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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徐州华豫之门咨询电话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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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期充分的展现买家与卖家之间价值观的碰撞和交易技巧的角逐。 宋代中原北方地区
雕砖壁画墓壁画涉及大量女性题材。开芳宴图与交租纳贡图反映了女子在家庭中掌握着治家的权力。人
们借助女子与内室的紧密关系，利用妇人启门图这一艺术形式打破皮墓葬空间的局限，以表达墓室未尽
之意，模仿生人住宅前堂后室这一建筑格局，妇人所启之门也就应为内室之门。繁荣的商品经济为中下
之户的女子提供了家庭外的生存空间，开芳宴图、庖厨图等场景中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1年5月至8月，
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山西省东南部浊漳河流域进行了阶段的考古调查，重点调查西周
之前的各时期遗址。调查采集了大量标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深入了解晋东南地区的早期文化面貌
和把握各文化的空间分布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娘娘寨城址是郑州地区新发现的一座周代城址，种种迹
象表明，该城址与郑国东徙其民有很大关系，应为桓公"寄孥"与武公东迁的重要都邑。江苏省明清时期
的建筑彩画是研究古代建筑彩画艺术发展、演变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其制作工艺继承和发展了宋代建
筑彩画的官式作法，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作为江苏地区传统建筑彩画中彩画色彩重要组成的"
二色"，普遍存在有严重的褪变色现象，轻则影响了彩画的艺术效果，重则危及彩画的长期保存。为明确
了解彩画中"二色"发生褪变色的主要原因，在实地调查、传统工艺调查和环境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
结合采集样品的科学分析检测，有针对性地设计了模拟实验。结果表明："二色"颜料层褪变色*为明显是
由于光照、高温高湿、协同作用，其中颜料和胶料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致。本文利用实验结果比对，
分析了实际情况下"二色"的褪变色病害，得出了病害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近年
来在阿里地区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的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年代*早的丝织品，对于研究西部
的古代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本文对这批丝绸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
，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这些丝绸主要是经锦，其中一件的纹饰与新疆地区一些汉晋时期织锦图
案相似，显然是通过新疆输入的来自中原内地的织物；同时也发现一部分纬锦，从其结构与装饰纹样来
看，与新疆地区汉晋以来本地生产的绵线纬锦相同，为研究新疆地区的早期纬锦增加了新的资料。丝绸
和其他共出器物表明，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并非独立于欧亚大陆之外、与丝绸之路毫无关联的一个区域，
而是早在汉晋时期，已经汇入了丝绸之路交通网络，融入到宏观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了。经发掘，
在高青陈庄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东周时期的环壕，并在城址内清理房基、窖穴、夯土台基、水井、墓
葬、马坑、车马坑等遗迹。同时出土陶器、铜器、蚌器、骨器等遗物，其中青铜器近1件有铭文，2件有7
余字的长篇铭文。陈庄城址是目前山东地区所见*早的西周城址，为西周早、中期的一个区域性中心。现



有的考古资料表明，虞夏时期中原地区的城址大量涌现。比较研究这两个时期城址的发展过程，可以发
现二者既有内在的连续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而这一过程正体现了文献记载的从"万邦"林立到夏王朝
统一国家的出现的社会变革。 李亨墓位于河南省濮阳县柳屯镇这河寨西北，25年4月发掘，墓室平面呈
方形，四角攒尖顶，共出土有人物俑、动物俑、陶罐、陶盘、陶碗、瓷罐、铜镜、墓志等器物285件。李
亨为北齐建忠将军奉车都尉，下葬年代为北齐武平七年(576年)十二月。 寿康宫始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二月，竣工于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是乾隆皇帝即位后专门为其生母崇庆皇太后建造的颐养之所
。从乾隆元年十一月住进寿康宫，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辞世，崇庆皇太后一共在这里度过了42
年。继崇庆皇太后之后，寿康宫先后有6位主人，依次是乾隆帝的婉妃陈氏、颖妃巴林氏，嘉庆帝的孝和
睿皇后钮祜禄氏，道光帝的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同治帝的敦宜皇贵妃富察氏、敬懿皇贵妃赫舍里
氏。寿康宫作为清代重要的皇太后宫，见证了乾隆盛世直至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在这座院落里，既有
体现皇太后母仪天下的各类隆重仪典，也有体现笃信藏传佛教而礼佛写经的日常，更有体现太后与皇帝
母子关系的闲叙家事国事、同喜同忧的亲情。"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国与国民即开始纪念，形成典
型的"九一八"纪念话语，其思想内涵主要集中于关注东北以纪念国耻、宣传国耻以凝聚精神、振奋精神
以侮救国，其目的在于为全国抗战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纪念话语取得应有的宣传效果
。"九一八"纪念有其功能和价值，但不能过于夸大其效能。本文依托2世纪7年代纺织考古的一次重大发
现—福州南宋黄昇墓(淳祐二年，1243年)出土的纺织服饰资料，从"服装"与"着装对象"二元关系出发，运
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南宋淳祐时期贵族妇女着装形态的复原考证工作，从着装品类
、着装秩序、着装风格等方面展开研究，试图呈现该时期女性衣装生活的真实面貌。纷繁的服饰品类因
季节气候、环境场合等自然、社会因素被有序组合、搭配，构成南宋贵族妇女绚丽、奢华的衣装文化世
界。除了雍容华贵的礼用大袖衫裙外，贯穿于日常生活始终的裙背装与襦裙服所呈现出的是以"纤秀雅趣
"为主流审美特色的宋人习尚；而南宋不同时期贵族妇女衣装所呈现的差异化特征，则透露出宋代女性时
尚"数岁即一变"的缤纷样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景公疟》记述的是晏子劝谏齐景公的
故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现存竹简缺失下部多于1/4的部分。本文通过对竹
简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竹简缺文的试补，证明整理者对竹简形制的推测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对竹简进
行了新的编联，并对简文个别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了疏释。同时发现，在比照传世本对竹简本进行复原
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顺序不同，导致编联参照物的模糊，从而造成了编联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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