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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藏品鉴定、出手、上请详询组李总监 本文主要对河南省境内目前发现的汉代仿木构墓葬的
建筑形式进行了类型学的探讨，主要包括了仿木构墓葬的类型、历史分期等，最后分析了河南地区汉代
仿木构墓葬的建筑特征和技术成就，进行了建筑学的总体论述。《等慈寺碑》是唐初刻立的一通名碑，
碑文记载了隋末唐初之割据局面，记载了李世民大败窦建德的武牢之战的全过程。从宋代开始，历代金
石著作对此碑都有记载，《等慈寺碑》在书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有北魏碑刻和墓志的严谨法度，又
有潇洒飘逸的情致，在唐碑中颇为独特，代表了楷书从魏碑向唐楷的过渡。《程氏墨苑》中的四幅圣像
画是明朝中后期传入的一个例证。圣像画的赠予者利玛窦希望以此来传播宗教，受赠者程君房则希望以
此来增加《程氏墨苑》的市场竞争力，而执笔者丁云鹏对这些圣像画做出艺术上的处理，最终形成书籍
流通过程中的圣像画面貌。本文分别从礼物、宗教图像文本和版画制作艺术的角度分析这些圣像画，讨
论艺术品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以及不同文化对于艺术品的本土改造和有意误读
。通过《程氏墨苑》中这四幅宗教绘画的境遇，可见绘画于明末清初所面临的西方绘画技法冲击，以及
艺术家对于这种冲击所做出的解读和回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宗教艺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面临
的困境和挑战。南京城南颜料坊工地近年出土的六朝墨书瓷器总计92件。迄今为止，在六朝建康城遗址
考古发掘中，出土墨书瓷器数量最多、最为重要的地点，可以推考为六朝时期秦淮河岸四航之一的竹格
航。根据层位关系以及器物的造型、装饰特点等，这批墨书瓷器分属孙吴西晋、东晋、南朝三个时期。
其器类仅见钵、盏、盘，墨书最少者只有1字，最多达4余字，一般书写于外底露胎处。其字迹大多清晰
可辨，所见书体不一，反映了当时都城普通民众书法之面貌。墨书内容大体可分6类：姓名类、器名类、
器物用途类、吉语类、符号类、记事类，其中以标明器物所属关系占大宗，目的是为了将容易混淆的个
人生活用品区分开来，从而达到卫生的要求。墨书中的"塸(区)"乃六朝时期钵类器之本名，"共食""众食"
则与佛教斋仪有关。六朝墨书瓷器或受汉代墨书陶器及漆器上的物主标记影响，与宋元以降的同类器有
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根据目前的材料，还难以得出六朝墨书瓷器曾经直接影响日本的结论。1年，洛阳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邙山东汉陵区内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状为方形，封缄方式为方槽式检，背面有三
道绳痕嵌入泥中，正面阳文篆书"原陵监丞"。通过与已发现的其它东汉时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
较，明确了该封泥的时代。"原陵"作为东汉的座陵园，目前具体位置并未确定；"监丞"为东汉陵园食官"
食监"的副职，主要负责祭祀，因此，"原陵监丞"封泥的发现，对东汉帝陵的方位及陵园职官的研究有积



极意义。本文还通过已发现的有关两汉时期的封泥、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对汉代陵园职官的具体构成
和分工进行了梳理。西汉时期，陵园周边具体的管理机构有陵庙、寝园、陵园，陵庙、寝园有令、丞、
郎；陵园除令、丞、郎外，还有校长；食官有令(长)、丞。东汉时期，陵寝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机构
减省，不设陵庙、寝园，陵园兼有原来寝园的职能，陵园职官有令、丞及校长，食官有食监、监丞。近
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整理注释水平很高，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逐条辨析校
订。《将失》篇"兵之前行后行之兵"句，后一"兵"字当属下读，"兵不参齐于阵前"指士卒不能够整齐排列
于阵前；"忧"当通假为"优"，意为充足、富裕，与《孙子�虚实》篇意思相近；《四伐》篇整理者释为"
五"之字应释为"王"，本篇核心词是"行四伐"，与"五行"无关。《文王问太公》篇整理者释为"与"之字应释
为"兴"，"天地弗能兴"、"天地弗能废"相对为文。《三十时》篇简1739整理者缺释，或认为当是"蜂"之讹字
的那个字，其实应释为"蜼"，读为"虺"，是一种毒蛇。《三十时》篇简182整理者释为"妇女"的"妇"字，从
图版看只剩左边的"女"字旁，结合本篇上下文看，疑本应为"嫁"字，"嫁女"一词本篇常见。 周代，猃狁部
族是其西北部的重要威胁，周室和猃狁的战争贯穿于西周始终。四十二年逨鼎记载了宣王末年周朝与猃
狁的一次战争，本文通过对其中的"井"、"历豃"、"弓谷"等地名的考证，得知这次战事发生的地点应在陇
东，关中平原以北的地区。探寻早期夏文化，应从考古学文化研究入手。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是
两种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后者未进入文明时代，不是夏文化。"新砦期"当属二里头一期文化偏早阶
段。将二里头文化的发展、影响与夏王朝早期历史结合起来看，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考察战
国都城的防御特征，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从整个都城来看，防御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宫城的
防御远较郭城更突出更严密，简言之，"卫君重于守民"，这是战国时代都城防御的普遍特征；第二，从
宫城的防御对象上分析，防御内部国人比外来敌国更甚，一言以蔽之，"防内重于防外"，这主要体现在
临淄齐城和新郑韩城上，而临淄齐城尤为突显，这应与这两座都城均经历了政权更迭有关。南宁及其附
近地区是广西史前文化中地方特点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域，贝丘、大石铲、岩洞葬三种文化是该区域史前
文化最主要的类型。本文通过对这三种文化的对比研究，认为它们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分别代表着不
同的发展阶段，并为骆越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张大千的"画家"之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迥异于2
世纪的其他画家。但也正因为其复杂和多面，导致在研究中常出现各执一端、相互矛盾的评价差异[1]。
本文拟从张大千对于自我"画家"身份的认同、建构并且自觉调适这一角度切入，围绕其三四十年代学习"
画家之画"的主张与实践进行探讨，将其回置于当时的画风转向中，分析这一主张提出的内外原因以及如
何具体展开；通过对"画家之画"的学习，探讨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画学论述，不断拓展绘画史的深度
，并最终促成其"画家"身份的转化，走向晚期自我创造的独特绘画新貌。透过张大千的"画家"之路，思考
其背后所蕴含的自觉意识、技艺经验和史观维度可以为当下的画发展提供怎样的启示。17年上半年，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掘了四川眉州彭山区范围内的岷江河道江口段，出水2余枚西王赏功金
银币，这是首次经过系统考古发掘证实了西王赏功币的存在，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提供了科
学依据。本文通过对西王赏功币学术史的梳理，指出近七年来其经历了从被疯狂盗挖到科学发掘、从收
藏热点到学术热点的转变。文中对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西王赏功发
掘品可能是未曾颁发过的金银币。部分出水金银币面上残存疑似火烧的痕迹，有可能为印证史籍所载清
初杨展率兵火烧张献忠船队的记载提供实物资料。将这些西王赏功考古发掘品作为标准器，与一些传世
品进行比较，对传世品的真伪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部分金银币给予肯定，对某些铜币提出了质
疑。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海选电话报名地点-点击报名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