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州华豫之门和海选地址

产品名称 德州华豫之门和海选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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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全心全意服务广大藏友！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木扎提河北岸
的崖壁上，这是我国开凿年代*早、地理位置*西的一处大型佛教石窟群。克孜尔石窟反映的佛教思想、
艺术风格不仅影响了周边地区，更对中原内地佛教的发展和表现形式的形成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克
孜尔后山区第25窟是一座典型的中心柱窟，窟内壁画精美，内容丰富。其中主室前壁的供养人壁画及上
方榜题的婆罗迷字母题记尤为重要。经前人释读可知，题记内容为龟兹国王及王后的名字，结合史料，
可判定该窟大致修建年代为公元6至7世纪，从而使得该窟成为克孜尔石窟中为数不多的标形窟之一。该
窟所呈现的壁画风格、题材内容、洞窟形制，都为克孜尔石窟的年代分期研究，提供了切实可信的依据
。本文旨在结合实地调查及资料搜集，阐明克孜尔第25窟洞窟和壁画保存现状等相关问题，并为学术界
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本文从两枚流落在坊间的北魏模印记墓砖着眼，据《魏书》《晋书》等相
关史料，以北魏"建安王"为切入点，在排除穆顗、萧宝夤二人基础上，将"建安王"锁定在陆馛身上。对陆
馛的身世、官职以及其父陆俟与其弟陆丽的履历、结衔一并爬梳考述。其弟陆丽是文成帝朝的社稷之臣
，力挽狂澜，却为权臣所害。本文对研究北魏时期官制和文成帝时期朝政局势有重要意义。文章进一步
指出，杜、刘、华、乐四姓中或有一姓与陆馛妻乐乡君的姓氏或籍贯有关，为陆馛妻身世的探寻明确了
基本范围，并推算了埋葬时间。此外，通过与北魏早期志铭资料的互证，确定了乐乡君墓地处石家寨村
以东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墓葬群。砖铭的书法兼及隶楷，笔意高古，通贯自然，是北魏平城书迹中高标
独树之作，殊为珍贵。 由于油画材料的特殊性质，容易受气候、保存条件、油画本身材料及制作工艺等
综合因素影响，从而出现糟朽、颜料龟裂、起甲、脱落、变色等一系列病害，失去了油画的本来面目。
本次修复采用了传统的工艺技法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对馆藏油画进行了修复保护。通过对以往资料
和近年复查新收获的梳理，找到了D3始建年代的准确地层证据，进而确立了D3早期建筑的始建年代为偃
师商城商文化第二期3段，为宫城形制布局以及宫城的性质、偃师商城小城、大城的性质提供了新的判定
依据。并探讨了D3晚期建筑的始建年代问题，进而对D3早、晚两期建筑的存续年代做了宫城布局上的探
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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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简《系年》"陈淏"与《吕氏春秋�顺民》"鸮子"的关系，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陈淏"、"鸮子"两者
名号中的"淏"、"鸮"古音相同；文献中有人物名字之后称"子"，以表示尊称的用例，如"田和"又可以称为"
子禾子"、"和子"，"陈淏"也有可能称为"鸮(淏)子"；"鸮子"的活动年代在公元前411年左右，"陈淏"的活动
时间在公元前44年至前397年之间，两者活动时间接近；《吕氏春秋�顺民》中"鸮子"、"和子"都是齐庄
子的重要属员；《系年》中"陈淏"与田和一起，与三晋大夫盟会，并受理别国军事求援，地位同"鸮子"一
样较为尊崇。由上述关联来看，《系年》"陈淏"即《吕氏春秋�顺民》"鸮子"。本文通过对河南博物院28
年6月至8月观众调查信息进行阶段性统计和初步分析，讨论和研究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新形势下，博物
馆教育功能延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8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发掘北宋中期宰
相富弼夫妇及其家族墓地，墓地规划整齐，排列有序，层次分明。随葬器物除墓志外，仅出土有少量遗
物和壁画。其中富弼墓志方1.41米，碑文近7字，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文辞优美
，书法兼备楷、行、篆、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文献有
关夏王帝宁(杼)曾以老丘之地为其都的记载是可信的。从夏王朝的主要活动区域以及属于夏文化的二里
头文化分布范围来看，夏都老丘的地望应限定在今河南省境内。今豫西北、豫西、豫南等地不可能是老
丘所在，老丘理应在今豫东的开封地区境内。文献有夏都老丘位于开封县陈留镇以北的记载，今开封东
北的国都里一带和陈留镇东北的王陈寨一带值得重点关注。王陈寨虎丘岗遗址位置与文献记载较为接近
，遗址本身地势较高，范围较大，文化堆积厚，年代早，其为老丘故地的可能性较大。偃师二里头遗址
为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斟寻，中间未曾中断或废弃。夏都斟寻与老丘并非一都制前提下的前废后兴关系
，二者有一定的并存期，前者应为夏王朝中晚期的主都，而老丘则为夏王朝一段时期内的辅都。便于统
治和东方军事战争的需要是夏王朝设立老丘辅都的主要原因。随葬较多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女性墓葬M2
，当属于商遗民性质的燕国墓葬，墓主人可能为燕国女将军。其中随葬的少量北方系可能是其与北方民
族打仗时缴获，并不能作为其为狄人女首领的证据。本文以龙门石窟中唐代典型性舞蹈造像为例，重点
分析"伎乐人"、"飞天"和"天王力士"造像，通过对造像的造型分析和图像学解读，系统地整理出唐代石窟
舞蹈造像的形态特点、动律特征以及舞蹈审意向表达，挖掘石窟舞蹈形象中的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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