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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玉器专家电话-在线联系（新） 为配合郑州罗庄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郑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建设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了清理，其中一座隋墓出土墓志1合，另有器物11件，为研究隋代葬俗
、葬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茨山也称大隗山，坐落在新郑、新密、禹州三市的交界处，历史背景
十分神奇。具茨山名，"具"字象两手举鼎，是祭祀活动的象征；"次(茨)"字是指神庙，或者也包括祭坛，
与"具"字组合在一起，其内涵很明显地反映了举行祭祀活动的现象。"(酉彡)"，是商代卜辞中最为常见的
字之一，但对于此字的释诂，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本文认为，甲骨文"(酉彡)"字既非罗振玉所说的
意为尝酌的酒祭，亦与郭沫若所说的乃积薪燔柴之槱祭无涉，而是"鼓缶"、"击缶"古俗之写照，考"(酉彡)
"字造字本意，"酉"即陶质酒器，"彡"乃敲击酒器所发出的声音之标符，"(酉彡)"正是鼓缶为乐的会意字，
在甲骨文中被专用作以音乐祭祀的祭名，乃"彡"字的繁文，即后世之"肜"字。1年1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
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鉴真和空海》展，其中有日本和歌山金刚峰寺保存的空海从带回日本的"诸尊
佛龛木雕像"。本文通过对该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该造像由印度高僧金刚智在所造，并为所特有的观
点，同时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司马融墓志记载了其部分世系和其本人在西魏、北周和隋代的仕
宦经历，为了解三国时期司马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玉器专家电话-在线联系（新） 弓形器是商周时期用于挂缰的"挂缰钩"，有窄背和宽背
两种。窄背类弓形器部分出自人骨腰部，在蒙古鹿石中相类的器物均挂于腰间并与弓及弓袋共出，因此
其应挂在腰带上。车马坑中多放置宽背类弓形器并多置于车厢内，在鹿石中还见将辔系于车厢上的马车
形象，因此一部分宽背类弓形器应绑缚在车厢前部用以挂辔。9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丰县东沟遗
址和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灰坑25个、灰沟4条、墓葬11座。遗址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铁器，其年
代为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依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组合等，推测其年代为春
秋末至战国初。《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尉氏刘氏"一系所载和《元和姓纂》等载颇多牴牾之处，由于
资料缺乏，是非对错较难判断。本文据近年出土的刘煟墓志，对史书所述刘氏世系进行了校补。新成立
后出土于北京的"金《孙即康坟祭文》暨辽《孙克构墓志铭》"残石，对于研究辽金历史有着很高的史料
价值。但长期以来，该石刻一直未受到辽金史学界的注意。本文对这方残石碑文进行了的考释，认为《
孙即康坟祭文》记载了孙即康因病致仕，可补史之不足；碑文中"宗"字清晰可见，足证金章宗以后避讳
并不十分严谨。孙克构是孙即康的曾祖父，生于辽圣宗末期，卒于辽道宗末期，重熙十五年(146年)考中



进士，最终官至三品。其仕途相对通达，与其岳父是刘六符的背景有关。通过比照该残石与此前出土于
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地区的"孙氏先茔残幢"残石，不难发现二者碑文的字体应当出自一人手笔，由此可以
断定本残石的出土地点也当在新街口豁口地区。 在旧大陆，陶器的起源独立发生在两个地区：非洲撒哈
拉沙漠南部和东亚地区。非洲最早的陶器与利用野生粟和高粱煮粥的生计方式有关。这种炊煮方式发展
为酿造谷芽酒的传统，典型的酿酒器是鼓腹陶罐。在东亚地区，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的陶器与利用
水生动物和用野生植物煮粥有关。在，新石器早期小口鼓腹壶成为常见的器型，有些用来酿酒，说明此
时利用谷物酿酒可能已是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新石器中期陶器分布可划为两大地区类型：东部
地区器型复杂，以酒器居多，如鬶和高柄杯。西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器型简单，代表物为尖底瓶。有些尖
底瓶用来酿造谷芽酒，也是集体饮酒(咂酒)的容器。西部地区咂酒群饮代表了以集体为本位的文化传统
，在仰韶文化之后本文根据字形比照，将新见铜器鲍子鼎铭文中的"思"改释作"瞏"，并将鼎铭与邿子姜首
盘铭文进行对比，认为二器中的"及"用法相同，皆应理解为"跟、同"之意。 东障墓地的发掘属于抢救性清
理，包括2座六角形及4座四角形砖室墓，根据其中保存较完好3座墓的仿木结构砖砌门楼以及出土遗物，
推测其属于宋金时期。这次发现为研究即墨地区宋金时期的葬俗葬制以及相关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
物资料。新考古学的诞生为现代实验考古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世纪5年代以来，冶金考古学者
在矿石的开采和加工、金属冶炼和铸造、金属制品的加工和使用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考古研究，为
解决古代冶金技术、复原古代冶金活动及其组织形式、探讨冶金活动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效途
径。本文以四个铜和铁的冶炼实验考古案例为例，对冶金实验考古的发展历程进行初步讨论，认为国外
学者在青铜冶炼、块炼铁冶炼和特殊钢铁制品模拟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内学者在青铜铸造和黄
铜冶炼等领域的工作亦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国内工作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参与对象、学科参
与度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多的工作。城是我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元素。在距今
约8年的新石器时代，我国环壕聚落就已出现，因地域的不同而功能各异。北方地区只是起到边界的作用
，而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主要是为了防水。城址出现于距今约6年~5年的仰韶时代，三大地区城址的发展
各自独立，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其产生都与环壕的发展密切相关。1年7-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
水利工程，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对淅川新四队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MM24均为长方形竖穴墓
，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陶、铜、铁等质地随葬品38件。推测M24年代为战国晚期，M16年代可至秦代。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中原与楚交界地区战国及秦代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12年河南博物院在偃师市
征集到一组汉代彩绘乐舞百戏陶俑群，共23件。这组俑群均为灰陶质地，基本完整，彩绘多有脱落，其
中男乐俑19件，百戏俑3件，女舞俑1件。这一组陶俑对我们研究探讨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难
得的实物佐证。作为哲学思想三教融合后期发展阶段的重要实物，以宋代造像为主体的大足石刻，是佛
教从世俗性佛教发展成为学理性佛教及儒佛道三教思想主流交汇的集中体现，在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例证价值。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玉器专家电话-在线联系（新）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瓷器专家电话-点击报名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