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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阳泉华豫之门服务电话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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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藏品需要鉴定上、私下请仔细阅读 同时请标明您的姓名、。我们会在24小时内给您回复。
《华豫之门》报名热线 徐堡城址是豫西北地区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历的唐虞时代。关
于它的性质，迄今学术界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根据当时黄河改道洪水四溢的历史背景，加上城址北垣又
被沁河冲毁，我们认为它同大禹治水有关，很可能是禹在覃怀治理洪水时的重要城邑，也是覃怀地区黄
河文明的中心。开封祐国寺塔俗称铁塔，又名开宝寺塔，创建于北宋皇祐元年(149年)，为八角十三层楼
阁式琉璃砖塔。本文以祐国寺塔为主要研究对象，试从建筑的角度，对该塔的建筑形制、内部结构及细
部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在建筑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我国北方草原地
区的土著文化之一，其以丰富而形象的动物纹闻名于世。本文选取若干动物纹样，藉以说明北方草原先
民崇尚力量，追求勇猛和刚健的审美。 在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库房发现线
装日记手稿《东游琐记》一册。此日记未注明写作年份，记录日期从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
。日记记录了作者从家乡成都出发东渡日本求学的事宜，涉及留学的准备过程、航行路线、途中见闻、
交往的人物以及到达日本后购置的书籍书目与食宿、学费、买书购衣的花销等内容。通过对《东游琐记
》内容与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关系、行文风格与笔迹三方面考证，本文认为，《东游琐记》作者正是
晚清学者吴虞。吴虞，近代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因五四时期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而产
生较大影响。胡适称他为"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本文依据南阳杨官寺汉画
像石墓的形制、随葬器物的类型、石刻画像利用率的高低以及画像内容题材及雕刻技法等几个方面，与
本地区其他画像石墓与画像石纪年墓进行比较分析，判定杨官寺画像石墓的年代应提早至西汉中期偏晚
阶段。本文从秦汉陵墓的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出发，讨论陵寝制度与象征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问题。秦
汉陵寝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陵寝制度也就是陵墓制度，狭义的陵寝制度指陵侧出寝的建筑制
度，多年来两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讨论；秦汉陵墓实行独立陵园制度，对于陵园的象征有若都邑说、若宫
城说；近年在此思路基础上，出现了将地下陪葬坑与秦汉职官架构比拟的新思路，这种思考还需要从理
论与考古实践上进一步完善。 根据唐萧元礼家族墓志，可以推断龙门185号张氏瘗窟开凿于8世纪初。张
氏先葬此窟，开元六年(718年)又与其夫元礼合葬于龙门南山西原萧氏家族墓地。张氏瘗窟与合葬墓先后
修建的事例可作为唐代俗礼与佛法丧葬观念冲突及调和的反映。施工制作是博物馆陈列设计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陈列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的完善与物化表现。在"古代"基本陈列设计中，国家博物馆施工制作
人员在展柜制作、支撑加固、照明工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旨在深刻理解陈列主题和陈列内容，



把握陈列形式设计思想，真正完成陈列视觉形态的传递、完善、融合与呈现，*终为广大观众奉献出既蕴
涵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又充满艺术光彩的陈列。汉代弹琴类画像文物，质材有陶俑、画像石、画像砖、铜
镜等。俑琴分有弦无弦，姿态有恬然型、微笑型和歌唱型，组合有二人型、三人型、四人型等。画像石
砖上有师旷伯牙鼓琴图、聂政刺韩王图，还有乐舞百戏图；在汉代出土的铜镜背面也铸绘有弹琴的图像
。汉代弹琴类画像文物，折射出琴不但是汉代儒士修身抒情的载体，汉代正义品德的象征，也是汉人祈
求好运的神器及汉人乐舞百戏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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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阆中市石室观题刻共有18幅，其中第5幅(编号为T5)为《隗先生铭》。《
隗先生铭》题刻保存较好，大体可通读，全文约9字，内容丰富，书法精美，年代为南齐永明七年(489年
)。该题刻除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早期道教资料外，还证明了南齐时期阆中属巴西郡，而非北巴西郡，并且
纠正了《舆地纪胜》中某些错误记载。开封祐国寺塔俗称铁塔，又名开宝寺塔，创建于北宋皇祐元年(14
9年)，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琉璃砖塔。本文以祐国寺塔为主要研究对象，试从建筑的角度，对该塔的建
筑形制、内部结构及细部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在建筑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本文通过分析
成都平原出土铜曲刃戈形器的形态、尺寸、重量、细部特征、出土环境、使用状况等，并将其与考古出
土的曲刃玉/石戈、曲刃玉斧形器相比较，提出铜曲刃戈形器是对玉/石质地曲刃戈的大量复制，是宗教
、礼仪等相关活动中使用的，约创制于公元前13世纪，流行年代下限约至公元前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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