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城华豫之门咨询电话及咨询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宣城华豫之门咨询电话及咨询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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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火烧洞的选址、规模、形制、造像特征等遗迹现象出发，结合《魏书》中记载的龙门石窟工程选
址特点、洞窟的规模、古阳洞初始龛像及云冈二期窟像与南朝萧齐石刻造像，通过对古阳洞北壁杨大眼
龛造像记中关于孝文、宣武时期造像记述的重新解读，认为火烧洞即杨大眼造像记中提及的"先皇之明踪
""盛圣之丽迹"，从而得出火烧洞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凿的大型洞窟的结论。楚长城在河南境内分布为西
线、北线、东线三条线路，其保存现状、建筑特点、建筑结构、修筑时代已经查明。河南楚长城以人工
修筑的墙体连接山险、关堡为主体工程，加以烽火台、兵营、城址等重要组成部分，与古道路、古河流
等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战略性军事防御体系，在楚国的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栋脊柄刀始见于商代
中期，商代晚期便有了较大发展，西周之后渐衰，多出土于北方的陕西、河南安阳等地，是商周青铜的
重要品种。本研究认为，其特殊的脊背外部形态和固柄方式是这种刀*为基本的特征，以此特征为主，再
参照锋刃部形态，便可将之分成三型：即"夹脊柄型"、"銎脊柄型"、"夹脊銎脊柄型"，之下可再分成若干
个样"式"，如"有阑无内式"、"卷锋多銎直刃式"等。本研究还认为，从技术史的角度看，栋脊柄刀应是在
本地和周边诸考古文化，在石质榫凸背刀、石质多孔刀、青铜榫凸背刀、青铜銎首刀等技术因素的影响
下逐渐发展和演变出来的。92年9月至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文
物管理所，对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村周围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共计发掘5座墓葬，其中4座为北魏墓葬
，墓葬均为带有墓道土洞墓。小型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大型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
和墓室组成。随葬品数量不多，以陶器为主，还有铜器、铁器、料珠、泥钱等。对比墓葬形制和随葬品
，这批发掘的四座墓葬是北魏占领大夏国首都统万城后遗留的墓葬。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出土石制品近4
件，原料以石英、砂岩与石英岩为主，另有少量细砂岩与变质砂岩，类别有石料、石核、石片、石器、
断块、碎屑及使用砾石，成形石器相对较少。第1地点遗存的年代为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
早期。磨刀山遗址是广东省目前确认的年代*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15年7~1月，辽上京考古队发掘了辽
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现宫城墙、夯土台基、慢道等遗迹，出土了一批辽代及其以后的建筑构件和生活
用器。宫城东门是一座"分心槽"布局的殿堂式城门，与其他过洞式城门不同，是研究辽代建筑技术、辽
代都城城门制度、辽代都城的朝向布局等方面的重要资料。13年，临淄区文物局在尧王村西南发掘了两
座东西并列的甲字形土坑木椁积石墓。椁室四周的生土二层台上各有两座陪葬墓和一座器物坑。出土的
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水晶玛瑙器、蚌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组合，推测这两座墓为并穴合



葬墓，年代属于战国早期晚段，墓主为齐国大夫一级贵族。
宣城华豫之门咨询电话及咨询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本文尝试分析战国S形龙佩与西周多璜佩、春
秋虎形佩之间的关系，探讨变化发展中的两周组佩在功能及艺术特征上的不同。所谓藏品来源，就是博
物馆等文博收藏机构所收藏的文物资料等是以何种方式进入这些机构的。我国博物馆的藏品来源，一般
有拨交、捐赠、购买、馆际交换等几种形式。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国内收藏近现代藏品*多的博物馆，它的
这些藏品主要是通过拨交、捐赠、购买、借存等四种方式进入博物馆的。通过对2221件一级近现代藏品
的来源统计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国家博物馆在收藏近现代藏品之初，拟通过"捐赠、借存、购买"三种方
式征集藏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拨交方式入馆的文物藏品，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以上三者的总和
，成为国家博物馆一级近现代藏品的主体；这些藏品的入馆时间也相对集中，即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
原博物馆馆建馆初期。由此可以得知，国家博物馆一级近现代藏品是通过拨交为主，捐赠、借存和购买
为辅的模式积累起来的，而这种积累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时代特征，在新博物馆发展具有一定
的普遍性。屈家岭、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分别为36B.C.～28B.C.、3B.C.～23B.C.、24B.C.～19B.C.
。屈家岭文化曾周边文化数百年，之后的石家河文化向北扩张至河南漯河郝家台一带，对王湾三期文化
前期有较大的影响。后石家河文化主要来源于石家河文化地区，并使王湾三期后期文化与之渐趋一致。
二里头文化是在王湾三期后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其**来源当在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在
豫中西地区形成后又反过来向南扩张至长江中游文化区。1年7～11月，为配合郑新快速通道项目工程，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仰韶文化遗存、商代二里岗期及晚商
等多个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基本自成序列，丰富补充了华阳城遗址早期遗存的文化内涵。《国语.郑语》
等文献记载，郑武公东迁灭掉虢、郐、华等，建立郑国。特别是仰韶、商代的遗存面积大且较为丰富，
处于遗址的城南沟两岸及郭店村东北部，为探寻"古华国"提供了新线索。北魏先后定都于平城和洛阳，
史学界一般将其分别称为平城期与洛阳期。本文以墓葬中的陶俑为对象，比较了两个时期陶俑的异同之
处：一方面随葬陶俑原本是汉文化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陶俑种类以及服饰的变化也显示出民族文化融
合的进程。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北魏两个时期的汉化进程及其影响做了探讨。 根据出土铜器铭文可知
，叶县旧县四号墓墓主为春秋时期原本属于中原地区、后迁国至楚国版图的许国国君许公宁。本文对墓
中的楚文化因素进行了讨论，并分析其出现的社会背景。《艮泉图咏》记录了嘉庆末年(1814年至1815年
间)，寓居广东广州、江西南昌、江苏苏州等地的五十位文人，为广东顺德人黎应钟的艮泉别业绘图题咏
的雅事，生动地呈现了19世纪初一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书画雅集。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其产生之过程，发
掘其历史物质性，还原这些图像和文字产生及传播的本貌，重构其时跨地域文人(包括画人、诗人、仕人
等)书画交游的情景。黎应钟以颂赞艮泉这一主题征画索题，使几地文人诗文、书画的风格特点和差异立
现。围绕12幅风格各异的画作，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域的画风差异及其相互影响。尽管这次雅集将岭
南文艺向省外传播，并使岭外文艺向南推介，但是岭南画人的影响力仍主要局限于本地。梳理文献与考
古资料可知，钧窑之名来自钧州，钧州之名来自钧台，而钧窑之名的来历与钧台关系不大，更与"钧"字
含义无关。春秋以来文献所记的"钧台"和清代以来所称"钧台"(实为新建"古钧台")是两个不同的遗迹。金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钧州的建立，明万历三年(1575年)钧州避讳改禹州，清康熙十九年(1679年)禹州城
内新建"古钧台"等时间节点直接影响着各时期人们对钧窑概念的认识。北台旧石器地点于25年4月发现，2
5年5月又对其进行了复查。该地点位于天津蓟县的河流阶地内，在地表采集到数十件石制品，类型相对
简单，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原料均为燧石。剥片方法主要采用锤击法。遗址的时代推测属于
晚更新世晚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 宣城华豫之门咨询电话及咨询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亳州华豫之门咨询电话及地点（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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