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鉴宝字画专家电话-在线联系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鉴宝字画专家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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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文庙是全国创建较早的文庙之一。郑州文庙建筑布局的
演进，反映了其建筑形制的逐步完善；其大成殿具有清代"中原地方建筑"特征，是研究中原古代建筑地
方手法重要的实物资料。近几年白蚁危害对武侯祠内的古建筑群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南
阳武侯祠采取"结合，综合治理"的方法，以预防为主，进行灭治。风穴寺不可能始建于北魏，更不可能
是唐代所建。事实是：东汉费长房时代此地已有遗迹，风穴寺峡谷内的漫山遍野的柏树最初系人工栽植
，古香积寺门口的两棵柏树："一捧伞""三炷香"系汉代遗留。结合有关典籍记载，风穴寺极可能始建于东
汉初平元年。班井东汉四号墓有较大面积的封土和地面建筑，出土文物多样，为研究东汉晚期至魏晋时
期徐州地区的葬制、葬俗及物质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墓内磨平的画像石为研究画像石的再利用提供
了新的资料。普陀宗乘之庙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是承德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规模、投资最多的单项工程
，通过对该庙古建筑及基址进行科学、系统、的保护修缮，排除了古建筑的安全隐患，使普陀宗乘之庙
得到了科学有效保护，保存、延续了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史载，帝丘为五帝之一颛顼的都城。
关于帝丘的地望，历来争议较大，目前主要有四川某地说、内黄土山说、濮阳西水坡遗址说和濮阳高城
遗址说。本文在对前三种说法进行榷疑剖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都与帝丘无关。在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
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后，本文认为真正的颛顼遗都帝丘应为濮阳县高城遗址。1年以来，河南
陶瓷考古又取得一些新的进展：一是对河南北部古代瓷窑遗址进行了复查，相继发掘了巩义黄冶窑、宝
丰清凉寺汝窑、禹州闵庄钧窑和禹州神垕瓷窑址。二是汉以后墓葬随葬陶瓷器较多的主要有安阳曹操高
陵、洛阳老城区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巩义市东区唐宋墓等，唐宋金元遗址中出土陶瓷器较多的有社旗
陈郎店遗址、宋城新郑门遗址、开封御龙湾明代建筑遗址等。三是出版了一批考古发掘报告和陶瓷研究
学术成果，为建立河南古代陶瓷发展谱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史书上
记载的斟寻，而此种观点与考古实际和文献记载均不相符。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二里头遗址应为
夏代晚期的都城"河南"而非斟寻，"河南"与阳城、阳翟、斟寻、原等相比较，是夏王朝延续时间最长的一
处国都。根据内蒙古崞县窑子墓地的随葬器物，该墓地可区分为3个墓区。墓区又可聚合为北区和南区，
这两区在葬俗、随葬品、社会分层等方面存在对立关系；由墓地形态和墓地分层推知，墓地死者的人们
共同体呈分层的二元结构。12年，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在洛阳收购了一方唐代杨贲石刻墓志，经河南省
文物部门相关专家反复论证，此墓志中所言"魏帝西陵"应即东汉末年的曹操陵墓。对漆木竹器的霉害问



题，应从预防性保护理念出发。坚持文物保护的干预和安全性、科学性等原则，从环境、微生物两方面
着手，开展防霉材料和环境的研究，尽快摸索出适合馆藏漆木竹器防霉治霉的针对性强、效率高的新方
法，限度地保护珍贵文物的价值，延长文物的使用寿命。主要从博物馆信息化经营理念和信息化建设助
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角度，对于数字资产管理系统概念、设计架构理念，数据的产生、构成、分类，"数
字资产管理系统"和"藏品管理系统"业务工作中的分工协作关系，实际工作当中的应用经验总结，以及有
关问题的解决对策方面，进行叙述和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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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殷墟出土的铜质方形器的特征和形制方面，重新考证了铜质方形器的功用，认为是当时用于烧
烤的"烤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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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发现"丁都赛"杂剧砖雕的研究价值并撰文予以介绍，刘念兹则从戏剧文物的角度作了研究与评价。14年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新征集到分别刻有"杨揔惜"、"丁都赛"、"薛子小"、"凹敛儿"名字的四方北
宋杂剧砖雕。其中，"薛子小"扮演的脚色为副末，"凹敛儿"扮演副净，"杨揔惜"扮演引戏，"丁都赛"扮演
末泥。这组砖雕中的主人公大约活动在1126年1月至9月间，砖雕的制作或稍晚。砖雕印证和补充了文献
记载及以前发现的戏剧文物，对于进一步研究北宋杂剧的脚色装扮和演出形态，提供了可供研究与比较
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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