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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强大专家阵容     细致的专业鉴定讲解     为您的藏品把脉问诊！    
16年来，初心不改 公元6世纪中期，中原北方东部地区开始出现一种以双菩提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
像为主尊、常以镂孔透雕形式表现的白石佛教造像，其造型精美，特征鲜明，与早年流行的尖楣状背屏
造像形式迥异。本文以邺城地区历年出土佛像为中心，结合周边区域同类背屏式造像，探讨北齐"龙树背
龛式"造像的构图特征及技术传承。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收藏一件周代玉人，该玉人以和田青玉圆雕而成
，宽额方脸，头戴高大帽冠，正背面纹样相同，制作规整，加工精细。
柳州华豫之门徐鸿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敦煌的观音救难信仰早在北凉时期就随着《普门品经》的
流行而流行。到了唐代，这一信仰更加盛行。由此，与之相应的《观音经变》也大量出现。就莫高窟而
言，此期的《观音经变》不仅反映了其对印度普门品变相图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反映了显性与隐性观音
画像、三十三化身与世俗人物画、榜题与程式化等问题。本文就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中的观音画像
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古代文献和商周古文字资料中的缯地、曾国，历来争议颇大。文献和考古
学资料更加支持《夏本纪》所记缯氏早期居地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春秋》经传所记今山东兰陵之
姒姓之鄫与《夏本纪》所记缯氏东迁有关。卜辞之曾地望待考，但大体可以推断，其不大可能位于今河
南方城缯关一带。湖北随州叶家山M65所出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位于今湖北随州一带的姬姓曾国似至迟
于西周康王时期即已存在，西周晚期联合申国召犬戎伐周的缯，可能就在今湖北随州一带。陶寺文化早
、中、晚三期总体上一脉相承，是以陶唐氏文化为主，包括有虞氏、周族、夏族以及其他族群文化因素
在内的混合型文化，但陶寺文化各期之间发生了大的变异。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变异主要与有虞氏舜取代
陶唐氏尧为联盟首长有关，而陶寺文化晚期发生变异、充满色彩以及陶寺城址的衰落等则是颠覆活动的
结果。2年，对山西太原市龙山童子寺遗址进行发掘，揭露了明代寺院的全貌，并发现2座唐代洞窟。4年
清理了佛阁的前廊。5年对佛阁前廊北部和南部的建筑遗址进行发掘。6年对佛阁内北半部进行发掘，出
土一批北齐和唐代石刻造像。该佛寺创建于北齐时期，发掘获取了研究北朝、唐代佛寺建筑类型的新资
料。4年对六顶山渤海国王室贵族墓地进行了再次复查，确认该墓群的二墓区现存墓葬13座，可分为土坑
墓、石构墓两类。而对以往发掘的7座大型石室墓重新清理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墓葬外部结构。从此次
发掘的墓葬形制看，二墓区的土坑墓和石构墓可进一步分期。根据墓葬形制与布局，墓群的年代应为渤
海前期。3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墓葬69座，出土了大量陶、铜、骨、石器等。均为东西
向的土坑竖穴墓，流行头龛、二层台和殉牲，年代大致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墓地居民以从事畜牧业



为主，也有一定的农业经济。该墓地的居民由具备北亚和古中原体质特征的两类人群构成，但在文化内
涵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4～26年对八连城内城的主要建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二号建筑基址及其之间
的中廊和一号建筑基址两侧的东、西廊等遗迹。两座建筑基址南北向排列，中间有廊道，形制为工字形
。二号建筑基址位于内城中轴线上，规模宏大，出土遗物包含高等级建筑上使用的绿釉脊饰和瓦件，应
为八连城遗址宫殿遗迹。5年7~8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张发掘队对河南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黄张
村黄张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以两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有灰坑和墓葬。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
量铜器、石器、骨器和蚌器。遗址中的两周遗存，对研究豫北、冀中南地区周文化的构成、演进等均有
重要意义。 M38是因现代人盗掘而在铁岭墓地发掘区外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一座战国墓。发掘表明，此墓
古代三次被盗，仍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陶器、玉器和骨器，是铁岭墓地随葬品物*为丰富的一座墓葬，
对于判定铁岭墓地的性质有重要意义。大同地区出土了8件北魏朝廷颁发给各地太守和护军的铜虎符。马
衡先生在《北魏虎符跋》一文中简要地考证了虎符的制作年代和使用情况。本文通过对这批铜虎符铭文
的进一步考证，确定它们铸造和使用的年代应该在北魏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神瑞元年到世祖太武皇帝拓
跋焘太平真君九年之间，即公元414年至448年之间。三国时期墓葬制度是从"汉制"向"晋制"的转变过渡时
期。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同东汉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曹魏和东吴地区。随葬器物组合方面
基本沿用东汉晚期，但又出现了一些新器型。此外各区域间的墓葬文化表现出频繁交流的特点。综合以
上诸要素可知"晋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原地区的曹魏墓葬，突出表现在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同时东
吴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亦被中原地区所接纳，成为西晋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 魏郡等字残碑存字若干，
虽不完整却也是难得的东汉碑刻遗存。碑文内容具有一定的地理历史价值。碑文书法水平虽不算精到，
却有大璞未雕、生动自然之意。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古雪轩图》，系清代乾隆朝皇六子永瑢为其上书
房师傅倪承宽所作的山水画卷。此图绘制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时永瑢等诸位皇子及师傅正扈从热
河避暑山庄，师生共同欣赏前代画作之余，永瑢应邀完成此作。画卷描绘了倪承宽故乡杭州的"古雪轩"
书斋图景，且于画卷诗塘及裱边处，乾隆诸位皇子均有题跋。此件绘画作品，让我们窥视到史书志乘中
鲜有记载的皇子与上书房师傅之间真诚的师生关系，是一件兼具艺术与文物价值的珍贵文物。本文力图
通过对上书房择选授业师傅、陪扈热河等相关制度的梳理，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还原《古雪轩图》绘制
时的历史背景，探究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此外，本文拟借助永瑢等诸位皇子与师傅互赠诗文书法等交
往互动的相关资料，揭示其时以上书房为中心，业已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文化交游圈。上书房师生诗文书
画等日常生活的交流，加之因共同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所结成的共事利益关系，使得这个交游圈得以
巩固传承。元代刘氏祖宗大碑22年出土于荥阳市贾峪镇白草岗村刘坟洼，至今未见著录及研究。该碑详
细记载了金元之际壬辰兵革及窝阔台中州括民等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近几十年来，商代玉
、石文字在中原地区时有发现，其中以安阳殷墟、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处的考古收获*为重要。这些玉石文
资料是对以殷墟甲金文为代表的大宗商代出土文献的重要补充。本文蒐集散见于有关著录中的殷墟侯家
庄13号墓石簋刻铭，刘家庄南地墓葬朱书玉璋、刘家庄北地墓葬墨书玉璋，妇好墓刻字石牛、石磬、玉
戈，小屯18号墓朱书玉戈，苗圃北地筮数刻石，以及虢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小臣妥玉琮、小臣玉璧、小臣
玉戈、王伯玉觿和玉管等多种遗物，并对其中的文字资料分别加以释读，以期增进对这些殷商出土文献
的研究。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和质谱方法测定了安徽蚌埠禹会遗址出土的薄胎磨光黑胎与普
通陶器的微痕量元素化学组成，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分析，结果显示，
薄胎磨光黑陶的微痕量元素组成与普通陶器有明显不同，结合考古学背景分析，这种制作精**陶器应不
是由禹会遗址本地生产，而是从外地传入的，且其产地来源可能在2处以上。本文的研究对探明禹会遗址
的性质、验证"禹会涂山"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了解龙山时代晚期皖北及其周边地区陶器传播与文化交流
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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