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鉴宝专家崔凯电话-在线联系（新）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鉴宝专家崔凯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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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豫之门鉴宝专家崔凯电话 少林寺碑廊现存有《大唐天后御制诗文碑》《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及《金
刚般若波罗密经》，为武则天感恩父母以及与佛教建立关系所刻，距今已有13多年，字迹尚清晰可辨，
是了解武则天孝思文化以及与佛教关系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太祖
御笔》74道，被认为是现存朱元璋法书作品大宗，一直受到书史及明史研究者关注。本文从笔法特征、
御笔来源、书写背景三个方面，证明《明太祖御笔》并非明太祖朱元璋亲笔，而是文臣代笔。现藏台北
故宫博物院的《纪游图册》，可能是董其昌现存有明确纪年作品中最早的一件。但因其与安徽省博物馆
收藏的《山水图册》中的多幅作品近似，围绕二者真伪问题引发了一场"双胞案"讨论。就实际情形而论
，"台北本"有十九开，共计三十六幅画作和两幅书法墨迹，"安徽本"仅有十六开，共十六幅画作。两本中
的近似作品也仅有十二幅，并非如杨岩松所说有十五幅之多。"安徽本"中有四幅作品摹自董其昌晚年的
一件山水图册。"台北本"共计三十余条题跋，所含带的历史信息远远大于"安徽本"，尤其是第十九开《西
兴暮雪》的创作背景，涉及万历辛卯(1591年)的"争国本"事件。借助两件山水图册近似现象的讨论，深入
反思当前单纯以宏观的文人画概念和笼统的笔墨趣味等标准，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好董其昌作品真伪鉴
别。 华豫之门鉴宝专家崔凯电话-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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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是元代宫廷艺
术和藏传佛教艺术的巨迹，本文结合前人成果，较为地介绍了这件缂丝曼陀罗的材质、内容、图像学阐
释、供养人情况、纪年推定，以及它所反映的元代宫廷"织御容"和缂丝织造工艺。本文结合史料与逻辑
分析进一步认定帝后供养像制作于元文宗第二次登基之后、元明宗皇后八不沙去世之前(133-1332)；当时
的监制官员明里董阿不但是拥立元文宗的重臣，而且是元明宗的帮凶，题记中称元明宗为"皇子"，暴露
了元文宗君臣的虚弱内心；"织御容"的起源则与蒙古人萨满教以纺织品制作祖先像的传统有关。在织造
工艺上，这件曼陀罗兼有来自西北与江南的特色，本文认为它更可能分块织造于杭州，然后运至大都缝
合，但是织造匠人却主要来自西夏或回鹘。唐李元轨墓志记墓主为北门学士。此志为今见最早与北门学
士相关的资料，但从墓志所记李元轨仕宦、职事及任职时间等因素来看，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北门学士，
只是北门一个下层文吏而已，墓志称其为北门学士实为谀墓风气下的攀附之举。
华豫之门鉴宝专家崔凯电话-在线联系（新） 我国的城墙从原始聚落时代的壕沟发展而来，目前考古发现



我国最早的城墙出现在大溪文化一期。至汉代，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春秋战国时代两次筑城高峰之后，
出现了我国历第三次筑城高峰，筑城活动十分活跃，城墙的修筑规模亦不断扩大，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城
墙防御体系，为以后各代城墙防御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山遗址发掘了山顶区域及3号、4号洞，山
顶发掘区发现了蓄水池、墓葬、灰坑等，3号、4号洞内发现了火塘、墓葬、活动面等，出土遗物包括陶
器、石器、骨器及炭化稻谷、粟、黍等。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
代考古学文化的缺环，为探讨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提供了重要资料。15年9～11
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耶律弘礼墓进行了发掘。该墓为一座辽代大型砖室墓，由墓道、天井、
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虽曾被盗，仍保存较多银器、铜器、铁器、瓷器等随葬品和墓志，并发现木棺
和木棺床。此墓年代和墓主身份明确，出土遗物较丰富，对研究辽代墓葬制度具有重要价值。9年7~9月
，对河北元氏县南白楼墓地进行了发掘，发现战国秦汉墓葬22座。类墓葬的随葬陶器以鼎、盖豆、壶、
盘、匜、瓶等为基本组合，年代从战国晚期延续至西汉初年，应为赵国或赵国遗民的墓葬。第二类墓葬
随葬的陶器主要有折肩罐、折腹碗、圆腹罐等，年代大致在秦代前后，应是与秦人有关的墓葬。许昌博
物馆现藏有汉代文字瓦当、云纹瓦当和人面瓦当等，大部分属东汉时期，个别可能早至秦至汉初，晚至
曹魏初期。有些瓦当的细部做法为其他地区少见，可补资料之缺，亦可彰显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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