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海选联系电话-点击报名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海选联系电话-点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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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13803835850

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海选联系电话-点击报名 对元代有铭文铜权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系统研究，可初步认为
从元代早期(中统到大德年间)至元代晚期(至大到至正年间)，铜权存在数量减少、重量递减的趋势，铭文
体例也有所不同。经计算，元代一斤应折合约67.2克。元代监管铜权铸造、发行的机构有户部、总管府
、留守司、市令司、宣课所等。对"南京皇甫"权的研究还有待深入。1年6~8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千松园遗址进行了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一个以大型房址为中心，周围分布小型房址，外围有壕
沟环绕，壕沟外亦有中、小型房址的新乐上层文化环壕聚落址，碳十四数据表明，该聚落遗址的年代为
公元前188年~前162年。明代宗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虽然在上受到诸多猜忌与限制，但尊崇的地位和
优厚的待遇，仍然为他们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有明一代，宗室中长于书画者颇多，仅《
画史会要》《续书史会要》《历代画史汇传》所载就不下五十位。然而，由于改朝换代等原因，被艺术
史遗漏的明宗室书画家也不在少数。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明朱成鈠《停舟观雁图》，在明代宗室书画中
算是创作水平较高的作品。然而，关于朱成鈠其人，艺术史却一无记载，其生平事迹也仅见于《明史》
《明实录》等少数典籍。本文通过对朱成鈠生平事迹进行梳理与考证，并对其目前仅见的《停舟观雁图
》等两件传世作品进行探讨分析，力图使学术界对这位被艺术史遗漏的明宗室画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与
认知，进而吸引更多学者对朱成鈠及明宗室艺术家予以关注和研究。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
》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
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
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
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
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
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者，夏鼐对敦煌学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商代的祖神祭祀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祭祀方式从无序到有序变化；其二，
祭祀对象逐渐以直系近祖为重，其中又尤为重视上两代祖先。这种现象与其背后所蕴藏的商人祖神崇拜
的心理活动具有直接的关系，是宗教思维主体意识逐步增强的结果。此外，卜辞作为一种问卜形式，其
卜问事项、卜问语气、卜问意图都反映宗教思维中崇拜主体的心理倾向。86年在河南获嘉县城西十里铺
发现一座明代壁画墓。壁画主要内容有仙鹤、云纹、侍女、男僮、牌位、幔帐等，以线描手法墨绘而成



。现存明代壁画墓比较少见，这座壁画墓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的绘画、习俗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华豫之门古董鉴宝海选联系电话-点击报名 内乡县位于豫西南的南阳地区，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丰富，出
土器物有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特征，主要遗址有黄龙庙岗、茶庵、香花寨、朱岗等。象纹青铜器主
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装饰风格别致，主要在簋、鬲、壶等几类固定的器形上出现，且出土地
域较为集中。本文在象纹青铜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试对其进行分期、分区研究，并探讨象纹装饰铜
器的起源、发展及其衰落的原因，同时对青铜器装饰象纹的思想内涵作以探讨。无锡博物院新近征集到
华氏家族旧藏文物2余件，多为家族文献资料。该家族历史悠久，而重孝之风一以贯之。通过历代题咏、
著文、绘图、抄写，华氏家族孝文化以书法、绘画为载体，物化为一件件珍贵的墨迹实物，实现了家族
孝文化与书法艺术的结合，成为书法的一大亮点。其内容包括由家族成员发起征集的、歌颂华氏家族孝
德的原创诗文作品，抄录家族先代遗文的书法作品以及与华氏家族有关的乡邦文献作品。这些家族资料
通常以亲笔墨迹的形式出现，一般不进入书画市场流通，故得以留存至今。其中不乏佚文、孤本，极具
珍贵的文物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价值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填补史阙的文献价值；勘比对的版本学
价值；拾漏补遗的书法史价值。 经过3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新砦遗址在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研究、
多学科合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二里头文化期不会是夏文化的上限，新砦期也不会是最早的夏
文化。如果要追寻早期夏文化就必须到比新砦二期文化更早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去寻找。在新砦遗址找到
了城墙、护城河、内壕、外壕以及大型建筑。新砦遗址所在的溱洧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
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较发达的农业，仰韶文化前期，聚落得到较快的发展，仰韶文化后期，聚落分
化明显加剧，到了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城址，至新砦二期终于出现了都邑性质的原始城堡，二里头文化时
期中心聚落似乎迁往它处，至东周时期再度繁荣。战国至秦代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中有"县名+守"的记载
。本文认为，这些"守"应是守官之意，指县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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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查县达
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为天井式建筑，其建筑形式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寺院建筑结构的时代特征
。此次发掘出土佛教造像与法器、佛塔等1629件(组)，特别是丰富的造像，为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
发展变化与风格特征，以及了解达拉岗布寺的历史地位及佛教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经过3多年的
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三门峡市区、陕县和灵宝等地，发现战国至秦汉时期墓葬3余座，出土陶、铜、铁、
玉及骨器类等随葬品43多件。这些墓葬形制特殊、演变规律明显，随葬的蒜头壶、茧形壶等极具特色，
墓主人的埋葬姿势等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被定名为秦人墓。其上限为战国晚期，下限至西汉早期。如
此规模的秦人墓葬出现在三门峡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形成的，这对研究
秦人的发展历史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全形拓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金石僧六舟为创始阶段的代表
人物，由他制作的此类作品是所知保存至今最早的全形拓原件。六舟的全形拓技法多种多样，至少包括
颖拓、翻刻椎拓、原器椎拓及补绘等，他以其中一种或多种方法结合来制作作品。六舟制作全形拓的本
意，是为了方便金石学研究，在当时的金石学界享有盛誉。六舟进一步将全形拓与画相结合，创作了一
种全新的绘画形式。他借此表现金石文字传千秋而不朽的顽强能力，并尝试以补绘花卉的方式来赋予它
们崭新的生命。全形拓及全形拓入画还深深地影响了19至2世纪的美术界，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美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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