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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芙蓉石手把件

A FURONG STONE CARVING

L: 8cm, W: 3.5cm, H: 5cm

RMB: 10,000-20,000

1002

芙蓉晶苦盡甘來手把件

A FINELY CARVED CRYSTAL CARVING

L: 7.5cm, D: 3.5cm

RMB: 10,000-20,000



1003

芙蓉荷花仙子手把件

A FAIRY SHAPED CARVING

L: 6.2cm, W: 6cm, H: 4.6cm

RMB: 25,000-30,000

1004

坑頭石難得糊塗把件

A FINELY CARVED HAND PIECE

L: 6cm, W: 4cm, H: 4.6cm

RMB: 20,000-30,000

1005

芙蓉石飛馬橢圓章

A FURONG STONE 'FLYING HORSE' OVAL 

SEAL

L: 8cm, W: 5.1cm, H: 3.2cm

RMB: 18,000-30,000

1006

唐木  芙蓉石龍鈕章

李宗力，字唐木，號雲行居士，1989 年生於福清，

雕刻風格以古雅、靈秀見長，作品方圓有矩、清

新脫俗，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Tang Mu

A FURONG STONE 'DRAGON' SEAL

L: 4.3cm, W: 4.3cm, H: 4.6cm

RMB: 15,000-25,000



1008

壽山高山石龜鈕章

A SHOUSHAN STONE 'TORTOISE' SEAL

L: 3cm, W: 2.4cm, H: 7.6cm

RMB: 20,000-25,000

1010

芙蓉葡萄鈕章

A FURONG STONE 'GRAPE' SEAL

L: 3cm, W: 1.8cm, H: 7.6cm

RMB: 10,000-15,000

1007

曹佑福  芙蓉石獸鈕章

曹佑福，1987 年生于河南许昌，别署曹员外。现

为西冷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Cao Youfu

A FURONG STONE 'BEAST' SEAL

L: 3cm, W: 3cm, H: 8cm

RMB: 10,000-15,000

1009

白芙蓉石五蝠章

邊款：福海寿山

A WHITE STONE SEAL WITH CARVING PATTERN 

OF FIVE BATS

L: 5.5cm, W: 3.5cm, H: 5.5cm

RMB: 30,000-50,000



1011

馮志傑  芙蓉石印章

馮志傑，號石癲。1949 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64 年進福州石雕廠當學徒，師從林依友學藝。

現為著名壽山石雕刻家，以雕刻田黃石圓雕聞名。

1991 年至今，先後出版三本個人專輯：《石癲壽

山石雕薈萃》，《石癲精品集》，《癲自石來—

馮志傑田黃圓雕藝術》以及田黃類鑒識書籍《慧

眼識寶—田黃》。現為同濟大學兼職教授，福

建省壽山石文化研究會名譽副會長 , 中華老字號

“馮華記圖章店”傳人。

Feng Zhijie

A FURONG STONE SEAL

L: 3.5cm, W: 2.3cm, H: 7.1cm

RMB: 20,000-40,000

1012

芙蓉石和合二仙扁方章

A FURONG STONE FLAT SQUARE SEAL

L: 5.2cm, W: 2.4cm, H: 7cm

RMB: 30,000-50,000

1013

芙蓉龍戲珠橢圓章

A FURONG STONE 'DRAGON WITH PEARL' 

OVAL SEAL

L: 5.3cm, W: 3.2cm, H: 5cm

RMB: 20,000-30,000

1014

劉北山工作室  汶洋石母子獸章

A WENYANG STONE 'BEAST' SEAL

L: 3.5cm, W: 3.5cm, H: 7cm

RMB: 60,000-80,000

1015

壽山石善伯李紅素章

A SHOUSHAN STONE SEAL

L: 1.8cm, W: 1.8cm, H: 8.1cm

RMB: 20,000-30,000



1016

壽山荔枝凍石方章

A SHOUSHAN STONE SQUARE SEAL

L: 2.4cm, W: 2.4cm, H: 8cm

RMB: 200,000-300,000

1017

鄭世斌  善伯石劉海戲金蟾擺件

鄭世斌，1975 年生，福建福州人。畢業于福

建藝術師範學校，擅長薄意雕、浮雕。其作品

將中國畫的畫理與雕刻技法有機地結合起來，

自成風格，展示了壽山石文化的豐富內涵，廣

受海內外人士喜愛。2004 年壽山石雕刻作品

《漁樵耕讀》獲中國工藝美術·民間工藝品博

覽會“金獎”，作品曾多次獲獎，著有十余種

壽山石作品書籍。現為福建省工藝美術大師、

高級工藝美術師、福建省民間藝術家、福州市

一級名藝人。福建省壽山石文化藝術研究會理

事、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會員、福建省民協壽

山石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福州市壽山石行業協

會副會長。

Zheng Shibin

A FINE CARVING

尺寸不一

RMB: 30,000-50,000

1018

徐莊堅  壽山荔枝洞石彌勒擺件

徐莊堅，1979 年生於福建省羅源縣，師從林

振恩、林飛，藝術經歷十年，擅長人物、圓

雕藝術。作品《海的女人》、《蚌仙》、《李

白醉酒》分別獲第四屆“風華杯”金獎、銀

獎和優秀獎。

Xu Zhuangjian

A SHOUSHAN STONE MAITREYA CARVING

L: 6.5cm, W: 5.6cm, H: 6.5cm



1019

結晶芙蓉彌勒擺件

A CRYSTAL MAITREYA CARVING

L: 9cm, W: 7.5cm, H: 6cm

RMB: 80,000-100,000

1020

壽碩  善伯石天機不可泄露擺件

黃應龍，字壽碩，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會員，

福建省壽山石研究會會員。作品主題鮮明，

刀法流暢，取料精細，多次在國家級比賽中

獲得殊榮。

A FINE CARVING

L: 8cm, W: 4.5cm, H: 11.6cm



1021

石醉  黃高山薄意擺件

陈子卫（号石醉），作为寿山石雕艺术新的领军

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展现更多的是类似水墨艺术

的东方美学意境，这与他曾经师从王则坚、庄南

鹏、林飞等寿山石雕名家学习传统石雕技艺的经

历有关，年轻的他更像是探古而归的智者，挥墨

于灵石之上，抒怀感发。

Shi Zui

A YELLOW GAOSHAN STONE CARVING

L: 5cm, W: 3.8cm, H: 10.5cm

RMB: 50,000-80,000

1022

壽山坑頭晶雙羅漢擺件

A SHOUSHAN STONE 'ARHAT' CARVING

L: 5.5cm, W: 4.5cm, H: 9.2cm

1023

林元康  善伯石達摩擺件

林元康，男，别名依坤，1925 年 4 月出生，福州市鼓

山镇后屿村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

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福州市工艺美术一级名艺人。早

年跟随堂兄林元庆学习石雕，后又拜名家林友竹、周宝

庭、郭功森为师，以寿山石雕人物、山水圆雕见长，以

艺术处理简洁著称。他的作品，构图饱满，以传统八仙

题材最富特色，表现革命圣地的山水独树一帜。《闽西

组雕》、《福音画院》、《开慧陵园》等均蜚声艺坛。

Lin Yuankang

A SHANBO STONE CARVING

H: 7cm

RMB: 40,000-60,000



1024

林飛  水調高山石懷素書蕉擺件

此件为高山石材质，质地莹润，色泽亮丽。林飞以巧色作怀素芭蕉

写子字画面，一片硕大的芭蕉叶铺于石上，怀素执笔伏身，正于芭

蕉页上练字。旁有三个童子，亦伏于石上，一童子凝望观看，一童

子伸手指向怀素笔端，旁边一童子侧耳而听，似在谈论怀素所写。

不仅富有文人雅趣，加以童子，更是活泼可爱。芭蕉脉络清晰，人

物衣带飘逸，神态生动逼真，场面活泼，富有意趣。雕工精湛，打

磨光滑，线条流畅，构图巧妙，人物刻画惟妙惟肖，体现了高超的

技艺水平。林飞，1955 年出生，福建古田人。1983 年福建师大艺

术系本科毕业。福建南平师专美术系教授。中国国画家协会会员，

武夷画院画师。

Lin Fei

A FINE AND RARE GAOSHAN ROCK

W: 22.5cm, H: 12cm, L: 12.5cm

1025

林飛  芙蓉石蚌女擺件

Lin Fei

A FINELY CARVED JADE LADY STATUE

L: 12cm, W: 11cm, H: 8cm

RMB: 50,000-80,000



1027

巴林石童子獻財對章

A PAIR OF 'CHILDREND TRIBUTING 

FORTUNE AND WEALTH' SEALS

L: 5.5cm, W: 5.5cm, H: 8cm

RMB: 60,000-100,000

1026

林東  芙蓉巧雕鬥蟋蟀擺件

此件为芙蓉石巧雕而成，石质温润细腻。雕有一人俯身半蹲，手持

小棍斗蟋蟀，头顶带帽，咧嘴而笑，神情专注。人物雕琢细致，神

态逼真，衣纹流畅，自然下垂。整件作品底部保留芙蓉石自然之态，

作为人物活动承接面，犹如山石嶙峋，别具意趣。人物头部、双手

及蟋蟀罐，留色巧雕，突出了作品主题内容。雕琢细腻，构思巧妙，

刀法简练，场面富有动感。

Lin Dong

A FINELY CARVED CRICKET

L: 16.5cm, W: 6.2cm, H: 9cm



1029

陳達  壽山汶洋石古琴鎮紙

陈达（b.1949），福建福州市人。1966 年从师于谢义耕、陈子奋、

潘主兰先生，学习书画篆刻艺术，1967 年随冯力远先生学习竹刻

及三代古文字，所刻作品颇具古风，尽显儒家风范。曾多次参加全

国、省、市书法篆刻展览及国际艺术交流活动。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福州市书法协会副主席。

Chen Da

A SHOU SHAN STONE PAPER WEIGHT

L: 19.8cm

1028

葉子賢  李紅旗降石東方朔偷桃擺件

叶子贤，高级工艺美术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民间艺术

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福州市工艺美术

特级名艺人，福建省民间艺术家联谊会理事、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

术研究会理事。

Ye Zixian

A QIJIANG STONE CARVING

H: 11cm



1031

郭祥忍  高山石魚鈕章

郭祥忍，1960年6月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系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著名壽山石雕高級工藝美術師郭功森之子。自幼隨父學習壽山石雕

技藝，承師法而博採眾長，在繼承傳統技法的基礎上，認真觀察現

實生活，並不斷創新，擅長壽山石印鈕的雕刻，作品造型雅逸古樸，

尤其善於利用石的“巧色”，使作品栩栩如生。所刻獸鈕，筋力道

健，刻意於須爪鱗甲，鬃毛發齒的刻劃。雕刻螭虎穿環，飛鼇水獸

等尤為精妙。

Guo Xiangren

A GAOSHAN STONE 'FISH' SEAL

L: 3.5cm, W: 2.2cm, H: 6.5cm

1030

陳達  善伯石雲紋鈕章

陈达（b.1949），福建福州市人。1966 年从师于谢义耕、陈子奋、

潘主兰先生，学习书画篆刻艺术，1967 年随冯力远先生学习竹刻

及三代古文字，所刻作品颇具古风，尽显儒家风范。曾多次参加全

国、省、市书法篆刻展览及国际艺术交流活动。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福州市书法协会副主席。

Chen Da

A FINE 'CLOUD' SEAL

L: 4.5cm, W: 2.4cm, H: 8.2cm

RMB: 150,000-200,000



1033

王雷霆  壽山鹿目石薄意人物章

王雷霆（1919-1983），号依媄，福州雁塔村人。自幼受雕刻艺

术熏陶，先习木雕，後学刻印，又私塾薄意大师林清卿。善於因

材施艺，巧掩瑕疵，刀法圆熟，层次分明；还擅长用薄意深刻的

手法薄雕，作品构图多采取中国画散点透视进行布局，流丽自然，

山水、树木多依石势、石纹而成。

這是一件上品鹿目田石，質地呈熟栗黃色，油潤細膩有牛毛狀紋，

質地之美不下於田黃，《觀石錄》稱其為神品。

Wang Leiting

A SHOUSHAN STONE SEAL 

L: 6cm, W: 2.2cm, H: 7cm

1032

郭功森  壽山石杜林琪源洞石

郭功森（1921-2004），福建福州市人。早年跟隨著名石雕藝人

林友竹、林清卿、鄭仁蛟學習石雕，後赴中央美術學院深造，以

擅刻山水、花鳥聞名於世。創作眾多石雕藝術精品，如石雕《史

達林胸像》、《九鯉連環卣》、《竹林七賢》、《井崗山會師》等。

曾編寫了《壽山石雕淺談》和《林清卿薄意藝術》等著作，為壽

山石雕藝術的繁榮和發展作出突出的貢獻。生前為中國工藝美術

大師、福建省工藝美術特級名藝人、高級工藝美術師。曾任福建

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福建省工藝美術學會副理事長、福州市壽

山石研究會名譽會長、福州市雕刻工藝品總廠研究所副所長等職。

Guo Gongsen

A SHOUSHAN STONE

L: 6cm, W: 7.5cm, H: 4cm

RMB: 60,000-150,000



1034

陳巨來篆、林清卿刻  壽山芙蓉石薄意梅花方章

印文：康庵長壽

邊款：巨來

陳巨來（1904 － 1984），原名斝，字巨來，後以字行，號塙齋，別署

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鶴居士，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乍浦鎮人，

寓居上海。20 世紀我國傑出的篆刻家，著名書畫家、詩人，其篆刻被

人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又因《安持人物瑣憶》一書，被譽為民

國掌故專家。

林清卿（1867-1948），福建福州市西郊鳳尾鄉人。夙嗜詩書畫，師從

壽山石雕“西門派”高手陳可應學習薄意雕刻。他天資聰穎，刻苦鑽研，

未弱冠就小有名氣。自感藝術功底薄弱，為了專攻薄意，帶著更大志向，

暫放雕刀，轉而拜師學習水墨畫，從中領會中國畫的筆意、章法和畫理。

後又從古代石刻和畫像磚中尋找靈感。歷時五年，學有所成，自覺融

會貫通之後，才又重操舊業，專攻薄意，並將其推上巔峰。

A FINELY CARVED SEAL BY CHEN JULAI AND LIN QINGQING

L: 2.5cm, W: 2.5cm, H: 8.1cm

RMB: 150,000-200,000

1035

林清卿  高山石薄意山水三件套

印文：肇印、肇、古潭

林清卿（1867-1948），福建福州市西郊鳳尾鄉人。夙嗜詩書畫，師從

壽山石雕“西門派”高手陳可應學習薄意雕刻。他天資聰穎，刻苦鑽研，

未弱冠就小有名氣。自感藝術功底薄弱，為了專攻薄意，帶著更大志向，

暫放雕刀，轉而拜師學習水墨畫，從中領會中國畫的筆意、章法和畫理。

後又從古代石刻和畫像磚中尋找靈感。歷時五年，學有所成，自覺融會

貫通之後，才又重操舊業，專攻薄意，並將其推上巔峰。

Lin Qingqing

A SET OF THREE GAOSHAN STONE ITEMS

尺寸不一



1037

郭懋介  田黄薄意山水隨形章

郭懋介（1924-2013），字石卿。2002 年壽山石雕作品《羲之

愛鵝》獲中國華東工藝美術精品獎“金獎”。2004年應聘為“西

泠印社第五屆篆刻藝術評展”印鈕薄意項評委。為中國工藝美

術大師、中國寶玉石協會理事、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會員、福建

省壽山石文化藝術研究會顧問。當今壽山石薄意大師郭懋介的

薄意作品不拘一格，自成一體，生活氣息濃厚，藝術境界高遠，

文化內涵深厚，幅幅如詩如畫，多是爐火純青之作。

Guo Maojie

A TIANHUANG STONE

H: 4.3cm, Wt: 175g

RMB: 1,600,000-2,000,000



1038

林文舉  田黃薄意隨形章

林文舉，1956 年生，福建福州市人，號渙亨居士，自幼隨父

林棋俤學習薄意雕刻。其秉承壽山石雕西門派傳統薄意雕刻

技藝，創作手法豐富多變，匠心獨運，作品集文學、書畫、

雕刻於一體，在海內外久享盛譽。現任福建省壽山石文化藝

術研究會理事。

Lin Wenju

A TIANHUANG STONE SEAL

L: 3.8cm, W: 1.5cm, H: 7cm, Wt: 55g

RMB: 550,000-600,000

1039

田黃薄意山水高士圖隨形章

此章取材田黄，质地温润凝重。器形椭圆，盈手可握。整面浅

浮雕远山高耸，云烟缥缈，古松参天，几位高士三五成群，于

松荫之下或展卷赏画，或坐而论道。于寸石之间，呈现山间隐

士闲逸之景。此章工料俱佳，运刀精湛流畅，所绘图景生动写

实，颇具巧思，可作随手掌玩之器。

A TIANHUANG STONE SEAL

H: 9cm, Wt: 95g

RMB: 100,000-150,000



1041

清  田黃橢圓章

Qing Dynasty

A TIANHUANG STONE ROUND SEAL OF QING DYNASTY

L: 3.6cm, W: 1.8cm, H: 5cm, Wt: 53.5g

RMB: 480,000-650,000

1040

清  田黃獸鈕章

印文：環碧軒

环碧轩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后街，清乾隆年间（1736-1795）林

和所建，流水曲折，小桥横穿。后为龚易图高祖龚景瀚产业；

一度归他姓，又赎回。光绪中叶，龚易图重建一新，其佳景為

榕城第一，荔枝犹胜。环碧池馆有联：“荔枝阴浓随径曲，藕

花香远过桥多。”50 年代辟为福建省交际处，后改西湖宾馆，

几经翻建，面目全非。至 1994 年末仅有少许残迹。

Qing Dynasty

A TIANHUANG STONE 'BEAST' SEAL

L: 1.8cm, W: 1.8cm, H: 3cm, Wt: 20g

RMB: 200,000-250,000



1042

清  陳師曾刻田黃馬鈕陳瀏自用印

印文：陈浏之印

边款：法吴天玺纪功碣，戊午夏五月，师曾刻

陳師曾（1876-1923），又名衡恪，號朽道人、槐堂，江西義寧人（今

江西省修水縣），著名美術家、藝術教育家。

陳瀏（1863-1929），字亮伯，一字孝威，一號寂園、寂者、粲園、垂叟，

又號定山、定翁，晚年署六江六山老人。江蘇江浦人，生於儀征。其

父陳寶善，以經商致富。他早年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光緒十一年（1885

年）登拔萃科，官至福建鹽法道。民國後，曾任交通部秘書。晚年遠

赴東北，卒於齊齊哈爾。生前著作豐碩，曾匯刻《寂園叢書》，其詩

集有《問字樓詩》、《孤圓山莊詩剩》、《二山唱和集》、《雄樹堂

詩集》等，另有關古物、鑒賞之作，如《陶雅》、《陶春秋》、《陶

庵憶語》、《寂園說印》、《定山印史》、《骨董經》、《杯史》等

多種。

Qing Dynasty

A TIANHUANG STONE 'HORSE' SEAL

L: 2cm, W: 2cm, H: 4.4cm, Wt: 30g

RMB: 400,000-600,000

1043

清  田黃雕携琴訪友山子

印文：何以消天上之清风朗月 , 酒盏茗茶 ; 何以谢人

间之覆雨翻云 , 闭门高枕。

此件山子取寿山田黄石为材，质地细腻，油凝润泽，

极具脂玉感。其以整料雕刻而成，随形琢刻，采用

浮雕等工艺，以“携琴访友”入题。底有印文，文

辞优美，刀法精细，虽无款识，但应为时人高手所

刊刻。

Qing Dynasty

A TIANHUANG STONE CARVING

L: 5.7cm, W: 4.4cm, H: 5.8cm Wt: 205g

RMB: 300,000-400,000



1044

清  田黃雲紋印章

印文：嵯峨

田黄“无根而璞”，出土时均为椭圆状，一般人不忍取方正。

此件即为匠师随形雕成，章体饱满、浑圆，材质温润晶莹，

色泽金黄，明朗神采。薄意雕云气纹，造形生动，流畅雅

逸，打磨精细，纹理自然。此件田黄质佳色浓，稀少难得，

可堪石中至宝，巧雕点睛，更增其价值。

A TIANHUANG STONE SEAL

H: 4.6cm, Wt: 73.6g

RMB: 1,000,000-1,200,000



1046

清  其雲款田黃凍石獅鈕印

印文：含秀专荣

边款：丁卯仲秋，其云篆

印章质地为田黄冻，质地透亮，色泽灵动雅致，萝卜纹特征显著，

为田黄石中上品。狮钮刀法苍劲，作半卧之姿，神情肃穆，古意立现。

Qing Dynasty

A TIANHUANG STONE 'LION' SEAL

L: 2.4cm, W: 1.4cm, H: 3.8cm, Wt: 28.8g

RMB: 100,000-150,000 1047

壽山水洞桃花印章兩件

印文：鹿本正男

A PAIR OF SHOUSHAN STONE 

'PEACH BLOSSOM' SEALS

L: 1.8cm, W: 1.8cm, H: 8.7cm

L: 1.8cm, W: 1.8cm, H: 8.2cm

RMB: 35,000-50,000

1048

子母獅壽山石章

印文：一斜千里、退一步

A 'LION' SHOUSHAN STONE CARVED SEAL

L: 2.5cm, W: 2.5cm, H: 7.3cm

RMB: 40,000-60,000



1049

林元珠  壽山高山石印章

林元珠（1864-1935），字石斋，闽侯县后屿乡人。

元珠幼承家传，长成又另拜寿山石雕东门派的鼻祖林

谦培为师，其印钮、博古及圆雕人物无所不工。

Lin Yuanzhu

A SHOUSHAN STONE SEAL

L: 3.2cm, W: 3.2cm, H: 9.5cm

RMB: 50,000-60,000

1050

林元珠  壽山尼姑樓石魚鈕印章

林元珠（1864-1935），字石斋，闽侯县后屿乡人。

元珠幼承家传，长成又另拜寿山石雕东门派的鼻祖林

谦培为师，其印钮、博古及圆雕人物无所不工。

Lin Yuanzhu

A SHOUSHAN STONE 'FISH' SEAL

L: 7.2cm, W: 4.8cm, H: 6.4cm

RMB: 40,000-60,000



1052

林炳生  旗降石羅漢伏虎擺件

林炳生（1930-1986），福州市東門後嶼村人，近代著名石雕藝術

家林友竹長子。自幼隨父學藝，善於利用石形、巧色等，因材施藝，

運刀敏捷，造型準確，有“快刀手”之稱。刻畫古代人物神態兼備，

精妙絕倫。1972 年，創作有《菊花籠鳥》、《活鏈花籃》等作品

參加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大獲好評。

Lin Bingsheng

A QIJIANG STONE CARVED 'ARHAT AND TIGER' CARVING

L: 11cm, W: 5.6cm, H: 7cm

RMB: 30,000-50,000

1051

清末民國  林元珠 魚鈕印

林元珠（1864-1935），字石斋，闽侯县后屿乡人。元

珠幼承家传，长成又另拜寿山石雕东门派的鼻祖林谦

培为师，其印钮、博古及圆雕人物无所不工。

Late Qing -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FINELY CARVED FISH SEAL

L: 2.9cm, W: 2.9cm, H: 6.1cm

RMB: 28,000-38,000



1053

清  玉璇款壽山石雕羅漢

楊玉璇，又名玉祥、璣。明末清初福建漳浦縣人。明末清初的

時候，楊玉璿的壽山石雕已經遠近聞名，官員、富紳爭相收藏。

有的還被作為貢品進貢朝廷。代表作“玉璇”款壽山石雕羅漢

像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备注：带紫檀盒

Qing Dynasty

A SHOUSHAN STONE ARHAT CARVING WITH ZITAN BOX

H: 8cm

RMB: 300,000-400,000

1054

壽山旗降石金蟾摆件

A SHOUSHAN STONE 'FROG' CARVING WITH 

STAND

L: 13cm, W: 8.5cm, H: 4.8cm

RMB: 60,000-80,000

1055

清  白芙蓉龍鈕閑章

印文：延年馆

此清坑白芙蓉，石质细如玉，触之油润凝腻，当

允为白芙蓉之标准件。钮雕古朴，薄意浮雕龙纹，

随形生动，雕饰简意抽象而又略带神秘意趣。章

料裁切规整，文雅大气。包浆自然沉稳，甚为难得。

Q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DRAGON' SEAL

L: 4cm, W: 1.6cm, H: 7.7cm

RMB: 28,000-38,000



1057

芙蓉石獸鈕印章

A FURONG STONE SEAL

L: 4.2cm, W: 2.2cm, H: 5.6cm

RMB: 25,000-30,000

1058

壽山龍鈕印章

印文：其源遠□流長

A FINELY CARVED SEAL

L: 3.7cm, W: 3.7cm, H: 7.1cm

RMB: 18,000-20,000

1059

陳巨來  芙蓉印章

印文：梅花手段

邊款：巨來刻

Chen Julai
A FURONG STONE SEAL

L: 2.6cm, W: 0.9cm, H: 5.3cm

RMB: 16,000-20,000

1056

壽山石子母獸章

印文：横云岭外千重树，流水声中一两家

盒盖题签：世有罕者宝

A 'BEAST' SHOUSHAN STONE CARVED SEAL

L: 3cm, W: 3cm, H: 9cm

RMB: 100,000-150,000



1061

壽山峨眉石印章一對

A PAIR OF SHOUSHAN STONE SEALS

L: 2.2cm, W: 2.2cm, H: 8.1cm

RMB: 30,000-50,000

1062

徐星洲  壽山坑頭獅鈕印章

印文：王根生

邊款：星州作

徐新周，吳縣人。字星州、星周、星舟、心周、星洲。

齋堂為耦花盦、藕華盦、蕅華盦、陶製廬。精篆刻，

師吳昌碩，行刀沖切皆施，雄勁蒼渾，印文合大小

篆於一體，重書法意趣，神、形酷似缶廬，晚年游

大江南北，雜訊印林。清末民初之間，達官貴人用

印頗多為其手製。存世有《耦花盦印存》。

Xu Xingzhou

A SHOUSHAN STONE 'LION' SEAL

L: 1.4cm, W: 1.4cm, H: 7.2cm

RMB: 30,000-50,000

1063

民國  壽石工刻歐陽載祥田黃田白瓦鈕章

三方

印文：如临如履、欧阳载祥、四海为家

壽石工（1885-1950），名璽，字務熹，號印丐、玨

庵 、悲風、玨公、園丁，別署石公、碩公等。齋名

有蝶蕪齋、鑄夢廬、辟支堂、綠天精舍、玄尚精廬等。

紹興人，定居北京。工詩詞、書法、篆刻，均自成

一格。篆刻師趙叔孺、吳昌碩、黃士陵，工穩秀逸，

寧靜蘊藉。書法初學歐、米，後參以六朝碑版變化，

形成剛勁流暢極富金石之氣。

欧阳载祥，曾任伪满洲国联银发行局局长。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EE SHOUSHAN STONE CARVED SEALS

尺寸不一

RMB: 90,000-120,000

1060

黃壽山薄意印章

印文：館陶王氏叔子一字英龍又名忍氣館主

A YELLOW SHOUSHAN STONE SEAL

L: 2.5cm, W: 2.5cm, H: 7.2cm

RMB: 80,000-120,000



1065

錢瘦鐵  瑞獸鈕印章

印文：关雪

边款：乙亥五月，钱厓刻

钱厓，字叔厓，号瘦铁，1897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上海美专教授，现代著名的爱国书画篆刻大师。

篆刻作品出版于《瘦铁印存》《钱瘦铁画集》等。

桥本关雪（1883-1945），日本著名画家，大

正、昭和年间关西画坛的泰斗，日本关东画派领

袖。自1914年起，曾30多次来到中国，并精通中

国古文化。与吴昌硕，王一亭等结为至交。

A FINELY CARVED 'BEAST' SEAL

L: 3cm, H: 4.5cm

RMB: 20,000-30,000

1066

齊白石太獅少獅鈕芙蓉石印章

印文：四省经略使

边款：仲珊使帅委刊，布衣齐璜

此印章以白芙蓉石雕琢而成，用料考究，质地莹润，玲珑剔透。上

有“太师少师”钮，两狮呈半蹲卧状，太狮憨态可掬，少狮活泼可

爱，栩栩如生。底有印文“四省经略使”篆书五字。此印是白石老

人篆刻艺术巅峰时期作品，印文采用“浙派”与丁敬法刻出，兼用

圆笔与折笔，以单刀冲刻，规整刚劲，冲刀自然逸出，结构布局疏

密得当，空间分割有起有落，雄悍直率，生辣猛劲，酣畅淋漓，展

现了齐派印风之美，为典型的齐白石“个性”特征刀法，在传世的

齐白石印章中非常少见，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此印章代表了齐

白石篆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完全展现了大师之风范，具有很高的收

藏与研究价值。

此印有边款“仲珊使帅委刊，布衣齐璜”，可知这件印章为民国大

总统曹锟所用，即是齐白石为曹锟所刻。曹锟曾于 1921 年任直、鲁、

豫三省经略使，1923 年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此印即刻

于曹锟任四省经略使期间。另据考证，此印是齐白石为曹锟所刻的

第五方印，前四方印是齐白石赠送给曹锟的，边款均是“仲珊使帅”

的上款，落款“布衣齐璜”。此印则是曹锟邀齐白石为他所刻的，

边款有“委刊”二字，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印章一直为曹锟后人收

藏，后曾收藏于天津文物管理处。20 世纪 80 年代落实查抄物资政

策而退还给曹锟后人，这些均有记录可查。

1064

徐雲叔  牛角凍印章

印文：黄金懋印

邊款：金懋先生雅正，己卯秋月雲叔刻石

徐云叔，师从陈巨来、白蕉等人。1947 年出生于

上海，书法家。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美国纽约中国书画会会员，香港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

Xu Yunshu

AN OX HORN CARVED SEAL

L: 2.4cm, W: 2.4cm, H: 7.8cm

RMB: 10,000-20,000

曹锟（1862-1938），字仲珊，擅长书画，颇有文才 , 出生于天津

大沽口，1890 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参加过

甲午战争。1921 年，齐白石经同乡友人夏寿田即曹锟的秘书引荐，

在保定结识曹锟，并还有数年的交往，交情甚厚，曹锟的图章大多

是齐白石所刻，并留“布衣齐璜”四字款。

夏寿田（1870-1935），字午诒，晚号直心居士，湖南桂阳莲塘大湾人，

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夏时，号叔轩，曾任江西巡府。戊戌年科举

时的榜眼，历任刑部郎中、山西清吏司行走、翰林院编修、学部图

书馆总篡。民国元年任湖北省民政长，二年任总统府内史后随曹锟，

任其秘书。其篆刻受齐白石影响，刀法锋利，冲切并用，朴雅沉雄。

齐白石初到京华时，经其引荐，结识曹锟，获得很大帮助。后来齐

白石也曾多次提及夏寿田对他的提携和帮助。

A QI BAISHI INSCRIBED 'LIONS' SEAL

L: 3.9cm, W: 3.9cm, H: 6.9cm

RMB: 550,000-650,000



1068

民國  趙叔孺  壽山石羊鈕對章

印文：思虑通审、志气和平

边款：甲戌冬，叔孺仿元朱文；拟汉铸印 , 叔孺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PAIR OF SHOUSHAN STONE CARVED SEALS 

BY ZHAO SHURU

L: 2.2cm, W: 2.2cm, H: 7.2cm

RMB: 35,000-50,000

1070

清  趙之琛  白芙蓉閑章

印文：自得逍遥

边款：次闲作于補罗伽室，壬辰十月，并仿汉

赵之琛（1781-1860），字次闲，号献父、穆生、

宝月山人，浙江杭州人。嗜古好学，后出陈豫钟

门下，工篆、隶、行、楷，刻印尤精。刻印神似

降鸿寿，娴熟精能，以巧取胜，集浙派之大成。

为“西泠八家”之一。近代六十名家之一。

Qing Dynasty

A WHITE STONE SEAL BY ZHAO CIXIAN

W: 1.7cm, L: 1.7cm, H: 3.2cm

RMB: 28,000-38,000

1067

民國  趙叔孺  壽山石印章

印文：此中有真意

边款：壬戌冬，叔孺

赵叔孺（1874-1945），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

原名润祥，字献忱、叔孺，后易名时棢，号纫苌，

晚年自号二弩老人，以叔孺行世。清末诸生，曾任

福建同知。民国后，隐居上海。金石书画、花卉虫

草、鞍马翎毛，无不精擅，尤擅画马，可称“近世

之赵孟頫”。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SHOUSHAN STONE SEAL

L: 3.1cm, W: 2.5cm, H: 7.2cm

RMB: 無底價

1069

清 趙之琛  芙蓉石印章

印文：無心到處禪

边款：道光壬午七月廿，仿汉铸印为叔未，赵之琛。

赵之琛（1781-1852），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字次闲，号献父、献甫，又号宝月山人，斋号补

罗迦室。蝶隐园书画杂缀作赵之瑛。清代著名的

篆刻家和书画家，精心嗜古，邃金石之学，篆刻

得其乡陈豫锺传，能尽各家所长。尝为阮元摹刊

钟鼎款识，兼工隶法，善行楷。画山水师倪、黄，

以萧疏幽澹为宗。花卉笔意潇洒，傅色清雅，大

有华嵒神趣。间作草虫，随意点笔，各种体貌，

无不逼肖。然丈尺之幅，腕力已薄，虽不能追踪

古人，亦当抗衡奚冈、方薰、黄易。

Qing Dynasty

A FURONG STONE SEAL

L: 2.2cm, W: 2.2cm, H: 5cm

RMB: 6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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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許莘農舊藏吳讓之自用印

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以字行，五十后改字让之，亦作攘之，

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斋堂晋铜古斋、师慎斋。江苏仪征（今江苏扬

州）人。清代篆刻家、书画家，包世臣入室弟子。篆隶行草无所不能。亦善画。

篆刻初宗汉印，悉心模仿，后师邓石如，参以己意。晚年之作入化境，一生刻印

以万计，破前人藩篱而自成面目。印文方中寓圆，刚柔相济；用刀流畅自然，应

情处理不假造作。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存世有《吴让之印

谱》、《晋铜古斋印存》、《师慎轩印谱》、《通鉴地理今释稿》。

此让翁自作名章，形製简练质朴，印面“让之”二字。吴让之自作名章多见其印

谱，而且占据了很大比重，“攘之”这一题材的名章，就有几十种不同的结体和

风格。从作品风格上，这方名章应是作于吴让之篆刻生涯的成熟期，体势平稳、

排布均匀，是他方中寓圆的特点所在。从用刀上来看，轻重徐急，冲刀和切刀皆

而有之，准确表达了应有的线条美感。本作使用痕迹饱满自然，包浆圆润，是其

自作名章的精品。

許莘農，揚州人氏，曾任職南京博物院，著名詞家、書畫鑒定家。收藏頗豐，其

藏品大部分捐贈給南京博物院。

來源：許莘農舊藏

著錄：1、《吳讓之印譜》，西泠印社出版，頁三；

            2、《吴让之印谱》，二玄社版本，中。

Qing Dynasty

A PRIVATE SEAL OF WU RANGZHI

L: 0.8cm, W: 0.8cm, H: 3cm

RMB: 250,000-350,000

1072

鄧散木  壽山石獸鈕章

印文：秽迹金刚

边款：“大薉迹金刚本尊言真言：唵咈咶啒摩诃钹啰抱那冔吻直吻

酰摩尼微吉微摩那栖唵斫急那乌深暮啒鲁吽吽吽泮泮泮泮泮娑洪

诃。”

薉迹金刚即大力威怒金刚，全称大力威怒金刚乌刍史么。佛教的一

位殊胜本尊，据大足石窟所标示的铭文为：大除秽迹金刚，本师释

迦牟尼佛化。

邓散木（1898-1963）原名菊初，又名钝铁，后更名铁，抗战胜利

后更名散木，号芦中人、无恙、虚木、粪翁、郁青，晚号一足、夔，

上海人。篆刻师从赵古泥，在把篆刻的图案化、装饰化方面的审美

趣味推向了某种极致式的高度，有“北齐（白石）南邓”之称。

Deng Sanmu

A SHOUSHAN STONE 'BEAST' SEAL

L: 2cm, W: 2cm, H: 5.5cm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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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讓之“寄情于此”印

印文：寄情于此

边款：以虫鸣秋，因时迁境。物随情异，任其自然尔。秋舲世兄属，让之。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亦作攘

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今扬州）人。清代篆刻家、

书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篆刻。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

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又综合自己的学识，发展完善了“邓派”

篆刻艺术，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赵庆熹，字秋舲，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选延

川知县，未赴，改官金华府教授。与魏滋伯、葛秋生、姚古芬、梁晋竹、

俞少卿等为词章之学，而秋舲于词曲尤工。散曲可与明施绍莘（子野）媲美。

秋舲中进士后不登馆阁，以教授终其身。吴苹香女士手定其词曲稿，刊成

香消酒醒词及香消酒醒曲各一卷。所著尚有《蘅香馆诗稿》、杂著及楚游

草等。

著录：1.《吴让之印谱》，二玄社版本；

            2.《吴让之手批印存》，中國書店。

A WU RANGZHI SEAL

L: 2.7cm, W: 2.7cm, H: 4.3cm

RMB: 400,000-600,000

1074

清初  潘西鳳  獸鈕竹根印章

印文：秋雨梧桐叶落时

边款：丙子秋月，西凤篆

潘西凤（1736-1795），字桐冈，号老桐，别署天姥山樵。浙江新昌人，

侨居扬州。清代康乾时期竹刻家、篆刻家。王虚舟弟子，工书法，

精于刻竹，名重于时。

Early Qing Dynasty

A 'BEAST' BAMBOO CARVED SEAL BY PAN XIFENG

L: 4.1cm, W: 3.3cm, H: 5.5cm

RMB: 16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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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吳讓之贈包世臣竹根章

印文：歌吹古扬州

边款：从来歌吹地，自古说扬州，廿四桥头月，风流占上游，安吴包世臣刻赠，吴生熙载。

印章以竹根印材而成，节疤斑驳，刻工古拙，线条流畅，古朴苍浑。印文篆法高古，刀功

深刻有力，印首内容闲逸浪漫。从文可知，此竹根印为包世臣赠弟子吴熙载之物，字里行

间流露出对弟子的期望之情。此印曾为坂东贯山旧藏，收录于《贯山夜话》，实为难得之

竹根印之佳品。包世臣（1775-1855）安徽人，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清代学者、

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嘉庆二十年举人。包世臣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至今

为书界称颂。篆刻亦为当世推重，间亦作画。

吴熙载（1799-1870）江苏仪征人，原名廷扬，字熙载，五十后以字行，号让之，亦作攘之，

尝自称让翁，又号晚学居士、方林丈人。清代的篆刻家、书画家。年轻时成为“邓派”大

书法家、篆刻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吴熙载一生刻印数以万计，但多不刻边款，以致流传

甚少。坂东贯山（1887-1966），1887 年生于日本德岛县，20 岁师从画家山元春举，对于

文房四宝颇有研究，尤其精于鉴赏砚台，并同吴昌硕、王一亭、犬养木堂等文人多有交流。

1951 年负责筹备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的“古名砚”特展。

著录：《贯山夜话》，坂本贯山述 佐分雄二记 贯山夜话发行委员会编 木耳社出版 2010 年。

Qing Dynasty

A BAMBOO CARVED SEAL GIFTED BY WU RANGZHI TO BAO SHICHEN

L: 7.5cm

RMB: 130,000-180,000

1076

明  銅鎏金龜鈕印

印文：平寇将军章

拍品铜质，表面鎏金。扁正方体印章，器型小巧。龟四肢粗壮，

龟壳突起，呈长圆形，背部刻有多层圆圈纹。龟钮也是官印

中最常见的钮製。印文为五字阴刻篆体，篆法古朴，字口清晰，

字体规整。平寇将军为汉魏时期曹操所设，明清亦有此将领

名称。此印器型纤巧，形製规整，雕刻精细，刀法圆润娴熟，

灵动而无匠气，字体方正，庄重浑厚。鎏金虽微有剥离，但

更添历史沧桑感。

Ming Dynasty

A GILT COPPER 'TORTOISE' SEAL

L: 3.1cm, W: 2.8cm, H: 2.8cm

RMB: 90,000-120,000



1077

清  海藍寶獸鈕印

此印以海蓝宝为质，印钮为一尊爬卧的瑞兽，姿态慵

懒祥和，下部浅浮雕祥云纹，线条流畅，海蓝宝石晶

莹通透，更添神秘莫测、炫彩夺目之感。

Q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BLUE 'BEAST' SEAL

L: 3.3cm, W: 3cm, H: 5cm

RMB: 70,000-100,000

1079

清中期  青白玉雕螭龍鈕章一組

印文 : 映峰斋、馨园图章、芸香任记

此印章为一组三方，青白玉质地。以双首螭龙为

钮，雕刻精细，龙首细节清晰可见，形象传神。

印面平整，印文字体流畅而舒展，布局合理，结

构舒朗。

Mid Qing Dynasty

A GROUP OF CELEDON JADE CARVED 'CHI-

DRAGON' SEALS

L: 3cm, W: 3cm, H: 3.1cm

L: 3cm, W: 1cm, H: 3cm

L: 3cm, W: 3cm, H: 3.1cm

RMB: 180,000-200,000

1078

清  白玉雕獸钮印

印文：别有洞天

Qing Dynasty

A 'BEAST' JADE SEAL

L: 3.2cm, W: 1.6cm, H: 3.2cm

RMB: 25,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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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崐崙廬珍藏款吳昌碩琴形砚

砚作古琴式，砚面浅刻锦文和琴弦纹，其线条流畅，虽不繁杂但却

精致。砚堂上方为月牙形砚池，底雕两圆形琴足，如一把可演奏的

古琴。典雅精致，包浆沈实。带紫檀盒，盒面阴刻“崐崙庐珍藏”

五字，落“昌硕”款。此歙石琴形砚造型古朴，雕工细致，刀法纯

熟线条爽挺，值得收藏。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俊卿，字昌硕，又字仓石，别号缶卢、

苦铁、大聋等，七十岁后以字 行。浙江安吉人。

参阅： 《文房四宝·纸砚》页198，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Qing Dynasty

A DUAN INKSTONE OF WU CHANGSHUO'S INSCRIPTION

L: 12.5cm, W: 6.8cm

RMB: 160,000-200,000

研
田



1101

清早期  高鳳翰残石硯

此砚质地坚硬，砚堂打磨细腻，砚池呈不规则形，状似水池，别有

意趣。砚盒上阴刻行书“凤翰先生残石砚，丙寅秋八月，杨法题”。

清初製砚沿袭晚明之风，大都光素无纹重材质，以本色见长。此砚

即具备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石质细腻滋润，光洁致密，随形，以

图自然天成之境界。卧可为砚，立可陈设。底面与侧面打磨光滑，

製作规整。

高凤翰（1683-1748），清胶州（今山东胶县）人。字西园，号南邨，

别署仲威、南阜、檗琴翁等，工书画，善山水，富收藏。

Early Qing Dynasty

A DUAN STONE INKSTONE WITH INSCRIPTION OF GAO 

FENGHAN

L: 10.8cm, W: 9cm

RMB: 60,000-90,000

1102

清早期  紫檀硯配百宝嵌硯盖

砚呈长方形，砚堂平整。砚边以错银工艺饰卷草纹，贴合均匀，丝

丝入理，做工考究。砚盖采用浮雕镶嵌技法，以螺钿、玛瑙等珍贵

材料作梅枝傲春图。梅花朵朵，姿态各异，显现出典雅清丽之韵，

颇具匠心。清代扬州漆器以百宝嵌为著名品种，钱泳《履园丛话》：

“周製之法，惟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製。”

其法以百宝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桌，小则砚匣、书箱。

此砚用料珍贵，製作精良，包浆亮润，嵌饰色彩斑斓，精工细作，

雅致小巧，盈手可握，文人气息浓郁，当为古时文人雅集随身之物，

实不可多得之佳作。

Early Qing Dynasty

A FINE INKSTONE

L: 8.3cm, W: 6.7cm

RMB: 110,000-150,000



1103

清道光  瓜瓞綿綿詩文端硯

此砚石质细腻，整体呈瓜形，取石之自然形态，加以雕琢，瓜形刻

画写实，阴线表现瓜皮纹。瓜藤缠绕，叶片茂而肥，叶脉清晰，相

互堆叠，覆于瓜蒂处。虽只见一瓜，但瓜肥叶茂，似见藤蔓茂盛，

绵绵缠绕，果实累累之景象。砚堂楷书砚铭：“五石瓠规尔，模作

为墨汁之金壶，泛韩潮与苏海，将蘸笔于五湖。道光乙未三月何分

为芷郷仁弟铭并书”。造型取于瓜类，构思巧妙新颖，置于书案，

别具雅趣。整砚布局合理，刻画逼真，题以诗文，更富意趣。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A FINELY CARVED DUAN INKSTONE

L: 17cm, W: 12.5cm

RMB: 120,000-180,000

1104

清早期  岫君銘叠石老坑端硯

款识：岫君

端石的坑口众多，但其中石质最优，最受历代砚痴追捧的还属老坑

端石。此砚石质地细润，刻工娴熟，随形而製，正面刻一位老者持

杖立于山中，背面刻层叠山峦，有潺潺溪流穿绕其间，意境幽远，

颇具匠心。王岫君，清初製砚名家，擅长利用原材石皮石纹之自然

形态加以雕琢。阮葵生《茶余客话》称：“吴门顾青娘、王岫君治

砚，名闻朝野，信今传后无疑也。”干嘉间江阴文人金棒阊亦云：

“国朝斫砚名手，江南首推王岫筠，盖其雄浑精密，可意会不可言

传也。”又有誉王氏砚艺为“清初江南第一”者，云其余如杨龙士、

谢平邱等製砚高手虽各擅所长，皆瞠乎王氏之后。

Early Qing Dynasty

A FINE INKSTONE

L: 15cm, W: 10cm

RMB: 350,000-450,000



1105

清早期  岫君铭坑籽雲石紋端硯

此砚随形而製，砚边四周延伸至背，琢不规则云石纹，效仿山石斑

驳嶙峋之感，内留砚堂，砚面平滑触感温润，与砚边形成鲜明对比。

背面山石树木中还有一位高士持杖而行。此方砚取法自然，成山石

流云之形，幽深雅致。坑仔岩自宋代开始开采，所采砚石在端砚名

坑中仅次于老坑砚石。

王岫君，清初琢砚名家，江南人，其砚雄浑精工，可会意而不可言

传，时推江南第一。

Early Qing Dynasty

A FINE INKSTONE

L: 20.3cm, W: 15cm

RMB: 300,000-400,000



1106

清早期  汝奇款端溪水岩籽石硯

款识：汝奇

端溪水岩子石，随形製砚。方形下凹墨池，造型独具匠心，墨池一侧有一

处石眼，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砚材，砚堂并无明显下凹，浑然一体不露斧凿

痕迹，构思巧妙，意境绝佳。端砚，因老坑而居四大名砚之首。老坑始采

于唐代，盛于宋，距今 1300 多年，是最早开始开采的端砚坑口，故称“老

坑”。因坑口内采石区常年积水，故又称“水岩”，最受历代砚痴追捧的

还属老坑端石。

谢士骥（清），字汝奇，又字宏卿，闽县（今福州）人。约活动于康熙至

乾隆间，工诗善书，与同邑周太史绍龙交好，书名亦相伯仲。

Early Qing Dynasty

A DUAN INKSTONE BY RU QI'S INSCRIPTION

L: 18.5cm, W: 14.5cm, H: 3.7cm

RMB: 450,000-600,000

1107

明  兔形歙硯

此砚取大块石材雕成，圆浑饱满，石呈褐色，纯净无瑕，细腻柔嫩，

触手生晕，为眉纹歙砚上品佳石。砚随形雕成卧兔状，兔身处微微

凹陷，作为砚堂，兔回首，神情温顺可爱。歙砚与端砚一样始于唐

代，宋唐积《歙州砚谱》记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

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磊状，莹洁可爱，因携之归，刊出成砚，

温润大过端溪。”明清时期采量减少，大多作为贡品产出。

Ming Dynasty

A RABBIT SHAPED INKSTONE

L: 9.2cm, W: 6.1cm, H: 4.6cm

RMB: 15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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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楊晉、顧皋、孔廣陶等舊藏研山硯

硯銘：“嶽雪楼珍藏”、“疏篱茅屋野人家，四面青山夕照斜，疑是桃源好仙境，春来遍处发红霞。虞山杨晋”

并印、“蜀道难如上天，草军书十万言，惟吾与汝相周旋。独学老人书”；

座面銘：“载墨一舟，图写瀛洲，玉阶绮柱，与尔遨游。顾皋题并书”。

研山为利用山形之石中凿为砚，砚附于山，為案頭雅器。宋米芾有《研山銘》贊之。拍品为清代时作研山，

随形而製，砚堂开于山石之中，恰似群山笼罩中的一潭湖水，砚两侧刻掩映松柳楼阁，观之仿佛寄身幽静之地。

嶽雪楼乃清晚期著名藏书家孔广陶的藏书楼名，所藏之书，皆为精品，尤以清殿本为富。孔广陶除收藏图书外，

文房用具的收藏也颇丰富，所藏之器物，大多留有“嶽雪楼”款样。

杨晋（1644-1728），字子和，一字子鹤，号西亭。清初畫家，山水为王翚入室弟子，尝与绘圣祖南巡图颇精。

顾皋（1763-1832），江苏无锡人。字晴芬，号缄石。肄业于东林书院。嘉庆六年（1801）状元，历任内阁

学士、礼部侍郎、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和侍读学士等职。参与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

Qing Dynasty

A FINE INKSTONE OF YANG JIN COLLECTION

L: 27.5cm, W: 9cm, H: 11cm

RMB: 230,000-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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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麓雲樓藏籽石端硯

砚端石製，老坑籽料。整体呈圆形，随行而製，砚堂不规则形状，

打磨平整细腻，犹如一湾湖泊，静水无波。砚台边缘随形雕琢，似

山峦起伏。石色深沉，构思巧妙，雕琢精细，造型因材施艺，因形

而作，形成一幅湖光山色之景，意境幽远。背铭“麓云楼藏”印款。

汪士元，江苏盱眙人，字向叔，斋号麓云楼。清光绪三十年进士，

近代著名收藏家、书画家、政治家，著有《麓云楼书画记略》。

Qing Dynasty

A FINE DUAN INKSTONE OF LU YUN LOU COLLECTION

L: 21cm, W: 18.5cm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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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張廷濟清儀閣著錄曹溶銘陸鶴田草疏硯

著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卷十》清�張廷濟�“陆鹤田草疏砚”；

� � � �《清稗类钞·鉴赏类三》清末民初 徐珂 “张叔未藏陆鹤田草疏砚”

Ming Dynasty

A FINE INKSTONE OF ZHANG TINGJI COLLECTION

L: 15.5cm, W: 10.5cm, H: 1.8cm

RMB: 680,000-880,000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十卷·卷十》清·张廷济   张廷济手拓手写本 ( 京都大学藏本 )



此砚端石製成，砚面门字边框，内开堂、池，砚堂中间微凹，砚製中规中矩，方正平直，砚

面痕迹更显风霜摧折。一侧刻铭“鹤田先生草疏砚”，鹤田先生即此砚主人陆光旭，号鹤田。

草疏为拟写奏章之意，此砚即为陆光旭上疏谏言所用砚。另一侧刻“此心赤，坚于石。溶并

铭”。“溶”为曹溶，字秋岳，号倦圃，为“浙西词派”先驱。张廷济载：“倦圃曹司农之

子潜中广文彦枢为侍御之婿，故司农与侍御契分极深。”可知曹溶的儿子曹彦枢为鹤田先生

之婿，二人极为相契。陆鹤田顺治时期官至陕西道、冀南道监察御史，于康熙时期因文字狱

获罪，《清稗类钞》中记载其“直言敢谏”。曹溶与陆鹤田相知甚深，故在砚上题“此心赤，

坚于石”六字，以明主人之志，今见此砚，也可以想见砚主“想当草疏砚在侧，血泪濡墨挥

淋漓”的品格了。

此砚著录于清代金石学家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当时砚下尚有一寸，今已磨去。

拓片侧有张廷济亲题两跋：

一云：“鹤田侍御直言敢谏，其曾孙念曾翁住吾里丁溪之南，卅年前曾为余言侍御有草疏遗砚，

青毡非故，不知落谁氏手矣，庚午夏垩室悲居，形景相吊，隔溪老妪时携破纸片石覛赢糊口，

一日持此索值百钱，酌泓亲涤，亟登砚林，侍御忠心司农名翰紫云飞下，盖有奇缘。嘉庆癸

酉十月十一日。廷济”。

又云：“平湖陆鹤田先生名光旭，顺治辛卯举人，壬辰进士，由保定知县擢御史迁冀南道，

康熙二十年辛酉服阕补江安粮储道，在台省时请停织造，请蠲粮，请复巡方，诸疏铮铮有声，

倦圃曹司农之子潜中广文彦枢为侍御之婿，故司农与侍御契分极深，此砚此铭重于兼金矣，

侍御云峰草堂诗稿余曾见有四五册，其元孙大椿售于王友子愚，今未审存否余所收者，龚芝

麓鼎孳、袁箨庵于令、杨以斋雍建、杨筠眉素蕴、魏青城学渠、曹颂嘉禾、顾左公瀛与侍御

札并侍御自书诗札数纸耳，侍御方颐多髯有威重，余曾拜其像云。道光四年甲申二月六日 叔

未张廷济”。

从跋文可知，当年鹤田先生获罪之后，此砚便惜于流散。不知所踪，鹤田先生的曾孙陆念曾

与张廷济同住丁溪，二人提起陆光旭，言语中谈到此砚，感慨时移世易，再不知此方被主人

所珍爱的草疏砚下落。但，冥冥之中仿佛注定的，在多年之后，嘉庆庚午年夏的某一天，正

孑然独居的张廷济闲坐在家中，隔溪的一位老妇，拿着一些“破纸片石”前来向张廷济售卖，

借以糊口，随手翻翻，此砚惊现其中，自然尘掩琼瑜，埃覆神光，惊喜中的张廷济，以百钱

将此砚买下，于门前溪水中细细清洗，终得见此砚真容！正是当年与友人一同感怀之砚，张

廷济此时正独自居丧，自然感慨万千，叹与此砚“盖有奇缘”。

张廷济一生好古，所藏精者大多入清仪阁著录，沧海桑田，今存世者已缈缈。张廷济尤爱此砚，

于嘉庆癸酉、道光四年两次为此砚题跋，认为“此砚此铭重于兼金”，更钦佩鹤田先生铮铮

傲骨。此砚辗转流传，经历可谓一段佳话，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鉴赏类三 6》 “张叔未

藏陆鹤田草疏砚”一条也记载此事。此后此砚下落，又入茫茫之中，直到它近来重新出现在

藏家们的视线之中。

笔者查阅资料，见《浙江文物》2017 年第四期载有一篇嘉兴藏家范笑我题此砚拓片的文章，

其中记录了此砚重新浮出水面经过：

“辛卯圣诞，王贶在嘉兴月河购得此砚，出价五百。叹已截去半寸，过手而已。王贶示砚春秋亭长，

亭长嫌质劣品残不甚经意。出示三径草堂主人，开价一千，堂主还价九百。没有成交。再示清远

斋主，斋主见落款有‘溶’字，认为可能曹溶，一千五成交。隔日，三径草堂主人告知春秋亭长：《清

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十册，存有此砚拓片和两跋。春秋亭长叹息失之交臂。王贶颇为懊悔。谋赎回，

怕点醒，百般思量。次年壬辰八月朔日，清远斋主相邀吴香洲、卢炳洪同聚听讼楼欣赏曹溶题赠

鹤田先生草疏砚，适逢桐乡泥堂钱宜东在座。原砚比照《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所录拓片。参阅

张廷济所题题文，得悉：平湖鹤田先生与嘉兴曹溶为儿女亲家。鹤田曾孙陆念曾与张廷济同住丁溪，

提起过草疏砚“非故不知落谁氏之手矣”。三十年后，张廷济在隔溪老妪手中以百钱收藏此砚，称“盖

有奇缘”，时在嘉庆庚午年夏。壬辰九月初五，笑我陪学森访新篁，凭吊清仪阁遗址，磊庵同访。

次日，春秋亭长有博文写到：“闻斋主有访新篁之行，想来亦与得藏此砚不无关系。”王贶说：“有

机会要一张拓片，以纪交臂之失。”王贶嘱题。（丙申年秋，嘉兴范笑我记）”

《清稗类钞·鉴赏类三》清末民初 徐珂 “张叔未藏陆鹤田草疏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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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㠛村硯

㠛村砚，又称澄泥石砚、苏州灵喦山石砚，吴县澄泥砚，太

湖石砚、苏州砚、漱江石砚、藏书砚等。出自江苏省苏州市

吴中区藏书镇附近的灵喦山一带。该石是风化花岗喦粉末经

千万年重新沉积形成的页喦，质地细密均匀，密度大，硬度

适中，石中偶有金属砂粒，佳石亦可作砚。具发墨快、不渗水、

久贮不涸的特点。因其质地颜色极似澄泥砚，故世人多称作

澄泥石。

Yuan Dynasty

A FINE INKSTONE

L: 23.8cm, W: 15cm, H: 4cm

RMB: 80,000-100,000

1112

清  “稼泉”款淌池端硯

砚盖铭文：“比德于玉，温润端方。铭勋策贵，文字之祥。

戊午八月，根梅清赏。稼泉”

此砚端石製成，色呈青紫，极为匀净幼嫩，抚之若肌，呵之成泽。

砚形作长方式，造形浑厚端庄。砚堂外缘起阳线设拦水线一周，

内为砚堂，砚面平坦，淌池式。

乐嘉荃（1871-1932），字良臣，号稼泉，为清末秀才，工诗

词书法，并喜收藏古籍善本及金石书画。在晚近贵州的诗坛

及书画界，乐嘉荃影响颇巨，著茗书法家陈恒安即出其门下。

Qing Dynasty

A DUAN INK STONE WITH JIAQUAN INSCRIPTION

L: 20.6cm, W: 12.9cm, H: 3.6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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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潘奕隽、潘遵祁遞藏文徵明水雲硯

Ming Dynasty

A WEN ZHENGMING INSCRIBED INKSTONE OF PAN 

ZUNQI COLLECTION

L: 27cm, W: 17.5cm, H: 2.6cm

RMB: 260,000-320,000

此砚自然随形，天然质朴，砚额、砚池外出云水纹拦水线，

附于天然石纹，浑然一体，刀法圆熟流畅，砚池仿若山中

湖水，又如云间青天，背面亦有云山雾缭之意，中有一卷

云霞横栏腰中，充满文人雅趣。背有数铭：其一：“觸石

起云，云心依石，墨池翻波，水云一色。徵明”印文“亭云”；

其二 “云无心，水不竞，焕吾文，怡我性，竹友所贻，三

松之庆。榕皋铭”；其三：“岁丙午，仲弟获是研于京师

琉璃厂，背有朱书数行，略可辨，先大父遗物也，寄归示余。

谨书，而属陈子叶笔，刻之，庚戌秋日，遵祁谨识”；其四：

“此研乱后久失，今庚午正月，姪孙志万一索得男，不数

日忽得此研，珠还合浦，始非偶然，祖泽能承万也，勉之。 

西圃老人”。



此方砚为苏州潘氏家族递藏，来源清晰。款识中的“榕皋”即

潘奕隽（1740-1830），号榕皋，三松居士，是清代著名学者，

藏书名家，家有“三松堂”收藏古籍、金石、书画。著名收藏

家潘祖荫，便是潘氏家族的后代。潘氏家族是苏州的望族，有

“贵潘”之称。祖上出了好几位名人，先祖潘奕隽是家族第一

个进士，祖父潘世恩是乾隆癸丑科状元，官至一品的太傅及武

英殿大学士，而叔祖潘世璜更是乾隆乙卯科的探花。潘氏家族

世代为官，俸禄本来就不少，而且他家还经商，因此累计了大

量的财富，用以购买丰富的藏品。据潘奕隽《三松堂书画记》

所载，潘家收藏的有元代以来作品共计 187 件，其中不乏赵孟

頫、周臣、沈周、文征明、仇英、唐寅等名家墨迹。同时他还

收藏历代典籍达数万卷，其中珍贵典籍达百种以上，与当时大

藏书家黄王烈、袁寿阶齐名。

潘奕隽去世后，“三松堂”藏品分别由其孙潘遵祁、潘希甫递

藏，潘遵祁（1808 － 1892）清代书画家。字觉夫，一字顺之，

号西圃、简缘退士、抱冲居士等，室名香雪草堂、四梅合、勿

自欺室。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潘奕隽孙，潘世璜子。道光

二十五年（1845）进士，二十七年（1847）翰林，旋乞归，隐

邓尉，筑香雪草堂。得扬补之四梅花卷，因以名阁，载熙为绘

四梅阁图，享山居之乐逾四十年，工画花卉，卒年八十五。著

有《西圃集》。“三松堂”收藏在太平军占领苏州时多已散佚，

此拍品即为其中之一，然而，砚背几行潘遵祁的刻字记录了此

方砚台失而复得的经历：丙午年（道光二十六年），潘遵祁仲

弟在北京琉璃厂见此方砚台有祖父朱书，认出是祖父遗物，于

是买下，寄给潘遵祁，正是合浦还珠的美谈，而其时，正逢潘

遵祁侄孙潘志万的长子刚初生，潘遵祁认为这是祖父荫庇，于

是刻铭记之。后来，潘家祖宅中还特地为此砚建造了一座亭台，

名“还砚亭”，以纪念这块砚台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

潘奕隽小像 潘遵祁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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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崔護藏翁方綱、黃小松瓦當硯

款識：“长生未央”、“辛酉八月北平翁方纲书”、“黄易观”

砚盒题签：“长生未央砚，崔护自签”

崔护，江苏省太仓人，1924 年 1 月生。寓居苏州。自幼喜书画，私淑

吴湖帆，擅行草，亦擅山水，为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之一。

翁方纲（1733-1818）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字正三，一字忠叙，

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进士，授

1115

蟲蛀籽石硯

砚作随形，石色紫红，砚堂微凹，有经年研磨痕迹。石
质细腻，砚边有天然石皮点缀，别有文人意趣。

AN INK STONE

L: 27.8cm, W: 21cm, H: 4cm

RMB: 45,000-55,000

1116

明萬曆  陳元凱銘九芝端硯

款識：“心地芝，秀相接。席上珍，千秋业。佺铭”、印“石上君”；“芝

为仙品，间世呈祥。九茎其秀，五色其光。结文坛之瑞彩，发心地之异香。

陈勲”、印“元”、“凯”。

端溪籽石，略加雕琢而成砚形，饱满圆润。随石之形开砚堂，砚池内精

雕如意灵芝九朵，寓意九如。边起阳线，刚柔相济，生动自然。砚石纯

净无瑕，包浆厚润，可见蕉叶白及火捺、青花等石品。配红木砚盒。

陈勲（明），字元凯，闽县（今福州）人。万曆二十九年（1601）进士，

除南武学教授，历南京工、户部主事，榷广陵关。当时士大夫多树党援，

勋特立孤行，无所依傍。转郎中，托疾归，杜门却扫，以文翰书画自娱。

字与画皆精妙，著有《陈元凯集》。

Ming Dynasty Wanli Period

A FINE INK STONE WITH INSCRIPTION OF CHEN YUANKAI

L: 16.5cm, W: 16.5cm

RMB: 250,000-350,000

编修。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

王文治齐名。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又号秋影庵主。

浙江钱塘人，兼擅篆刻，与丁敬都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

Qing Dynasty

AN EAVES TILE INK STONE

D: 15.7cm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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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端石叢星硯

拍品为端石砚，作长方抄手式，石质细腻，砚背满布长短不一的

细长石柱，约百余枚，错落其间，柱端面各有眼，如夜空丛星密布。

配素面黑漆砚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苏轼丛星砚，记录于《西

清砚谱》，可作参考。

参阅： 1.《西清砚谱》卷八，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页 147；

2.《西清砚谱古砚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1997 年，页

174-176.

Ming Dynasty

A DUAN INKSTONE

L: 21.5cm, W: 13.3cm, H: 6.3cm

RMB: 800,000-1,200,000

图：《西清砚谱古砚特展》中著录的叢星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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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靈巖山人銘淌池端硯

明代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有云“研以端溪为上。”可见端砚一直是文

人挚爱，此件“清 灵巖山人铭淌池端砚”，石质坚密细润，修长文秀，方

正有度，通体无一丝杂质，开淌池，四周留边，侧铭：“雊之鸽之，眸子

瞭焉。中有青藻，溶汝于渊，比德如玉，子居其先。灵巖山人题”、“毕

沅之印”、“秋帆”。砚背亦可研墨，以指和水试砚，腻润滞手，髮墨异畅，

极品端砚品质一览无余。配红木砚盒。

毕沅，清代官员、学者。字纕蘅，亦字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巖山，自

号灵巖山人。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状元、湖广总督。

毕沅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司马光书，成《续资治通鉴》，

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巖山人诗文集》等。

Qing Dynasty

A DUAN INKSTONE

L: 17cm, W: 10.9cm, H: 3.5cm

RMB: 80,000-120,000

1119

清  桂馥、張廷濟款狡兔三窟硯

铭文： 1. 菊道士，白毫子，狡兔三窟，一石处吾，叱缚羊奴，力强驱使，有兔有兔，

墨食千年，草莽云烟起。桂馥。

   2. 此向为未谷太守藏砚，今落为海村征君物，谛审端质，苍浑腴润，百不一觏

品也。道光丙午夏竹田里老人张廷济欣赏并缀。

老坑端石，质地极为细洁腴润，为端石中之极品，砚高处有一眼，作者因材施艺，巧

作为玉兔之眼，恰到好处，化腐朽为神奇，可见作者之用心。配红木砚盒。

桂馥（1736-1805），字冬卉，一字未谷，号雩门、渎井、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

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云南永平知县。学问广博，邃于金石考据之学。善书画、篆刻、

汉隶，雅负盛名。暮年始好写生，别饶古韵。兼能山水，宗倪瓒、黄公望，亦能写真。

张廷济（1768-1848），原名汝霖，字顺安，号叔未，晚号眉寿老人，浙江嘉兴人。

嘉庆三年解元。金石学家、书画家。精金石考据之学，收藏鼎彝、碑版书画甚丰。

Qing Dynasty

A DUAN INKSTONE

L: 16.7cm, W: 10.3cm, H: 3cm

RMB: 7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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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高翔“書畫舟子”銘船形端硯

端石以船为形，形製奇特。所取端石石质细腻，琢磨圆润，构思精巧绝妙。

盒盖上铭“书画舟子，山林外臣，高翔”。

高翔（公元 1688-1753 年），字凤岗，号西唐，钱塘人、寓扬州。与金农、

汪士慎为友。工篆刻，善画花卉、山水。“扬州八怪”之一。画梅笔意

松秀，技幹苍润，以疏枝瘦幹取胜。山水师渐江、石涛，笔法简淡而秀雅，

喜作园林小景。传世作品有《弹指阁图》、《梅花图》等。

原配大漆天地砚匣。

Qing Dynasty

A BOAT-SHAPED DUAN INKSTONE WITH INSCRIPTION OF 'SHU HUA 

ZHOU ZI'

L: 36cm

RMB: 450,000-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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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十六羅漢墨

每锭墨的正面刻罗汉形象及尊号，另一面相关经文。人

物摹画细致传神，经文华丽流畅。为清御製墨代表之作。

罗汉本是梵文 ARHAT（阿罗汉）的略称，上座部佛教（小

乘）所理想的最高果位，是指佛家断除一切烦恼之圣者。

唐《法住记》载：佛祖涅盘时，嘱十六罗汉自延寿量，

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此后的中国寺院里

常常供奉十六罗汉，为众生祈福。

Qing Dynasty

AN 'EIGHTEEN ARHATS' INK BLOCK

L: 9.1cm, W: 3.3cm

RMB: 80,000-120,000

1122

清乾隆  汪進聖梅花形御墨

墨整体为五瓣梅花形，一面楷书诗句“识得吴中派，爱看云

外皴，问他虚四柱，所待是何人。丁丑春御题。”印文“乾

隆宸翰”、“几暇临池”。背面摹刻王宠山水图，远山近树，

湖畔小亭，林木掩映。右上方阳文款“嘉靖定亥冬十有二月作，

山中人王宠”、“王宠之印”。侧阳文：“大清乾隆年製”；“赐

本，臣彭元瑞恭摹”。此墨应为彭元瑞令汪近圣鉴古斋所造。

彭元瑞（1731-1803），字辑五，一字掌仍，号云楣（又芸楣），

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年（1757）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协

办大学士。文章有《经进稿》，《清史列传》及《恩馀堂稿》。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PLUM BLOSSOM SHAPED INK BLOCK

D: 10.5cm

RMB: 70,00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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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漢玉提梁墨

铭文：“乾隆庚子，石道人法古造墨”、“汉玉提梁”，

文字均为金彩。墨整体为弓形，两端饰龙首，为提梁样式。

刻画古朴雅致，墨质坚实，黝黑细润。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FINE INK BLOCK

L: 27.5cm

RMB: 130,000-160,000

1124

清乾隆  汪希古作六龍以御天墨一對

款识：皇清康熙甲午年；歙县草芥臣汪希古恭摹

墨为圆形，一面墨印龙纹，蛟龙腾跃于云纹之上，一面

描金方框内楷书六字“六龙以御天”。描金文字出自《周

易乾彖》：“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

即乾卦飞、潜、跃等六龙，意为凭因不同时机分别运用飞、

潜等六龙以驾御天道。

新安汪氏多製墨世家，晚明以来如汪近圣、汪希古等均

为著名商号。汪希古为清初歙人。清代《歙县志》述製

墨名家谓：“而近则曹素功……同时居肆如吴守默、汪

希古、叶公侣类，皆誉擅黑松。”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PAIR OF 'SIX-DRAGON' INK BLOCKS

D: 11.5cm

RMB: 25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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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龍紋御墨

此墨系仿製康熙辛未（1691）年云龙纹御墨，为清宫造

办处墨作所製。

御墨纹饰精细，漆皮光亮温润。正面饰云龙纹，背面填

金篆书“御墨”二字，并於矩形开光内阳文篆书“云行

雨施万国咸宁”八字。墨侧落“康熙辛未年製”直行楷

书款。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A BLOCK OF IMPERIAL 'DRAGON' INK

D: 15.8cm

RMB: 150,000-200,000

1126

清乾隆  汪進聖作文淵閣墨

此墨呈长条方形，中部两面长条形开光内各有竖行金彩篆书铭文：“大

清乾隆年文渊阁珍藏”和“墨宝，鉴古斋”。外框雕有纹饰，精致典雅。

墨质坚实细润，墨色黝黑。鉴古斋为清代製墨名家汪近圣开设的墨店。

汪近圣，号鉴古。系徽州绩溪县尚田邨人。原是曹素功家墨工，清康熙、

雍正年间崛起，摆脱曹家羁绊，独自在徽州府城开设了一家“鉴古斋”墨店。

其墨製作精致，与曹素功、汪节庵等齐名。1741 年清廷向徽州征召“製

墨教习”，歙县县令赵本介绍汪近圣次子兆瑞前去应诏，在京城御书外

教习製墨，“鉴古斋”墨品更高，名声更大。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WEN YUAN GE INK BLOCK

L: 20.1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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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仿唐李廷珪墨

墨扁平长方形，规格大，形製规整。正面浅刻描

金御製“墨云室记”一篇，落款为“臣朱珪敬书”。

底部及左右两侧饰冰裂纹。底部浅刻描金“翰林

风月”四字行草。两侧有“乾隆壬子年”和“仿

唐李廷珪墨”描金铭文。品相佳美。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BLOCK OF INK

L: 26.8cm

RMB: 350,000-450,000

1128

清  安徽巡撫定製進貢對筆

此对笔木质，圆形笔管，有笔帽。笔管打磨光滑，刻字：

“安徽巡抚臣邓华熙恭进”，乃清代巡抚所定製进贡笔。

邓华熙（1826-1916），字筱赤，又字小石、小赤，卒谥“和

简”。清光绪时广东顺德龙山乡人。清咸丰元年(1851年 )

中举，光绪十二年任云南池常道，次年任云南按察使。

后历任湖北布政使、安徽巡抚、山西巡抚、贵州巡抚等，

赐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九年因病辞官回籍。宣统三年，

主持广东咨议会独立。

Qing Dynasty

A PAIR OF BRUSHES CUSTOMIZED FOR THE 

PROVINCIAL GOVERNMOR OF ANHUI

尺寸不一

RMB: 9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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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 民國  賀蓮青筆莊製毛筆一批

毛笔数量一盒，大小不一。大多是竹製笔管，光素简洁。并附

有“湖州贺莲青湖笔价目表”。贺莲青为清代善琏製笔高手，

1830 年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笔庄，咸丰六年 (1856 年 )，慈禧

因将一对名为“腾蛟起凤”的贺莲青毛笔进献给咸丰贺寿，龙

颜大悦而得宠，于是给贺莲青笔庄题写了“松寿”二字作为答

谢，贺莲青湖笔庄因此又名“鹤松寿堂”，专为宫廷御製湖笔，

朝廷还把它作为外交礼物赠送别国。目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的历代皇帝使用过的贺莲青毛笔便是最好的佐证。目前存世

贺莲青湖笔大多在故宫收藏，民间收藏极少。

Qing Dynasty -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SET OF BRUSHES

尺寸不一

RMB: 50,000-80,000

1130

民國  九華詩牋

拍品为九华堂仿古诗笺。上海九华堂是一家

以专门製作经营纸笺、印泥、扇面、字画为

主的书画店。开设于清光绪十三年，其製作

的笺纸历为为书画名家、学者所喜爱。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PIECE OF JIUHUA POEM PAPER

尺寸不一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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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仿金粟山藏經紙

款识：乾隆年仿金栗山藏经纸

宋代的“金粟山藏经纸”，产于歙县，纸上有浓淡不一的斑

纹，专供浙江海盐县金粟寺刊印藏经，故称金粟山藏经纸或

金粟纸。为纸中珍宝，系桑皮纸，以其内外皆腊，表面光莹，

专用于印製大藏经而知名。至今千年，已绝难见到。清代乾

隆皇帝在宫里仿製“金粟山藏经纸”并有图章款。

此即清仿金粟山藏经纸，品相完好，诚为珍品。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STACK OF SUTRA SCRIPT PAPERS OF QIANLONG 

PERIOD

L: 50.2cm, W: 29.5cm

RMB: 28,000-35,000

1132

清光緒  御製上上玉版宣紙

款识：大清光绪年製、上上玉版宣

玉版宣是属于半熟宣的一种。这种类型的宣纸色白 , 质

地坚厚。看上去光洁坚致，犹如玉版，故而命名为玉版

宣。玉版宣最早产生于清中期，为高档贡品宣纸。

Qing Dynasty Guangxu Period

A STACK OF IMPERIAL RICE PAPER

L: 136cm, W: 35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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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五色宮絹

绢为五色，红黄蓝白紫，分别以云蝠为地色，

再绘龙凤纹，八宝纹，蝙蝠纹。宫绢地色纯

正鲜艳，彩绘图案色彩亮丽，纹饰精美。为

乾隆时期宫廷御用绢之代表，保存至今，实

属难得。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IMPERIAL SILK

L: 204cm, W: 102cm, 五张

RMB: 160,000-200,000

1134

清乾隆  五色宮絹

此五张宫绢为长方形，其质地细腻，薄厚均匀，色

彩绚丽，显示出浓郁的宫廷格调。此绢质地精细，

吸墨性强，用于书法，便于笔墨的发挥，有与纸不

同的效果，可作联幅之用，是中国传统的书写材料。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FIVE PIECES OF PAPER OF QIANLONG PERIOD

L: 205cm, W: 102cm, 五张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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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五色宮廷玻璃絹

这卷清五色宫绢，纸幅巨大。呈现长条形，又称为

玻璃绢，质地细腻，薄厚匀称，色彩绚丽，将富丽

浓郁的宫廷格调表露无遗。此宫绢利于笔墨发挥，

是中国古代宫廷传统的书写材料，适合以精工细琢

的纹饰置于其中，因此宫绢极为精致，可烘托出雍

容华贵之气韵。因素材所致，古绢保存极为不易，

此五幅一卷完好如新的宫绢，更为万众瞩目的上乘

精品。

Qing Dynasty

IMPERIAL SILK

L: 205cm, W: 101.5cm

RMB: 250,000-350,000

1136

清  黃蠟紙五張

Qing Dynasty

YELLOW WAXED PAPERS OF QING DYNASTY

L: 124cm, W: 55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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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龍紋斗方庫絹連盒

绢为斗方形，朱红色地，设色典雅，以金银两色绘五龙戏珠纹饰。此种库

绢是专为皇帝在喜庆节日书写福字用，分赐王公大臣，从选料到製作都极

其考究。附有正方形龙纹连盒，彩漆描金，盒面正中绘有以团龙纹，四角

各饰一朵莲花，富丽堂皇而不失典雅。连盒内有卍字框架的隔撑，网为黑

漆描金框架，上贴彩色锦缎，框架中央嵌製金属饰件，以便提携，设置隔

撑可以避免开盒时产生的微弱气流将盒中的纸张带起，与漆盒组成一个完

整的纸张包装装置。

参阅：�1.《故宫经典—清宫包装图典》，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

页 82，2007 年；

2.《故宫经典—文房清供》，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出版社，页 176，

2012 年。

Qing Dynasty

A BOX OF 'DRAGON' RICE PAPER

L: 64cm, W: 64cm

RMB: 5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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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武英殿御用朱絲欄紙五張

殿本，就是清代武英殿官刻本的简称。因刻印书籍机构设在武

英殿，故名。也称殿版。所刻书籍以刻工精整、印刷优良著称。

清康熙年间，武英殿首开书局。康熙十九年（1680 年）将左右

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由亲王大臣总理，

下设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 30 余人，

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康熙四十年（1701 年）以后，武英殿大

量刊刻书籍，使用铜版雕刻活字及特製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

丽工整，绘图完善精美，书品甚高。

此五张朱丝栏纸即武英殿所出。每半叶隔成十行，文武邊欄，

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象鼻，中有雙鱼尾。行格均匀。细细观察，

可见朱丝栏线上、下都有针眼，是画栏者扎孔确认下笔位置所用，

無怪乎其行距位置如此规整。清《实录》所用的就是这种朱丝

栏纸，可以對比參照。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FIVE PIECES OF IMPERIAL PAPERS FOR WUYING PALACE

L: 58cm, W: 47cm

RMB: 無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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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永樂大典專用紙五張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

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

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

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 147 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 年），

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

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

朝野上下共 2,169 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

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

永乐五年（1407 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

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 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

全书缮写成 22,877 卷，目录 60 卷，成书 11,095 册。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

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

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

史宬。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 8,000 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

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永乐大典》的 3 亿 7 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

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

此五張便是永樂大典用紙，为嘉靖时期常见的白棉纸。每半叶隔成八行，版心间上、

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三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页数。

行格的笔画粗细均匀，画得一丝不苟，可见其细致用心，显出皇家风范。

Ming Dynasty

FIVE PIECES OF PAPERS SPECIALLY FOR THE YONGLE CANON

L: 67cm, W: 53cm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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