评价均集中在历代较为规范的
书论中。支撑评价的依据集中在颜真卿书法与"二王"的关系上，不同评价者及评价虽角度不同，但所依
据的坐标均为在"二王"体系下所形成的一贯审美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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