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华豫之门鉴宝古董鉴定热线电话

产品名称 郑州华豫之门鉴宝古董鉴定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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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风格特色的墓
主夫妇并坐图是蒙元时期墓葬壁画的一个新特征，据此一些学者将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族属划归为蒙古族
。本文将从考古资料出发，对北方蒙元墓葬中墓主人形象与其族属问题进行反思，并试图揭示二者之间
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同时文章将从墓主、画工和格套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墓葬中墓主人形象与其族属之间
产生差异的原因。地球物理勘探技术能够快速、无损地对地下遗迹现象进行、定型、定量或定性分析，
引导我们对重点电磁信号异常区所反映出的疑似迹象进行人工钻探确认。这不但大大节省了考古调查的
时间和经费，还使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濮阳市戚城遗址是龙山文化、东周、汉代三城依
次叠压的重要古城址，具有很高的史学、考古学研究价值，通过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该遗址的应用，印
证、发现了一些已知和未知的文物遗迹。汤阴县永利单孔石拱桥是豫北鹤壁、汤阴之间保存完好的一座
历史古桥。据对最近发现的乾隆告竣碑的调查研究，其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四十九年进行了大规
模复修，有4余年的历史，是研究明清桥梁的重要文物，有较高的历史和美学价值。同时为研究地方历史
交通、聚落、姓氏、商业经济提供了原始资料。寇猛在北魏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魏书》对其记
载也极其简单，随着寇猛墓志的出土，关于寇猛的家世生平才逐渐清晰起来。墓志不仅提供了寇猛个人
身世的详细史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若口引氏的线索。墓志与《魏书》对寇猛的记载详略差异之大
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 仰韶文化大房子的功能是考古界长期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
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河南偃师灰嘴大房子F1的地面及附近出土的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并据此
探讨仰韶文化时期与大房子有关的社会活动和人类行为。分析证明灰嘴大房子F附近的灶及共存的陶瓮、
陶缸共同构成宴饮活动所需的设施，包括酿造以黍、稻米、少量小麦族种子及山药等块根植物为主要原
料的谷芽酒。可复原的酿酒程序至少包括糖化和发酵。同时，这一建筑是宴饮集会的公共场所；其平整
、坚硬而干净的地面，不仅是酿酒过程保持清洁环境的需要，也可能还反映了人们在宴饮集会时对礼仪
环境的特殊要求。大房子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普遍性和形态的一致性，可能反映了以谷芽酒为饮料
的宴饮礼仪是仰韶人群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文化特征，它随着仰韶人的迁徙和扩散被带到仰韶文化分布区
的每一个角落。仰韶大房子的结构逐渐复杂化及面积不断增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宴饮礼仪规
模的发展。以黍和稻为主要谷物原料的酿酒与饮酒活动的流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仰韶时期农业生产不
断扩大的社会动力以及水稻在北方传播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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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荣军新址建设工地东汉至晚清古墓群的形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该墓群时代跨度长，
形制多样，为研究淮河流域怀远地区自汉代以来的民间丧葬习俗有较高的参考价值。9年7月-9月，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四方汇泽清华.紫光园小区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内古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
清理东周墓葬28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棺椁，个别墓葬有头箱和腰坑。葬式以仰身直肢为
主，另有仰身屈肢和俯身直肢葬。随葬器物组合为鬲、盂、豆、罐。对研究郑州地区东周墓葬形制具有
重要价值。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的新窑村，尚有现代制陶作坊存在。这些制陶作坊均采用快轮制
陶技术。此次，对其进行的考察主要包括原料采集、制作工艺、阴干及烧制等方面。考察的结果，对于
我们研究古代制陶工艺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家"非遗"保护项目——深圳市沙头角鱼灯舞是一个
融南北文化为一体的颇具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场舞蹈。它对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岭南文化、民俗学和
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客家话"鱼"、"吴"谐音，寓意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沙头角
客家吴氏传承的鱼灯舞，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这一现象，便把它编成了"群鱼"反抗"鱼霸"的故
事而广泛流传民间。如果从鱼图腾崇拜的角度分析，鱼灯舞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氏族
公社时期的鱼祭巫术活动。这一文化形态是吴氏族人从黄河流域南迁的征途中，经过不断吸收、融合和
发展形成的。洪泽湖大堤石刻图是近年来文物保护中所发现，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通过考
证和研究，本文认为这批石刻图是以明清时期的吉祥谐音图案为主体，在美术史和民俗研究中具有重要
意义。元苌墓志是目前已知北魏迁洛后一方不是邙洛西陵兆域出土的元氏宗室墓志。该志铭在书法上呈
现出魏碑书体，基本上结束了隶楷之变中楷化的历程，开启了法度森严的隋唐楷书之先河。"周代杜撰夏
王朝说"是不能成立的。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表明周代"杜撰"出一个夏王朝。周人"杜撰"夏的推断不合情理
。出土文献材料表明，周代之前已有夏。无论是"战国杜撰说"、"东周杜撰说"，或是"西周杜撰说"，都与
历史事实不符。由于油画材料的特殊性质，容易受气候、保存条件、油画本身材料及制作工艺等综合因
素影响，从而出现糟朽、颜料龟裂、起甲、脱落、变色等一系列病害，失去了油画的本来面目。本次修
复采用了传统的工艺技法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对馆藏油画进行了修复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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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土著文化之一，其以丰富而形象的动物纹闻名于世
。本文选取若干动物纹样，藉以说明北方草原先民崇尚力量，追求勇猛和刚健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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