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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强大专家阵容     细致的专业鉴定讲解     为您的藏品把脉问诊！    
16年来，初心不改 三观村遗址是一处以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宝墩文化遗存有灰坑、
灰沟、墓葬、房址、卵石堆等，出土了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等大量陶器以及少量石器，属宝墩文化
一期。十二桥文化遗存有灰坑、灰沟、窑址、灶、墓葬等，出土陶器以小平底罐、敛口罐、矮领罐、簋
、瓮、尖底杯、尖底盏为主，属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11~212年，邺南城南郭城区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
发现了寺院中轴线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和东南院的中轴线大型建筑基址等。在邺南城东郭城区还发掘了
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数千佛教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这些考古发
现有力地证明了邺城作为6世纪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6年4~7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
单位对枣树沟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先周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
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特征明显，为研究先周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资料；对于探索古"
豳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原地区应是古代简牍书写与保存的最为核心的地区
，由于埋葬条件的原因，发现数量偏少。河南区域最早的简牍资料在战国时期，较早的发现在汉晋之际
。陕县刘家渠23号汉墓木简，是目前河南发现的汉简。其他类简主要有道教的各类符券等。73年5月出土
于长沙库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是我国继《人物龙凤帛画》之后的第二幅具有独立绘画意义的战国
艺术珍品。从帛画的功用来看，这幅覆棺帛画并不是通常以为的招魂(或引魂)之具，而是体现招魂仪式
完成后而特别制作的一件"魂幡"；从帛画的形制来看，这幅呈长条形的帛画，正是对初期思想影响下魂
升天界过程的形象描绘；从帛画的内容来看，表现的乃是在楚地巫风与外来思想的双重作用下，龙凤"引
魂升天"的意旨。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咨询电话和咨询流程-点击报名 本文使用偏光显微镜、X射线荧光分
析仪（XRF）分析了两件战国时期的乳钉纹管形器MB11和MB26，两件器物均含有玻璃相和肉眼可见的石
英颗粒。XRF分析结果显示，MB11和MB26器表化合物的成分相同且含量接近。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
谱仪（SEM-EDX）、拉曼光谱仪等确定MB11为费昂斯和玻璃制品的过渡制品，石英砂颗粒粒度45μm之
间者占97%，52μm者仅占3%。SEM-EDX分析表明MB11蓝色玻璃体为Na2O-CaO-SiO2，同时含有少量的
助熔剂PbO和BaO。一般认为，Na2O-CaO-SiO2是西方古玻璃的主要化学成分，而PbO-BaO-SiO2是我国
独创的古代玻璃体系。此次在Na2O-CaO-SiO2玻璃中发现有少量的PbO和BaO，可视为我国古代玻璃使用
助熔剂的过渡转变之一例。新成立前，和美国曾经进行互相摸底式接触，但终因地域需要和意识形态上



的一致等因素，选择并实行了联苏抗"一边倒"政策。从新6年的历史来看，"一边倒"战略有利也有弊。美
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胡公祠，又名胡笠僧祠堂，位
于郑州市人民公园南门一侧，是为纪念近代将领、河南军务督办、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而兴建的祠堂。 
河南博物院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分上中下三卷，经折装，开本高42.3cm，宽14.7cm。此经为雕版印
，用料上乘。经卷之有22幅大小不同的彩色手绘插图，色彩鲜艳，饱满，用色丰富，图中使用蓝底描金
注。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具有明代经卷特征。本文在系统梳理反映汉代男子首服的考古资料的基础
上，利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结合文献对汉代男子首服的名称种类加以考证，总结其发展特征及演变
规律，论证了男子首服做为汉代服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中原汉文化的形成传播的过程是趋
于一致的，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是汉代服饰(包括首服)发展的总体趋势。"文人画"在明代绘画史中占有重
要地位，其作品与所题诗文往往形成互文关系，体现出较为复杂的含义。国家博物馆藏明代赵金《江村
渔乐图》历来少被关注，而此图可能是其传世作品。赵金为明代隐士，长于诗词文章，与当时名士多有
往来，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具有相当的声望。本文认为，将《江村渔乐图》置于整个文人"渔父文化"的
脉络中进行阐释有其合理性。该作品所显现出的特征及其图像与之后的题跋，不仅是对赵金、文徵明等
人精神追求的诠释，更体现了当时文人在"入世为官"与"出世隐居"之间徘徊不定的复杂心态。 在对河南博
物院藏唐代《妙法莲华经卷》的修复过程中，借鉴西方国家在纸质品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些经验，结合传
统的古旧书画揭裱修复技术，对经卷进行了现代科学手段与传统修复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修复工程，较为
合理修复了这件珍贵纸质文物。文章从美术学的角度分析了北凉时期莫高窟壁画的来源、风格及在整个
敦煌艺术中的地位。从来源上说，北凉壁画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地区更早更成熟的石窟壁画有密切关系
，如吐峪沟壁画、天梯山石窟壁画以及更遥远的西域壁画。作为起始阶段，北凉壁画的主要任务是完善
其内容和形式。在禅学的共同主题下，北凉敦煌壁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一是表现禅学
思想的绘画题材，二是西域样式的人物形象，三是以"凹凸法"为主的表现手法。同时，北凉壁画并没有
照搬其他壁画，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样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洞窟壁画的布局，二是千佛在
壁画中的地位，三是菩萨审美风格的确立。它们奠定了敦煌壁画的基本框架和风格，也是敦煌壁画本土
化进程的基础。根据对内蒙古巴林左右旗、辽宁北镇地区辽代皇陵遗址的调查，结合文献记载和以往的
研究成果，认为辽陵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但也有和宋陵等相近的时代共性，并且对于后来的
陵墓制度有明显的影响。辽陵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根据唐萧元礼家族墓志
，可以推断龙门185号张氏瘗窟开凿于8世纪初。张氏先葬此窟，开元六年(718年)又与其夫元礼合葬于龙
门南山西原萧氏家族墓地。张氏瘗窟与合葬墓先后修建的事例可作为唐代俗礼与佛法丧葬观念冲突及调
和的反映。北宋时期，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刻帖出现。在书法影响深远的北宋官
方刻帖一是《淳化阁帖》，一是《大观帖》。北宋雕刻、造纸、制墨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刻帖的兴盛打
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淳化阁帖》、《大观帖》的刊刻，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科技的巨大发展。《淳化
阁帖》是历部大型官修刻帖，亦称《阁帖》、《淳化帖》。宋大观三年(119年)，宋徽宗赵佶命蔡京主其
事，更定编次《阁帖》而重刻于太清楼下，史称《大观帖》。《大观帖》在《阁帖》每卷内容基本不变
的基础上，调整了编次，纠正了一些错误，在雕刻工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到了南宋，官私刻帖
规模越来越大，遍布全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北宋官方刻帖成为历保留魏晋六朝以及唐宋书迹最
重要的资料宝库，在书法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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