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山论鉴鉴宝服务热线电话

产品名称 华山论鉴鉴宝服务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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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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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昌邑陆续发现6件康熙帝赐江西巡抚张志栋御书刻石，集
中反映了康熙帝书法成熟期的基本面貌，同时发现的张志栋《谢恩表》拓本，详细记载了相关御书的颁
赐经过，可补文献之不足。自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
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的龙为天神，既不符合蛇的本质
，又和其他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龙的形象来自昆虫。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由蛇体化为
鸟形，也只有昆虫能暂死后再生、升天。古人神化昆虫，这实为龙的形象与崇拜来源。不同地区的萨满
教，都有崇拜昆虫变形、羽化神能的痕迹。先民确有尚虫信仰。龙可能更近似于古埃及的金龟蜣螂甲虫
崇拜。尽管埃及的金龟和的龙崇拜在起源、发展上关联性不大，但两者的信仰观念与象征意义却相当接
近。夏禹形貌为虬龙，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龙、虫义同。为了解河南博物院藏三件青铜器的保存
现状和腐蚀特征，我们应用激光拉曼、偏光显微等，对青铜器上的锈蚀样品进行了观察分析。结果表明
，其中两件青铜器上存在有氯铜矿，即有害的"粉状锈"。同时说明科学仪器分析方法是了解青铜器腐蚀
特征的一种有效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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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陆
柬之书《文赋》，据帖中错字、别字、漏字以及避讳字情况，笔者推测其并非陆柬之所作，其时代当在
元初至1298年之前。彩绘青铜器起源于商代晚期，兴盛于东周，汉代逐渐消亡。本次检测的青铜提链壶
是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件战国彩绘青铜器。在对其部分绿色颜料进行取样后，我们对样本进行了SEM-EDS
分析，低倍率图像显示样品的表面较为光滑，且有较大的裂缝，高倍率图显示样品由较小的颗粒紧密结
合组成。实验结果表明，该颜料的制作工艺是将颜料细细研磨后，采用一定的胶结剂混合，再填入青铜



器的阴纹之内。根据能谱和红外光谱的结果显示，样品主要成分有可能是硅孔雀石。汉代建筑明器中的
复道、望楼、角楼等，是豪强大族为保卫其自身安全和守护物质财富，在庄园甲第中构筑的以防御为主
要功用的建筑形式。这类建筑此前经历了一个发展衍变的过程，汉代成为具有较为完备功能的设施。原
始社会出土的耳饰是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出现的。由于新石器时代还没有成熟的冶金工艺，因此，此时出
土的耳饰大多是以玉石材质为主，也有少量的陶、煤精、牙骨等质地。耳饰形制主要是以玉石质的玦为
主，以及少量的耳珰和耳坠为辅。其佩戴方式主要有夹戴(如玦)，直接塞入耳部穿孔(如玦、耳珰)，或穿
绳系挂于耳部(如玦、耳坠)等。8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郑州市基本建设，发掘清理了一批唐
代墓葬，其中M6出土了陶俑、墓志等14件遗物，其中的两匹"扬蹄"白陶马为郑洛地区所少见，殊为珍贵
，为唐墓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近三十多年以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南阳城区的基本建设和生
产建设中发掘了一批明清墓葬，本文所介绍墓葬时代为明代中晚期，主要集中于宛城区建设东路一带，
出土有景德镇窑瓷器等随葬品。墓主以官宦人家、军功人员、地方富豪和贫民为主。由考古学文化分析
可知，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当是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这应与上甲微借师河伯伐有
易氏有关。在文化面貌上，由于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和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而这种
文化面貌在陶寺文化中自成序列，因此可视为陶寺文化大举影响晋中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果，而这一文化
现象正与文献记载的商始祖契始居晋南相符合。进入春秋时期，西周形成的传统格局开始发生改变，社
会开始出现一种比较宽松的发展局面。各诸侯国凭借当时宽松的环境竞相发展自己的实力。齐国成为首
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吞并周围的小国，其中纪国是个被吞并的国家，主要原因
是齐国为了占有纪国丰富的海盐资源。曲村M669和M621是墓地中两座规模较大的铜器墓。本文通过分析
两墓出土的铜容器，认为其墓葬年代应在西周早期晚段。结合两墓的随葬器物和区位特征看，二者很有
可能是一组夫妇异穴合葬墓，其墓主以家族为单位葬在曲村墓地，可能与夑父徙晋的历史事件相关。筒
形罐系统是新石器时代北地区重要的文化系统。新石器时代中期，筒形罐系统一度占据着太行山东麓的
广袤区域，使得筒形罐系统的领地从东北地区拓展至冀南豫北地区，并且形成了具有明显过渡类型色彩
的磁山文化。此后，随着东方釜鼎系统和西方仰韶系统交替占据黄河流域的主流地位，迫使筒形罐系统
的南部前沿从冀南豫北地区向北退缩至燕山—西辽河一带，筒形罐系统此后的空间拓展方向也转向了东
北腹地。在此背景下，燕山南北成为筒形罐系统与中原文化频繁接触、融合的新地带，先后产生了赵宝
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等强势文化支系。可见，黄河流域的文化格局不仅改变了筒形罐系统的空间拓展方向
，而且直接加剧了筒形罐系统内部各支系间的分化。6年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在永安遗址发掘两座彩绘圆形
砖雕墓葬。从墓葬结构和出土文物判断其年代大致为晚唐五代时期。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唐宋时期
砖雕墓葬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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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中期，中原北方东部地区开始出现一种以双菩提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
、常以镂孔透雕形式表现的白石佛教造像，其造型精美，特征鲜明，与早年流行的尖楣状背屏造像形式
迥异。本文以邺城地区历年出土佛像为中心，结合周边区域同类背屏式造像，探讨北齐"龙树背龛式"造
像的构图特征及技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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