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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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胄是我国近现代人物画大家，他一生以大量速写为绘画创造根基，开创出一条与科
班画家迥然有别的全新绘画之路，在海内外有深远的影响。黄胄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早年拜师赵望云
学画、协助其创办《雍华》图文月刊、两次到河南"黄泛区"写生，这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他不
平凡的艺术人生。本文试以黄胄协助赵望云创办《雍华》图文杂志为线索，通过比较详实的资料解读其
当年负责《雍华》杂志的种种历史情况，并对其"黄泛区"写生及早年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做一定的讨论，
抛砖引玉，以俟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研究黄胄早年的艺术成长经历。西汉诸侯王死后使用玉衣敛葬是其
身份地位的体现，也反映出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综合考察，西汉诸侯王墓的敛
葬玉衣具有继承和发展特点，并日趋完善。西汉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具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
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而使用者的分级制度也在西汉中期逐渐确立，这与以往的认识有
所不同。与敛葬玉衣相配套，西汉诸侯王墓还使用其他一些敛葬用玉，但基本是以玉衣为主，其他为辅
的使用原则。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在线鉴定电话及在线鉴定方式-在线联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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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唐藩
仪正成氏家族墓志记述了成氏先祖成刚于明初多次随太祖朱元璋征战，以功授豹韬卫正千户，其子成贵
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改授唐藩仪正，遂家于南阳，其后世子孙亦承荫世袭仪正之职等史实。关于成氏
家族成员，文献乏载，新发现的唐藩仪正成氏家族墓志可补史志所缺。二里头文化的设防聚落存在宽度
为5米左右和1米左右或以上的两种环濠。宽度在5米左右的窄环濠是二里头时代特色的防御设施，一般存
在于聚落内部，是社会上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居住界限。宽度在1米左右或以上的宽环濠则是龙山时
代遗留的旧传统，一般存在于聚落外部。环濠是二里头时代特色的聚落防御设施，遍布于二里头文化的



分布区，是二里头文化设防聚落的主要防御设施；城墙与环濠的组合是龙山时代的传统防御设施，往往
出现于广域王权国家的军事前沿地区。 为了揭示枞阳地区出土铜器所蕴涵的科学信息，本文对枞阳文物
管理所藏的部分先秦青铜器进行了初步检测分析。结果表明，22件样品中有11件锡青铜、7件铅锡青铜、
4件铅青铜，所有检测的青铜器均为铸造而成，部分铜器有铸后受热迹象；青铜剑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
部分铜剑使用了错金、镶嵌及复合剑的制作工艺。尽管此次分析的样品数量有限，尚不足以揭示枞阳地
区出土先秦青铜器的材质和制作工艺特征，但为继续研究该地区青铜技术、区域青铜文化特征以及探讨
该地区与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潞王陵是明潞简王朱翊镠陵墓。其规模庞大，形式
别致，雕刻精湛，是研究明代藩王的葬式、建筑和石刻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陵区由两部分组成，东侧
为潞简王朱翊镠墓，西侧为次妃赵氏墓。本文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潞王次妃赵氏墓的建筑
形制及价值。郑韩故城东周时期空心砖墓葬是墓葬建筑材料新形式的体现，属于战国早期木椁墓到汉代
砖室墓的过渡。本文依据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新郑郑韩故城空心砖墓葬和随葬品形式及分
类进行研究，以此探讨东周时期该地区空心砖墓葬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区域特征。 二里头时代牙璋是国家
制度一种物质的象征。近半世纪以来，有关夏商阶段牙璋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无可否认，
过去学界基本是集中对牙璋年代、类型学对比等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径，重视牙璋细部的分析。我们认
为，牙璋局部特征的辨识，对牙璋体系的论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希望为牙璋研究方法论提供一
个新的视角。綜合东亚地区出土牙璋分析显示，二里头VM3∶4牙璋在南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西南金
沙所见影响是直接的，在东南地区大湾、虎林山则是间接的波及。二里头牙璋在南地区的复制，可被视
为原生国家向次生国家波及的一种表现。我们相信通过二里头牙璋等实物，足以论证夏王朝理念的实践
，也是东亚广域国家起源的关键。今后除了寻找夏王朝同时期的文字证据以外，考古的遗迹和实物对夏
王朝的实证，同样具有科学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近几年白蚁危害对武侯祠内的古建筑群构成了极大的
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南阳武侯祠采取"结合，综合治理"的方法，以预防为主，进行灭治。国家博物馆
内东部二层至三层的墙壁上有两幅巨型壁画，南边的一幅是《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北边的一幅是《
各族人民大团结》，作者分别为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和黄永玉，创作时间为1959年，尺寸为9×1米。在
壁画创作过程中，"世界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大团结"的主题历经数次调整，最后由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拟定。其中，"世界人民大团结"意指开展积极的活动，为新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和平环境，提高其在社会
上的地位。"人民大团结"意指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周围，并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两幅壁
画旨在从内政的角度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和黄永玉不断调整作品的
表现形式，最终这组作品以的面貌成为新美术的经典之作。传统天下观中的""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现
代意义上的国家实体。随着建立，的国家属性从传统转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然而观念的转变相对滞后
，内地人视边疆为化外之地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当时学者的边疆地理研究著述推动下，传统天下观逐步
向现代国土观念转型。建立之初，边疆领土问题尚未得到知识界和民众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通过自己
对边疆地理的研究试图转变内地人对边疆的淡漠态度。九一八事变后，在外患刺激下知识界形成了研究
边疆问题的热潮，涌现出大量边疆地理研究成果，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就如何建构现代国土观念展开探讨
，通过构建国族观念切入国土观念，以民族情感的共鸣唤起国家认同和国土意识，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
的边疆理论体系。现代国土观念在抗战前后终于得以确立。已发现并确认的渤海舍利瘗埋遗迹有四处，
通过对其地宫形制、舍利容器组合的梳理和分类，以及对相关舍利瘗埋现象、遗物和纹饰的分析和对比
，可以看出渤海舍利瘗埋制度更多地受到唐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与周邻朝鲜半岛和日
本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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