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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报名电话及注意事项 文章针对相关学者提出的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建筑基址奉祀神主
为武丁卜辞中的"九示"，且为盘庚时期始建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号建筑基址主殿1间奉祀的神
主应为自上甲开始，至沃(羌)甲止的"十示"(具体为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
、祖辛、沃甲)，其始建年代为盘庚这一世，但不局限于盘庚这一王；二号建筑基址主殿4间奉祀神主为
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建造年代为武丁时期。《殷周金文集成》1223号、1224号著录两件车辖铭文
拓本，其中1224号车辖原器为罗振玉旧藏。本文指出，车辖铭文在内容上与《殷周金文集成》1136号"陈
散戈"十分相近，对戈铭中"
"、"散"两形体的旧有释读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分析了戈铭所表达的含义即此戈为齐国贵族"陈 "所有
或由其督造的"杀伐之戈"。在厘清1136号戈铭文释读及含义的基础上，对车辖铭文的书写风格与内容进行
了考察，指出铭文本身存在着很多疑点，并从辖铭"散"字书写方向、"月"讹作"夕"、文字笔画完整性及铭
文含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而认为车辖铭文很可能是根据《殷周金文集成》1136号"陈散戈"铭文伪
作的。本文还讨论了《山东金文集成》著录的两件"陈散戈"及《殷周金文集成》11591号"陈 散造剑"铭文
真伪问题。本文通过"太平玉玺"与另一方太平天国"金玺"玺文互相释证，得出"太平玉玺"玺文的读法为"太
平玉玺——天父上帝，天兄，天王洪日，救世幼主，主王舆笃，恩和辑睦，八位万岁，真王贵福，永定
乾坤，永锡天禄。"同时，利用扩展的"二重证据法"，即从"取地下之实物(authentic
excations)与纸上之遗文(legacy documents)互相释证"扩展为"取纸上之实文(authentic
documents)与地下之遗物(legacy excations)互相释证"，对"太平玉玺"的真实性及刻制时间做了一些探讨。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报名电话及注意事项-点击报名 良渚文化玉器产地是其玉器和社会研究的本源问题之一
，其又可以分解为玉料开采地和玉器加工地两个方面。在系统分析良渚文化玉器的矿物种类及玉色、外
观结构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将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透闪石-阳起石玉料分作纯色料、杂色料和"鸡骨白"三种
。针对良渚文化玉料开采地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科技考古工作的相关探索及研究现状，并着重分析了
小梅岭玉矿的产源可能性。基于对制玉遗存的界定，笔者随后详细梳理了良渚文化目前的相关发现，最
终认为，苏皖浙三省交界处的大面积山地区应是探索良渚文化玉料开采地最主要的区域；而良渚遗址群
中的塘山遗址和宁镇地区的丁沙地遗址应为良渚文化两个明确的玉器加工地，嘉兴地区和苏沪地区也很
可能存在当地的制玉作坊。本文通过对司母戊鼎繁缛纹饰分类分析，提出一些现象并推测主题纹饰寓意



。意在引起专家关注，推动相关探究深入。《平番得胜图卷》是一幅描绘明朝万历时期明平定西北诸番
部族叛乱的军事题材绘画，本文力图通过对画卷中出现的相关人物、地域的研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
梳理图卷反映的历史事件，进而探讨《平番得胜图卷》的历史价值、明朝西北统治策略与当地的民族关
系、社会经济的发展。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报名电话及注意事项-点击报名 本文对元青花纹饰题材进行了
综合的梳理，将其归纳总结为四大类，对这四大类题材做一初步的综合研究，有助于对元青花多方面的
深入研究。黄胄的创作实践为人物画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从千阳写生到师从赵望云及两赴黄泛区写
生，黄胄艺术渐渐走向个创作高峰，在6年代初创作了《庆丰收》、《载歌行》、《奔腾急》等代表作。
其后，黄胄以"必攻不守"的精神，走出人生低谷，在8年代初迎来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以《叼羊图》、《
赛牛图》、《草原逐戏图》等最富特色。黄胄非常强调生活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通过速写、写生来认
识和感受生活，并在从速写到画创作的转换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黄胄的言论等被整理为《黄胄谈艺
术》一书，是现代人物画创作的理论总结。黄胄晚年积极筹建了炎黄艺术馆等，为当代美术事业做出重
大贡献。六朝陵墓地面与地下均有镇守性质的神兽雕刻或图像出现，其题材及风格与汉代墓葬之间既有
渊源关系，更有新的文化因素。其中以狮子为代表的陵墓装饰中瑞兽系统的形成，与过去的"汉制"既有
联系又有明显区别。这些变化体现出"晋制"形成的标志性特点，并对唐、宋墓葬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1
2~214年，对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开展发掘。故如甲木墓地为竖穴土坑墓葬群，曲踏墓地属洞室墓群
，墓葬形制完整，文化内涵丰富。两处墓地的发掘，对于建立西部考古学文化体系、推进早期文明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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