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华豫之门鉴宝服务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河南华豫之门鉴宝服务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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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服务广大藏友！ 由于油画材料的特殊性质，容易受气候、保存条件、油画本
身材料及制作工艺等综合因素影响，从而出现糟朽、颜料龟裂、起甲、脱落、变色等一系列病害，失去
了油画的本来面目。本次修复采用了传统的工艺技法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对馆藏油画进行了修复保
护。蒋庆墓志为研究隋朝的职官制度、府兵制和骁果军，以及隋炀帝次东征和雁门之围等事件，提供了
新的资料。 通过对商周青铜匜与盉专名字形的排比可以揭示：字不是匜，而是盉的形象，该字与见于盉
自名中的一类偏旁，都来自卜辞"注"字的简化。此类专名字形反映盉使用过程的两个突出特征：用单鋬
形或"廾"旁表示液体的倾注；用声符"禾"旁或手持勺状物伸入"皿"口表示搅拌调和之意。此类字形出现远
早于青铜匜，因此不宜被认作青铜匜的形象。地处成(成都)渝(重庆)之间的内江，保存有圣水寺、翔龙山
、东林寺等多处题材丰富、技艺精湛的摩崖造像，学界关注极少。此文选择其中三种题材作了初步探讨
：现存3龛体量相当的千手观音造像，雕刻技艺娴熟；地藏与十王组合题材内容丰富；僧伽变相可能为国
内少见的僧伽三十六化题材造像，弥足珍贵。半拉山墓地经过精心规划和营建，在地表积土为冢，墓葬
和祭祀遗迹均建于人工土冢上。共清理土坑墓、石棺墓和积石墓78座，祭坛1座，祭祀坑29座。墓地在晚
期阶段出现功能分区，墓葬区位于南部，祭祀区位于北半部。此次发掘首次完整揭示出红山文化晚期积
石冢的营建全过程，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提供了新资料。 受青铜器器物造型制约与局限，人物画像纹饰
在圆柱体器物上为上下层叠环带状布局与构图；在圆面形器物上为内外层叠环带状布局与构图；在方柱
体器物上则分为独立的画面进行上下分层布局与构图。为了克服器物造型对纹饰画幅的制约与局限，青
铜器人物画像纹饰往往在狭小的画幅空间中表达多个绘画主题，或在一个绘画主题中，表达多个相关情
节场景，以增加装饰纹样内容的丰富性。江西省高安县西清泉市出土的沈尹钲，铸有铭文42字。本文对
铭文中个别字词试作新释，认为该器是楚国令尹兼司马叶公沈诸梁所铸，铭文中"沈尹"的含义是"沈"姓。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
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
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
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
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
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
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



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
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
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
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
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
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
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就零星
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
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甘青地区青铜器群
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新的发现与研究表明，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北方
地区传播的趋势。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研究的视野。弓形器是商周时期用于挂缰
的"挂缰钩"，有窄背和宽背两种。窄背类弓形器部分出自人骨腰部，在蒙古鹿石中相类的器物均挂于腰
间并与弓及弓袋共出，因此其应挂在腰带上。车马坑中多放置宽背类弓形器并多置于车厢内，在鹿石中
还见将辔系于车厢上的马车形象，因此一部分宽背类弓形器应绑缚在车厢前部用以挂辔。9年辽宁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西丰县东沟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灰坑25个、灰沟4条、墓葬11座。遗址出土遗物
有陶器、石器和铁器，其年代为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依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
物组合等，推测其年代为春秋末至战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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