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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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报名方式-在线联系（新） 北周武帝孝陵于1994年发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金属器，其
中有很多表面带有贴金或鎏金装饰，反映了这一时期金属制作工艺的特点。本文对孝陵出土的2件金器、
14件鎏金铜器进行了初步的科学分析研究，为揭示北周时期金属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灵圣湖汉墓(M2)整体呈"甲"字形，地上墓室为人工夯筑。墓圹近方形，四壁用木板贴护。木椁周围有大
量积砂，顶部及周边用青砖封护。椁室为大型"黄肠题凑"建筑，由前、中、后三墓室和侧室、门道、回
廊、外藏室、题凑墙组成。该墓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是研究汉代"黄肠题
凑"葬制的珍贵资料。91997年，在洛阳老城西大街东段发掘出隋唐洛阳城东城宣仁门的南门道遗址。此
处门址的发现，为进一步确定隋唐洛阳城东城第二条横街宣仁门街、外郭城上东门街的位置提供了重要
坐标点。结合考古资料及相关文献记载，可以考证出现今洛阳老城十字街与隋唐洛阳城宣仁门街、上东
门街、徽安门街的叠压关系。2年和23年，对辽宁东港市山西头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5平方米，发
现房址5座、灰坑4个、灶址2处。房址中有4座为土坑半地穴式，1座为石筑半地穴式。出土遗物以石器和
陶器为主。遗址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辽东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提
供了重要资料。报名方式-在线联系（新）国家博物馆藏稿本《曾幕文牍》两册是同治五年(1866年)至八
年(1869年)由曾国藩幕僚起草、经曾国藩本人核改的信稿汇编，收录251通信函，收信人涉及94位晚清政
界、军界重要人物。首先，结合曾国藩文集和吴汝纶文集等材料，梳理曾国藩与吴汝纶关系，确定文牍
应系吴汝纶家藏。其次，整理曾国藩批示、修订。他要求幕僚拟信时确定收信人称谓一致、回复军政要
务信函需参阅相关稿札、尽快回复与战事相关信札、指明删改原因等；对信札的修改主要是文字的考证
辨析、具体内容的修订等等，这些体现他务实但又一丝不苟的办事原则，对了解曾国藩生平、幕僚情况
、交友等问题，具有珍贵史料价值。最后，校勘《曾国藩全集》收录信函，发现全集未收信件169通。文
牍作为拟信底稿，保存了文字的原始状态，对于补充全集等已刊信函的缺失内容、确定缮发日期、校订
脱文和衍文，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15年3月，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前刘村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唐代家族
墓葬。两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带墓道的圆形穹隆顶砖雕墓；M1为单室，M2为双室。M2出土的墓志中记载
墓主人为顾忖，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卒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顾忖先后任官黄县尉，东光
、章丘、临济县令。其家族是魏晋时期名门士族，多出官吏，涉及多位重要历史人物。M2是济南地区首
次发现的有明确年号的唐代砖雕双室墓，墓葬的形制、结构、砖雕风格均极富特色，为了解唐代穹隆顶



双室墓提供了详细资料。墓志中记载墓葬的年代，准确解决了唐代墓葬考古上的断代问题，具有标尺意
义。前刘村唐代家族墓的发掘，为了解济阳的地名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现存《济阳县志》只能
较为详细地记录到金代的历史；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当地水利水文、自然环境变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孙中山是的家，了辛亥，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他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
，被人尊为"国父"，是在海峡两岸都受到尊重的家。他的形象多次出现在我国邮票上。初年，他的形象
次出现在光复纪念邮票上。但随后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方不承认他的贡献和地位，他的形象一直
没有出现在邮票上。但是孙中山的继续奋斗和探索，对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
敬仰，成为人民心中的领袖。年孙中山逝世后，被民众自发地尊为"国父"。随着国政权统一全国，孙中
山的地位得到了官方承认，国民为他举行了国葬，发行了相关的邮票。孙中山的"国父"地位随之得到更
普遍的认可。抗战期间，他又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象征，并在194年被正式尊为"国父"。此
后，"国父"形象多次出现在各种邮票上。抗战胜利后，孙中山和中山陵的形象升华为国家统民族团结的
象征。本文从时期的邮票入手，通过分析邮票上的孙中山形象，展示了他成为"国父"的过程，及"国父"形
象对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国政权大量发行孙中山像邮票的目的。江西萍乡的田中古城至少
历经西周、春秋两个时期，其考古学文化背景是江西印纹陶文化。虽然该城的国属难以考订，但其族属
应与"百越"相关。该城的衰落，很可能是楚国南侵所致。城址的废弃或将楚国势力跨过长沙向南发展并
进至株洲、澧陵一线的时间确立在公元前55年前后。该城址是春秋时期楚文化与百越文化接触与融合的
见证。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出有陶器、瓷器、铁器等遗物。墓
为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墓室内仅余一合墓志及少量遗物。墓主为辽初汉姓贵族、曾任节度使的通事耿
崇美及夫人耶律氏。两座墓的发掘对研究辽代兴中府汉姓贵族家族史及其联姻关系有重要意义。1年4~7
月，对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沉船进行发掘。发现的船体纵长约27米，有17道隔舱板和16个隔舱。发掘出
水各类遗物1万余件，以漳州窑青花瓷为大宗，应为漳州窑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产品，沉船所属年代与
此大致相同。"南澳Ⅰ号"沉船的发掘为研究不同地区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本文主要是对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禹州杨庄墓地发现的一座汉代带有弧形斜坡墓道的洞室墓(M1)
的报道。通过与邻近墓地与之墓葬形制相似的墓葬的详细对比，进而揭示出这种特殊墓葬形制的发展演
变关系。而有关这种弧形斜坡墓道的成因，结合墓葬本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另外
，对墓道夯土墙的用途也进行了简单阐释。学院派艺术始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后逐渐成为欧洲主流艺
术流派。特别是法国学院派，因官方的格外重视与高度参与而成为19世纪法国艺术的代表形式，并奠定
了法国作为欧洲艺术中心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学院派被视为印象派的敌人，为腐朽、僵化、保守的
形象所笼罩。本文试从历史的维度，重温"学院"以及学院派在法国的发展，再现学院派在自由与权力的
博弈中摸索前行，并逐渐形成现代法国美术教育与创作机制的特殊经历。15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
长治县博物馆在长治县镇里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金代墓葬。该墓被严重盗扰，随葬品无存，但是出土了
一具体量较大的石棺。石棺结构复杂，由棺盖、棺身和底座等部分组成。棺盖由四部分拼合而成，棺身
和底座由一整块青石雕凿形成。棺盖、棺身和底座外表面经过磨光处理，且装饰有复杂的图像。装饰技
法以细线刻为主，局部使用减地平面线刻技法。棺盖正面装饰折枝莲纹，棺身左右帮板装饰妇人、飞天
、云纹，基座束腰部分装饰线刻二十四孝人物孝行图。石棺这种葬具在山西地区发现较少，时代多集中
在宋金时期，有明确纪年的数量极少。二十四孝题材在壁画、砖雕等墓葬中出现很多，本次发现丰富了
二十四孝组合研究资料，同时为确定同类型石棺的时代提供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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