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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豆青釉浮雕祥云纹马蹄尊

款识：大清康熙年製

说明：此式水盂即为康熙御窑文房雅具中最为典型者，其造型精巧，小口扩底，形似

马蹄，故称为“马蹄尊”。通体所施豆青釉清透滋润，外壁以减地起阳纹技法

剔刻缕缕祥云，疏朗而飘逸，底款运笔遒劲，秀润而不失锋芒。关于水盂的用

途，《藏盂小志》中写道：“试叩问之，若无盂盛以水，岂能染墨濡笔，挥毫

于缣素耶？” 言其是置于书案上的贮水器，用于贮砚水，可见水丞为文房一重

要器具，故都製作精美，古朴雅致，体现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而本品正合其

用，置于案头，颇可助文思泉涌。

此类形製水盂，可参考数处重要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见

《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录》，香港，1989年，页147，图版130；台北故宫博

物院亦藏有一件，录于《故宫清瓷图录 — 康熙窑．雍正窑》，东京，1980

年，图版58；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水丞，刊载于 W.B. 

Honey，《Later Chinese Porcelain》，伦敦，1927年，图版7a，由Gulland氏

捐赠；第四例则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戴维德基金会收藏，著录于 Margaret 

Medley，《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Ming and Qing Monochrome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伦敦，1989年，图版

583。

亦可比较二件近类作例，先后由香港苏富比售出，2006年4月15日，编号1607，

及2000年5月2日，编号609；还有一例售于伦敦苏富比1999年11月17日，编号

722。此器之卷云纹饰优美雅致，取材于雍正斗彩瓷，可参考一对水盂，刊载于

《徐氏艺术馆》，香港，1991年，图版112。

参阅：《海外遗珍-陶瓷2》国立故宫博物院印刷社1989.6 P167 Lot.165

《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上）》朝华出版社 2005.1 P43

《清代官窑瓷器史4》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4 P838

A FINELY CARVED CELADON-GLAZED WATERPOT
KANGXI MARK AND PERIOD, QING DYNASTY
H 7.3 cm

RMB 8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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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炉钧釉蚰耳炉

款识：雍正年製

来源：中国嘉德 2004年5月17日 Lot.2122

说明：雍正一朝虽短暂，然其製瓷成就可谓登峰造极，尤其颜色釉之烧造，仿古与创

新并举，许多传世品都是空前绝后之作。本品炉身曲线优美柔和，底刻“雍正

年製”四字双行篆书款。全身施满釉，釉色幻化多变，翠蓝色釉与紫红斑自然

流淌交融，似山岚云气，斑驳陆离，于烈焰中幻化出别样瑰丽，正是炉钧釉臻

妙之处。清《南窑笔记》 载：“炉钧一种，乃炉中所烧，颜色流淌中红点者 

佳，青点次之”。 清宫《活计档》记载，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据圆明园

来帖内称本月十八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仿均窑磁乳炉二件。奉旨：着配座，

随在宫内新盖板房处陈设。钦此。”上述载“仿均窑磁乳炉”正是此式炉，可

见雍正皇帝对此式瓷炉颇为喜爱，多次过问。

在以素雅简洁为要义的雍正单色釉品种中，炉钧釉较为特殊，其釉色融红、

蓝、紫等色于一体，釉层肥厚，因而鲜有纹饰，器形较大者肩、腹部起棱或凸

饰兽首，器形小巧者则光素无纹，仅以釉色取胜。拍品取素身铜炉款式，施加

釉色突出纹理变化，于不变之中寓万千变幻，实为绝佳之品。品相保存良好，

殊为难得。

参阅：《暂得楼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 暂得楼、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香港中文

大学文物馆 2005 P78-79 Lot.22/0075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1 P33 

Lot.30

A ROBIN'S-EGG GLAZED CENSOR
YONGZHENG MARK AND PERIOD, QING DYNASTY
D 8.5 cm

RMB 1,500,00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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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贵”图菊瓣盘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说明：此器敞口，器腹菊瓣状，矮圈足，盘型周正，胎薄体轻，釉质白润。盘心绘製

两株牡丹横敧而开，玉兰、雏菊穿插其间，象征玉堂富贵、杞菊延年之意，牡

丹之造型、色彩为清初恽南田传派画法，当出自雍正朝恽派宫廷画家蒋廷锡、

邹一桂之画稿粉本。雍正御瓷粉彩花卉以逸丽清新着称，世人赞誉无数，实为

宫中画师为之画稿，再交与御窑厂画手绘製成器之故。无怪乎《陶雅》赞其：

“粉彩以雍正朝为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妍夺目，工致殊常。”雍正

帝雅好花道，品味超俗，对花卉的妍美有着深刻的体味和独特的标准，而在宫

廷艺术中对于“隐逸君子”菊花的表现情有独钟。陶渊明爱菊，使得菊花成为

文人传统中高洁淡泊的隐士的象征。故宫藏《雍正行乐图》册页中便有一幅雍

正帝着汉服扮作陶渊明形象的东篱赏菊的图画。而御窑厂精心製作的各式菊瓣

盘更将皇帝对菊花的喜爱凝练于工艺造型之中。

《雍正十年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记载了当年雍正本人四次对製作象牙菊花

雕刻的挑剔苛刻的要求，日理万机的皇帝竟然对花头的多少、骨朵的有无、梗

叶的疏密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亦可见花卉题材的创作在雍正宫廷艺术中必然

经过一番在帝王与艺匠之间的千锤百炼，方成正果。此器设色绚丽，笔笔精

到，将文人的意趣融入其中，清雅大方，是难得的雍正时期粉彩作品。

参阅：《清盛世瓷选粹》紫禁城出版社 1994 P180 Lot.24

《钓鱼台国宾馆美术集锦》株式会社小学馆 1997.7.1 P79 Lot.66

《茶韵茗事-故宫茶语》国立故宫博物院 2010.11 P111-113

《天津博物馆藏绘画》文物出版社 2012.3 P222 Lot.107

《典雅富丽-故宫藏瓷》国立故宫博物院 2013.9 P78、Ｐ98

《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统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1 P211 Lot.157

A FAMILLE ROSE 'CHRYSANTHEMUM' DISH
YONGZHENG MARK AND PERIOD, QING DYNASTY
D 17.8 cm

RMB 5,000,000-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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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仿成化斗彩翼龙纹天字罐

款识：天

说明：成化斗彩冠绝古今，开一代彩瓷先河，其首创的“天字

罐”、鸡缸杯更属奇珍，影响深远。在清档记载中写作

“成窑天字罐”。以本品为例，清朝的瓷工从精妙含蓄的

成化斗彩器中汲取灵感所作。据《唐英督陶文档》记载：

“雍正七年五月，十三日据圆明园来贴内称四月十六日太

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成窑五彩瓷罐一件，传旨着做来木样

呈览钦此。于四月十二日做得画五彩木样一件郎中海望呈

览，奉旨将此罐交年希尧添一盖照此样烧造几件原样花纹

不甚好可说与年希尧往精细里改画 钦此。”上文所提仿

烧的“成窑五彩瓷罐”正是本品。雍正皇帝多次亲自过问

此式小罐的烧造情况，也说明了此式罐极得皇帝喜爱和重

视。

本品为清雍正时期御窑厂仿成化斗彩“天字罐”的佳作，

罐直口、丰肩、圈足，施釉莹润透亮，腹部饰两组龙纹，

龙纹以青花绘就，双翼飞展，昂首阔步，四周大小云纹飘

散，均以绿彩绘就，青花勾边。颈、胫部边饰为规整的仰

莲纹，青花勾边黄彩填色，上下呼应。底部亦书楷书青花

“天”字款。本品器型、大小、纹饰均延续成化风格，敷

色清逸秀雅，绘製精致。将成化斗彩极度温婉典雅的特质

展现无遗，亦体现雍窑游刃有余的烧造技艺，名品之姿得

以隽永流传，堪称官仿官之杰作。

本品罐身所绘龙纹为罕见的翼龙，通常称之为“应龙”，

又称“翼龙”、“飞龙”。应龙的神话传说流传已久，屈

原《天问》中曾述应龙助大禹治水之功，汉史学家班固在

《汉书》也有记述，“应龙潜于潢污，鱼鼋媟之，不睹

其能奋灵德，合风云，超忽荒，而躔苍也。故夫泥蟠而天

飞者，应龙之神也……”应龙的图案纹饰很早就出现在铜

器、漆器以及石雕和绘画当中。明永宣时期，应龙被纳入

官窑瓷製作中，并为后朝沿袭。

成化“天”字底款来由，目前研究文献中归纳为以下几

类：在《简易道德经》有“常言天，其究何也？昊曰：

无题，为知其天也，空空旷旷亦天。”《说文解字》：

“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他前切。人之顶也。以

为凡高之称。”明朝前程朱理学，奉天为尊，其基本观点

为“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世间构

成“三纲五常”。《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师。”《孟子·梁惠王下》：“吾之不遇鲁侯，天也。”

天为万物主宰。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明成化天字款斗彩

瓜瓞走龙纹盖罐天与天子、天家、天保九如常常紧密结

合体现祈祷福寿、尊崇。文献记载有，《诗·大雅·常

武》：“徐方既同，天子之功。”东汉蔡邕《独断》：

“天子无外，以天为家，故称天家。”古代常用《千字

文》文句字词编排次序，“天”字是《千字文》首句“天

地玄黄”的第一个字。“天字第一号”通常指最大的、第

一、最好、最高等等意思。成化天字罐首先肯定是官窑器

物，为皇权贵族所用，天子款显示了瓷器做工质量、使用

对象等多方面的至高、第一、尊崇，彰显社会对皇权的崇

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青年时做过和尚，其登基后对佛

教有意加以扶持，成化时期佛教文化流行甚广。“天”在

梵语中称“提婆”，与天上、天有、天趣、天道、天界等

同义，系“十界”之一，构成佛教密宗法义。天子款亦

不排除宣扬佛教教宗。成化时妈祖亦称“天妃”、“天

后”、“天上圣母”。道教奉元始天尊为最高天神，教义

讲究“天人合一”、“人天相应”、“乘天地之正，而御

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由此，天暗喻打破天命，追求长

生之意。

参阅：《明代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01 P299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斗彩》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07.11 P233 Lot.214

A DOUCAI “TIAN” CHARACTER JAR IN CHENGHUA STYLE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9.5 cm

RMB 2,800,000-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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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青花缠枝灵芝花卉纹如意耳葫芦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来源：香港佳士得 2003年10月27日 Lot.634

香港苏富比 2010年4月8日 Lot.1821

 说明：《饮流斋说瓷》之“说瓶罐第七”如此记述：“如意尊高约六七寸，清初多作

青花、若纯色釉及暗花者亦为雅致。”雍乾时期是瓷器烧製的最高峰，于品种

与器形创新甚多，一空前古，至今所见皆为珍品。如意耳瓶，旧称如意尊，为

雍窑新出器样，体态稳重，线条优美。此造型因腹部形状不同可分两种，一种

为圆腹，一种为扁腹。相对而言，圆腹者较多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雍干时

期此器形的青花、斗彩、粉彩、茶叶末、绿釉等各式品种。而如本品扁腹者则

较为少见，目前所知，仅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同造型的雍正朝青花釉里红

器、著名收藏家张宗宪先生珍藏的雍正朝粉青釉夔龙纹品种，传世品中乾隆朝

如意尊如凤毛麟角，甚为珍罕，目前乾隆朝作品见有青花和茶叶末釉品种现身

拍卖会。

本品承前朝之遗风，造型高雅隽美，青花呈色艳丽，釉色莹润，纹饰线条流

畅，充分展示了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所形容：“至乾隆，精巧之

至，几于鬼斧神工”。其口及上部呈圆形，似蒜头口，下部丰腹浑圆，浅圈

足，中间束腰类似葫芦，肩部两侧以弯曲的如意形耳连接上下部。通体绘饰青

花，由口至足，分别饰缠枝如意纹、海水纹、连珠纹、如意云头纹及缠枝莲

纹，纹饰层层递进，疏密有致，浓淡相宜。底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

书刻款。乾隆时期青花风格已脱颖而出，一改前朝仿效永宣之效果，其青花明

亮鲜艳，所绘缠枝纹饰自然流畅，点涂笔法娴熟，胎釉研炼极精。瓷质之润，

釉色之晶莹，历数百载而常新。愿得如意尊者，常享如意。

此器曾于香港佳士得2003年10月27日拍卖，售出，后于香港苏富比2010年4月8

日拍卖中再次登场，并以750万人民币最终售出。

参阅：《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统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1 P258

A RARE BLUE-AND-WHITE DOUBLE-GOURD FLASK
QIANLONG MARK AND PERIOD, QING DYNASTY
H 18 cm

RMB 8,000,000-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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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
秋水盈盈漾远空，芙蓉寂寞碧波中。

难将冷艳供群赏，且趁寒晖放晚丛。

绿盖光沉擎玉露，霓裳彩褪老金凤。

爱看三五踈星似，漫忆繁华十里红。

-《清高宗御诗文全集》

牡丹
画家着色爱姚黄，谁则姚黄曾见尝。

一笑不惟斯事矣。世间贵耳率其常。

-《清高宗御诗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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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
一树石榴百余实，同工异曲见精心。

谁云脆不禁风雨，花发南唐艳到今。

-《清高宗御诗文全集》

梅花
才邵评诗轻白傅，梨梅妃子错相方。

出尘试看清新态，祇合姓江不姓杨。

-《清高宗御诗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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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洋彩开光镂空“四时富贵”图象耳转心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此转心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以洋彩绘製纹饰。转心瓶上部为口颈部，撇口，

束颈，下外撇，口沿描金，绘如意云一周，颈外饰折枝宝相花，两侧贴塑象

首，象首雕琢细腻生动，施紫金釉，上描金勾勒。转心瓶中部为球形，通体绘

饰缠枝莲花，中部饰四幅圆形开光洋彩镂雕四时花卉，分别为石榴洞石，牡丹

玉兰，寒梅傲骨，芙蓉婀娜，寓意四时富贵，多子多福，镂雕精致生动，洋彩

敷色妍丽华美。圈足外撇，以粉釉为地绘蕉叶纹，近底则绿釉地缠枝卷草纹一

周。器底满施松石绿釉，中央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御製”篆书款识。本品集洋

彩，描金，镂空，转心、浮雕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弥漫着花香，

又透露出皇族的威严，简直巧夺天工，美艳非常。该瓶製作于清王朝最为鼎盛

的乾隆时期，极尽奢华、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了乾隆时期官窑洋彩瓷器製作工

艺的最高成就。

转心瓶是乾隆时期宫廷生活极度繁容、极尽奢华下的产物。属于清代创製的一

种瓶式。在一个镂孔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上绘各种纹样。内瓶上

部为外露的瓶口，瓶身藏于外瓶内，上有装饰绘画，有四季景物、山水人物、

花鸟虫鱼等。动内瓶时，通过外瓶的镂孔，可以看见不同的画面，犹如走马

灯。转瓶的製作难度很大，要把外瓶的底部製成鸡心状的钮，把内瓶的底心做

成鸡心状的槽，钮和槽要绝对吻合。尤其是要考虑外瓶和内瓶的干燥率，以及

掌握好烧成后的收缩率。稍稍不注意，造成钮和槽不吻合的话，即便前面再多

的辛苦也是白费。所以，製作转瓶的代价十分大，往往是“百里挑一”。不

过，“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都是供给宫廷的东西，取悦皇帝之用。无怪乎

许之衡在其名作《饮流斋说瓷》中记载，“瓶之腹玲珑剔透，瓶内更有一瓶兼

能转动，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裳殊品也”。

参阅：《清盛世瓷选粹》紫禁城出版社 1994 P345 Lot.81

A FAMILLE-ROSE RETICULATED VASE
QIANLONG MARK AND PERIOD, QING DYNASTY
H 41.2 cm

RMB 3,500,000-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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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  龙泉青釉葵口折沿大盘

说明：盘为折沿、菱花口、浅腹、弧壁随菱花口呈十六花瓣形、平底、圈足。通体施

青釉，通体光素无纹，外底留有刮圈垫烧痕。胎体厚重，青釉玻璃质感强，透

明度高。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龙泉窑青瓷“胎细体厚，釉浓式

拙，色甚葱翠 ”。菱花口盘始见于宋元时期，元代景德镇窑有青花、白釉製

品。此类龙泉大盘，属中国陶瓷史上器形最大的作品之一。明初，龙泉窑奉朝

廷使命，烧製御用瓷器，与景德镇官窑居于同等地位相互竞争。所以此时龙泉

窑作品无论是艺术品位还是烧造工艺上，都极为精湛。龙此盘形製较大，端庄

规整，釉色青翠碧绿似玉，釉质滋润肥腴如脂，纹饰疏密有致，清晰流畅，工

艺精湛，为龙泉窑青瓷中的珍品。

A LARGE LONGQUAN CELADON DISH
EARLY MING DYNASTY
D 56.2 cm

RMB 2,200,000-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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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  青花轮花纹绶带耳扁壶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

说明：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名声显赫。

它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莹润如玉的釉色，华美独特的纹饰闻名于世，尤其青

花发色之瑰丽“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瓷器：

“诸料悉精，青花最贵。”

壶直口，上部鼓圆，收颈，扁腹如满月，方足。颈至肩部置绶带双耳。通体以

青花装饰，口部装饰缠枝扁菊一周，下腹两面绘饰轮花纹，颇具异域风情。口

沿外双弦纹之间青花书“大明宣德年製”楷书横款。通体施釉丰腴滋润，青花

发色淡雅明亮。

此式青花扁瓶是明初景德镇御窑厂御瓷之经典造型之一，且极得中外皇室所青

睐。造型创思灵感源于中亚金银器，而细节装饰上融合中国风格，展现出中国

瓷器的新面貌。此扁壶器形自永宣时期业已流行，但这种特殊的图案饰样却于

宣德之后罕见，此时出现两种不同的上下腹比例，并纯以青花装饰。较大款式

高约30公分，上腹圆浑，下腹扁平，上小下大的比例差距大。较小款式高约25

公分，上下腹比例接近。宣德扁壶多带长方足，于口下以青花书宣德横款。 从

明南京皇城遗址中永乐、宣德堆积层曾出土青花瓷片，纹饰与本品相类，显示

此类扁瓶在当时即为宫廷器重。

参阅：《海外遗珍-陶瓷2》国立故宫博物院印刷社 1989.6 P136 Lot.134

《徐氏艺术馆》徐氏艺术馆 1991 Lot.68

A BLUE AND WHITE PILGRIM'S FLASK
XUANDE MARK AND PERIOD, MING DYNASTY
H 30 cm

RMB 3,500,000-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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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  铜鎏金四臂观音像

款识：大明永乐年施

说明：四臂观音菩萨又名六字观音，因为他的梵文真言 “嗡嘛呢叭咪吽”有六个音

节，故名。14世纪以后，随着观音信仰在西藏的流行，六字真言在整个藏传佛

教地区广泛传播，六字真言与四臂观音几乎成为一体。今天的藏族每日手举嘛

呢轮，口中念诵不断的就是此尊的真言，也就是对于观音（四臂观音）的赞

颂。西藏传统把法王松赞干布、达赖喇嘛等均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是对其至

高无上的推崇。

   此尊四臂观音菩萨正二手合什，施礼敬印，在另外一些四臂观音的造像中，其

胸部前合什的手心中还夹持珠宝。右上作捻持印，原来当持念珠，珠串已经

失，现仅可见到中指和拇持所捏珠粒一颗。左上手持完全开敷之莲花，全跏趺

坐于仰覆莲台上。蓝色发髻前，正中冠叶后端坐小化佛无量光佛。无量光佛是

莲花部部主，观音菩萨是莲花部菩萨，莲花部以代表长寿、吉祥和悲悯的尊神

为主，这也是观音为什么在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佛教世界受到广泛崇奉的原

因。莲座台面上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款，表明此像为明永乐时期的作

品：黄铜鎏金，冠叶细密，束发缯带呈U字形上扬，紧贴耳后。圆形大耳珰，

项链有优美的垂珠，结为珠鬘，同样在腰带的背后部分也有同样的精美装饰，

胸前长璎珞垂至腹部，呈倒葫芦型，这都是永乐造像的标准样式；通体鎏金光

滑，色泽沉厚，脸部有晚期藏族泥金斑驳的痕迹，是永乐造像在西藏长期受到

供奉的见证；从冠叶、身上的璎珞、腰带到臂钏、手镯和足镯到莲台的上、下

沿的连珠均打磨精细，珠粒圆润，反映出宫廷造像的水平。菩萨下身着裙，衣

襞生动流畅，充满汉式造像的自然主义风气。莲瓣窄长，如舌伸出，富有弹

性，是永乐造像中较为常见的样式之一。

近十余年来，永乐造像颇受推崇，以其造像工艺精湛、装饰精致入微，鎏金厚

而色彩沉稳，颇有皇家风度而闻名。虽然近年出版的永乐造像数量增多，但是

以四臂观音为主题的造像还是屈指可数，比如在冯·施罗德的扛鼎之作《印藏

铜造像》一书中，竟无一例可循。在他第二部大著《西藏寺庙的造像》下卷发

表了两件永乐款四臂观音造像，均来自于大昭寺。风格与此颇为接近。在一西

主编的《佛韵》一书中有一尊四臂观音，与本像如出一辙，各种特征极为接

近，很有可能是同时或者同一作坊的作品。这种现象在永乐造像中颇为常见。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布达拉宫保存了一尊六字大明佛母。其图像

与四臂观音完全一样，只是女性身体而已。我们知道，波罗晚期撰写完成的重

要佛教成就法著作《成就法鬘》一书中记载，四臂观音菩萨身边有两位胁侍菩

萨，一位是白色的持宝菩萨，另一位是黄色六字大明佛母，二者形象和持物特

征与四臂观音一样，只是一位是男性菩萨形象，一位是女性菩萨形象。这一点

充分说明在东北印度后期，四臂观音菩萨及二胁侍的组合已经出现，后来在西

藏壁画和造像中屡屡出现，也是四臂观音常见的组合之一。所以当我们看到这

尊四臂观音时，难免会想像是否他原来也是三尊的组合呢？！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FOUR-ARM AVALOKITESHVATA 
YONGLE PERIOD, MING DYNASTY
H 20.5 cm

RMB 8,000,000-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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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铜镀金道教水神像

A GILT-BRONZE FIGVRE OF LOKAPALA
MING DYNASTY
H 216 cm

估价待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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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剔红群仙祝寿图插屏

说明：本件剔红雕漆插屏实为珍希，是难得一见的精品。雕漆剔红工艺系北京工艺美

术的四大名旦之一，由来已久，一直深受藏家们的喜爱。据考始于唐代，经历

代艺人们的继承和发展，品种丰富，技艺精湛，成为我国优秀的艺术瑰宝。本

品器型周正巧妙，做工细腻精致，插屏一面剔雕群仙祝寿图，一侧为博古图，

刀工细腻，纹理清晰；布局严谨而有法度，工整庄重，一派皇家气度。底座分

别用缠枝花卉、回纹、菱花格等纹饰雕剔装点，极尽华美，夺人珠目。

此间插屏上以正面屏心所雕之“群仙祝寿”图。精工巧匠先于背景之上刻琢

龟背、海水波纹、为锦地。锦地之上使用渐层堆栈的技法雕刻壮丽山川景

致、亭台楼阁、宫阙仙台以及老子、原始天尊、八仙、东方朔、麻姑等大量

位列仙班的神祇人物，辅以仙鹤、仙猴、梅花鹿等象征长寿的吉祥动物，整

体组合而成一幅壮观的“群仙祝寿”图。背面格纹锦地，上饰宝瓶、摆件、

如意等博古图。

整器造型规矩，端庄大方，稳重典雅，雕工娴熟，刀工细腻，运刀如笔，创造

了清代雕漆都有的艺术风格。乾隆皇帝酷爱雕漆，专设造办处承办皇家御用雕

漆，此品精美绝伦，为清宫御用之物。雕漆所用原料来源于天然漆树的漆液，

在木胎上涂抹120-200道后，才达到一定厚度方可雕刻，造价昂贵，费工费

时，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保留至今实属不易，诚可典藏。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19-屏·联》故宫出版社 2015 P122-123、

P127-128

A RED LACQUER SCREEN OF IMMORTAL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66 cm

RMB 1,0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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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缂丝春雏得饲图

说明：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这是一种经彩纬显现花纹，

形成花纹边界，具有犹如雕琢缕刻的效果，且富双面立体感的丝织工艺品。是

中国最传统的一种挑经显纬的欣赏装饰性丝织品。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

物之一，常用以织造帝后服饰、御真（御容像）和摹缂名人书画。因织造过程

极其细致，摹缂常胜于原作，而存世精品又极为稀少，常有“一寸缂丝一寸

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

本品图缂明代画家王毂祥《春雏得饲图》，图中一雀衔虫而归，雏雀栖于竹上

嗷嗷待哺。竹子挺拔灵秀，竹叶勾勒如运笔如画，飘逸洒脱。另留王毂祥诗

款，“毂祥”“禄之”印。乾隆皇帝诗款：“庚戌新正 御题”“八徵耄念”、

“自强不息”印。诗堂缂丝乾隆跋语。另缂“乾隆鉴赏”、“八徵耄念之

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印。

缂丝此图意在警示官员体会民间疾苦，“政在养民，诚当保赤”，“勿仅视为

寻常诗画”。以二色间晕与退晕相结合，用平缂、搭缂、构缂、木梳戗、凤尾

戗等技法缂织。为了表现雀羽的绒毛之感，还采用了缂毛工艺，效果逼真。全

图设色柔美淡雅，是清代缂丝佳作。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织绣书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9 P203 

Lot.114

《天津博物馆藏绘画》文物出版社 2012.3 P130 Lot.054

A KESI PANEL “CHICK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40×107 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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