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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803835850

产品详情

您如果有藏品需要鉴定出手，可以打报名参加海选，鉴定。 《华豫之门》大讲堂 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古
代文明诞生是史前人类社会演进一个里程碑，其产生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者提出了大量
的理论来解释文明社会起源的动因，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假说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文
评述了文明起源*为流行的限制理论的成功与不足，复原了夏朝建立前后的气候变化，发现夏朝的建立恰
好对应于4.2~4.ka BP降温事件。本文依据文明起源的战争理论，但认为人口增长本身不是触发人口-资源
失衡进而引发战争的一个独立变量，引入气候突变作为独立变量，认为人口增长、气候突变、人口迁徙
和地理限制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人口-资源失衡，引起人群之间的战争是夏朝建立的主要原因。该理论可
以很好地解释个王朝为何诞生于中原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为何诞生于4.ka BP前后而不是其他时间。物
质材料、生产方式、商品属性、产品、创作者与社会文化情境等多种力量共同成就了景德镇明代民窑青
花"线"与"线性"艺术的产生、发展和*终风貌的形成。本文对绘制民窑青花所使用的物质媒材(包括青花笔
、青花料、泥坯、釉和器型)进行研究，并分析它们在其线条艺术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湖南长沙马王
堆三号汉墓遣册中多见"甘羹"一物，但一直都被研究者误释作"白羹"。根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的"甘"
字，同时结合其他一些相关材料可知，所谓的"白羹"应当改释作"甘羹"。"甘羹"是指用枣、栗、饴、蜜等
甘物调和而成的甜羹，是研究我国早期烹饪史的宝贵资料。郑州商城C8T166M6在葬式、位置、年代、随
葬品等方面有着许多特殊性，而且墓主身份地位较高，并与王室贵族有着密切关系。生前应是一位武官
，在夏商之际的战争中立有特殊战功，为商王朝这座"大厦"的建立做出了一定贡献，成为商王统治的"奠
基人"，死后被埋入了王室宫殿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有丰富的关于进献用"玉"的资料，这是旧
著录卜辞所未见的。本文在对这些卜辞简释的基础上，从献玉场合及性质等方面就殷代的进献用玉情况
进行考察，并进而与后世的"贽见礼"作一对比研究，以加深和拓展对殷代玉礼以及我国古代贽见礼形成
的认识。 华豫之门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南宁及其附近地区是广西史前文化中地方特
点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域，贝丘、大石铲、岩洞葬三种文化是该区域史前文化*主要的类型。本文通过对这
三种文化的对比研究，认为它们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为骆越文化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本文着重从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变化探讨商王朝的南土。近年，随着一批新材料的公布
，我们认识到在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商文化在南方已经越过霍山，势力发展到安庆一带，并在
强盛时突破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一线，推进到了江西樟树市附近。而在西南方要远至商洛的东龙



山，东南方达盐城龙岗。殷墟二至四期阶段荥阳小胡村和正阳傅寨两处族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安阳至罗
山一直鲜有晚商时期商文化遗存发现的空白，对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的南界在罗山一带提供了支持。此
外，本文还总结出了南方地区商周分界的三项标准。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古董鉴宝联系电话）归义军曹
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
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
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
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
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
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
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
紧密结合。 现存于河南商丘古城八关斋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碑文由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丹。
内容主要记述唐代河南节度使田神功的功绩，以及当地人民在田神功大病初愈后为其祈福祛灾的佛教斋
戒活动。此座碑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在我国古代佛教碑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石幢起源
的角度切入，分析《八关斋会报德记》采用石幢的原因，并对该石幢的刻立与历史变迁进行考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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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两宋交替之际的画家江参
是江南山水画派重要传人。南宋邓椿《画继》赞其"笔墨学董源而豪放过之"，将其与苏轼、李公麟、米
芾等同列"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之序。江参曾受到宋高宗赵构的特意召见，却不幸于觐见前夕意外身故
。元、明、清以来，江参的艺术影响经久不息，但有关其身世的文献史料却与时俱减，所以关于他的里
籍、生卒年、生平等一直困扰着绘画史学界。笔者通过研究与江参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历史人物资料，
以宋人程俱《北山小集》中撰述的《江器博墓志铭》为突破口，从"程俱与江参其他友朋之间的关联事略
""程俱与江参江器博之间的关联事略""程俱与江参岳父彦楚之间的关联事略"三个历史维度，系统梳理了
程俱等一批历史人物与江参的生活联系及艺术渊源，揭示出江器博与江参的父子关系、王彦楚与江参的
翁婿关系以及程俱与江参的世交关系，从而确证江参里籍为浙江衢州。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方形帐篷形象
，可以为了解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族群互动提供新的视角。一方面，此时期出现的具有平城特色的陶制
方形帐篷模型，作为蒙古包式框架结构帐篷的一类亚型，反映了北魏早期鲜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与
融合；另一方面，北朝后期在华西域人所使用石质葬具上的浮雕装饰图像中黑帐篷与蒙古包式帐篷形象
的出现，以及载帐架骆驼俑和有关商旅出行题材的使用，则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展示了此时期中西方贸易
伴随丝绸之路发展而不断繁荣的情景。随着中原地区人们对帐篷这种游牧民族符号的认识和接受，"胡风
"逐渐发展成为流行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文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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