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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尊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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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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汉画中的羽人形象是由远古鸟图腾发展演变而来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久远的过程，是汉代道教盛
行、求仙思想泛滥的产物。南阳汉画中的羽人形象丰富：有具备远古特征的羽人形象，有带意象化的羽
翼和体现运动与速度之羽人形象。南阳汉代羽人的地位介于人神之间，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仙人；汉代
羽人的大量出现，满足了汉代人升仙思想的需要，体现出汉代蓬勃旺盛、开拓进取、浪漫雄浑的艺术精
神。继南宋末叶学者桑世昌之《兰亭考》一书后，俞松的《兰亭续考》又是一部关于《兰亭帖》鉴藏和
研究的重要文献。本文将《兰亭续考》一书所著录的面貌各异的《兰亭帖》本子一一析出。这些《兰亭
帖》多属俞松个人收藏，亦偶有他人收藏之物，并留下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诸多题识，以此可以大致
梳理出某一禊帖的流传鉴考情况。惜书中所涉《兰亭帖》实物多不存于世，使得后世研究者无法窥其真
实的图像面目，遂形成文献意义上的"兰亭帖"。此外，俞松不仅是一位古书画收藏家，也是一位鉴赏家
，他对古代法书多有鉴评，本文亦适当录出，进而对书中所涉猎的古代法书的鉴定方法进行初步探究，
以管窥南宋时期的收藏家们对《兰亭序帖》的鉴定和收藏之概貌。正定古城位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部
的滹沱河北岸，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一座，城内高密度分布的隋唐以降的文物古迹
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大体具备分析其平面格局的条件。本文在梳理正定城址变迁历史的基础上，运用古
今重叠型城址的研究方法，点、线、面相结合，由近及远，依次复原了清光绪时期、明末清初、唐宝应
至明正统、唐初至唐宝应等四个阶段正定城的城市范围与平面格局，厘清了初唐以来正定城在不同历史
阶段的特点和重要变化。唐初至唐宝应年间的镇州城呈四门十字街的格局，十字街将全城分为四个坊，
各坊内均有"十字区划"法的残留。宝应年间李宝臣之拓城，系在旧城的四面重筑城墙，从而使旧城成为
新城的子城。明代正统年间的拓城对整座城池的形态改动较大，城墙呈现"地陷东南"的外部形态。
锦州华豫之门联系电话在线鉴定联系（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战国墓中出土的圆雕
勾喙蹄足有角神兽金铸像，带有复杂多元的文化元素，既有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造型特征，又融合了欧
亚草原斯基泰艺术的装饰风格，呈现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传承关系，其所具有的神秘信息有待解读。从
语源学、文物学、艺术学角度对神兽金铸像造型的分析表明，其所具有的勾喙、蹄足、长角、有耳鸟首
等特征，与先秦两汉古文献记载的嬴秦飞廉族的历史、风神形象等信息重合，并且传承关系密切；与欧
亚草原艺术中常见的勾喙蹄足后蹄反转的神兽造型、北方草原鹿石上的神兽形象相似，相关性显著。本
文认为，神兽金铸像的母题来源是风神飞廉，文化内涵源于商族的鸟图腾、草原文化和巫文化的鹿图腾



，兼有嬴秦族的龙图腾和古印欧文化的双头神兽形象元素，呈现出交互杂糅的文化传承关系。随州叶家
山墓地是211年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墓地揭露出早期曾国公墓，墓地的年代及布局值得研究。按照本文
的分析，叶家山墓地为东西向横向排列，国君及其夫人墓足、头相对，占据墓地核心位置。目前已经发
现的墓葬，包括有曾国*早的三代国君及其夫人墓，其称谓也各有不同。1年11月至211年1月，国家博物
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组成肯尼亚沿海水下考古工作队，开始实施中肯
合作肯尼亚沿海水下考古援助项目，并顺利完成了年度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工作主要围绕肯尼亚沿海地
区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进行，发现了6处水下文化遗存线索，并对拉穆岛谢拉东侧海域水下遗址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水下调查和测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为下一年度深入调查奠定了基础。每个朝代的衣冠
之制，不但是权力的象征，而且事关的合法性与皇权的神圣性。古代帝王在自己的冕服上所寄注的思想
、意志、情感一览无余。古代羽翎作为冠冕佩饰，一般是帽后飘摆。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
羽翎作为配饰刚开始固有其等级象征意义，但未成定制。汉代文献记载，从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到秦汉皇
帝，皆有将羽毛赐予武将作帽盔装饰以示英武之举。北朝时期出现了用山雉尾条装饰头盔的情况。元明
之际朝鲜的李朝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中也出现了鸬鹚羽毛制成翎子以做装饰的记载。到了明代，官服冠冕
始缀天鹅翎。清初的文献记载从侧面证明羽翎佐饰冠冕的观念仍存在。清代羽翎作为冠冕佩饰，带有深
深的萨满文化烙印。在古代经学礼制构建视野中，冕制流变始终重视"义本礼经"，这也是清朝正统意识
和新政心态的重要体现。其冕服制度设计深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服制经验和制度创建程式的影响
。花翎作为官服配饰也体现着奖惩的示范意义，有着重要的制度规范导向。 佛教造像中所表现的供养人
像不仅是制作和礼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时，作为皇帝的臣民、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也是他们想
确立自我存在的一个形象。本文阐述了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是被利用为向统治者和社会表达意志的一
个"场所"，供养人像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现手段。现存佛像当中并非都是地区精作品，也存在很多
地方和民间制作的拙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美术史的角度评价较低，但实际上，作为向国家和社会传
递意愿的一个纪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佛教美术研究当中不能只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也
有必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日本收藏的三件青铜器上的铭文，不应为"长"字，而应是"先"。三件器物
时代较为一致，均属殷墟文化二期之时，且等级较高。三件器物应出自于山西浮山桥北墓地，极有可能
是桥北M1内的随葬品。结合其他"先"铭青铜器，为判定墓地的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作者曾撰《殷墟王
陵区人祭坑与卜辞所见"羌祭"及"杀牲法"研究》一文(载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学报》，213年9月)，讨论殷
墟王陵区祭祀坑与殷墟甲骨文中屡屡提到的"伐羌"、"用羌"卜辞间的关系。文章发表后，作者组织力量对
文章涉及到的部分殷墟王陵区人祭坑实施重新发掘。结果表明，殷墟人祭坑中的人骨个体数，与甲骨文
中羌祭卜辞中的用羌数量确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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