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牡丹江华豫之门鉴宝联系热线

产品名称 牡丹江华豫之门鉴宝联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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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豫之门联系电话
华豫之门鉴宝报名电话:华豫之门鉴宝电话
华豫之门古董鉴定电话:华豫之门鉴宝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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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述魏晋清谈以及竹林七贤画像砖构图特点的基础上，从魏晋清谈产生的背景、论辩形式以及清谈
内容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述竹林七贤画像砖极具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密切的关系。清谈
只是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思想倾向，正如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在传统绘画中并非主流一样，仅
具有其典型的特殊性。魏晋清谈作为"过渡期"对哲学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
式对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了基础。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周代农业生产工具，这些生
产工具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状况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周代的古都城址不仅体现了当时的环境观，
还能看到城市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周代的厚葬风气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很多，使我们看到当时
厚葬之风的盛行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考古发现不仅弥补了周代文献资料缺乏的不足，还能使我们更
加客观和直观地认识周代的生态环境。 牡丹江华豫之门鉴宝联系热线 大唐开国一等功臣秦琼(字叔宝)声
名煊赫，但两唐书之传纪则惜墨如金。其祖、父及子、孙辈信息一概阙如。以秦晙墓志与此前五方秦氏
家族墓志比照，可排出其数代家族世系，这对两唐书具有补遗的作用。秦晙墓志之书者洛阳"大福先寺沙
门湛然"，亦曾为其他葬于洛阳一带的四位墓主书丹墓志铭(或兼撰文与篆额)。但《洛阳新获墓志》等多
种著录，却将籍贯汉阳之"洛阳大福先寺沙门湛然"，误认为是籍贯晋陵荆溪且一生从未到过洛阳的"天台
宗九祖湛然"。对此，当应加以辩证。本文列举了对《考工记》中"金六齐"的不同认识，提出了"六齐"说
中金锡比为合金体积比的观点；依此观点对柏林东亚艺术馆藏铜镜成分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自
公元前1世纪起，铜镜成分普遍符合"六齐"配方，反映了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考工记》
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而得以广泛流传，其所涉及的技术规章也因之得到广泛遵循。王年、月份、月相
及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铜器对于西周铜器断代以及金文历谱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四要素俱全
的铜器的年代确定之后，便可以作为标准青铜器，对于西周青铜器断代及构建西周时期的金文历谱发挥
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对于流传的所谓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真伪，以及它们年代的准确判断就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选取近年公布的四要素俱全的"倗叔壶"和作册吴盉(国家博物馆藏)进行分析，认为从形制和铭
文字体、内容来看，"倗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发现而制造出来的
。综合分析作册吴盉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将其年代定在厉王
时期。 岭南画派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东画坛，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
研究会"关于新旧艺术的论争，引发了关于传统画现代变革的思考和对西方绘画的认识，促进了画的变革
与发展，也丰富和活跃了广东乃至全国的艺术论坛，影响深远。世纪初广东画坛包括岭南画派在内的各



种画学主张、艺术追求及艺术风格的与形成，都与民族危难、社会变迁、西风东渐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
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密切相关，由此发生的画的现代变革是广东画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选择。考察
岭南画派绘画思想的生成要素和表征特点，将其重置于二十世纪初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对于探索画
如何开始现代变革的历史建构，以及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现代变革，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岭南画派
的诞生、发展过程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画现代变革的历程。甗形器是华南地区印纹陶文化系统下一类
非常有特色的遗物，它的功能与陶甗相同，但底部为釜而非三足器，必须配合支脚或灶方可使用。本文
在搜集、梳理现有考古资料的基础上，首先通过陶器类型学研究，建立了这类遗物的发展谱系，并初步
将其划分为三期，各期年代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早商时期、晚商至西周初期和西周至春秋早期。其后
进一步讨论了甗形器的起源与产生机制，指出华南地区印纹陶遗存中的甗形器*早起源于早商时期的赣北
—鄱阳湖地区及其邻近地带。并在分期基础上，考察了甗形器分布范围的扩张与收缩变化，总结了各型
甗形器的流行地域及传布过程，指出甗形器在传布过程中可能已经越海到达了台湾岛南部地区。*后介绍
了现代台湾土著群体用于蒸煮食物的甗形器，并利用民族志资料推定了印纹陶遗存中所见甗形器的用途
及使用方式。考证表明，新发现的大篆(古文)、小篆、隶书八分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体石经残石拓本，属
西晋石经《尚书》，此拓四纸为《尚书》中的《皋陶谟》、《益稷》篇残存字迹。新拓本丰富了洛阳太
学石经碑刻遗存，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史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新近刊布徐家岭M11(化阝)夫人(女囂)鼎之
铭文，因其纪年形式关乎太岁纪年、二十八宿恒星观测体系之应用、四时之形成及楚历建正诸问题，所
以，该器及其铭文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南阳武侯祠是目前豫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处古建筑群。武侯
祠内保存有大量的泥塑、石雕、木雕、砖雕作品，体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雕塑作品具有鲜明的道
教艺术和三国文化题材、娴熟的雕塑技艺和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的特色，对武侯祠起到了完装饰美化作
用，进一步丰富了武侯祠的文化内涵，吸收和继承了南阳汉画等的雕造技法，成为中原雕塑艺术的宝库
。本文对22年刊布的季姬方尊铭文中的几个问题做了新的探讨。本铭的君(即宗妇)不仅能命令宰，并且
拥有支配宗族内财产的重要权力。君对季 姬的赏赐内容采用土地与民人结合计算的方式。铭中首见的"(
田又)臣"是依附于贵族土地上的农民，在此作为集合名词，包含师夫及厥友，拥有牛马等生产资料与一
定数量的生活资源。神人神兽镜以往多被视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典型铜镜，其中有一类简化型神人
神兽镜，主要特点包括：主题纹饰区狭窄，辅助纹饰区宽大；主题纹饰区以凸起的环状乳丁纹为间隔的
神人神兽纹为主，辅助纹饰区为以弦纹相间隔的连珠纹(或乳丁纹)、锯齿纹、水波纹(或双折线纹)等纹饰
的多圈排列；镜缘均为呈"∧"字形的三角缘。本文通过对考古发掘和博物馆收藏的十余面此类铜镜镜背
纹饰内容发展变化趋势的分析，论证这类铜镜虽源自东汉以来的神人神兽纹镜，但总体上呈现逐步简化
、消亡的趋势；其流行时代主要在隋至初唐，比以往所认为的东汉到魏晋时期时间更晚，并初步探讨了
它的发展演变规律。对这种简化型神人神兽镜时代的进一步廓清，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南北朝至隋
唐时期铜镜的变化。本文讨论了焂戒鼎的年代和铭文中"羡"的含义。认为焂戒鼎为西周宣王时器，铭文
中的"羡"指"羡卒"。器主受命管理六师和羡卒的时代背景，很有可能与周宣王时期因战争规模的扩大而加
强对民众的管理有关。 

佳木斯华豫之门在线鉴宝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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