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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清初  紫檀螭龍杯

款识：文枢

杯以紫檀木为材，四棱出戟，杯耳呈螭龙形。杯

身浅刻兽面纹。高足外撇，足底沿边起阳线汇成

拱桥形。此杯用材上乘，造型新颖，匠心独具。

Early Qing Dynasty

A ZITAN 'CHI-DRAGON' CUP

L: 8.3cm, W: 6.1cm, H: 5.5cm
RMB: 55,000-65,000

1151

明  “逃禪”八寶銀絲紫檀觥

“逃禅煮石”, 这是古人的一句名言。明清印人常以此句入印 , 吴让之

就刻过一方这样的印。“逃禅”指的是古代文人和文士看破红尘 , 追求

清净淡泊的生活 , 往往逃避俗务 , 从禅定和禅悦中获得人生的自在和

解脱。

Ming Dynasty

A SILVER INLAID ZITAN GONG CUP WITH TAOCHAN INSCRIPTION

L: 16.5cm, W: 7cm, H: 5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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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紫檀嵌玉香盒

此盒紫檀木质，材质上佳。纹理流顺细密，木色褐红

幽紫，包浆醇厚通体匀净。方形倭角，子母口，口沿

外匝起阳线，底足内凹。盖顶微隆，中心以古玉镶嵌，

玉面高浮雕灌林卧马。

Early Qing Dynasty

A JADE INLAID ZITAN INCENSE BOX

L: 8.3cm, W: 7.5cm, H: 6.3cm
RMB: 80,000-120,000

1154

清乾隆  竹黃纏枝蓮紋香盒

此盖盒为五瓣海棠花形，以子母口相合。盖顶浅浮雕

缠枝莲纹饰，盒身立墙满工绘云蝠纹。以竹黄雕就，

所成之品不浮不嚣，雅致内敛。竹黄，即竹之内皮，

浅黄色，色泽光润，类似象牙，又有“文竹”、“贴

黄”、“翻黄”等称。它是以大型的南竹为材料，将

新鲜的竹黄片，经过水煮、晾干、压平等工序，然后

贴到各种形状的器物上。《上杭县志实业志》载：“三

吴制竹器悉汗青，取滑腻而已。杭独衷其黄而矫合之，

柔之以药，和之以胶，制成文具、玩具诸小品，质似

象牙而素过之；素似黄杨，坚泽又过之。乾隆十六年

翠华南幸。采备方物入贡，乾隆时尚精此技，今已不

可得矣。”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FINE INCENSE BOX

D: 8cm
RMB: 100,000-150,000

1152

明萬曆  紫檀錯銀絲饕餮紋雙耳杯

款识：万曆乙未郎邪生刊

杯以紫檀木整雕而制，杯身形似小碗，口沿微侈，圆唇弧腹，双兽耳，下承圈

足。杯身锦地上浮雕饕餮纹，仿古韵味十足。杯口及足底一圈阴刻云雷纹，底

款填嵌银丝。款识为明确的纪年款，十分少见。镶嵌银丝为紫檀木色点缀加彩，

更添器韵优雅。

Ming Dynasty Wanli Period

A ZITAN SILVER INLAID CUP

D: 7cm, H: 4.9cm
RMB: 8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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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  紫檀錯銀絲八寶花鳥紋捧盒

捧盒为紫檀木质，呈长方形，色泽沉朴，包浆柔润。口沿外匝起皮条线，以

嵌银丝法勾勒卷叶纹为饰。盒盖采用八宝嵌技法饰花鸟图纹，以紫檀木料嵌

一株虬枝，利用青金、螺钿、寿山等料贴嵌春梅、翠篁、小鸟、磐石等物。

画面疏密有致，色彩协调，且装饰技法颇为精致，不逊丹青妙笔。

Late Ming - Early Qing Dynasty

A ZITAN SILVER INLAID FOOD BOX

L: 26cm, W: 15.8cm, H: 9.3cm
RMB: 500,000-600,000

1156

清  紫檀嵌玉大香盒

香盒呈倭角方形，以紫檀木为材，古朴凝紫。盒盖嵌

镂雕白玉，在镂空锦地上起菱形开光，内透雕海水龙

纹，气势磅礴，开光外四角浮雕灵芝。纹饰相叠，繁

密而层次分明，颇见治玉功力。白玉与紫檀色泽对比

鲜明，相得益彰。

Qing Dynasty

A JADE INLAID ZITAN INCENSE BOX

L: 10cm, W: 10cm, H: 6.7cm
RMB: 90,000-120,000

1155

清早期  黃花梨香盒

此香盒为珍贵的黄花梨木制成，质地坚硬，纹理清晰

美观，包浆润泽。香盒整体呈圆形，子母口，口沿相

交处起灯草线，盒盖平顶，依黄花梨同心圆的木纹为

天然装饰，又阴线雕刻一株梅花，十分雅致，落款“梅

花主人写，椒孙刻”，印：“袁”。

袁馨，清，字椒孙，浙江海宁人。善篆刻尤工刻竹，

刻工细人物最擅长。刀法工细绝伦，足与蔡容庄（照）

抗行，名在《竹人续录》、《竹刻胜语》、《广印人传》。

Early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INCENSE BOX

D: 7.2cm, H: 4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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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  紫檀八仙進壽紋多穆壺

拍品选用紫檀木料精雕而成，外表呈圆筒竹节形，口沿加僧帽状边，

壶身雕刻八仙进寿纹样，壶嘴雕刻一尾鱼，雕工精细，布局得当，

错落有致。

明清时期，由于皇室重视藏传佛教，许多据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器物

进入宫廷，多穆壶即是其中一例。“多穆”原意为盛酥油的桶，藏

语称为 mdong-mo。此件多穆壶造型修长华丽，浮雕精湛，华美之

中透着秀雅的风范，除了造型上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外，制作工艺

上更是可圈可点，兼具装饰与实用价值，颇为难得。

Late Ming - Early Qing Dynasty

A ZITAN 'LONGEVITY' KETTLE

H: 46cm
RMB: 450,000-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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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紫檀巧雕荷葉式蓋盒

此盖盒为紫檀木制成，呈色古朴，光洁润泽，盒体厚重。盒盖荷

叶舒展，相互交映，脉络清晰，荷茎弯曲，盖侧荷叶堆叠，一派

繁盛景象。随形而雕，疏繁有致，构思巧妙，别具匠心。底有矮足，

亦随形巧雕。整器造型别致，沉稳大方，精雕纹饰，典雅富丽。

Mid Qing Dynasty

A ZITAN CARVED 'LOTUS LEAF' BOX WITH LID

L: 18.5cm, W: 12.7cm, H: 7.8cm
RMB: 無底價

1159

清  紫檀螭虎紋座

拍品选用紫檀精雕而成，选料厚实细腻，色调沉稳，

虽为底座，但推磨光洁圆润，其上雕螭虎纹，身形矫健，

雕工精湛而富于动感。此紫檀器造型端庄稳健，为避

免过于凝滞，掏挖交叠，顿现生动，足见工匠审美意趣。

清代宫廷文玩摆设极为精细，无论瓷器、玉器、铜器

均配底座，底座多为木质，以紫檀最为珍贵。此器造

型别致，线条精美，乃宫廷贵族文房雅玩之物。

Qing Dynasty

A ZITAN VESSEL STAND

L: 21.5cm, W: 19cm, H: 6.8cm
RMB: 350,000-380,000

1160

清  沉香木大吉齋戒牌配紫檀盒

此牌为珍贵的沉香木制成，木质细密，纹理清晰。牌饰整体呈葫

芦形，正中刻写楷书“斋戒”二字，意指祭祀时戒除嗜欲以示虔诚，

字体工整，布局合理。葫芦藤蔓自牌额周围缠绕延伸，枝繁叶茂，

任意舒展，右侧长着一个小葫芦，还有一只蝴蝶飞于其间。整器

刻画细致，刀法简练流畅，小巧别致。牌下端配穿系孔，便于佩

戴。配有红木盒，盖面中间雕“寿”字，四周饰卷草纹饰，盒底

刻有诗句“清风劲竹，明月移花，秋月书”，印：“凌云”。斋

戒牌是古人祭祀前斋戒时所佩之牌，有长方、椭圆或海棠等式样，

种类丰富针对不同人员，分别有金、铜、瓷、玉、木、牙等诸种，

皆是宫中日常用品之一。

Qing Dynasty

AN AGILAWOOD PLAQUE WITH ZITAN BOX

L: 6.8cm, W: 1.4cm
RMB: 11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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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  吳昌碩、王一亭款黃楊木筆筒

此笔筒整体圆筒形，底有矮足，型制规整。黄杨木

制成，木色稳重，木质纹路清晰，打磨精细，包浆

温润。器壁一周刻有文字，字体工整，布局合理，

极富美感。整器造型稳重大方，古朴素雅，极具文

人气息。文字内容为：“吐墨作石石点头 , 二鸟语

石河之洲。八大有灵应识我 , 画禅参处消百愁。明

已亡 , 清在否 ? 佛说如是 , 我亦低双眸。丙寅新春

白龙山人写”，旁刻石鼓文，落款“吴昌硕”。

吴昌硕，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浙江省孝丰

县鄣吴村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

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

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

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

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

王一亭，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主等，法

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 )。清末民国时

期海上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

动家与宗教界名士。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HUANGYANG WOOD BRUSH POT

D: 8cm, H: 12.2cm
RMB: 160,000-200,000

1165

清  紫檀方筆筒

此筒取紫檀木细巧制作而成，包浆晶润。器身长

方形，下端略收，沿边齐平，用料丰硕，四面平

整，转角之处做倭角。造型简明，线条硬朗流畅。

因无赘余纹饰与雕刻，更可见紫檀流云似水般华

美木质纹理。整器造型朴素简洁，风格凝重精简。

Qing Dynasty

A ZITAN SQUARE BRUSH POT

L: 8.5cm, W: 8.5cm, H: 12cm
RMB: 50,000-60,000

1163

清  吳友如黃花梨筆筒

笔筒以黄花梨木为材，瘦高体。笔筒一侧浅刻蜻蜓栖

枝图，刀工老练，刻画栩栩如生。另一侧题行书诗文：

“质弱难禁蜻蜓立，风微暗助窈窕姿”，落款：“壬

辰二月友如写”。诗画相映，别具清韵。

吴友如，名嘉猷，字友如，别署猷，江苏元和（今吴县）

人，清末画家，工人物、肖像，以卖画为生，曾应徵

至北京，为宫廷作画。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BRUSH POT BY WU YOURU

D: 6cm, H: 12cm
RMB: 20,000-30,000

1162

清乾隆  御製紫檀黃花梨嵌黃楊獸骨“仇

實父人物”袖珍冊頁盒

此盒为紫檀木材质长方形双层册页盒，母口严丝合缝，

盖及盒壁嵌兽骨及硬木做成书页状。盖面中央阴刻描

金“仇实父人物”器铭。造型仿古书形制，惟妙惟肖。

此类仿书籍样式的作品，在漆器中也大量存在。体现

了当时的时代风尚与工匠极具巧思的娴熟工艺。整器

紫檀木色泽深沉肃穆，气息古朴沉稳，造型规矩，字

体规整而苍劲有力，典雅大方。

仇英（公元 1498 年 - 公元 1552 年 )，字实父，号十

洲，江苏太仓人，居吴县（今苏州 )。明代绘画大师，

吴门四家之一。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IMPERIAL ZITAN AND HUANGHUALI MINI 

ALBUM BOX

L: 11.7cm, W: 7.5cm, H: 5.9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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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邓渭刻蘭亭雅集竹雕筆筒

选用一节小巧的南竹，雕琢而成。扁平近椭圆形，下承三矮足。外壁一

侧刻饰兰亭雅集景致。有曲水流觞，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王羲之与众文友或栖于亭中，或临流浮觞，虽人小如豆，而

形神刻划细腻毕备。一侧刻《兰亭集序》全文，落款：“云樵”。是一

件极具艺术造诣与文人雅趣的艺术精品。品相完好，包浆温润，材艺双绝。

邓渭，字得璜，号云樵山人，生于清乾隆元年（1736 年），卒于乾隆

六十年（1795 年）。竹刻家邓孚嘉之子，自幼师承家学，擅长刻竹和治

印。竹刻工薄地阳文，善镂花卉、人物，尤长于浅刻行楷小字，秀劲雅饬，

为乾隆朝嘉定竹器刻字第一高手。上海博物馆收藏多件其竹刻作品。

Q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BAMBOO BRUSH POT

D: 7.3cm, H: 14.3cm
RMB: 32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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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檀香木筆筒

拍品以檀香木随形而制，材质坚密细腻，留壁较厚，通

体红褐色，光泽柔和，包浆老道。口沿略有倾斜，筒身

雕刻竹节纹，并浮雕竹叶，纹理纤毫毕现，实为文房上品。

Qing Dynasty

A SANDALWOOD BRUSH POT

D: 16.2cm, H: 20.9cm
RMB: 230,000-280,000

1167

明末清初  黃花梨樹瘤筆筒

本品以黄花梨为材，随形施技，内部掏空作笔筒，耗料之多实为难得。笔

筒平口宽沿，璧形底，内壁素面光滑，筒身以天然皮纹瘤疤雕凿，宛如天成，

根瘤大小不一，形状怪异，其间牛毛纹纤柔美观，疏朗流转，相映成趣。

整器包浆润泽，呈相温和含蓄，品相完美，当为明末清初文人雅士文房

陈设之佳器。明代文人多喜利用天然竹木瘿瘤之奇巧者，匠心取舍，随

形随势，巧为几案、如意、柱杖与文具等，取其平淡天真之意趣，翕然风行。

本品即是文人崇尚自然风尚，不事斧凿，巧随大化的文房妙品。

Late Ming - Early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BRUSH POT

D: 22.5cm, H: 19.8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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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米芾款紫檀詩文筆筒

笔筒紫檀质，阴刻米芾帖文 ：“倅同官来江宁 , 少小相识父处刁幕熟乡

人一，戎同官来，须少过从，亦是未得，报间同出入游山之人，三处是

饭主人，贵人出入，难不敢牵率，知客位榜甚严，此为常人设耳，岂米

老有不得船之理？呵呵，俟面干也。芾惶恐再拜。”文录钦定四库全书《宝

真斋法书赞卷》，帖不存。刻者用刀如笔，刻划潇洒，艺术水平极高。

Qing Dynasty

A ZITAN BRUSH POT WITH MI FU'S INSCRIPTION

D: 20cm, H: 20.7cm
RMB: 300,000-400,000

1169

清  黃文瀚書法筆筒

拍品以黄花梨为材，形制圆润，造型简朴，通体阴刻诗文，落款“丙

辰九月既望，黄文瀚”。刻工运刀如笔，字体隽秀洒脱，笔筒外

包浆莹润厚实，是一件雅致大方的文房艺术珍品。

黄文瀚，字瘦竹，原籍江西婺源，寄籍江宁，咸丰时至上海。他

工诗词，善钟鼎篆隶，精刻印，晶玉竹木，无不擅长。著有《揖

竹馆诗》、《苍筤轩印存》。

Qing Dynasty

A BRUSH POT WITH HUANG WENHAN'S CALLIGRAPHY

D: 16.2cm, H: 16.5cm
RMB: 9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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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戴易題三松筆筒

明清之际，附带版画的出版物种类繁多，各类源于戏曲、小说甚至普通生活场景

的版画，均为同时期之瓷器、竹木雕刻等工艺提供大量的装饰题材。拍品即是一例。

笔筒外壁以透雕、浮雕兼用之法饰渔家乐图，取河岸一隅为景，背景中山石嶙峋，

苍松高立，河畔松荫之下，渔船归岸，渔家开始了劳作后的休憩时光，三五人船

头饮酒畅谈，或手捧茶碗，或背手笑谈，或侧耳倾听，一幅自在舒适、其乐融融

的画面，画面转至苍松另侧，则为泊舟之所，船中渔妇正哄慰幼子。全器雕刻流

畅，构图饱满，层次清晰，画意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隶书刻款“曾是渔家乐，

三松制取精，当年生此好，风浪五湖平”。“九十老人山阴戴易题书”，印“戴易”、

“峨仲”。

戴易，初名冠，字峨仲，一字巢南，更名易，字南枝，晚号西照头陀。浙江山阴（今

绍兴）人，少从学于刘宗周，擅长书法。寓居长洲浒墅关，与徐枋、杨宾等往来。

卒于虎丘。事具杨宾《晞发堂文集》卷四《戴南枝传》。

Ming Dynasty

A BRUSH POT WITH INSCRIPTION OF DAI YI

D: 11.2cm, H: 14.4cm
RMB: 900,000-1,200,000

1171

清  竹刻渔家乐筆筒

笔筒竹质，色泽沉穆，通体以浮雕、镂雕技法雕刻，松石掩映，一

旁女子双手抱婴，尽显慈母之态。另一边，渔舟停泊岸边，渔人坐

於船头，饮洒休息，盘坐游戏，气氛融洽悠然。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Qing Dynasty

A BAMBOO CARVED 'FIGURE' BRUSH POT

D: 10.7cm, H: 15.5cm
RMB: 11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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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黃花梨樹瘤筆筒

此笔筒黄花梨木材质，质地致密，呈色深沉古朴。整体

呈圆筒形，平口宽沿，深腹平底，内壁规整光润，外壁

仿瘿瘤雕刻饰之。树瘤大小不一，似海兽出没，又如云

霞变幻，高低起伏，疏密得当。利用黄花梨木天然瘿瘤

之奇巧，随形就势，平淡天真，富有意趣，置于书案，

古朴清雅。

Early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BRUSH POT

D: 17.3cm, H: 17cm
RMB: 90,000-120,000

1176

晚明  黃花梨素筆筒

笔筒呈圆筒形，平口，选料考究，用珍贵的黄花梨

木制成。其纹理自然，色泽莹润。器壁厚实，质感

强烈。器表光素无多余雕饰，仅在口沿刻细细弦纹

一条，底足留有两层台。整体造型端庄，制作规整，

简约雅致，饱含文雅书卷之气，苍润坚凝，为文房

案头佳品。

Late M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BRUSH POT

D: 16.3cm, H: 17.7cm
RMB: 無底價

1173

清  瘤木筆筒

笔筒色泽深沉，致密厚重，外壁随形拟树皮

之态做装饰，疏密不一，崎岖不平，犹如沟

壑连绵，天然成趣。笔筒口沿及底座嵌圆雕

随形木，包浆润亮，与器身的古朴沧桑形成

对比，别具一格，耐人寻味。

Qing Dynasty

A BRUSH POT

D: 21cm, H: 21.8cm
RMB: 9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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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周芷岩漁樂圖筆筒

圆形直筒式，竹节横膜为底，隐起三矮足，口沿外高

内低微有弧度。色泽黄润，底端竹节状微凸，包浆浓密。

通景刻绿堤柳岸，春草丛生，四渔夫各驾渔船两叶，

一渔人举槁相呼，一翘首作答，另两人执舟笑意盈盈，

一派渔乐祥和图景。边款：“己巳冬日，芷岩”。

Qing Dynasty

A 'FISHING' BRUSH POT BY ZHOU ZHIYAN

D: 5.5cm, H: 11.5cm
RMB: 110,000-150,000

1178

清  周芷岩竹石圖筆筒

拍品竹制，色泽沉雅，壁面一侧作奇石秀竹，竹叶布局清朗，叶片

舒展，如风过飒飒。一侧题行书诗文：“雨过潇湘渚，风生渭水波。

暮窗挥醉墨，翠雾湿烟萝”，款：“庚申秋日芷岩制”。

周颢（1685-1773），字晋瞻，号芷岩，芷叟，芷道人等，晚号髯痴。

嘉定人，得王石谷指授，擅山水，习王蒙密体一派，画竹亦绝佳。

嘉定派中与吴之番齐名。《竹人录》中以汉唐诗派比喻清代竹刻，

又把周芷岩比作盛唐的杜甫，认为他是清代竹刻开创新法的第一人。

Qing Dynasty

A 'BAMBOO AND ROCK' BRUSH POT BY ZHOU ZHIYAN

D: 7.5cm, H: 12.9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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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芷岩  溪山行旅圖軸

图中绘有五高士骑游，行至小桥处，画面上方岩石陡峭，藤

蔓垂下，五高士头戴斗笠，身着宽衣，边走边谈。款识：庚

子十月之望于白云深处。古疁周颢戏笔。钤印：芷岩、周颢

之印。

周颢（1685-1773），字晋瞻，号芷岩，芷叟，芷道人等，

晚号髯痴。嘉定人，得王石谷指授，擅山水，习王蒙密体一

派，画竹亦绝佳。嘉定派中与吴之番齐名。《竹人录》中以

汉唐诗派比喻清代竹刻，又把周芷岩比作盛唐的杜甫，认为

他是清代竹刻开创新法的第一人。

Zhou Zhiyan

A 'TRAVELING IN THE MOUNTAIN' HANGING SCROLL

L: 94.5cm, W: 30cm
RMB: 60,000-80,000

1180

清  竹雕指日高升筆筒

圆筒式，下承三矮足。外壁以减地技法，摹刻指日高升题

材。通体以高低远近表现山深林密、怪岩重迭与古松奇藤

的苍劲景色。笔筒包浆莹润，众人不约而同抬头仰望，交

口称赞，营造出“指日高升”的吉祥意象。构图层次分明，

刀法圆润，是一件刻工深峻且情态毕肖的竹雕逸品。

Qing Dynasty

A BAMBOO CARVED BRUSH POT

D: 12.5cm, H: 14.4cm
RMB: 16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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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竹雕西厢人物筆筒

笔筒选粗壮之竹筒浮雕而成：庭院之中怪岩重叠，古枫掩映，苍

松穿岩而出，蟠曲如龙，荷塘碧波荡漾；松下湖畔设有亭廊，内

二女相谈甚欢，门外一人似在偷听，人物神态刻画细腻到位。整

体构图饱满，故事性极强。明末清初伊始戏曲、小说为题材的版

画流行一时，竹雕、瓷器、书画、版画均有涉及，其中“西厢记”

故事是清代颇为盛行的装饰题材。此器题材虽以木刻版画为摹本，

但以刀挥洒于竹材之上，更富艺术感染力，为一件难得的文房佳作。

参阅：《中国竹木牙角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页 31。

Early Qing Dynasty

A BAMBOO CARVED 'FIGURE' BRUSH POT

D: 14cm, H: 14.9cm
RMB: 200,000-250,000

1182

清  靈璧鷹形供石

明人文震亨撰写《长物志》，称“石以灵璧为上，英

石次之”，可见历代文人雅士对灵璧石的喜爱。此石

形势奇伟，如低首之鹰，虽石色黑褐，罅隙满身，似

刀劈斧砍，但浑然天成，质朴清远，从容庄严，击之

如金声玉振，余韵悠长。

Qing Dynasty

A LINGBI EAGLE-SHAPED PRAYER STONE

H: 12.8cm（连座）

RMB: 90,000-120,000

1183

清  靈璧石山子

此石以灵璧石作山子，形状奇特。灵璧石，
因出自于安徽灵璧县而得名。乾隆帝也曾赞
誉它为“天下第一石”。

Qing Dynasty

A LINGBI CARVING WITH STAND

H: 18.9cm（连座）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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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孔雀石山子

孔雀石，自青铜器时代便开始使用，是一种古老的天然玉

石，因其含铜量高，故呈绿色或暗绿色，古代亦称为“绿青”、

“石绿”或“青琅玕”。据《本草纲木》载：“石录生铜

坑内，乃铜之祖气也，铜得紫阳之气而绿，绿久则成石，

谓之石绿。”孔雀石因其颜色和它特有的花纹犹如孔雀斑

斓的尾羽，故而得名，也因此尤为珍贵。此摆件以孔雀石

原矿随形而制，微露幽绿，浑然天成。其上石纹起伏跌宕，

若卷云连绵，似苍崖百仞，灵动宛然，置于案头，供石所赏，

更添古雅苍劲。

Qing Dynasty

A FINE CARVED MALACHITE CARVING

H: 25.6cm（连座）

RMB: 100,000-150,000

1185

清  靈璧石山子

1. 山川之秀，蕴结为珍。日月之精，永曳成灵，米芾。钤印：元章

2. 云气凝，水泽灵。天然德，浑成形。取气文，若六经。名山，静中听。

董其昌。钤印：董氏玄宰、宗伯学士

3. 此石取畀形势而得之。辛亥冬，义门记。钤印：何义门

4. 天然磊落。

5. 癸卯春日。方以智观。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因而人称“米颠”。

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宋徽宗曾诏其为书画学博士。

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居士，明代书画家。擅画山

水，师法董源、巨然等，以佛家禅宗喻画，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

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

方以智，字密之。文人方学渐之曾孙，明末四公子之一 。因家学渊

源，博采众长。一生著述 400 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

内容广博。

何焯（1661-1722），字润千，号义门。清康熙四十一年进士，在当

时以通经史百家之学，因长于考订而盛名。

Qing Dynasty

A LINGBI CARVING

L: 40cm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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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吳大澂藏玉振磬

“玉振”，“汉之石磬，孝王所遗，旺之珍矣，至大三年，高翼识”、“ 斋所

得金石”

此磬以石制成，形似曲尺，体量硕大，光素无华，上有一环，可用于悬挂。“磬”

寓意吉祥，因与“庆”字谐音，故常取吉庆之意。

高翼（元），字茂之，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官至嘉兴路推官。工行、草书，

皆从晋、宋规矩中来，但以不知六书偏傍，时作谬字，为识者所鄙。又善书小楷，

仿乐毅论，精悍整饬，在揭傒斯（1274 至 1344）之下，所传极少。

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

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民族英雄 。清

同治七年（1868 年）进士。善画山水、花卉，精于篆书。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Qing Dynasty

A FINE AND RARE 'QING' OF WU DACHENG COLLECTION

L: 51.5cm, W: 21.5cm
RMB: 220,000-280,000

1187

清  英石山子

山子由英石制成，造型浑然天成，肌理效果古朴，

上张下敛，上大下小，是为怪石，形如立云。英石

细密坚韧，颜色青灰。石表肌理纵横交错，遍布沟

壑和涡陷，润涩交织，独具魅力。背面则布有交织

的白色岩脉，得真雅趣。底承树瘤木座。山形突兀，

褶皱细密，充满沧桑感又不乏灵动之趣，极具耐人

寻味的艺术气息。

Qing Dynasty

A FINE STONE CARVING

L: 33cm, H: 48.5cm（连座）

RMB: 80,000-120,000

1188

清  黑白靈璧筆架

此笔架选取黑白灵璧石雕琢而成，造型独特，浑然天

成，富有灵气，边角圆润，轻击微扣之间，有琤琮之

声，余韵悠长；放置案上，远观之，则高而险，有入

云之感，近玩之，则皱而瘦，有文人之气，是中国古

代“洞天福地”的缩影，更是理想世界中仙境的幻化。

妙境天成，动静皆宜，相得益彰，品位高雅。

Qing Dynasty

A BLACK AND WHITE LINGBI BRUSH HOLDER

L: 9.8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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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竹根雕螭龍紋雙獸耳瓶

此瓶取竹根大材掏挖而成，撇口折肩，腹部斜收，肩

部有刻两个兽形铺首，腹部装饰以云雷纹为地的仿古

对龙纹饰，近脛处又装饰一周莲花纹。足部外撇，曲

线优美。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FINE BAMBOO CARVED 'CHI-DRAGON' VASE

H: 12.1cm
RMB: 160,000-200,000

1190

清中期  紅木人物香筒

此香筒为红木制作，木质坚硬，色泽古朴。整体呈圆筒形，

上下有盖，筒身雕刻人物图，树木苍郁，枝叶繁茂，树下

行人策马而走，内容丰富，繁而不乱。此件香筒制作规整，

雕刻工艺精湛，置于室内，十分雅致。故宫博物院藏有一

件清中期的竹雕香筒，筒身采用通景方式雕竹林七贤。可

与此件香筒相参照。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木牙角雕刻》，

商务印书馆，2001 年，页 62。

Mid Qing Dynasty

A REDWOOD FIGURE INCENSE TUBE

D: 4.1cm, H: 20cm
RMB: 50,000-80,000

1191

清  奇木巧做鼎式爐

此炉奇木巧做而成，古朴润泽。盖饰翠色钮，光素无纹。

口沿处有两耳，两耳及而下腹身，保留木材自然形态，

稍加雕琢而成。炉身下承三柱足，上粗下细，微内收。

整器造型端庄，古朴典雅，天然形态与色泽的保留，

更富巧意。

Qing Dynasty

A UNIQUE WOOD CARVED DING-STYLE INCENSE 

BURNER

D: 13cm, H: 18.5cm
RMB: 68,000-80,000

1192

明  褐漆竹質香盤

香盘竹质，略呈方形，盘面髹褐漆，通体光素无饰，四边起拦

水线，镂雕回纹形盘足。造型简朴大方，颇具古韵。

Ming Dynasty

A BROWN LACQUER BAMBOO INCENSE PLATE

L: 18.3cm, W: 16.4cm
RMB: 7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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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沉香十八子手串

手串由十八颗沉香珠、背云、坠角及翡翠佛头

串成，背云浅雕卷叶纹，手串用黄色丝绳穿结

而成，并以珍珠米珠做装饰。另配匣盒。

Mid Qing Dynasty

A STRING OF AGILAWOOD BEADS

D: 1.8cm, 18颗
RMB: 30,000-50,000

1194

清  沉香珠及背雲

拍品为 96 粒打磨光滑的沉香珠，每粒饱满圆润，包

浆老道。带背云，方形雕花，下有二坠角，虽历时久远，

但仍香气宜人，养心静神。

Qing Dynasty

A STRING OF AGILAWOOD BEADS

单珠: D: 1.3cm；挂坠: L: 3.5cm, W: 3cm
RMB: 320,000-400,000

1195

清早期  山水人物沉香山子

此山子为珍贵的沉香木雕琢而成，色泽古朴。选料造型似山峰

耸立，雕琢时保留了沉香木的天然造型，于其上巧雕山水人物，

刻画出非常细致的场景，山石嶙峋，秀丽清雅，人立其间，画

面结构合理，人物刻画细致逼真，巧施工艺，将山水人物与沉

香木的自然形态结合，灵动而典雅。

Early Qing Dynasty

A FINE 'FIGURE AND LANDSCAPE' AGILAWOOD CARVING

H: 9cm（带座）

RMB: 7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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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  沉香觀音像擺件

拍品以沉香制成，色泽红褐古朴，两面均雕刻山石，正面刻高山流

水与观音坐像，观音单膝曲起稳坐于高台之上，右手轻抚灵石，左

手倚于膝上自然覆掌，背光是一轮满月，恬静而不失威仪。整件雕

品古朴浑厚，深沉润泽，别具风韵。佛经谓观音菩萨有三十三个不

同形象的法身，画作观水中月影状的称水月观音。见《法华经·普

门品》。由于此尊观音之形像，多与水中之月有关，故被称为水月

观音。又称水吉祥观音，或水吉祥菩萨。这是观世音一心观水相的

应化身。

Late Ming Dynasty

A GUANYIN CARVING

L: 22.5cm, W: 22cm, Wt: 595g
RMB: 350,000-450,000

1197

清早期  沉香雕喜上眉梢筆筒

拍品采用上等沉香材料，于清早期精工雕琢而制成。通体色

泽黝黑，油润异常，光泽温润。随形取材进行装饰雕刻，充

分利用了木材原有的纹理走向，枝节凹凸，雕饰为“喜上眉梢”

图，折枝梅花，枝干遒劲有力，曲折横斜，其上落一只喜鹊，

寄托了美好的寓意。

Early Qing Dynasty

AN AGILAWOOD CARVED BRUSH POT

D: 12cm, H: 14cm, Wt: 253.2g
RMB: 450,000-600,000



1198

清  沉香山子筆架

此山子笔架为珍贵的沉香木材质，色泽深沉，包

浆自然润泽。笔架随形雕琢成山形，采用镂雕、

浮雕等工艺，雕以树木、山石。笔架整体呈弧形，

底座镂雕松柏枝干苍劲，枝叶茂盛，脉络清晰，

山石崎岖。雕镂繁复，而层次分明，别具雅趣。

随形而制，却不失壮观优美，集实用与玩赏于一

体，是文人雅士喜爱之物。

Qing Dynasty

AN AGILAWOOD CARVED BRUSH REST

L: 14.7cm, H: 8.6cm, Wt: 150g
RMB: 100,000-120,000

1200

清早期  沉香雕菊花洞石小杯

此杯为沉香木雕製而成，色如蒸栗，质地细密润泽。杯体呈花瓣状，

口沿卷曲，口大底小。杯身与杯底外壁浮雕菊花与山石。底部山石

嶙峋，菊花正盛，枝叶舒展，长于山石之间，以此景浓缩于一杯，

极具匠心。而整器则以堆叠的山石为底，构思巧妙，造型典雅别致。 

沉香木来源南洋，明末清初之际惯于将其製成酒器，流行一时。据

当时屈大均在其所著《广东新语》一书中称：“沉速香杯，因香之

大小方圆刳成，状千百出，以金银镶之”。此杯即为清代早期所製，

运刀古拙，刻工精湛，层次丰富而分明，显出自然幽邃的艺术格调。

Early Qing Dynasty

AN AGILAWOOD CUP

D: 7.5cm, H: 9cm
RMB: 180,000-220,000

1201

清乾隆  竹根雕“歲歲平安”擺件

作者将圆雕、浮雕、刻划等技法巧妙运用于此竹材上，巧琢

一对正互相依偎的鹌鹑，喙衔一支稻穗，敛翅拱背，似乎正

在呢喃耳语，气氛祥和宁静。鹌鹑与稻禾相伴，取谐音“安

和”，象征丰足的太平盛世，代表“岁岁平安”。良匠巧思，

瑞草福禽寄托吉祥雅趣，为不可多得的竹雕佳品。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FINE BAMBOO CARVING

H: 8.5cm
RMB: 40,000-60,000

1202

清  竹雕東方朔擺件

本品竹质，精致朴雅，饶有古趣。人物束发岸帻，慈

眉善目，面露喜色，着交领宽袖长袍，回首凝望小猴。

小猴伏于其肩，欲探朔之手中蟠桃。此像所运刀法沉

凝浑厚，细节丝丝入微，将东方朔诙谐欢喜以及猴子

顽皮可爱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Qing Dyansty

A FINE BAMBOO CARVING

H: 12cm
RMB: 100,000-120,000

1203

清早期  牛角無量壽佛

牛角雕成，佛陀肉髻高耸，大耳下垂，面相慈悲庄重，

双手结禅定印，托宝瓶，全跏趺坐，姿态端整。雕工

细致精美，身躯比例匀称。脸、手、衣纹等细部极具

写实性，纹褶起伏流走自然，颇为洒脱生动。无量寿

佛又称长寿佛，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像，其本意是意根

清净，意根清净所起的智慧即妙观察智。本品雕刻用

料珍贵，刀工超凡，将佛家法相全盘雕出，是难得的

佛教艺术精品。

Early Qing Dynasty

AN OX HORN CARVED AMITAYUS STATUE

H: 7.2cm
RMB: 40,000-50,000



1204

清早期  紫檀雕觀音立像

此观音像紫檀材质，质地缜密，色泽沉穆。观音白毫

相，头戴高冠，双目微合，慈雅端庄。身披广袖天衣，

衣纹简洁流畅，手持念珠，立于莲台之上，莲台下圆

雕细刻海水纹座。整尊造像高贵典雅，将观音的慈悲

庄严刻画的栩栩如生。

Early Qing Dynasty 

ZI TAN GUAN YIN STATUE

H: 38.5cm
RMB: 120,000-150,000

1205

清  張希黃留青山水臂擱

此臂搁用留青技法在竹之青筠处雕画，

色泽匀亮。画面中远山层峰重迭呈起伏

逶迤之势，一宝塔巍峨耸立于群山之中。

近处山下人家重檐栏槛，屋前磐石古松，

犹如世外仙境。臂搁上题：“丁未中秋

写镌，张希黄”，钤印：“张氏”、“希

黄”。该臂搁刻意追摹文人画意趣与界

画纤巧细腻笔致，画意隽永，清雅恬静。

张希黄，明著名竹刻家，留青阳文的创

始者，构图有唐代李昭道风格，最擅长

的是利用留青浅浮雕技法刻远山、树石、

山水人物、楼阁亭台等景物，将雕刻与

绘画融为一体。

Qing Dynasty

A 'LANDSCAPE' ARMREST BY ZHANG 

XIHUANG

L: 23.2cm, W: 6cm
RMB: 280,000-350,000



1206

清  周芷岩留青竹臂擱

此臂搁用留青技法在竹之青筠处雕画。近景亭台楼

阁巍峨耸立于碧波之中，重檐歇山，窗棂栏槛，雄

伟壮观。楼前湖面浩荡开阔，远山层峰重迭呈起伏

逶迤之势，蕴含着巧妙的界画技艺。该臂搁追摹文

人画意趣与界画细腻的笔致，画面清雅、恬静，尽

显竹肌的留白处，上成无际蓝天，下成江河碧水，

构图完美，独步一时。

周颢（1685-1773），清代书画家、竹刻家。字晋瞻，

号芷岩、芷道人、芷叟等，嘉定（今属上海）南翔人。

工书画，尤精竹刻。

Q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ARMREST BY ZHOU ZHIYAN

L: 24.5cm, W: 6cm
RMB: 110,000-150,000

1207

清初  桐陰仕女圖竹臂擱

臂搁取材上乘，竹质细腻红润。画中仕女

温文尔雅，面容清秀，端坐于树荫之下，

双臂交立琴台上，目光含情，俯望幼犬嬉闹。

画面单调不失雅趣，技法以浅刻为主，但

细节丝丝必现，亦能凸显刀工之细腻精湛。

Early Qing Dynasty

A 'TONGYIN LADY' ARMREST

L: 24.4cm, W: 7cm
RMB: 90,000-120,000



1208

清  白菜紋竹臂擱

臂搁竹制，呈覆瓦状，表面光润。臂搁表面减地浮雕出一

颗白菜，叶片丰满，根茎修长，其下有阴刻萱草纹。此臂

搁竹肌红润，凹凸变化精微，为案头赏玩实用佳品。

Qing Dynasty

A BAMBOO ARM REST WITH CARVING PATTERN OF 

CABBAGE

L: 26.2cm, W: 8.4cm
RMB: 90,000-120,000

1209

余仲嘉刻人物書法扇骨

扇骨竹质，色泽朴雅，边股之上以浅刻刀笔饰高士图。高士头梳高

髻，其面容慈祥，长须飘然，身着宽袖长袍，手挽竹篮，立于柳荫

之下，颇具道骨仙风。另一面刻诗文：“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

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细路独来当此夕，

清尊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野菊。义山

句。碚础先生雅属，庚午六月，仲嘉刻。”

余仲嘉（1908-1941），原名衍猷，字仲嘉，以字行，生即聋哑，

故自号默尊者，南海人。治印由黄士陵上窥秦汉，坚卓老成，不事

修饰，尤善单刀法。

Yu Zhongjia

A SHOUSHAN STONE GUQIN-SHAPED PAPER WEIGHT

L: 31cm
RMB: 25,000-30,000

1210

張志鱼刻山水扇骨

扇骨两面细线刻画山水图，一面题“风正一帆悬”，一面为：

“乙亥中元张志鱼刻”，印“张”。

张志渔又作张志鱼，字瘦梅，号通玄，北京人。善书画、治印，

最精于竹刻，将名人书画缩刻于竹刻扇骨上，不失原作精神。

曾刻扇骨八千余柄，造诣极深，是近代北京刻竹第一高手。

范节庵，王竹庵皆出张门。独创沙地留青皮雕法，曾设“寄

斯庵美术社”于北平劝业杨三楼鬻刻，所作以花卉为多。

Zhang Zhiyu

A FINELY CARVED FAN FRAME

L: 33cm
RMB: 50,000-55,000



1213

清  竹编黄藤鳥籠

鸟笼素面，边栏纤细，配牙雕及瓷鸟食罐、立杆，

上浮雕花纹、龙纹。笼勾铜制，呈竹节之状。

Qing Dynasty

A BIRD CAGE

L: 22.5cm, W: 22.5cm, H: 24.5cm
RMB: 200,000-250,000

1214

清  竹编绣眼鳥籠

鸟笼竹条编制而成，造型方正，略鼓。竹笼边

栏刻回纹、勾云纹为饰，边栏纤细，运刀入木

三分。底框较宽，浮雕山水人物图，画面生动

丰富。鸟食罐、立杆及笼牌采用牙雕工艺，去

地浮雕折枝梅花纹、龙纹。笼勾铜制，呈竹节

之状。

Qing Dynasty

A BIRD CAGE

L: 18.5cm, W: 18.5cm, H: 20.2cm
RMB: 200,000-250,000

1211

清  竹编黄藤鳥籠

黄藤鸟在江浙苏沪一带家喻户晓，众名家都以制作上佳

的黄藤鸟笼为荣，著名的制笼大家有金三畏、干荣、宝全、

梅凤林，制签大师石虎，此件鸟笼造型秀美，但又不失

稳重大气，通体围栏以细小竹丝制成，所有配件都满雕

人物故事纹，制作精良，装配齐全，是晚晴至民国时期

制作的黄腾鸟笼精品，十分珍贵，保存完好。

Qing Dynasty

A BIRD CAGE

L: 23cm, W: 23cm, H: 24cm
RMB: 180,000-220,000



1215

清乾隆  核雕飛熊一對

此核雕飞熊一对，色泽棕红油润，琢刻细致入微，一

丝不苟，方寸之间并集透雕、浮雕、深雕於一体。施

刀细腻，粗犷处勾勒刚劲，精微间线条柔绵，惟妙惟肖，

为典型乾隆风格。按民间传说，飞熊乃姜子牙的化身，

是万神之神。佩之有庇佑之效。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PAIR OF WALNUT CARVING

尺寸不一

RMB: 30,000-50,000

1216

清  松子古币紋手串

手串由十八颗松子串成，结珠和佛头均为珊瑚珠，下垂

银饰为坠。松子颗颗形态不一，自然光润，松子之上满

镌古币纹饰，刻划清晰，于此细小松子之上流利刻画，

非名家大匠难以为之。手串原为佛教徒念诵计数工具，

用上好松子镌刻古币纹饰的并不多见，适于把玩。

Qing Dynasty

A STRING OF BEADS

L: 20cm
RMB: 40,000-50,000

1217

清  汝南山人款核雕手串

核雕被誉为是化腐朽为神奇之工艺品，清代核雕盛行

一时。此手串共有 26 颗核雕，配以隔珠和红珊瑚珠

为饰，雕工老到，包浆漂亮，赏心悦目。

Qing Dynasty

A STRING OF WALNUT CARVED BEADS BY RU 
NAN SHAN REN

L: 21cm
RMB: 40,000-50,000

1218

清  沉香手串

手串由十八颗沉香珠串成，其间有镂雕玛瑙结珠两颗，

下结珠与佛头相连，其上浅刻蕉叶纹为饰。下有镂雕卷

叶纹翡翠结牌，并连碧玉坠角两个。手串用黄色丝绳穿

结而成，佛头、结牌、坠角之间缀以珍珠米珠装饰。

Qing Dynasty

A STRING OF JIANAN BEADS

L: 28cm
RMB: 160,000-200,000

1219

清  沉香壽字紋念珠

此挂朝珠按清朝定式而制，由 108 颗沉香珠组成，上

刻团寿纹，圆润饱满，颗粒均匀，雕琢工致，包浆莹润。

Qing Dynasty

A STRING OF AGILAWOOD PRAYER

L: 47cm
RMB: 40,000-50,000



1220

清  甲午海戰之靖遠艦船名牌

拍品为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最后的旗舰”靖远舰的名牌，铭牌上有楷书“靖远兵船”四字。

靖远舰是清政府通过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高速穹甲巡洋舰。是致远

舰的姊妹舰。“靖远”舰与致远舰属同级舰，2 舰为北洋水师中航速最快的战舰，长 76.2 米，宽

11.58 米，吃水 4.57 米，排水量 2300 吨，全舰编制 204 － 260 人。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

该级舰管带为副将衔。“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北洋水师中军右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补用参将升

署），马尾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参加了黄海海战、威海卫保卫战。

甲午战败后，被清廷任命为水师统领。

“靖远”舰于 1886 年 12 月 14 日下水，1887 年 7 月 9 日建成，同年 11 月和致远舰与在德国建造的“经

远”舰、“来远”舰、“左一”舰一起在总教习琅威理（Lang William M）率领下抵达天津大沽。

1888 年靖远舰随致远舰参加了平定台湾吕家望番社起义的战斗。靖远舰先后参加了黄海海战和

威海卫之战。黄海海战中被击中 110 弹，死 2 人伤 16 人。叶祖珪任管带的“靖远”舰，紧依旗

舰“定远”奋勇作战，午后 3 时余，“靖远”遭到日本游击队“吉野”等 4 舰的围攻，中弹十余处，“水

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靖远”舰遂与“来远”舰结伴退往大鹿岛方向紧急抢修。下午 5 时，“靖

远”舰终于将漏洞堵住。此时在部下刘冠雄的建议下，叶祖珪下令升起帅旗，代替桅楼被毁无从

指挥的“定远”舰指挥，于是“诸舰随之”，北洋水师声势复振，日本舰队因天色已晚，怕威海

港内的北洋舰只赶来增援，于是向西遁去。“靖远”等舰返航回旅顺口基地。威海卫海战中，在“定远”

舰、“镇远”舰相继受损后，丁汝昌在靖远舰挂起提督旗（团龙五色旗），“靖远”舰成为北洋

水师旗舰，指挥舰队坚持战斗。 “靖远”舰拼搏于前，中弹甚多，伤亡 40 余人。1895 年 2 月 9

日，靖远舰被日军占领的鹿角嘴炮台发射的两发炮弹击中后搁浅，为免资敌，实施自沉。1897 年，

舰体被打捞起来后拆解。 这件靖远舰名牌辗转保存至今，见证了近代中国海军官兵的不朽历史。

Qing Dynasty

A SHIP PLAQUE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L: 20.5cm, W: 30.6cm
RMB: 580,000-650,000

图：靖远舰



1221

清  蔡耕旧藏  王東石、胡公壽題  提梁石銚壺

此壶紫砂胎，泥色古朴纯正，胎质温润，壶身浑厚扁圆，稳重敦实，平底，短流，

高架三叉提梁相交于壶体上方。配圆形盖盖面凸起，瓜蒂形钮。造型新颖别致，

制作精细，线条优雅高贵，技巧娴熟，美观大方。壶身题“提壶相呼，松风竹炉。

东石制，公寿题，东坡石铫”。印：“苦瓢之作。”

王东石，清朝道光至同治年间，紫砂壶艺人、陶瓷艺人。制壶善仿古，刻工精细，

制壶监刻铭，技艺之巧，匠心独具。

胡公寿（1823-1886），上海松江人，工山水、花卉，萃古今诸家之妙，书法

独具体势。为海上画派代表画家之一。

据蔡耕之子蔡从之回忆，此壶曾被宁波天一阁丘时彬先生拿到唐云处出示，唐

老讲到：“此壶不错，可以玩”，后归蔡耕，蔡耕十分珍爱。

蔡耕，原名世尘，号耕。1929 年 8 月生。1948 年毕业于上海中国新闻专修科学校。

1980 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蔡耕嗜好收藏，与谢稚柳、唐云、程十发、王

世襄、朱家溍、顾廷龙、朱屺瞻、张大壮、江寒汀等众多海上著名书画家及文

人雅士多有往来，时常交流心得，互赏藏品，有来往信件存世。蔡耕的藏品经

数十年的收藏，品种涵盖面广，不少来源多得自这些老画家、老藏家的珍藏，

十分难得。

Qing Dynasty
Wang Dongshi Hu Gongshou

A FINE TEAPOT WITH HANDLE

H: 18cm
RMB: 400,000-500,000



1222

唐雲畫、沈覺初刻紫砂壺四把

拍品共四把，两把壶底印为“徐晓海製”，两把壶底印为“陈斌制造”，四把壶壶身分别刻饰梅、兰、竹、菊，刻刀随画意，

形神兼备，气韵和力度都恰到好处，壶身轮廓饱满且富有张力。唐云（1910 ～ 1993）字侠尘，别号东原、药尘、药城、

老药、大石、大石居士、大石翁，浙江杭州人。生前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名誉院长，为海上花鸟画“四大名旦”之一。

沈觉初（1915 ～ 2008），初名岩，以字行，斋名容膝斋，浙江德清人。寓居上海从事刻印、刻竹。为吴待秋弟子。印宗胡镢，

刻竹扇骨、臂搁，体现书画用笔，保持书画原貌。刻紫砂壶，独创一格，为近世名手，名播海内外。

FOUR ZISHA TEAPOTS PAINTED BY TANGYUN AND CARVED BY SHEN JUECHU

尺寸不一

RMB: 150,000-220,000

1223

紫砂立姿佛像

尊像紫砂质。佛祖头顶肉髻，双目低垂，面

容沉寂。身着天衣，衣褶柔顺飘动，左手捧莲，

右手施与愿印，跣足而立于仰覆莲台之上。

A ZISHA STANDING BUDDHA STATUE

H: 45.2cm
RMB: 27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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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紅漆黑地四足香几

此香几方形几面，冰盘沿下有高束腰，

束腰镂雕纹饰，四鼓腿，腿足外翻，向

上卷起，牙板光素，边沿起阳线。足底

有素面方形底座。香几为黑地，并髹红

漆，装饰简洁大方，造型优雅古朴而不

乏高贵之气。做工考究，雕琢刀法简练，

使用镂雕工艺，增添了通透玲珑之感。

Ming Dynasty

A RED LACQUER FOUR-FOOT TABLE

L: 46.5cm, W: 33.5cm, H: 34.5cm
RMB: 80,000-100,000

1224

清中期  烏木萬字紋小坐屏

整个座屏器身均以乌木为材，色泽沉稳

凝练。插屏以格角榫打槽攒边镶嵌木板，

两对站牙直接抵住屏框，下承卷书足。

屏框、站牙、绦环板、壶门均饰浅刻万

字纹，刀法娴熟，折转流畅，毫不滞郁。

装饰质朴简雅，亦能体现文人雅士的清

赏之求。

Mid Qing Dynasty

AN EBONY WOOD TABLE SCREEN

L: 25.7cm, W: 12cm, H: 24.2cm
RMB: 70,000-100,000

1226

元  大漆嵌螺鈿几

整髹黑漆，冰盘沿和束腰的边抹以及足上镶嵌螺钿，工艺精细。螺钿嵌工艺始创于西周时期，及至明末清初达

至高峰，螺钿工艺采用螺蚌贝壳，将其珠光层加以磨薄磨光加工成薄片后，嵌入预先雕成的凹形图案内，再髹

上一层光漆，磨平抛光使其露出钿片，由此形成色彩艳丽的嵌螺钿器物。明代黄成在其《髹饰录》中云：“今

之工法，以唐为古格，以宋元为通法。又出国朝厂工之始，制者殊多，是为新式。于此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

识矣。”

Yuan Dynasty

A PEARL INLAID LACQUER TABLE

L: 52cm, W: 32.3cm, H: 9cm
RMB: 300,000-400,000

1227

元  黑漆嵌錫緣香几

拍品通体髹黑漆，光素无纹饰，束腰三弯腿，牙条上壶门弧线圆转自如，抑扬有致。腿子在肩部翘起，造型别致，

几面冰盘沿嵌锡边。元代家具多沿袭宋代简约工整，文雅清秀的传统，同时也出现了新形式，比如在腿部多用

曲线造型，结构更趋合理，为明清家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Yuan Dynasty

A BLACK LACQUER TABLE

L: 56cm, W: 34.5cm, H: 13cm
RMB: 80,000-120,000



1228

清乾隆  剔彩花卉紋台几

此几几面为倭角长方形，束腰，三弯腿，落于方形矮托泥之上，通体剔彩，漆色光亮，中间锦地

开光周围满饰剔彩花卉纹，冰盘沿刻回字纹，牙板也作剔彩花卉纹。拍品线条优美，装饰繁复，

剔彩以绿色作花卉枝叶，红色作花瓣主体，颜色艳丽沉稳，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典型佳器。剔彩技

法成熟于宋元时期，发展于明清两代，是我国古代工艺品中的重要门类。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FINELY CARVED POLYCHROME LACQUERWARE TABLE

L: 37cm, W: 25cm, H: 15.5cm
RMB: 150,000-250,000

1229

明  紅地刻漆填彩花鳥紋几

长几通体髹朱漆，几面满绘锦鸡牡丹图，桌沿

外匝浅刻一周卷云纹，面下高束腰，刻饰几何

弦纹。壶门式劈水牙上绘缠枝莲纹。四腿膨鼓。

此几朱漆为地，满饰图案，颇显富贵华彩。

Ming Dynasty

A RED GROUNDED LACQUER 'FLOWER 

AND BIRD' TABLE

L: 52cm, W: 33cm, H: 11.2cm
RMB: 80,000-120,000

1230

清  紫檀書箱

此箱顶部设提梁，提梁与箱身接触面设铜条加固，边角

处皆嵌有精致铜包角。门板整片前开门式，以格角榫攒

边镶嵌，上侧边框装方形面叶及扣锁，门板镶圆形面叶

拉手，内置七屉。铜件皆是以平卧法镶嵌，工艺考究，

与深沉的紫檀材质映衬美观。此种紫檀箱不易变形开裂，

适于随身携带，旧时多作药箱使用，而如此精美小器亦

可储藏珠宝印章等文房器物，具有较强实用性。

Qing Dynasty

A ZITAN BOOK CHEST

L: 34.5cm, W: 22.5cm, H: 32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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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紫檀嵌瘿木面文玩案几

此案几紫檀木制，几面攒框镶嵌瘿木，光素无纹，露出木

材自然纹理，色泽较为鲜丽，与紫檀木的深色形成对比，

美观大方。几面下带有高束腰，四直角内翻马蹄足，敦厚

有力，腿间有素牙板。整体光素，不施雕缀，简洁古朴，

施工精细，造型小巧端庄，置于案头可放置文玩摆设，极

有雅趣。

Qing Dynasty

A FINE ZITAN TABLE

L: 30.5cm, W: 20.5cm, H: 14cm
RMB: 28,000-32,000

1232

清  奇木隨形花几

拍品以奇木雕成，苍干遒劲，曲折有致，富有层次，匠

师依形度势，衔接自然，形态新奇，有古朴清雅之致。 

Qing Dynasty

A UNIQUE WOOD CARVED VESSEL STAND

L: 50cm, W: 40cm, H: 19cm
RMB: 30,000-50,000

1233

清  紫檀鏤雕夔龍紋三彎腿炕几

紫檀木质地，漆面。冰盘沿下带有束腰，牙板镂雕夔

龙纹，边缘起线，纹饰规整。矮腿，足外翻。整体造

型古朴，又不乏稳重与典雅。此几材质珍贵，制作精致，

秀雅大方。

Qing Dynasty

A FINE ZITAN TABLE

L: 56cm, W: 35.5cm, H: 13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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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剔紅携琴訪友圖香盒

此盒器精而巧。盒面以携琴访友、松竹、山石作主体。

老者悠闲信步前行，其后一童子携琴相随，背景用锦

地纹样相衬，配以松竹赏石，美不胜收。此盒打磨精绝，

刀法圆润，漆层浑厚光亮，是继元朝后明早期雕漆精

品。

Ming Dynasty

A LACQUER INCENSE BOX

D: 5.3cm, H: 3.3cm
RMB: 20,000-30,000

1251

明  紅地堆黑梅紋方香盒

方盒倭角，造型周正，盒底及内髹黑漆。盒侧作回纹

两周，盒盖红底满铺回锦为地，侧视之，有如星空，

光泽熠熠。盒面堆黑雕梅花一株，自底端横着而上，

枝干交叉，构图简洁又有变化，枝干盛开的梅花居于

上方，大小花苞散布四周，布局舒朗。整器漆色亮润，

雕工纯熟，枝干与花劲挺有力，如书法线条般提顿转

折自然，富具生气。

Ming Dynasty

A RED GROUNDED SQUARE INCENSE BOX

L: 5.2cm, W: 5cm, H: 2.4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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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剔紅松下人物紋香盒

蔗段式，子母口，上穹下平，通体髹红漆，施漆肥厚。盖身侧面装饰万字锦

纹，盖面剔红装饰雕松下人物图，层次丰满。更为特别的是，底面亦在平面

基础上去地剔刻人物、山石、竹叶图景，装饰手法独特。

Yuan Dynasty

A LACQUER 'FIGURE' INCENSE PLATE

D: 4.5cm, H: 2.3cm
RMB: 100,000-150,000

1253

明早期  剔紅栀子花紋香盒

剔红盖盒，子母口，器形规矩。盒盖雕栀子

花纹饰，枝叶舒展，花朵硕大。盒底一周雕

栀子叶纹，上下呼应。此盒漆层甚厚，剔刻

高度立体。光亮红润的花纹下隐现黄色地。

盒内及器底髹黑漆，日本德川美术馆藏有一

件梔子花纹盖盒，其带有“张成造”款，可

资参考。

参阅： 《唐物漆器 - 中国·朝鲜·琉球》

第 44 页，图 64。

Early Ming Dynasty

A LACQUER 'FLOWER' INCENSE BOX

D: 5.8cm, H: 3cm
RMB: 100,000-150,000

1254

明  剔紅花籃紋香盒

盒圆形微鼓，子母口相合，通体髹朱漆，盖面衬格纹

锦地，其上剔红雕琢绽放牡丹于花篮之中。花叶仰俯

多姿，锦地精刻细划，配以提篮藤条粗犷形貌，比照

之间别出风韵。盖身侧面均用高度立体的 S 形纹饰装

饰一周，显出漆层肥厚的质感。

Ming Dynasty

A LACQUER INCENSE BOX

D: 7.7cm, H: 2cm
RMB: 80,000-100,000

1255

元  剔犀香盒

此盒圆形，通体髹朱漆，子母口盒盖，

圆形盖穹起，中央尖，整器雕刻如

意纹，构图饱满，堆漆肥厚，漆色

莹亮温润，流转自然，形制古朴典雅。

Yuan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MARBLED 

LACQUERWARE INCENSE BOX

D: 7.8cm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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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剔紅荔枝紋香盒

香盒小巧周正，唇边子母口。通体剔红装饰，红漆色

泽鲜艳。雕饰枝干柔韧多姿，大叶翻卷肥厚，层层叠

叠，却并无堆砌繁琐之感。叶脉刻画亦毫不含糊，所

饰荔枝大小不一，虚掩于叶间，荔枝上以不同锦地将

五颗果实区别开来。此件香盒雕漆技法娴熟，刀锋

隐起圆润，细节处理得当，髹漆肥厚，类似本品之通

身荔枝纹饰者可参见《和光剔彩—故宫藏漆》，国

立故宫博物院，2008 年，页 66，图 49；《East Asian 

Lacquer-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

大都会博物馆，1991 年，页 105，图 40。

Ming Dynasty

A LACQUER 'LYCHEE' INCENSE PLATE

D: 7cm, H: 4cm
RMB: 250,000-300,000

1257

明中期  剔紅胡人戲獅紋香盒

此盖盒造型小巧，呈圆形，通体髹朱漆，盖面两侧

均工，分别剔红雕琢不同的纹样。一侧剔红雕刻胡

人戏狮图案，胡人头戴毡帽，圆目，留须。身着长袍，

腰间束起。双袖高举舞动，一腿弯曲，一腿跨出，

着长靴呈弓箭步。腰间佩戴宝剑。胡人左侧一狮子

四爪张扬，回首望向胡人，身姿蜿蜒，灵动自如，

头部长发及尾巴随风高扬。欢愉场面尽显其中。底

部刻划山川，而头部祥云飘扬，令胡人戏狮仿佛悦

动于云间。盖盒的另一侧剔红锦地之上，雕琢绽放

花卉纹，配以假山、枝叶、含苞待放的花蕾，人文

雅趣之情尽显方寸之间。王世襄先生曾于其作品《自

珍集》中出版过一件与此相同的藏品，其同为两面

均工的剔红盖盒，一面为胡人戏狮图，另一面刻花

卉纹，详见王世襄著《自珍集》，2007 年，页 96；

《中国古代漆器》，1987 年，文物出版社，页 57。

Mid Ming Dynasty

A LACQUER INCENSE BOX

D: 8.4cm, H: 4.5cm
RMB: 38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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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剔紅香盒

香盒体型周正，形制扁圆。盒内及底髹黑漆，盒身以剔红工艺制

成，通体雕刻如意云头纹。

Yuan Dynasty

A LACQUER INCENSE BOX

D: 11cm, H: 4cm
RMB: 220,000-280,000

1259

元  剔犀香盒

香盒木胎，整器呈圆形，精巧稳重。器表髹朱漆，子母口盒盖，腹浅壁直。盖

面雕饰六组如意云纹，口沿处饰弦纹，线条婉转流畅，云纹舒卷，富有韵律之

美。盒身纹饰较盒盖，更显舒朗，腹壁饰一周云纹。盒内壁髹黑色漆，漆面匀

称，更添古朴之意。此件香盒使用剔犀工艺，刀锋斜下，可以看到黄、黑、紫

三色漆层相间分布，漆色分明，层次清晰，立体感极强。

Yuan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MARBLED LACQUERWARE INCENSE BOX

D: 12.8cm, H: 6cm
RMB: 120,000-180,000



1260

明嘉靖  剔紅花鳥紋香盒

此剔红香盒作圆型，由盖身二体组成，呈子母口，盖

面及外侧刻花鸟纹图案，茂盛的叶片随意向四方伸展，

排列层迭紧密，中心两只喜鹊于枝头空中相呼，造型

秀美，神态逼真。明·黄成《髹饰录》中写道：“剔红，

即雕红漆也。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

精致。”整器刀法圆润，精巧异常，光洁滋润，包浆

浑厚，气息沉静稳妥，具有典型时代风格。

Ming Dynasty Jiajing Period

A LACQUER 'FLOWER AND BIRD' INCENSE BOX

D: 11.4cm
RMB: 80,000-120,000

1261

明  剔犀如意紋香盒

香盒圆形，整髹朱漆并覆以黑漆。通体雕刻如意云头

纹，所雕纹饰构图饱满，髹漆肥厚，漆色深褐带红，

莹亮温润。刀口断层处朱漆层次分明，线条流畅委婉。

正所谓“乌间朱线”之做法。

M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MARBLED LACQUERWARE 

INCENSE PLATE

D: 5.8cm, H: 2.5cm
RMB: 80,000-100,000

1262

明  剔紅松下高士圖長方盤

此盘呈长方形，斜壁，倭角，底承圈足。盘沿

内外通髹朱漆，内壁雕饰素地缠枝花卉，外壁

则雕勾线云纹。盘心为高士携琴访友图，以山石、

烟云、松柏为景，亭阁掩映其中，间有小鹿与

鸟雀；近景有一主一仆，高士持杖悠闲信步而

行，其后一童子携琴相随。其天地水三锦地皆

佳，所用水波锦地，波形圆柔舒展，深得藏锋

之妙，而平行回纹锦地，象征天空，是以扁形

的回字变化而成，错综柔和，又极为流利自然，

具有古雅趣味。此盘打磨精绝，堆漆浑厚圆润，

漆质坚实光亮、构图疏密有致，用刀纯熟。

Ming Dynasty

A LACQUER RECTANGULAR PLATE

L: 45.2cm, W: 14.2cm
RMB: 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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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剔紅八寶紋碗

八宝纹原是流传于藏传佛教地区的八种宝物图案，又称“八吉祥”，

由盘长结、莲花、宝伞、法螺、 法轮、华盖、宝瓶、金鱼八种宝

物构成，具有吉祥富贵的含义。八宝纹在明清时期的器物上广泛

使用，在乾隆时期其艺术成就达到了巅峰，构图方面有了新的形

式，即把八宝纹镶嵌在变形的莲瓣纹中，再将莲瓣纹相互连接使

八宝之间紧密联系，还新添加了流云环绕在飘带和吉祥物的周围，

这使得八宝纹的整体效果更具有装饰性。拍品外壁所刻莲托八宝

图案，正是乾隆时期典型八宝官造纹样。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FINELY CARVED LACQUER BOWL

D: 14cm, H: 6.9cm
RMB: 200,000-300,000

1264

清乾隆  剔紅銅胎鷹熊雙連壁瓶

拍品铜胎，其上髹漆，边饰连续回字纹，主体作剔红鹰雄纹饰，雄

鹰高大威猛，双翅横展，长足立于熊首，庄严大气，威严十足，壁

瓶下部嵌两块铜饰，雕饰两只瑞兽。乾隆时期将壁瓶的造型、纹样

和装饰水平发挥极致。此时清宫对壁瓶的称谓也称“挂瓶”、“轿

瓶”，名称的变化亦反映功能的转变，乾隆时期壁瓶多出一个重要

功能就是悬挂在皇帝的御辇中。乾隆皇帝特别钟情于轿瓶，将十四

式壁瓶挂饰在珍藏稀世法帖的养心殿三希堂的东板墙上，还把轿瓶

作为其御辇的饰品，供途中插花欣赏。让鲜花野卉，随轿起伏，赏

心悦目，巡行路上为他排遣寂寥。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LACQUERED COPPER WALL VASE

L: 9cm, H: 19cm
RMB: 45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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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張成造剔紅花卉紋盤

此盘髹漆肥厚，内外皆为黄漆素地雕朱漆花

纹，满布各式花卉卷草纹饰，枝叶舒卷自如，

刀法浑厚圆润，是元代雕漆的精品。底部髹

黑褐色漆，有“张成造”针划竖行款。元朝

承宋人遗绪，虽年祚短暂，但制漆工艺异常

发达，尤以嘉兴府西塘扬汇张成、扬茂二人

最富盛名，他们的作品曾远传至日本，深受

重视，《嘉兴府志》载：“张成、杨茂，嘉

兴府西塘杨汇人，剔红最得名”。张成为元

末明初雕漆工艺家，在打磨工艺上下足苦功，

其作品雕刻深峻，圆浑而无锋芒。内容题材

有山水、人物、花鸟、花卉等，因其剔红作

品留传不多，故显得尤为珍贵。故宫博物院

藏有一件张成造剔红栀子花圆盘，可作参考。

参阅： 《故宫经典·故宫漆器图典》，故宫

出版社，页 17，图 3.

Yuan Dynasty

A LACQUER 'FLOWER' PLATE BY ZHANG 

CHENG

D: 14.8cm
RMB: 450,000-600,000

元

剔紅槴子花圓盤 張成造

北京故宮藏

元

剔紅綬帶秋葵紋漆盤 張成造

大都會博物館藏

元

菊椿槴子桃文堆朱盤 張成造

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元

牡丹文堆朱盤  張成造

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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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剔彩捧盒

此盒通体剔彩雕刻纹饰，圆盖顶面有圆形开光，雕刻八仙祝寿图，

人物三五聚集，形态各异，衣带飘逸。烟云缭绕，寿星驾鹤而来，

庭中松树苍劲，山石楼阁相映，更似仙境。根据不同漆层颜色，漏

出黄、绿锦地。盒面圆形开光外另有回形纹、蝙蝠、等环饰一周。

侧面开光雕刻博古图，并以绿、黄双色锦纹为地，并有寿字纹、桃

子、花卉等团饰图案。口沿饰一周回形纹。捧盒内壁髹黑漆，饰描

金花卉。此盒造型浑厚，漆色沉穆，层次分明，雕琢繁缛细腻，工

巧华丽，构图严谨抑敛，足见清中期雕漆特点。

Mid Q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POLYCHROME LACQUERWARE FOOD BOX

D: 28.8cm, H: 21.4cm
RMB: 250,000-300,000

1267

西山款剔紅四方卷草紋漆盤

香盘呈倭角方形，似荷叶之状。内底髹黑漆，盘外沿饰剔红卷草纹，

外底黑漆之上写“西山”二字。

A LACQUER SQUARE PLATE

L: 16cm, W: 16cm, H: 2.5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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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剔紅人物紋盤

盘正方委角，随形圈足。盘心剔红装饰庭阁人物图，亭阁中一

名老者端坐，一童子捧琴。周围树石环绕，松柳茂盛，天上浮

云徜徉，画面以山水和地锦作衬托，墙外一老者执杖前行，后

随侍者，一人持盒，一人携琴，画面内容丰富，布局开合有度，

层次清晰。堆漆肥润，雕刻圆熟劲健，磨工精细，藏锋不露以

及纹饰图样等特点上看，与清宫旧藏“明永乐 剔红五老图方盘”

基本类似，可资参照。

Ming Dynasty

A LACQUER 'FIGURE' PLATE

L: 18.2cm, W: 18cm, H: 27cm
RMB: 200,000-250,000

1269

元  剔紅人物八角捧盒

此盒为八角形，圈足，采用雕漆工艺，于朱红大漆之上，色泽

鲜艳明亮，雕琢出层层图案，盖顶以开光高士人物为主题，高

士人物深衣袒胸侧坐于树下，面向荷塘，神态悠然自得，以菱

形折线纹组成的水面荷叶亭亭。捧盒盖顶、盖壁和盒壁四周均

装饰缠枝花卉，有牡丹、莲花、栀子、茶花、菊花等仰俯花卉纹，

姿态娇美，花叶起伏婉转，叶脉刻划纤细自然。盒内部髹饰黑漆，

整体髹漆厚重，质地细腻，造型雍容华贵，典雅不凡。

Yuan Dynasty

A LACQUER 'FIGURE' OCTAGONAL FOOD BOX

D: 18.6cm, H: 11cm
RMB: 65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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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剔犀盤

此剔犀云纹盘体呈圆形，通体髹朱漆，作剔犀工艺处理，从

盘心至边缘作中心对称如意卷云纹饰，云头朵朵相连，圆转

流畅。其朱间乌线，堆漆醇厚，包浆亮丽，美观大方，花纹

侧面隐约现出朱红纹理，使整器呈现典雅高贵同时流露富贵

庄重之态。

Yuan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MARBLED LACQUERWARE PLATE

D: 31.8cm
RMB: 280,000-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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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  剔紅龍鳳紋香盤

款识：大明嘉靖壬午年製

盘漫浅式，圈足，盘心雕一龙一凤围绕火珠上下翻飞，周围有缠枝

花卉纹。盘四壁开光，开光内同样雕饰缠枝牡丹纹，四组开光之间

并饰有杂宝纹，外壁则浮雕缠枝牡丹纹。整器曾被重新刷上一遍紅

漆，但仍不能掩飾其原始紋飾的精細華貴。盤底刀刻楷书“大明嘉

靖壬午年製”楷书款。明嘉靖壬午年为公元 1522 年。故宫藏有万

曆年间龙凤盘，纹饰与此见几乎一致，款识亦有纪年可以参阅。

参阅： 《故宫博物馆藏文物珍品大系》，商务印书馆，页 211 图

168。

Ming Dynasty Jiajing Period

A 'DRAGON AND PHEONIX' INCENSE PLATE

D: 20cm, H: 2.6cm
RMB: 400,000-450,000

故宫藏明万曆龙凤纹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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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剔紅海棠形香盤

盘呈海棠形，盘内外壁以剔红浅刻锦地纹，盘内中心与内壁以海浪纹相隔，

内壁四面以及盘心中部均以连续开光花纹饰以增强装饰效果，全器构图

加减错落，雕工细致精巧，起伏有致。此香盘纹饰、技法与台北故宫博

物院所藏乾隆官窑「仿雕漆红釉银里茶碗」相类，可参见《也可以清心 -

茶器·茶事·茶书》，2006 年，页 161，图 139。而上海文物商店所藏「乾

隆 仿红雕漆锦地纹海棠形盘」，即为仿本品所制的官窑瓷器品种，参见《清

代瓷器赏鉴》，上海 1997 年修订版，页 172，图 226。

Ming Dynasty

A LACQUER FLOWER-SHAPED INCENSE PLATE

L: 18.5cm, W: 13.9cm, H: 2.2cm
RMB: 100,000-150,000

1273

明  大漆彩繪人物故事图棕竹盘

盘长方形，盘内朱漆地彩绘人物故事图，直壁内装

饰万字纹，直壁外装饰花朵间万字纹，拍品造型古

朴大方，色彩鲜艳，颇为难得。

Ming Dynasty

A FINE 'BAMBOO' PLATE

L: 31.2cm, W: 31.2cm, H: 3cm
RMB: 80,000-120,000

1274

元  剔紅龍雲紋筆

剔红毛笔，外壁厚髹朱漆，复加剔刻，周身施以浮雕

龙云纹，云纹减地雕刻，修出轮廓，龙纹缠绕笔管，

龙鳞、龙须刻画栩栩如生，刀法深邃。笔帽尖锥形，

宝珠顶，剔红装饰云纹。其器型多变，剔刻精彩，意

趣不凡。

Yuan Dynasty

A LACQUER 'DRAGON AND CLOUD' BRUSH

L: 18.5cm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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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菠蘿漆香筒

菠萝漆原产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明代进口到中国，

清代中国自己能生产，用于扇骨和其它文玩。此件香

筒，筒身细长，两端嵌骨为盖。筒身装饰菠萝漆，呈

红、绿、黄、褐诸色，作抽象图案，细密而富流动感，

抚摸有凹凸肌理感，可见质地上佳。

Ming Dynasty

A FINE LACQUER INCENSE SCROLL

L: 37.8cm
RMB: 60,000-80,000

1276

明早期  剔犀如意雲紋碗

此剔犀碗，敞口、弧壁、深腹，圈足。内镶银胆，整器堆漆醇厚，

器表黑面红筋，是《髹饰录》中所谓“乌间朱线”的作法。在

胎骨上层层髹朱红漆与黑漆，达几十层之厚度后，如犀牛角横

断面层层环绕的肌理效果。主题纹饰雕刻如意云纹，云头朵朵

相连，圆转雅丽；雕刻线条简练、布局有致。雕刻技法藏锋圆润，

属于元至明初风格。

Early M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MARBLED LACQUERWARE BOWL

D: 10.4cm, H: 5.6cm
RMB: 40,000-60,000

1277

元  剔犀如意紋臥足杯

卧足杯小巧可爱，内壁髹朱红漆。杯身剔雕云勾，下

刀利落圆润，尽泯锋芒。刀口可见朱红黑漆交错重叠，

正是《髹饰录》中所载的“雕黸等复”。此件雕工髹

饰具佳，不可多得。此杯卧足，不同于较为多见的圈

足器，形制较为特殊。

Yuan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MARBLED LACQUERWARE 

STEM CUP

D: 8.2cm, H: 5.5cm
RMB: 8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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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  剔彩高士圖筆筒

笔筒漆饰，外壁运用剔彩工艺，以锦纹为地，雕刻高士图，图中一

老者坐而抚琴，一人持物，另一组人物是一老者持杖而立，旁边随

一孩童，笑意盈盈。人物神态清晰，衣带飘逸，怡然自得。古树枝

干苍劲，树叶掩映，有山石堆叠于树下。筒身雕饰的地紋顏色不一，

上半段為黃色，下半段為紅色，和主題图案的黑色形成对比，色彩

丰富而层次清晰，别具心裁。

Late M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POLYCHROME LACQUERWARE BRUSH POT

D: 11cm, H: 12.6cm
RMB: 120,000-180,000

1279

元  大漆嵌湘妃竹香盘

此件香盘做工细致，线条流畅考究。木胎，胎体轻薄，通身髹黑漆，

口沿及嵌湘妃竹贴面，此香盘朴素清雅，结构简洁工整，湘妃竹与

黑漆互为衬托，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的审美至高境界。多彩而不失

稳重，美观与实用兼备。

Yuan Dynasty

A BAMBOO INLAID LACQUER INCENSE PLATE

L: 26.8cm, W: 18.9cm
RMB: 25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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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大漆天目台

此具天目盏托髹朱红黑漆两色，色泽简洁，对比醒目。

带原木盒装。

Yuan Dynasty

A LACQUER CUP STAND

D: 15.4cm, H: 8cm
RMB: 80,000-100,000

1281

元  黑漆嵌螺鈿盞托

拍品以圆形盏、圆形盘、及外撇高圈足三部分组成，通

体黑漆，嵌以螺钿卷草纹饰，枝蔓缠卷，镶嵌工艺精细，

螺钿色泽斑斓绚丽，是为茶道佳器。嵌螺钿工艺一般多

见于大型漆器上，如盒、盘或家具，盏托器面窄小且弧

度高，镶嵌工序更见费时，且难以保存，故传世少见。

本盏托以精细的螺钿片在有限的空间内合成各式花纹，

足见匠心独运。日本根津美术馆藏一件宋代螺钿描金盏

托，可作参考。

参阅：《海外遗珍》，国立故宫博物院，1998 年，页 40

Yuan Dynasty

A BLACK LACQUER PEARL INLAID CUP STAND

D: 16.2cm, H: 6.2cm
RMB: 120,000-180,000

1282

明  紅底金漆葵口盞托

唐宋饮茶风盛，宋代尤以点茶、斗茶为尚，且茶色尚白，

以黑釉茶具斗茶最适，其中建窑产品最负盛名，与之

相配的盏托多为光素漆盏，至元明时期，盏托出现了

螺钿、剔红等工艺，而此时流入日本的盏托常在光素

漆面上罩金漆，制成天目形式，大都会博物馆藏一件

日本室町时代（15-16 世纪）罩金漆盏托，与拍品极

为相似，可作参考。

参 阅：East Asian Lacquer 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1991,P181.

Ming Dynasty

A RED GROUNDED LACQUER CUP STAND

D: 15.5cm, H: 9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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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大漆梅花香盤

款识：是假心勿认真

宋代漆工艺以质朴造型取胜，多边花瓣形口沿是当时流行样式。此盘漆色莹润，通体光素

无纹饰，口沿包铜，花瓣造型更显优雅。盘底圈足内朱漆方框内朱漆篆书款“是假心勿认真”。

日本著名古董商 , 不言堂主人坂本五郎藏有一件同樣款識的宋代褐漆梅瓣式盘，可作参考。

参阅：《不言堂——亚洲漆器》，苏富比，2013 年，第 44號 。

Yuan Dynasty

A FINEN LACQUER PLUM INCENSE PLATE

D: 17.1cm, H: 2.8cm
RMB: 250,000-350,000

1284

元  黑漆菱花式蓋盒

此盖盒体呈菱花形，子母口，外壁如花瓣凹凸起伏，造型精致秀美。盖面雕双线

菱花瓣，正中圆圈下凹，外壁髹黑漆，起线饰仰覆莲瓣纹。通身髹黑漆光洁细润，

清雅高贵，给人以清水芙蓉，天然雕饰之感。一色漆器是漆器中最古老最普通的

品种，及至元代，一色漆器仍很流行。本品元代的黑漆菱花式盖盒，为元代的典

型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均藏有相同作品做可参照。

参阅： 1、《East Asian Lacquer-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大都会

博物馆，1991 年，页 44-45，编号 3

   2、《海外遗珍·漆器》，国立故宫博物院，1998 年，页 55，编号 53.

Yuan Dynasty

A BLACK LACQUER INCENSE BOX

D: 17.2cm, H: 13.6cm
RMB: 200,000-300,000

参阅

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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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大漆嵌螺鈿鬼谷子下山紋盤

此盘呈倭角方形，通体髹饰黑漆，盘沿菱花开光内均嵌螺钿石榴花鸟纹，

盘底贴饰鬼谷下山图。画面人物丰富，构图有致。螺钿泛金，在黑漆映衬

之下，更显华彩异常。

Yuan Dynasty

A PEARL INLAID LACQUER PLATE

L: 30.1cm, W: 29.9cm
RMB: 30,000-50,000

1286

元  褐漆嵌螺鈿折沿洗

此洗通体髹褐漆，漆色光润，薄胎体轻，腹壁斜直，口沿平折，满饰嵌螺钿缠枝莲花纹，

为洗身的古朴沉穆增添几分秀雅之气。

Yuan Dynasty

A BROWN GROUNDED PEARL INLAID BRUSH WASHER

D: 26.7cm, H: 4cm
RMB: 70,000-100,000

1287

明  褐地螺鈿菱口開光人物洗

洗呈花形，木胎，内外髹褐漆为地，匀净明亮。通体螺钿装饰，口沿处饰一周篦纹，外壁

螺钿满嵌碎花，每面菱花开光内嵌绘人物故事图景，所饰图案各不相同，构图简练又极具

生趣。螺钿所泛出的天然色泽在漆色的映衬下，愈显华彩雍容。此器制作精细巧妙，久经

承传，更加沉稳绚丽。

Ming Dynasty

A BROWN GROUNDED PEARL INLAID 'FIGURE' BRUSH WASHER

D: 31cm, H: 4.6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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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旋紋銅香瓶

此瓶铜质，造型别具匠心，瓶口巧用六瓣葵花为形，

瓶身化为旋转之势，过渡自然，线条流畅。整器大

小恰合於手，静朴之中亦藏雅趣。

Ming Dynasty

A FINE COPPER INCENSE BURNER

H: 15cm, Wt: 315g
RMB: 50,000-80,000

1301

明  胡文明款鎏金花卉紋香瓶

款识：“胡文明作”

此香瓶以精铜制成，造型饱满，端庄稳重。口沿

下饰回形纹，长颈饰卷草纹，腹部刻缠枝莲花纹，

枝叶翻折宛转，繁复丰茂，纹饰鎏金，工艺精湛。

器身底部镌“胡文明作”四字篆书款。

胡文明，明万曆年间的铸铜工艺名匠，今上海人，

据明人《云间杂志》记载，胡文明擅长铸铜香炉

与文房器具，善仿作古铜器，制彝、鼎、尊、卣

之属极精，时称“胡炉”，后人备珍之。

备注：叶义旧藏 

出版： 1.Gerard Tsang and Hugh Moss，〈Chinese 

Metalwork of the Hu Wenming Group〉，

《Handbook, International Asian Antiques 

Fair》，香港，1984 年，页 52，图 24；

 2.《文玩萃珍 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

东方陶瓷学会，1986 年，页 240，图 230.

Ming Dynasty

A GILT 'FLOWER' VASE WITH INSCRIPTION OF 

HU WENMING

H: 11.5cm, Wt: 329.1g
RMB: 200,000-300,000

吉
金
乐
事

 

古
代
铜
器 

琅
专
场

图：《文玩萃珍》，页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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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蓮瓣紋銅香瓶

香瓶以铜制成，色泽古朴。瓶身有四棱，方形口，

口平而规整，双兽耳对称于瓶颈两边，颈部雕刻

纹饰，线条弧形下延，垂腹饱满，腹部与底足饰

仰覆莲瓣纹。香瓶整体修长，方圆合度，双耳刚

中带柔，造型古朴典雅，纹饰别致，显出雍正一

朝作器的文人气韵和静雅之气。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A COPPER INCENCE VASE

H: 16cm, Wt: 546.7g
RMB: 120,000-180,000

1303

清康熙  銅點金花口觚

此花觚在传统形制之上有清一代的审美创新。喇

叭葵口、束颈鼓腹、腹身作八菱形，圈足亦方正

微撇，器型周正有度。商周觚为酒器，而此件底

足做法不同于商周之器，是以为装饰或插花所用。

觚以精铜铸造，铜质纯练，深褐色皮壳柔腻莹润，

饰以洒金，仿佛仙鹤飞舞，更见纷繁灿烂。与此

洒金工艺相类的觚式瓶可见朱力主编《明清古玩

真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页 122。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A COPPER 'GU' VASE

H: 12.5cm, Wt: 536g
RMB: 120,000-150,000

1304

明  胡文明製博古紋香盒

款識：“胡文明製”篆书款

盒身铜本色，錾刻珍珠地，上浮雕螭龙及博古纹样，

复施以鎏金工艺，绚丽华贵。底刻篆文款识：“胡

文明製”。

胡文明，明万曆年间（1573-1620）铸铜工艺名匠，

云间（江苏松江府，今上海）人，根据明人《云

间杂志》记载，胡文明擅长铸铜炉与文房器具，

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属极精，价亦甚高，

誓不传他姓；时礼帖称“胡炉”，后亦珍之。

Ming Dynasty

A FINE INCENSE BURNER WITH INSCRIPTION 

OF HU WENMING

D: 7.2cm, H: 3.2cm
RMB: 130,000-180,000

1305

明正德  阿文銅香盒

款识：“大明正德年製”楷书款

香盒铜质，小巧应手，打磨光润，葆光内敛。口

沿处起唇线。盖上铲地浮雕鎏金阿拉伯文。

Ming Dynasty Zhengde Period

A BRONZE INCENSE BOX WITH ARABIC 

CHARACTER

D: 10cm, H: 5cm
RMB: 140,000-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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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銅人物香盤

香盘铜质，折沿浅腹，器型与宋代定窑流行的瓷器器型一致（参阅《故

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页 76）。底饰一周回形纹，

内饰人物图。长者头戴高帽，长袍飘飘，手抚长髯，双目凝视从者，

眉宇间正气凛然。此盘题材少见，雕工细腻精湛，不可多得。

Ming Dynasty

A COPPER 'FIGURE' INCENSE PLATE

D: 16.2cm, H: 2cm
RMB: 4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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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卿雲製造款天雞耳爐

款识：“卿云製造”篆书款

小炉圆浑质朴，大小适手。炉身簋式，形如糖梨，线条优美流畅，一气呵成。

肩塑天鸡耳，俯首向下，直视两侧，目光刻划传神，卷羽绕颈，延伸几

至口沿，十分少见。炉身呈亚光光泽，古朴稚拙，乃清早期铜炉小品佳器。

天鸡是古代传说中之神鸟，《宣炉小志》载：“天鸡即火鸡也，能吞火，

会意象形故以铸炉。”以天鸡装饰铜炉有向神威表示敬意及祈求平安之

意，是明清铜炉中常见的装饰手法。

Early Qing Dynasty

AN INCENSE BURNER WITH INSCRIPTION OF 'MADE BY QING YUN'

D: 11.6cm, H: 6.1cm, Wt: 720g
RMB: 350,000-450,000

1308

明  宣德款蚰龍耳爐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书款

此炉以精铜为材，皮色淳厚，宝光熠熠。炉形簋式，两侧置蚰龙耳，

器身较扁，炉身器壁由上至下厚薄均匀，饱满圆润而不乏挺直之势，

铸造工艺可见一斑。外底中央精铸“大明宣德年製”楷款，字体俊秀。

此炉经反复冶炼，质地细腻，古意盎然，赏玩皆宜。

Ming Dynasty

A FINE COPPER INCENSE BURNER WITH XUANDE INSCRIPTION

D: 13.9cm, H: 6.1cm, Wt: 1618.4g
RMB: 27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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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銅獸胡人香薰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篆书款

此器体型硕大，铜质精粹，沉甸至极。熏炉整体铸成胡人戏狮状，雄狮四肢健

硕矫健，交错前行，侧回首，双目圆睁，开口露利齿，鬃髯盘旋如螺髻。尾部

及腿际鬃毛随风飘展，丝丝毕现。一胡人踞坐于雄狮后背，双袖蹁飞，似在舞

蹈。熏炉分体铸造，以胡人为盖，雄狮为炉身，腹部中空，可承香料。燃香时，

烟气可从狮口、胡人左臂飘出，设计巧妙，且原件未失，极为难得。下配云蝠

纹红木座，雕工精细。

以胡人形象入工艺品装饰始于唐而盛于唐，其后减少，及至明代中晚期，随着

中西贸易往来的复苏，工艺品中又开始出现胡人形象。胡人戏狮题材当归入八

蛮进宝范畴，为当时社会繁荣昌盛、万邦来朝的现实反映，寓意国力强盛、天

下太平，题材多用于皇室宫殿陈设。如拍品体量硕大者，目前可见有香港苏富

比 03 年所拍一件胡人骑兽大香炉（见图），然彼件并无底座。

参阅：伦敦苏富比，2003 年 6 月 12 日，lot83

Ming Dynasty

A DOUBLE-EAR SQUARE INCENSE BURNER WITH XUANDE INSCRIPTION

L: 51cm, H: 44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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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戟耳爐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

铜炉圆形，形制规整，线条顺畅，平口厚实，鼓腹下垂，腹左

右各饰戟耳，器外底有减地阳文楷书“大明宣德年製”款。

Ming Dynasty

A BRONZE INCENSE BURNER WITH XUANDE INSCRIPTION

D: 14cm, H: 10.5cm, Wt: 2523.5g
RMB: 230,000-260,000

1311

明  鬲式爐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

炉取材精铜，沉稳雅致。平口凹颈高起线，腹圆饱满，下

承三柱足，敦实有力。外底铸“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书款。

炉盖以乌木为材，镂雕缠枝纹，盖顶为谷纹碧玉配玛瑙钮。

下配乌木荷叶底座。

Ming Dynasty

A LI-STYLE INCENSE BURNER WITH XUANDE 

INSCRIPTION

D: 21cm, H: 19.5cm （连座）, Wt: 4180g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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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浮雕雲龍紋簋式爐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

炉作簋式，外壁采高浮雕方式铸以一对螭龙穿梭于卷云之中，两

边饰兽耳，器外底铸阳文“大明宣德年製”楷书款。此类高浮

雕技法及云龙纹未曾见于宣德以前的铜炉，近似例极少。比较

1986 年香港东方陶瓷学会《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展出

的一例，见该展图录图版 139 号。此炉的纹饰风格与明初剔红漆

器上的极为类似，比较北京故宫藏一剔红螭龙纹盘，尤其是其龙

纹和云纹的表现，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

图版 58 号，商务印书馆（香港），2006 年。

参阅： 《文玩萃珍 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东方陶瓷学会，

1986 年，页 164，图 139。

Ming Dynasty

AN IMPERIAL 'CLOUD AND DRAGON' GUI-STYLE INCENSE 

BURNER WITH INSCRIPTION OF XUANDE

D: 13.5cm, H: 8.5cm, Wt: 1348.8g
RMB: 620,000-900,000

《文玩萃珍 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页 164，图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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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宣德款大鬲爐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书款

炉形矮扁，体型硕大。整体圆润，口薄颈深，平口起线，颈部深峻，三足沉稳，

此炉可谓鬲炉中形美者。其炉线条沉静简练，毫无拖沓之感，三足如顶梁

之柱，托承全器。皮色盈盈古意，腊茶色，数百年之养护，略分数色，上

手轻盘则流光溢彩。缓抚则绵柔细腻，舒心悦目，实乃宣炉本韵也。底款“大

明宣德年製”六字刀刻款，线条古厚苍茫，使刀缓缓刻出，笔意甚浓。

此类炉器一般有两种称谓：一为鬲炉，语出《宣德彝器图谱》卷九，亦称

平口鬲炉；二为素圆鼎或素腹鼎，意即为三代青铜器中素圆鼎之变形。《大

明宣德炉总论》称其“易达庄严肃穆之气氛，后世因深喜，仿作亦多”。

在众多传世的宣炉中，此种形制的炉器是斋堂款最多、雅语款最多的炉式

之一，历代均有佳作。其器型大小皆有。一类唇沿较薄，多一分娟秀之气；

另一种介乎厚薄之间，即此炉一类，这种口唇厚薄适中的鬲炉，中小器较

多，大器罕见。《自珍集》中辑录有一座“玉堂清玩”款大鬲炉，王世襄称：

“李卿丈所赐十炉，皆其铭心之物，而对此鬲更视为重器。造型之硕大浑厚，

色质之静穆精纯，诚属仅见。”

Early Qing Dynasty

A LI-STYLE INCENSE BURNER WITH XUANDE INSCRIPTION

D: 32.5cm, H: 11cm, Wt: 7665g
RMB: 1,200,000-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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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晨興半炷名香款沖天耳爐

款识：“晨兴半炷名香”篆书款

此炉以精铜铸造而成，持之压手，包浆朗润，皮现深栗，宝色内蕴。

铜炉上出双冲耳，下承三足，造型经典简洁。炉底铸有阳文“晨兴

半炷名香”六字方款，此款出自后人假借苏东坡之名总结出的“东

坡赏心十六乐事”，其内容为：“清溪浅水行舟；微雨竹窗夜话；

暑至临溪濯足；雨后登楼看山；柳阴堤畔闲行；花坞樽前微笑；隔

江山寺闻钟；月下东邻吹萧；晨兴半炷茗香；午倦一方藤枕；开瓮

勿逢陶谢；接客不着衣冠；乞得名花盛开；飞来家禽自语；客至汲

泉烹茶；抚琴听者知音。”充满文人雅趣。

Early Qing Dynasty

A FINE COPPER INCENSE BURNER

D: 10.5cm, H: 8cm, Wt: 1007.5g
RMB: 230,000-280,000

1316

清早期  蚰龍耳帶座銅爐

款识：“宣德年製”篆书款

压经炉，又名“押经炉”，初为佛教焚香诵经之用炉，因其器

型雅致，柔美而不失端庄法度，故明清两代皆有传承，成为宣

德炉中经久不衰的经典器型。据《沈氏宣炉小志》记载“压经，

名不可考，式扁浅，两耳有圈，三足列棋子状，俗指为焚香，

可置佛经上，故称压经。”此炉造型素雅，敞口厚唇，颈部微束，

腹部扁圆其下乳钉三足丰满圆润，颇有明代造型之风。细观之

下皮色光润明亮，包浆温润，炉壁敦厚沉重压手，铜炉表面有

宝光流淌，为清早期押经炉精品之作。

Early Qing Dynasty

A FINE INCENSE BURNER WITH STAND

D: 13.5cm, H: 11cm, Wt: 3080g
RMB: 500,000-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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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帶座壓經爐

款识：“宣德年製”篆书款

此器由炉身和炉座两部分组成，炉身平口外撇，束颈，颈部两侧对

称出环形耳，耳上端有一角上翘，溜肩，鼓腹下减收，下承三足。

炉座呈盘状，口沿下出两条弦纹。此器铜质精良，手感沉重，铜色

温润古朴，环耳出角，为押经炉特征，底款“宣德年製”四字悬针

篆书款，雕工利落，颇具神韵。

Early Qing Dynasty

A INCENSE BURNER WITH STAND

D: 21cm, H: 12cm, Wt: 2073g
RMB: 300,000-350,000

1318

清早期  判官耳三足爐

款识：“宣德”篆书款

宣德篆书款此炉平口厚唇，高束颈，板耳朝天，下承三弯足。整器

矫健刚劲，皮壳温润，呈蜡茶古色，刚柔并济，严谨而不失法度，

腹部浑圆丰腴，向下收为圆底，三足形制特殊，呈 S 形，然与炉身

搭配和谐，显得器型十分高挑。底正中为二字篆书“宣德”款。朝

板型双耳挺拔塑立于炉身两侧，更显精神。朝板耳式样亦称判官耳，

形制见于《宣德彝器图谱》，双耳上扬，器形独特，同时又寓有“加

官进爵”的吉兆，颇有意味。

Early Qing Dynasty 

A FINE COPPER INCENSE BURNER

D: 10.4cm, H: 13.8cm, Wt: 1520g
RMB: 7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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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  述古堂款沖天耳爐

款识：“述古堂”篆书款

口沿高耸略外侈，上立俩沖天耳，鼓腹自然下收，以三乳足支撑，

三足圆低矮渐收，足尖平整。整器以精铜制成，黄亮细实，通体无

砂眼，端之压手，叩之音佳。多年火养而成蜡茶皮色，深入铜骨，

自然细腻。沖天耳炉作为一种极古雅的炉式，历经宋、元、明、清

几朝，其细节变化极为丰富。在明中期到清中期这段时间里，时代

越晚，炉身越高，耳尖越圆硕，乳足越高长粗壮，此炉皮色未染，

双耳肥厚，具有明晚期及以后的明显特征。

述古堂在孤山西泠印社内，因清乾隆皇帝题额而名。《民国杭州市

新志稿》卷二十五：“在孤山六一泉左，即广福寺旁。巡抚三宝浚

治西湖告成，勒碑纪事，即其地为树碑之所。地为柏堂、竹阁故址，

因移建还其旧迹。清乾隆题有‘述古堂’。”

Late Ming - Early Qing Dynasty

AN INCENSE BURNER WITH INSCRIPTION OF 'SHU GU TANG'

D: 14cm, H: 8.2cm, Wt: 1377.5g
RMB: 270,000-350,000

1320

清早期  雙龍耳銅爐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书款

此炉取精铜为材，光泽内敛自然，通体光素，制作精良。

器形略高，唇沿平翻，腹壁两侧嵌龙首为双耳，龙首似马头，

鼻孔扩张，肌肉饱满，须髮盘卷对称，丝丝毕现。外底刻“大

明宣德年製”阳文楷书款，字体清晰周正。

Early Qing Dynasty

A 'DOUBLE DRAGON' EARED COPPER INCENSE 

BURNER

D: 14.5cm, H: 8.9cm, Wt: 1505g
RMB: 100,000-150,000



1322

明  宣德款鬲式爐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书款

本品以精铜为料铸製而成，色泽沉稳凝练，包浆润泽自然。束颈垂

腹，下承三足，颇似铜鬲，实为铜炉。器形庄重，周身光素不施纹

饰，外底刻“大明宣德年製”阳文楷书六字款，款识刚劲有力。

Ming Dynasty

A LI-STYLE INCENSE BURNER WITH XUANDE INSCRIPTION

D: 15cm, H: 5.5cm, Wt: 1364.7g
RMB: 150,000-180,000

1321

清康熙  橋耳爐連座

款识：“宣德年製”篆书款

铜炉圆形，似鼎。口唇圆润，上立双桥耳，下承三乳足，配三足铜座，

色泽与炉相近，形似荷叶翻卷。器外底有减地阳文四字篆书“宣

德年製”，款识极精致。此炉造型敦厚，铜质细腻，秀雅古朴，

经长年累积，色泽栗红，包浆细润坚固，充分显示出清康熙时期

制炉工艺之精湛。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AN INCENSE BURNER WITH STAND

D: 16.2cm, H: 15.5cm, Wt: 3508.6g
RMB: 230,000-280,000



1323

清早期  高動白雲款蚰耳爐連座

款识：“高動白云”篆书款

此炉铜质精炼，器壁厚度匀称，沉坠压手。炉身色泽古雅

柔和，包浆丽亮，秀雅之气油然而生，赏玩皆宜。炉身较扁，

两侧置双蛐耳，上起于颈，下收于鼓腹，饱满灵动，精神倍至。

下配铜座，中镂雕铜钱纹。外底铸“高动白云”四字篆书款，

为清代文人定製私炉。

Early Qing Dynasty

AN INCENSE BURNER WITH INSCRIPTION OF 'GAO 

DONG BAI YUN'

D: 12.7cm, H: 9.2cm, Wt: 2780g
RMB: 200,000-250,000

1324

清  戟耳柚皮爐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书款

铜炉圆形，鼓腹下垂，圈足外撇，外添戟耳，造型端正

大气，经典隽永。此炉精铜为材，经反复冶炼，质地细腻。

久经岁月之积淀，葆光愈发盎然。

此炉皮壳呈“柚皮”状，表面有柚子外皮一般凹凸不平

的质感，斑驳古意，为皮色中上佳之品。

Qing Dynasty

A FINE INCENSE BURNER

D: 15cm, H: 9.8cm, Wt: 2110.6g
RMB: 250,000-300,000



1325

清早期  賞心款獸耳連珠鉢式爐

款识：“赏心”篆书款

钵盂本为僧侣之盛器，亦可于诵经时敲击。此钵式炉小巧

浑圆。炉口内敛，起唇线边，炉腹向下渐收，形成上阔下

窄之势。通身光素，呈深栗红色。炉身两侧附双兽耳，衔

连珠纹环，贴于钵身。小圆底，内刻“赏心”私款。

Early Qing Dynasty

A FINE INCENSE BURNER WITH 'SHANG XIN ' 

INSCRIPTION

D: 8.7cm, H: 7cm, Wt: 650g
RMB: 110,000-160,000

1326

清雍正  鎏金沖天耳爐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楷书款

此炉取材精铜，表面鎏金，金漆点点斑驳，毫无陈旧、晦

暗之气。上立两只沖天耳，下有三只钝锥足。器物外底正

中刻阳文楷书款“大清雍正年製”六字。此炉工艺精妙，

观其大型，简雅厚重。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A GILT BRONZE INCENSE BURNER

D: 10.3cm, H: 6.4cm, Wt: 600g
RMB: 360,000-450,000



1327

明  銅童子紙鎮

铜童子呈卧姿，右手立地，左手屈于胸前，表情

憨态可掬，笑意盈盈，显得颇为悠闲喜庆。其衣

纹自然流畅，真实有质感。装饰繁简得宜，设计

充满生活意趣，令人爱不释手。

Ming Dynasty

A COPPER 'CHILD' PAPER WEIGHT

L: 7.4cm, H: 6cm
RMB: 50,000-80,000

1328

明  銅嬰戲鎮紙

本品为铜铸婴戏镇纸，通体包浆浑厚，童子神态

专注而喜悦，形态可掬，衣纹流畅，线条圆润，

做工考究，极具童趣和活力。为文房珍玩中的精

细之作，具有极高收藏价值。

Ming Dynasty

A COPPER 'CHILD' PAPER WEIGHT

L: 8.3cm, W: 3.7cm, H: 4.9cm
RMB: 120,000-180,000

1329

元  天禄、辟邪瑞獸镇紙一對

拍品精铜製成，作天禄与辟邪神兽形象，神兽昂首挺胸，

足具气势，神态庄严肃穆。造型流畅生动，颇具汉魏石刻

之遗风。此镇纸包浆皮壳浓厚润泽，老化自然，铸造工艺

及所用铜质，应为宋元之物。天禄、辟邪现存最早为汉代

实物，为高等级墓葬神道石兽，象征吉祥和驱除鬼怪，《汉书》

孟康注：“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

在唐以后，天禄、辟邪题材在陵墓中消退，但仍流行为镇

纸题材，形象充满神秘色彩，具有独特内涵与魅力。

Yuan Dynasty

A PAIR OF COPPER 'BEAST' PAPER WEIGHTS

尺寸不一

RMB: 300,000-400,000



1330

元  “至德壇用具”款銅製羽觴杯

款识：“至德壇用具”楷书款

羽殇又称羽杯、耳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

具，器具外形椭圆、浅腹、其形状似盾，两侧有耳，

像鸟的双翼故名“羽殇”。古人重礼仪，是以双

手执耳杯饮酒。此杯精铜铸製，底落“至德壇用具”

款，应属宫庙壇用品。至德坛今考不详，但传世

有至德坛款铜炉，传为南宋铸铜名匠姜娘子所製。

清嘉庆年间吴骞所著《尖阳丛笔》载：“曲阜孔

尚任家藏方垆一具铭云‘绍兴二年（1132 年）大

宁厂臣苏汉臣监督，姜氏铸，至德坛用。’”可

证其为宋代庙坛。

Yuan Dynasty

A COPPER CUP WITH INSCRIPTION

L: 9.1cm, W: 7.4cm, H: 2cm, Wt: 99.9g
RMB: 30,000-50,000

1331

清  銅菊瓣紋盤連座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楷书款

盘为铜质，整体圆形，敞口浅腹，矮圈足，造型

取材菊花形象，口沿与腹壁均做菊花瓣形状。配

以菊花瓣纹底座。构思巧妙，制作精细，以铜为胎，

又不失典雅。

Qing Dynasty Century

A COPPER LOBED PLATE WITH STAND

D: 20.4cm, H: 12.3cm（带座）

RMB: 40,000-80,000

1332

明  錯銀三足爐

此炉铜胎，炉身圆筒形，有三兽首矮足，造型敦厚大方。

炉身分五段，周身刻画几何纹饰并错银，纹饰布局合理，

庄重而不失典雅。三兽首足结于炉底，双目圆睁。置于案上，

沉穆色调中隐现华贵银光，充满古雅意趣。

Ming Dynasty

A SILVER INLAID TIRPOD INCENSE BURNER

D: 10.9cm, H: 8cm, Wt: 619g
RMB: 160,000-200,000



1333

元  雙龍爐

此炉精铜製，呈筒形，器身金漆、古锈交错斑驳，上下

纹饰各异，其上镌刻云雷纹及如意云纹，其下饰兽面纹。

两侧各铸一龙，其身形矫健，长尾飞卷，形象栩栩如生。

铜炉下承三兽矮足，敦实有力。上配浮雕云纹木质炉盖，

顶玉雕兽钮。

Yuan Dynasty

A 'DOUBLE DRAGON' INCENSE BURNER

D: 11.2cm, H: 14cm, Wt: 411.7g
RMB: 140,000-160,000

1334

明  朱震明款銅鏨花鳳鳥紋雙耳爐

此炉铜质，饰双兽耳，炉身金漆斑驳。以颈处弦纹为界，其上

錾刻珍珠纹为地，以高浮雕法对雕鱼龙纹。其下浅刻海水纹为地，

浮雕云龙、凤凰、麒麟、摩羯等异兽纹饰，画面丰富，寓意祥瑞。

底落“云间朱震明製”六字篆书款。铜炉配红木座、盖，炉盖长钮，

镂雕如意云纹为孔，其红木色泽与炉身葆光交相辉映，尽显古

朴华贵。

朱震明：明代晚期松江著名铸炉大师，与胡文明、张鸣岐并称

晚明三大铸造家，少有作品传世。

Ming Dynasty

A COPPER 'FLOWER AND BIRD' INCENSE BURNER WITH 

REDWOOD STAND

D: 14.9cm, H: 19cm（连座）, Wt: 1561.8g
RMB: 350,000-400,000



1336

明  浮雕高士圖筒式爐

古物吴門

炉为铜质，圆筒式，下承三如意云矮足。铜质精密，入手甚坠。

腹身以减地阳刻雕琢山水高士图。只见图中古松茂盛，山石嶙峋，

又有仙鹤瑞鹿闲庭信步，一年迈贤者在松石掩映的旷地间，盘坐

于桌案前，焚香执笔，阅览古卷，甚为惬意。景物虽多，但层次

清晰，意境恬淡深远。明代晚期以及清代，由于皇权对文人的压

制逐步严重，许多文人开始寄情山水、考古论据之风兴盛。此类

绘画山林隐士的题材被大量应用于文房雅玩之上，此件便是一例。

M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INCENSE BURNER

D: 9.8cm, H: 9.3cm, Wt: 676.9g
RMB: 270,000-350,000



1337

清早期  銅點金仿古銘文爵杯

此爵杯铜胎，质地紧致，色泽古朴，点金。深腹寰底，长流短尾，

口沿处有双立柱，伞形帽，三棱状实心足外撇，鋬上饰兽首。

腹壁饰兽面纹。腹底有铭文“伯申作宝彜”。整器修长，造型

典雅，富有古意。采用点金工艺，更添华丽之感。

参阅：�《文玩萃珍�Arts�from�the�Scholar’s�Studio》，东方陶瓷学会，

1986 年，页 184，图 161。

Early Qing Dynasty

AN INSCRIBED COPPER 'JUE' CUP

L: 17.8cm, H: 22.3cm, Wt: 805.9g
RMB: 無底價

1338

明  仿古銅編鐘

此拍品为明代制作的仿古编钟，年代久远，表面

泛铜绿，质地坚硬有光泽。编钟是中国古代的大

型打击乐器，兴于西周，盛于春秋至秦汉，用青

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

序排列起来，悬挂在钟架上，敲打铜钟，即可发

出不同的乐音。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

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譬如建于明永

乐十八年的北京天坛，作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祭天建筑群，于祈年殿置一套 16 只青铜鎏金编

钟，用于皇帝祭祀。

Ming Dynasty

AN ANCIENT-STYLE COPPER CHIME

H: 44cm（连座）, Wt: 1708.5g
RMB: 80,000-120,000

�《文玩萃珍�Arts�from�the�Scholar's�Studio》，页 184，图 161。



1340

元  銅點金漢熊

熊铜质，熊身有不规则点金，保存完好，金彩奕奕。熊一

足曲起一足前伸，呈坐状，一手放置胸前，一手举过头顶，

手中托举一物，怒目圆睁，口大张，齿牙亦可见，錾刻精细，

熊身可见毛发。全器细致生动，古拙可爱。汉代席地而坐，

席面四角常以金属器物压脚，熊像席镇是当时流行的款式。

Yuan Dynasty

A COPPER BEAR

H: 17cm
RMB: 250,000-350,000

1341

清  金瓜銀葉香薰

金瓜，配银蔓及叶，瓜身整体镂空，可放香料。

以几道瓜棱为界，镂空装饰花卉卷草，银质的藤蔓、

叶子、花朵攀附在瓜身，装饰感极强。纹饰繁密

饱满，缠枝纹流畅细腻，金银颜色搭配鲜明悦目，

造型别致。

Qing Dynasty

A FINE INCENSE BURNER

H: 6.5cm, Wt: 45.4g
RMB: 80,000-120,000

1342

清  紅銅手爐

手炉为红铜制成，呈海棠式，炉身与炉盖子母口

相合。盖顶镂雕团花卉纹饰，纹饰四方连续，具

“生生不息”之意。炉身扁圆、海棠形倭角形成

起伏的弧壁。清代手炉的纹饰皆是人工錾刻而成，

又称“刻铜”。此手炉造型精巧，纹饰朴实秀丽，

摆设实用皆宜。

Qing Dynasty

A COPPER HAND WARMER

D: 11.4cm, H: 8.5cm, Wt: 522g
RMB: 75,000-85,000



1343

明  張鳴岐款銅手爐

款识：“张鸣岐製”篆书款

手炉以精铜制作，色泽红中透黄，匀净古雅。炉身精心锻

打成瓜棱形，周身光素无纹，古朴庄重。底部中央，有阴

刻篆书“张鸣岐製”四字款，字形方正，线条流畅。配镂

空缠枝花卉纹盖，灵透轻盈，华丽雅致，与器身的厚实浑

朴形成对比。张鸣岐是晚明嘉兴制炉名匠，明末赵汝珍《古

玩指南》：“张鸣岐，嘉兴人，善制铜手炉，质匀花纹工致，

以足踹之不瘪，一时重之，呼为‘张炉’，朱彝尊尝咏之。”

Ming Dynasty

A FINE HAND WARMER WITH ZHANG MINGQI'S 

INSCRIPTION

L: 13.5cm, W: 10.6cm, H: 7.9cm, Wt: 656g
RMB: 90,000-120,000

1344

清雍正  螭鳳紋鏤空手爐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楷书款

此件暖手炉工艺精湛，炉身打磨精良，通体素雅简洁，尽

显铜炉精纯美质。棱角采用圆角的处理方式，入手持之小

巧圆滑。炉盖雕镂螭凤纹，中心为团形“寿”字，婉转灵动，

表达出吉祥和谐之意。底刻“大清雍正年製”六字楷书款。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A 'CHI-PHEONIX' HAND WARMER

L: 16cm, W: 12.6cm, H: 10cm, Wt: 1325g
RMB: 450,000-550,000



1345

清末  白銅三層香薰

香薰分三层，整体方形，底与顶面四周出沿，造型古朴大方。顶部

镂空。底款“韩记”。香薰每层均以金石题材装饰，十分古雅。第

一层分别是楷书“君国济民，以礼闿风，旌善表德。熹平碑”、“明

于光上之术，显于君臣之道。马君碑”、“子子孙孙必蒙大圣休烈

之福。孟郁碑”、“惟我君绩，表于丹青，永永无沂。孔彪碑”。

第二层四侧面各绘博古图，并有楷书铭文，分别是“虞化半金中五

父敦，晋三百惠”，印文“晋三百”、“升平惠弡伯匜”，“万岁

瓦当”，印文有楷书“升平三年”，篆书“万岁”、“古布泉范”，“伯

盍父鼎，君子馆惠女”、“六吉昌惠西周泉”，“单疑生金十二朱

布”。第三层为金文，“王祚番妃齐鬲，其万年永保用”，楷书落

款“番妃鬲”、“伯司祚幽伯宝簋，足子孙保用”，楷书落款“伯

司敦”、“孴妊里祚宝簋，子孙永保用享”，楷书落款“孴妊里”、

“叔喿父祚宝簋，子子孙孙其万年用”，楷书落款“叔喿父敦”。

Late Qing Dynasty

A TRIPLE LAYERED WHITE BRONZE INCENSE BURNER

H: 12.6cm（带座）

RMB: 90,000-120,000

1346

清乾隆  鎏金桃形捧盒

款识：“乾隆年製”篆书款

椭圆形，铜质鎏金，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扣，

盖上有桃形钮，光泽圆润。整器造型古朴，除钮

外光素无纹，包浆润泽。圈足内有“乾隆年製”

四字篆书款。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PEACH-SHAPED FOOD BOX

D: 15.4cm, H: 14.4cm
RMB: 110,000-150,000



1360

明末  銅胎掐絲珐琅海馬鳳鳥紋鋪首方壺

拍品仿古代青铜方壶形製，方口束颈，圆鼓腹。壶通体以

天蓝色釉作地，壶身图案议案缠枝花卉纹界为三层，颈部

饰以璎珞纹饰，肩颈相接处有两相对铺首，腹部装饰有回

首孔雀，足部为色彩鲜艳的腾跃马纹。整器古朴大方，掐

丝工整细腻，彩料色泽艳丽，光泽柔和，釉色饱满。明代

晚期的掐丝珐琅大多放弃了早期以大朵缠枝花卉为主题的

纹饰，寓意吉祥的海马、流云、瑞兽、八宝的图案增多，

图案题材广泛。

Late Ming Dynasty

AN ENEMAL CLOISONNE COPPER SQUARE KETTLE

L: 23.2cm, H: 41cm
RMB: 120,000-150,000

1361

明  成化款銅胎珐琅葡萄紋香瓶

款识：“成化年製”楷书款

此香瓶为铜胎，胎壁较厚。长颈，垂腹外鼓，矮圈足。通

体蓝色珐琅为地，掐丝葡萄藤蔓、枝叶、葡萄纹样，内填

以黄、绿、红等颜色珐琅料，底足及瓶底镀金。瓶身葡萄

藤蔓缠绕，枝叶茂盛，葡萄串串，画面内容完整，图案布

局松紧有致，舒朗大方，线条流畅。整体造型端庄秀雅，

珐琅质地细腻，色彩纯正。瓶底楷书“成化年製”款。

Ming Dynasty

A ENEMAL CLOISONNE COPPER INCENSE VASE

H: 14.3cm
RMB: 270,000-350,000



1362

清中期  珐琅螭龍耳瓶

瓶颈以珐琅黄釉为地，绘莲花、玉磬、云蝠、缠枝花

卉，纹饰丰富，寓意福庆吉祥，颈中嵌铜镂雕云龙戏

珠纹，两侧有双兽耳。瓶身施白釉为地，满绘万寿菊

纹，更显雍容华贵。

Mid Qing Dynasty

AN ENEMAL CLOISONNE 'CHI-DRAGON' VASE

H: 31.4cm
RMB: 90,000-120,000

1363

清康熙  掐絲珐琅鳳尾尊

本品体量硕大，器身修长，直口束颈，双耳

形制优雅，对称布列一对铜鎏金凤耳，端庄

大气，鼓肩弧腹圈足。整器通施天蓝色珐琅

釉为地，敞口内侧亦施釉掐丝花纹，而口沿、

颈部结合处、底足及双耳为铜色，与珐琅的

斑斓相映衬。颈部开光内饰深蓝底蝙蝠纹饰，

下方饰蕉叶纹与相对螭龙纹，腹部一圈如意

云内饰蝙蝠纹，中间开光内饰楼阁山石树木，

恍若仙境。器身则满铺缠枝莲纹，以天蓝色

珐琅为地，上饰黄、蓝、绿、白、红各色缠

枝莲，质朴美观，清新自然，纹饰层次分明，

主题突出，繁简有致，美观而又寓意美好。

整器制作精良考究，色料纯正，可堪玩赏。

康熙早期掐丝珐琅工艺尚不完全成熟，所製

器物上的些许砂眼是这一时期掐丝珐琅的鲜

明特征。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AN ENEMAL CLOISONNE ZUN

D: 24.1cm, H: 57.5cm
RMB: 250,000-350,000



1364

明  掐絲珐琅花卉紋螭耳洗

拍品造型端庄雅致，精巧秀丽，敞口，四出海棠形，口沿略平，腹

部浅盘式，下设矮圈足，略微外撇。肩腹中部对置两个龙型立耳，

其上端紧贴于口沿处，相互对称。口沿、器耳及器底边缘均鎏金，

器身表面以蓝色釉料珐琅彩施绘其上，蓝色釉料纯净清亮，自然和

谐。其上掐丝做缠枝花卉及蝙蝠纹饰图案，设色多彩艳丽，主体花

卉周围枝叶翻卷缠绕，间有蝙蝠陪衬左右；器身内腹部，纹饰造型

与之类似，齐整排列，相互映衬，融为一体。外底填紫色珐琅做冰

梅纹。整器掐丝粗细均匀流畅，花茎采用双勾技法掐丝。鎏金较厚，

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尤为突出，透露出富丽典雅的皇家气息。

Ming Dynasty

AN ENEMAL CLOISONNE 'FLOWER' BRUSH WASHER

L: 34.2cm, W: 11.8cm, H: 11cm
RMB: 400,000-600,000

1365

清乾隆  銅胎掐絲珐琅壁瓶

壁瓶为四方造型，器型极扁，然而巧用透视效果，观之仿

佛为饱满的方瓶。为追求视觉真实，棱脊鎏金，与瓶身珐

琅彩釉区别开，突出立体质感。施珐琅蓝彩为地，由掐丝

双线云雷纹将瓶身纹饰分为三部分，上下均为缠枝莲纹，

中间为兽面纹，上腹有鎏金兽首衔环耳一只。足部以绿彩

为地，绘变体蕉叶纹，形制独特，品相佳美。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ENEMAL CLOISONNE WALL VASE

W: 19.5cm, H: 39.2cm
RMB: 250,000-350,000



1366

清中期  銅胎掐絲珐琅花卉紋出戟花觚

觚铜胎，大撇口，四出戟，共分三层。器身内外通体施珐

琅浅蓝彩为地，口沿一圈饰菱花瓣纹，余处皆以红、白、

绿彩绘缠枝花卉纹。此器造型仿青铜器，胎壁厚重，端庄

古朴，是清中期掐丝珐琅仿古器的代表作品。

Mid Qing Dynasty

AN ENEMAL CLOISONNE 'FLOWER' GU VASE

D: 15.8cm, H: 24.5cm
RMB: 90,000-120,000

1367

清中期  銅胎掐絲珐琅螭龍紋铺首尊

此尊通体浅蓝色珐琅釉为地，肩两侧有铜镀金双兽首衔环耳，由双

线回纹将器身纹饰分为五部分，瓶颈及下腹满饰缠枝花卉纹，腹中

饰蘷龙纹一周，间绘兽面纹。其下饰蕉叶纹内掐丝兽面纹。此器造

型仿古青铜器，画面装饰丰富，纹饰流畅活泼。

Mid Qing Dynasty

AN ENEMAL CLOISONNE 'DRAGON' ZUN

H: 26.1cm
RMB: 50,000-60,000



1368

明  銅胎掐絲珐琅纏枝蓮紋鉢

铜钵体量较小，口沿鎏金，通体施珐琅蓝釉为地，其上

以红、白、蓝三彩绘缠枝花卉纹饰，枝叶以单线勾勒，

掐丝极细。从其釉料发色及掐丝工整度来看，此器颇具

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工艺风格。

Ming Dynasty

AN ENEMAL CLOISONNE COPPER BOWL

D: 19.8cm, H: 11.7cm
RMB: 120,000-180,000

1369

清早期  埜邨寶玉款珐琅出戟鼎

款识：“埜邨宝玉”篆款

此件以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将春秋青铜鼎造型加以变化而成。方

唇口沿，颈部下有两附耳弯曲冲天。腹部圆扁，下有三兽蹄足。

以湖蓝色为地，颈腹之间有鎏金弦纹间隔。颈部有出脊，装饰变

体夔龙纹对称分布。腹部作波曲纹，为变体兽纹的一种，常见于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腿根部装饰兽面纹，五官分离，不着轮廓。

器底有圆形开光，内有双圈蝠纹，篆书写“埜邨宝玉”四字横款。

鼎盖半圆形，顶部有圆形抓手，纹饰绕抓手三环分布。内为袖带

花球，中为波曲纹，外为变体夔龙。波曲纹间置四圆环，可作倒

置盖的四足。夔龙纹中有出脊分隔排布。整器发色纯正，乃清代

仿古佳作。

Early Qing Dynasty

AN ENEMAL CLOISONNE EARED DING

L: 27.6cm, H: 25.4cm
RMB: 400,000-600,000



1371

清中期  銅胎畫珐琅蓮花燈一對

清室帝王崇信佛教，宫廷中供有佛像、佛塔、供器、法器等，八

宝是种类繁多的供器之一。按照《国朝宫史·卷十八》“恭进”

中的排列，依次为莲花、华盖、法螺、法轮、伞、盘肠、罐、双

鱼。八宝每件器物都包含了一定的寓意，莲花即表示出五浊世无

所染着之意。此件莲花供灯铜胎，做工精致，其下腹部丰硕饱满，

凹棱作荷花莲子托，其上饰放一朵盛开的荷花，中间珐琅鎏金制

成莲片，叶片呈盾状圆形。此物制作秀巧，纹饰工丽，通体纹饰

以铜胎錾刻，再填以珐琅料，精巧对称，带原木座。故宫博物院

收藏有一套金嵌宝石八宝供器，可资参考。

Mid Qing Dynasty

A PAIR OF ENEMAL CLOISONNE LOTUS LIGHTS

W: 16.5cm, H: 17.3cm（连座）

RMB: 50,000-80,000

1370

清乾隆  銅胎掐絲珐琅纏枝蓮紋香盒

款识：“乾隆年製”楷书款

香盒铜质，通体施浅蓝色珐琅釉为地，盒盖与盒壁口沿处

饰一周云纹，并填以宝蓝色釉，其余处饰掐丝缠枝莲纹为

主体纹饰，施红、白、蓝、黄等色釉，华彩异常。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ENEMAL CLOISONNE INCENSE BOX

D: 7.2cm, H: 6cm
RMB: 100,000-120,000



1373

清雍正 - 乾隆  黃地纏枝壽字珐琅蓋碗

盖碗铜胎，双层圆冠式盖，镀金尖球钮，通体施黄色珐

琅釉为地，以红、蓝、绿等颜色绘饰缠枝莲纹，其间

搭配团形“寿”字。画面布局疏朗，色彩靓丽，应为

清中期掐絲珐琅工艺成熟时期的作品。

Qing Dynasty Yongzheng / Qianlong Period

A YELLOW GROUNDED ENEMAL BOWL WITH LID

D: 13.5cm, H: 12.3cm
RMB: 120,000-180,000

1372

清乾隆  履無咎庵款雲龍滿池嬌畫珐琅碗

款识：“履无咎庵”楷书款

碗以铜为胎，其上通体罩施白色珐琅釉为地，外壁近口沿处施

蓝彩装饰龙赶珠纹样一周，腹部单用红彩通景式绘制荷塘鸳鸯

纹，其下一池春水，鸳鸯游弋，羽毛丰沛而华美，两两相对。

其绘饰颇具西方写实风格。器底落“履无咎庵”四字楷书款。“履

无咎庵”为刘镛题字之匾，其意为：行事要做到尽职尽责没有

灾害，为人要做到进德修业没有过失，颇具警世省身之意。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ENEMAL CLOISONNE BOWL WITH 'LV WU JIU AN' IN-

SCRIPTION

D: 15.4cm H: 7cm,
RMB: 110,000-150,000



1374

清乾隆  三多雲蝠紋銅胎畫珐琅洗

款识 :“乾隆年製”楷书款

洗呈桃形，铜胎，外壁施绿彩，至桃尖处逐渐过渡成粉彩，犹

如青涩待熟的果实。绿彩之上点缀云蝠纹，纹饰寓意万福攸同。

洗口沿一侧装饰有石榴、蟠桃、佛手三种瑞果，寓意多福多寿

多子，与主题纹饰相呼应，吉祥之气尽现。蟠桃施色与器身相同，

余处皆饰金漆，显得更加富丽雍容。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ENEMAL CLOISONNE COPPER BRUSH WASHER

L: 19cm, W: 18cm, H: 7.8cm
RMB: 120,000-180,000

1375

清中期  銅胎鏨刻填珐琅三羊尊

铜尊以其本色为地，满饰高浮雕缠枝花卉纹，中填珐琅彩装饰。

以红白二彩作花头，施深浅双蓝彩作叶蔓。尊腹嵌铜镀三羊首，

其间镶嵌兽首，三羊前足形成器足。三羊组合的艺术造型和纹

饰图案在清代非常盛行，除玉器外，陶瓷、绘画中也往往以“三

阳开泰”为题作为岁首称颂之辞。

Mid Qing Dynasty

AN ENEMAL CLOISONNE TRIPLE-SHEEP ZUN

H: 13.2cm
RMB: 120,000-180,000



1376

清乾隆  銅胎鎏金填珐琅福壽紋雙耳瓶

此瓶以精铜为胎，瓶颈两侧饰双耳，瓶身高浮雕缠枝

纹及蕉叶纹，并施以深、浅蓝色珐琅釉料，正中饰“寿”

字纹，下绘粉彩莲花台，通体鎏金填地，颇显华贵雍容。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ENEMAL CLOISONNE COPPER EARED VASE

H: 15cm
RMB: 8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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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

清乾隆  葉仲三水晶內畫烟壺

烟壶水晶材质，配翠绿盖。壶身内壁一面绘数条鱼儿水中畅

游，另一面绘有一老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正欲撑船离岸，

泛舟湖中。肩部款识“己酉，荷月作于京师，叶仲三”，并印。

叶仲三，生于光绪元年（1875），卒于 1945 年。京城内画壶

高手，他与周乐元、马少宣同被视为内画鼻烟壶的三大画匠。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INNER-PAINTED SNUFF BOTTLE BY YE ZHONGSAN

H: 6.6cm
RMB: 70,000-100,000

1391

清  葉仲三闈課圖烟壺

烟壶呈扁瓶形，直颈圆口，水晶干净清澈，壶身一面绘设色

双鸽、京巴、山石、花卉灵动和谐，生动有趣，另一面作闱

课图，嬉闹的五位小童与一休憩老人，人物形象似静实动。

款识“丁卯清和，叶仲三作”。

Qing Dynasty

A FINE SNUFF BOTTLE BY YE ZHONGSAN

H: 6.7cm
RMB: 90,000-120,000

1392

清  馬少宣內畫宣統童子像烟壺

此烟壶为扁圆形内画鼻烟壶。瓶内正面装饰宣统童子像，背面饰文字“大

清国宣统大皇帝万岁”“辛亥写於北京”。落款“马少宣”。

马少宣（1867-1939），为京派内画“四大名旦”之首，他以工笔“一面

诗一面画”内画技艺闻名全国。1915 年马少宣创作的内画鼻烟壶，曾经

获得过 1918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银质奖章。马少宣的内画壶早年已被

欧美皇室贵族、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珍藏。

Qing Dynasty

AN INNER-PAINTED SNUFF BOTTLE BY MA SHAOXUAN

H: 6.9cm
RMB: 160,000-200,000



1393

清  葉仲三荷塘山水烟壺

烟壶内画荷塘山水图，款识“癸巳桃月，叶仲三作”并印，

画中一支小荷凝露待放，荷叶渲染，小鱼嬉戏，似能感到夏

日里的清凉。图案构图舒朗，用色清新，充满文人气息。

Qing Dynasty

A 'POND AND LANDSCAPE' SNUFF BOTTLE BY YE 

ZHONGSAN

H: 7.3cm
RMB: 70,000-100,000

1394

清  馬少宣內畫八破圖烟壺

内画烟壶，壶内为传统“八破”，八破图也叫“集破”、“集珍”、

“打翻字纸篓”等，八破其中的八是虚数，代表内容丰富，

又是“发达”“发财”的意思。破是破碎残缺不全，破家值

万贯，碎碎平安的意思。另一面墨书“费尽揣摩力，翻成书

画痴，前贤应笑我，故尔觉支离。题百岁图，乙巳孟春”，

落款“马少宣”并印。诗画相和，是马少宣“一面诗一面画”

内画技艺的体现。

Qing Dynasty

AN INNER-PAINTED SNUFF BOTTLE BY MA SHAOXUAN

H: 7.7cm
RMB: 160,000-200,000

1395

當代  劉守本作張仲景像烟壺

烟壶呈扁瓶形，直颈圆口，瓶内正面绘张仲景画像，文字

“张仲景”，落款“癸丑秋月刘守本作”，背面隶书五行

三十五字“张仲景东汉末南阳郡人，精于医学撰有伤寒杂

病论，建立辩证施治之法则，为医方之祖”。此壶器型小巧，

素雅简朴，隶书撰文清晰隽秀，清雅不俗。

刘守本（B.1943），当代京派内画艺术的代表，其内画鼻烟

壶皆呈现浓郁京味。刘守本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际

中国鼻烟壶协会荣誉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

Contemporary

A SNUFF BOTTLE WITH FIGURE OF ZHANG ZHONGJING

H: 7.9cm
RMB: 50,000-60,000

1396

當代  劉守本猿戲圖烟壺

烟壶圆口直颈，玛瑙盖，体型秀雅。内画猿戏图，书款：“猿

戏图，京门一品，刘守本于辛未三月”并印。

刘守本，当代京派内画艺术的代表。16 岁进入北京工艺美

术厂，1960年跟着第一代鼻烟壶匠师叶仲三的儿子叶晓峰、

叶奉祺学艺。全面继承了叶家内画传统技艺，是京派内画

壶代表性传承人。

Contemporary

A SNUFF BOTTLE BY LIU SHOUBEN

H: 7.3cm
RMB: 50,000-60,000



1397

清  蘇作瑪瑙獻壽封侯烟壺

此烟壶呈圆球形，造型小巧圆润。壶身巧色雕刻，一

面雕仙人持杖而立，笑意盈盈，衣衫褶皱刻画清晰。

另一面雕刻作猴捧寿桃图案，及阳文：“献寿封侯”、

“春”。明清时，苏州的玉雕达到顶峰，乾隆帝曾赞

曰：“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此件鼻

烟壶即具有苏作“小、巧、灵、精”的特点，构思奇巧，

雕琢精致。

Qing Dynasty

AN AGATE SNUFF BOTTLE MADE IN SUZHOU

H: 6.8cm
RMB: 90,000-120,000

1398

清乾隆  瑪瑙綠皮巧色三獅紋烟壺

烟壶以绿皮玛瑙巧色製成，直颈圆肩，造型精巧。壶

身依绿色皮浅浮雕三狮纹，狮子体型健硕，形态各异，

画面十分生动活泼。雕刻线条流畅，刻画细致，狮子

形象生动。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AGATE 'LION' SNUFF BOTTLE

H: 6.5cm
RMB: 80,000-120,000

1399

清乾隆  歡天喜地紋瑪瑙烟壺

烟壶玛瑙雕製，色呈琥珀，十分温润，配碧绿、粉红

隔片及盖顶。壶身圆润敦厚，小巧隽秀。壶身近底部

浅浮雕喜鹊和獾，组成“欢天喜地”纹饰，寓意美好。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AGATE SNUFF BOTTLE

H: 6.6cm
RMB: 80,000-120,000



1400

清乾隆  蘇作白玉觀鶴訪友圖烟壺

壶身白玉质，润如凝脂，细腻光洁，盖以绿松石为材。

壶身两侧合绘“观鹤访友”纹饰。图中老者头戴方巾，

身着宽袍，骑驴徐行于崖畔，身后童仆相随。另一侧，

老者席地侧身而卧，仰天观鹤，身旁童子持扇生火，

欲烧水备茶，以待故人。画面构图有致，宛如画境，

刀笔细腻，题材颇具新意，不可多得。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WHITE JADE SNUFF BOTTLE MADE IN SUZHOU

H: 9.2cm
RMB: 400,000-600,000

1402

清乾隆  瑪瑙壽字紋包袱烟壺

烟壶玛瑙为材，包袱造型，上配珊瑚盖，壶身扁圆如月。

通体浅浮雕包袱纹饰，空白处凸显锦地团寿字纹点，

包袱锦线条流畅自然，构思巧妙。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AGATE SNUFF BOTTLE

H: 7.5cm
RMB: 70,000-100,000

1401

清中期  瑪瑙巧色松鼠葡萄紋烟壺

烟壶玛瑙製成，短直颈，椭圆形矮圈足，造型敦厚。

玛瑙质地致密，呈现糖色。其上褐色装饰松鼠葡萄纹

饰，葡萄藤蔓低垂，果实累累。松鼠一高一低，两两

相对，形态各异，画面活泼生动。葡萄和松鼠寓意多子、

丰收、富贵。

Mid Qing Dynasty

AN AGATE 'GRAPE' SNUFF BOTTLE

H: 7.7cm
RMB: 70,000-100,000



1403

清乾隆  水晶淺刻山水烟壺

烟壶造型小巧典雅，水晶半透明质地，莹润剔透。上

配翠色烟壶盖。壶身刻山水图案，若隐若现，点缀素

雅的器身，极具艺术效果。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CRYSTAL CARVED SNUFF BOTTLE

H: 6.3cm
RMB: 80,000-120,000

1404

清乾隆  黃玉素烟壺

烟壶取珍贵黄玉制成，色泽匀净统一，玉质温润如脂。

顶设珊瑚钮，浮雕卷草纹，上设珍珠顶。壶身造型简洁，

并无纹饰，正符合良玉不雕的主旨。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YELLOW JADE SNUFF BOTTLE

H: 7.7cm
RMB: 70,000-120,000

1405

清乾隆  水晶螭龍紋烟壺

水晶壶身，通体透亮，少有杂质。壶盖以铜鎏金隔片

制成，上配珊瑚顶。壶身两面浅雕变形螭龙纹，线条

仿古，而刻画雅致。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CRYSTAL 'CHI-DRAGON' SNUFF BOTTLE

H: 8.5cm
RMB: 80,000-120,000

1406

清乾隆  黃玉浮雕風雲際會烟壺

烟壶以珍贵的黄玉为材，上设珊瑚盖。壶身留皮巧色

浮雕，上方雕刻一龙，下方雕有一虎，刻划细腻，富

有动态，取“风云际会”之意。黄玉本就极为难得，

而此黄玉玉质温润，色泽纯正，加上雕刻精细，极为

精彩。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YELLOW JADE SNUFF BOTTLE

H: 6.9cm
RMB: 80,000-120,000



1408

清乾隆  瑪瑙荷蟹烟壺

烟壶巧色玛瑙雕制，直颈，圆肩，呈扁瓶形。壶身浮雕纹饰，荷叶

舒展，旁边有数枝莲蓬映衬，夏意更浓，螃蟹戏于荷下，雕刻细致。

荷与蟹结合，象征和谐。壶身两侧肩下雕有铺首衔环。画面内容丰

富，层次清晰，清新活泼。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AGATE 'LOTUS AND CRAB' SNUFF BOTTLE

H: 7.6cm
RMB: 80,000-120,000

1407

當代  一壺齋款王習三內畫烟壺

此壶内画，半透明材质。造型小巧端庄。内画山水人物图，一老

者持杆而立，身旁树木葱郁，远山连绵，近水无波，左上题“辛

亥杏月，写于一壶斋”。画面布局得宜，色调清新，极富雅致。

配翠绿色盖。

王习三，生于 1938 年，河北阜城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为冀派

内画艺术创始人，画室定名“一壶斋”。其代表作有《屈子问天图》、

《百子图》、《清代皇帝皇后系列肖像画壶》等。王习三的内画

作品浑厚质朴，线条富于变化，设色协调雅致，布局严谨得当，

款式高雅工秀，且题材广泛有山水、人物、花卉、虫草等。

Contemporary

AN INNER-PAINTED SNUFF BOTTLE WITH YI HU ZHAI'S IN-

SCRIPTION

H: 6.4cm
RMB: 60,000-80,000

1409

清中期  白玉烟壺

此烟壶为白玉制，玉质匀净统一，莹润如脂。短直颈，扁

瓶腹，造型端秀稳重，壶身表面光洁，不加纹饰，简洁雅

丽。整器制作规整，雕琢精细，工艺精湛。

记录：纽约佳士得，2013 年 9 月

Mid Qing Dynasty

A WHITE JADE SNUFF BOTTLE

H: 5.6cm
RMB: 82,000-100,000

1410

清道光  行有恒堂瑪瑙烟壺

款识：“行有恒堂”楷书款

烟壶圆瓶形状，平底，造型十分独特。上设松石隔片及珊

瑚器盖。瓶底楷书阴刻“行有恒堂”印款，行有恒堂主人

是第五代亲王载铨（1794-1854），载铨历任礼部、工部尚书，

晚年出掌宗人府，颇得道光、咸丰二帝的欢心。定府收藏

的古玩较丰，是北京传统工艺品的爱好。“行有恒堂”款

的器物大多数是定亲王订制的。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A FINE AGATE SNUFF BOTTLE

H: 6.3cm
RMB: 320,000-400,000



1411

清乾隆  瑪瑙巧雕蘇作烟壺

烟壶以玛瑙为材，作扁瓶状，玛瑙质，短粗颈，扁圆

形腹。壶身运用玛瑙的天然褐黑色斑巧雕人物、动物，

成为一幅生动的农家场景，整器造型生动突出，纹饰

布局得宜，雕刻精湛，是清中期苏作典型风格。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FINELY CARVED AGATE 'SNUFF BOTTLE'

H: 7.5cm
RMB: 80,000-120,000

1412

清  黑白玉巧作劉海烟壺

烟壶珊瑚盖、松石隔片。壶身直颈圆肩，造型精巧稳重。

黑白玉制成，玉质坚实细腻。壶身巧色雕刻刘海戏金蝉图

案，线条流畅，构思巧妙，人物情景十分生动，别具匠心。

刘海传说为一唐代仙童，穿红披绿，笑逐颜开，常手提一

串金钱，足戏三脚金蟾，他被视为吊钱散财之神，象征着

生活富裕。

Qing Dynasty

A BLACK AND WHITE JADE CARVED SNUFF BOTTLE

H: 8.3cm
RMB: 170,000-200,000



1413

清嘉慶  黃玉御制詩花鳥紋烟壺

烟壶黄玉质，上配红珊瑚盖。两侧均浮雕花鸟图。一侧题：“不

唫芦不汝危不谋稻不汝饥尔乐尔群兮而奚從乎高飞”，“勉痴

并题”；另一侧题：“不曾惊独宿，醒来何自苦相思”，落款：

“嘉庆乙亥琢玩”。

Qing Dynasty Jiaqing Period

A YELLOW JADE SNUFF BOTTLE

H: 10.5cm
RMB: 150,000-200,000

1414

清乾隆  八方磨棱果綠料烟壺

壶作扁瓶形，短粗颈，体宽厚，配浮雕螭龙纹珊瑚盖。

整体八方磨棱。整体色呈果绿色，质地纯净幼嫩，色

泽淡雅文静；壶体正背面圆形开光内凸出鼓腹，磨为

四瓣。整体宽体厚壁，磨棱精整光洁，素雅的装饰，

明亮的色泽，令人观之可亲，适于把玩。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OCTAGONAL GREEN SNUFF BOTTLE

H: 5cm
RMB: 50,000-60,000

1415

清乾隆  粉藍地套料螭龍紋烟壺

壶体落肩，呈扁圆形，配珊瑚盖，碧玉隔环。壶身套

料而成：以绿料为底，再将赭石色料加热至半流质状，

粘接在器胎表面，然后加工细部装饰，塑为四条螭龙，

呈两两相对状。螭龙嘴巴突出，神态威武，攀爬的四

肢扭动的身形，屈身摆尾，富于动感。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GREEN GROUNDED 'CHI-DRAGON' SNUFF 

BOTTLE

H: 7.5cm
RMB: 70,000-120,000



1416

清乾隆  銅胎畫珐琅嬰戲烟壺

烟壶一对，体形扁圆，盖钮浮雕如意云纹，两肩饰兽首衔环耳，

盖、耳均施金彩。壶身通体画珐琅装饰，施浅蓝珐琅釉为地，

以黄、蓝、绿彩勾画缠枝花卉纹，中间开光内绘婴戏图，图中

小儿或击鼓敲锣，或风筝游乐，十分热闹喜庆。外配鎏金花卉

纹盒包装，充满西洋风格。壶底书“乾隆年製”楷款。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ENEMAL SNUFF BOTTLE

H: 6cm
RMB: 200,000-250,000

1417

清乾隆  白玉鑲嵌課子圖烟壺

烟壶白玉质，润如凝脂，外配红玛瑙壶盖。壶身两侧镶嵌“课子图”

为饰，画面中仕女与两小童巡游于庭院之中。仕女手捧书卷，身

着宽袖长裙，仪态温婉。身后小童手持摇鼓，另一童子牵曳风筝，

颇显稚气可爱。留白之处贴嵌虬松怪石，构图得当，营造出庭院

之景。此壶嵌饰丰富，生动精致，匠心独具。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WHITE JADE SNUFF BOTTLE

H: 6.6cm
RMB: 250,000-300,000



1418

清乾隆  料胎畫珐琅安居樂業烟壺

烟壶扁圆形，天蓝料胎，直口上承銅鎏金盖，顶饰珊瑚钮。

壶身以珐琅彩绘纹饰，绘两只稚拙可爱的鹌鹑站立在怪石

之上，旁边各色菊花丛生。“鹌鹑”、“菊花”取谐音暗

指“安居乐业”的美好寓意，用珐琅彩在玻璃胎上施以彩

绘，形式新颖且工艺难度较高，更兼做工精细，质感强烈，

应为内廷官器。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ENEMAL SNUFF BOTTLE

H: 6.4cm
RMB: 150,000-200,000

1419

清乾隆  料仿珍珠烟壺

拍品料质，色泽仿天然珍珠，为鸡心形，小口，肩部随形

捶揲裹银并施蓝色珐琅釉。壶体色泽鲜艳，光彩夺目，配

穹顶盖，与烟壶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整器精致，仿珍珠

色泽惟妙惟肖，深得清宫内廷仿生制品之风，显示出尊贵

华丽之气质。

备注：配紫檀盒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PEARL-TYPE SNUFF BOTTLE

H: 6.3cm
RMB: 150,000-200,000

1421

清乾隆  黑漆螺钿花鳥圖烟壺

款识：“乾隆年製”篆书款

壶呈长扁形，规整精致，壶身双面均以黑漆地螺钿镶嵌纹饰，

一面为花鸟，一面为山水行舟，充满了风轻云淡的文人意

趣，细节之处则精益求精，无论是花草树木的虬劲、生机，

还是花枝上鸟的眼神与翠羽，均出神入化地运用螺钿工艺，

黑暗中，螺钿光华可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烟壶精品。烟

壶圈足内有“乾隆年製”四字篆书款。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FLOWER AND BIRD' SNUFF BOTTLE

H: 9.1cm
RMB: 150,000-200,000

1420

清  金胎珊瑚地嵌翡翠壽字烟壺

烟壶身较扁而造型大方端庄。翡翠盖、蜜蜡隔片。器身金胎，

口沿、底部露胎。器身以珊瑚薄片镶嵌冰梅纹，其上翡翠

连珠镶嵌成一个寿字。此件体型较大，用材珍贵，珊瑚片

镶嵌的设计充满文人气息，而镶嵌寿字，富丽堂皇，鲜艳

的色彩对比极富美感。整器制作精细，富贵典雅，十分难得。

Qing Dynasty

A CORAL GROUNDED JADEITE INLAID SNUFF BOTTLE

H: 9.5cm
RMB: 130,000-150,000



1422

清乾隆  剔紅高士訪友圖烟壺

此为铜胎髹红漆，呈扁瓶形，口沿及圈足处原有鎏金。器身以剔红

工艺装饰，一面雕刻童子捧寿桃于前引路，老者尾随其后，前者

顾首回盼与后者似有交流，松柏遮天蔽日，远处山峰绵延；另一面

老者前行，一童子挑担随后，二人显是下山，亦步亦趋。壶盖亦为

剔红装饰，雕刻精细，锋棱毕现，打磨圆润，具典型的乾隆工艺风

格。相类烟壶可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鼻烟壶》，

页 255、258。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LACQUER SNUFF BOTTLE

H: 6.7cm
RMB: 60,000-80,000

1423

清中期  虬角樓閣人物圖烟壺

瓶以虬角精雕而成，通体雕满纹饰，瓶盖雕有蔓草纹，颈肩部为

回纹及祥云纹，瓶身减地高浮雕装饰，通体以一处楼阁为背景，

表现了一组形象各异的群雕人物图，有持扇奏乐的仕女，玩闹小

童与沉思长者，共人物 26 个，形态各异，神情生动，背景装饰

繁缛细密，其上染色亦层次丰富，细节感极强。整件雕工之精细，

构图之巧妙，令人惊叹。

Mid Qing Dynasty

A GREEN WALRUS IVORY SNUFF BOTTLE

H: 6.2cm
RMB: 70,000-120,000

1425

清乾隆  虬角四開光浮雕庭院人物图烟壺

烟壶整体以虬角为材，精工雕刻。盖为覆莲式，上设宝珠顶。

直颈刻一周云纹。其下器身四方，肩部周围减地雕花朵。四

面开光，开光外四棱以回纹锦地装饰，内中减地雕刻庭院人

物图。分为秋千、赏月、覌画、下棋四个生活场景，人物刻

画形象生动，庭院建筑、花草、家具等，都刻画细致，层次

丰富，立体感强。此器材质珍贵，器型特殊，纹饰雕刻精细

非凡，是藏玩佳品。故宫藏有此种类型的烟壶，可以参照。

参阅：《故宫鼻烟壶选粹》紫禁城出版社，页 196，图

180。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GREEN WALRUS IVORY SNUFF BOTTLE

H: 9.8cm
RMB: 250,000-300,000

1424

清中期  行有恒堂款海藍寶石雕龍鳳獻瑞烟壺

款识：行有恒堂

烟壶以宝石为料，晶莹纯透，呈海蓝之色。壶身通景浅浮雕

云纹、凤鸟纹，纹饰雕刻大气优美，刀法简练、玲珑生动，

寓意吉祥。碧玺壶盖，与透蓝的壶体相互映衬，分外显眼。

Mid Qing Dynasty

A BLUE GEM CARVED 'DRAGON AND PHEONIX' SNUFF 

BOTTLE

H: 6.8cm
RMB: 80,000-120,000

1426

清乾隆  端石活眼烟壺

此鼻烟壶以端石制成，直口圆肩，赭石色，烟壶一侧中

间有一硕大石眼，清末潘次耕的《端石砚赋》：“人唯

至灵，乃生双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睛朗朗，碧

晕重重；如珠剖蚌，如月丽空。”端石常做砚台，取作

烟壶较为少见。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DUAN STONE SNUFF BOTTLE

H: 9.5cm
RMB: 80,000-120,000



1440

明  馬頭龍鈎

此龙形带钩取材白玉，龙首琢似马头，鼻翼开阔，

刻画细腻入微。勾身小巧整体基本呈“S”曲形，

打磨出棱，线条流畅，底部设圆形玉钮。整器造

型朴素，颇具雅趣。

Ming Dynasty

A HORSE-HEAD DRAGON BELT HOOK

L: 8.2cm
RMB: 150,000-180,000

1441

清  白玉苍龙教子带钩兩件

拍品为带钩两件，玉色洁白，质地柔润，均圆雕

为苍龙教子形制，钩首苍龙云头宽额，形态苍健。

Qing Dynasty

TWO 'DRAGON' BELT HOOKS

尺寸不一

RMB: 150,000-180,000

瑾
瑜
良
缘

—
 

古
代
玉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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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1442

清  白玉刚卯

此件刚卯为白玉制成，玉质莹润纯净，雕成长方

体形状，中穿孔系带。刚卯是佩带在身，用以避

邪之物，一般四面皆刻有文字，依等级有玉、犀、

象牙、金或桃木质地。此件刚卯取材白玉，雕琢

规整，造型小巧沉稳，使用者社会地位较高。

Qing Dynasty

A 'GANG MAO' PLAQUE

L: 1.1cm, W: 1.1cm, H: 2.1cm
RMB: 60,000-80,000

1443

明  黃玉雕臥馬擺件

黃色玉质，表面带有大片烤色玉皮，打磨细腻光润。

玉马呈四脚蜷卧之姿，马首低垂，颇显憨态温驯。

整器圆雕而成，鬃毛、马尾以细刻刀笔呈现，线

条简易流畅，尽显玉马的动感矫健。黄玉因产量

稀少，古代玉雕亦不多见，极为难得。

Ming Dynasty

A JADE 'HORSE' CARVING

L: 5cm, W: 1.6cm, H: 3.3cm
RMB: 120,000-150,000

1444

明  白玉戲鵝童子

此摆件以白玉为材，玉质致密细腻，脂感光洁。此摆件运

用圆雕刀法，童子头梳双髻，挺鼻小嘴，神态憨然，身穿

砍袖襟衣，衣纹褶皱流畅，一手牵绳，一手抚鹅。白鹅体

态较大，丰腴肥美，所雕线条寥寥数笔，但落刀有力，刻

画十分生动传神。“童子戏鹅”蕴涵着“五谷丰登、六畜

兴旺“的吉祥福运。此器从雕刻材质、工艺表现力及艺术

构思来看，均属明代玉雕上乘之作。

Ming Dynasty

A 'CHILD PLAYING WITH GOOSE' CARVING

W: 5.5cm, H: 6.6cm
RMB: 600,000-800,000



1445 

明  黃玉俏色鴛鴦挂件

此挂件为珍贵的黄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如脂，

细腻有光泽。整体雕琢，鸳鸯俏色，曲颈而卧，

羽翼丰满，一只正视前方，一只斜颈依靠，憨态

可掬，灵动有趣。留皮俏色，巧施工艺，将黄玉

的自然特性与鸳鸯的灵动融为一体，鸳鸯象征夫

妻和谐，寓意美好。整体造型精巧写实，简洁大方，

比例适中，鸳鸯细部刻画精细，栩栩如生，既可

手中把玩，又可当作缀饰，或陈设室内，别具意趣。

Ming Dynasty

A YELLOW JADE CARVING

L: 4.5cm, H: 3.6cm
RMB: 150,000-200,000

1446

明  白玉鵝鈕杖

此白玉首，立体圆雕。卧鹅曲颈回首，双目恬适，

做沉思状。双翼阴刻鳞式翅根纹，线形丰富，刻

画流畅洒脱。颈部与胸部之间有穿孔可系带。玉

质温润白脂，应为宫廷陈设摆件。民俗也有对出

远门的行人赠送鹅或螃蟹者，以祈祷其前程远大。

宋毛滂《诉衷情》词：“短疏萦绿象床低，玉鸭

度香迟。微云淡着河汉，凉过碧梧枝。秋韵起，

月阴移，下帘时。人间天上，一样风光，我与君知。”

Ming Dynasty

A WHITE JADE 'GOOSE' STICK

L: 81cm
RMB: 150,000-180,000

1447

明  玉羊挂件

青白玉质，润泽细腻，颇具古朴之韵。玉羊作圆

雕俯卧状，身躯肥硕，背臀丰满，双角弯曲盘于

头后方两侧。四肢蜷缩在身下，腿部肌肉起伏与

羊蹄的细部刻划都准确写实。体态圆润敦实，显

的憨态可掬、温顺可爱。

Ming Dynasty

A JADE GOAT

L: 3.3cm, H: 2.6cm
RMB: 150,000-200,000

1448

明  白玉紅沁子母猴挂件

挂件白玉雕成，子猴呈糖色。镂雕两只子母猴，

自然蹲坐，母猴回首，似在向子猴说些什么，子

猴手扶母猴后背，仰头张望，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雕工细致，巧施工艺，起线流畅自然。

Ming Dynasty

A WHITE JADE 'MONKEY' CARVING

L: 3cm, W: 2.1cm, H: 3.5cm
RMB: 70,000-100,000



1450

清  玉雕如意童子

童子持如意是明清玉雕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此摆

件青白玉质，圆雕童子呈半蹲状，头束髮髻，喜笑

颜开，四肢滚圆，惹人喜爱。一手背持如意，一手

怀石榴，寓意多子与吉祥。童子体态敦实，大量弧

线的采用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是独具匠心的玲珑

之作。

Qing Dynasty

A RUYI CHILD CARVING

L: 4.2cm, H: 4.5cm
RMB: 150,000-200,000

1449

明  白玉瑞獸

此瑞兽为白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如脂，细腻有光泽。瑞

兽作蹲坐姿态，双耳紧贴脑袋，四足向前，低首躬身，憨

态可掬，五官、鬃发、肌理等清晰可见，形象逼真。玉料

因形雕琢，以玉石的自然特征，塑造了栩栩如生的瑞兽形

象，整器雕琢刀法精致，鲜活饱满，突出瑞兽神态与意趣，

展现出深厚的创作功底和高超的工艺水平。

Ming Dynasty

A WHITE JADE 'AUSPICIOUS BEAST' CARVING

L: 7cm, H: 5.5cm
RMB: 350,000-450,000 1451

明  灰白玉鳩杖首

拍品为灰白玉制成的杖首，表面光滑润泽，圆雕卧

状鸠鸟，圆眼尖喙，凸棱翅羽，尾羽刻平行细线纹，

曲线优美，造型生动传神。以鸠杖敬老习俗始于汉

代，因鳩是不噎之鳥，以鳩為杖首寓意老人不噎，

有尊老祝寿之美好寓意。

Ming Dynasty

A GREY JADE STICK HEAD

L: 13.5cm, H: 6cm
RMB: 250,000-300,000



1452

清乾隆  水晶嵌寶魚形盒

盒为透明水晶材质，莹润剔透，少有杂质。鱼形，

两半相扣成盒。鱼形雕刻精致，鱼鳃、鱼鳞、鱼鳍、

鱼尾刻画逼真，栩栩如生，鱼身周围嵌宝，构思

巧妙。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CRYSTAL FISH-SHAPED BOX

L: 12.9cm
RMB: 200,000-250,000

1453

翡翠手鐲

手镯翡翠材质，圆环形，翠色莹润，选料讲究，

雕琢精细，突出翠料自身特色，十分雅致。

备注：附证书

A JADEITE BRACELET

D: 7.8cm
RMB: 25,000-50,000

1454

清  珊瑚手鐲一對

手镯珊瑚质地，色泽鲜艳。整体呈鼓面，平口。通体雕刻纹饰。

内圈雕刻卍字绶带纹。口边饰回形纹。外面一周刻有舞狮

图案。纹饰喜庆，珊瑚颜色红润可爱。成对保存，更为难得。

Qing Dynasty

A PAIR OF CORAL BRACELETS

D: 7.3cm
RMB: 250,000-300,000



1455

清乾隆  蘇作巧色馬上封侯瑪瑙牌

此件为苏作牌饰，半透明玛瑙质地，整体呈圆角长方形平板状。依料施为，

利用玛瑙的天然色彩，一株桃树自背延伸至正面，桃枝上浮雕顽猴攀援其

上，一马立于树下，扬蹄长嘶，寓“马上封侯”之意。画面生动，雕工娴熟，

线条流畅，层次清晰，俏色巧做，突出主题，为清代苏作的典范。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N AGATE PLAQUE MADE IN SUZHOU

L: 5cm, W: 4.2cm
RMB: 250,000-300,000

1456

清乾隆  蘇作巧色雕仙人乘槎牌

明清时期，仙槎被纳入吉祥图案体系，与八仙过海等题材类似，皆被赋予

祝寿之意，甚得皇室宝爱，是清代宫廷工艺品中常见的题材之一，此牌雕

仙人乘槎之景，有“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之吉祥寓意。此牌白玉质地，

细腻温润有如凝脂，加之黑白巧色，因材施艺而成。其一面雕仙人乘槎闲游，

正面所雕画面虽山石嶙峋、波涛滚滚，然人物乘筏泛游于碧海之上，其神

态安祥悠闲、从容不迫，怡然自得之情尽显于此，其旁袅袅云烟，全然一

幅仙逸之景，意境颇为高雅静谧。所雕纹饰工艺精细，风格朴实，线条流畅，

打磨光滑，可谓形神兼备。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FIGURE' PLAQUE MADE IN SUZHOU

L: 5.3cm, W: 4.6cm
RMB: 400,000-600,000



1457

清  瑪瑙巧色八卦馬紋牌

牌长方形，四角打磨圆润，取材玛瑙，温润细腻，色若冰糖，借色

巧雕而成。主题为一匹巧色骏马，足踏于祥云之上，左上为一巧色

太极图案。牌背面为草书诗文：“应图求骏马，今（惊）代得麒麟”，

本句诗出自唐·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有“文玩”二字方框款。

此牌构思巧妙，利用玛瑙中所含的天然棕黑色块，依形雕刻，层次

明晰，方寸之间构图舒朗，碾磨利落更显玉人功力。以俏色之技表

现，将主题突出，工艺风格清晰，为苏作典型器。

Qing Dynasty

AN AGATE 'EIGHT DIAGRAMS' PLAQUE

L: 4.5cm, W: 3.5cm
RMB: 250,000-300,000

1458

清乾隆  天保九如如意雲紋牌

此牌玛瑙为材，通体呈琥珀之色，打磨圆润细腻。正面雕一株如意

灵芝为饰，另面满雕云纹，云烟缥缈之中镌刻“天保九如”四字篆

书。“天保”即《诗经·小雅》中的篇名，该诗中连用了九个“如”

字即为“九如”，“天保九如”为祝寿之词，寓意福寿延绵，与灵

芝图案交相呼应。通观此件，雕工精细，寓意吉祥，殊为难得。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RUYI CLOUD' PLAQUE

L: 5.7cm, W: 3.5cm
RMB: 350,000-450,000



1459

清中期  白玉靈芝紋扳指

上等玉料琢製，玉质洁白晶莹，温润肥厚，宛如

凝脂。线条微弧圆润，其上刻饰灵芝纹，纹饰细

腻纤巧，精湛利落，体小趣足。扳指在古代叫韘。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射决也，所以钩弦，以

象骨韦，系着右巨指”。但随着弓箭在战场上的

作用越来越小，韘的实用功能逐渐转变为装饰功

能。因而出现了众多制作精美的扳指。此件扳指

质佳，工美，非一般人所用。类似扳指可参阅《北

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2002年，北京出版社，

图 232、288。

Mid Qing Dynasty

A WHITE JADE 'LINGZHI' THUMB RING

D: 2.9cm, H: 2.4cm
RMB: 50,000-80,000

1460

清乾隆 / 清嘉慶  黃玉御製詩文扳指 /

白玉御製詩文扳指

款识：乾隆御题，嘉庆御製

拍品为一对扳指，分别由黄玉和白玉製成，均刻

乾隆御製诗：“抡材临别苑，射策对明廷。养士

百年久，干城九塞宁。雕弓悬满月，羽箭迅流星。

为问赳桓辈，能通黄石经。”此诗出自乾隆皇帝

所作《紫光阁阅武举射》，中南海紫光阁在明清

时期是皇家演武的场所，明朝的皇帝在这里观看

射箭比武，到了清朝，这里又成为皇帝殿试武进

士和检阅侍卫大臣的地方。拍品款识分别为“乾

隆御题”与“嘉庆御製”，两件扳指凑为一对，

殊为难得。

参阅：《清高宗御製诗初集·卷二》，页十五。

Qing Dynasty Qianlong / Jiaqing Period

A YELLOW JADE THUMB RING

白玉：D: 2.9cm, H: 2.2cm
黄玉：D: 2.9cm, H: 2.5cm
RMB: 400,000-480,000

1461

清乾隆  仿古玉琮

乾隆皇帝在其为所藏古玉的注释中称玉琮为“辋

头”，清宫亦有旧藏，乾隆皇帝好古，每得之，

金锡玉匮，甚是珍爱，也令造办处制作仿器用以

陈设。此件琮在仿古基础上又有创新，外形取圆，

器壁上下留边，内减地浅浮雕仿古的兽面纹饰，

下配木座。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JADE 'CONG'

D: 7.8cm, H: 8cm
RMB: 60,000-80,000

1462

清乾隆  青白玉人物瑞獸紋觥

觥青玉为材，体量小巧，色若灿金。外壁浅浮

雕人物瑞兽纹及海浪纹，口沿外匝阴刻弦纹为

饰。器配圆雕海浪纹红木座。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CELEDON JADE CARVED 'BEAST' GONG 

CUP

L: 7.5cm, W: 3.8cm, H: 3.7cm
RMB: 10,000-20,000



1463

清早期  龍紋玉觥

拍品玉质，敞口斜腹，体形细长。器身以浅浮雕龙纹为主体纹饰，

器口有回纹一周。雕勾云形器柄，体型精干，线条简洁大气。觥是

商周青铜酒器的一种。清宫玉器中仿兕觥的造型者很多，体态不一。

此器其造型线条流畅，纹饰规整，其造型取自青铜觥，然器型和纹

饰上多有变化，颇存古意。

著录：《清代玉雕之美》，国立历史博物馆，图 98。

Early Qing Dynasty

A JADE 'DRAGON' GONG CUP

H: 16cm（带座）

RMB: 270,000-350,000

1464

清乾隆  白玉麟斧

白玉制玉斧状，其上透雕一麒麟，昂首弓背，步伐矫健，威严毕现。

中部采用阴刻技法，雕饰蟠虺纹及 T 形云纹，两侧出牙，为玉斧增加

了神秘之感。整器工艺精湛，雕工细腻，是一件集巧工于一身的玉斧。

玉斧这一玉器造型在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乾隆倡导玉器复古、仿古的

风尚，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仿古玉器。乾隆皇帝特别重视斧形珮，乾

隆三十二年《题古玉斧珮》诗指出古珮的寓意在于“所能取断喻廉贞”；

乾隆四十一年《咏汉玉斧珮》诗亦云：“玉德其温润，斧形寓决戕”；

同年《题古玉斧珮》又云：“玉寓润温斧寓刚”，展示了在乾隆眼中

玉斧的“能断”、“廉贞”、“决戕”、“刚”等寓意。此玉斧上饰龙纹，

是典型的宫廷装饰，是一件工艺与内涵俱珍的上品。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WHITE JADE CARVING

L: 17.9cm, W: 16.6cm
RMB: 780,000-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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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烤色雙魚洗

此水洗以整块白玉为材，膛雕琢而成，用材豪奢。正是中国传统玉雕中“因材施艺”

之典范，其体量硕大，局部带黄褐烤色，古朴雅致。洗心凸雕双鱼纹，间以卷草，

双鱼首尾相对，神态生动，游于碗底，宛如身临其境。外壁亦通体浮雕。两鋬透

雕花纹，之下分别琢一对活环。全器雕刻娴熟，刻画栩栩如生，线条犀利，纹饰灵动，

层次丰富，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时期万事俱新，玉雕和其它所有的工艺品一样

呈现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局面，此件水洗也一样，花口的设计，深具痕都斯坦玉器

风格，并以烤色仿古，是乾隆朝玉作所喜好的做法。在装饰上大量采用高浮雕的

手法，在形式上又有所创新，雕琢工艺亦是典型的“乾隆工”的特点，宫廷气息浓郁。

山西省博物館藏有一件“清玉雕帶環洗”，為 1966 年山西省財政廳交付博物館，

尺寸、紋飾、玉料與此件別無二致，或為一對。

參閱：《山西省博物館藏文物精華》，頁 306，圖 566。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WHITE JADE DOUBLE-FISH BRUSH WASHER WITH COATING COLOR

D: 14.7cm, H: 4.7cm
RMB: 1,200,000-1,800,000

山西省博物館藏清玉雕帶環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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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雕夔龍紋長方小洗

此洗白玉制成，质地温润细腻，匀净晶莹，少有瑕疵。整洗雕成长

方形，底小口大，平沿厚唇，底部四角各有一足。内壁光素无纹，

打磨精细，外壁减地雕刻夔龙纹，刀法娴熟简洁，线条流畅，富有

动感。整器造型敦厚而小巧，古朴典雅。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WHITE JADE 'KUI-DRAGON' RECANGULAR BRUSH WASHER

L: 11cm, W: 7.4cm, H: 3.8cm
RMB: 150,000-200,000

1467

清乾隆  白玉福壽洗

此洗白玉质，局部有沁，打磨光润细腻，内壁掏

膛匀净。洗身高浮雕蝙蝠两只及桃枝一株，取其

“福寿双全”之意。蝙蝠刻画栩栩如生，着实可爱，

叶茎纹脉皆清晰可见，可见玉工技艺之高超。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WHITE JADE BRUSH WASHER

L: 11.5cm, W: 9cm, H: 4.5cm
RMB: 110,000-150,000

1470

明  舊玉琮

玉琮独节，青玉质，外部已受沁为深褐色。整器

造型内圆外方，打磨光润，光素无饰。

Ming Dynasty

AN OLD JADE 'CONG'

D: 3.7cm, H: 1.9cm
RMB: 5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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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藏舊玉璧

玉璧所附木盒上题“周璧，匋斋藏”。玉璧为青玉质，造型古朴，

沁色自然。

端方（1861-1911），满清贵族，清末著名金石学家，本汉人，姓陶，

号陶斋，字午桥。端方曾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代理陕西巡抚、

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代任两江总督创建暨南大学。端方从政

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个人亦喜藏书，

且收藏颇富，精品亦多，藏书处曰宝华庵、陶斋，藏书印有乐道主

人真赏、端方藏记等。尤在金石学方面成果斐然。

A FINELY CARVED JADE BI

D: 19cm
RMB: 150,000-200,000

1472

端方藏舊玉龍

原木盒上题“匋斋”。拍品作对折衔尾玉龙形状，古意盎然。

A FINELY CARVED JADE DRAGON CARVING

L: 34.4cm, W: 11.5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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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青玉雕龍文勒子

勒子又称“蜡子”，是古人挂于胸前或腰间的玉饰，

勒子玉制，上大下小呈扁圆柱体，平面线刻饰以

兽面纹。中部打一通天孔。其纹饰、造型古朴，

沁色深入肌理，韵味十足。

Ming Dynasty

A CELEDON JADE LEZI

H: 4cm
RMB: 300,000-400,000

1473

清乾隆  白玉雕福壽黃金皮挂件

挂件白玉为材，质地润如凝脂，圆雕蟠桃两颗，

表皮略带糖色，打磨圆润光洁，令人垂涎欲滴，

果叶似柳，卷曲柔美。此器入手把玩，尺寸恰合，

玲珑巧致，颇具生活意趣。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FINELY CARVED HAND PIECE

L: 5.5cm
RMB: 150,000-200,000

1475

明  舊玉琮式勒子

琮式玉勒内圆外方，外壁细划数条阴线作为琮节。

色泽苍古，周身满沁，呈现出红褐色相间的土沁

色泽。此器盘玩纯熟，皮壳厚重，边角圆润光滑，

充满神秘深沉的高古气息。

Ming Dynasty

A CONG-STYLE LEZI

L: 4.6cm
RMB: 200,000-250,000

1476

明  舊玉串

拍品由 67 颗桶珠串成，玉珠大小不一，多带鸡骨

白沁，造型古朴稚拙，包浆莹润，颇有古趣，为

赏玩佳品。

Ming Dynasty

A STRING OF JADE

L: 32.5cm
RMB: 22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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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白玉雕一路連科爐頂

炉顶玉质，圆雕、镂透之工艺精湛非常。荷叶、

白鹭雕镂纤细，交错掩映，白鹭姿态各异，荷叶

翻卷颇具动感，构图显得立体有致，宛如置于荷

塘之中。此件炉顶寓有“一路连科”之意，为仕

官文人所钟爱，实为元代玉雕之佳作。

Yuan Dynasty

A INCENSE BURNER TOP

L: 3.1cm, W: 2.3cm, H: 3.6cm
RMB: 100,000-150,000

1478

清  白玉鏤雕芝蘭佩

此件佩饰白玉制成，质地洁白莹润，纯净无暇，

整体呈长椭圆形。镂雕兰花与灵芝，花叶交映，

芝兰并茂。自古君子比德于玉，白玉纯洁温润，

象征君子之高尚美德。又以白玉雕成芝兰，以此

为饰，犹如芝兰之气随身，雅意十足。雕琢精细，

立体感强，线条婉转流畅。

Q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WHITE JADE PENDANT

L: 5.7cm, W: 2.6cm
RMB: 60,000-90,000

1479

清乾隆  白玉巧雕載弄之璋挂件

此件取材白玉，玉皮略带烤色。上下圆雕蟠桃纹。

一面高浮雕童子挽枝之态，其身着宽袖长衣，表

情欢喜，呈游戏坐姿。留白处浅雕“一片，载弄

之璋，太古”。圆润有致，小巧可握。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DELICATELY CARVED WHITE JADE PENDANT

L: 9.1cm, W: 5.3cm
RMB: 140,000-180,000

1480

清  玉浮雕龍紋帶扣

此带扣方形，白玉制。勾身板状微拱，面上正中

浮雕螭纹，螭龙造型灵动、虬曲婉转、盘缠有序。

另面做减地勾边处理，开窗内作饕餮和五瓣花水

草两突钮。带扣玉质莹润洁白，抛光完美，极富

奢华感。

Qing Dynasty

A JADE 'DRAGON' BELT HOOK

L: 5.9cm, W: 4.9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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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瑪瑙巧色靈芝蜻蜓荷葉挂件

取材白玉，质地温润，打磨光洁。取局部天然玛

瑙色玉皮巧雕蜻蜓及一株荷花，色泽明艳，引人

注目，蜻蜓刻画细腻，薄翼纹脉丝丝如雨。余处

白玉部分圆雕为三片荷叶，形似如意云头，玲珑

雅致，颇有意趣。

Qing Dynasty

AN AGATE 'LOTUS LEAF AND DRAGONFLY' 

PENDANT

L: 5.6cm
RMB: 60,000-80,000

1482

清  龍鳳呈祥玉璧

玉璧呈规整环形，中有小孔，白玉制成，光洁润透。

正面浮雕一龙一凤，龙身劲健盘曲，龙目圆睁，

耳内凹槽，麟角鬃毛向后飘扬，肩部拱起，四肢

矫健，花尾分叉，极具威武动感。凤眼首出梢，

尖喙长颈，羽翎清晰飘于身后分叉卷起并以短细

阴线为饰，柔美端庄。另面做减地勾边处理，阳

刻篆书“龙凤呈祥”四字，如行云流水，古意悠悠。

Qing Dynasty

A FINELY CARVED 'DRAGON AND PHEONIX' 

JADE BI

D: 5.5cm
RMB: 110,000-150,000

1483

清乾隆  白玉雕踏雪尋梅牌

玉牌器形方阔厚实，质地洁白温润，纯净无瑕。两

面牌首对称浮雕仿古夔龙，蜷曲相对。正面浅浮雕

高士访友图，一老者身着广袍，头戴风帽，长须垂

胸，骑驴缓行于山间河畔，楼阁迭嶂，山石峭立，

梅疏枝绽放，不时回望身后手持梅花之童子，人物

刻划细腻传神。背面阳文行书：“寂寂轩窗淡淡风，

清溪西畔小桥东。年来莫道无佳句，才有梅花便不

同。”落“山月”篆书印章。书画意境相合，全器

雕刻流畅，抛光细腻，实为佩戴佳品。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WHITE JADE 'VISITING THE FRIENDS' PLAQUE

L: 6.8cm, W: 4.8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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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淩霄花紋洗

文震亨《长物志》云：“笔洗玉者有钵盂洗、长方洗、

玉环洗。古铜者有古鏒金小洗，有青绿小盂，有

小釜、小卮、小匜，此数物原非笔洗，今用作洗

最佳。”本品取老玉料雕花形洗，呈色洁白，温

润宜人。采用圆雕，器呈四瓣海棠形，厚薄得当，

洗口平滑，微微内卷。洗身内外光洁无纹，端庄

素净，筋棱线条流畅挺括，很好的装饰了器型。

洗心作一拱形穿孔，可悬挂，清雅至极。若承以

清水，则袅袅凝韵，娉婷流霞。如取之置于书案

之上，十分雅致。

Qing Dynasty

A 'FLOWER' BRUSH WASHER

L: 8cm, W: 8cm, H: 1.5cm
RMB: 60,000-90,000

1486

明  黃玉秋葵紋小洗

洗整体圆形，呈秋葵花瓣状，花口，微弧斜壁，浅腹，

器壁较厚，洗内壁刻画出花瓣形状，线条流畅，

洗心为花心，造型精巧，灵动自然。玉质莹润，

细腻如脂。

Ming Dynasty

AN 'OKURA' BRUSH WASHER

D: 7.5cm, H: 1.7cm
RMB: 50,000-80,000

1487

明  黃玉雙葉形洗

此洗为珍贵的黄玉材质，玉质莹润，色泽匀净。

整体呈两边对称的双树叶形状，边缘卷曲，中部

镂空，立体感强。腹较深，底有外撇短足。造型

小巧精致，新颖独特，用于书案，增添生机，引

人静思。

Ming Dynasty

A YELLOW JADE BRUSH WASHER

L: 5.5cm, W: 5cm, H: 1.8cm
RMB: 100,000-120,000

1484

清  白玉太白飲酒圖牌

玉牌质地通透，牌首浅浮雕两螭龙，中一穿孔系佩，

螭龙身体向下伸展形成开光，内去地浅浮雕装饰，

一面浅雕太白饮酒图，另一面阳刻诗文：李白斗

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出自唐代诗人杜甫

的作品《饮中八仙歌》，诗画相和，意趣十足。

Qing Dynasty

A WHITE JADE 'TAIBAI DRINKING THE WINE' 

PLAQUE

L: 6.2cm, W: 4.3cm
RMB: 9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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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灰玉活環洗

此洗为灰玉制成，玉质坚实，局部泛黑。雕琢精细，

配以单鋬，鋬下琢一活环，巧妙别致。此洗简洁

无饰，呈现玉石天然的纹理与光泽，造型小巧玲珑，

十分雅致。

Ming Dynasty

A GREY JADE BRUSH WASHER

L: 8.2cm, W: 4.7cm, H: 2.4cm
RMB: 50,000-80,000

1489

清代  玉杯一組五只

玉杯白玉制成，质地致密温润，晶莹匀净，呈半

透明状。一组五件，形制统一，微弧腹壁，矮圈足，

配以龙形鋬。整器光素，不加雕饰，呈现玉质天

然之质，器型小巧，而不失典雅高贵之气，既可

用于品茗，又具观赏性，十分雅致。

Qing Dynasty

A SET OF FIVE JADE CUPS

D: 3.2cm, H: 2.7cm
RMB: 10,000-15,000

1490

清乾隆  白玉雕寶相花扳指盒

本品玉质温润细腻，形制小巧周正，顶面边缘饰

一周回纹，中心圆形镂雕葵花纹饰，盒身顶部及

下部一周施阴线雕琢回纹，中部镂空施雕宝相花

纹。下配碧玉圆托，束腰，如意四云足，托底面

亦圆形镂雕一宝相花。整器掏膛干净，线条流畅，

工艺上乘。因清代贵族男子流行佩戴扳指，扳指

盒作为储存扳指的器具应运而生。此件扳指盒用

材讲究，造型雕刻精巧雅致，彰显出主人身份。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WHITE JADE CARVED THUMB RING BOX

H: 4cm
RMB: 60,000-80,000

1491

清  翡翠福壽牌

翡翠质长方牌，色泽青翠，细腻温润，边角圆滑，

两端透雕装饰两两相对瑞兽，上龙下凤。线条流畅，

牌面中心方框开光内刻饰蝠磬壽桃纹，谐音“福

庆”，寓意福寿吉庆。

Qing Dynasty

A JADEITE 'BLESS AND LONGEVITY' PLAQUE

L: 5.5cm, W: 3.1cm
RMB: 18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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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葉形挂件

翡翠为老坑冰种，玉质细腻，翠色阳艳匀称，叶

子形状取金枝玉叶之意。

A JADEITE PENDANT

L: 3.3cm, W: 1.8cm
RMB: 1,000,000-1,200,000

1493

民國  翡翠仕女擺件

此摆件翡翠制成，翠色莹润。仕女立像身形，头梳高髻，

面容端庄清丽，目光柔和低垂，衣带飘逸，披帛绕肩，举

止恬静文雅。身畔随一小女孩，活泼欢快。摆件整体雕琢

细致，人物形态惟妙惟肖，构图巧妙，内容取材富有故事性，

清新活泼。

记录：香港苏富比，2009 年春拍，Lot633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JADEITE LADY FIGURE CARVING WITH STAND

H: 14cm
RMB: 100,000-150,000



1494

清乾隆  翡翠提梁卣

提梁卣以翡翠为材，通体墨绿色，玉质上乘，晶莹细润。

形呈垂腹圆体，卣身光洁无纹饰。颈两侧立耳套活环提梁，

提梁线条优美，流畅光滑。盖顶圆雕瑞兽为钮。此件作品

以青铜器为蓝本创作，既忠实继承了青铜器的古雅堂皇，

又融入了玉器的钟灵剔透。器形比例及工艺布局把握准确，

做工精美华丽，陈设效果上佳。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JADEITE 'YOU' KETTLE WITH HANDLE

（提梁卣）H: 26.5cm, （翡翠）H: 14.5cm
RMB: 800,000-1,200,000

1495

清乾隆  翡翠碗一對

碗形制规整，器型与乾隆官窑瓷器对碗一致。翡翠碗成对

製成，材质、造型、规格均如出一辙，保存至今，颇为可贵。

且壁薄质细，琢工精湛，剔透玲珑，质地温润，呈凝油脂光泽。

高档翡翠通常也以“素”身来表现其自然本质，而本品光

素无纹，正能凸显其浅淡绿色冰种质地。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PAIR OF JADEITE BOWLS

D: 14.1cm, H: 6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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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紫檀五镶黄玉如意

如意传统上用作祝意吉祥，木柄嵌玉三镶如意是清代宫廷收藏最多

的一类，盛行于清代中期，这类如意是在木制柄身的首、中、尾三

部分分别镶嵌大块的玉石作为装饰。拍品为五镶如意，紫檀为柄，

曲线流畅，通体素面，仅每段间浮雕 X 形卷草纹简单装饰，其上除

头、腰、尾上三镶透雕连珠框黄玉龙纹瓦之外，中央也留出较小的

台座，内中点缀镶嵌了两块透雕黄玉透雕螭龙纹瓦字，大、小龙纹

相映成趣，别出心裁。

Qing Dynasty

A YELLOW JADE ZITAN RUYI

L: 51.1cm
RMB: 400,000-600,000

1497

清  绿松石嬰戲葫蘆瓶

绿松石属优质玉材，我国清代称之为天国宝石，自古以来，

绿松石就在西藏占有重要的地位。此绿松石瓶取材天然，

质地上佳，质朴庄重，色泽艳丽光亮，给人以浑然天成之

美，此瓶采用圆雕技法而就，线条流畅自然，婴孩憨态可

掬。运刀苍劲古拙、和穆深峻。整器造型饱满，题材生动，

布局巧妙，颇具赏玩之雅趣。

Qing Dynasty

A GOURD-SHAPED VASE

H: 16.3cm
RMB: 250,000-300,000



1498

18 世紀  粉紅料長頸瓶

拍品为清代玻璃制品，料器的色彩和制作工艺在清代中叶已臻成

熟，此瓶即是清代料器的典型。拍品圆口直颈，垂腹圈足，造型

规整，轻盈灵透，表面光洁莹润，通身粉色，颜色鲜艳不乏沉稳。

本品曾在纽约 FRANK CARO GALLERY（开乐画廊）中收藏展示。

Frank Caro 弗兰克·卡洛是盧芹齋的後繼人。

来源：FRANK CARO GALLERY 弗兰克·卡洛画廊舊藏。

备注 : 附发票

18th Century

A PINK LONG-NECK VASE

H: 24cm
RMB: 100,000-150,000

弗兰克·卡洛画廊发票



1499

清  水晶達摩立像

水晶达摩立像，人物塑造生动，大耳垂肩，满腮虬须，

双目圆睁，神情威仪凛凛。身披莲纹袈裟，右肩袒露，

右手举钵，左手提袍，赤足当风而立，其衣衫微微拂起，

营造出飘逸流动之感。

Qing Dynasty

A CRYSTAL DHARMA STANDING STATUE

H: 22.4cm（连座）

RMB: 220,000-280,000

1500

清早期  琥珀雕刘海戏金蟾

立像呈楂红色，圆雕刘海，笑口常开，手舞铜钱，

憨态可掬。头戴裹巾，袒胸露腹。足旁圆雕金蟾，

双目圆睁，昂首凝望。下配镂雕木座。

Early Qing Dynasty

AN AMBER LIU HAI STATUE

H: 10.5cm
RMB: 120,000-180,000



1503

清早期  蜜蠟彌勒佛

蜜蜡是历代王公贵族所采用的饰物材质之一，也是宗教加持的

圣物。此件作品以蜜蜡为材，圆雕弥勒坐像。年代久远，包浆

醇厚，质感轻盈。弥勒佛宽额大耳，前庭饱满，眉目慈蔼，笑

意盈然，双手举拳过顶，右手握住左臂，身披广袖长衫，凸肚

袒胸，右腿盘坐，左腿支于地上，神情颇为得意。

Early Qing Dynasty

A BEESWAX MAITREYA STATUE

H: 5.5cm
RMB: 40,000-50,000

1501

清  蜜蠟葡萄紋挂件

吊坠以蜜蜡为材，立体圆雕而成。琥珀色泽暗红，质坚体盈，

光润通透。整体高浮雕琢出葡萄叶片形状，其上果实累累，

葡萄颗粒饱满，叶片丰阔。顶上带有穿孔挂绳，上系一老珊

瑚米珠，系挂方便。葡萄纹饰是清代工艺品的常见装饰题材，

寓意丰收富贵、子嗣绵延。此坠表现手法朴实生动，用材上佳，

可堪把玩。

Qing Dynasty

A BEESWAX 'GRAPE' PENDANT

L: 5.7cm
RMB: 30,000-35,000

1504

清  南紅雙蝠梅花小花插

此件花插精选一段南红随形雕成小巧花插样式，花插

外壁采用巧色手法，由侧面延展雕出雪胎梅骨一株，

枝干虬劲，枝下依生出灵芝丛，寓意春来报喜、福寿

祥瑞。其材红色鲜艳可爱，白色纯洁绵密，色彩对比

强烈，更兼工匠巧心雕琢，装饰效果极强。

Qing Dynasty

AN AGATE 'BAT AND PEACH' FLOWER RECEPTACLE

H: 5.1cm
RMB: 80,000-120,000

1505

清初  蜜蠟螭龍紋墨床

墨床蜜蜡为材，质地紧密，色泽红润油亮。下以

紫檀为底座。床面浮雕螭龙纹饰，工艺精美。此

件材质珍贵，雕刻精美，实为文房雅玩。

Early Qing Dynasty

A BEESWAX CHI-DRAGON INK REST

L: 7.4cm
RMB: 40,000-60,000

1502

清  發晶牧牛童子擺件

摆件发晶质，通透地呈现出如髮丝般的纹脉，纵横交错，别有情趣。

整器圆雕童子牧牛，孩童坐于牛背之上，身体斜倾，双手用力拉扯

鼻绳，表情天真欢喜，似在与老牛嬉闹，一旁牛犊四足伏地，回首

仰望。另配嵌银丝随形红木座，更添华贵之气，此器通体光亮可人，

韵味独具，是一件文房案头佳品。

Qing Dynasty

A 'CATTLEHERDING CHILD' CRYSTAL CARVING

L: 8.9cm, H: 9cm（连座）

RMB: 80,000-120,000



1507

清乾隆  黃玉御題《玉簪詩》扳指

拍品由上乘黄玉制成，莹润中略带糖色，古雅动人。外壁刻乾

隆御题诗“御题玉簪诗，花色白多香，玉簮最郁烈，美人起晨装，

搔头一枝折”，此诗出自乾隆御製诗《玉簪》，配合诗文刻玉

簪花图案，花朵舒展，似有淡香逸出。整器诗图并茂，相辅相

成。扳指是拉弓射箭扣弦所用之器 , 满族善骑射 , 以骁勇善战定

天下 , 乾隆皇帝亦多次到木兰围场狩猎习武 , 故宫博物院所藏《乾

隆大阅图》和《威狐射鹿图》等绘画作品中皆可见乾隆皇帝佩

戴扳指的图像。乾隆皇帝诗作丰富，并常命人将其御题诗镌刻

于其喜爱的器物之上，此件用材上佳，御铭、图案刻工精细，

画意十足，除宫廷御用不能作此。

参阅：《清高宗御製诗二集·卷八十七》，页十八。

Qing Dyansty Qianlong Period

A YELLOW JADE THUMB RING

D: 2.9cm, H: 2.3cm
RMB: 400,000-500,000

圖：《清高宗御製诗二集·卷八十七》，《玉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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