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华豫之门在线鉴定哥窑（古董鉴宝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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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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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鉴定、出手、上请详询组李总监 对殷墟四座商代墓葬出土遗物及青铜器铭文的研究，
认为王裕口南地M13的墓主可能是甲骨文期宾组卜辞中的贞人，大司空M663的墓主可能是甲骨文期师组
卜辞的贞人，王裕口南地M94和郭家庄M53的墓主可能是族邑内的卜人。武丁时期贞人的身份约相当于
中等贵族，贞人和卜人在任职期间可以领兵。12~216年，对牛坡洞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文化内涵丰
富，发现有墓葬、活动面、用火遗存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等遗物。该遗址的发掘，
初步建立了黔中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晋南地区东周铜器墓随
葬器物的组合及形制等方面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墓葬面积、棺椁重数、铜容器数量、车马器、青
铜、青铜工具等的差异，显示出高、中、低等级铜器墓之间存在差别，以及这些墓葬在文化面貌和社会
层次结构方面的变化。因素是造成墓主人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主要原因。14年，对马鬃山玉矿遗址开展
调查与发掘工作。在寒窑子草场和径保尔草场两个地点发现矿坑、斜井、石料堆积、防御遗存、灰坑、
灰沟、房址等。出土遗物主要有陶片、石器和玉料等。此次发掘为了解古代采矿规模和聚落等提供了重
要资料。戎生编钟铭文中的"倝"，读为"榦"，应训为"防御"义；史密簋铭文中的"雚"，读为"觀"，应训为"
觀兵"义。本文运用木构建筑形制年代学研究方法，对晋东南地区五代宋元时期也就是公元1至14世纪木
构建筑遗存进行梳理，从中选取4余处标尺案例，对其补间铺作挑斡形制进行木构建筑形制类型学研究。
通过形制排比，将此时段内晋东南地区补间铺作挑斡形制演变分为三期：期为五代时期至北宋末期(1世
纪初-12世纪初)，第二期为北宋末至金大定前期(12世纪初-117年前后)，第三期为金大定后期至元末(117
年-14世纪中叶)。以此分期为基础，结合中原北方其他地区北宋至元代的典型木构建筑实例，对地区间
补间铺作挑斡形制的流变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关注挑斡形制在《营造法
式》影响下的普及，金后期至元代挑斡的位置上移，以及"不出昂而用挑斡"等现象。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
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
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
义重大，不仅把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
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该墓志为明代周藩内乡王府的五镇国将军安湅及其夫人侯氏合葬时的
墓志铭，志文不仅介绍了将军及夫人的生平事迹，更是追溯了将军的祖先、详列了其子孙后代。该墓志
不仅验证了明宗室封爵、命名、世系等相关文献记载，填充了内乡王府的部分世系，同时还为开封地方



志的研究补充了资料，对补史、证史有一定的作用及价值。《"猿骑"考——借助汉代画像资料的探索》
一文列举了六幅汉代画像来证明汉代已有"马戏"或"戏马"表演，但作者列举的六幅画像没有一幅是"马戏"
或"百戏"表演，这些画像或为麒麟，或为马但并非"马戏"，亦与百戏表演无关。马衡先生是杰出的金石学
家。他曾亲赴洛阳太学遗址调查汉魏石经的出土情况，对汉魏石经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河南博物院藏有
四幅珍贵的"汉魏石经"初拓本，上面因有马衡先生的墨书题跋及对残石拓本的考证与研究，使此汉魏石
经残石拓本锦上添花，极其珍贵难得。本文从目前已发表的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考古资料出发，指出秦
汉时期仍是古代印纹硬陶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产品数量众多，而且分布极为广泛。在比较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将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划分为岭南区、湘赣区、江东区、东南沿海区四个主要的区域类型，
初步梳理了各区域类型印纹硬陶的发展演变脉络及其与当地先秦印纹硬陶的联系，从器物种类、器形和
拍印纹饰诸方面总结了秦汉时期各区域类型印纹硬陶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历史背景就不同区域类型之间
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14年，在开封新街口万博时代广场项目建设过程中采集8~11米深处的瓷器(片)66
余件，结合隋唐洛阳城遗址以及当阳峪窑址、巩义窑址、文集遗址、观台窑、禹州钧窑和扒村窑等遗址
内出土的宋元时期瓷器标本进行比对，并参照该批标本出土的地层深度，我们对该批瓷器进行了初步分
期，本文扼要介绍部分界定为宋元时期的75件瓷器标本。 关于先商文化的认识学术界已经取得一定突破
，但是先商期各种文化类型的内涵、起源、流变和归属等问题依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河南长垣宜丘
遗址首次发现了典型漳河型遗迹打破辉卫型遗迹的地层关系，为探讨辉卫类型和漳河类型的早晚关系提
供了重要资料；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漳河类型是先商晚期文化，辉卫类型可能属于夏王朝统治时期的"韦"
国文化，为商人灭夏路线图的确立提供了依据。本文从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入手，讨论了龙山时代晚期
嵩山以西地区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指出，嵩山以西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王湾三期文化
"应属两类遗存。一类是以王湾遗址第三期和小潘沟龙山时代遗存为代表的三里桥文化，或为三里桥文化
在洛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一类包括西吕庙等遗址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承自本地的龙山时代中期遗
存，应是嵩山以西地区的土著遗存。这一地区发现的三里桥文化遗存显示出，三里桥文化自西中条山以
东的黄河谷地，向洛河以北、黄河以南、嵩山以西的冲积平原渗透的形势。咸阳出土北周保定四年(564
年)《魏故南秦刺史成君碑》，为存世不多的北周碑版增添了一例年代较早的历史物证，也为研讨西魏北
周之间的史事与人物，特别是梳理南秦州刺史成氏家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其书法样式也足以见
证当时长安地区的流行风尚。因为此碑在内容上的特点是为北魏南秦州刺史成君和他的两位胞弟、一位
堂弟和一位共同下葬而建立的家族墓碑，故本文的考证一是侧重于成君的家族与人物，以此见证族源为
匈奴后裔的成氏一族乃是有功于北魏的上谷豪族；二是侧重于这些人物所参与的重大史事，譬如碑文所
记中坚将军成尊和领兵"征梁、汉，与吴贼兰钦交阵"乃是南梁与西魏在汉中南郑的一次重要战事，适可
与正史互为补证，并能见证当时战争的惨烈悲壮。此外，碑文有"内辩三乘，外明六史"之说，故关于"六
史"的称谓在内涵上究竟是指文献还是指职官，也是文章注重分析的一个问题。当然，还值得留意的就是
此碑的书法，楷书中尚未尽脱北魏笔致而又有受到北齐影响的隶书意趣，堪称北周碑版墓志书法中*为峻
整者，并足以见证这样一种受南朝书风影响而在北周都城长安地区营造出来的书法时尚与主流样式。传
世唐代典籍中有"袴奴"一词，但因其使用不广，其形制一直以来未有确解。本文结合敦煌写本文献和吐
鲁番出土文书，对照敦煌壁画及相关出土实物，验证于唐初的"具奴抹"之礼，并结合其命名理据，认为"
袴奴"功用上等同于"行滕"，但形制却与中原本有的"袴袜"相类，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膝裤"。越南出土的唐
代贞元时期的铜钟—青梅社钟，镌刻有大量的汉字铭文，反映出唐代中后期已经解体的府兵制度，在安
南都护府因为特定的功效而得到了施行；亦反映出女性在当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佛教在唐
代安南都护府地区的兴盛；铭文中施主姓名亦呈现纯汉名与越南本土名字并存的现象，反映出了汉文化
与当地文化互相融合的趋势。 东汉至南北朝的陶瓷烛台造型可分为动物类、几何类和植物类。前两类烛
台形制较为丰富，植物类相比于二者形制较为单一。动物类烛台在东汉、三国、两晋时期较长时间存在
，几何类和植物类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存在时间较短。在文化因素上，烛台*重要的部件是烛管，不
同时期烛管形制的差异，与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别的蜡烛使用有关。烛台高度也因应后来人们垂足而坐的
新变化。在纹饰上，动物类烛台纹饰较为繁复，植物类烛台次之，几何类烛台极少。在地域分布上，南
方烛台形制及数量远较北方的丰富，南方地区的陶瓷烛台中，福建地区的烛台地域特色鲜明。整体上来
看，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解决陶瓷烛台的蜡烛直立性和外溢蜡液的收集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
的探索，为后世在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本文对杨文弘及姜太妃墓志中个别字、义等进行了重
新释读与疏证，如遭、侠(挟)纩、(德)、霣、烦(樊)姬、任似(姒)等，以供学界参考。近年，战国书迹出
土数量众多，文字载体品类丰富，其中有简牍、陶器、封泥、玉器、铜器、铁器、石器等。战国文字点
画形态变化多端，有曲折凝涩的形象，有流丽明快的形象，艺术表现能力越来越强。简牍墨迹是战国书
法文献中宗的材料，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界都把目光投向这批材料，在断代、分域和文字考释等



方面都作了深入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随着睡虎地简、包山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相继发
现与公布，为战国书法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书法美学角度出发，按照笔
画特点、形体结构等对战国书迹进行整理，阐明不同地域字迹风格的差异。运用书法形态学的原理，对
简牍墨迹和铭刻书迹的笔法起承转收、笔势的圆转纵伸、笔意的率直稚趣进行具体分析，力求描绘出战
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轮廓，揭示战国早期至秦统一六国之前书法艺术发展的动向。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万柳堂图》表现的是赵孟頫、卢挚等人在廉氏花园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图常被认为是记录史事和呈现
古代北方私人园林的图像资料。不过，从绘画风格和印鉴来看，《万柳堂图》并非赵孟頫真迹，而是后
人根据元代以来诸种笔记所载万柳堂雅集故事编绘而成。万柳堂今已不存，对比文献记载和历史地图综
合考量，其旧址当在今阜成门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关记述不足采信。至于其时万柳堂雅
集的主持者廉野云，当为廉希宪五子廉恒。《万柳堂图》画上有赵孟頫题诗，字非真笔，内容则系赵氏
诗作，康熙间始收入赵孟頫全集，诗中既有对雅集的记录和对主人的赞誉，也暗含赵孟頫复杂的退隐心
理。饰牌是匈奴物质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主要作带扣、腰带饰、马具饰、首饰配件和"古玩"等五
种用途。以装饰母题作为分类依据将匈奴饰牌划分为动物纹、人物活动纹、几何纹三型。战国到西汉时
期是匈奴饰牌发展*鼎盛的时期。饰牌同时并存多种形制，并因题材选取的不同形成各自的系列。饰牌由
原来的单一品种向系列化发展，创作母题从自然领域转向社会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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