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鉴宝在线咨询电话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鉴宝在线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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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档华豫之门大型演播室电视栏目，该栏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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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栏目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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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
庄遗址213年发掘了一批龙山时期遗存，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部分灰坑或用作窖穴、祭祀坑。
墓葬排列有序，应为经规划的墓地。出土遗物包括大量陶、石、骨器，其中陶器属周家庄龙山时期遗存
晚期阶段。这批材料为深入认识周家庄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布局、丰富文化分期提供了新材料。8年，襄
阳余岗墓地的第四次发掘清理了11座保存较好的楚墓。这些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向，无墓道。
葬具为一椁一棺。随葬品有陶器、铜器和漆木器。根据出土器物形制推测墓葬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晚期。
该墓地的东周时期墓葬以楚墓为主体，应是从属于楚国邓县的低等级贵族及庶民墓地。古代城墙基础，
多是先挖基槽，然后再填土夯筑，宋代以前多为素土，宋以后增加了砖瓦夯层，并出现了木桩、睡木、
石板(块)等加固技术。木桩有竖立与横铺两种，主要是为了加强地基的承载力与整体性。石板或石块，
可使基础更加坚固。这些加固措施，有时又相互配合，如木桩之上往往铺以石板，木桩有时打入夯土中
，等等。这些城基加固技术，和现代建筑地下桩基、地下钢筋网等功能相似，只是材料不同。陕西历史
博物馆近年来新征集三件白底黑花大罐，造型基本一致，装饰风格雷同，从其铭文自述来看，均应是山
西壶关窑的产品。笔者以此为契机，综合梳理关于壶关窑大罐研究的相关文章，总结该类大罐各时期的
特征，并对前人研究没有解决的时代界限、断代特点等问题做探讨分析。11年郑州大学考古系在河南省
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西发现一处周代城址，213年对该城址大城西北部进行发掘，面积为6平方米，发现
了一批丰富的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遗存，尤以大量的窖穴遗存最为重要。该区域可能为城址的仓储区。
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官庄城址的布局、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及郑韩两国对该区域的治理提供了新
资料。六博棋局、日晷、铜镜上共有的TLV纹从何而来，一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系统整理考古出土的
六博棋局，依据图案加以归纳，并进行历时的排比，以考察演变的过程，并认为TLV纹是六博棋局发展
到西汉时代的样式，出现年代不早于战国末年。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方形帐篷形象，可以为了解北朝时期
北方地区的族群互动提供新的视角。一方面，此时期出现的具有平城特色的陶制方形帐篷模型，作为蒙
古包式框架结构帐篷的一类亚型，反映了北魏早期鲜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另一方面，北朝
后期在华西域人所使用石质葬具上的浮雕装饰图像中黑帐篷与蒙古包式帐篷形象的出现，以及载帐架骆
驼俑和有关商旅出行题材的使用，则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展示了此时期中西方贸易伴随丝绸之路发展而不
断繁荣的情景。随着中原地区人们对帐篷这种游牧民族符号的认识和接受，"胡风"逐渐发展成为流行于



当时社会的一种文化风尚。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216年发掘15余平方米，在台地中部揭露出龙山晚期
的5座石砌排房，排房东部是以H24为代表的生活垃圾区，并在台地北部、南部发现石砌墙体建筑。石砌
排房，主次分明，布局规整，居住者很可能是碧村中心聚落群的上层人员。唐昭靖墓志，较为详细地记
载了这位唐朝中期代宗皇帝李豫之子的家族世系及对其封赠情况和他经历的短暂一生，可以补充《新唐
书》、《旧唐书》中关于昭靖记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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