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 340 號 華秦國際大廈 G2 6-8 室
Unit 6,7 & 8 on Ground 2 Floor, Hua Qin lnternational 

Building, 340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電 話 (Tel) : (852)3904 3490      傳 真 (Fax) : (852)3904 3780 

www.fortuneauctioneers.com      

華
輝
拍
賣
行
有

限
公
司

Vol.64

香
港
鄧
氏
家
族
珍
藏

民
國
景
德
鎮
文
人
瓷
專
場

7
 

O
C

T
 

2
0

1
5

華輝二零一五秋季精品拍賣會(一)
Fortune 2015 Autumn Auction of Delicate Items(Ⅰ)

香港鄧氏家族珍藏 民國景德鎮文人瓷專場

2015年10月7日(星期三)下午一時
Wednesday, 7 October, 2015 at 1:00 pm

Fortu n e



前言 :

邓氏家族为一典形解放后来港的实业家，邓老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顺

德带同家人来港后，从事制衣纺织厂生意，三位儿子各司其职，长兄主力

和海外买家接洽订单，二兄负责厂内生产線，三弟则主力纺织机械运作，

三人同心协力地为其家族生意拼搏。香港六七十年代人口不断增加，邓老

先生看准投资地产物业必有可为，便将制衣厂所得之利润转为购入物业收

租，实行双線发展。直至七十年代中期，生意渐上轨道，兄弟各人经常驻

足荷李活道各大古玩店交流，初期以收藏清代官窯瓷器为主，后来转而专

注收集以珠山八友为主的民国瓷，成为香港最大的民国文人瓷收藏家族。

时光飞逝，兄弟各人均已儿孙满堂，眼见国内新晋藏家冒起，遂有将其珍

藏之珠山八友名家瓷公诸同好之意，以给予各大小新晋藏家有机会收藏及

欣赏民国时期各名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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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野亭  粉彩山水掛屏
39×25 cm.

起拍价（港元）:  250,000

汪野亭 (1884-1942)，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
老平、垂钓子，亦号传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
斋名平山草堂，江西省乐平县人，近现代著名绘
瓷艺家。为瓷都景德镇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珠山
八友大师之一，工画花鸟、山水。在绘瓷技法上，
采用油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
汪野亭是 20 世纪前期景德镇陶瓷美术革故鼎新的
著名陶瓷艺术家。他的山水画，一直为后人所仰重、
仿效，足足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他从艺 30 多年从
未离开过景德镇，创作了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精
美作品，受到了世界收藏家的青睐并争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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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野亭  粉彩湖山秋色瓷板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中艺
39×26 cm.

起拍价（港元）:  150,000

汪野亭 (1884-1942)，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
老平、垂钓子，亦号传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
斋名平山草堂，江西省乐平县人，近现代著名绘
瓷艺家。为瓷都景德镇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珠山
八友大师之一，工画花鸟、山水。在绘瓷技法上，
采用油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
汪野亭是 20 世纪前期景德镇陶瓷美术革故鼎新的
著名陶瓷艺术家。他的山水画，一直为后人所仰重、
仿效，足足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他从艺 30 多年从
未离开过景德镇，创作了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精
美作品，受到了世界收藏家的青睐并争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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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野亭  粉彩青绿山水瓷板
46×27 cm.

起拍价（港元）:  60,000

汪野亭 (1884-1942)，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
老平、垂钓子，亦号传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
斋名平山草堂，江西省乐平县人，近现代著名绘
瓷艺家。为瓷都景德镇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珠山
八友大师之一，工画花鸟、山水。在绘瓷技法上，
采用油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
汪野亭是 20 世纪前期景德镇陶瓷美术革故鼎新的
著名陶瓷艺术家。他的山水画，一直为后人所仰重、
仿效，足足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他从艺 30 多年从
未离开过景德镇，创作了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精
美作品，受到了世界收藏家的青睐并争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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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野亭  粉彩“煙溪泛艇”、
“云壑彩泉”瓷板  二件  (其一角小缺)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金宝行
18×25 cm.

起拍价（港元）:  100,000

汪野亭 (1884-1942)，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
老平、垂钓子，亦号传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
斋名平山草堂，江西省乐平县人，近现代著名绘
瓷艺家。为瓷都景德镇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珠山
八友大师之一，工画花鸟、山水。在绘瓷技法上，
采用油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
汪野亭是 20 世纪前期景德镇陶瓷美术革故鼎新的
著名陶瓷艺术家。他的山水画，一直为后人所仰重、
仿效，足足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他从艺 30 多年从
未离开过景德镇，创作了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精
美作品，受到了世界收藏家的青睐并争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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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野亭  墨彩山水瓷板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中艺
20×13 cm.

起拍价（港元）:  50,000

6

田鹤仙  粉彩山水瓷板  一套四件
20×13 cm.

起拍价（港元）:  100,000

汪野亭 (1884-1942)，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老平、垂钓子，亦
号传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斋名平山草堂，江西省乐平县人，近现代
著名绘瓷艺家。为瓷都景德镇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珠山八友大师之一，
工画花鸟、山水。在绘瓷技法上，采用油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
汪野亭是 20 世纪前期景德镇陶瓷美术革故鼎新的著名陶瓷艺术家。他
的山水画，一直为后人所仰重、仿效，足足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他从艺
30 多年从未离开过景德镇，创作了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美作品，受
到了世界收藏家的青睐并争相收购。

田 鹤 仙 (1894-1952)， 名 青， 原
名田世青，字鹤仙，号梅华主人、
荒园老梅。先攻山水，后改画梅
花。其绘画艺术，以梅花独步画
坛。鹤仙的梅花，深得元代画家
王冕的影响，其竹杆似断非断，
节节相连的用笔及构图无处不体
现王冕的绘画精神，“珠山八友”
发起人王大凡赠有“山水清浑成
一格，梅花作出更无双”的赞誉
诗句。他画梅只画花枝，不画背
景，创立了瓷画上的“梅花弄影”
技法。虬劲盘曲的树枝，衬以绰
约的梅花树影。炽烈的梅蕊与冷
峻的梅枝形成强烈的反差，造成
虚实相衬，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画面上梅满、字多、诗俊逸，再
配以朱文小篆方印，给人以满目
留芳之美感。其创立的“梅花弄
影法”、“虚实衬托法”和以山
水功夫画梅，字与梅融为一体共
组画面等艺术追求，产生了深远
影响。邓白先生在《中国现代美
术全集》总论中专门提到了其“梅
花·粉彩文具”“技巧熟练，格
调高雅，具有浓厚的民族艺术特
色”。《陶瓷卷》中还专门介绍
了“梅花纹粉彩文具“及”红梅·粉
彩灯笼瓶”，称之为 20 世纪“30 
年代的精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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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鹤仙  粉彩红梅掛屏
来源：七十年代购於香港观生阁
39×25 cm.

起拍价（港元）:  250,000

田鹤仙 (1894-1952)，名青，原名田世青，字鹤仙，
号梅华主人、荒园老梅。先攻山水，后改画梅花。
其绘画艺术，以梅花独步画坛。鹤仙的梅花，深
得元代画家王冕的影响，其竹杆似断非断，节节
相连的用笔及构图无处不体现王冕的绘画精神，

“珠山八友”发起人王大凡赠有“山水清浑成一格，
梅花作出更无双”的赞誉诗句。他画梅只画花枝，
不画背景，创立了瓷画上的“梅花弄影”技法。
虬劲盘曲的树枝，衬以绰约的梅花树影。炽烈的
梅蕊与冷峻的梅枝形成强烈的反差，造成虚实相
衬，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画面上梅满、字多、
诗俊逸，再配以朱文小篆方印，给人以满目留芳
之美感。其创立的“梅花弄影法”、“虚实衬托
法”和以山水功夫画梅，字与梅融为一体共组画
面等艺术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邓白先生在《中
国现代美术全集》总论中专门提到了其“梅花·粉
彩文具”“技巧熟练，格调高雅，具有浓厚的民
族艺术特色”。《陶瓷卷》中还专门介绍了“梅
花纹粉彩文具“及”红梅·粉彩灯笼瓶”，称之
为 20 世纪“30 年代的精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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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凡  粉彩月下美人插屏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Galaxie Art & Gift co.  
33×22 cm.

起拍价（港元）:  500,000

王大凡 (1888-1961)，男，号“希平居士”，又号“黟山樵子”，
斋名“希平草庐”，著名绘瓷艺人，景德镇“珠山八友”之一 ,
景德镇人物画的名艺师，中国陶瓷美术大师，他幼年时曾读
私塾，因家境贫寒，曾在小店铺中学徒。12 岁时，随父母兄
长来景德镇投靠姐夫学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刻苦自
学成家．工绘粉彩人物仕女，亦善画钟馗。能诗，并擅长国画。
期间，师从浙派画家汪晓棠，后又结识了集诗、书、画、印
为一身的文人画家周先生为友，互相学习，共商画艺。他们
三人在王大凡自立门户开张不久，便举办“师、徒、友”画展，
向世人展示了陶瓷艺术的新风貌。1915 年，他绘制人物画“富
贵寿考”大瓷瓶，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奖状和金质奖。
l959 年被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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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大凡  粉彩渔家妇人掛屏
39×25 cm.

起拍价（港元）:  500,000

王大凡 (1888-1961)，男，号“希平居士”，又号“黟山樵子”，斋名“希
平草庐”，著名绘瓷艺人，景德镇“珠山八友”之一 , 景德镇人物画的名艺师，
中国陶瓷美术大师，他幼年时曾读私塾，因家境贫寒，曾在小店铺中学徒。
12 岁时，随父母兄长来景德镇投靠姐夫学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刻
苦自学成家．工绘粉彩人物仕女，亦善画钟馗。能诗，并擅长国画。期间，
师从浙派画家汪晓棠，后又结识了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的文人画家周
先生为友，互相学习，共商画艺。他们三人在王大凡自立门户开张不久，
便举办“师、徒、友”画展，向世人展示了陶瓷艺术的新风貌。1915 年，
他绘制人物画“富贵寿考”大瓷瓶，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奖状和
金质奖。l959 年被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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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粉彩渔人泛舟图掛屏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金宝行
38×25 cm.

起拍价（港元）:  600,000

王琦 (1866-1933) 男，为“珠山八友”之首，字：碧珍，别号：
陶迷道人，斋名“匋匋斋”。生於 1886 年，卒於 1933 年。
祖籍安徽，后迁居江西新建县。幼年曾读私塾，酷爱绘
画。父亲是贩盐船户，曾随父在水上生活。有一次偶遇一
位捏塑面人的艺人，於是从其学艺，从此以捏面人为生。  
1901 年来景德镇后，向邓碧珊学习陶瓷绘画艺术和人像绘
画艺术，后又学习钱慧安的绘画艺术，所绘人物仕女多仿
钱慧安，笔力遒劲、姿态娴逸。因扎实的绘画功力和聪颖
的绘画悟性，很快就超过碧珊先生。 1916 年浮梁知事程
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财源滚滚而来。
1916 年王琦、王大凡赴上海参观海上画派画展，接触扬州
八怪，尤喜欢黄慎的画风。黄慎，号婴瓢子，专攻人物、
兼画山水、花鸟，人物画以狂草笔法作画。王琦因捏过人
像、雕塑、画过瓷像、又吸收了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并
确定了用西画明暗画人物头像，以写意笔法画衣纹的画风。
其线条自由生动，运用粉彩画人物脸面、有立体感、富有
新意。王琦用笔豪放、富於变化，所绘花鸟鱼虫各具特色。
王琦思想开放，也学西洋画技法、善用光线，明暗对比，
以九宫格画瓷像，在景德镇画瓷板像，极有声望，被称为
“西法头子”。他还善於作诗、词、曲，书法亦佳，为景
德镇瓷绘家中领袖人物。但在此之后，王琦的画风，始终
没有摆脱黄慎画风的影响。因此，王琦的绘画风格虽给景
德镇陶瓷艺术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是他率先在陶瓷
绘画上使用西洋画技法，但他狂放崎岖，典雅飘逸的画风，
仍保留黄慎的画风，而尚未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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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粉彩美人老虎图瓷板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万宝公司
39×26 cm.

起拍价（港元）:  600,000

王琦 (1866-1933) 男，为“珠山八友”之首，字：碧珍，别号：
陶迷道人，斋名“匋匋斋”。生於 1886 年，卒於 1933 年。
祖籍安徽，后迁居江西新建县。幼年曾读私塾，酷爱绘
画。父亲是贩盐船户，曾随父在水上生活。有一次偶遇一
位捏塑面人的艺人，於是从其学艺，从此以捏面人为生。  
1901 年来景德镇后，向邓碧珊学习陶瓷绘画艺术和人像绘
画艺术，后又学习钱慧安的绘画艺术，所绘人物仕女多仿
钱慧安，笔力道劲、姿态娴逸。因扎实的绘画功力和聪颖
的绘画悟性，很快就超过碧珊先生。 1916 年浮梁知事程
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财源滚滚而来。
1916 年王琦、王大凡赴上海参观海上画派画展，接触扬州
八怪，尤喜欢黄慎的画风。黄慎，号婴瓢子，专攻人物、
兼画山水、花鸟，人物画以狂草笔法作画。王琦因捏过人
像、雕塑、画过瓷像、又吸收了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并
确定了用西画明暗画人物头像，以写意笔法画衣纹的画风。
其线条自由生动，运用粉彩画人物脸面、有立体感、富有
新意。王琦用笔豪放、富於变化，所绘花鸟鱼虫各具特色。
王琦思想开放，也学西洋画技法、善用光线，明暗对比，
以九宫格画瓷像，在景德镇画瓷板像，极有声望，被称为
“西法头子”。他还善於作诗、词、曲，书法亦佳，为景
德镇瓷绘家中领袖人物。但在此之后，王琦的画风，始终
没有摆脱黄慎画风的影响。因此，王琦的绘画风格虽给景
德镇陶瓷艺术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是他率先在陶瓷
绘画上使用西洋画技法，但他狂放崎岖，典雅飘逸的画风，
仍保留黄慎的画风，而尚未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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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粉彩鍾馗照镜掛屏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集古齋
38×25 cm.

起拍价（港元）:  600,000

王琦 (1866-1933) 男，为“珠山八友”之首，字：碧珍，别号：
陶迷道人，斋名“匋匋斋”。生於 1886 年，卒於 1933 年。
祖籍安徽，后迁居江西新建县。幼年曾读私塾，酷爱绘
画。父亲是贩盐船户，曾随父在水上生活。有一次偶遇一
位捏塑面人的艺人，於是从其学艺，从此以捏面人为生。  
1901 年来景德镇后，向邓碧珊学习陶瓷绘画艺术和人像绘
画艺术，后又学习钱慧安的绘画艺术，所绘人物仕女多仿
钱慧安，笔力道劲、姿态娴逸。因扎实的绘画功力和聪颖
的绘画悟性，很快就超过碧珊先生。 1916 年浮梁知事程
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财源滚滚而来。
1916 年王琦、王大凡赴上海参观海上画派画展，接触扬州
八怪，尤喜欢黄慎的画风。黄慎，号婴瓢子，专攻人物、
兼画山水、花鸟，人物画以狂草笔法作画。王琦因捏过人
像、雕塑、画过瓷像、又吸收了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并
确定了用西画明暗画人物头像，以写意笔法画衣纹的画风。
其线条自由生动，运用粉彩画人物脸面、有立体感、富有
新意。王琦用笔豪放、富於变化，所绘花鸟鱼虫各具特色。
王琦思想开放，也学西洋画技法、善用光线，明暗对比，
以九宫格画瓷像，在景德镇画瓷板像，极有声望，被称为
“西法头子”。他还善於作诗、词、曲，书法亦佳，为景
德镇瓷绘家中领袖人物。但在此之后，王琦的画风，始终
没有摆脱黄慎画风的影响。因此，王琦的绘画风格虽给景
德镇陶瓷艺术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是他率先在陶瓷
绘画上使用西洋画技法，但他狂放崎岖，典雅飘逸的画风，
仍保留黄慎的画风，而尚未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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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仲南  粉彩松鹰图掛屏
38×24 cm.

起拍价（港元）:  250,000

徐仲南 (1872-1953)，名陔，字仲南，号竹里老人，江西南
昌人。在“珠山八友”中年纪最长，享年 81 岁。画瓷时间长，
成名稍晚，青年时期以画人物为主，中年则改习山水，晚
年画松竹、花鸟，一生以画竹子著称。
1918 年，46 岁的徐仲南受聘於江西瓷业公司，从南昌到景
德镇担任瓷业美术管理。成立於清末的江西瓷业公司在民
国期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而彼时画艺高超的徐仲南被委
派到景德镇主要的任务是传授画艺，并参与经营管理。
然而，归於他与当时的风尚格格不入，更由於他洁身自好、
不迎合当局者，所以不久即被解聘赋闲在家。这时，徐仲
南反倒感到一身轻松，从此在自己不大的庭院里植松种竹，
一心一意地挥毫作画，画纸画，也画瓷板。徐仲南年轻时
候人物画得多一点，中年偏重山水，老年几乎只画松竹，
又以翠竹为重。
院子里有着连片的翠竹，客厅里挂着文同、郑板桥的墨竹，
此时的徐仲南笔墨之下已经翠竹片片，或玉树临风、或拔
地晴空，观之让人犹如入仙境的幽静感。
就在徐仲南的陶瓷艺术走向巅峰时期，“七七”事变的枪
炮声惊破了他的创作梦。为支援前线抗日将士，他在景德
镇御窑发起义卖。武汉保卫战爆发，徐仲南冒着日机轰炸，
乘船从汉口返回九江，途中解囊救助一位奔赴抗日前线的
共产党员。
1949-1950 年苏北水灾，耄耋之年的徐仲南积极参加义卖，
筹款救助灾区同胞。当时景德镇名艺术家只有 3 幅画的义
卖任务，徐仲南竭尽全力画了 10 多幅，犹嫌自己手慢，
特地倾平日所画共提交 40 余幅义卖。其高风亮节，由此
可见一斑。徐仲南爱竹、栽竹、画竹、咏竹，以竹抒怀，
表达了这位竹里老人高洁的操守和淡泊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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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徐仲南  粉彩竹石图掛屏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Galaxie Art & Gift co.
8×11.5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徐仲南 (1872-1953)，名陔，字仲南，号竹里老人，江西南
昌人。在“珠山八友”中年纪最长，享年 81 岁。画瓷时间长，
成名稍晚，青年时期以画人物为主，中年则改习山水，晚
年画松竹、花鸟，一生以画竹子著称。
1918 年，46 岁的徐仲南受聘於江西瓷业公司，从南昌到景
德镇担任瓷业美术管理。成立於清末的江西瓷业公司在民
国期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而彼时画艺高超的徐仲南被委
派到景德镇主要的任务是传授画艺，并参与经营管理。
然而，归於他与当时的风尚格格不入，更由於他洁身自好、
不迎合当局者，所以不久即被解聘赋闲在家。这时，徐仲
南反倒感到一身轻松，从此在自己不大的庭院里植松种竹，
一心一意地挥毫作画，画纸画，也画瓷板。徐仲南年轻时
候人物画得多一点，中年偏重山水，老年几乎只画松竹，
又以翠竹为重。
院子里有着连片的翠竹，客厅里挂着文同、郑板桥的墨竹，
此时的徐仲南笔墨之下已经翠竹片片，或玉树临风、或拔
地晴空，观之让人犹如入仙境的幽静感。
就在徐仲南的陶瓷艺术走向巅峰时期，“七七”事变的枪
炮声惊破了他的创作梦。为支援前线抗日将士，他在景德
镇御窑发起义卖。武汉保卫战爆发，徐仲南冒着日机轰炸，
乘船从汉口返回九江，途中解囊救助一位奔赴抗日前线的
共产党员。
1949-1950 年苏北水灾，耄耋之年的徐仲南积极参加义卖，
筹款救助灾区同胞。当时景德镇名艺术家只有 3 幅画的义
卖任务，徐仲南竭尽全力画了 10 多幅，犹嫌自己手慢，
特地倾平日所画共提交 40 余幅义卖。其高风亮节，由此
可见一斑。徐仲南爱竹、栽竹、画竹、咏竹，以竹抒怀，
表达了这位竹里老人高洁的操守和淡泊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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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仲南  粉彩花卉草虫瓷屏  一套四件
20×12 cm.

起拍价（港元）: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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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仲南 (1872-1953)，名陔，字仲南，号竹里老人，江西南昌人。在“珠山八友”中年纪最长，享年 81 岁。
画瓷时间长，成名稍晚，青年时期以画人物为主，中年则改习山水，晚年画松竹、花鸟，一生以画竹子著称。
1918 年，46 岁的徐仲南受聘於江西瓷业公司，从南昌到景德镇担任瓷业美术管理。成立於清末的江西瓷业
公司在民国期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而彼时画艺高超的徐仲南被委派到景德镇主要的任务是传授画艺，并
参与经营管理。
然而，归於他与当时的风尚格格不入，更由於他洁身自好、不迎合当局者，所以不久即被解聘赋闲在家。这时，
徐仲南反倒感到一身轻松，从此在自己不大的庭院里植松种竹，一心一意地挥毫作画，画纸画，也画瓷板。
徐仲南年轻时候人物画得多一点，中年偏重山水，老年几乎只画松竹，又以翠竹为重。
院子里有着连片的翠竹，客厅里挂着文同、郑板桥的墨竹，此时的徐仲南笔墨之下已经翠竹片片，或玉树
临风、或拔地晴空，观之让人犹如入仙境的幽静感。
就在徐仲南的陶瓷艺术走向巅峰时期，“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惊破了他的创作梦。为支援前线抗日将士，
他在景德镇御窑发起义卖。武汉保卫战爆发，徐仲南冒着日机轰炸，乘船从汉口返回九江，途中解囊救助
一位奔赴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员。
1949-1950 年苏北水灾，耄耋之年的徐仲南积极参加义卖，筹款救助灾区同胞。当时景德镇名艺术家只有
3 幅画的义卖任务，徐仲南竭尽全力画了 10 多幅，犹嫌自己手慢，特地倾平日所画共提交 40 余幅义卖。
其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徐仲南爱竹、栽竹、画竹、咏竹，以竹抒怀，表达了这位竹里老人高洁的操
守和淡泊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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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邓碧珊  粉彩  “宜子宜孙”瓷板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Galaxie Art & Gift co.
35×39 cm.

起拍价（港元）:  50,000

邓碧珊（1874-1930），男，字“辟寰”，号“铁肩子”， 
“珠山八友”之一，中国陶瓷美术大师。堂号晴窗读书楼，
江西省余干县人。清末秀才。科举废除后，在余干县从事
教学，后来到景德镇瓷业学堂任教习，於是一面代人书写
瓷字，一面功习鱼藻画技。
王琦早期绘瓷像即由邓碧珊传授，并执弟子礼向邓学习书
法诗词，在“珠山八友”中论书法艺术，邓碧珊乃首屈一指。
邓碧珊虽为清末秀才，授业於传统儒学，但他思想活跃，
很能接受新生事物，具有首创精神。他不仅开瓷板肖像画
之先河，还不囿於传统的中国画手法绘瓷，大胆借鉴吸收
日本东洋画技法，这在当时的陶瓷美术界，可谓是独辟蹊
径。1928 年，邓碧珊加入由王琦发起的“月圆会”，系“珠
山八友”最早的成员，时年 54 岁。1930 年，方志敏率红
军攻下景德镇，邓碧珊因替被红军抢掠的受害者向红军讨
要被抢财产，而被红军枪杀，过早地结束了如日中天的艺
术生命， 享年 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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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碧珊  粉彩鱼虾图瓷板
44×30 cm.

起拍价（港元）:  250,000

邓碧珊（1874-1930），男，字“辟寰”，号“铁肩子”， 
“珠山八友”之一，中国陶瓷美术大师。堂号晴窗读书楼，
江西省余干县人。清末秀才。科举废除后，在余干县从事
教学，后来到景德镇瓷业学堂任教习，於是一面代人书写
瓷字，一面功习鱼藻画技。
王琦早期绘瓷像即由邓碧珊传授，并执弟子礼向邓学习书
法诗词，在“珠山八友”中论书法艺术，邓碧珊乃首屈一指。
邓碧珊虽为清末秀才，授业於传统儒学，但他思想活跃，
很能接受新生事物，具有首创精神。他不仅开瓷板肖像画
之先河，还不囿於传统的中国画手法绘瓷，大胆借鉴吸收
日本东洋画技法，这在当时的陶瓷美术界，可谓是独辟蹊
径。1928 年，邓碧珊加入由王琦发起的“月圆会”，系“珠
山八友”最早的成员，时年 54 岁。1930 年，方志敏率红
军攻下景德镇，邓碧珊因替被红军抢掠的受害者向红军讨
要被抢财产，而被红军枪杀，过早地结束了如日中天的艺
术生命， 享年 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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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碧珊  粉彩鲤跃龙门掛屏
38×24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0

邓碧珊 (1874-1930)，男，字“辟寰”，号“铁肩子”， “珠
山八友”之一，中国陶瓷美术大师。堂号晴窗读书楼，江
西省余干县人。清末秀才。科举废除后，在余干县从事教学，
后来到景德镇瓷业学堂任教习，於是一面代人书写瓷字，
一面功习鱼藻画技。
王琦早期绘瓷像即由邓碧珊传授，并执弟子礼向邓学习书
法诗词，在“珠山八友”中论书法艺术，邓碧珊乃首屈一指。
邓碧珊虽为清末秀才，授业於传统儒学，但他思想活跃，
很能接受新生事物，具有首创精神。他不仅开瓷板肖像画
之先河，还不囿於传统的中国画手法绘瓷，大胆借鉴吸收
日本东洋画技法，这在当时的陶瓷美术界，可谓是独辟蹊
径。1928 年，邓碧珊加入由王琦发起的“月圆会”，系“珠
山八友”最早的成员，时年 54 岁。1930 年，方志敏率红
军攻下景德镇，邓碧珊因替被红军抢掠的受害者向红军讨
要被抢财产，而被红军枪杀，过早地结束了如日中天的艺
术生命，享年 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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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碧珊  粉彩鱼藻图 
王琦(款)  粉彩人物瓷屏  一套五件
来源：七十年代購於香港牛記 
20×6 & 20×13 cm.

起拍价（港元）:  60,000

19

邓碧珊 (1874-1930)，男，字“辟
寰”，号“铁肩子”， “珠山
八友”之一，中国陶瓷美术大师。
堂号晴窗读书楼，江西省余干
县人。清末秀才。科举废除后，
在余干县从事教学，后来到景
德镇瓷业学堂任教习，於是一
面代人书写瓷字，一面功习鱼
藻画技。
王琦早期绘瓷像即由邓碧珊传
授，并执弟子礼向邓学习书法
诗词，在“珠山八友”中论书
法艺术，邓碧珊乃首屈一指。
邓碧珊虽为清末秀才，授业於
传统儒学，但他思想活跃，很
能接受新生事物，具有首创精
神。他不仅开瓷板肖像画之先
河，还不囿於传统的中国画手
法绘瓷，大胆借鉴吸收日本东

洋画技法，这在当时的陶瓷美术
界，可谓是独辟蹊径。1928 年，
邓碧珊加入由王琦发起的“月圆
会”，系“珠山八友”最早的成员，
时年 54 岁。1930 年，方志敏率
红军攻下景德镇，邓碧珊因替被
红军抢掠的受害者向红军讨要被
抢财产，而被红军枪杀，过早地
结束了如日中天的艺术生命， 享
年 56 岁。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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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跃  粉彩布袋和尚、济公瓷板  二件
37×26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李文跃，1959 年生於景德镇陶瓷世家，毕业於景德镇陶瓷
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国家高等院校教学名师、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二级教授、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生导师。现任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
技术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设计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国家精品课程《陶瓷粉彩装饰》主持人，国家“十五”
规划重点出版图书著作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理事，江西
省工艺美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江西省教育系列高级职称
评委，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委，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评
委，深圳文博会评委、景德镇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景德镇
画院副院长、景德镇粉彩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华陶瓷大师
联盟副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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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岑  粉彩暖春图掛屏
38×25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0

刘雨岑 (1904-1969)，男，原名“玉成”，后改“雨岑”、
“雨诚”，斋名“觉庵”，别号“淡湖鱼”，安徽太平 ( 今
黄山市黄山区 ) 人，珠山八友瓷板画大师之一，中国陶瓷
美术大师，世居江西省波阳县。一九二三年毕业於江西陶
业学校，后至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创作活动。1969 年於批
斗中精神失常、脑溢血突发辞世，时年 65 岁。
刘雨岑的作品，建国前的大都被海内外的收藏家珍藏；建
国后在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创作的众多珍品，大都收藏於国
内外博物馆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他与王步合作
的《青花斗水点牡丹》陶瓷瓶，有他创作绘制的《春牡》《夏
荷》《秋菊》《冬梅》墨彩描金盘，珍藏於景德镇陶瓷馆。
他不仅创作了不少传世作品，而且设计了许多日用瓷画面。
这些设计，有的投入了批量生产，有的做成了贴花纸，为
提升景德镇的日用瓷生产档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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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岑  粉彩和平图瓷板
来源：七十年代購於香港裕華梳化傢俬裝飾公司
42×28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0

刘雨岑 (1904-1969)，男，原名“玉成”，后改“雨岑”、
“雨诚”，斋名“觉庵”，别号“淡湖鱼”，安徽太平 ( 今
黄山市黄山区 ) 人，珠山八友瓷板画大师之一，中国陶瓷
美术大师，世居江西省波阳县。一九二三年毕业於江西陶
业学校，后至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创作活动。1969 年於批
斗中精神失常、脑溢血突发辞世，时年 65 岁。
刘雨岑的作品，建国前的大都被海内外的收藏家珍藏；建
国后在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创作的众多珍品，大都收藏於国
内外博物馆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他与王步合作
的《青花斗水点牡丹》陶瓷瓶，有他创作绘制的《春牡》《夏
荷》《秋菊》《冬梅》墨彩描金盘，珍藏於景德镇陶瓷馆。
他不仅创作了不少传世作品，而且设计了许多日用瓷画面。
这些设计，有的投入了批量生产，有的做成了贴花纸，为
提升景德镇的日用瓷生产档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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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城  粉彩花鸟瓷板
38×25 cm.

起拍价（港元）:  150,000

刘雨岑 (1904-1969)，男，原名“玉成”，后改“雨岑”、
“雨诚”，斋名“觉庵”，别号“淡湖鱼”，安徽太平 ( 今
黄山市黄山区 ) 人，珠山八友瓷板画大师之一，中国陶瓷
美术大师，世居江西省波阳县。一九二三年毕业於江西陶
业学校，后至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创作活动。1969 年於批
斗中精神失常、脑溢血突发辞世，时年 65 岁。
刘雨岑的作品，建国前的大都被海内外的收藏家珍藏；建
国后在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创作的众多珍品，大都收藏於国
内外博物馆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他与王步合作
的《青花斗水点牡丹》陶瓷瓶，有他创作绘制的《春牡》《夏
荷》《秋菊》《冬梅》墨彩描金盘，珍藏於景德镇陶瓷馆。
他不仅创作了不少传世作品，而且设计了许多日用瓷画面。
这些设计，有的投入了批量生产，有的做成了贴花纸，为
提升景德镇的日用瓷生产档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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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翊钧  粉彩“以介眉寿”瓷板
来源：八十年代購於珠海文物店
42×26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陈翊钧，生卒不详，祖籍安徽，师从“珠
山八友”之一的王琦，并为同乡。作品
不为多见，擅长人物绘画。人物传神，
书法飘逸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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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平孙  粉彩山水扇面形掛屏
11×26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

汪平孙，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1931 年出生，江西乐平人，
又名频琛。“汪派山水”第三代传人，汪野亭之长孙，小
亭之长子，今年已 72 岁高龄。自幼受家庭熏陶，1951 年
考入“江西省陶专”艺术系，但后来却做了一辈子中学语
文教师，也正是这阴差阳错，给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使他日后的“回归”产生了“井喷”。1991 年汪平孙退休
后在景德镇建立画室，正式下海从事瓷画创作，继承了祖
父的艺术流派。经过多年的刻苦探索，其作品构图不拘一
格，笔触枯润兼施，设色雅致清秀，意境含韵深婉，既有
其祖的传统，又有创新的清新。他的创作意境，正如他诗
中所云：“千形万象入双瞳，默化潜移俱贯通。淘尽平庸
天巧现，风光出自性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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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言  浅绛彩山水瓷板
来源：八十年代購於香港聯合公司
43×32 cm.

起拍价（港元）:  40,000

程言，晚清民国浅绛彩名家。字次笠，浅绛彩大家程门的
长子。安徽黟县人，擅画浅绛山水。其画山水潇洒出尘，
极尽勾勒渲染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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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  粉彩山水瓷板  一套四件
来源：八十年代購於香港聯和行
26×39 cm.

起拍价（港元）:  100,000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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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友棠 (傳 ) 粉彩仕女掛屏 (無款 ) 
77 x 20 cm.

起拍价（港元）:  60,000

汪大滄，號一粟，別號桃園老農，
安徽黟縣人。早年畢業于浮梁乙種
工業窑業學校飾瓷科，並於該校任
教。曾得名師潘匋宇指點。爲提高
文化素養，師事畢伯濤學習詩詞，
後以禿筆畫粉彩山水，用筆簡練沉
著，在四十年代的景德鎮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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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 款 ) 粉彩劉海戲蟾瓷板
25 x 38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0

王琦(1866-1933)男，为“珠山八友”之首，字：碧珍，别号：
陶迷道人，斋名“匋匋斋”。生於 1886 年，卒於 1933 年。
祖籍安徽，后迁居江西新建县。幼年曾读私塾，酷爱绘
画。父亲是贩盐船户，曾随父在水上生活。有一次偶遇一
位捏塑面人的艺人，於是从其学艺，从此以捏面人为生。  
1901 年来景德镇后，向邓碧珊学习陶瓷绘画艺术和人像绘
画艺术，后又学习钱慧安的绘画艺术，所绘人物仕女多仿
钱慧安，笔力遒劲、姿态娴逸。因扎实的绘画功力和聪颖
的绘画悟性，很快就超过碧珊先生。 1916 年浮梁知事程
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财源滚滚而来。
1916 年王琦、王大凡赴上海参观海上画派画展，接触扬州
八怪，尤喜欢黄慎的画风。黄慎，号婴瓢子，专攻人物、
兼画山水、花鸟，人物画以狂草笔法作画。王琦因捏过人
像、雕塑、画过瓷像、又吸收了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并
确定了用西画明暗画人物头像，以写意笔法画衣纹的画风。
其线条自由生动，运用粉彩画人物脸面、有立体感、富有
新意。王琦用笔豪放、富於变化，所绘花鸟鱼虫各具特色。
王琦思想开放，也学西洋画技法、善用光线，明暗对比，
以九宫格画瓷像，在景德镇画瓷板像，极有声望，被称为
“西法头子”。他还善於作诗、词、曲，书法亦佳，为景
德镇瓷绘家中领袖人物。但在此之后，王琦的画风，始终
没有摆脱黄慎画风的影响。因此，王琦的绘画风格虽给景
德镇陶瓷艺术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是他率先在陶瓷
绘画上使用西洋画技法，但他狂放崎岖，典雅飘逸的画风，
仍保留黄慎的画风，而尚未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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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凡(款)   粉彩人物掛屏
33×22 cm.

起拍价（港元）:  20,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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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粉彩人物书卷形笔筒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中艺
高 10 cm.

起拍价（港元）:  60,000

王琦 (1866-1933) 男，为“珠山八友”之首，字：碧珍，别号：
陶迷道人，斋名“匋匋斋”。生於 1886 年，卒於 1933 年。
祖籍安徽，后迁居江西新建县。幼年曾读私塾，酷爱绘
画。父亲是贩盐船户，曾随父在水上生活。有一次偶遇一
位捏塑面人的艺人，於是从其学艺，从此以捏面人为生。  
1901 年来景德镇后，向邓碧珊学习陶瓷绘画艺术和人像绘
画艺术，后又学习钱慧安的绘画艺术，所绘人物仕女多仿
钱慧安，笔力遒劲、姿态娴逸。因扎实的绘画功力和聪颖
的绘画悟性，很快就超过碧珊先生。 1916 年浮梁知事程
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财源滚滚而来。
1916 年王琦、王大凡赴上海参观海上画派画展，接触扬州
八怪，尤喜欢黄慎的画风。黄慎，号婴瓢子，专攻人物、
兼画山水、花鸟，人物画以狂草笔法作画。王琦因捏过人
像、雕塑、画过瓷像、又吸收了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并
确定了用西画明暗画人物头像，以写意笔法画衣纹的画风。
其线条自由生动，运用粉彩画人物脸面、有立体感、富有
新意。王琦用笔豪放、富於变化，所绘花鸟鱼虫各具特色。
王琦思想开放，也学西洋画技法、善用光线，明暗对比，
以九宫格画瓷像，在景德镇画瓷板像，极有声望，被称为
“西法头子”。他还善於作诗、词、曲，书法亦佳，为景
德镇瓷绘家中领袖人物。但在此之后，王琦的画风，始终
没有摆脱黄慎画风的影响。因此，王琦的绘画风格虽给景
德镇陶瓷艺术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是他率先在陶瓷
绘画上使用西洋画技法，但他狂放崎岖，典雅飘逸的画风，
仍保留黄慎的画风，而尚未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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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碧珊 ( 款 )  粉彩鱼藻图水洗
来源：八十年代购於香港润记
宽 12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邓碧珊 (1874-1930)，男，字“辟寰”，号“铁肩子”，“珠
山八友”之一，中国陶瓷美术大师。堂号晴窗读书楼，江
西省余干县人。清末秀才。科举废除后，在余干县从事教学，
后来到景德镇瓷业学堂任教习，於是一面代人书写瓷字，
一面功习鱼藻画技。
王琦早期绘瓷像即由邓碧珊传授，并执弟子礼向邓学习书
法诗词，在“珠山八友”中论书法艺术，邓碧珊乃首屈一指。
邓碧珊虽为清末秀才，授业於传统儒学，但他思想活跃，
很能接受新生事物，具有首创精神。他不仅开瓷板肖像画
之先河，还不囿於传统的中国画手法绘瓷，大胆借鉴吸收
日本东洋画技法，这在当时的陶瓷美术界，可谓是独辟蹊
径。1928年，邓碧珊加入由王琦发起的“月圆会”，系“珠
山八友”最早的成员，时年 54 岁。1930 年，方志敏率红
军攻下景德镇，邓碧珊因替被红军抢掠的受害者向红军讨
要被抢财产，而被红军枪杀，过早地结束了如日中天的艺
术生命，享年 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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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凡 ( 款 )  粉彩人物四方笔筒
高 16 cm.

起拍价（港元）:  150,000

王大凡(1888-1961)，男，号“希平居士”，又号“黟山樵
子”，斋名“希平草庐”，著名绘瓷艺人，景德镇“珠山
八友”之一,景德镇人物画的名艺师，中国陶瓷美术大师，
他幼年时曾读私塾，因家境贫寒，曾在小店铺中学徒。12
岁时，随父母兄长来景德镇投靠姐夫学学绘古彩人物，后
专攻粉彩。刻苦自学成家。工绘粉彩人物仕女，亦善画鍾
馗。能诗，并擅长国画。期间，师从浙派画家汪晓棠，
后又结识了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的文人画家周先生为
友，互相学习，共商画艺。他们三人在王大凡自立门户开
张不久，便举办“师、徒、友”画展，向世人展示了陶瓷
艺术的新风貌。1915年，他绘制人物画“富贵寿考”大瓷
瓶，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奖状和金质奖，l959年
被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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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意亭  粉彩菊花水洗  连座
宽 14 cm.

起拍价（港元）:  15,000

程意亭 (1895-1948)，男，原名程体孚，字“甫”，别号“洎
山山民”，斋名“佩古斋”。江西乐平人，近代著名陶瓷画家，
“珠山八友”之一。
程意亭善画花鸟，鸟态矫健，又善画菊、画幅丰满，以步
取胜。他还善制颜料，其色秀丽、庄重、古雅。他漂研制
作的颜色，在“珠山八友”中第一，许多画家和瓷绘技师，
都喜欢用他制作的颜料。 程意亭擅长画花鸟，深得师传，
刻意创新，极具特色。他作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
意写实，又善於夸张，笔调丰富而不粗俗，淡雅而不浅薄。
画面古朴端庄、清新俏丽，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彩绘《松
鹤同春图》瓷板画，以设骨法绘古松枝老叶茂，树身以墨
彩皴擦渲染，表现斑驳质理；松枝盘曲虬转，复以赭石着色；
鹤羽洁白，鹤顶染以鲜红彩料更显精神。石边以红花绿叶
相衬，以没骨法绘染而成。程意亭绘瓷花鸟，向以严谨工
秀而著称，此画正是其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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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汤  粉彩孔雀花卉座灯
高 18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张志汤，画室名“亦陶斋”，江西婺源人。生於 1893 年，
卒於 1971 年。张志汤山水画笔法工整，构图严谨，极具宋
元名画风采。尤善画骏马、形象逼真生动、花卉画千姿百
态。如粉彩瓷板画“云锦成才”，绘骏马两匹，一红一黑，
立於溪岸滩石边。骏马膘肥体壮，结构难确，笔法工整红
腻，有清初宫廷西洋画家郎世宁之风格。晚年在教学之余，
偶作粉彩花卉小品，姿态轻盈，设色淡雅，尤为精妙。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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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仲南  粉彩花鸟长颈瓶
高 14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36

徐仲南 (1872-1953)，名陔，字仲南，号竹里老人，江西南
昌人。在“珠山八友”中年纪最长，享年81岁。画瓷时间长，
成名稍晚，青年时期以画人物为主，中年则改习山水，晚
年画松竹、花鸟，一生以画竹子著称。
1918 年，46 岁的徐仲南受聘於江西瓷业公司，从南昌到
景德镇担任瓷业美术管理。成立於清末的江西瓷业公司在
民国期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而彼时画艺高超的徐仲南被
委派到景德镇主要的任务是传授画艺，并参与经营管理。
然而，归於他与当时的风尚格格不入，更由於他洁身自好、
不迎合当局者，所以不久即被解聘赋闲在家。这时，徐仲

南反倒感到一身轻松，从此在自己不大的庭院里植松种竹，
一心一意地挥毫作画，画纸画，也画瓷板。徐仲南年轻时
候人物画得多一点，中年偏重山水，老年几乎只画松竹，
又以翠竹为重。
院子里有着连片的翠竹，客厅里挂着文同、郑板桥的墨竹，
此时的徐仲南笔墨之下已经翠竹片片，或玉树临风、或拔
地晴空，观之让人犹如入仙境的幽静感。
就在徐仲南的陶瓷艺术走向巅峰时期，“七七”事变的枪
炮声惊破了他的创作梦。为支援前线抗日将士，他在景德
镇御窑发起义卖。武汉保卫战爆发，徐仲南冒着日机轰炸，
乘船从汉口返回九江，途中解囊救助一位奔赴抗日前线的
共产党员。
1949-1950年苏北水灾，耄耋之年的徐仲南积极参加义卖，
筹款救助灾区同胞。当时景德镇名艺术家只有 3 幅画的义
卖任务，徐仲南竭尽全力画了 10 多幅，犹嫌自己手慢，
特地倾平日所画共提交 40 余幅义卖。其高风亮节，由此
可见一斑。徐仲南爱竹、栽竹、画竹、咏竹，以竹抒怀，
表达了这位竹里老人高洁的操守和淡泊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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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意亭(款)  粉彩鸳鸯花卉小胆瓶
高 12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程意亭 (1895-1948)，男，原名程体孚，字“甫”，
别号“洎山山民”，斋名“佩古斋”。江西乐平人，
近代著名陶瓷画家，“珠山八友”之一。
程意亭善画花鸟，鸟态矫健，又善画菊、画幅丰满，
以步取胜。他还善制颜料，其色秀丽、庄重、古雅。
他漂研制作的颜色，在“珠山八友”中第一，许多
画家和瓷绘技师，都喜欢用他制作的颜料。 程意亭
擅长画花鸟，深得师传，刻意创新，极具特色。他
作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意写实，又善於夸张，
笔调丰富而不粗俗，淡雅而不浅薄。画面古朴端庄、
清新俏丽，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彩绘《松鹤同春图》
瓷板画，以设骨法绘古松枝老叶茂，树身以墨彩皴
擦渲染，表现斑驳质理；松枝盘曲虬转，复以赭石
着色；鹤羽洁白，鹤顶染以鲜红彩料更显精神。石
边以红花绿叶相衬，以没骨法绘染而成。程意亭绘
瓷花鸟，向以严谨工秀而著称，此画正是其代表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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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王琦  粉彩故事人物小瓶  连座
高 15 cm.

起拍价（港元）:  80,000

38

王琦(1866-1933)男，为“珠山八友”之首，字：碧珍，别号：
陶迷道人，斋名“匋匋斋”。生於 1886 年，卒於 1933 年。
祖籍安徽，后迁居江西新建县。幼年曾读私塾，酷爱绘
画。父亲是贩盐船户，曾随父在水上生活。有一次偶遇一
位捏塑面人的艺人，於是从其学艺，从此以捏面人为生。  
1901 年来景德镇后，向邓碧珊学习陶瓷绘画艺术和人像绘
画艺术，后又学习钱慧安的绘画艺术，所绘人物仕女多仿
钱慧安，笔力遒劲、姿态娴逸。因扎实的绘画功力和聪颖
的绘画悟性，很快就超过碧珊先生。 1916 年浮梁知事程

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财源滚滚而来。
1916 年王琦、王大凡赴上海参观海上画派画展，接触扬州
八怪，尤喜欢黄慎的画风。黄慎，号婴瓢子，专攻人物、
兼画山水、花鸟，人物画以狂草笔法作画。王琦因捏过人
像、雕塑、画过瓷像、又吸收了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并
确定了用西画明暗画人物头像，以写意笔法画衣纹的画风。
其线条自由生动，运用粉彩画人物脸面、有立体感、富有
新意。王琦用笔豪放、富於变化，所绘花鸟鱼虫各具特色。
王琦思想开放，也学西洋画技法、善用光线，明暗对比，
以九宫格画瓷像，在景德镇画瓷板像，极有声望，被称为
“西法头子”。他还善於作诗、词、曲，书法亦佳，为景
德镇瓷绘家中领袖人物。但在此之后，王琦的画风，始终
没有摆脱黄慎画风的影响。因此，王琦的绘画风格虽给景
德镇陶瓷艺术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是他率先在陶瓷
绘画上使用西洋画技法，但他狂放崎岖，典雅飘逸的画风，
仍保留黄慎的画风，而尚未自成一格。  

71



39

刘雨城  粉彩蟋蟀花蝶瓶
高 23 cm.

起拍价（港元）:  60,000

刘雨岑 (1904-1969)，男，原名“玉成”，后改“雨岑”、
“雨诚”，斋名“觉庵”，别号“淡湖鱼”，安徽太平 ( 今
黄山市黄山区 ) 人，珠山八友瓷板画大师之一，中国陶瓷
美术大师，世居江西省波阳县。一九二三年毕业於江西陶
业学校，后至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创作活动。1969 年於批
斗中精神失常、脑溢血突发辞世，时年 65 岁。
刘雨岑的作品，建国前的大都被海内外的收藏家珍藏；建
国后在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创作的众多珍品，大都收藏於国
内外博物馆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他与王步合作
的《青花斗水点牡丹》陶瓷瓶，有他创作绘制的《春牡》《夏
荷》《秋菊》《冬梅》墨彩描金盘，珍藏於景德镇陶瓷馆。
他不仅创作了不少传世作品，而且设计了许多日用瓷画面。
这些设计，有的投入了批量生产，有的做成了贴花纸，为
提升景德镇的日用瓷生产档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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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藩  粉彩仕女瓶
高 35 cm.

起拍价（港元）:  150,000

張玉藩，民國時期製瓷畫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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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野亭(款)  粉彩山水葫芦瓶
高 24 cm.

起拍价（港元）:  30,000

汪野亭 (1884-1942)，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老平、
垂钓子，亦号传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斋名平山草堂，
江西省乐平县人，近现代著名绘瓷艺家。为瓷都景德镇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珠山八友大师之一，工画花鸟、山水。
在绘瓷技法上，采用油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
汪野亭是 20 世纪前期景德镇陶瓷美术革故鼎新的著名陶
瓷艺术家。他的山水画，一直为后人所仰重、仿效，足足
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他从艺 30 多年从未离开过景德镇，
创作了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美作品，受到了世界收藏家
的青睐并争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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