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鉴宝联系联系方式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鉴宝联系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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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是一位艺术品的收藏者，并且有真实出让自己藏品的意愿，请参与到我们的艺术馆，您将和我们
的夺宝人、市场专家一起共同探讨的宝物的真正价值。 如果您有真实的华豫之门意愿，并且有一定的艺
术品鉴赏知识和投资实力，我们邀请您加入到《华豫之门》夺宝人的行列，来到节目现场共同感受买家
与卖家之间价值观的碰撞和交易技巧的角逐。联系手机： 陈总监 这将是一场华豫之门的饕餮盛宴！在这
里，所有宝物都是经过国内艺术品鉴定专家认可的真品；在这里，通过竞买的形式对艺术品进行深入的
价值预估，增加人们对艺术品的认知度，给宝物一个更加清晰的市场价值。 文化决定品质，眼光决定价
值！《华豫之门》，期待您的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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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各地原始瓷器的不
断出土以及南方原始瓷窑的发现，对于陶瓷考古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学术界关于原始瓷的起源
问题讨论激烈，主要集中于"南方起源说"与"北方起源说"两种观点。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数量多，分布地
域广，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等"中原文化圈"及其附近。器形较为统一，与当地陶器、青
铜礼器近似，胎质、釉色等也已有进步趋势。并且北方原始瓷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建筑遗址与墓葬中，
当与其珍贵性有关。另外，将其与南方出土的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原始瓷
其产地主要是南方地区，但是不排除北方当地烧造的可能。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宋代阿育王塔是目
前国内地宫出土的的阿育王塔，该塔的出土对研究我国佛文化的传承体制、发展历程等具有重大意义。
为恢复严重干缩变形的阿育王塔檀香木胎的原有形貌，采用"活性碱"作为润胀复原剂，对干缩变形的木
胎进行了复原试验。采用X射线衍射仪、环境扫描电镜对复原前后的木质组织结构进行了表征。结果表
明：经活性碱处理后，檀香木试样的结晶度由处理前的45.5%下降到处理后的38.7%，塌陷的木材细胞腔
结构得以重现，变形的木材孔道结构由近椭圆形变化为近圆形。在对一件干缩变形的阿育王塔相轮处理
试验中，经复原处理后相轮的经向尺寸提高了1.33%、纬向尺寸提高了1.3%，复原后的相轮与收缩前出土
时外观尺寸相近。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8的墓主，发掘者认为是一代芮国国君。本文通过分析、参照
三门峡虢国墓地高级贵族墓葬的差异，考订其墓主应不是芮国国君，而是等级略低的，或是卿一级的高
级贵族，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裴祗事迹未见史载，人们很难从传世文献中探查裴祗的生平概况与家族
渊源；出土的裴祗墓志记载了裴祗的生平状况、仕宦履绩，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河东裴氏家族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门。裴祗墓志提供的新线索与佐证材料，成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裴氏家族的重要补充文献资料。裴
祗墓志所载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后人理解西晋初年的社会风气与尊崇儒家礼制的思想潮流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15年，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天玺华府项目建设，对该区域M24M245发掘整理。出土有
青瓷执壶、白瓷执壶、瓷碗、绞胎枕、铜镜、铜钱、铁器等随葬品。其中M244出土的绞胎花枕做工精细
，上刻"裴家花枕"字样，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为研究相关器物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二里头文化与
二里岗文化的过渡期到典型二里岗期，郑州商城从围护宫殿宗庙建筑的小城逐渐发展成内外三重结构的
超大型都邑，考古学文化的主体面貌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再趋向一元的过程。郑州商城的城市化进程
中都邑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文化面貌却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广域范围内人群和资
源的集聚、和文化的整合，形成多元文化格局并营建了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都邑，郑州商城在其形成
之后逐渐走向一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典型二里岗期晚段，郑州商城达到了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专
门的区域和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和制度化的礼仪，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2年枣阳
九连墩发掘了2座大型楚墓，M2保存完好，出土乐器22件(套)，涵盖金(铜)、石、革、丝、竹、匏、木七
类，其中木瑟座和竹舂牍、木雅、柷为首次认识。墓葬出土乐器种类齐全，保存完整，为研究先秦乐器
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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