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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滨州华豫之门及报名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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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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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比丘尼统慈庆，俗姓王，字锺儿。作伪者将志题"慈庆"变成"清莲"，志铭"尼"改作"僧"，署名"常景"、
"李宁民"，变成"陈景富"、"王守民"，仅仅改动6个字，增加一个字，便使王锺儿"变脸"出一方比丘尼统清
莲伪志。文中还列举多个作伪案例。舍利瘗埋伴出钱币为历常见，但法门寺地宫出土钱币无论数量、材
质还是位置，都超出传统范畴，从一个侧面体现舍利瘗埋在本土化的过程。传统舍利瘗埋来自印度地区
，将钱币与其他材质舍入物并置容器之中，共同组成"财富供养"。到了唐代，地宫的出现导致空间扩大
，直接影响到供养形式的变化。法门寺地宫中多处位置出现布于地面之上的大量钱币，这种特殊形式需
要解释。佛传故事中，佛陀居住的"祇洹精舍"，由供养人以"黄金铺地"购得。"金钱布地"因此成为佛之居
所的视觉特征。法门寺地宫同样为佛(佛骨舍利)之居所，因此，钱币布地有庄严佛之居所这一涵义。枚
特制的"开元通宝"盛于银香炉中以为供养，以雕刻工艺将南海宝物制成盛唐货币，这种精心设计的供养
品，寄托了供养人唐懿宗的心愿—八荒来服，四海无波。《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景公疟》
记述的是晏子劝谏齐景公的故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现存竹简缺失下部多
于1/4的部分。本文通过对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竹简缺文的试补，证明整理者对竹简形制的推测是可
信的。在此基础上对竹简进行了新的编联，并对简文个别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了疏释。同时发现，在比
照传世本对竹简本进行复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顺序不同，导致编联参照物的模
糊，从而造成了编联的难度。本文首次披露了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所谓的"背‘党’投蒋"有关档案，通
过查核所藏同时期国共双方相关文献，证实此为汪伪政权为离间国共关系、破坏抗战而炮制的一个诬陷
性假新闻。 铁岭墓地是郑韩故城西北方向一处面积巨大的邦墓地，29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发掘
了14座铜器墓，多数配有车马坑，其中3座墓铜器得以保留。这些铜器，从器型及纹饰来看有演变关系，
对认识铁岭墓地的年代跨度有重要意义。9年1月29日至11月9日，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卫辉市安都乡杨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较为丰富的商代遗迹、遗物，为研
究新乡地区商代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任鸿隽是五四时期科学社的主创者和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倡导者
。他的科学思想主要源于留美时的所感所闻所学。他博采众家之长，流行于欧进化论、实验归纳、实证
主义、实用主义及批判学派构成了其科学思想的源泉和基础，科学社同仁的思想也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文中通过对河南淅川和尚岭春秋墓葬所出青铜祖槷铭文的释读，考证此类器物的性质实为古人致日
测影之槷表，并正其名曰"祖槷"，纠正了学术界以往普遍将之视为镇墓兽座的错误观点。同时，在研究
先秦时期的致日制度及相关器物的基础上，阐述了以器喻德的独特观念，建立了自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



期圭表测影的固有传统。三国时期墓葬制度是从"汉制"向"晋制"的转变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同东
汉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曹魏和东吴地区。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基本沿用东汉晚期，但又出
现了一些新器型。此外各区域间的墓葬文化表现出频繁交流的特点。综合以上诸要素可知"晋制"的形成
主要源自于中原地区的曹魏墓葬，突出表现在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同时东吴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亦被
中原地区所接纳，成为西晋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四川安岳县云峰寺摩崖造像K11"地藏十王变"应开凿于
五代。比较以往同类发现，该铺地藏十王变特点明显，包括以连环画的形式，完整呈现亡魂进入地狱后
经历的一系列过程，重视宣判场景表现，对六道图像的灵活运用等。该铺图像是在内江清溪普陀岩"地藏
十王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代表该类图像一个独特类型，且均在藏经洞所出Ch.44+Ch.212+S.3961类图像
基础上简化形成。通过对比，可梳理出唐末至宋初，川渝及敦煌地区该类图像P.23类→绵阳北山院K1类
→Ch.44+Ch.212+S.3961类→云峰寺K11类和圣泉寺K1类的演进序列。以云峰寺为代表的川东地区五代龛
像，造像题材多以较固定的组合形式出现，已经形成一个兼顾信众现世、死后及来生的佛教信仰体系。1
年代末至193年代初，画家兼界慈善**王一亭用水墨画形式，绘制多幅表现灾情和灾民、题写募捐文的"流
民图"，并将作品或印刷复制品应用于他组织或参与的各类民间义赈活动中，用于劝募或义卖筹款，发挥
了重要实务功用。王一亭绘"流民图"远袭宋代郑侠以来地方官吏制流民图劝赈的图绘传统，近承清末民
间前辈以木版灾情画向汇报灾情和赈灾成就的惯例，而在作品表现形式上，王一亭却未遵前人线刻版画
的程式，而是以文人画一脉笔墨表现，尤其受到清代徐渭、曾衍东等非正统画家表现手法的影响。古代
院体绘画和文人画鲜少涉及民生苦难主题，而王一亭借助古代乞赈图绘资源，拓宽了传统绘画表现的题
材范围；同时，王一亭集中创作"流民图"的时间先于2世纪3、4年代受西方绘画影响而广泛兴起的现实主
义绘画潮流，这不仅凸显王一亭的前瞻性，更显示了画现代变革路径中，传统资源再生、转化及发展。 
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人类头盖骨显示，早在殷商时期，即存在中原人与中亚人及欧洲人的往来。欧
洲人和中亚人的到来被有的学者认为参与了政体的形成过程。吉州窑是江南地区一座闻名中外的综合性
窑场，富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民族艺术特色，以具有禅趣的树叶盏、别具一格的剪纸贴花以及质朴秀雅
的釉下彩绘*负盛名，其产品行销海内外，对景德镇元代青花的勃兴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陶瓷发展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吉州窑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取得很多研究成果。近几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分别于22212年对吉州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总计揭露面积333.8平方米，揭示龙窑、素烧窑、马
蹄窑、辘轳车基座、釉缸、路面等多处遗迹，出土了一批瓷器和窑具标本，取得重要收获。通过发掘和
研究，进一步探明了吉州窑遗址的分布范围，大量的出土标本丰富了吉州窑的内涵，使我们对吉州窑瓷
业烧造发展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吉州窑瓷器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基础，为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了详实
的资料。尤其是吉州窑早期青釉、青白釉瓷器标本的出土，有助于对吉州窑早期历史的研究，拓展了其
文化内涵。对旧出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与陕西扶风五郡西村新出的五年琱生 三器铭文的考释，揭示
了铭文的本质内涵以及其反映的西周宗法制度、礼仪制度及社会风尚。结合对文献的分析，将三器时代
定为西周厉王时期。铭文内容与《仪礼.乡饮酒礼》多相契合，证明《仪礼》一书来源的古老有据。而五
年琱生 自名曰" "，也是青铜器新见的器名。戈体援与胡夹角之大小直接关系到戈、戟的使用功效，其变
化是戈、戟形制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工记》指出了援与胡夹角过大或过小对戈、戟功能的危害，
并提出"倨句外博"的技术要求。本文运用力学分析的方法，对"戈体已倨已句二病"进行阐述，并对已有注
释进行分析。《考工记》"戈体已倨已句"是指戈的两种功用对其形制的要求。也是对青铜戈、戟形制演
变规律的技术总结。5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关林皂角树村发掘一座晚唐时期墓，出土了一批精陶瓷器
、铜器等。其中的一件三彩炉为同时期墓所不多见。西坡墓地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属仰韶文化庙
底沟类型。4年-26年发掘墓葬34座。本文以考古学翔实而完整的发掘记录与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基础，以
碳氮稳定同位素古人类食物分析为主线，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尝试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结合进行西坡
墓地的新探讨。研究发现，西坡墓地似可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主要的为两部分。这样的划分不仅有利于
食物分析关系上的理顺，而且还可以得到随葬器物的使用以及摆放上的支持。文章还对器物使用、墓葬
年代以及墓葬等级划分及其方法等进行了讨论。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古雪轩图》，系清代乾隆朝皇六
子永瑢为其上书房师傅倪承宽所作的山水画卷。此图绘制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时永瑢等诸位皇子
及师傅正扈从热河避暑山庄，师生共同欣赏前代画作之余，永瑢应邀完成此作。画卷描绘了倪承宽故乡
杭州的"古雪轩"书斋图景，且于画卷诗塘及裱边处，乾隆诸位皇子均有题跋。此件绘画作品，让我们窥
视到史书志乘中鲜有记载的皇子与上书房师傅之间真诚的师生关系，是一件兼具艺术与文物价值的珍贵
文物。本文力图通过对上书房择选授业师傅、陪扈热河等相关制度的梳理，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还原《
古雪轩图》绘制时的历史背景，探究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此外，本文拟借助永瑢等诸位皇子与师傅互
赠诗文书法等交往互动的相关资料，揭示其时以上书房为中心，业已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文化交游圈。上
书房师生诗文书画等日常生活的交流，加之因共同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所结成的共事利益关系，使得



这个交游圈得以巩固传承。斗篷是新西兰毛利人*主要的服装，被毛利人视为宝物，是当今毛利民族身份
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毛利文化乃至整个新西兰文化中都扮演着令人瞩目的角色。年1月1日，新成立
八周年之际，新西兰第五任毛利国王考洛基委托新西兰毛利族女电影制作人拉迈?海伍德与其将一件特别
制作的羽毛斗篷赠送给。它寄寓了毛利国王对人的美好祝福，更展现出新西兰原住民独具魅力的文化传
统，为我们感知和了解异域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这件毛利羽毛斗篷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本文将以它
为原点，在阐明其由来和基本概况后，讲述毛利人传统斗篷的精心选料、繁复制作工艺、主要种类、特
殊意义和曲折而艰难的传承。探究过程必然涉及毛利人的历史、所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传统习俗、
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由此，毛利人的传统斗篷文化得以地展示，也使人们认识到这件羽毛斗篷的弥
足珍贵和重要意义。7年5月，河北正定县于家庄出土一合唐代墓志。从碑文看，为唐后期成德节度使王
士真墓志。该墓志两千余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迄今发现的这个王氏家族男系成员块碑刻，为研究其家
族世系、仕宦经历，乃至整个成德镇历史提供了手资料，是近些年来，继何进滔、何弘敬和王元逵墓志
之后，关于唐代河北三镇的又一重要发现。两周金文习见" "字，卫盉、匍盉铭文有"麀 "一词。本文根据" 
"字的形音义，从旧释读为贲。文献记载的"虎贲"与"麀贲"原本为古车上皮革类门帘等装饰物；不同等级
的车配备有不同的实用或装饰物品，金文与文献称为服或车服；它标志着贵族身份地位的高低，有时也
被用作蔽膝的名称。彩绘陶是先入窑烧制成器，再在器物上施彩绘制。我国的彩绘陶兴起于新石器时代
中期，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姆渡文化发现的两片彩绘陶片，是目前*早的彩绘陶片。邹衡(1927-25)
，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对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从其遗稿中辑出有关考古学
的若干论述，以飨后学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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