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在线鉴定微信-在线联系（新）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在线鉴定微信-
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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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在线鉴定微信 本生故事是佛教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舍身饲虎本生以牺牲、奉献为主
题思想，在北朝时期较为常见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新疆、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的石窟中保存有一定数
量的该本生故事壁画和雕刻。佛教造像碑、塔是与石窟一脉相承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其龛像、铭文及
其他佛教内容往往相互印证，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表达一定的主题。甘肃馆藏的两件刻有舍身饲虎本
生图像的碑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其内容、构图、思想内涵等相关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近年在殷
墟范围内陆续发掘了一批明代墓葬。其中王裕口南地M155为斜坡墓道长方形砖室墓，是明代汝源端僖王
朱厚焆夫妇合葬墓。豫北纱厂M3M34均为斜坡墓道土圹墓，保存较好，属于明代汉中守备副使张士隆的
家族墓。这三座明墓的发现，为研究安阳地区明代藩王和官吏的葬制、葬俗及家族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
物资料。西周东都成周城位于今洛阳市瀍河两岸的邙山与洛河之间。结构布局为"坐西朝东"、"宫城"位于
"郭城"西南隅。郭城的西北部是贵族墓地和铸铜作坊，东北部是"殷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东南部是贵族百
姓居住区，宗庙和社坛位于东西大道的左右两侧。全城按"里坊"的规划来安置城内居民。这些问题的澄
清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在线鉴定微信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在线鉴定微信-在线联系（新） 西王母的传说起源甚早，《山海经》、《穆天子传》、
《竹书纪年》中就有相关记载。西王母究竟是人抑或是神?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趣的是，殷墟
甲骨文中也有"西母"，与"西母"并提的还有"东母"。甲骨文中的"西母"与载籍中的"西王母"有无关系，值得
认真研究。本文将载籍中的"西王母"与甲骨文中的"西母"作了仔细比对，发现二者虽有差别，却也不无相
似性和关联性。二者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周及其以后的西王母崇拜习俗或可追溯自殷商时代。通过对
考古发掘获得的有关曹操家族墓葬材料的梳理，发现该曹氏家族数代多人的墓葬方向具有朝东的特点，
与东汉帝陵、诸侯王陵的墓向朝南的特点比较之后，初步认为曹操高陵墓向的朝东应该是继承了曹氏家
族墓葬东向的传统，并且，这一传统可能与当时的政权斗争没有直接的关联。在西部的寺院壁画中，出
现一种所谓"哺乳"图，这种题材在佛传绘画中通常并不出现，其表现传统则与西域流行的鬼子母图像有
着内在样式上的联系。本文尝试通过西部与新疆地区在文化上的联系，分析这种题材可能的图像样式来
源。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在线鉴定微信-在线联系（新） 隋唐时期墓室壁画中大量出现的"襕袍"形象，即袍
衫下摆设一条襕道，是汉唐之间人们服饰风格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襕袍
形制、襕袍穿着规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记录，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献记载中也表现出与隋唐时期襕



袍不同的形制，然而史料中关于襕袍起源的记载仍不太明晰，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即宇文护说、马周说
和胡服说。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会发现宇文护说似乎更接近史实；考察襕袍的礼制含义，将襕袍
和深衣、上衣下裳类传统服饰形制的关联与西魏北周时期背景相联系，也会发现宇文护说比较令人信服
。正是襕袍的这种与礼制相关的人为解释，让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观念中代替了深衣成为华夏衣冠的
一部分。4年秋至25年初，为配合大秦铁路的基建项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
一处北魏墓群。发掘墓葬15座，形制上包括土洞墓、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有铜器、铁器、玉
器、陶器、漆器等。墓群无论是形制还是随葬器物，都具有北魏时期的特征。大同湖东地区是一处规模
比较大的北魏平城时期墓葬的集中分布地，早在上世纪8年代，文物考古单位就曾在此进行过比较系统的
工作，出土过一些十分重要的文物。此次发掘的墓群距离以往发掘过的北魏墓群都比较近，文化面貌相
同，同属一期。本次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化面貌，扩大了北魏墓葬的选址范围，与历年
发掘的北魏墓葬共同构筑了平城时代墓葬文化的丰富内涵。河南省郑州市考古出土大量东周陶文"亳"与
当地出土商代刻辞，《续汉书》记荥阳薄亭联成乇——亳——薄地名传承链，限定今郑州市区在商至汉
代属亳地。郑州市内发现的东周城址因曾属郑地又有成批"亳"字伴出，即《左氏春秋经》襄公十一年及
杜预注所记郑地亳城。北魏是佛教的重要发展时期。巩县石窟开凿于北魏晚期，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其造像风格发生了部分变化。本文从面容、衣饰、神态等方面对该石窟的北魏造像变化进行了简要阐
述，并就其变化原因从因素、文化融合、社会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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