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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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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
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遗骨、遗物的建筑。古代和东亚地区的佛塔与佛教的传入有关，是
印度"窣堵坡"与木构重楼结合的产物。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楼阁或木塔已没有实物保存，人们仅能在
考古出土的汉代明器陶楼与墓室和石刻壁画资料中对其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是对考古发掘的佛塔遗址的
复原研究。本文通过对5-6世纪北魏平城思远寺、龙城思燕寺、洛阳城永宁寺和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
塔基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个时期佛寺木塔建筑形制结构的异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为研究这个时期佛教
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娘娘寨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分期是依据郑州地区典型二里
头文化遗址主要陶器分期而进行的。参照该分期图，将娘娘寨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分别相当
于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娘娘寨遗址紧邻姑二里头文化城址，二者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推测姑城
址应为夏王朝东境顾国都城，娘娘寨遗址为顾国都城附近一处较重要的聚落遗址。瓷器研究中，"瓷系"
的概念比"窑系"在某些时候显得更为合理。钧瓷系产生于北宋末年，并一直延续至清代，而禹州钧台、
刘家门等钧瓷系窑址很可能就是北宋的汴京官窑所在。 南阳武侯祠是目前豫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处古
建筑群。武侯祠内保存有大量的泥塑、石雕、木雕、砖雕作品，体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雕塑作品
具有鲜明的道教艺术和三国文化题材、娴熟的雕塑技艺和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的特色，对武侯祠起到了
完装饰美化作用，进一步丰富了武侯祠的文化内涵，吸收和继承了南阳汉画等的雕造技法，成为中原雕
塑艺术的宝库。华豫之门报名鉴宝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帝祭祀儒家创始人、至圣先师孔子的场
所。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正殿，殿内外悬挂着清代康熙至宣统九位皇帝御书匾额、楹联以及袁世凯、黎
元洪书写的匾额。近年来研究孔庙大成殿匾额、楹联的文章屡有发表，取得一定成果，但所述匾额、楹
联的颁揭时间既不，也不准确。本文主要考证了孔庙大成殿清代皇帝御制匾额、楹联的颁揭时间，并考
察了匾联的文字内涵。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联系电话全国海选电话小双桥遗址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宫城
城墙基槽遗迹及大型青铜建筑构件，祭祀遗存数量多，分布密集，出土有与铸铜、制陶和制骨手工业相
关的文化遗存以及较多的青铜器、玉器和原始瓷器等珍品，完全具备都城的规模和内涵。而此时郑州商
城的宫殿逐渐废弃，制陶和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趋于衰落，青铜器、原始瓷器和玉器的出土数量减少，出
土地点比较分散，已不具备都城应有的规模和内涵。作为都城，小双桥与郑州商城遗址存在着兴废交替
的关系。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联系电话全国海选电话-在线联系（新）殷墟甲骨文记事刻辞中的"



"字前人未曾论述，本文结合新出花东甲骨材料对甲骨文中的 、 、 字用法作了一番考察，认为它们实为
一字异体，应释为"肇"之初文，含义上有"致送"一类意思；并强调了金文中"肇"字所从的"
"并非是"启"字，"启"在殷商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中都是从"又"的，讹变成从"支"应是西周以后的事。 南京城
南颜料坊工地近年出土的六朝墨书瓷器总计92件。迄今为止，在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墨书
瓷器数量最多、最为重要的地点，可以推考为六朝时期秦淮河岸四航之一的竹格航。根据层位关系以及
器物的造型、装饰特点等，这批墨书瓷器分属孙吴西晋、东晋、南朝三个时期。其器类仅见钵、盏、盘
，墨书最少者只有1字，最多达4余字，一般书写于外底露胎处。其字迹大多清晰可辨，所见书体不一，
反映了当时都城普通民众书法之面貌。墨书内容大体可分6类：姓名类、器名类、器物用途类、吉语类、
符号类、记事类，其中以标明器物所属关系占大宗，目的是为了将容易混淆的个人生活用品区分开来，
从而达到卫生的要求。墨书中的"塸(区)"乃六朝时期钵类器之本名，"共食""众食"则与佛教斋仪有关。六
朝墨书瓷器或受汉代墨书陶器及漆器上的物主标记影响，与宋元以降的同类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根
据目前的材料，还难以得出六朝墨书瓷器曾经直接影响日本的结论。1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
邙山东汉陵区内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状为方形，封缄方式为方槽式检，背面有三道绳痕嵌入泥中，正面
阳文篆书"原陵监丞"。通过与已发现的其它东汉时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较，明确了该封泥的时
代。"原陵"作为东汉的座陵园，目前具体位置并未确定；"监丞"为东汉陵园食官"食监"的副职，主要负责
祭祀，因此，"原陵监丞"封泥的发现，对东汉帝陵的方位及陵园职官的研究有积极意义。本文还通过已
发现的有关两汉时期的封泥、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对汉代陵园职官的具体构成和分工进行了梳理。西
汉时期，陵园周边具体的管理机构有陵庙、寝园、陵园，陵庙、寝园有令、丞、郎；陵园除令、丞、郎
外，还有校长；食官有令(长)、丞。东汉时期，陵寝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机构减省，不设陵庙、寝园
，陵园兼有原来寝园的职能，陵园职官有令、丞及校长，食官有食监、监丞。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主
体年代为春秋早期，关于其年代上限，学术界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之初两种看法。本文持同春秋之初
说，并从考古类型学方面略为补辨，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了虢国墓地铜器墓的分期归属，并对M29虢仲
墓和M21虢季墓的墓主进行了推断，认为他们应分别是西周晚期到春秋之初的前后相继的虢国君并王朝
卿士虢公鼓(虢石父)和虢公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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