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山论鉴鉴宝古董鉴定地址及电话

产品名称 华山论鉴鉴宝古董鉴定地址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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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牢关是古代中原名关，对其关址兴废易徙及其与地理条件
的相互关系问题，近世学者多语焉不详。根据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历的虎牢关、成皋关是二关而非一
关；受黄河侧蚀的影响，虎牢旧关址发生过变化，后迁徙至今汜水镇，即汜水关。虎牢、汜水应为一关
二名；虎牢关关址的变迁与交通条件的变化有密切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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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朝奉郎萧揔乃皇室贵胄，其墓志涉及宋代名人、萧姓源流、地方史
志等问题，是珍贵的出土文字资料。11年济源市承留镇承留村发现了一座仿木结构砖雕墓，墓壁砌筑有
门窗、铺作、檐枋等古代建筑构件以及桌椅家具类砖雕，出土了宋代铜钱，初步判断为北宋中晚期墓葬
，为研究济源及豫西北地区古代建筑风格、丧葬风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商周时期出现一种造型
独特的器物，因在其内多发现有不同颜色的颜料，学界多称为"调色器"，质地分别为青铜质、陶质、玉
石质和蚌质四种。经多方考证，本文认为此类器物主要用于盛装不同颜色的颜料，称其为盛色器更为合
适。由于温湿度、光能、热能、碳源、营养源等适宜条件的存在，在韩休墓墓室和甬道内的壁画几度发
生霉菌滋生现象。本研究通过现场采样，经典霉菌实验技术方法对样品进行霉菌培养、分离和纯化，联
合使用扫描电镜技术、显微鉴定技术及分子鉴定技术对霉菌进行分析鉴定，共分离出分属于青霉属、曲
霉属、交链孢属和镰刀菌属的霉菌12株，为有针对性地治理墓葬壁画霉菌污染和做好考古现场霉菌早期
工作提供了可参考依据。"阙"是我国古代王都宫门或者城门之前的装饰建筑形式，是悬挂法令之处。阙
最早出现在西周，直至春秋时期，只有周王室与鲁国的城门之前才有这种形式。战国时期，"阙"成为各
个诸侯国都城门之前的建筑。战国中期，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年)，商鞅按照魏阙的样式"筑冀阙、宫
庭于咸阳"。冀，先秦时期指晋南；文中所说的"冀阙"就是立在魏国旧都安邑宫门之前的阙。从此我国古
代的"阙"又有"冀阙""魏阙""象魏"之称。以往一般认为郑州商城制陶作坊的使用年代为商代二里岗下层二
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但通过考古发掘资料的检索与分析，该制陶作坊遗址中包含有二里岗下层一期至
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制陶文化遗存。从这些文化遗存来看，二里岗下层一期该制陶作坊已经兴建并开始使



用，二里岗下层二期生产规模进一步发展，二里岗上层一期进入繁荣期。目前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二里
岗上层二期的文化遗存，可能此时该制陶作坊生产规模缩小，亦可能已经废弃。楚国故都纪郢被秦国攻
陷，顷襄王迁都陈，历时38年，留有众多遗存。如陈郢故城、楚国王室贵族墓葬群、章华台、丛台遗址
及楚窖藏金银币等。河南省南阳市八一路44号楚国贵族墓中发现了两件蔡侯申簠。本文结合相关材料，
对蔡侯申簠的制作时间以及蔡与楚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该器应是蔡昭侯为蔡申联姻赠送给蔡女的
陪嫁礼物，其时间应在公元前518年到公元前56年。焦作出土的二联仓、三联仓陶仓楼在焦作地区乃至全
国各地出土数量较少，是众多类型陶仓楼中的一个新类型、新品种，在汉代建筑明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类陶仓楼在焦作的出土仅限于马作墓群和白庄墓群范围，时代应为东汉中期前后。7年12月至28年3
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西史赵村城中村改造工程中，清理了135座古墓葬。其中M126形制
较大，葬具一椁两棺，出土有陶器、、玉石器、车马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特征判断，M126
的时代约为战国中期偏早，墓主人可能属大夫之列。笔者不赞成《也谈"妇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
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
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
文中的妇好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带"妇好"、"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妇好墓墓主是商王
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洛阳唐宫路CIM556战国墓出土一件有铭玉戈，其铭文有"毕公左徒"与"毕公左
御"两种不同的释读，也因此产生了对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猜测。本文通过对"徒"和"御"的古字与玉戈铭文
进行比较，认为此戈之铭文当为"毕公左御"。从墓葬规制及出土情况来看，此墓为士一级的墓主，当是
王族成员为毕公之御者。春秋的出土资料及传世文献中不乏西周家族后裔活动的记载，毕氏家族也有可
能延续到了春秋乃至战国时期。其时东周王畿内并无毕地，故毕公为其他贵族改封毕地的可能亦可排除
，此毕公应是西周开国重臣毕公高的后裔。据其御者仍有士一级规模的墓葬可知，毕氏家族在战国时期
并未绝封，且仍有一定的地位。汉代的戏车是我国传统杂技的创新，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形成，
反映出汉代崇尚勇武的社会精神。汉代以后，戏车逐渐衰落并销声匿迹。汉代画像中戏车图像则较生动
地表现出戏车艺人表演的场景。12底至213年初，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市黄河路19号院内两幢住
宅楼工程区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殷墟时期小型墓葬43座。随葬品多为陶器，少量铜器、玉器及贝币
。按陶器特征分析可将这批墓葬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属于殷墟二期和三期。此次发掘为郑州地区殷墟时
期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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