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华豫之门海选鉴定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三亚华豫之门海选鉴定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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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海选鉴定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花东》37版有"迟彝弓、恒弓、疾弓"三种不同的弓，它
们分别相当于文献中的王、弧、唐、大、夹、庾之弓。它们使用于H3卜辞主人"子"在学射礼即将结束时
。本文对"迟彝弓、恒弓、疾弓"三种不同弓的考证，不仅有助于深化H3卜辞研究，而且对商代、西周、
春秋时期的射箭工具的继承和发展也有一定的认识。郑易墓志是洛阳北邙山上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志
主郑易出自荥阳郑氏，系中唐仕人。墓志完整记载了郑易的家族世系、婚宦、政绩及生平经历等情况，
有助于中古时期荥阳郑氏家族研究。郑易由明经入仕，曾先后任幕府僚佐、州郡刺史、京都郎官。志文
记录了郑易贞元年间在荆州的救荒中倡议并实施了工赈，弥补了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中
唐时期的荒政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郑易在经学与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撰有《三传异同》十七卷，可补
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郑易墓志由外甥朝议郎、尚书刑部郎中李正辞撰文，其人也是当时工书擅
文的仕人。《中原文物》211年第2期刊发《郑州商城相关问题研究——纪念郑州商代遗址发现6周年》一
文，作出郑州商城不是(商初)亳都，商丘一带为汤灭夏前的亳邑之地，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郑州商城
后为仲丁之隞都等判断，其论据与论证方法多存可商。盉出于山西，应为西周穆恭时期器。此器铭之" "
应是器主。《左传.昭公十五年》说，诸侯受封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薦彝器于王之礼，由本铭可以得
到验证。" "字应释为"盘"字，此铭文为盉亦可以称为"尊般(盘)盉"提供新证。
三亚华豫之门海选鉴定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黑釉凸线纹瓷器是宋金元时期北方磁州窑系诸窑场中
常见而具有鲜明特色的黑釉产品。本文以罐这一典型器类为切入点，根据其装饰特征和形制变化，并参
考出土单位早晚关系等，将黑釉凸线纹瓷器的发展演变划分为萌芽、繁荣、衰亡三期，年代分别为宋末
至金代前期、金代中后期、金末至元代；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兴衰与磁州窑的市场地位、社会生活背景
及人们的审美密切相关。此外，笔者推断黑釉凸线纹技法直接源自白釉凸线纹碗盘，后者可能是受定窑"
出筋"技法启发而成。至于初创窑口，目前学界有"鹤壁窑说""钧台窑说""观台窑说""磁州窑说"等四种观点
，本文倾向于*后一种；其创烧年代应在宋末金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北宋中晚期。本文对周原遗址贺家
村出土的昔鸡簋铭文的关键字词、所记礼制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昔鸡簋铭中的"▉"应读为
遏，训为止。"遏偪姞于韩"，义即嫁偪姞于韩。昔鸡为送者，故韩侯用贝、马傧赠昔鸡。昔鸡簋铭文所
记与《仪礼�士昏礼》相合。昔鸡簋为西周国族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偪或即姞姓之密须，其地在今甘肃
灵台附近；韩乃武之穆，初封或在冀北之固安，西周末徙至晋南；昔氏为周大夫封昔者，其地或在今河



北巨鹿附近。昔鸡簋之年代在西周昭王、穆王之际，簋铭所见王姒究系时王之后，抑或先王之后，还需
再做讨论。本文指出，周代嫔妃的称谓不仅关系周代礼制，更涉及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是一个值得深
入研究的课题。《抗倭图卷》与《倭寇图卷》两幅画卷在绘成，记录了击退于"弘治"年间来袭的日本大
倭寇的战功。画卷中被明军镇压的"弘治"倭寇船，是由大友义镇、大内义长等在西日本具有雄厚实力的
战国大名派遣出的。 邾国故城遗址217年发掘的J3为竖穴圆筒形，用长方形砖和圆形陶井圈垒砌而成，出
土遗物有铜度量衡器、陶器和铁器。此次发现的新莽时期铜度量衡器为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地层关
系明确，共存文化遗物丰富，获取的资料完整，为进一步探讨新莽时期度量衡制度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资料。15年5～8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四台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四座半地穴式
房址，出土较多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延续至新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内涵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对研究本地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陆柬之书《文赋》，据帖中错字、别字、漏字以及避讳字情况，
笔者推测其并非陆柬之所作，其时代当在元初至1298年之前。 淅川下寺、和尚岭及徐家岭墓地为春秋战
国时期楚国一显贵宗氏的家族墓地。墓地主人既非王子午及其后嗣，亦非蒍氏家族，而是在楚国早期历
有过显赫地位的鬭氏家族，并应是始于克黄改命之后的卒葬之所。和尚岭、淅川下寺、徐家岭三处墓地
分别为以鬭克黄、鬭成然、郧公鬭辛为中心所形成的墓葬群。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泰小区发掘
清理了281座古墓葬，其中M35为砖石混合结构画像石墓，画像4幅，出土了12件随葬器物及8枚铜钱。该
画像石墓其平面呈长方形，由前后室组成，为西汉晚期以后较常见的一种砖室墓墓型，但这种墓形在南
阳地区以往已发掘的汉画像石墓中却极为罕见。它的发掘为研究这一时期、这一类型的墓葬提供了完整
的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同时也为南阳地区画像石墓的墓葬形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具有较高的研
究价值。焦作出土汉代陶仓楼系目前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秦汉建筑的实物例证，其种类多，特色鲜明，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本文根据历年来相关考古报告和研究资料，并在实地考察
部分馆藏作品的基础上，逐一对不同形制的陶仓楼进行了考释。本文对大河口M22出土的气盘、盉铭文
进行考释，认为其文意是穆公命气将其属仆驭臣妾全部转归霸姬，气没有执行此命，霸姬将气讼至穆公
。穆公命气发誓要听从命令，如果违誓，就处以鞭刑五百，并罚金五百锊。气据此发誓，并记录下来。
穆公又命气增加誓言，说如果不听从穆公命令，就处以鞭刑，并逐出宗族。气据此再次发誓，并记录下
来。为记录穆公的命令，作了这二件盘、盉，要子孙们长久存用下去。在解读铭文的基础上，认为西周
时期的誓仪一般分为三个为仪程：首先是命誓，一般是裁判者主持，发布誓辞内容，明确需遵守的事项
及违誓的处罚；接着是报誓，发誓者根据命誓内容重复说出誓辞；*后是则誓，即发誓者确认并记录其誓
辞，以备以后稽核。西周成王时期的金文章法虽然因袭商代末年，即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行文纵势，
且兼顾文字之间错落的规整，但其中在族氏徽号、字列方向及视读平面形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布局愈加规整，尤为注重视觉之美。这一时期的金文用字在整体上较此前更为匀称、协调，有利于发
挥书写时势能的上下承接，保证通篇文字气息的连贯。商代末年产生的"捺"划，在西周成王时期的有关
金文中波磔幅度加大，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字形略有加宽，气势开张。西周成王时期金文多数为规范书体
，少数为急就书体；同时，这一时期的金文结体少数左低右高，成"欹侧之势"；而多数金文则如《禽》
、《何尊》及《献侯鼎》等篇，书体端正，以正面视人，庄重沉稳，导后世篆法之风。总体而言，在西
周成王时期的金文中，存在新派与旧派之别。 三亚华豫之门海选鉴定电话（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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