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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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鉴定、出手、上请详询组李总监 《左传》僖公六年记载许国投降仪式中有"面缚"的仪
节，但"面缚"究竟指的是什么，自古争议颇大。本文认为应从许男视死的初衷出发，自丧礼中求其本意
。"面缚"即幎目，具体到许男这一等级，就是缀玉覆面。多友鼎、四十二年逨鼎记述了西周与猃狁(或戎)
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发生在何地?"长父侯于杨"，杨又在何地?前杨囯之灭与后杨国肇建是有因果关系
的。"杨姞"究竟是晋侯邦父的夫人，还是杨侯的夫人?两周，尤其西周时期是两汉时期成熟葬玉制度的肇
始，也是葬玉制度发展*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多元化的葬玉制度在战国时期逐渐走向统一，为两汉葬玉制
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即从两周出土的葬玉种类及玉器出土位置等情况入手，分析总结这一时期葬
玉与葬玉制度情况。《晚笑堂竹庄画传》是清初画家上官周编绘的人物像传，是明清以来重要的人物画
谱之一。是书自1743年刊行以来，至年间，经多次覆刻、翻刻或影印，传世版本多达十余种。由于早期
版本未见标注雕版年月、单位、刻书家姓名等"刻本牌记"，学术界至今尚未对版本进行考证和认定，导
致各馆藏单位标注为"1743年刊本"或"原刻本"的《画传》版本不一，有的甚至将传世数量较多的第三代翻
刻本定为"善本"。本文从各馆藏《画传》中采集建国以前不同时期的版本样本，运用文献学、版本学、
图像学的方法，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试图考证《画传》早期版本刊行的大致年代，确定初刻本，厘清各
版本的演变顺序。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恒先》，保存完整，是研究古代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恒"即
马王堆帛书《易传.系辞》中的"大恒"，殷墟卜辞中称为"王恒"。恒即常，故"恒先"即《老子》第四章所说
的"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仙人半开门"图像是汉代画像的一类重要题材，流行于川渝地区和鲁苏
地区的东汉中、晚期墓葬中。分析其图像构成，以及图像中启门人、道士的具体身份，可以看到在东汉
中、晚期画像中出现并流行一种新的升仙程式。在这一升仙程式中，道士作用的突显反映了早期道教兴
起和天师道在巴蜀地区盛行这一历史事实。龙门东山擂鼓台发现的一例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
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
、底座，组合安装，且保存状况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图像布局特殊，千辐轮位于前掌
中心而非整个脚掌中心；五是图像内容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剑、鱼、满瓶、海螺等物，
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六是
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为目前所发现的同类图像中所仅见。这一材料的发现
，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高涣墓志》近出河北临漳古邺城遗址附近。高涣



为北齐太祖献武帝高欢第七子、文宣帝高洋之弟，《北齐书》有传。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宦绩功业、卒年
及葬地等史实，对北齐制度、皇陵及北朝墓志文体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平原省委旧址位于河南省新乡市
和平路中段，占地面积约2亩。它建于1949年到195年之间，现存一座主楼，四座辅楼，建筑风格以苏式
为主。作为平原省委的办公场所，它是平原省多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对研究平原省的历史具有
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甲骨卜辞中的"雀"与传世文献和战国竹书中的"傅说"有诸多相似之处。，生活时代
相同，均是武丁早期属臣；第二，其名皆与鸟有关，且从音韵上能通假；第三，主要事迹相仿，是武丁
重臣，多次参与祭祀和征伐，特别是都曾征伐"失"国；第四，所居区域相近，都在晋南豫西一带。故"雀"
当即"傅说"。世纪8年代初期，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发掘了一个形制特殊的遗迹(M34)，由于缺乏可资比
较的资料，发掘者初步判断其为墓葬，但也已认识到它和殷墟发掘的墓葬有很大的不同。随着发掘资料
的增加，殷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遗迹。通过和殷墟以及其他遗址发现的类似遗迹的比较，推断小屯宫殿
宗庙区M34并非特殊形制的墓葬，更有可能是水井，或者是具有冷藏功能的窖藏坑。本文根据虚拟博物
馆发展特点，分析了虚拟博物馆的影像技术运用情况，并结合安徽省博物馆利用36度全景技术建设虚拟
博物馆的经验，探索36度全景在虚拟博物馆中的价值和优势所在。绍兴塔山甬钟又被称为"自钟"、"自铎"
、"之乘晨钟"。由于其铭文无论在文字释读方面，还是在标点断句方面，都还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所
以有关该钟器主名字的认定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自"，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之乘晨"，有
的学者认为器主是"之乘辰"。在之前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工作：，对铭文
中在判定器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文字，重新进行了详细地考订释读；第二，对徐国铜器铭文中器主自
述身世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两种习惯模式，即"徐王/君(某某)之子/孙(某某)"和"某某，余某某之子/
孙/甥"。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器主之名应为"之乘辰自"，当是与"足利次留"、"乍讯夫叴"、"斯于"一样的
"夷式名"。地球物理勘探技术能够快速、无损地对地下遗迹现象进行、定型、定量或定性分析，引导我
们对重点电磁信号异常区所反映出的疑似迹象进行人工钻探确认。这不但大大节省了考古调查的时间和
经费，还使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濮阳市戚城遗址是龙山文化、东周、汉代三城依次叠压
的重要古城址，具有很高的史学、考古学研究价值，通过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该遗址的应用，印证、发
现了一些已知和未知的文物遗迹。明义士于1914年—1927年在安阳传教，利用业余时间，他在殷墟的侯
家庄、西北冈、小屯收集文物。对照梁思永、高去寻2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侯家庄王陵区的发掘报告，
推测明义士收藏的1件蘑菇形石兽角、几件T形缝石嵌片和若干件平行线纹石嵌片可能是侯家庄王陵大墓
的遗物。另外，对照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同类石璋，推测明义士收集的13件石璋也是殷墟的遗物。 张
大千的敦煌临摹、考察活动多彰显以审美价值，往往被视为艺术家的临摹创作活动而不为学术研究所重
。但张大千以其艺术直觉的敏感性，重新发掘了敦煌归义军时期供养人像作为生者真仪的特殊性。特殊
性背后，体现的是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的在地化倾向。这一立足本土、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现象，表
现在张大千自敦煌归来后于川渝多地举办的临摹展览中，恰好呼应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救亡话语以及吁
求"文艺复兴"的心理诉求。由此，张大千的敦煌临摹活动及作品，与贯穿整个近代的民族话语达成了合
流。张大千的临摹手法、取向、考察路数，多有争议。回到抗战时期西北考察的历史语境下，他对艺术
现象的敏感，看似摹古，却参与民族文化身份的追寻与重塑，堪称学术史中的"预流"。15至216年间上海
博物馆的"吴湖帆收藏大展"中有一卷传元代钱选《蹴鞠图》，然该图存在颇多疑点。，吴湖帆在其所藏
《蹴鞠图》拖尾上抄录了明代文徵明的题识，其中人物的特征与画面完全不能吻合。第二，该《蹴鞠图
》上收藏印*早为明人，且钱选自题书法和款印均有许多疑点。第三，《蹴鞠图》是否有超越画面之外的
文化涵义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采用探索历史情境与人物服饰、相貌和活动特征的方法，从宋
人较为可信的文献史料出发，结合正史载录，重新还原了画中六人的真实身份以及人物关系背后的隐喻
。同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君臣蹴鞠图"已经成为古代的视觉母题之一，历代有不少文人曾为该母题
作过题跋和诠释，文中解释了宋代后人对"六人蹴鞠"图式的认识与原作之意的差别。*后，本文对吴湖帆
先生收藏该画并加以题识的原意作了说明。"盘庚迁殷"的个地点应是安阳洹水北岸的洹北商城。这里发
现有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代的殷墟文化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宫城墙、外城内外基槽及居民点等遗
存。其后，由于洹北商城的宫殿建筑毁于火灾，商王室即迁洹南小屯之殷都。这里有殷墟一期的祭祀场
所和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等遗存，透露出小屯是盘庚迁殷的第二个地点。"仙人半开门"图像是汉代画像
的一类重要题材，流行于川渝地区和鲁苏地区的东汉中、晚期墓葬中。分析其图像构成，以及图像中启
门人、道士的具体身份，可以看到在东汉中、晚期画像中出现并流行一种新的升仙程式。在这一升仙程
式中，道士作用的突显反映了早期道教兴起和天师道在巴蜀地区盛行这一历史事实。张大千的敦煌临摹
、考察活动多彰显以审美价值，往往被视为艺术家的临摹创作活动而不为学术研究所重。但张大千以其
艺术直觉的敏感性，重新发掘了敦煌归义军时期供养人像作为生者真仪的特殊性。特殊性背后，体现的
是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的在地化倾向。这一立足本土、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现象，表现在张大千自敦



煌归来后于川渝多地举办的临摹展览中，恰好呼应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救亡话语以及吁求"文艺复兴"的
心理诉求。由此，张大千的敦煌临摹活动及作品，与贯穿整个近代的民族话语达成了合流。张大千的临
摹手法、取向、考察路数，多有争议。回到抗战时期西北考察的历史语境下，他对艺术现象的敏感，看
似摹古，却参与民族文化身份的追寻与重塑，堪称学术史中的"预流"。15至216年间上海博物馆的"吴湖帆
收藏大展"中有一卷传元代钱选《蹴鞠图》，然该图存在颇多疑点。，吴湖帆在其所藏《蹴鞠图》拖尾上
抄录了明代文徵明的题识，其中人物的特征与画面完全不能吻合。第二，该《蹴鞠图》上收藏印*早为明
人，且钱选自题书法和款印均有许多疑点。第三，《蹴鞠图》是否有超越画面之外的文化涵义也是值得
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采用探索历史情境与人物服饰、相貌和活动特征的方法，从宋人较为可信的文献
史料出发，结合正史载录，重新还原了画中六人的真实身份以及人物关系背后的隐喻。同时，笔者在研
究中发现，"君臣蹴鞠图"已经成为古代的视觉母题之一，历代有不少文人曾为该母题作过题跋和诠释，
文中解释了宋代后人对"六人蹴鞠"图式的认识与原作之意的差别。*后，本文对吴湖帆先生收藏该画并加
以题识的原意作了说明。化生与摩侯罗作为儿童形像，*早出现在唐代，一直绵延至近世。它们与古汉语
、民俗、宗教、文学、艺术、考古等都有密切关系，涉及面很广，弄清它们的功用、特点及来龙去脉具
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自上世纪3年代以来，虽经中外学者的探讨，面貌仍未清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对化生与摩侯罗的异同及源流进行了考察，试图理清化生与摩侯罗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并对
相关文物进行了鉴别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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