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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正规的热线-在线联系（新） 日本弥生时代中后期、古坟时代前期的墓葬中，经常出土
大批量、大尺寸的或人在日本制作的铜镜，通过对青岛平度一座西汉中期墓葬的探讨，可知日本古代这
一丧葬礼俗，应来源于黄河流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华铜镜文化。本文通过对妇好墓出土圆雕玉器的观察
和微痕分析，讨论了开料、减地和打磨、阴刻、钻孔、透雕和掏膛工艺，发现殷墟晚商时期已经发生旋
转砣具、解玉砂及"线锯"等关键性玉器技术变革，同时钻孔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为圆雕玉器的制作起到了
重要作用。殷墟晚商时期，玉器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早期维摩诘变相的创
造与展开，是一个内容不断丰富、表现形式逐步精细的由符号象征渐趋图像叙事的过程。北魏云冈时期
、北魏龙门时期、东魏北齐时期、隋唐初期为早期维摩变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由于资料和研究视角的
限制，前辈学者对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末这1年中维摩诘变相发展演变的脉络重视程度不够，阐述也不
够清晰。因而，有必要在新的资料条件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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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正规的热线-在线联系（新） 对河南地区北宋时期壁画墓的形制、表现
形式、内容作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河南地区所发现的壁画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域进行划分，并探讨各
地的区域特征。认为登封，洛阳，林州这三个地区最具代表性，其中以登封地区的最具典型性。而其他
地域的壁画则具有兼具吸收或混合存在的特点。但是随着靖康之变的发生，登封地区类型的壁画发展也
随之戛然而止，而林州地区类型的壁画则在金墓中得到了继承。泥河湾盆地是探寻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
的重要地区。在复原古环境的大背景下对该地区早更新世古人类的石器制作技术进行了分析，并分辨出
这些遗址所反映的三个技术层面，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人类不同的石器制作技术、认知能力和文化内涵，
在此基础上对古人类的生存行为模式进行了阐释。史善应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墓志描述了一位在历几
乎湮没的东突厥王族人物的真实人生，同时为深入了解隋唐之际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提供了最真实的
资料。史善应作为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孙子，其墓志对突厥世系的记载补正了文献中的许多讹误。史善应
生长在中原，前后参加了隋炀帝出征、江都、随唐太宗征讨王世充等事件，成为初唐重要的胡族人物。
其墓志中对历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的描写值得注意，志文体现出对英雄祖先和华夏认同既



统一又相背离的印记，这种民族血统和文化授受上的矛盾性，构成了墓志在历史记忆和情节诠释上的特
色。只有把握个人在家国转折中的命运，才能理解在墓志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片段，从而真正进入
墓志书写的世界。 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
响而兴起。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以西进的新砦类型为基础，又融合了洛阳盆地附近部分土著因素和束项圆
腹花边罐等齐家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中双轮车等的出现以及青铜冶金术的发展也应当归因于齐家文化
的东渐带来的西方影响。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结合文献记载推测：王湾三
期文化后期主体为早期夏文化遗存，新砦类型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融合大量豫东造律台类型等因素而形
成的中期夏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少康数代之后某夏王西迁洛阳盆地而发展起来的晚期夏文化遗
存。云南省档案馆编《国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一书中，有两件龙云致陈布雷电，
即"哿"电和"马"电，选编者括注其为1935年11月所发是错误的，从电文中提到的发表李宗仁为三省边区司
令等关键信息点，可以判断两电应为1936年1月发出。两电内容牵涉的是龙云要求兼领黔地的历史问题，
这一问题牵涉南京与西南各实力派的复杂关系。兼领黔地，其形式是要求设立绥靖公署。龙云要求设滇
黔绥靖公署，始于1935年5月，成于1936年8月，其间经历了"剿匪"第二路军司令部、滇黔"剿匪"军司令部
的过渡，在两广事变中才实现。16年4月7日，"博物馆协会出版专业委员会216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湖
北宜昌举行。来自全国近4家博物馆、考古所、出版社等文博单位的6余名代表出席研讨会。其中，22位
学者做主题发言，围绕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包括文博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趋势、文博期刊及其编辑队伍
的专业化和地方性文博出版机构的经验等。值研讨会在宜昌举行之际《，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也在
此举办"《国家博物馆馆刊》出版15期暨改版五周年座谈会"，邀请与会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研讨会在文
博期刊的化、数字化、市场化、专业化、地方化等五大问题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取得了突
出的成果。38年冬，"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党的号召下成立，他们在团长胡一川的带领下深入太行山敌后
抗日根据地开展艺术宣传工作。经过三年的奋斗，他们在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许多人民群众、抗战
官兵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的木刻作品。年，胡一川带着部分木刻作品回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
学院进行了展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为延安的木刻创作带来新风。在1942年文艺座谈会思想方针的
指导下，延安木刻创作在"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工作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创作出更多老百姓喜闻乐见、
艺术家交口称赞的木刻艺术作品，也成为抗战时期美术作品的经典代表，同时对当下的艺术创作思路有
所启示。 参与南京大的侵华日军第十军下属的石田炮兵，在1937年11月18日攻克浙江省嘉兴县后树立了
一块名为"石田炮兵奋战之地"的石碑，以"纪念"该不靠其他兵种配合而独立攻克国民防御工事的"战功"。
建造"纪念碑"等精神是战时日本的国策，目的为动员日本民众参加对外侵略战争。石碑不仅是征服的殖
民符号，而且是以靖国神社为中心、从日本国内到殖民地和占领地的祭祀战争亡灵体系的一环。13年3月
，该石碑在离原址不远处被发现。该地为时期嘉兴的交通咽喉，也是国民江浙国防工程中守卫嘉兴城的
最后阵地，因此成为日军的"奋战"和立碑之地。碑文中的日军军官石田保道、桥本欣五郎、藤村谦等人
与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审判等中日两国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对殷墟四座商代墓葬出土遗物
及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认为王裕口南地M13的墓主可能是甲骨文期宾组卜辞中的贞人，大司空M663的墓
主可能是甲骨文期师组卜辞的贞人，王裕口南地M94和郭家庄M53的墓主可能是族邑内的卜人。武丁时
期贞人的身份约相当于中等贵族，贞人和卜人在任职期间可以领兵。12~216年，对牛坡洞遗址进行了发
掘。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发现有墓葬、活动面、用火遗存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等
遗物。该遗址的发掘，初步建立了黔中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
汉代是我国煤炭利用的个高峰期。河南汉代煤炭利用及开采技术趋于完备，燃用技术日臻成熟，实现了
多领域、广地域、规模化开采利用；煤炭成为商品，产供销链形成，开采利用产业化发展，标志着古代
煤炭业基本形成，煤炭利用进入新阶段；这种状况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历史必然。就目前的考古发
现来看，洛阳及周边地区燃煤遗址的集中程度、燃用的普遍程度为全国所仅见，代表了汉代的先进水平
。但煤炭的利用并未改变"以柴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限。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批
商周青铜器，包括鼎、簋、爵、斝、觚等，来源不一。本文对其中15件礼器作了初步整理与分析，认为
它们在器型、纹饰、铭文等方面皆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特征。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正规的热线-
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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