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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清 
萬年紅、鴻臚首唱朱砂墨（共三錠）
尺寸不一

朱砂墨三锭，均为长方式，一锭浅雕万字锦地描金绘祥

云蝙蝠纹，中心描金书“万年红”三字。此墨即徽州墨

家承制之墨品典型样式。外配龙纹织锦盒。另两锭描金

上下绘对首螭龙，中心书“鸿胪首唱”四字。

无底价

1002

清 
胡開文制卷手墨三卷
尺寸不一

墨以手卷式盒盛放，内放卷墨锭一组。此三套墨墨质坚

实，用料上乘，历经百年手感依然滑润，内中有胡开

文铭。胡开文为清代制墨名家胡天注的商号。胡天注

（1742－1808年），字柱臣，号在丰，安徽绩溪人。乾

隆三十年在休宁创办“胡开文”墨庄，所制墨品种类繁

多，其中“集锦墨”长期被作为贡品进入宫中。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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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八十年代 
八寶五膽药墨三克（共十錠）
尺寸不一

安徽胡开文制“八宝五胆药墨”一组十锭，墨锭梯形砖

式，外壁描金，墨面刻铭分别为“胡开文处制”，“八

宝五胆药墨”。精巧细腻，保存较好。

注：八宝五胆药墨于1905年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医方源于三国，成于南唐，历经唐宋元明，清代赤墨大

家胡开文在此基础上创制八宝五胆药墨，胡雪岩参与制

作并推广。

无底价

1004

民国

朱子家訓松煙墨四兩（共四十八錠）
尺寸不一

长方墨锭一组四十八锭，上描彩绘高仕临窗读书图，落

“朱柏庐先生”款。

朱用纯（1627-1698年），字致一，号柏庐，明末清初

江苏昆山县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明诸生，入清隐

居教读，居乡教授学生，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

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深感当时的教育方法，使

学生难以学到真实的学问，故写了《辍讲语》，反躬自

责，语颇痛切。曾用精楷手写数十本教材用于教学。生

平精神宁谧，严以律己，对当时愿和他交往的官吏、豪

绅，以礼自持。著有《治家格言》、《愧讷集》、《大

学中庸讲义》。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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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上海墨廠油煙一○一墨（共100錠）

尺寸不一

上海墨厂制，长方油烟墨共100锭。上描金绘折枝花卉

图，另一面书“铁斋翁书画宝墨”。铁斋翁书画宝墨，

是上海墨厂销量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墨品。最初是日本

文人画家，富冈铁斋的定版墨，在日本也是最受欢迎的

国墨。

无底价

1006

清光緒 
奪天池墨四兩（共四十八錠）

尺寸不一

墨为长方形，共四十八锭。一面阴识描金“紫阳山民吴

台家藏世宝”，一面阴识填金：“夺天池。德光氏平生

真赏之墨，子孙其永保之勿替。”阴文篆书印“吴台”。

此墨是歙人吴台的自制墨，不仅雕刻清晰，墨质精良，

而且有售墨价格及制墨时间，对于研究文人自制墨的价

格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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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民國 
勝利松煙墨（共四十八錠）
尺寸不一

该纪念徽墨呈长方形，共四十八锭，由当时的徽州休城

屯溪镇胡开文义记(即现今屯溪胡开文墨厂)于1946年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生产制作。纪念墨上描金有：“(民

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年)夏，奉命修芜屯路以利复

员，承曾峰指导暨同仁苦干迅速抢通。以徽为产墨名区，

因制胜利墨作八年抗战纪念。易荣度谨志于屯溪”内容，

侧面则描金书“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徽州休城

屯溪镇胡开文义记制”字样，记载了制作徽墨纪念抗战

胜利缘由和历史意义。

无底价

1008

清 
富貴壽考墨五錠、藏煙古墨四錠
尺寸不一

清晚期古墨两盒，两盒墨其一盒上题写“富贵寿考”，

其内有墨四锭，每锭面均作百“寿”字；另一盒盖上题

“藏烟”，内有墨四块。正反两面或篆书铭文，或阴刻

填金书画，足具雅意。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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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近代 
書畫院墨、金殿餘香墨、氣葉金蘭
墨、紫玉光墨、萬壽無疆墨
（共十一錠）
尺寸不一

墨共十一锭，皆为长方形，形制规整，制作精良。品名

不一，“书画院墨、金殿余香、气叶金蘭、紫玉光、万

寿无疆”等。刻模精细，书法俊秀，墨色黑漆黝亮，质

地细腻洁净，品相完好，皆为墨中上品，足堪为文人雅

士案头赏玩之宝寶。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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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清同治 

勝華仙館松煙墨

（共四十八錠）
尺寸不一

墨为长方形，共四十八锭。面阴识描金书

篆文“同治己巳仲春上澣，蓼城 香主人

珍赏”，书写古朴端庄，墨色黝黑，质地

均匀细腻。

无底价

1011

清中期 

胡開文制仿古支神圖墨
（共六錠）
尺寸不一

此十二支神图墨即表现了胡开文墨鼎

盛时期的水平。共六锭，正面图画取

历史古籍，神话传说和民谣民谚为

题材，如苏武牧羊、伯乐相马，嫦娥

奔月，李密挂角，叶公好龙、闻鸡起

舞等等。背面题赞，真、草、篆、隶、

行各不相同，边饰以梅、兰、竹、菊、

荷、桂、芍药、藤蔓等各色花卉植物，

具填赤金石绿，美仑美奂。墨边刻款

亦不尽相同，有胡开文法制，胡开文

仿古造，胡开文监造，胡开文制，徽

州休城胡开文制，徽州休城胡开文仿

古，徽州休城胡开文法制七种款识。

六锭墨分别置放于大漆描金的两个木

盒之中，内衬以宋锦，严丝密缝。盒

盖黑漆底上以红朱摹写，再描填赤金

“仿古支神图墨”。篆书墨名，边框

亦同样朱底金描，缠枝蔓草，间饰曼

陀罗花，富丽古雅，神韵悠长。原配

大漆墨匣。

RMB: 35,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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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民國 
保定大會松煙墨（共四十八錠）
尺寸不一

本品由上海中华书局委托墨肆定制，墨为长条形，

共四十八锭，正面上端刻两面中华民国五色旗，

图案运用线雕技艺，显得简洁。旗织下阴刻描金

书“保定大议会纪念墨”，字体如行云流水，端

庄严谨。

纪念墨始于清代，原主要为纪念某一独特的天文

景象，如五星联辉，表示国泰民安等。迨至清未

民初，社会动荡，政体改革的社会革命运动高

涨，因此，纪念某一政治运动和历史人物的纪念

墨层出不穷，表现历史事件的有改良维新墨、共

和墨，表现历史人物的有孙中山墨、鲁迅墨、胡

适墨等，表现时事的有保定大议会纪念墨等等。

RMB: 10,000-15,000

1012

清 
屏山治經墨、龍鱗墨、惜如金墨
（共八錠）
尺寸不一

墨三匣共八锭，一匣四锭为长方式，面阴刻描金“屏山

制经墨”，外匣书“仿古藏烟”。另两匣分别盛墨两锭，

两锭为方墨，上书“龙鳞云凤”，另两锭一为方式，一

似梭形，上书“衡山聂氏藏烟 光绪乙亥年秋监制”一

书“惜如金”。衡山聂氏指衡山聂仲芳。

聂仲芳，名叫聂缉椝，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

婿，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是晚清上海史

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在沪期间，他先后受到两江总

督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重用，于1882年担任晚清最大的

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会总办（总经理）。

RMB: 10,0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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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明 
五牛圖墨、陳明墨（共兩錠）
尺寸不一

墨为两锭：一锭为八方墨，正面金水整面填涂，饰松树、

松鼠纹、背面亦整面用金水填涂，阳文“陈明”楷书

二字。一锭为圆墨，两面起边框。面饰五牛图，牛身光

素，神态迥异；背阳文楷书：「五牛图。一体纯白喻真

性无染，二首渐黑喻迷真起妄，三体纯黑业垢婴缠，四

首渐白喻背妄归真，五又纯白喻返本还源。圆边阳文楷

书「岛野邑山」款。墨面漆皮光亮，浮雕纹饰高隆圆润，

五牛均神态各异。五牛图墨是明代晚期以来著名墨品，

程氏《墨苑》和《方氏墨谱》均有收录。

RMB: 80,000-120,000

1014

清 
寫經墨一套（共八錠）
尺寸不一

曹素功九世孙端友，名寿朋。《艺粟斋墨录》作者余鉴

（字镜湖，安徽婺源人，咸丰解元，同治进士）题词：

独素功后端友，检灾梨之余，仿古松之制，申江居肆，

歙浦遗传，仍恢其业而驰其誉。同书光绪三年（1877）

程夔题词：“顷乞假归，道出沪上，遇曹君端友，素功

九世孙，久客于外，中更兵燹，治世业不坠，可谓难

矣。”“心经”墨存世制品很少，象保存如此完美确属

不易，“心经”墨一般用料很讲究，它是专门用来抄写

经文的，因为字体较小，故用料非上乘之物不用。模刻

亦精，背面镂有《心经》全文。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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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八十年代 
竹夢廬油煙墨二兩（共五十錠）
尺寸不一

方墨共五十锭，一面隶书阴识填金“草梦庐主临池”，

背镂山水楼阁。 “草梦”二字应来自朱熹《秋声》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本品为徽州地区制墨，徽墨的制

作，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制成的墨 “坚而有光，黝而

能润，舐笔不胶，入纸不晕”。宜用书画，取其黝黑而

有光彩。

RMB: 20,000-30,000

1016

清 
十八學士墨（共十八錠）
尺寸不一

墨共计十八枚，以“十八学士登瀛

洲”为题材，墨面浅浮雕十八学

士，以金彩小楷书十八学士名，寓

意极佳，带原装黑漆描金双龙纹盒

套。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

馆，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

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

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

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

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

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

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

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共十八人常讨论

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

士”。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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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清
乾隆貢墨、康熙硯墨 （共五錠）
尺寸不一

乾隆贡墨一匣四锭，长方柱式，通体漱金，上下勾龙绕

墨身，中部书“贡墨”二字。乾隆年间，国富民强，是

墨业的鼎盛时期，视存世制品皆精，而小墨更精，一般

小墨用料皆上乘，用于写经与科考之用，凡漱金者最精，

故有“千金不易寸”、“黄金不易”、“金不换”等。

RMB: 15,000-25,000

1018

清 
當朝一品墨、一芴金
墨、五百斤油墨
（共十六錠）
尺寸不一

方墨三匣，一匣承墨八锭，描金书：

状元及第，背书富贵寿考，匣为黑漆

描金书“当朝一品”。另两匣各置墨

四定，一匣为长方形制，同形、同纹。

金水描边起框，边框上下两螭龙相对，

一面金水书“五百斤油”竖行四字楷

书，背面金水书“冬心先生造”， 冬

心先生，按照现有资料查找推测为清

康熙至乾隆年间的书画家金农。另一

匣亦为长方形，正面书“一笏金”，

铭曰：“丁酉花朝，枕泉、金甫、愚

山、筱石同集莲芬馆品墨商造” 题

“仿晋人漆烟法”。

RMB: 15,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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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清 
詹子雲書畫墨 胡學文手卷墨
（共十八錠）
尺寸不一

胡开文卷墨套墨一组，手卷式墨匣，内中有胡学文等各

式铭款。此是因光绪二十五年胡余德嫡孙胡贞乾病逝后

管理乏人，各埠支店自行其事，将胡开文招牌租出甚至

招股或卖招牌，于是出现“胡开明”胡学文“胡正文”

胡萃文“胡同文”等字号，此套墨正是这段历史。

詹子雲铭书画墨一匣八方，描金书：书画墨，阳刻詹子

雲珍藏。詹子雲，徽州婺源派詹氏墨家制墨名家，对日

本制墨影响深远。松井元泰在其所著《古梅园墨谱跋》

1020

明 
南山玄霧墨
長4 . 5 cm  寬4 . 7 cm

方形，正背俱起框。正面隶书阴刻“南山玄雾”，背面

浮雕花豹一只。乃雾豹成文之意，喻潜身隐居，洁身自

好。黄庭坚《次韵郭右曾》：“秋水寒沙鱼得计，南山

浓雾豹成文。”明制墨名家方于鲁所著《方氏墨谱》中

有此墨品。

RMB: 25,000-35,000

中说：“徽州官工素公[功]、游元绍、詹子云，三子盖

当代之名家云。”另一位东瀛藏墨家河氏朱庵在其著作

《朱庵谈墨》中多次提及婺源墨工对日本制墨业的影响，

认为婺墨艺冠墨林，名重天下。明清以降，詹氏墨家代

有人出，其技艺和家族经营墨业的传统，直至民国末年

尚不绝如缕。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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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清 
曹素功仿古藏墨四錠 

仿古藏煙墨八錠
尺寸不一

曹素功古墨一匣四锭，墨面描金绘洞石花卉为饰。墨匣

外书“藏墨 曹素功仿古”。另一匣内盛墨八锭，墨面

描金彩绘各式人物，所绘人物造型奇诡怪诞，或为神话

精怪，颇为耐人寻味。墨匣外书“藏墨仿古”。

曹素功（1615-1689年），原名圣臣，号素功，安徽歙

县人，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他早年潜心科举仕宦之

途，因不遂心愿，便返乡以制墨为业。最初借用名家吴

叔大的墨模和墨名，并开店营业，以后墨质和工艺造型

日渐精良，名声亦渐远扬，其墨业更加兴旺。后移店至

苏州、上海等地，常为权贵和名流定版制墨，在社会上

层影响很大，被誉为“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

氏”。

RMB: 25,000-35,000

1023

民國 
香妃竹玉蘭筆四支
長28 cm

中国毛笔的历史渊源流长，因为有了毛笔的书写，记录

了整个文明的历程。作为文房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毛笔

历来被文人所重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流传，成为一

种文房中赏玩之物。这组兰蕊式毛笔，一套似支，选用

上乘狼毫精制而成，所谓兰蕊式，最早是清代宫廷专用

的毛笔形制。

RMB: 15,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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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羊毫筆二十支
長34 cm

一函四层，二十支，竹制笔杆，山羊毛制，羊

毫柔软，笔头肥厚滋润，适宜书写行书。屠隆

《考盘余事·毫》：“笔之所贵者在毫。广东

番禺诸郡，多以青羊毛为之。”羊毫其质柔于

紫毫。于黑夜择光者取之，谓之宿羊毫。取之

乳际者，谓之乳羊毫。取诸小羊者，谓之子羊

毫。保存日久者，谓之陈羊毫。”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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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民國 
歸雲樓硯譜
長 4 5 c m   寬 3 5 . 2 c m

《归云楼砚谱》，民国，徐世昌编。徐世昌，字菊人，

天津人。出生于河南省汲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次

出任国务卿，（1918-1922年）任民国大总统。以编书、

赋诗、写作画遗兴。该书主要由其门客、幕协编成。所

收为徐氏家传砚和自藏砚,其中有唐、宋、明、清等名

流学士所用砚,其质地有端石、歙石、澄泥等,形式丰

富,以具有学术性、艺术性享誉砚林,是砚谱中的经典之

作。

RMB: 10,000-15,000

1026

首都博物館藏硯拓片冊
長 4 4 . 2 c m   寬 3 2 c m

1992年拓制 1函1册20开 

鉴藏印：抱朴（朱） 首都博物馆藏砚拓片（白） 清净

自生香（朱） 首都博物馆藏砚传拓（朱） 简洁（朱） 

秀而不媚（朱） 

提要：此册收录历代名砚三十馀方，皆为首都博物馆藏

之精品。传拓细致，并手书提要，考证细致，不管从摹

拓技术还是资料性来说都具有十分高的价值。当时仅制

成二十五部，编号发行。

RMB: 30,00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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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清 
「王國維」銘寶瓶紋歙硯
長 1 7 . 8 c m   寬 1 1 c m

歙石，色呈青碧，石质坚润，通体具角浪眉纹石品。长

方形，砚面雕瓶形，瓶口为墨池，瓶腹作砚堂，砚边起

细缘。所制瓶形高古清逸，瓶口饰波涛纹一周，瓶颈环

锦地夔龙纹，以弦纹围绕。瓶有双耳，做夔龙形，背向

对称，身姿缠绕，纹饰古雅。圈足，饰海水纹，下承方

形瓶座，四足琢回纹。砚背琢覆手，内镌铭文曰：“碧

天照水风吹云，颇疑拂素蛟龙起。晶莹纯洁净无尘，虽

酬铜剑莫易此。王国维伯隅父。”

王国维（1877-1927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

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

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

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

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

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

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

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

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

面均有深诣和创新。原配红木砚匣。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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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清 
玉壺形端硯
長 1 6 c m   寬 1 0 . 8 c m

砚料取材端石名坑，石质细润无瑕疵。覆手内砚腹饱满，

砚体敦厚，砚堂阔大。发墨易笔，把玩适手，携带方

便。正面砚额雕形似“玉”字，砚堂与之浑然一体，匠

心独具，妙不可言。背面以同类手法雕“壶”字。合

得“玉壶”二字。“玉壶”一词，常在古诗文中出现，

六朝鲍照《代白头吟》中有句“直如朱丝绳，清如玉

壶冰”，其中“玉壶冰”是用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

格。唐开元年间宰相姚崇《冰壶诫》：“冰壶者，清

洁之至也……玉本无瑕，冰亦至洁，方圆相映，表里

皆澈：喻彼贞廉，能守其节。” 以“玉壶”两字作

为一种纹饰琢刻在文人日日厮磨、终身相伴的砚台上，

本意是一种自励、自律。

RMB: 15,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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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清 
「子冶」銘竹節端硯
長 1 7 c m   寬 1 0 . 6 c m

端石水岩老坑，随形作竹节砚，形制饱满自然，正面以

竹节分割成砚池。石色灰紫，细润有锋，藏用俱佳。砚

背随砚石琢竹节，右下角精雕一封竹叶，秀雅清丽。砚

体一侧镌刻闲章“子冶”，为砚平添诸多文气。有‘子

冶’阴刻篆书印款，知为瞿子冶所制，子冶尤精画

竹、篆刻与金石文字鉴别，善制紫砂壶与砂胎锡壶，常

见刻竹于壶上，而制砚则颇为罕有。此砚质地用料名

贵，规格硕大完整，气息端庄凝重，设计制作规整精

细，风格浑圆大气，是为不可多得之书案名品。原配

红木天地砚匣。

瞿子冶（1780-1849年）名应绍，初号月壶，后改瞿

甫，字子冶，又号老冶、陛春，清嘉庆至道光年间上海

人。善鉴别金石文字、收藏古器物，工诗词、尺牍、书

画、篆刻、鉴古，善兰竹，有“诗书画三绝”之称。最

善画竹。“子冶石瓢”是他的代表作，为曼生之后文人

壶代表。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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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清 
鱔魚黃詩文澄泥硯
長 1 7 . 8 c m   寬 1 1 c m

澄泥砚，砚体宽实，色呈暗黄褐色，亦称鳝鱼黄，砚面

作门字式，通体不饰雕琢，线条挺拔爽利。砚背中心部

浅挖，内刻小楷铭文，铭文曰：“泥兮石兮润方刚，耕

方寸兮无怠荒，舒素毫兮玄云光，资忠孝兮成文章。 

丙戊中秋真意道人许遇”。留“真意道人”篆印。此铭

原为清人胡仲虎所做作《玉林》。由此落款题而知，许

遇见此澄泥砚，色呈黄紫，有感而发，遂借此诗赞之。

原配红木砚匣。

许遇（约公元一七○○年前后在世）字不弃，一字真意，

号花农，又号月溪，福建侯官人，许友之子。顺治间，

贡生。知河南陈留县事，调长洲，并有惠政。公余辄邀

士友唱酬，吟咏不辍。后卒子官。遇少时，受诗于王士

祯，七绝尤擅长。亦工画松竹梅石。著有紫藤花庵诗钞，

《清史列传》行于世。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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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清 
「玲瓏山館」銘水岩端硯
長 1 2 . 5 c m   寬 1 0 c m

水岩老坑，作随形式，形制端庄文静，开淌池，留边阴

刻“回字纹”，线条流畅圆润。石色纯净无瑕，质地温

润细腻。。如宋高宗所言：瑞璞出下岩，色紫如猪肝，

密理坚致，潴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

此上品也。砚背阳刻云气鸿蝠，云纹袅袅，三两蝙蝠翩

飞其间，宛若仙境。侧边有铭“马氏孙藏”，落“玲珑

山馆”篆书印款。原配紫檀砚匣。

玲珑山馆为马曰璐馆名。马曰璐（1697-1766年），清

代诗人，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字佩兮，号南斋、半槎

道人。国子生，候选知州，家有小玲珑山馆，富藏书，

常与名士作诗画之会。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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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清 
龍鳳紋壽字三足端硯
直 徑 1 8 . 6 c m  高 7 c m

砚作三足辟雍式，四面内敛，开环渠作圆堂，堂面微凸，

砚外沿阳刻虺龙逐珠纹，颇为古朴。砚背攒地阳刻龙凤

首尾盘成一圆，其纹样取自商周青铜礼器，古拙金石

之气扑面而来，设三圆柱立足，底心内挖，浅刻鱼鳞纹，

中心刻团寿，整体纹饰疏密有致，古拙典雅，比例精妙。

款式线条挺拔流畅，气息宁静悠远。以端石为质，底色

烟灰，清雅美观，是为仿古纹端砚之佳作。原配红木天

地盖匣。

来源：杭州文物商店旧藏。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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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清 
澄泥石渠硯
長 1 4 . 5 c m   寬 1 0 c m   高 5 c m

砚作长方形，澄泥制，仿古青铜器之色，独具古旧斑驳

之感。砚面四周深洼，成石渠为墨池，砚面平滑，宝光

内蕴，渠周缘浅雕勾云纹。砚背底部内凹，四面做方形

开光，中央楷书刻清高宗御题诗一首：“澄泥本效汉名

为，滴露研末此合宜，不必刘扬征往事，可知庾许有新

词，划金早是泯陈迹，刻兽亦非出近时，曾傍宣和工字

画，如何独昧作君师”，款题：“乾隆御题”，又钤刻

“乾”、“隆”阴阳二方御印。

澄泥砚的制作始于唐而兴于宋，本效仿汉名。宋人苏易

简在《文房四谱》中曾描述澄泥砚制法，其制作工序颇

繁细。本品砚面中央砚堂受墨处为方形，四周环水渠，

故称石渠砚。其砚式古雅，色如青铜，细润而坚，为清

乾隆朝仿古砚之佳品。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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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清 
龍紋白端硯
長 1 7 c m   寬 1 4 c m

砚为长方式，砚膛平坦，上浅雕螭龙，四周起宽边，砚

顶一长方半弧形凹槽，整体厚重古朴。砚背覆手内刻满

工海水五龙纹，工艺繁复，海水纹线条蜿蜒流畅，五龙

气势磅礴。砚石质色白如雪，莹润如玉，细腻如粉团,

造型简练。在以紫色为主调的端砚家族中，别具一格。

侧面刻“道光乙酉秋行有恒堂珍藏”款。原配紫檀砚匣。

来源：上海文物商店旧藏。

“行有恒堂”的主人是定亲王载铨。爱新觉罗·载铨

（1794—1854年），清皇族宗室，安定亲王永璜曾孙，

初封二等辅国将军，三进封辅国公，授御前大臣、工

部尚书、步军统领、袭爵。道光末年，受顾命。定府

收藏的文房珍品丰富，「行有恒堂」是定亲王载铨的

私人专用堂号款。目前所见「行有恒堂」款器物的生

产年代早可及至嘉庆十八年（1813），晚可至咸丰四年

（1854）。其所制的器物法度严谨，格调高雅。在「行

有恒堂」款的器物中，还有加印「定府珍赏」方章，说

明是皇亲贵族使用的器物。「行有恒堂」所定制之器

物，技术娴熟，皆为佳品，并具有宫廷文房的风格。

RMB: 8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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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清 
綠端竹节硯
長 1 6 . 5 c m   高 5 c m

端石多紫，绿端石为端中奇品，以色浅质润为上。此砚

以绿端石为材，质地细腻。形似一节竹茎一剖为二，作

瓦片状，砚面分上下两部分，自中部至下开长方形砚池，

上首浅浮雕修竹两株，三两壁虎点缀其间。下端阴刻楷

书八字警句，曰: “虚心直节 激浊扬清”。末署:听泉

山人 朱栋。此砚制规矩挺括，纹饰精细美观，石材光

滑细腻。原配楠木砚匣。

朱栋，号听泉，安徽休宁人，侨居吴门（今江苏苏州）。

善山水、人物、花卉，尤工写荷，得上海朱峤传，宕逸

疎散，翛然尘远，人称朱荷花。性耿介，嗜酒，索其画

者，非酒不与一笔。写生自张雪鸿后称能手。凡工笔写

意人物、花卉，巨幛小幅，靡不臻妙。事迹见于《墨香

居画识》。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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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

清乾隆 
夔龍紋十八學士高眼端硯
長 3 4 c m   寬 2 3 . 3 c m   高 6 . 6 c m

此砚端石而制，色呈酱紫，形取四方，深挖墨池，浅挖

砚堂，四周起宽缘，为成门字形。边饰窃曲纹，额上相

对雕刻夔龙纹，两龙头相对之处，有一高眼，以如意纹

围就，呈双龙戏珠样。有“祥龙汲水”之寓意。砚侧四

周刻十八学士，砚背深挖，作抄手形，覆手刻玉圭图纹，

上有星象图纹。雕工轻浅雅致，石质细洁滋润，石材厚

重规整。原配红木嵌白玉天地砚匣 . 所嵌有白玉配饰

为旧时古物，殊为难得。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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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清 
「張照」款水岩犀牛望月紋端硯
長 1 6 . 5 c m   寬 1 1 . 2 c m

端石，坑仔岩。圆角长方形，砚面平坦，砚额阴刻“犀

牛望月”，图中祥云缭绕，丝丝缱绻，月下枯木古松，

犀牛回首望月，意境悠远。犀牛望月出自《关尹子·五

鉴》：“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

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砚背阴刻楷书铭：“端州有

匠巧如神 踏天磨刀割紫云佣翛抱水含满唇 暗洒苌弘冷

血痕 纱帷昼暖墨花春 轻沤漂沫松麝熏 干腻薄重立脚

匀 数寸光秋无日昏 圆毫促点声静新 孔砚宽硕何足云 

唐李贺青花紫石砚歌 张照”。钤印：得天。原配紫檀嵌

龙纹白玉砚匣。

张照（1691-1745年），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得

天，号泾南，亦号天瓶居士，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

士。雍正十一年官刑部尚书，书法初从董其昌入手，继乃

出入颜、米，天骨开张，气魄浑厚。兼能画兰，间写墨梅，

疏花细蕊，极其秀雅。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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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

清 
「桂亭廣玉」銘雲龍紋端硯
長 1 5 . 2 c m   寬 1 0 . 2 c m

取端石麻子坑为材，敦厚结实，质地纯净，紫色凝重。

砚体长方，造型古朴，额首浅雕一龙，穿云吐雾，构思

精巧。雕工精细入微，龙须髯、鳞片均雕刻得一丝不苟，

生动形象。云纹线条刚劲灵动，繁而不乱，总体而言，

用材有匠心，浑朴中生佳趣。砚背阴刻铭文：“芙蓉之

逻，麢峡之滨。有山齾齾，有水鳞鳞。灵毓瑌，秀结琳

珉。肌丰以腻，理密而纯。滑不留手，破欲吹唇。廉隅

励节，矩度持身。端人如此，其曰可亲。嘉庆丁巳，桂

亭广玉识。”钤印：春雨江烟桂亭。原配紫檀砚匣。

广玉［清］，字桂亭，隶属满洲正白旗，约于乾隆末年

至嘉庆初年任广东肇庆知府，在任期间于嘉庆元年监工

开采端溪砚石。著有《开坑记》。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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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

明 
「王夫文」銘雙獅紋綠端硯
長 2 6 c m   寬 1 5 c m   高 8 c m

砚以绿端为材，长方敞池式，四周宽边，砚池内圆雕

双狮戏绣球，砚背深挖，中心圆雕赑屃，所托碑文阴

刻于砚背上，篆书“宣统之宝”。砚侧四面小楷刻铭，

落王夫之铭。原配红木天地盖匣。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

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

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

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

《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

等书。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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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日本1996年7月-8月《墨》艺术新闻社，通卷121号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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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明 
海天旭日端硯
長29 . 8 cm  寬2 6 . 6 cm  高4 . 8 cm

端砚石于唐代初期出产在广东省肇庆市东部的烂

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西起小湘峡，东至鼎

湖山）的北岭山一带，丛山峻岭，气势磅礴，重

岩叠嶂，生产的砚石即端砚，深受文人墨客的喜

爱，并得到达官贵人和帝王将相的赏识。其中，

尤以老坑、坑仔岩、麻子坑最为著名，历称“三

大名坑”。宋元符三年（ll00年），途经端州的

苏轼，看到端州采砚石工 “千夫挽绠，百夫运斤。

篝火下缒，以出斯珍”的场面。古人采取砚台之

艰难，由斯可见。

此方明制海天旭日端砚，取坑仔岩石，纹理细腻，

质地滑嫰，呵之成研，加之体量硕大，完整如初，

实为罕见之物。

砚体随形琢制，呈椭圆形，砚背圆形深覆手，上

部浅刻极细密之水云纹。砚面亦近圆形，似乎一

轮朝日，近墨池处呈弧度，以利淌墨储墨。四周

俱刻细密的水云纹，刀法细腻，流畅自然。砚上

部双面保留原石皮，色呈金黄。整砚观之，直若

海天一色，云涌日出，美不胜收，古人制砚之巧

思，足称鬼斧神工。

原配菠萝漆砚匣。砚匣依砚形所制，漆面华丽。

菠萝漆因其特殊的材质及工艺，费时耗力，在古

时即非常名贵，存世稀少。

著录：日本1996年7月-8月《墨》艺术新闻社，

通卷121号32-33页。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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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清 
劫余石友端硯
長13 cm 寬9 . 8 cm  高5 cm

此砚为端石鹅砚之残砚，历劫而存之宝，马肝色，有眼。

马肝为宋端石品之一。苏轼《孙莘老寄墨四首》：“溪

石琢马肝，剡藤开玉板。”赵次公注：“端州深溪之石，

其色紫如马肝者为上。”又《砚谱》：“端石有眼者最

贵。”可见此砚石品之珍。砚身满刻铭文：①劫余石友，

同治十一年冬杪七夕收藏；②平易十定研之五，又峰草

堂珍藏，仕清审定，苑林云定；③马肝其色，宣和御珍，

文云馆珍藏，文征明铭；④星庆云林十宝砚；⑤海秘阁

珍赏。富有历史文化的内涵，“苑林”乃指皇家园林，

又从“宣和御珍”四个字可知其为北宋宣和年间御用之

物，经历战火得以保存，虽残尤珍。

文征明（1470-1559年），原名壁（或作璧），字征明。

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

“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明代著名画家、书法

家、文学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

称“吴中四才子”。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

“吴门四家”。因官至翰林待诏，私谥贞献先生，故称

“文待诏”、“文贞献”。为人谦和而耿介，宁王朱

宸濠慕名相聘，托病不赴。正德末年以岁贡生荐试吏

部，授翰林待诏。他不事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官作

画，旋即便致仕归乡。四方人士求诗文书画者，络绎道

路。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年九十岁。有

《甫田集》。

著录：《砚に导かれて大南キチ藏文房古玩集》大南キ

チ着，太田博史编辑，京成社出版，平成21年5月21日

发行，页50。

RMB: 8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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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蟬形眉紋歙硯
長16 cm 寬1 5 . 5 cm  高5 cm

此砚以写意手法雕琢成蝉形，线条简洁，流畅。造型古

朴，大气庄重。砚池深洼开，巧作蝉首，栩栩如生。上

等眉纹歙石琢成，石质坚实细洁，金声玉振，砚堂有眉

纹数条，锋芒外露，下发墨流利。砚背所琢灵芝足，线

条优美，富有动感。该砚饱经千年风雨，保存完整，仍

不失为传世精品。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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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明 
「奉華」銘瓦形歙硯
長17 . 4 cm  寬1 1 cm

砚作瓦形，墨池深峻，砚堂平整开阔，造型简略大气，

砚身布满鱼籽纹。其文理缜密、玉德金声。磨之如利锋、

坚韧发墨、经久不乏。砚背浅阴刻“奉华”铭。此砚选

料考究，器型儒雅端庄，雕琢手法娴熟老辣，是不可多

得之歙砚佳品。

奉华堂印是由北宋宋徽宗宠妃刘贵妃所钤用。刘贵妃居

住在德寿宫配殿名为奉华堂因而得名。刘贵妃性好艺术，

才色兼备深得徽宗宠爱。史上著名宋瓷，书画珍品藏于

奉华堂，多以奉华堂印钤之，或以奉华二字刻铭之（如

汝窑奉华尊等）。惜因刘贵妃死于动荡之际，仅得年

三十四岁。不久，北宋徽宗，南宋高宗历经靖康之乱后，

京师南迁偏安于临安而失奉华堂。此后，奉华堂印亦迭

失无踪；致史上仅留其名不见其实。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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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明 
老坑眉紋歙硯
長26 cm 寬1 5 cm 高1 0 . 5 cm

宋代歙州老坑眉子石，用材硕大，形制古朴端正，线条

挺拔简约。砚首琢“一”字池，高墙足，覆手深挖，古

拙凝重。砚堂可见竖式分布眉纹，如此取石所制多见宋

砚。两宋时期，文人对眉子纹歙石有颇多的记述和文学

性的溢美之辞，从存世古砚及诗词足可证之，这说明歙

石眉纹在北宋时就已经被欣赏及瞩目。此砚即宋坑所出

眉子石，石色黝青，坚致莹润，第质绝佳，且眉纹飘逸

生动，观之妙不可言。原配红木天地盖匣。

RMB: 15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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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明 
雲龍紋端硯
長20 . 5 cm  寬1 6 . 8  高5 . 5 cm

取端溪坑仔岩佳石，质地细腻润泽，隐现蕉叶白、青花、

黄龙等名贵石品。砚随石形，自然古朴。背挖椭圆形覆

手，正面四周起廓，饰以云纹，砚面平坦，墨池处阴刻

海水腾龙，线条流畅精准，气势磅礴。外置原装大漆嵌

玉砚匣，玉亦雕龙纹，与砚相映成趣。整砚包浆浑厚，

气韵生动，非高手不能为，洵为书案文房上佳之器。原

配玳瑁大漆嵌玉砚匣。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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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清 
「王㴻」銘夔龍紋端硯
長17 . 2 cm  寬1 1 . 3 cm

此砚老坑端溪石，色青紫，质细润。有雨淋墙青花，蕉

白等石品。砚为门宋式，砚堂微凹，墨池深广，砚边较

宽，上刻夔龙纹为饰，做工规整合度，背阴浅凹。背中

阴刻铭文曰 “温如韫玉腻于脂，出水青花墨满池。知

有珊瑚入住起，随身终日见琉璃。”署楷书款：“良常

王澍”。原配红木砚匣。

王若林，原名王澍(1688-1743年)，字若霖、筠林、号

虚舟，别号竹云，亦自署二泉寓客，晚号恭寿老人，江

苏金坛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吏部员外郎。曾为五

经篆文馆总裁官，致仕归，置地筑良常山馆，故署款良

常王澍。精楷书，法欧阳询，兼工篆书，法李斯，为早

清一代篆书名手。晚岁眇左目，鉴定古碑刻最精。著有

《淳化阁帖考正》、《古今法帖考》、《论书剩语》、

《竹云题跋》、《虚舟题跋》等。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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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

清 
龍鳳紋白端硯
長15 . 9 cm  寬1 0 . 8 cm

此白端砚石质细滑，滋润如玉，砚为门宋式，砚膛微凹，

上部浅浮雕回首夔凤前四周起宽边，阳刻螭龙纹。砚顶

一长方半弧形凹槽。砚背同起宽边，上饰回纹，内心上

刻夔龙下为博古圆鼎。通体纹饰均效仿商周青铜器纹样，

古朴典雅。白端因其质洁白如玉，质地细腻，且开采量

小，自古就受到珍重，极其宝贵。白端一般无大砚，多

为砚朱之用。原配紫檀砚匣。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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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

清雍正 
禦制松花硯
長13 . 5 cm  寬9 . 2 cm

本品取松花石为材，色青绿，石质温润含蓄，不燥不

涩，平和淡雅。形为长方，砚周边凸起，上端辟成一长方

形深墨池，砚堂平整，纹理清晰。砚背浅挖一凹槽，中

部刻“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句尾留“雍正年制”四字二

行楷书款，下为一青牛伏地。松花石砚置案台之上，墨

汁凝塘，久日不干，提笔舔墨，光亮如初。原配紫檀砚匣。

松花石砚以松花石为原料雕制而制成，松花石又名松花

玉，产于中国东北长白山区。用松花石加工成松花石砚，

最早出现在明朝中期，到了满清朝时期，成为清朝皇帝

的御用物品。长白山是满清的发祥地，被皇家封为禁区，

禁止开采渔猎。松花石只能由皇宫的造办处单独进入山

区采集石料，运回宫中研制成砚，做为国宝御用，少量

的也用于赏赐给有功的臣子。

清朝皇帝之所以推崇松花砚，把它列入四大砚之中，一

方面是关东家乡物品的固有情节，使它关怀备至，另一

方面是松花砚的砚质和色泽都是上乘的缘故。由于清朝

皇帝的专宠，使得松花石砚数量稀少，弥足珍贵。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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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

清 
雲紋端硯
長16 . 4 cm  寬1 2 . 8 cm

此端砚随形而制，石质致密坚实，触之冰润柔和。细腻

光洁，扣之有“笃笃”之声，犹如湿木，为砚中佳材。

通体雕云卷云舒，千回百转，意境高远。原配红木砚匣。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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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清 
祥雲紋石籽端硯
長18 . 8 cm  寬1 2 . 6 cm  高5 cm

端石坑仔岩为材，随形而制，用材厚重。砚额琢祥云袅

袅，云卷云舒，呈如意状，围中间天然虫蛀，砚堂平坦。

是砚依形而作，雕琢完美，线条流畅。砚背平坦。将虫

蛀，略作修饰呈砚池，构思巧妙，风格古拙自然，天人

合一。虫蛀多生于石皮之上，乃为水浊，千疮百孔给人

以残破的自然之美，为文人所重。原配红木砚匣。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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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明 
「董滄門」銘梅芝紋端硯
長17 . 2 cm  寬1 3 . 5 cm

砚取端溪老坑水岩西洞佳石，石色正紫，细腻温润，有

翠斑、冰纹、子母青花、鱼脑碎冻等名贵石品。随其形

周边略加修饰，尽量保留砚材原状。砚面大部留作砚

堂，浅挖墨池，四周巧作梅树枝干为框，依势雕琢灵芝

九枚，大小不一，其形各异，古人以九为大，此则暗合

“九如”之意。砚堂右侧因石节材有一条天然虫蛀斑痕，

正好留作千年古芝之斑驳，边侧雕一小虫攀附，于沧然

中平添一抹逸趣。砚背亦起随形边框，中间留平整长方

形覆手，满刻铭文。董沧门隶书铭：“踏蛮烟，采凤味，

锲事佳，芝草秀。纪瑞凡其茎，问年一日寿。席之北，

几之右，相将伴守青坛旧。沧门董汉禹铭”。下阴刻

“沧、门”二字篆书方印。后柱峰楷书铭：“是砚董汉

禹先生铭也。得石于吴门，携游于泰山，归成于闽。始

癸巳春初，迄乙未夏仲，三年作客，万里相从，因挻岁

月，并书所自第。地易人殊，物移事改。后之览者，亦

将有感于斯言，谨识。柱峰”。下刻隶书“珍赏”长方

印。 柱峰惜无考，待方家教解。

沧门作品传世极稀，此砚石材佳美，构思精巧，匠心独

运，包浆古朴，无愧大家手泽，当弥足整贵。柱峰所

铭，记载了沧门癸巳年得石于苏州、之后携游泰山、乙

未年归于老家闽中，最后成砚之经过。据沧门简历，没

有具体生卒年谱，从黄任记载的与其交往经历判断，铭

文中的癸巳年应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乙未年当

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柱峰铭，沧门“三年作客，

万里相从”方成此砚，并心生感叹“地易人殊，物移

事改”。而今三百年已逝， 作为“后之览者”的今人，

观此梅芝九如砚，是否“亦将有感于斯言”呢？

董汉禹：字沧门，康熙年间闽中人，擅写松竹，精制砚，

工篆刻，与同时代雕刻大师杨玉璇、魏汝奋等齐名，盛

极一时，多有作品进贡朝廷，开清早期砚石、寿山雕刻

一时之貌。其雕刻艺术深为黄任（公元1683-1768）所

赏识，曾被黄任聘于府中制砚印多年，其作品传世甚少。

黄任《秋江集》（第42）题林涪云陶舫砚册后有“董生

病后杨生殁，谁复他山我错攻”诗句。（原注：余友董

沧门、杨洞一，皆擅制砚，兼工篆刻，客余署中三载。

今沧门病且老，而洞一宿草芊矣。）林佶（公元1660-

1720）《朴学齐稿》称其：“擅刻印、能制钮。”张幼

珊《寿山石考》记：“沧门曾见其兽钮一，款八分。颇

合古制，书亦工整。”

著录：1.《观砚录》，第152页，日本近代著名砚藏家

北岛双耳，1984年。

2.《中国名砚》，第53页，日本，1984年。

3.《名砚展》，第34号，日本茧山龙泉堂，1987年。

原配红木砚匣。

RMB: 600,000-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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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清 
夔龍紋淌池端硯
長13 . 7 cm  寬9 cm

砚为端石，形制端庄，大小合度，开淌池，留阔边，边

饰以夔龙赶珠砚堂成淌水。雕刻清浅，文雅秀丽，颇有

文人意趣。石色红紫，细腻纯净，隐约可见青花。下发

墨流利。原配紫檀砚匣。

RMB: 15,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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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明 
高眼抄手端硯
長25 . 2 cm  寬1 8 cm 高4 cm

半边岩端石制，砚身为长方形，石质细腻温润，色紫如

马肝，砚堂平坦，砚额处有一高眼，为点睛之物。砚

背可抄手。抄手砚是由唐代箕形砚演变而来。宋代，

抄手砚十分流行，宋抄手砚砚首略窄，砚尾略宽，三

侧壁呈收敛之势，具上大下小之感，砚的截面为梯形。

明代，抄手砚是主要的几种砚式之一。此砚甫一经手，

便有海天远阔，月明星稀的畅透之感，高古雅朴的令

人爱不释手。

著錄：《東京精華硯譜》六十六期封面。

RMB: 15,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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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清 
「阮元」銘淌池端硯
長21 . 6 cm  寬1 3 . 8 cm

端石坑仔岩，砚体厚重，包浆古厚。此砚形制长方，质

地水润细腻，门字式，通体光素无雕饰，砚额有行书铭

曰：“知其白 守其黑 泉石之精 君子之德 子种子耕 

乾隆壬子仲春书囗泾老人制。

钤印：臣伯元印 阮氏藏砚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

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

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历乾隆、嘉庆、道光

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被尊为三朝阁

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来源：四川文物商店旧藏。

RMB: 25,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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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

清 
老坑雲紋端石硯板
長 2 1 . 8 c m   寬 1 7 c m

此方端石老坑砚板为规整长方，石质细腻。含蕉叶白、

鱼脑碎冻及高眼等石品。砚面上首一角雕琢细密繁缛的

卷云纹，砚背祥云满布，云卷云舒之间，浓淡相宜虚实

相生，清淡秀逸，雅趣横生。原配红木砚匣。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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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清
「黃莘田」銘雲龍紋端硯
長 1 7 c m   寬 1 4 . 5 c m

取石料天然之形，砚面上部雕琢蟠龙腾翔于祥云间，云

纹依砚侧联至砚背，右侧有黄膘皮一片，上篆图章两枚，

砚背平坦，阴刻小楷书《黎逢石砚赋云》曰:ß“琢而磨

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虚中而贮水；水随晕

而还周，墨浮光而黛起”。落款：壬戌九秋 黄莘田。 

黄任，字莘田，号十砚老人，以字行。永福（今福建永

泰县）人。着有《秋江集》、《香草笺》。康熙四十一

年（1702）举于乡，后屡试进士不第。曾任广东四会县

令兼署高要县事。高要系古端州地，所辖之端溪三洞，

正是著名的砚石产地。黄任工诗善书，尤有砚癖，于是

在任上节衣缩食，将馀俸购买砚石，得良砚百馀台。黄

任后为小人所妒，被奏革职。罢官归里时，他选择质地

最好者交付良工精制，最后选取十方最佳者，视为至宝。

在他的福州住宅南后街光禄坊早题巷的香草斋中修建十

砚轩收藏这些砚石，并自号十砚老人。原配红木砚匣。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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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清 
鵝形端硯
長 1 1 . 8 c m   寬 1 2 . 6 c m

端石，砚色青紫，整雕随形如荷叶，一边雕荷叶，一边

雕鹅形，砚额作一片荷叶形，周缘叶片翻卷，砚面一侧

琢鹅首，引颈回首，喙置于背上，雕羽翎纹，工艺细腻，

生动形象。砚堂为鹅身，平坦宽阔。砚背卷转，绉痕筋

脉，状写逼真。筋脉自中心向四周延展。全砚构思精巧，

丝丝入扣。此石制者，因材施艺，自然天成，砚体不乏

珠圆玉润之姿，形态自然端庄。原配红木砚匣。

RMB: 35,00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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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清 
雲石紋端砚
長 1 3 . 5 c m   寬 9 . 5 c m

端石制，长方形，石质细腻润泽，呵气生津，砚边四周

延伸至背，琢不规则云石纹，效仿山石斑驳嶙峋之感，

颇为新意，内留砚堂，砚面平滑若小儿肌肤，与砚边形

成鲜明对比。此方砚取法自然，成山石流云之形，得大

雅之美。原配红木砚匣。

RMB: 15,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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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清 
圭形詩文端硯
長 1 6 . 8 c m   寬 1 0 . 2 c m

砚随形而制，形似玉圭，砚池砚堂连为一体，砚池略低。

砚侧及底不作打磨，露原石嶙峋之感，砚背隶书阴刻

铭：“唯山有石厥名曰端 不雕而朴 既泽且坚 磨不鳞兮

涅不淄 其殆即墨侯之密友 管城子之相知 。湘山铭 桂

复隶。”钤印“未古”，“桂馥之印”。原配红木砚匣。

桂馥（1736－1805年），字未谷，一字东卉，号雩门，

别号萧然山外史，桂馥书法晚称老苔，一号渎井，又自

刻印曰渎井复民。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

进士，官云南永平县知县。书法家，文字训诂学家。精

于考证碑版，以分隶篆刻擅名。曾为“阅微草堂”题写

匾额。著有《说文解字义证》、《缪篆分韵》、《晚学

集》等。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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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

清 
「寶芝」銘隨形端硯
長 1 6 . 2 c m   寬 1 3 . 2 c m

砚随石形，敞池式，砚池稍浅，砚背楷书阴铭：“观天

文躔列宿 观人文作篆籀 穷高远测深厚 毋虚眼毋瞀白 

吾知黑吾守完浑璞谢雕镂 立则见坐则宥 宝斯石静而寿 

宝芝自铭。”

钤印：“臣”“芝”。本品石质细腻润泽，铭文篆刻法

度严谨，清丽隽秀，造型古朴端庄。原配大漆砚匣。

沈之璵，字宝之，号宝树，嘉庆十三年举人。善墨绘，

与梅、兰、竹尤精绝。客居扬州者十载，诗亦工，衰然

得六巨册，晚年删定为二十二卷，题曰云畅楼时草，海

监朱方增序之。

RMB: 25,000-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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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清 
紫檀小筆筒
高 1 0 . 8 c m

以紫檀木为材独挖而成，殊为难得，色泽

深紫近黑，牦纹，尽显紫檀木之美。盘为

椭圆式，下承四浅足。工艺精美，包浆自

然，历经岁月，保存如此完好实属不易，

是清代此类制品中的精品之作。

无底价

1062

清 
紫檀雕松竹梅紋筆筒
高 1 1 . 2 c m

此笔筒以紫檀木雕成，取古树一截，器型

厚重，色泽穆沉，其状苍古。笔筒外壁高

浮雕松竹梅三友，根起于笔筒底部，树枝

蜿蜒而上，表现出山林之悠静幽深。图案

深浅转折，高低层次，颇得章法。刀法简

洁明快，错落有致，宛若天生。久经摩挲，

圆润无比。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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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清 
紅木台幾
長 3 7 c m   寬 2 2 . 8   高 6 . 8 c m

矮几典雅丽秀，几面攒框，束腰，冰盘沿，

腿足鼓腿彭牙式，下承托泥。造型简洁

端方，富有张力。此类炕几属矮型桌案，

通常顺着墙壁置放在炕的两头，即可用

于案头书写，又可以摆置小件文玩或用

具，用途广泛，加之造型架构稳重，线

条秀美，动静相宜，置于书房，满足文

人的风雅之趣。

无底价

1064

清 
紫檀方台幾
長 1 8 . 6 c m   寬 1 4 c m   高 1 5 . 8 c m

台几以珍贵的紫檀木制，质地紧密，色泽

深浓润泽。造型蕴含四面平样式，端正规

范，古朴拙重。桌面起拦水线，直腿，下

承托泥。全器采用直线条，韵致独特。此

方形小几，搭配利落干净的直线条，甚为

妥帖，颇有大器之势，不落俗套。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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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

明 
「雪堂」款雕漆三色花卉
紋香盒
直 徑 9 . 2 c m

盖盒为圆式，子母口密合。通体髹漆，盒

外以三层花工艺刻剔菊花图，立体感极

强。先以红漆为底，其上压雕黑漆繁茂花

叶，又复红漆琢刻菊花数朵。菊花仰俯辗

转，各具意态，花叶繁缛层叠，工艺精湛，

巧夺天工。盒内及底均髹黑漆，盒身近口

沿处，红漆阴刻“雪堂”印章款。

雕漆因其工艺不同又可细分为：剔红、剔

犀、剔彩、堆朱、堆漆等，本品即为剔彩，

“剔彩”是在胎型上有意识地分涂上五彩

大漆，干后雕刻时，利用涂漆层不同的色

泽和刻层的深浅不同，达到“红花绿叶，

黄心黑石”的彩色浮雕效果。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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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清 
「張廷濟」刻铭“白玉石玲龍洗”
長 9 c m

古人推崇寿山芙蓉石：“贵则荆山之璞，蓝田之种；

洁则梁园之雪，雁荡之云；温柔则飞燕之肤，玉环之

体。”自古以来便是与和阗美玉、寿山田黄相提并论之

珍罕异物。此“白玉石玲龍洗”系取寿山白芙蓉石，洁

白微泛黄，质地温润滑腻，似玉非玉。依石形随意琢

磨，口沿浮雕盘螭，宛如戏水。底部刻铭：白玉石玲龍

洗，道光丙午六月十三日为生沐蒋兄标记，嘉兴张廷济

时年七十九。后阳文“叔未”印。字口原填石绿，后剥

蚀。下置原配沉香雕荷叶器座，茎叶分明，底落阳文

“生沐”印，另面中部有天然虫蛀痕，倍添斑驳。古来

常说“沉檀龙麝”，沉香历来为众香之首，以沉香为座，

可见古人玩物之豪奢。洗内置原配苍龙衔珠铜水勺，古

意盎然，相得益彰。此器选材名贵，雕工古雅，包浆浑

熟，细细观之，疑为明制，后入生沐蒋光煦手，延请张

廷济刻铭以记其事。“道光丙午”为公元1846年，是年

叔未七十九，生沐三十七岁，亦足证二人忘年之谊。

张廷济：(1768—1848年)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原名汝

林，字顺安，号叔未，一字说舟，又字作田，又号海岳

庵门下弟子，晚号眉寿老人，浙江嘉兴新篁人。嘉庆三年

（一七九八）解元，累试礼部不中后隐居于乡，以藏书、

书法、金石为娱。工诗词，精金石考据学，自商周至近代，

凡金石书画之属，无不搜集，收藏彝鼎、法书、名画甚多，

作梅花，颇多古趣。著有《金石文字》、《清仪阁所藏古

器物文》等各类专著。蒋光煦：(1813—1860年)清著名藏

书家。字日甫、爱荀，号雅山、生沐、放庵居士，海宁硖

石人。10岁而孤，母马氏亲自课读。及长，豪饮好客，兴

趣广泛，音律、博弈、杂艺无不爱好。后专意收藏古籍名

刻及金石书画，每遇善本，不惜千金购买。筑别下斋以藏，

积古籍10万余卷，其中名刻善本居半，为海内知名藏书楼。

并延揽学者张廷济、费晓楼、管廷芬、许光清等，常聚集

于别下斋，校勘评论，问难析疑。辑刻有《别下斋丛书》，

《涉闻梓旧》，编校精当，为艺林所重。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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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

清早期 
竹林七賢竹雕筆筒
口 徑 6 . 5 c m   高 1 5 c m

该笔筒呈筒式，下承三矮足，筒身外壁以去地高浮雕及

镂雕技法刻划为主，筒形外壁雕松竹高士，以避世遁

隐山林的逸士为题材，展现出一幅宁静致远的淡泊意境。

画面以苍松、虚竹为隔景，刻划了溪水之畔，古松幽篁

之下，隐士斟酒读卷，汲泉品茗，快意畅然也。环转笔

筒，绿竹猗猗、长松苍翠、烟霞缥缈，有若仙境，不仅

景致怡然，而且人物造形也独具情态，人物神态描绘准

确、生动、情趣盎然。整器古朴精美，色泽明润，表现

出宁静淡泊、高远清幽之境界，岩壁间云雾飘渺，山峰

耸立。器壁雕苍松掩映，松下两位高士交谈正欢，一童

侍立于侧，中间长者手持毛笔似在记录所作之诗文，左

边长者倚案抚须，若有所思。另一侧松林后的洞府中有

竹林一片，林中刻二人对弈，一人低首观棋，下棋两人

凝神审度，聚精于棋盘之上，人物神态刻画生动，眉宇

间二人思考之神情亦表现的淋漓尽致，左下角有二童正

煮茶待客。山体纹饰雕刻错落有致，七贤神情各异，刀

法圆熟有力，可堪与顾珏之品相较。

竹林七贤是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总称。即谯国嵇康、陈

留阮籍和阮咸、河内山涛和向秀、沛国刘伶、琅琊王戎。

魏晋易代之际，朝中斗争激烈， 时局纷纭多故，七人

标榜老庄，崇尚清谈，志趣相投，常集于竹林之下，肆

意畅饮，为时人所推崇。晋孙盛《魏氏春秋》谓七人

“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竹林之游约始于魏

嘉平元年（249年），结束于魏嘉平四年。东晋戴逵有 

《竹林七贤论》。“竹林七贤”的清谈、任诞之风影响

甚巨，南朝帝王墓中亦以竹林七贤谈玄饮酒图样为壁饰。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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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

清早期 
紫檀香盤
長 2 0 c m   寬 1 3 c m

以紫檀木为材独挖而成，殊为难得，色泽

深紫近黑，盘面可见牦纹，尽显紫檀木之

美。盘为椭圆式，下承四浅足。工艺精美，

包浆自然，历经岁月，保存如此完好实属

不易，是清代此类制品中的精品之作。底

书“孝章”款。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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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卷七图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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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

清乾隆 
禦制紫檀雕天然木書桌
長 8 8 c m   寬 5 8 c m   高 3 3 c m
历来紫檀家具都是清宫家具的代表之作，

能给人富贵非凡的震撼和感染力，彰显了

皇家尊贵的气质。

这件紫檀小书桌结构上一改传统的纹饰，

在细腻的木质上做出极端细致盘根错节的

树瘤，繁而不乱，古拙奇趣。亦有与自然

为伍，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情趣。

书桌紫檀满彻，色泽黝黑，桌板宽沿满雕

仿木纹瘿结，内板平滑，紫檀细腻纹理如

云若雾，牙板镂雕，下托四柱足，亦雕琢

自然木纹节理，瘿结累累，突兀散布，纹

理蜿蜒，盘曲褶皱，雕琢技艺惟妙惟肖。

此桌主要采用镂雕和浮雕技法，刀工圆润，

过手之处丝毫无棱角摩擦，如同不事刀工

天然而成，尽显材质纹理之美。本品造型

设计独特，工艺处理恰到好处，精在雕工

写实，意趣天成，为置于案头的观赏佳品。

乾隆时期家具多讲求繁缛奢华，在装饰

上以多、满、富贵、华丽为主，突出

耀眼、华丽的视觉效果。而本品则独辟

蹊径，将自然纹理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呈现出一种内在含蓄的美感，以高超技

艺返璞归真于自然之中，更显对自然的

敬畏，寓意深远。

RMB: 450,000-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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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清乾隆 
禦制白玉雕大吉香囊
高 6 . 5 c m

此香囊以白玉通身透雕而成，双面正中皆

雕“大吉”二字，又雕蝙蝠数只，以藤蔓

与“大吉”相连，玉质佳美，光洁自然。

葫芦圆润饱满，谐音“福禄”，是富贵

的象征。蝙蝠藤蔓寓意“福禄连绵”，与

“大吉”相合，表示大吉大利、福禄祥和

之意。整体透雕工艺精湛，剔除了较多的

玉材，使香囊的形制极为轻巧，便于日常

的携带使用。香囊在清代宫廷中使用较为

频繁，不仅可随身佩戴，也可悬于帐室或

闺房中，还可用于舟车步辇中，可以说成

为当时的一大风尚。一般香囊都作开合状，

里面既可盛放香料，亦可盛鲜花等，香味

从镂空处溢出。香囊的材质种类很多，存

世尤以玉镂雕者最为众多，也最为精美。

RMB: 80,000-120,000

1070

清 
南紅十八籽手串
手串十八籽，南红玛瑙制，白玉佛头。手

串颜色红润，巧妙借助材质自身的天然颜

色，竹子红白相间极富美感。南红玛瑙又

叫赤玉，其典型的南红产地主要是云南，

最具代表性区域为该省区保山市的玛瑙

山，当年徐霞客所记，“上多危崖，藤树

倒罨，凿崖迸石，则玛瑙嵌其中焉。其色

月白有红，皆不甚大，仅如拳，此其蔓也。

随之深入，间得结瓜之处，大如升，圆如

球，中悬为宕，而不粘于石，宕中有水养

之，其晶莹紧致，异于常蔓，此玛瑙之上

品，不可猝遇，其常积而市于人者，皆凿

蔓所得也。”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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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清乾隆 
剔紅萬字紋台幾
長 3 5 . 6 c m   寬 1 6 . 6 c m   高 3 . 8 c m

此台几呈长方形，束腰，下承四足，形制

规整。通体均为剔红锦地纹为式，,用漆

精良，漆质肥厚，发色浓郁。运刀犀利流

畅，台面雕琢万字纹锦地，侧面由沿至底

分别饰回字纹，席纹锦，龟背梅花锦，图

饰布局紧密，雕工精细入微。剔红之艺成

熟于宋元，至明清一直繁荣兴盛，其技术、

品种也不断丰富完善。此件剔红是典型清

代宫廷样式，堆漆厚实，刀法圆润，雕工

繁缛、气象华贵可赏可玩。

RMB: 15,000-25,000

1072

清 
黃玉帶皮雕葫蘆形鼻煙壺
高 6 . 1 c m

壶以上等黄玉制成，葫芦形，敛口，平底，

器身圆润可爱，不失秀雅之气，壶身高浮

雕几颗小葫芦缠绕于枝蔓之间并环绕整个

壶身，构思巧妙，雕工生动传神，令人把

玩于手中爱不释手。葫芦，通“福禄”，

寓意吉祥。壶周身雕大小不一的葫芦缠绕

器身，故又代表多子多福，“福禄”万代。

工匠巧妙将黄玉皮色巧雕为叶，更显构思

精巧，画龙点睛。

来源：2013香港邦瀚斯秋拍.Lot.316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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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元 
剔紅荔枝紋圓盤
直 徑 1 8 . 6 c m

盘敞口，浅弧腹，圈足，通体以黄褐色漆

为地，上施红漆雕饰花纹。盘内壁绘折枝

荔枝一株，荔枝果实丰盛，三两一组，垂

挂枝头，其间穿插繁盛的枝叶，叶片舒展

辗转。红色花叶之间露出黄褐色的地子，

整体纹饰布局疏朗，刀法大气却不失精致，

时代特征明显。盘外壁以剔犀器物上常

见的卷草纹为饰，为元代剔红漆器特有的

装饰方法。盘外底髹黑漆，光泽内敛，上

有蛇腹断间冰纹断，甚具斑驳古旧之质感。

元代末年至明代宣德时期的近百年是中国

漆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剔

红器物漆质精纯优美，雕刻技艺精湛，纹

饰题材丰富，其中以花果纹最为多见，尤

其是盘类器物之上尤喜以花卉为饰，所不

同的是元代剔红花卉纹盘外壁多装饰剔犀

器物上常见的卷草纹，而明初作品外壁则

多以各式花卉纹为饰。

RMB: 250,000-350,000

参阅：2013年香港嘉德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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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

明 
剔犀如意紋軸盆
長 3 7 . 8 c m   寬 1 2 . 3 c m

轴台长方倭角，折沿浅腹，下承四方圈足。

整器雕剔犀心形卷草纹，线条流畅优美，

深峻圆熟，堆漆醇厚，在朱漆漆层之中间

夹有数条黑漆，刀口中显出黑色纹理，古

拙中透出华美，完整的表现出漆质内含之

光泽。

轴台为古代文人盛放手卷只用，因不属必

须品，多为家境丰殷的文人使用，是较为

矜贵的文房器具。剔犀，俗名云雕，亦称

剔犀，日本称为“屈轮”，制作工程极为

复杂，周期较长。文献记载其最早始于唐，

但目前可见最早实物为宋代作品。明代是

此类工艺鼎盛时期。剔犀为中国漆器文化

遗产中颇为珍贵的种类，堪称一绝。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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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清乾隆 
剔紅山水文軸盆
長 3 7 . 2 c m   寬 1 4 . 2 c m

盘为长方式，小折沿，浅腹，圈足。内外

髹朱红漆，内壁一周雕刻回字纹；盘心中

间以锦纹为地，上、中、下各不相同，分

别代表天、水、地，主体雕刻云纹、山水、

人物、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图案。雕工精

细，远山近水，层次丰富，色泽明艳亮丽，

颇有元代剔红雕漆之风格，应为清代漆器

精品。

RMB: 25,000-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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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清乾隆 
大漆龍鳳紋冊封箱（一對）
長 5 0 c m   寬 3 7 . 8 c m   高 4 6 c m

此对册封箱呈长方体，底座亦为长方形，

形制庄重美观。木胎底，外髹黑漆，通体

立粉分别髹云龙纹及云凤纹，龙纹为姿态

生动威猛，矫健有力，凤纹体态优雅，秀

美灵动，两者交相呼应，阴阳相合。箱内

为明黄云龙纹锦缎包面。此对箱子线条挺

拔、硬朗，比例匀称、庄重，绘饰繁缛雄

伟不失细腻、准确，而且色调搭配极为合

理，用料大气，取材厚实，工艺质精华美，

充满了高贵脱俗的气质。整器集清代王室

贵族文化于一身，富丽奢华，明显具有天

家气派，是为凝聚帝王神思、巧匠极艺之

重宝，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

收藏价值。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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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清早期 
琮式八卦銅瓶
高 2 3 c m

瓶以铜为质，仿玉琮造型，小口，短颈，

折肩，方形直腹，圈足。外壁四面各凸起

八卦纹。外底书“宣德年制”两行四字款。

琮式瓶始出于南宋，宋代盛行仿古之风，

这种瓶式系仿照周代玉琮外型并加以变化

而成，古朴而雅致。琮，其形制由来已久，

从新石器时期到明清时期，一直按照其形

制塑造各种材质的器物，尤其是南宋以来，

瓷制琮式瓶不断出现更新。清代亦将道教

意义上的八卦纹饰饰于器身，寓意“自省

自珍”。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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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

清乾隆 
銅嵌銀百壽紋罐
高 2 5 c m

铜罐圆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下渐收，

圈足。铜色灰黑，通体错金银装饰百寿纹，

其寿文采用古今各体篆书寿字精细镶嵌而

成，细致工整，排列有序，呈现高古秀雅

之态，而各体书势又将书法灵秀多变之形

蕴于期间，于古朴之中更添装饰趣味。而

其文字以错银而成，与铜的底色形成强烈

对比同时，又增加整器书卷古韵，又有长

寿寓意，颇具匠心。如此以“百寿”为纹

饰用于器物之先例始于康熙年间，使其于

文士雅趣之外又置百寿延年寓意。本品外

底阴刻画押款，内底为减地阳刻“大明宣

德年制”楷书款。

RMB: 120,000-180,000

内底款

外底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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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清 
「進齋」款賞石圖
直 徑 2 3 c m

款识：１、皱瘦透漏醜獨故无

偶、子高题。

２、明窗清供、戊辰六月进斋

□□。

钤印：进斋、斋、林

说明：取法元代王蒙笔法，用

笔苍茫，格调高古。

无底价

1081

民國 
「胡郯卿」款賞石圖
3 0 c m × 2 0 c m   1 1 4/ 5× 7 4/ 5  約 0 . 5 4 平 尺

款识：丁卯郯卿写

钤印：胡

说明：以积墨法画寿石，格调高雅，应为文房

清赏鉴之作。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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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清 
文石山子
連 坐 高  5 6 c m

论石峰有三面入画即为佳品，此件文石立

峰连贯通透，石表凹凸，孔隙窍涡洞玲珑

剔透，透中见景，给观者无尽遐想。自古

就有『室无石不雅，园无石不秀』之说。

历代文房庭院艺术中，石文化尤其值得关

注。清代藏石赏石之风更盛。此件文石造

型奇特，如侧出之山峰，亦如展开之扇面，

周身孔洞自然，起伏之间独具魅力，宛如

一幅洁白无瑕的山水画，浓淡有度，浑然

天成，意趣盎然。原配奇木底座。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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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清 
雲石三屏掛屏
長 8 2 c m   寬 3 7 c m

云石，也称“滇石”或“文石”、“苍

石”，是云南点苍山特有的奇石，具有天

然的纹理，或云彩，或山水，或花鸟，千

姿百态，令人赞叹不已。自明代以来，为

人墨客已有将其作为装饰厅堂之物。此挂

屏以红木攒框，分三屏，两侧小屏，阴

刻折枝梅花，中心开光内嵌云石。中部大

屏以整块云石嵌如，云石色白，一段深色

穿横而过，宛如山峦连绵，高峰迭嶂，烟

云缭绕，变幻莫测，意境幽远。黑白交杂，

淡雅的色泽令红木于醇厚中散发出耀眼的

光彩，浑然一体美不胜收。

RMB: 35,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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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清 
紫檀雲石插屏
高 6 3 . 3 c m

点苍暮烟云石挂屏：以紫檀木攒框，边饰

灯草线，内嵌整片长方形云南点苍石为屏

芯。云石质地细腻坚润，石色丰富，层次

分明，如山峦叠嶂，气势磅礴，烟霭缭绕，

仿佛水墨春山，浑然天成。石屏右上刻

铭：点苍暮烟，点苍山在云南大理府太和

县，有峰十九，苍翠如玉。迁甫军门大人

清赏，林人写。

RMB: 25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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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

清 
「點倉暮煙」雲石
掛屏
長 9 3 c m   高 7 4 c m

挂屏以红木为框，石芯为青褐纹

理云石。云石苍润，显出苍立逶

迤，群岭叠嶂，云山雾罩。石屏

尺余，然意境朦胧，气势磅薄。

峰峦云水极具水墨意趣，观之赏

心悦目。其上阴刻“点苍暮烟”

四字，后刻铭“点苍山在云南大

理府太和有峰十九苍翠如玉遷甫

军门六人清赏林人写”。红木框

质地黑中带红，与恬淡拙朴的云

石屏芯相配，黑质白章，文静柔

和。两相互衬，高逸雅趣。

RMB: 8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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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

清 
「吳徵」畫石圖
款识：百金购买小玲珑、辛己夏五月写，苏

长公诗意贻，敬伯清玩，袌鋗居士吴徽时游

地沪西明邨舍。

钤印：清秘，寿世堂，丁健行、知止老人，

待秋，吴徽，张征笔，涵庄。

说明：采用诗堂的形式装裱，知止居士题字

一幅，吴徵作品一幅，张延章题字一幅，书

画合璧三挖。

张延章（1887-1960年），字涵庄，鄞县

（宁波）人，号子采、拳石山人、三代齐眉

阁主等。“浙江三杰”之一张美翊之孙。为

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第一代馆员。一生诗作颇

丰，日常见闻，生活琐碎，均能入诗，著作

有《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三代齐眉阁

诗草》等。

吴徵（1878-1949年），字待秋，名徵，以

字行。吴徵与吴昌硕、王一亭为世交。与吴

湖帆、吴子深、冯超然合称“三吴一冯”，

因年长，列“三吴一冯”之首。与吴子深、

吴湖帆、吴观岱称为“江南四吴”。吴待秋

一生凭藉顽强的意志，恒久的艺术追求，获

得了绘画上的成就，成为民国时期影响海内

外的著名山水、花卉画家，又与赵叔孺、吴

湖帆、冯超然同誉为“海上四大家”。

25cm×16cm  9 4/ 5× 6 1/ 5  約 0 . 3 6 平 尺  
29cm×16.5cm  1 1 2/ 5× 6 1/ 2  約 0 . 4 3 平 尺
25cm×16cm  9 4/ 5× 6 1/ 5  約 0 . 3 6 平 尺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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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清 
「廷玉」款“金芙蓉”黃太湖賞石
長 4 3 c m   高 4 8 c m   

此石整体造型玲珑嵌空，端庄肃穆，石表嶙峋光洁，石

质坚密清润，远观似巍峨山峰，浑穆古朴、凝重深沉，

石体遍布不规则的块状凸隆和通透洞穴。孔洞钩连贯

通，叠压交错，脊棱锋利流畅，纯然天成，不仅令人联

想到水流激荡，范成大《太湖石志》所谓“波涛激啮而

为嵌空，浸濯而为光莹”是也。唐吴融的《太湖石歌》

中生动描述了水石的成因和采取方法：“洞庭山下湖波

碧，波中万古生幽石，铁索千寻取得来，奇形怪状谁得

识。”《云林石谱》、《洞天清禄集》、《太湖石志》

等文献皆记载宋代太湖石“性坚而润”、“击之有声”，

赏者不同，景亦有别；观之角度不同，景色亦变化万千。

此太湖石意蕴丰富，令人赏心悦目，神思悠悠。背面

书有：“谁怜孤峭质，移在太湖心。出得风波外，任他

池馆深。不同花逞艳，多愧竹垂阴。一片至坚操，那忧

岁月侵”，孤寂清冷之情尽蕴此品之中，配有挺拔的红

木底座，石、木相得益彰，是为佳作。后署“廷玉“款。

原配座。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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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清 
孔雀石山子
連 坐 高  1 9 c m

本品为孔雀石，形若山岭，乃观赏石，叠

嶂碧绿晶莹，孔窍玲珑，颜色艳丽，色带

纹带清晰，体量较大，保存完好，深绿浅

绿交相辉映。孔雀石作为一种含铜的矿石，

属碳酸盐类矿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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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其颜色和它特有的同心圆状的花纹犹如

孔雀美丽的尾羽，故而得名，也因此尤为

珍贵。其以质地均匀致密、细腻光洁、坚

韧块大者为佳。

RMB: 35,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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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

清 
沉香山子擺件
連 坐 高  1 8 . 5 c m

古来常说的「沉檀龙麝」之「沉」，即是

指沉香，其香品高雅，而且十分难得，自

古以来即被列为众香之首。且因沉香自古

以来就是非常名贵的木料，被喻为植物中

的钻石，自古为世人所重。加之沉香与身

俱来的香气，淡雅宜人，亦是工艺品最上

乘的材料。本品取沉香原木造型，造型浑

然天成独特，端庄古朴。

RMB: 15,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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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

清 
奇木山子
高 6 3 c m

木山子是继石山子一脉相承而衍生出的文

房清供。除去质地不同，二者审美情趣

几乎一致，它们共同具有的独立、清峭，

与世无争又凛乎不可犯的气质，与古代

高士的道德风尚十分切合。此件山子器

物体形硕大，色浆沈厚，造型奇诡险峻，

不可多得。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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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清 
「劉墉」銘竹雕文房扁
高 1 0 1 c m

竹制对联一副，取竹中劈，竹干笔

直，正面刻剔，上书：‘琴声室外

如闻，竹影窗前若见’，下留款

‘刘墉’。此对匾竹色呈深枣红色，

包浆光润，刀法凌厉精绝，进退得

宜，虽以刀代笔，却不见匠气。

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

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父亲

刘统勋是清乾隆年间重臣。祖籍安

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1]  。乾

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

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

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

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

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

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

“浓墨宰相”。 嘉庆九年十二月病

逝，谥号文清。

RMB: 35,000-50,000

DA16090587B-8-P150-181-C3.indd   162-163 2016.10.25   11:29:14 AM



1092

清 
「巢鶼詒燕室」楠木文房扁
4 3 . 5 c m × 1 7 0 . 8 c m
长方扁额，楠木制，色承赭红，上以阴刻

填墨书铭文：“巢鹣诒燕室。”落款：孔

昭晋印，澹庵长寿 

“己巳冬，三儿叔慎就东偏原平屋改建楼

房落成之日，为题中额。勖儿孙从此家室

和平，构堂继违有厚望焉。时庚午仲夏，

澹庵老人书并记。”

“此额昔先大夫书此以赐叔慎者，悬于吴

中故宅燕寝。今移置沪居，以珍手泽。戊

戌七月，叔慎谨识。”

孔宪镳（1899-1985年），字叔慎。孔子

第七十二代孙。生于苏州。扶轮社社员。

抗战时，任中国国货银行行长，解放后为

苏州电气公司董事。有《六十自述》与

《我的回忆》，述其一生目睹国家社会家

庭的变化。

孔昭晋（1863-1936年），字康侯，号澹

庵老人。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江苏吴县人。

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在苏州先后创办小学

堂30余所，桃李遍苏城。辛亥革命爆发，

劝说江苏巡抚易帜反正。为《吴县志》

总纂。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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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清 
奇木幾
長 5 2 c m  高 4 3 c m
随形作鼓几，体型宽厚，质地温润，四周

根岔斜出，敦实稳重。原物木质坚硬致密，

表面纹理自然流畅，中间洞孔浑然天成，

整体包浆浑厚浓郁，为同类中罕见精品。

文人遵循儒道思想，以天地万物为师。师

法自然，参悟天地，继而物格，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

正而后身修……。绝妙佳物，重在触景生

情，此中奥妙，非言语所能尽诉。雅聚而

坐焚香试墨，或相倚听乐品茗置杯……，

生活之道，不过如此平常而已。

RMB: 3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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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

清 
奇木古槎
長 5 6 c m  高 2 5 c m

形状随形自然，独特成趣，整体由一只原

木随形而成，天然不雕，造型完美，树瘤

疤痕保持自然状态，浑然天成，极具自然

意趣，造型奇美。保存完好，实属难得。

晚明清初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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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杖与文具等，取其平淡天真之意趣，翕

然风行。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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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清 
朱紅漆面奇木香幾
長 9 6 c m   寬 5 2 c m   高 3 5 c m

香几体型硕大敦实，造型以大段黄杨木雕

就随形树根摆件，顶端平切光滑，下身透

雕树根型枝干，盘曲委婉，曲虬多变，将

天然的树木造型以人工说法雕刻呈现，更

见功力，通体漆红漆，包浆红润亮丽，极

为动人。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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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

清 
黄杨木幾
高 1 4 . 5 c m

这件选材于天然黄杨木树根，随树根形状

而作裁切根须，剜镂凸瘤、孔洞，稍加打

磨而成矮几。随形几面，年轮纹理清晰可

见，宛如一叶败荷，颇具意趣，其下枝旁

伸斜出，或为几足，或自然垂悬，错落有

致。通体色泽鹅黄，包浆温润，气韵古雅。

若在其上摆放一盆景，犹如是其根的延伸，

造型优美雅致。

RMB: 35,00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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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清早期 
奇木香幾
高 6 8 c m

此件香几采用奇木瘤根天然奇古之貌，不

事人工雕琢，根系造型险峻枯槁，屈曲盘

折，怪诞不羁。此怪木造型正如和庄子寓

言中的“散木，”丑中求美，应和明清文

人 “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浓，”发纤

铱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美学思想。

RMB: 45,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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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清 
流雲槎
長 3 7 c m   寬 2 5 c m   高 1 0 c m

这件香几选材于紫檀木树根，随树根形状

而作裁切根须，剜镂凸瘤、孔洞，稍加打

磨而成矮几。随形几面，年轮纹理清晰可

见，宛如一叶败荷，颇具意趣，其下枝旁

伸斜出，或为几足，或自然垂悬，错落有

致。通体色泽鹅黄，包浆温润，气韵古雅。

若在其上摆放一盆景，犹如是其根的延伸，

造型优美雅致。

RMB: 45,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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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

清 
天然黃楊木幾
高 4 4 c m

黄杨木随形香几，木料名贵，花台形制巧

妙，台面平整，其下虬枝盘屈纠结，颇为

繁杂，此花台为清代硬木雕刻的代表艺术

品。李渔称黄杨木有君子之风，喻之为

“木中君子”，在他的《闲情偶寄》中记

有“黄杨每岁一寸，不溢分毫，至闰年反

缩一寸，是天限之命也”。苏轼有诗云：

“园中草木春无数，只有黄杨厄闰年”。

本花台木质细腻，香雅恬淡，通体色泽淡

雅，包浆厚重，造型灵动舒畅，枝节斑驳

中承托台面，雕工匠思独运，诚为难得，

反映了清代高超的艺术功力，为木雕精品。

RMB: 45,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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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清 
奇木如意
長 4 0 . 5 c m

如意取缜密坚实的天然根系，随形就势而

成。如意首端似灵芝，根部分生出粗细两

杈，根系弯曲不平随意翻转，相互攀绕而

成形成灵芝柄。此柄如意为拟生形态，构

思巧妙，造型简练流畅，韵味生动，结体

古拙。如意有万事如意之意，以灵芝造型

增添长寿之意，福寿延年，寓意美好，气

节高古。

RMB: 15,000-25,000

1100

清 
英石山子擺件
連 坐 高 1 6 . 5 c m

山子为天然状似凝云出岫，有形无态，其

色灰黑，通体崚嶒突兀，沟壑纵横，褶皱

如麻，造型奇特、气势雄浑、意境豪放、

浑厚恣肆，使山石突兀、卓然独立之感愈

发表现得淋漓尽致。造型虽不繁复，却境

界空阔、大气悠然。加上灵璧石材质硬朗、

颜色深沉、明润而有光泽，给人极强的视

觉冲击与艺术美感。造型奇异、富于动感

而保持自然，意境悠远，十分珍罕，是具

有较高艺术价值的陈设品。原配黄花梨底

座。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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