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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网上鉴定方式：藏品照片初步鉴定确认有鉴定价值后可带藏品到河南华豫之门艺术馆参加鉴定 
文中对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进行了介绍，并回顾了过去2年中数字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对纸质档案
、文物数字化面临的挑战以及今后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旧大陆，陶器的起源独立发生在两个
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和东亚地区。非洲最早的陶器与利用野生粟和高粱煮粥的生计方式有关。这
种炊煮方式发展为酿造谷芽酒的传统，典型的酿酒器是鼓腹陶罐。在东亚地区，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
期的陶器与利用水生动物和用野生植物煮粥有关。在，新石器早期小口鼓腹壶成为常见的器型，有些用
来酿酒，说明此时利用谷物酿酒可能已是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新石器中期陶器分布可划为两大
地区类型：东部地区器型复杂，以酒器居多，如鬶和高柄杯。西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器型简单，代表物为
尖底瓶。有些尖底瓶用来酿造谷芽酒，也是集体饮酒(咂酒)的容器。西部地区咂酒群饮代表了以集体为
本位的文化传统，在仰韶文化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方式、服务内容都在发生
着重大变化。当今博物馆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范围扩展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博物馆的
信息化与数字化已成为业界热烈讨论并付诸实施的课题，其中，藏品影像无疑是最基础的要素，对藏品
数字影像的利用，首先要解决版权的保护问题，保护并非终极其目的，对影像的利用，使之创造更大的
经济价值并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则是博物馆的关注点所在。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收购古董-点击报名 禹
会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这里发现了一处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表明并非单纯
的居住遗址。丰富的出土遗物，为探索黄河、长江及淮河流域龙山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十分
重要的实物资料。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涂山地望、大禹文化和淮河文明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2
11年，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对官庄遗址南水北调干渠占压部分进行了发掘，发现两周、汉唐等时期的遗
存。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最为丰富，主要有大型环壕、灰坑、墓葬、房址、灰沟等，分布较密集且出土
遗物丰富。官庄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郑州西部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库房发现线装日记手稿《东游琐记》一册。此日记
未注明写作年份，记录日期从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日记记录了作者从家乡成都出发东渡
日本求学的事宜，涉及留学的准备过程、航行路线、途中见闻、交往的人物以及到达日本后购置的书籍
书目与食宿、学费、买书购衣的花销等内容。通过对《东游琐记》内容与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关系、
行文风格与笔迹三方面考证，本文认为，《东游琐记》作者正是晚清学者吴虞。吴虞，近代思想家、学
者，早年留学日本，因五四时期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而产生较大影响。胡适称他为"思想界的清道



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明代《戈氏墓志》现藏于河南省沁阳市博物馆。本文根据墓志记
载，参考有关史料，考证了墓主戈氏及其夫君山西按察副使刘泾的生平及家世。墓志所载部分内容，对
史书、方志有纠误、补缺、印证之作用。12年4月，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早
期文化考古调查活动中，对屯留水泉遗址两处灰坑进行了清理，出土了丰富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遗物。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收购古董-点击报名 买地券是汉代以来墓葬中常见的以地契形式随葬的一种反映土地私
有权的明器，本文对新见郑孙买地券券文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简要考述。汉代建筑特别注重屋顶上的装饰
，特别是建筑的屋脊。汉代建筑上的屋脊出现了正脊凤鸟、三角形火焰珠；在"反宇"屋面出现了鸱尾；
垂脊上有了起翘装饰。汉代屋脊上的装饰除了美化建筑之外，还有着吉祥的象征意义。李渔在《闲情偶
寄》中提出"取景在借"，并指出"开窗莫妙于借景"。他把窗作为一个取景框看待，窗外窗内皆成为一幅幅
不同内容、不同构图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则是由窗框起到的"间隔"作用形成的。窗框内形成的"透明层平
面"把三维的景物"切割"并"压缩"成二维的画面。南朝时期画家宗炳利用一张绢素放置眼前，并透过它看
到"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万里之迥"的画面。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表现的原理，比西方文
艺复兴时期利用玻璃发明的方法早了一千年，并形成了人特有的取景与构图方法。文人墨客就是从窗框
框出的美景中，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绝句，绘出了流芳百世的画作，并形成了"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诗画本一律"，诗境即画境这个特有的文化审美现象。窗与窗、门发展演变成的隔扇，也继屏风载画
的传统成为了裱装字画的载体，影响并决定了画画幅形式的形成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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