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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全心全意服务广大藏友！ 西湖山水图是西湖绘画的主体，也最能体现西湖的特质及其
历史人文价值。而南宋是个有西湖山水图传世的时代，宋室的南迁把西湖山水图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
。院画家、皇亲贵戚、文人士大夫以及方外人士甚至间谍画工都参与了西湖山水图的创作，的"西湖十景
"也在此时因画而名。通过作品及文献分析，不难发现南宋的西湖山水图大多带有实景图的性质，状物的
细致与真实是这一时期西湖山水图的特质，这一点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水陆画是以图像遗存为
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涉及历史、民俗、宗教、艺术等方面丰富的信息，如果以"图像学"研
究方法入手，深入发掘水陆画的各种文化内涵，使之不仅成为艺术史、美术史的研究素材，而且更可能
成为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研究的经典范例。 具茨山也称大隗山，坐落在新郑、新
密、禹州三市的交界处，历史背景十分神奇。具茨山名，"具"字象两手举鼎，是祭祀活动的象征；"次(茨
)"字是指神庙，或者也包括祭坛，与"具"字组合在一起，其内涵很明显地反映了举行祭祀活动的现象。汉
代弹琴类画像文物，质材有陶俑、画像石、画像砖、铜镜等。俑琴分有弦无弦，姿态有恬然型、微笑型
和歌唱型，组合有二人型、三人型、四人型等。画像石砖上有师旷伯牙鼓琴图、聂政刺韩王图，还有乐
舞百戏图；在汉代出土的铜镜背面也铸绘有弹琴的图像。汉代弹琴类画像文物，折射出琴不但是汉代儒
士修身抒情的载体，汉代正义品德的象征，也是汉人祈求好运的神器及汉人乐舞百戏的乐器。台北"故宫
博物院"所藏《万柳堂图》表现的是赵孟頫、卢挚等人在廉氏花园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图常被认为是记录
史事和呈现古代北方私人园林的图像资料。不过，从绘画风格和印鉴来看，《万柳堂图》并非赵孟頫真
迹，而是后人根据元代以来诸种笔记所载万柳堂雅集故事编绘而成。万柳堂今已不存，对比文献记载和
历史地图综合考量，其旧址当在今阜成门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关记述不足采信。至于其
时万柳堂雅集的主持者廉野云，当为廉希宪五子廉恒。《万柳堂图》画上有赵孟頫题诗，字非真笔，内
容则系赵氏诗作，康熙间始收入赵孟頫全集，诗中既有对雅集的记录和对主人的赞誉，也暗含赵孟頫复
杂的退隐心理。 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静方鼎是成康时期的器物。这件器物的作器者与
传世静簋、静卣的作器者并非一人，前者与另一件传世器小臣静簋的作器者为一人，生活在成康之世，
静簋、静卣的作者则主要活动在穆王之世。静方鼎的作器者曾与"安州六器"的作者中以及召公、南宫氏
等展开过对南土江汉地区的经营，这次经营与昭王时期的伐楚亦非一事。为配合郑州罗庄城中村改造工
程项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建设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了清理，其中一座隋墓出土墓志1合，另有器



物11件，为研究隋代葬俗、葬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明初宫廷画家郭纯于永乐二年(144年)由黄淮推
荐而进入宫廷，永乐十二年(1414年)以后受到明成祖的重视和信赖，成为永乐朝最重要的宫廷画家，在
当时具有很大影响。他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备受恩宠。永乐以后，由于明成祖朱棣的大
力提倡，宗法两宋院体风格的绘画逐渐占据明代宫廷绘画乃至整个画坛的主导地位，郭纯在这一转变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郭纯能得到明成祖的宠赉和信任，除了因其谦逊淳朴、画艺高超以外，更与其擅长金
碧山水相关，而其从事金碧山水创作本身也与明成祖对这一绘画形式的喜好与大力提倡密切相关。明代
前期金碧山水画以宫廷画家的创作为代表，郭纯的金碧山水承宋元传统，并直接影响了此后戴进、石锐
等人的创作，对于金碧山水在明代的勃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战国魏大梁城位于今开封市城区
偏北部，其平面布局一直没有定论，本文综合考古钻探成果、历史文献并结合开封历史地理的实际情况
，首次绘制了大梁城平面布局示意图。大梁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有郭城和宫城两部分组成，
宫城位于郭城东南部。浚仪渠从郭城北部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宫殿区位于宫城西部正中的高台区域，手
工业区位于郭城北部的浚仪渠两侧。华察是明代官吏，但在书法并无名气，存世作品也十分罕见。在华
氏旧藏家族文献资料中，非常难得地保存了华察的四件书作，可补史阙。这些作品面世之后，在学界并
未引起足够重视，既未充分研究其书法艺术，亦未判断其艺术水准。本文对华察存世的四件书法作品做
了细致的梳理和考辨。由于这些作品主要为华察晚年所书，故其致仕后人生观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
审美观的成熟，无疑会对这一时期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研究华察晚年的诗歌风格，并以此为基
础考察华察书法，可发现其书愈到晚年愈精彩。华察书法师承二王，法度精雅，用笔清劲娴熟，结字奇
趣横生，晚年书作不事雕琢、随意自然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达观通透的人生观和冲和恬淡的审美境
界。以华察晚年书作置诸明代帖学的背景中去考量，完全不逊于吴门书家群，可被视为明代书法史的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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