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24小时报名-在线联系（新）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报名鉴宝24小时报名-在线联系（新）

公司名称 尊古文化

价格 200.00/件

规格参数 华豫之门报名电话:华豫之门联系电话
华豫之门鉴宝报名电话:华豫之门鉴宝电话
华豫之门古董鉴定电话:华豫之门鉴宝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东五街六号永威木色购物中
心负一层CBL超市生鲜区CG64号（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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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全心全意服务广大藏友！ 宋代王诜的生卒年记载。现当代历史学家、美术史家、书画
鉴定家等穷搜史料，推理论证，各抒己见，至今虽无定论，但不少结论已趋近客观。本文立足现有成果
，结合大量史料，从北宋御制《宣和画谱》之"王诜记载"入手，结合宋代的婚姻制度、选尚驸马的要求
、其妻蜀国的年龄以及郑獬仕途升迁等因素，探求王诜被选为驸马都尉及谒见郑獬的具体时间、年龄，
进而分析认为王诜生于皇祐三年，即公元151年更接近客观事实。根据翁同文"王诜卒年在114-1122的十余
年中"、徐邦达"王诜大约死在崇宁、大观、政和之间⋯⋯约存年六十七岁"的考证论据，并结合王诜好友
黄庭坚在《黄龙心禅师塔铭》中"元符三年(11年)王诜尚在人世"、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四《送因
觉先序》"政和七年(1117年)秋八月，王诜已去世"以及宋代倪涛《六艺之一录》和《宣和画谱》等相关文
献记载，推断出王诜的卒年约在1114年至1117年8月，即64岁至67岁离世。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根基，是
博物馆完成使命、实现宗旨的根本所在。藏品不仅是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价值更具有多元性，
在收藏过程中更应关注其文化伦理层面，保证藏品的真实性与来源合法性。
(疒木)儿鼎中的"(塦攴)"字糅合了两种写法，具有重要价值。" "应释为"(疒木)"。鼎铭中的"陈侯"是陈国的
首位国君"胡公满"。《郑修隋韦匡伯墓志》与《唐修隋韦匡伯墓志》两合墓志，是不同时代所立、不同
地点出土的同一人墓志。志主系隋末关中著族京兆韦氏郧公房的代表人物，身为隋、伪郑、唐三朝外戚
。本文对这两合墓志作以校勘和考证，纠正了传世的《郑修隋韦匡伯墓志》的历史谬误，探讨韦氏家族
郧公房的兴盛原因。1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十四中发掘了一座砖雕墓，墓室四壁用砖雕
刻，拼砌出桌椅、箱柜、衣架、灯檠、门窗等物件，并出土有瓷碗、瓷罐等文物。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
及出土文物，将其年代定为五代至北宋早期。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
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
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县东1公里。15年5月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巩义市东区发
掘24座墓葬，其中M234根据出土墓志记载为唐代大和六年司马进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碾、炉、鍑、盂
、执壶、茶盘、盏等，这些器物大部分都能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记载中找到原型。此次发掘出土
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合茶器，较为地反映了唐代茶文化中从碾茶、煮茶、分茶到
饮茶的过程，为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河南南阳地处中原，数年间出土的汉画像砖石
和陶俑中有大量的胡人形象，有歌舞者、射猎者、为奴为俾者，或站或跪或骑，姿态各异。这些胡人的
形象出现在汉代的中原地区，反映了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文化交流。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背景



下，博物馆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博物馆+"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博物馆转型发展的重
要途径。"博物馆+"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是博物馆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协同整合、相
互作用的产物，是对博物馆传统工作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博物馆+"的内涵特征是理念和方法的统主体和
客体的统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实现"博物馆+"，首要的是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博物馆的运作体系，提升博
物馆的供给能力，培育博物馆新的发展动能，做强做大博物馆，发挥博物馆在"博物馆+"中的作用。实现
"博物馆+"的重点在于"+"的对象选取，通过博物馆+现代科学技术、博物馆+社会组织、博物馆+产业经济
、博物馆+乡土文化，最终提升博物馆的职能、优化博物馆的功能，实现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17年6月1
7日，"博物馆协会出版专业委员会217年年会暨‘文博出版与新时期使命’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洛阳举行。
来自全国近4家博物馆、考古所、出版社、杂志社等文博出版单位的8余名代表出席研讨会，其中21名代
表分别发言，主要就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包括文博期刊的、文博期刊与新媒体的关系以及文博期刊的办
刊方法等。与会代表根据各自的办刊经历和体会，对文博期刊的与道路提出看法，提出文博期刊应对互
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冲击的可行方案，为文博期刊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唐代中小型
墓葬的建筑形制出现过明显变化，并存在着多种类型。本文通过对隋唐墓葬发掘材料的分析，总结出大
多数中小型墓葬的总体建筑面积逐渐减小、结构简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间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
并结合文献记载，揭示隋唐时期丧葬思想与礼仪制度的改变，说明唐代墓葬制度强调虚拟象征意义和虚
拟象征空间，从而造成墓葬小型化与随葬品简约化。由于油画材料的特殊性质，容易受气候、保存条件
、油画本身材料及制作工艺等综合因素影响，从而出现糟朽、颜料龟裂、起甲、脱落、变色等一系列病
害，失去了油画的本来面目。本次修复采用了传统的工艺技法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对馆藏油画进行
了修复保护。日本奈良传香寺藏南宋刊《法华经》卷首印画，表现了《法华经》共十五品中3个有榜题的
画面[1]。以卷首画的形式来表现诸多经变场面且画的内容比较特殊，是以往印经画中不多见的。这种经
变画可资比较的有相关的两宋印经卷首画、插画和敦煌石窟壁画、石刻。但此本与其他不同，两宋其他
印经卷首画或插画通常表现的是众人围绕佛说法的独幅画面，敦煌隋代以来至归义军时期流行的法华经
变画、麦积山石刻法华变各有不同的重点图像。本文通过与同期或北宋时期以及敦煌壁画的对比，解读
了南宋时期这种《法华经》印画不同于其他绘画形式的宣教重点和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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