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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吕梁华豫之门在线鉴定崇宁元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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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藏品需要鉴定上、私下请仔细阅读 同时请标明您的姓名、。我们会在24小时内给您回复。
《华豫之门》报名热线 能量散射X射线荧光分析结果显示，小双桥遗址所出岳石文化风格陶器与该遗址
所出二里冈文化的相关器类在原料选择上呈现出相似的规律性特征，应为熟悉岳石文化制陶技术者在郑
州地区制作的陶器。本文据《魏书》、《北史》的相关史料及以往在大同城东出土的北魏常山王家族成
员墓志，对新见北魏《城阳宣王墓志》"讳忠字仙德"之墓主人的拓跋宗室姓氏、在朝官爵声望及其祖辈
的历史功绩作了较为详尽的考释。于志文可资证史者，如其祖其父的官爵、墓主本人的履历和结衔、"养
疾于高柳"、"薨于外第"后皇帝的格外眷顾等，逐条加以考述。于志文可资补史者，如拓跋忠的卒岁享年
及以此推知的生年卒地，拓跋忠妻司马妙玉的出身及拓跋宗室与南来司马氏的联姻，25年后司马氏北归
代都平城祔葬的特例及其夫重葬的情况，拓跋忠"白登阳阿"葬地的确切位置以及此地时属京畿永固县的
珍贵史料等，尤其予以关注。本文还将《拓跋忠墓志》的形制及书法与同期诸多墓志进行比对，指出：
志作碑形志石为平城特有，而其书风则属于魏碑北邙体中以方笔为主的一类，既未脱尽北魏早期即平城
时期铭刻书的遗风，又初具魏楷铭刻体的基本特征，堪称魏碑书迹的上乘之作。西域文化的影响是白瓷
在华北初步发展的一个历史要素。早期白瓷从视觉形式上讲，具有模仿西域银器和玻璃器的特征；从技
术上讲，得益于西域碱金属玻璃配方及碱釉技术的渗透。从北朝后期至隋代，粟特人和突厥人在中亚丝
绸之路上的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西风东渐，这是早期白瓷的时代背景中*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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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时期，西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影响日益加深。安阳范粹墓及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壁画
及出土器物包含有丰富的西域乐舞、绘画、宗教等文化因素，其墓葬的分布以及器物组合呈现出以都城
为中心并向周边辐射的特点，阶级特征较为明显，可以看出北齐时期西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为加
强对于五卅运动的正确认识，上海大学学生会以《上大五卅特刊》为阵地对五卅运动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和反思，主要涉及运动的性质、斗争策略以及历史意义等方面。《上大五卅特刊》认为五卅运动的性质
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由外来侵略势力的野蛮剥削和残酷压榨而引起的；在具体反抗
外来侵略的斗争过程中应注意斗争策略，一方面要把主义侵略者和本国人民群众区别看待，另一方面也



要将自己联合统一战线中的各阶层区分认识；五卅运动的意义在于极大地锻炼了爱国青年学生，同时也
推动了国内、反帝运动的深入开展。《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和反思内容涉猎非常广泛，内
在分析逻辑严密，从理论上也体现出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典型的唯物史观方法，不但充分体现了青年知
识分子对于时代的思考意识，而且为大高潮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本文在追溯智该法师
师承关系的基础上，纠正了《长安发现唐智该法师碑》一文的某些结论。文章认为，智该法师是隋末唐
初的义学高僧，他虽曾讲习唯识经论，但与唯识宗开创无关。智该葬在终南山楩梓谷，其碑出土在白塔
寺，这一切表明他是一位三阶教信奉者。南宋邓椿的《画继》是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宋郭
若虚《图画见闻志》之后画学一部重要的画史著作。《画继》中出现了多处以《圣艺》为代表的有关宋
徽宗的记载，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本文以《画继》中对宋徽宗的记载与评
价为依据，来邓椿对宋徽宗画史地位的认知和画史形象的塑造，并以此窥见南宋美术史家著史态度的微
妙变化。本文分为两部分：部分主要分析《画继》中宋徽宗的形象，包括其艺术成就的，"形似"和"神似"
观，编纂画册和对待画工的态度及文人审美倾向等。第二部分通过分析《画继》对宋徽宗喜好文人画的
记载，邓椿自身对于文人审美的偏好。而这种对于文人趣味的倡导，体现了宋人审美风尚集体转变，也
反映了《画继》与之前两部美术史著作著史态度的区别。塔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
，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遗骨、遗物的建筑。古代和东亚地区的佛塔与佛教的传入有关，是印度"窣堵坡
"与木构重楼结合的产物。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楼阁或木塔已没有实物保存，人们仅能在考古出土的汉
代明器陶楼与墓室和石刻壁画资料中对其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是对考古发掘的佛塔遗址的复原研究。本
文通过对5-6世纪北魏平城思远寺、龙城思燕寺、洛阳城永宁寺和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塔基的比较研
究，探讨了这个时期佛寺木塔建筑形制结构的异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为研究这个时期佛教建筑的发展演
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化与文明、文化的
品性、历史悠久与连绵不断、文化多元与文化中心、传统文化与文化走向等均属文化探讨之列。长江下
游流域居东南广大地区，考古学家要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揭示该区域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探
索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区分国家的类别与实质，加强吴越文化研究；而探讨百越对华夏认同和对秦汉形
成起过什么作用，仍然是这一区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值考古学家宿白先生9华诞之际，考古学界应
当学习他治学与做人的精神，为推进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晚商时期，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
存在一群具有地区特色的青铜器。对这批铜器年代与族属的认识，核心问题在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所出青
铜器的年代。林遮峪墓葬出土的可确定年代的铜器大都属于殷墟时期，下限并未进入西周。黄河中游南
流段两岸所见的晚商时期铜器群应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它们与李家崖文化有关。8年，对山东滕州市
染山汉墓进行发掘。该墓系在山坡开凿斜坡式墓道和长方形墓坑。在墓坑内用石材砌筑并排的5座椁室，
椁室前部有前室和南、北侧室。出土遗物5余件，包括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等。该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
期，墓主应是郁郎侯刘骄。该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葬制、葬俗、画像石艺术等提供了新资料。地球物理
勘探技术能够快速、无损地对地下遗迹现象进行、定型、定量或定性分析，引导我们对重点电磁信号异
常区所反映出的疑似迹象进行人工钻探确认。这不但大大节省了考古调查的时间和经费，还使以后的考
古发掘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濮阳市戚城遗址是龙山文化、东周、汉代三城依次叠压的重要古城址，具有
很高的史学、考古学研究价值，通过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该遗址的应用，印证、发现了一些已知和未知
的文物遗迹。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乱石滩、大寺、下王岗等遗址的龙山晚期遗存进行分组分析，可分为两
段，段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晚段，年代为距今43-42年；第二段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和王湾三期文化
晚期，年代为距今42-39年。通过对该地区龙山晚期遗存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将其分为：、B两类，其中
：类遗存包括乱石滩、大寺、七里河、下王岗遗址组，属于石家河文化中、晚期遗存。B类遗存包括乱石
滩、大寺、下王岗遗址第二组，八里岗、下寨、青龙泉、店子河遗址组，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遗存，可
命名为乱石滩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在段为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域，王湾三期文化尚未在该地区出现。
到了第二段，除七里河遗址外，王湾三期文化已经占据该地区。以往所谓"乱石滩文化"等命名只是将不
同时期、属于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不能成立。1-21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郑望京楼遗址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采取象限布方法，共发掘了12座商代小型房址，多数位于IV区，少数位于I
区。此次发现的小型房址均为地面建筑，由规整的长方形房间组成，房间的数目不一，可分为单间和多
间。部分房址发现有通向室外的门道，门道朝向不一，说明房址的方向并不十分统一。房址上部的墙体
基本被完全破坏，仅残存基槽部分，在个别房间及墙体内发现有柱洞。根据房屋的倒塌堆积推断，原房
屋墙体有夯土、草拌泥和土坯等多种形式。出土遗物多包含在房屋垫土之内，多为陶器，少量石器、骨
器及蚌器，陶器一般为鬲、大口尊、盆、罐等残片。根据开口层位及包含物可知，这些房址的年代分别
为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及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此次发现对于深入研究商代前期社会等级制度及平民日
常生活、生产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世纪6年代以来，西安、扬州等地出土了一些唐代真珠作为配饰的首



饰和佛教用品。唐代真珠目前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表现在对传世文献挖掘不够和研究深度、广度
有限。笔者利用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对唐代真珠的来源、社会应用、特质和文化寓意等问题进行探讨
。研究表明，唐代域内真珠主要产于岭南等地，域外真珠则通过朝贡和广州对外贸易等方式输入，在长
安、洛阳、扬州等大城市销售。真珠与唐人生活密切相关，应用于世俗社会和佛教界。在世俗社会，真
珠用于制作家居用品、服装、首饰；在佛教界，真珠常用于制作佛像、璎珞、幡幢、香炉、宝函等物品
。真珠以其独有的高贵气质和的社会功能，成为唐代上层社会中皇室成员、**官僚等群体使用的品，是
他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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