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华豫之门鉴宝线上鉴宝电话号码-在线联系

产品名称 河南华豫之门鉴宝线上鉴宝电话号码-在线联系

公司名称 尊古文化

价格 200.00/件

规格参数 华豫之门报名电话:

公司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东五街六号永威木色购物中
心负一层CBL超市生鲜区CG64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803835850

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2022年鉴宝海选公告 《如有藏品需要上华豫之门 -  专家鉴定- 藏品交易买卖》 报名
《华豫之门》模拟真实艺术品买卖为主体形式，以“寻找 具眼光的华豫之门者”为宗旨，通过交易的过
程，把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投资趋势等相关知识传递给观众。 《华豫之门》每周一期充分的展现买家与
卖家之间价值观的碰撞和交易技巧的角逐。邳州埠上汉墓群东与汉代武原城(后改为梁王城，现为文物保
护单位)隔京杭运河相望，当为汉代武原城外的平民墓葬区。该墓群为徐州境内众多汉代墓葬群中的一处
，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时间跨度大，出土随葬品类型丰富，而西汉早期墓随葬陶有重要的地域特色，殓
葬玉器组合完整，是西汉地域特色考古的重要资料。14年11月，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受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委托，对位于龙尾村的两座晋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M164形制保存较为完整，平面为甲字形
，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主要出土了陶罐、陶奁、陶盆及铜镜、铜带钩等，为研究西晋时期
巩义地区的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柞伯鼎记载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广伐南国"的不是周公，而
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有别。昏与柞、蔡相近
，皆在淮河流域内外。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为扩展土地
、返居故地及报复周，而"广伐南国"。《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是根据《唐六典》复原而来，但此条和
考古发现多不吻合。通过对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整合，本文认为所谓四神应该是当圹、当野、祖思、祖明
四个神怪，明器的限为二尺余，而非一尺。商周时期的戈功能，但其主要功能是击。商周时期用戈士兵
的单兵配置主要有戈，戈、盾，戈、剑以及戈、剑、盾等几种方式。戈、矛搭配是商周军阵中主要的配
置方式，戈、矛配置不仅用于步兵，还用于车兵。辨读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弃疾墓所出铜器铭文二则
。曾公子弃疾斗铭文器名前之字应为" "，与楚文字多见的" 缶"之" "一样，当读为"赴"，说明器物移动使用
的特征。曾公子弃疾、甗铭文器名前之字当是"葬"，说明器物属专为陪葬而造，"葬"字写法与秦系文字同
而与楚系文字异，值得研究曾、楚文字时注意。1年，郑州华南城发掘一座唐墓。墓葬砖雕精美。墓中出
土墓志上刻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瑞兽及十二生肖等图案。此墓的发掘为我们补正和研究裴度家族
谱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陶瓷供佛器是历代供器中一个重要门类，元明清时期生产了大量的陶瓷佛
教供器，其中不少保留了完整的组合陈设形式，如元"三供"、明清"五供"等，成为供佛器的重要研究资料
。本文系统梳理了历年的考古发现和各博物馆所藏传世资料，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元明清时期组合式陶瓷
供佛器的特征及组合方式的发展演变。为了解羊舌晋侯墓地铜器的矿料来源，本文采用ICP-：ES对部分
铜器进行了微量元素分析，并与晋国东周铜器、长江中下游春秋楚墓铜器及古铜矿采冶遗址的铜锭、铜
颗粒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羊舌墓地铜器的微量元素差异较大，铜料来源多样，锡料来源单一
，且以富Bi为显著特征；其微量元素特征与晋国东周铜器差异显著，表明晋国铜器生产所用铜料在春秋



时期发生了较大转变；其部分铜料当来源于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应与春秋初年晋楚之间的盐铜贸易有关
。新石器时代，装饰品的使用开始普及，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装饰品十分丰富，坠饰作为其中一种，在
所有出土的仰韶文化装饰品中数量较大。仰韶文化的坠饰多以石、陶、玉、绿松石、角、牙、蚌为材料
，经切割、刮削、雕琢、钻孔、精磨及火烧制成。其中有的可单件直接戴挂，有的与珠、管等组合成各
种串饰使用。装饰的部位从前额、耳、颈、胸，一直到腰，有些还作为臂饰。本文对仰韶文化遗址和墓
葬出土的坠饰的发现及材质进行考古学考察，并尝试对其功能、制作工艺及渊源做初步探讨。通天洞遗
址以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为主，另发现少量细石器遗存。旧石器时代发现灰堆等
遗迹及石制品、动物骨骼等遗物；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迹有灰坑、石棺等，出土陶器、铜器、铁
器及炭化小麦等。该遗址为新疆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对了解古人类演化、构建区域考古学
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一直是夏商考古研究中的热点，如何研判该问题关
涉到怎么理解夏、商文化及相互关系，"郑亳"说和"西亳"说的认同者均无法回避。尽管双方在考古学层面
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由于研究者对具体考古资料的认识存在分歧，对偃师和郑州商城主次和先
后关系的认识不同，对待文献资料的态度不同及所持史观的迥异，提出关于偃师商城性质的观点凡十余
种。客观地看，这些观点目前仍属推论层面的认识，偃师商城性质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研究理论和
方法的创新与突破。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证据性资料的发现，宏观及微观角度聚落形态及演变的深入了解
，二里岗文化时期社会度的深入研究才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鹿野苑石窟开凿于北魏献文帝时期，
位于平城北苑西山中。作为一处皇室宗教营建，其布局设计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涵义。《北魏平
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认为，第6窟"造像组合出现了一佛二菩萨和窟口外两侧各雕一力士的新形式"，这
一结论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鹿野苑石窟的造像组合应是一佛二菩萨，窟外两侧的力士像年代应与云冈第
二期偏晚或云冈第三期石窟相当，很可能是在北魏中期末或晚期补刻的。本文通过多种分析手段对宜昌
中堡岛遗址大溪文化彩陶进行了检测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堡岛遗址彩陶胎料与彩料工艺技术特征。文章
还结合周邻地区新石器彩陶的研究结果，探讨了大溪文化彩陶的区域性特征，为大溪文化彩陶手工业技
术与社会研究积累了新的数据资料。虢、应、晋、芮等两周时期诸侯国墓地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周代
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本文借助文献资料并通过对以上诸侯国墓地发掘资料的梳理，从墓葬出土
青铜礼器、乐器、玉器以及舆服、棺椁、墓葬形制等方面，对墓葬所反映出的周代礼乐制度进行了分析
和探讨，并阐述了周代礼乐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公簋及其铭文的发现，对厘清晋国早期历的诸多问题，
比如叔虞封唐后的爵称、燮父所改"晋"的由来、叔虞封唐及燮父"侯于晋"的地望、"唐伯侯于晋"之"唯王廿
又八祀"为何王纪年、 公家族与晋国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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