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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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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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803835850

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藏品鉴定、出手、上请详询组李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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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是根据
《唐六典》复原而来，但此条和考古发现多不吻合。通过对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整合，本文认为所谓四神
应该是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四个神怪，明器的限为二尺余，而非一尺。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
自成农民军印章资料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官，同时也设
置了不少学官等辅助性质的职官。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军印章
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军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
避李自成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
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军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
全为张献忠农民军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以野石山遗址为代表的野石山遗存是分布于
云南高原东北部昭鲁盆地的一种青铜文化遗存。该遗存晚于鸡公山文化而又早于红营盘遗存，推测其年
代为公元前11～前1年。野石山遗存具有不同于鸡公山文化的自身特征，很可能受到了来自四川西南部西
昌及其以东青铜文化的影响。 据清代乾隆年间鱼翼《海虞画苑略》所载，乾隆以前常熟画家就有296人
。在此之后，更是代有才人，成为少有的几个画家密集地之一。元代黄公望创浅绛山水法，其画风成为
后代山水画家所钟爱的**；到了清代初期，王翚、杨晋为代表的"虞山画派"成为画坛主流，被誉为"画坛*
*"。常熟风物闲美，山川佳胜，诸多私家园林借虞山之景而筑，成为江南地区典型的文人雅集之地，众
多虞山画派画家因此而留下了许多叙事性园林绘画。由于这些画作往往为应园主人(雅集组织者)之邀而
作，画家在绘画技法上遵循传统，但于结构布局上更趋于注重展现园林风貌，具有强烈的写实性。这些
绘画为我们提供了建筑格局、地理位置、人物交游等诸多要素，还原了明清江南园林风貌，艺术价值与
史料价值并存。二里头文化铜铃是夏文化早期的青铜器之一，2世纪5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可以确认
的二里头文化铜铃约12件。本文根据出土二里头文化铜铃扉棱的不同，结合铜铃顶部、肩部、铃壁等多
部位的特点，将这些铜铃分为三型：：型为平行四边形扉棱的铜铃，B型为上窄下宽形扉棱的铜铃，C型
为长条异形扉棱的铜铃；同样，依据对出土铜铃的类型学分析，并结合铜铃的铸铜技术分析，以期进一



步探讨铜铃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发展及演变轨迹。本文对河南博物院收藏明清时期的印章加以论述考证
，概括它们各时期的特点等。虽然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刻符的数量不多，但是其中出现在龟甲上的三个
刻符尤其引人注目，它们是 、 、
。它们的特征是：1.时间*早，属于裴李岗文化，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66至公元前62年；与文字相关，
像甲骨文的日字和户字， 像甲骨文的目字， 像举手人形，东巴文字中就有类似的字例。通过研究这三个
刻符，笔者发现：这三个刻画符号蕴涵了一条符合远古先民生活及社会习性的重要信息；三个刻画符号
刚好与人们迄今都还能够从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中抽象出的三个元素相吻合。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带有
刻符的龟甲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一种宗教法器龟甲刻符与甲骨文之间或许具有一脉相传的关系。6年1月至1
2月，为配合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所清理的遗址中以宋金墓葬为大宗。根据墓
中出土文物，推测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晚期，下限为金代。这批墓葬的发掘和墓中出土的陶瓷器以及
唐、宋金时期的铜钱，为研究宋金时期的墓葬形式、社会经济和古代民俗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夏商之
际，分布于燕山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商王朝文化长期并存发展，更为强势的夏商王朝文化必定对
夏家店下层文化施加了一定影响。本文依据考古资料，首先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辨析出中原地区二里头
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等夏商王朝文化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夏商之际中原地
区的王朝文化对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向传播的通道。同时，对王朝文化北向传播的背景等进行
分析。 长柄香炉是古代佛教活动中常用的焚香之一。一般由炉身、长柄、底座三部分组成，炉身呈高足
杯式，随着时代的变更长柄末端的样式有所变化。本文以考古出土和传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辽、
宋时期的长柄香炉为中心，根据文献记载考证其器名称，将考古发现的实物与同时期佛教石窟壁画、雕
刻中的图像相对比，探讨长柄香炉起源、形制演变及其与香盒之间的组合关系。同时考察其对韩国、日
本的影响。博物馆展览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当前我国博物馆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现实问题。本文从浙江自然博物馆新馆筹展实践出发，对展览前期筹备管理、后期实施管理及其管理中
须注意事项作了探析。宋代《马氏墓志》以小篆书刻，在近代出土的近万方古代墓志中极为罕见，文辞
优美，书法精良。退出实用领域的篆书在宋代再次陷入沉寂，书史所记宋代篆书家皆文辞简略，墓志书
法既可弥补宋代篆书存世资料之不足，为研究宋代篆书及宋代布衣书法家王寿卿的书法提供手资料，也
可作为临摹范本，有极高的书法价值。西周时期，随着以齐鲁为代表的华夏诸侯国在海岱地区的封建，
夷夏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密切。通过两周时期夷夏间的战争、经济往来、通婚以及文化的交流，东夷的
华夏化进程加快，至战国时期，整个海岱地区都纳入到了华夏文化圈的范畴。本文所考察的北周强独乐
造像与的北周文王碑同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岩村北"大佛岩摩崖造像"区内。世纪8年代学者们
曾对"北周文王碑"做过大量释读，并对其真伪、年代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与之毗邻的34号龛佛道造像多
持中晚唐造像之观点。本文结合"北周文王碑"碑文、造像组合、特征等，提出34号佛道合龛组合造像正
是北周文王碑中所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所造像，是四川境内*早的北周造像，意义重大，弥足珍贵。 汉
代画像中有为数不少表现道教主神、升仙、驱鬼逐疫、炼丹、秘戏等与民间道教有关系的图像，道教在
东汉民间有很大的传播，道教汉画像表现了汉代先民对早期道教的信仰。史载，帝丘为五帝之一颛顼的
都城。关于帝丘的地望，历来争议较大，目前主要有四川某地说、内黄土山说、濮阳西水坡遗址说和濮
阳高城遗址说。本文在对前三种说法进行榷疑剖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都与帝丘无关。在采用历史文献
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后，本文认为真正的颛顼遗都帝丘应为濮阳县高城遗址。1年以来
，河南陶瓷考古又取得一些新的进展：一是对河南北部古代瓷窑遗址进行了复查，相继发掘了巩义黄冶
窑、宝丰清凉寺汝窑、禹州闵庄钧窑和禹州神垕瓷窑址。二是汉以后墓葬随葬陶瓷器较多的主要有安阳
曹操高陵、洛阳老城区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巩义市东区唐宋墓等，唐宋金元遗址中出土陶瓷器较多的
有社旗陈郎店遗址、宋城新郑门遗址、开封御龙湾明代建筑遗址等。三是出版了一批考古发掘报告和陶
瓷研究学术成果，为建立河南古代陶瓷发展谱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考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收藏的一幅被忽视的传李龙眠《十六应真图》手卷。长久以来，此图被历代鉴赏家认定为北宋名作，但
它更可能是晚明赝品。尽管如此，鉴藏者留下的三十六枚印章与十一则题跋为我们提供了这幅画自17世
纪到2世纪的可靠的递传信息，并在程度上保留了他们对这件作品的理解与感悟。本文主要探讨《十六应
真图》与新城王氏收藏者(即王象乾与王士禛)的关系。其一，通过探究董其昌跋文的可靠性，更好地理
解王象乾的收藏活动；其二，以王士禛友人留下的七则跋文佐证王氏在17世纪中期的交游、生活与仕途
状况。《周礼》中医生考核制度与《算数书》"医"条的一致性，既说明这种考核制度并非纯出于理想化
的人为设计，又说明"医"条用正负数概念描述考核医生治病效果的定量标准。将秦汉简牍和传世文献相
结合，可以推论："医"条的"程"是战国时秦国(至迟到秦代)的法规，《周礼》中的医事制度可能早于战国
时期。考核医生的法规中出现先进的正负数概念，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与依法治国的需要相
结合的结果。黄宾虹是公认的2世纪画坛巨匠之一，尤其在山水画领域贡献卓荦，堪与齐白石相颃颉，人



称"北齐南黄"。与其他大家相比，黄宾虹更具文人气质和学识，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画家，他不仅在金
石学、美术史学、诗学、文字学和古籍整理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亦是一位书画鉴定大家。本文以上
个世纪4年代黄氏鉴定故宫书画为研究线索，对其书画鉴定特点进行分析，凸显出其超越同辈的慧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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