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华豫之门咨询电话和海选时间

产品名称 温州华豫之门咨询电话和海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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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全心全意服务广大藏友！ 本文通过对《宣言》翻译和版本的考察，梳理了清末民初《
宣言》如何从只言片语、段落章节的摘译逐步全本翻译到来的情况，理清了《宣言》的不同版本，确定
了*早读到的《宣言》是罗章龙译本。本文根据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以及后出的僧传
和禅宗灯史，考察了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通过考察揭示出：安史之
乱后，幽州地域的云居寺流行北宗禅。幽州地区的盘山系北方重要的禅宗基地，有禅僧在此活动。尽管
后出的禅宗典籍将它描绘为马祖道的天下，但较早的石刻和敦煌文书所描述的盘山佛教却不是这幅景象
。显然，中唐时期马祖道已经渗入盘山的说法是被后出的禅籍建构出来的。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
的石刻材料在叙述中侧重人物生平事迹、时间、地理空间，与当地世俗社会和历史背景紧密相连，重在
写实。而后来传世的禅籍却意在突出马祖禅的观念、修行及传导方式，编造一套看似清晰的师承谱系，
凸显马祖一系特有的语言系统，在表述中虚实相间。 旧称"微盂"、"微斝"的两件西周早期铜器，乃是卫康
叔直系后裔所作的祭器，祭祀对象即卫国的始封君康叔封。以往学者多将器主名误释作"微"。实际上，
该字应释读为"髟"，综合国族、时代及文字通假等因素来看，其人很可能就是第二代卫君、康叔之子康
伯髦。清华简《系年》称周成王、周公迁殷遗民于洛邑，而封卫康叔于"康丘"，与沬土簋铭文记载的"诞
令康侯鄙于卫"为同一史事。至于卫人自"康丘"徙居"淇卫"之举，则应该发生在康伯髦之世以后。16年4月
，因当地进行新农村建设，在江西省吉安县吉州窑窑门岭窑址堆积东南发现一处窑业遗存。遗存出土瓷
器的釉色种类较为丰富，有青白釉、白釉、酱黑釉、绿釉、黄釉、龙泉青釉等，器物造型多样，以烧造
日常生活用器碗、盏、碟、枕等为大宗。从产品的釉色品种、组合，器物的造型、装饰、烧造特征分析
，该窑场是一处北宋中晚期以烧造青白釉和绿釉瓷器为主的综合性窑场。鉴于吉州窑是宋元时期以烧造
黑釉和彩绘瓷为主的综合性窑场，该遗存的发现，尤其是早期青白釉和绿釉瓷的发现，丰富了吉州窑的
内容，对吉州窑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咸阳唐代苏君墓自1963年发掘材料公布以来，对
其墓主人学界多有考证，一般认为墓主人是唐赠幽州都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然从苏君墓的墓葬元
素，如木门、壁画内容、天井个数、墓地位置等分析，发现其中尚有可疑之处。在初唐至盛唐时期甬道
内设置木门的墓主人为李唐宗室或外戚，苏君墓墓道内的青龙白虎壁画亦见于同一时期的李唐宗室成员
，加上该墓紧邻窦诞和襄阳合葬墓，综合已有研究，推测墓主更有可能为李唐姻亲，墓主人为南昌和驸
马苏勖的可能性。苏君墓墓室内的殉葬器物多被扰乱和砸碎，且前室两侧设有小龛，墓底铺砖也被破坏
殆尽，仅墓道内的壁画及前后两墓室穹顶所绘的天体图保存完整。苏君墓中这些不寻常的现象除早期盗



墓和被水冲过等因素影响外，似是一种有意破坏的迹象，或因僭越制度而遭到毁弃。"二次"失败后，孙
中山在日本重树党帜，成立了中华党，并于1915年发行债券，筹措经费用以反对袁世凯，规复共和，发
动"第三次"。债券面值分为壹千圆、壹百圆和拾圆三种，主要发行对象为聚居于南洋和美洲等地的华侨
。本文结合国家博物馆馆藏债券和文献资料，就债券的发行与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
选择居址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灵宝铸鼎原新石器时代聚落所处地貌类型的考察，我们发现，仰韶文化初
期、早期，人类主要居住于较低的河流阶地等地貌类型上；仰韶文化中期，人类居住范围扩大，除河流
阶地外更高的黄土台塬、洪积扇成为人类居住的重要地貌类型；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人类居住的重心
转移到了黄土台塬、洪积扇上，并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从早至晚，人类居址存在一个向更
高地貌面转移的趋势。同时，区域水系也是影响聚落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平番得胜图卷》是明代纪
功与纪实绘画的重要作品。文章在朱启钤《平番得胜图跋》和瞿宣颖《平番得胜图考》的研究基础上，
主要从《平番得胜图卷》的榜题出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相关史料对画卷展开研究，进一步提出若干
具有价值的新观点。文章考证《平番得胜图卷》所绘事件的年代为万历二年至万历四年(1574-1576)，且
画面两段之间存在缺失问题。文章根据画面结构将画卷重新划分段落，并对画卷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补
充。此外，文章考察了《平番纪事》与《平番得胜图卷》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主要
的歌颂对象。笔者不赞成《也谈"妇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
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
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文中的妇好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带"妇好
"、"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妇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摹写是文献
墨迹复原复制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小字墨迹复制摹写技术，在复制工作中克服了"双钩廓填"方法对笔
墨的制约，具有一笔成形、对应表现潜力大、效率高、适合小字墨迹复制等特点，是传统墨迹复制中比
较难把握的技术方法。本文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博物馆对摹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强调在小字文献
墨迹复制中发挥摹写技法特点与对应表现潜力、精心制作墨影底稿和熟练驾驭字形与用笔笔势；强调从
专业需要和个人技术素养两个层面把握"摹"与"写"的内涵、强化笔功基础、认知原迹、引入笔意观照；同
时强调加大试摹写数量，做到意在笔前，使小字墨迹的复制摹写技术成为既符合传统技术特点，又可广
泛应用复制各种小字墨迹文献的文物复制技术，从而提升文物复制件的品质，使传统文献墨迹复制技术
在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文根据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以及
后出的僧传和禅宗灯史，考察了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通过考察揭示
出：安史之乱后，幽州地域的云居寺流行北宗禅。幽州地区的盘山系北方重要的禅宗基地，有禅僧在此
活动。尽管后出的禅宗典籍将它描绘为马祖道的天下，但较早的石刻和敦煌文书所描述的盘山佛教却不
是这幅景象。显然，中唐时期马祖道已经渗入盘山的说法是被后出的禅籍建构出来的。敦煌文书与晚唐
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在叙述中侧重人物生平事迹、时间、地理空间，与当地世俗社会和历史背景紧密
相连，重在写实。而后来传世的禅籍却意在突出马祖禅的观念、修行及传导方式，编造一套看似清晰的
师承谱系，凸显马祖一系特有的语言系统，在表述中虚实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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