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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澈心】— 一种生活的方式。它的由来，是为了表达感悟，澈

乃清澈明亮、通达，心为平常心境。

   酒酣之际，王羲之挥就了《兰亭集序》的卓然，“澈心”便是在唤

醒和诠释我们心底的一种渴求，我们需要让物质融入更多的精神。

    古董和现当代艺术未有壁垒，法度和生活相互关照，使之相谐的，

是具有多面性的“人”。置身其中，是对自我的召唤，相遇好似久别重逢。

   对美，人们的默契多过分歧，而消弭器具之间距离的，是不同器具

身上一致的气息，这源自理解后的审视，发觉事物之间审美的必然关

联，使内心瞬时升华。这是一种不假思索的生活状态，只需享受其中，

出乎意料，又恰如其分。

   本专场共集四十九件精选器具，打破原有的拍品分类，其中涵盖十

余件明式家具及数十件文房雅玩，并以民国文人书法点缀其中，从现

代审视角度出发，有机的融合于我们的生活。

    四十九件中国器具，一次澈心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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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INK CAKE STAND

14.6×5×3 cm

无底价

墨床为古人在挥毫用墨之时，临时置放墨的文房用具之一，研墨时稍事

停歇，搁墨其上，大多精巧别致。此墨床选材为黄花梨，表面镂雕花卉

纹，刻勒精细，比例匀称，线条挺拔，清奇古雅。图案采用三段式，

两侧镂空雕琢十字花纹、梅花纹饰，中间开窗镂空雕琢苍松。“岁寒三

友”为中国传统寓意图案，指松、竹、梅。松、竹经冬不凋，梅则迎寒

开花，这一图案花纹，明清以来应用较多，故时代特征明显。墨床精工

细作，繁简得当，实为书房案头的赏玩妙品。

清 

黄花梨松竹梅墨床

澈心－p1-132-c6.indd   4-5 16/10/25   11:17



322
QING DYNASTY 

TWO SHOUSHAN STONE BRUSHRESTS

8×5 cm      13.6×4.7 cm

无底价

本石产于宦溪镇加良山东侧山峰。因色洁质嫩，犹如初开的木芙蓉花，

温柔迷人而得。开发于明清之际，初期石质略粗，且多含砂团，至清乾

隆时，将军洞芙蓉问世，始初露头角，备受文人雅士赞赏，被称为石

中君子，跻身印石“三宝”之列，与田黄、鸡血并驾齐驱。此套拍品两

件，选材均为寿山芙蓉石，一件为圆雕童子闹佛摆件，弥勒菩萨横卧于

荷叶之上，手持念珠，面容含笑。笑佛寓意达观豁朗，淡泊名利，与人

为善。童子天真活泼，逗人喜爱，祈愿多子多福，取意合家欢喜,其乐融

融之意。另一件为灵芝古松笔架山，雕琢古拙意蕴十足。

清 

寿山石雕人物、寿山石灵芝（笔架山）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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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QING DYNASTY 

A CARVED WOOD LINGZHI RUYI SCEPTRE

45.5×20  cm

无底价

“如意”，又称“握君”、“执友”或“谈柄”，由古代的笏和搔杖演

变而来。此如意为原木瘿瘤略加修整而成，头为灵芝形，古朴真实之感

尽显。柄为原状曲柄，呈黑褐色的灵芝给人一种强烈的淳朴自然感。该

器质地细腻，包浆厚实，极富美感。代表吉祥如意，不但增添了如意的

韵味，更传递出富贵吉祥、福气安康的讯息，十分难得。

清 

随形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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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QING DYNASTY 

A ROOT WOOD BRUSHPOT

16.8×16.2  cm

无底价

笔筒段取树根琢制，体表遍生大小不等的肌瘤，浮凸怪异，天然奇质。

壮体，深腹，下嵌底。天然成器而极富浑朴古拙之姿，毫无纤媚流俗之

态，浑然大气，“清、奇、古、丑、朴、拙、顽、怪”，取义自然形成

一种独特的古代文人审美情趣。因久玩摩挲，其通体遍裹浓郁包浆，气

息沉稳，精气内敛。陈之于案，浑穆有风，古意盈盈。

清 

树根随形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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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QING DYNASTY 

A ROOT WOOD BRUSHPOT AND BASE

29×31  cm

无底价

此根雕随形笔筒，直接以一段天然树根倒置为筒身，再利用其自然的中

空或简略的刳挖制成。筒身的形状及表面的肌理均保持“原汁原味”，

不加纹饰甚至筒身上的绺裂和破洞亦不做任何修补。粗犷质朴，浑厚

古拙，尽显天地造化，岁月沧桑。与那些纹不厌繁，雕不厌细的精巧之

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贵在彰显自然，少施人工，以求天趣盎然。在

无为里藏匠意于真放中见精微。也因此具有独特的韵味，为众多文人雅

士所垂青。此器造型清奇，体积硕大，色彩沉稳，包浆莹润，为文房美

器。

清 

树根随形笔筒原配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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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MING DYNASTY  

A WOOD CARVED SMALLE TABLE

34.5×22×18.5  cm

无底价

根雕承盘，是以树根的自生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

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器物。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示创造

性加工的造型艺术，讲究“三分人工，七分天成”，意在创作中，利

用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现艺术形象，辅助性进行人工处理修饰，其中天

然独体无任何修饰者堪称一绝，更为难得。此类根雕又被称为“根的艺

术”或“根艺”。根雕艺术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元、明时期、女真人就

有用树跟做台、架摆放什物的先例。后来一些人便把那奇形怪状的树

根，随形就意雕琢成独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并逐渐形成了根雕艺术，

一直流传至今。此根艺承盘，盘身、端手、三足等为一木而为，承盘外

部周身的根瘤形状皆自然天成，美不胜收。历经岁月的沧桑和人文的积

累，色泽莹润，包浆厚重，皮壳一流，是同类器物中的佼佼者。

明 

天然根艺承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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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QING  DYNASTY  

A RARE INLAID AND EMBELLISHED WOOD BOX AND COVER 

10.5×6.3  cm

款识：葵生

无底价

此件拍品为卢葵生款大漆螺钿嵌百宝香盒，此件香盒为圆形矮筒状，分盒盖和身构成，通体髹黑漆，盖顶面之

上螺钿百宝嵌“蝶恋花”，枝蔓描金，花叶为嵌螺钿、翡翠、红珊瑚等。色泽明丽清雅。宛如一幅工笔重彩小

品，表现江南文化情味与文人意趣，综合看作者是一个精通漆艺和设计、又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优游于书画

文人之间，主持产品设计，兴会来时，亲自动手制作。《萝窗小牍》称：“卢栋，扬州人，善髹漆，顾二娘之

砚匣，多其手制，其用朱漆者尤精。上刻折枝花卉或鸟兽虫鱼，皆非寻常画工所及。合作者始刻名款，否则止

用葵生小印而已”。

卢葵生名栋、字葵生，嘉庆至道光年间人，住扬州埂子街达士巷古榆书屋，曾捐江都监生，道光庚戌年卒，时

年过七十。据《续纂扬州府志》载：“卢栋……善制漆器，漆砂砚尤见重于时。”汪 《扬州画苑录》卷二记

卢葵生：“先生为人醇谨谦恭，不苟言笑。少与张老疆均以画受益于沧州张桂岩先生。张笔肆，而先生醇，晚

年尤谨。道光辛丑（1841年）赠册一本，倪研田先生题签，后失落”。顾千里《漆砂砚记》写卢葵生除漆玩

“能世其家”外，“尤擅六法，优能入品，交游多文学之士”，预言卢葵生“异日必更值米芾，高似孙之伦，

或以史，或以笺，表而章之，大显于世”。

清 

卢葵生款大漆螺钿嵌百宝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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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MIDDLE QING DYNASTY 

A RARE INLAID AND EMBELLISHED BLACK LACQUER BOX AND COVER 

75.7×20×14.5   cm

无底价

轿箱是轿文化流行时代的产物，是人们乘轿时使用的存放重要物品的器具。古代的代步工具，如马车、轿子，

在颠簸中难免有些重要物件会受到损坏，于是形状独特的轿箱便应运而生。轿箱在造型方面的突出特征是器身

呈长条形，上宽下窄，下半部内缩，器身横断面呈倒立的“凸”字。此件轿箱通体髹黑漆，四面嵌入骨片组成

纹饰。人物众多，形态各异。皆是反应士族的生活画面，盖面构图的画面里，可以看到亭台远山，一众人等或

登台远眺，或出游等随仕左右跟从，一切宛如琅琊仙境。工艺精湛表面漆纹略有斑驳，为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清中期 

黑漆嵌骨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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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MIDDLE QING DYNASTY 

A BLACK AND RED LACQUER CANDLESTICK

H:154.5  cm

RMB 35,000-50,000

漆金灯台由多部分组成，上部最上方为分离式花苞状承台，下有三块透

雕缠枝花纹吊头牙抵头与灯柱之上。其下为镂空缠枝花的牙片抵夹，下

部最下方为双层底座，座下有三足上支撑灯台，其下底座中间开孔安

放灯台立柱，周围有三个镂空缠枝花的牙片抵夹，牙片上有圆形绞丝纹

的圆球固定牙片，设计十分的巧妙。下立于圆形底板。通体髹黑红两色

漆，整体观之端庄典雅，且结构巧妙，纹饰上下呼应，厚重硕大的圆形

底座与三足的设置筑就了灯台的稳重性，此灯台是经典的文房书斋专用

器，保存完全殊为难得。

可参阅《大漆家具》一书中注录的灯台，造型、制式、功能皆与此灯台

相同，唯中间活动部件为一瑞鸟，学名曰乌，俗称太阳鸟，寓意光明。

可见古代器物的文化承载。

清中期 

大漆卷云纹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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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330 为空号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A JUN TYPE YIXING NARCISSUS BOWL

20×5.6  cm

RMB 60,000-80,000

折沿浅腹，口沿起线，四足如意状，海棠式器型，平和优美，通体施天

青釉，色泽淳厚，形制雅正，色泽清丽，为宜钧瓷器，宜兴仿均釉的简

称。盛于明清。有天青、天蓝、芸豆、月白等品种。釉层较厚，开片细

密，不甚透明。

窑址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秦汉时宜兴地区陶窑

密布；两晋时在均山烧青瓷，唐初在归径等地大量烧制，至晚唐、五代

成为南方民间著名青瓷窑；宋、元时期，丁蜀与西渚一带大规模烧造日

用陶和早期紫砂。明清时成为当时的烧陶中心。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

窑址。明清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并仿烧宋代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清雍正 

宜兴窑仿均釉海棠形水仙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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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QING DYNASTY 

A GILT-BRONZE SEAL

H:3.6  cm

展览：大阪市立美术馆，中国系列美术展

印文：半窗明月

RMB 60,000-80,000

此件铜鎏金象钮印章，为肖生类印章，造型类似玉押，整体鎏金，金色大部脱落，流露出

棕黄铜色，象直立，象鼻上卷，象牙前伸，身披鞍辔，形象简洁，神态生动。底刻四书篆

书印文，“半窗明月”。在古代中国，象瑞兽也。其寿昌，厚重稳行，能驮宝瓶，从古至

今皆有“太平有象”、“喜象升平”之说。历代帝王也常以铜、玉、瓷等材质制作“太平

有象”器型，或敬于庙堂之中，或置于案几之上，以求四海升平、吉祥平安。

清 

铜鎏金象钮印章

332 为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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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THREE WHITE JADE GROUP CARVINGS

H:4.5、2.7、4.2 cm

RMB 100,000-130,000

此套拍品共三件，均为和田玉质，玉色洁白，玉质细腻温润。做立体圆

雕肖生玉器，一件雕琢瑞兽，呈蹲坐回首状，体态雄健，重眉凸目，宽

鼻阔口，大耳浓髯，长尾分股置于股侧，威猛中略显憨态。白玉马呈跪

卧回首状，体态健硕骨肉均匀，雕琢细腻神骏不凡。第三件为一件小摆

件，雕琢绶带鸟立于仙桃之上，籽实饱满，寓意代代寿仙，精美绝伦。

清代玉器在制作上以乾隆时代为分界线，前期治玉重视选料，由于开采

条件改善，采集到的优质白玉、羊脂玉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如此三件即为乾隆时期不可多得的玉雕文玩小品。

清乾隆 

白玉雕瑞兽钮、卧马钮印章两件、寿带鸟把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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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QING DYNASTY 

A WHITE JADE INK PALETTE

8×6 cm

RMB 120,000-150,000

选材为和田白玉，玉质凝润致密，洁白莹润，无暇无绺。圆雕一片荷

叶，琢磨精细器壁轻薄，叶边皆向内翻卷呈洗状，内壁打磨光滑，内侧

及外壁皆雕琢出荷叶的筋及脉络，清晰流畅。其内洗心，浅浮雕一位神

仙，盘膝坐于鸾凤之上，器宇不凡，雕琢细腻，须髯皆有短密的阴线为

之，一丝不苟。表现的是“弄玉乘鸾”的故事。此白玉笔掭立意独特，

意态清雅，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布局自然。且玉质莹润、碾琢精美、

抛光细腻、造型别致，是清代玉雕的上乘之作。

清 

白玉雕荷叶高仕笔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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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QING DYNASTY 

A SMALE CLOISONNE ENAMEL CENSER

11×7.5×14.5 cm

RMB 40,000-60,000

此件香炉为铜胎掐丝珐琅冲耳狮钮鼎式香炉，其状如同方鼎，分器盖与身组成，盖长方

形盖高隆，一铜鎏金幼狮作钮，幼狮四爪伏于盖顶，回首仰望，其双目圆瞪，竖尾处毛

发向下坠散，盖壁及盖顶狮钮下方前后左右对称的两个区域做镂空雕缠枝花窗既美观，

又便于烟气冒出，其余以蓝色珐琅釉为地色，并以掐丝填彩饰缠枝莲纹。器身折沿直

口，左右两侧对称上冲耳，束颈，端肩鼓腹，腹部装饰扉棱，其下承四个长如意兽足，

器身之上亦以蓝色珐琅釉为地色，并以掐丝填彩饰缠枝莲纹。纵观此香炉，造型古朴端

庄、掐丝纤细，釉色饱满，掐丝线条纤细流畅，包浆丰厚更显古朴深沉，为清代风格的

上乘之作。

清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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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N AGALWOOD EIGHTEENTH ROSARY

RMB 150,000-200,000

手串源自数珠，本是诵念佛号经文时，握在手中用以凝神计数的物件，

通常由大小均等的十八颗珠粒组成，又称为“十八子”。握持之外，也

可佩带于手腕上，或悬系于胸前衣襟，作为饰物。这件伽楠木珠组成

的手串，中轴两端的佛头，珠径较大。左右两侧有径围较小的十八颗珠

粒。佛头一端连结于平顶弧形塔状饰件，为佛头塔，其下缀有铜鎏金葫

芦流苏。伽楠木是中国南部沿海山区与东南亚一带稀有的香材，木质散

发清远芬馥的香气。明清时期以来，除用于斋室焚香，亦制为扇坠、手

串、念珠、朝珠以及雕刻陈设供具。清宫档案记录显示，雍正、乾隆时

期，广东地区官员屡次向宫中呈进伽南木手串、香珠。

清乾隆 

伽楠香木手串十八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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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MIDDLE QING DYNASTY 

A CARVED CINNABAR LACQUER 'CLOUD AND CRANE' BRUSH 

AND COVER

L:26.5  cm

RMB 80,000-120,000

此笔管及笔帽皆以木为胎，外壁厚髹朱漆，复加剔刻。剔红云鹤纹毛笔，

纹饰繁缛，在万字锦地上镂空雕云气纹饰，有鹤徐徐而来。剔红需在木

胎上经过数十上百次的髹漆。当漆达到一定的厚度，再以高浮雕的手法

雕刻，得到剔红作品。于笔管这种小件上雕刻，可见刀法之娴熟。整器

线条流畅，刀法深邃，包浆肥厚，为典型清中期文房佳器，且保存完好，

极为珍罕。 

 

清中期 

剔红镂空云鹤纹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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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QING DYNASTY

A ZITAN WOOD CARVRD DISH

14.6×34.8 cm

RMB 50,000-80,000

香盘属香具之一，《宋史·仪卫志二》：“鸡冠二人，紫衣，分执金灌

器、唾壶，女冠二人，紫衣，执香炉、香盘，分左右以次奉引。”发展

至有清一代，香盘之材质更为多样，此件为紫檀木质，色泽黑紫光泽内

蕴，肌理之中有细密的牛毛纹饰。制作为桑叶形，叶片肥厚，边缘向内

翻卷，筋脉必显惟妙惟肖。《诗•小雅•小弁》记载：“维桑与梓，必恭

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以桑叶造型，颇具古代文人情怀。整器

造型大方，雕工精细，精准传神，与材质相呼应可谓相得益彰。

清 

紫檀雕叶型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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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QING DYNASTY 

AN INSCRIBED ZITAN SCROLL WEIGHT

26×56  cm

RMB 40,000-60,000

镇尺以紫檀木雕刻而成，长方条形。其上题有诗文“苏旦觐以琅玕致问”，字体隽秀，华丽美观，落

“璚阐再刻”款。紫檀木质地坚硬，色泽莹润，包浆自然，给人柔顺细腻之感。明清时期诗文镇尺

十分盛行，颇得文人雅士喜爱，雕刻家务须深谙书发家的笔墨、个性，用手上的刀将书法家作品的特

征进行再创作，将其特色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因此小小的镇纸凝聚了书法名家和镌刻名家的共同心

血，也可说是他们的联袂之作。这种联袂不是随意的，因为书画的章法、笔法、气韵，必须与雕刻的

风格气韵相匹配，故每件成功的上品皆极为难得。此镇尺以贵重的紫檀木制作而成，中庸规矩，落落

大方，作工精细，极富质感。

清 

紫檀雕诗文镇尺

正面图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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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QING DYNASTY 

A LARGE HUANGHUALI BRUSHPOT

18.2×20.8  cm

RMB 120,000-150,000

明清之际，文人崇尚天然之趣，喜以自然形象制作文房器，于简约中彰

显雅兴，并蔚为一时风尚，树瘤形笔筒即是受此影响而制作的文房赏玩

用品。此笔筒以花梨木整挖而成，包浆温润，体形厚实，外壁凸饰瘿

瘤，沟槽交错，构思巧妙。作者取意自然而加以人工烘托雕刻而成，是

文人趣味的体现，如同置老树槎根于案头，宛若天成，极其难得。

清 

黄花梨树瘤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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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QING DYNASTY 

A RARE PAIR OF HUANGHUALI WEIQI BOX AND COVERS

12.5×7  cm

RMB 100,000-140,000

“琴棋书画”合称“文人四友”，是古代文人骚客甚至名媛闺秀所流行

的技艺，极富风雅。清代尤其流行弈棋活动，上自帝王，下至庶民，均

以弈为尚，而储存棋子的围棋罐，也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的常设之物，

所用材质颇为讲究。此拍品围棋罐一对，形制相同，取黄花梨木整挖而

成，罐身鼓凸雕作瓜棱形，敛口配以瓜棱平盖，包浆莹亮润泽，成对保

存，较为难得。

清 

黄花梨瓜棱围棋罐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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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ZITAN WOOD AND RED LACQUER BOWL

13.6×5  cm

RMB  40,000-60,000

此件为紫檀整料旋挖的木盏，直敞口，弧形壁，腹深广，其下玉璧足，

碗内髹朱红漆，色泽温润动人。口下一道玄纹，盏壁之以浅阴线刻绘三

佛教主纹样，山石皆用皴笔，较为写意，摸之无痕，视之有景。另一侧

刻供奉款“三佛教主”并“冬心敬沐刻”。器底刻款“乾隆年制”并“沉

香佛盏”。此盏以名贵沉香木琢成，其上三佛教主纹样，这两者皆表明

此盏是宫廷佛堂之中的供器。且内髹红漆，工艺繁复，造型雅致，色彩

明丽，庄严端正，殊妙可观。

清乾隆 

紫檀髹红漆供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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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SMALL HUANGHUALI KANG TABLE

45.8×15.6×13.2 cm

RMB 100,000-120,000

黄花梨独板翘头案，独板案面纹理生动，造型优美的翘头嵌入独板两端

并向下延伸成为案面抹头并以格角榫嵌入独板。螭龙纹透雕牙板，腿足

直方，以双榫纳入案面，下端延伸为直方腿。两腿间安三根长方枨并

以榫卯与腿足结合，形成上下两个空间。上层空间嵌入以透榫雕草花纹

大挡板，下层空间嵌入以长方形透雕小挡板，底枨下安一壶门线条的牙

条。 此翘头案造型活泼，线条婉转，在曼妙的曲线点缀下，使翘头案看

起来更加隽秀可爱。

清乾隆 

黄花梨独板螭龙纹翘头案几

澈心－p1-132-c6.indd   52-53 16/10/25   11:21



345
QING DYNASTY 

A ZITAN TABLE SCREEN

33×37 cm

RMB 280,000-320,000

宋代文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载：“古无砚屏，或铭研，多镌于研之底与侧。自东坡、

山谷始作砚屏，既勒铭于研，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此件砚屏为紫檀嵌云石砚屏，

分两部分，其下屏座敦状足，紫檀木制，光泽莹润，两腿间以榫卯连接壶门劵口。

其上做插屏，四框攒边，中间镶嵌满月形云石片。石质纯白如雪，纹理黑白分明，

做天然画意，岸渚沙汀，有亭翼然，袅袅之处，有孤舟而独立。画面清晰，呈现天

然之鬼斧，意境幽远，造化钟神秀亦莫过于此。淡雅的色泽令紫檀于醇厚中散发出

耀眼的光彩，浑然一体不可多得。颇具文人意趣。

清 

紫檀嵌云石砚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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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QING DYNASTY 

A RARE ZITAN WOOD SHRINE

15.5×13.8×26 cm

RMB 150,000-200,000

龛原指掘凿岩崖为空，以安置佛像之所。据《观佛三昧海经》卷四记载，……之须弥山有龛室无量，其中

有无数化佛。《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七记载：底沙佛至山上，入吠琉璃龛，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入火界

定。现今各大佛教遗迹中，如印度之阿旃塔，爱罗拉，我国云冈、龙门等石窟，四壁皆穿凿众佛菩萨之龛

室。后世转为以石或木，作成橱子形，并设门扉，供奉佛像，称为佛龛。此佛龛即是以紫檀制做，弧形

腿，腿间壶门劵口，其上矮束腰，其上独板承板呈直角弧形，直角两侧榫卯安装两块立板其上对应盖顶，

上安横帐，其上嵌板栏状牙片，十分的美观。佛龛通体所雕纹饰较少，工艺精湛，立体感强，整体温婉庄

严，除供佛之外，本身亦是件艺术精品。

清 

紫檀佛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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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QING DYNASTY 

A LARGE ZITAN WOOD BRUSHPOT

20.2×18 cm

RMB 120,000-140,000

笔筒是文房案头重要的文具，供放置毛笔用，虽未列入纸墨笔砚文房四

宝之列，但仍普遍受文人偏爱，故笔筒均制作较精美。此笔筒取紫檀精

料制作，直筒式，镶有脐状底，活装，为的是给木料经历冬夏，热胀

冷缩留有余地，这是老的木质笔筒的共性。此件笔筒整体光素，不假纹

饰，独显材质之美，古朴大方，选材珍贵保存完好，为文房收藏佳品。

清 

紫檀雕素面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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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EARLY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WOOD BRUSHPOT

16×15 cm

RMB 100,000-150,000

此笔筒取黄花梨整料制作，瓜棱型，平底，器物表面光素无纹。通体有

黄花梨特有的自然纹理，简约雅致。此件黄花梨笔筒的制作在利用贵重

木材来设计与制作木器时，充分展现黄花梨木质纹理的精致，腹身饰以

瓜棱形修饰，以突出木材纹理的自然美和书卷气，显的文雅不凡，是文

房陈设的精品。黄花梨生长十分缓慢，虽经百年仍粗不盈握。黄花梨木

制作笔筒要求甚高。直径超过15厘米的笔筒需要生长数百年的黄花梨树

木的芯材才能做成，此件工料俱佳，实属罕见，十分珍贵。

清早期 

黄花梨瓜棱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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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HUANGHUALI STATIONERY CHEST, GUANPIXIANG

37.8×31×35.6 cm

RMB 250,000-300,000

书箱黄花梨质，造型方正。两扇门对开。箱的侧面平板榫角接合。箱门

对开，其上配饰以铜质拉手合页。下有长方形托泥底座，底座四角以铜

包角，起到固定保护作用，惜年代久远，大多迭失。托泥底座浮雕壸门式，

雕饰流畅考究，线条流畅。书箱顶面之上，四隅装饰嵌卷草纹饰，雅致

华美。边框平镶铜质方形面叶，钮头保存完好。箱身两侧饰有活环把手，

灵便实用。柜内中部以暗榫装板两层，置三屉，上下空间可置文房古物。

此箱选料上乘，造型似一封书式方角柜，颇为规矩。木纹纹理清晰，包

浆润泽，古朴典雅，不假纹饰，独显材质之美。

来源：THE WILLIAM LIPTON 旧藏

清乾隆 

黄花梨嵌骨书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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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ZITAN WOOD CARVED TRAY

52×46×5.5 cm

RMB 200,000-250,000

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中写道 ,都承盘又叫“都丞盘”、“都盛盘”

或者“都珍盘”。从命名中可以看出 , 这种小家具主要在于收纳功能 ,

用以收放文物、文玩等案头小家具。简言之 , 就是今天桌面上用于收纳

档的收纳盒。这种小家具样式一开始并不为人熟知 , 直到《明式家具研

究》的出版才受到更多的关注。据悉 , 都承盘主要流行于明清时代 , 特

别是到了清朝 , 都承盘的样式颇多 , 有的款式高低分层 , 雕刻精美 , 有

的还带有暗格 , 制作繁琐 , 都体现了古代高超的家具制作工艺技术。此

件都承盘选材为珍贵的紫檀木，呈方形承盘状，底部有四个小的兽蹄状

足，盘面四周榫卯安装镂空雕琢缠枝花纹饰的边栏，设计巧妙，工艺精湛。

盘面中心装饰一对绶带鸟立于石上，四周花枝盛放，鸽子穿行其中，姿

态各异，惟妙惟肖，颇具动感。整器造型规矩，纹饰细劲繁缛。陈于案几上，

用以盛放笔筒、印盒、小器玩等物品设，典雅而文风凛然。

清乾隆 

紫檀大漆花卉珍禽都承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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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MAGNIFICENT LARGE CINNABAR LACQUER SCREEN WITH HUNDRED FU

25×63.8×69 cm

RMB 1,000,000-1,300,000

本件剔红雕漆插屏实为希珍，尺寸硕大，规整厚重，富丽堂皇。屏座由紫檀木制成，绦环板、披水牙与

四站牙纹饰主题相同，均为阳起之云蝠纹，相互呼应，装饰效果极佳。插屏边框取材紫檀，四边攒框，

色泽油润幽深，屏心双面装饰，一面以朱漆剔红百福图，锦纹为地，漆地平整，百余“福”字各有出处，

字体造型稳重、均齐、端庄，笔画婉转流畅，彰显艺匠深厚功底，极有意趣和韵味。另一面髹漆装饰亭

台楼阁及山石修竹，廊桥等图景，小桥曲折，湖石丛竹，取景雅致。其间有高人雅士，或于庭中谈古论今，

或于桥上游园赏景，远处岸渚沙汀，远帆行舟，一派安逸祥和之象，纹饰山石呈现浅浮雕之效果，局部

配合各色漆色镶嵌，层次丰富。纹饰颇具文人雅趣。

此件拍品剔红的精致程度和背面的文人画意均体现了乾隆皇帝非凡的地位和品位。清代，为了适应室内

装饰的需要，在宫廷和上层阶层的居室内，广泛地应用插屏与挂屏等家具，但其实用性已基本退化，成

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主要起的是美化环境的目的，故往往不吝成本，极尽精工之能事，而其设计与制

作又与不同的场所与位置紧密相联，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风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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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色调沉稳的紫檀相得益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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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收藏有一件红

漆山水屏风，背面刻有题诗，可参见《清代漆器》之图版 60。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之清代漆器》香港商务印书局，2006 年，图版 60

清乾隆 

紫檀剔红雕漆百福纹插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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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WORK WITH PERSEVERANCE

纸本镜心

97×24 cm     约2.1平尺

RMB 300,000-350,000

1982年作 

释文:锲而不舍。 

题识:壬戌年五月中旬 八十五叟 林散耳

钤印:大吉羊（朱）散之印玺（朱）    

 

林散之（1898-1989），字散之，号三痴、左耳、江上老人等。中国近代诗人、

书画家，因“诗书画三绝”而饮誉艺坛。尤擅草书，被称为“当代草圣”，

书体称为“林体”。书法家高二适见到林散之的字，拍案而惊呼。启功

先生见其书脱帽致敬。郭沫若先生有言：“林散之的书法，代表中国！”。

“锲而不舍”作于1982年，进入晚年的书圣，用笔亦圆亦方，斩钉截铁，

又柔韧有节，变化莫测。其涨墨、浓墨处厚重而不滞，枯笔散锋，渴墨

处有如烟云腾绕，璀璨华滋，字形笔画散漫而神意在，内力更强。长锋

羊毫在其手中经数十年的运使、研究，创出一套独特的笔法，笔锋的正

侧翻转，无不如志，飘逸天成，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锲而不舍”就

是这个时期的经典之作。

近现代 

林散之（1898-1989）" 锲而不舍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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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REGULAR SCRIPT COUPLETS 

纸本立轴

133.5×26 cm（2）  约3.1平尺每幅

RMB 80,000-100,000

释文:露凝兰阶，云生桂栋  琴号珠柱，书名玉杯 

题识:达庄先生正 张伯英 

钤印:张伯英印（白） 勺圃（朱）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

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

江苏铜山人，清代光绪朝时举人。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

为著名画家齐白石的老师。民国初年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列京

城 “四大书法家”之首。其书源大风汉气，取魏碑精华，得唐楷要义，

纳现代元素，终铸成“伯英书体”，似魏非魏，似楷非楷，清健古雅，

超然独立。启功先生评价张伯英书法是“行书中自有刚健之骨，真书中

自有生动之趣”。

近现代 

张伯英（1871-1949）八言楷书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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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SEAL SCRIPT COUPLETS

纸本立轴

66×14 cm（2）约0.8平尺每幅

RMB 160,000-200,000

1944年作 

释文:解箨新篁森嫩玉，过花小燕带春香。

题识:书弇山居士集宋人蒋捷《玉楼春》、 张盘《浣沙溪》词句，应维

奕先生法家之属，即希正腕。甲申闰四月下澣，福厂王禔。

钤印:王禔私印（白）福厂六十岁后书（白）

   

王福厂（1880-1960），初名寿祺，名褆，字维季，号福庵，清末著名书

法家、金石家。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擅书法、篆刻，凡金文、碣、玉

箸、秦权、汉碑、钟鼎、籀隶无不能。篆隶尤精，初师"浙派"，得其神

髓，又兼取"皖派"之长，上追周秦、两汉，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多本

著作至今都是学篆、书范本。其书风秀劲蕴藉，浑厚古朴，尤以大小二

篆为最著。王福厂所书小篆为 “玉筯篆”，少金石味而以文气胜，喜匀

称平稳，气韵淳朴茂密，用笔遒劲馨逸。其以小篆笔法写大篆书体，节

涩不滑，刚柔相济，苍古外观，隽秀内蕴，别有一番韻味。被时人赞曰

“工整庄严灿若花，文章如玉思无邪。端容振择江湖下，砥柱中流一大

家”。

出版:《博观约取—晚清·民国书法精品展作品集》江西美术出版社第

136-137页。 

近现代 

王福厂（1880-1960）七言篆书对联 

354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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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CURSIVE SCRIPT COUPLETS

纸本立轴

86.5×17 cm（2）约1.4平尺每幅

RMB 300,000-350,000

1989年作 

释文:知足常乐，多益惟谦。

题识:书赠学新同志，王蘧常时年九十。 

钤印:长乐（朱）王蘧常印（白）瑗仲九十后所作（白）  

   

王蘧常（1900-1989）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 字瑗仲，

号明两，别号涤如、甪里翁、玉树堂主、欣欣老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

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文史哲艺俱通，著作宏

富。师承草书大师沈增植，是现当代以章草著名的书家，为一代巨擘。

书风高古奇特，形式多变，被谢稚柳评为：“是章草，非章草，实乃蘧草，

千年以来一人而已”。在日本亦有“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莲常”之美誉。

王蘧常将章草明显的波挑笔画转化为含蓄凝练的收笔，这是“蘧草”线

条个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可贵之处，也是章草突破性的创举，对现代影响

甚烈。

近现代 

王蘧常（1900-1989）" 知足常乐多益惟谦 "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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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UNDERSTANDING THROUGH EYES

纸本立轴

111×41 cm  约4.1平尺

RMB 120,000-160,000

释文:知，犹目也；行，犹足也；虽乃一时俱到，其实知先行后。

题识:佳禾先生，于右任。黄泰泉先生。 

钤印:右任（朱）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右任，号太平老人，国际著名书法大师、

教育家、政治家。清光绪举人，又加入同盟会，创办报社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为国民党政府重要决策人之一。兴办教育，与好友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

中国公学，后又创办上海大学，倡导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公开支持国

共两党再次合作，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其诗、词、曲均有很高

的造诣。书法尤为世人推崇，是我国 20 世纪为数不多的书法大家之一，

所创标准草书，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并影响广远。于右任的书法以坚实

的魏碑功底为基础，将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用大起大落、

浑厚有力的笔势将行书魏碑融会贯通，雄浑奇伟、潇洒脱俗。他以高超

的北碑技法和杰出的草书成就，开辟归纳了书法新格局，成为气质恢宏

的一代宗师。

近现代 

于右任（1879-1964）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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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MAPLE FOREST AND DISTANT SAILBOAT

纸本设色立轴

104×30 cm  约2.8平尺

RMB 250,000-300,000

题识:乐山仁兄属，溥儒。

钤印:省心斋（朱）旧王孙（朱）溥儒（白） 

题跋:崒 危峰夕照边，风帆送画木兰船。无人更向秋江上，远向枫林钓

暮烟。 

    

爱新觉罗·溥儒 (1896-1963)，字心畲，为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

国。精诗文，通书画，尤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溥儒以“北宗”

山水驰誉画坛，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的著称，又与吴湖帆并称“南

吴北溥”。皇族出身的溥儒，艺术造诣是由观皇家大内珍藏，拟悟古人

法书名画以及书香诗文蕴育而成，其诗体式高远，书法秀逸有致，山水

画温润雅致，有着“柔而能健，峭而能厚”的气势和悠远高古的意境。“文

章千古事，得是寸心知”，画中营造空灵超逸的境界，融合诗书，从中

终能体会到画家清雅稳健而又旷阔高深的情怀。

近现代 

溥儒 (1896-1963)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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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MIDDLE QING DYNASTY 

A PAIR OF CINNABAR LACQUER CALLIGRAPHIC PANELS

29×125.5 cm

RMB 50,000-80,000

此幅对联，为木质对联，其上通体髹朱红色漆，漆面之上洒金箔，其外罩透明漆。工艺繁复，十分的美观，尽显徽

派风格。木胎朱漆洒金对联，镌刻行书“放情楚水吴山外，得意唐诗晋字间”黑字。另有款识，钤印三方。本身便

是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因年代久远漆面之上略有开裂斑驳，更加增添了几分岁月感，且完整的保留至今殊为难

得。

对联是古代高等宅院廊柱、厅堂的必备之物，更是文人雅室不可或缺的文房独爱，皆寓意美好，催人奋发，彰显主

人个性和修为。就明清两代对联的工艺，做法以及文化内涵综合而言，安徽一带传世的对联较为优佳。尤以屯溪、

黟县、歙县、黄山等地的对联更是精彩纷呈，撩人心怀。

陈奕禧（1648 ～ 1709），字六谦，一字子文，号香泉、葑叟、玉山居士，浙江海宁人。陈元龙族兄，岁贡生。官

贵州石阡知府，康熙四十七年改江西南安知府。尤工书法、诗词，为王士祯门生，以书法名天下。藏金石甚富。

清中期 

朱红漆点金行书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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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LATE MING EARLY QING DYNASTY 

A BEECH WOOD CLOUD TABLE

203.5×56.5×81 cm

RMB 300,000-400,000

此案榉木制，形制为典型明式家具工艺，面格角攒框，装芯独板，两端出明榫，面

芯纹理连贯自然。细节丰富，冰盘沿，卷云纹牙头清秀大方，边缘起阳线，使牙头

轮廓更加分明。两侧腿间装双横枨。案腿方材正面起“两炷香”线，比例完美。此

案线条简洁明快，包浆莹润，素雅可人，完美体现了明式家具简约隽秀之美。此件

藏品在《明式家具研究·王世襄集》一书中有相似案例，第112页。

参阅：《明式家具研究·王世襄集》三联出版社，图版卷乙35，1989年，第112页。

      《明式家具珍赏》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0页。

      《上海博物馆：中国明清家具馆》，上海1996。

明末清初 

榉木云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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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MIDDLE QING DYNASTY 

A BEECH WOOD HINGED CABINET

107×56×191 cm

RMB 150,000-220,000

柜顶为标准格角榫攒边平镶面芯板，下装两根穿带出梢支承。边抹上下

起一边线。活动式闩杆旁的柜门为标准格角榫攒边装板，三边方材门框

沿边起线，外侧门框加混面边沿，两头伸出门轴，纳入造于柜帽与门下

前腿足间底枨的臼窝。独板面心柜门背后各安二根穿带出梢装入门框。

门下底安一素面牙条，二端嵌入柜脚，上方齐头。柜下四腿上对称安装

罗汉帐，既美观又增加了柜体的稳定与牢固性，设计十分的巧妙。此柜

两前门装板和两侧山装板皆为独板且一木对剖而为，花纹逸美左右对

称。是古代文人情怀及审美取向的体现。

清中期 

榉木圆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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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MING DYNASTY 

A JINSINAN WOOD COUCH-BED

204.5×95×94  cm

RMB 500,000-600,000

此罗汉床为三屏风式，通体用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色泽温润，用料考

究，围子外形象是五屏风，由扶手两侧渐序向靠背阶梯状升高，有“步

步登高”之意。因背板中间高、两旁低，仿佛由三片组成，三屏风用高

浮雕刻饱满圆润的螭龙灵芝纹，据其花纹高度，不用厚板是刻不成的，

床面藤编软屉，床身冰盘沿、有束腰，内翻马蹄足，兜转有力，富有明

韵。尤其把拐角的内外都做出软圆角，这须要在材料的里外都削去两到

三厘米的木材才能形成，不仅费料而且费工，技术要求高。此床是江南

地区明式床榻的优良之作。如此水平古时也不多见，现更是一器难求，

具较高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具体可参见《明式家具研究·王世襄集》

有一例，与此件藏品甚为相似。

参阅：《明式家具研究·王世襄集》三联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图

版卷丙7。

明 

金丝楠木罗汉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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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MING DYNASTY 

AN IRON WOOD ARMCHAIR

56.5×43×106 cm

RMB 120,000-150,000

此椅造型经典，文风扑面，是标准的雅室或书房用器，气息状态呈明晚

清早之风。椅子通体为铁梨木制成，管脚枨的步步高设置寓意美好，收

放内敛的座下壸门造型拿捏以及草花饰纹与后靠背板上部的草龙装饰遥

相呼应，鹅脖、扶手、搭脑的造型变化微妙为俏，烟袋锅的做法严谨合

理，整体保存状况完好。是书房佳器和收藏潜力并加的首选。

明 

铁力木南官帽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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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MING DYNASTY 

AN IRON WOOD LARGE PAINTING TABLE

151.5×79×81.5  cm

RMB 200,000-250,000

此案形制标准，扁牙阔面，四腿八挓，腿枨高设，皆呈现明式风格，是

典型的书房用器。形简工精的冰盘沿处理，粗狂有力刚柔并济的牙板牙

头边缘线条一气呵成，腿子和横拉枨的四个宽大平面以及倭角造形处理

等除工艺到位外，皆显大方。宽阔平整的独板装芯，既是奢华之举又是

出于与此案其他构件的呼应考虑。大气典雅是此案设计理念的初衷和体

现。材优工精，形美韵足。

明 

铁力木大画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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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MING DYNASTY 

AN IRON WOOD BOOKSHELF

96×44×189.5 cm

RMB 650,000-850,000

此架造型极简，整体尺度比例较佳，工艺考究，纹理细腻均匀，色泽浅

淡温润的铁梨木材质都体现了明代家具的风格特征。书架四腿柱和横拉

枨的打洼倭角造型处理及层板底部的披灰工艺等皆为考究之处，尤其

是书架顶层上下装板不露穿带的包镶做法超越一般紫黄器具。整器造型

的简练以及所呈现出的明式明韵气息，更使得书架显其隽秀雅致简洁端

庄。是书斋雅室理想的陈设佳器。

明 

铁力木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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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EARLY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WOOD HALF TABLE

104×50.5×86  cm

RMB 800,000-1,000,000

此桌全身光素，是典型的明式家具风格。用料考究，虽历久案面黄花梨

纹质依然清晰自然。桌面攒框嵌独板，冰盘沿下带束腰，下装三根穿带

出梢支承，面下束腰与沿边起阳线的牙条为一木连做，这些都是明代黄

花梨木较充裕时的标准做法。四腿间安罗锅枨，起伏自然优雅，直腿起

线，足端为内翻马蹄。此件半桌，用料名贵结构合理，且保存完整实属

难得。

清早期 

黄花梨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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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EARLY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WOOD HALF TABLE

104×51.5×86  cm

RMB 800,000-1,000,000

半桌大小约为八仙桌的半个大小，所以得名为半桌。又叫"接桌"，每当

一个八仙桌不够用时，便用其来拼接。"半桌"之名，见嘉庆间纂修的

《工部则例》，北京匠师也沿用此称，谓其相当于八仙桌的一半。实际

上它比半张八仙桌要宽一些。此件半桌。桌面攒框嵌独板，桌面四平下

无束腰，其下装三根穿带出梢支承，桌面与上框为一木连做，四腿间安

罗锅枨，起伏自然优雅，直腿，足端为内翻马蹄足。美观大方，灵巧简

洁。

清早期 

黄花梨四平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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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LATE MING EARLY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THREE-DRAWER ALTAR COFFER

166×54.5×85.5  cm

RMB 2,200,000-2,600,000

联三闷户橱因有三具抽屉而得名，闷户即抽屉下暗藏柜膛，能作储藏空

间。此橱以黄花梨为材，体量宽大，色韵古拙，橱面两端平直，方材腿

足，腿足外与橱面之间夹饰透雕优美卷云纹起线挂牙，腿足间横枨以格

肩榫纳入腿足形成上下两个空间，上装三具抽屉，其上以浅浮雕雕琢简

洁的卷云纹壶门，铜饰件采用圆形面叶，上推钮头及拉手，制作亦是颇

为精致。下打槽装入二块以格肩榫矮老分隔的芯板。底枨下牙条装饰简

洁利落。整件闷户橱美观大方，虽无繁饰，却以周正的造型，严谨的线

条，适度的比例，简练的轮廓取胜，清秀隽永。

闷户橱是一种具备承置物品和储藏物品双重功能的家具。乃是明末至清

初北京大户人家流行的家具款式，除了可陈设文玩，亦可作供桌使用。

此件联三闷户橱整体选用优质黄花梨制成，材质油润沉重，包浆沉着，

原配金属件状态完好，为少见的明末清初家具传世品，时代特征明显，

甚为少见。

参阅：《明式家具研究》王世襄，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

年，文字卷戊12、戊13，第88页。

明末清初 

黄花梨素联三闷户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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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LATE MING EARLY QING DYNASTY 

A HUANGHUALI WOOD ‘BAXIAN’ TABLE

98×98×83 cm

RMB 1,800,000-2,200,000

几案类家具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有虞氏的时代，当时称为俎，多用于

祭祀，案的名称在周代后期才出现，宋高承选《事物纪原》载:"有虞三

代有俎而无案，战国始有其称。"桌子的名称在五代时方才产生。现今

可考的八仙桌至少在辽金时代就已经出现，明清盛行，尤其是清代无论

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几乎家家都可以寻到八仙桌的影子，甚至成为

很多家庭中唯一的大型家具。此件八仙桌，黄花梨作，面下低束腰，直

牙条浮雕卷草纹饰，四腿展腿式，上部拱肩三弯腿外翻马蹄，下部圆柱

腿，罗锅杖两端与马蹄齐平，方桌包浆皮殻因岁月悠久，显得格外古

朴。形态方正，结体牢固。亲切、平和又不失大气，有极强的安定感，

这也使得八仙桌成为上得大雅之堂的中堂家具，如一位大儒，稳定平

和。

明末清初 

黄花梨展腿八仙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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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HANDMADE WOOL BLANKET 

CONTEMPORARY

250×300  cm

RMB 40,000-60,000

柔软的鹅软石是宋涛对当代水墨的探索之作，运用对古法编织工艺、染

色工艺的探索和研究，经过工匠改良之后将艺术创作精准呈现出来。 

尼泊尔手工编织工艺，植物染色

植物染色起源于中国，远在周朝开始就有历史记载，设有管理染色的官

职。在秦代设有【染色司】、唐宋设有【染院】、明清设有【蓝靛所】

等管理机构。从大自然中萃取矿物与植物等染料，将青、黄、赤、白、

黑称之为五色，再将五色混合后攫取其它的颜色。

当代 

挂毯《柔软的鹅卵石》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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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HANDMADE WOOL BLANKET 

CONTEMPORARY 

250×300 cm

RMB 30,000-50,000

九色鹿控诉调达，这个情节我们突出了鹿王英姿，充分展示了九色鹿控

诉背信者时的理直气壮，把九色鹿的周围用灰色掩去，目的在于表现正

义者的从容和自信。

尼泊尔手工编织工艺，植物染色

植物染色起源于中国，远在周朝开始就有历史记载，设有管理染色的官

职。在秦代设有【染色司】、唐宋设有【染院】、明清设有【蓝靛所】

等管理机构。从大自然中萃取矿物与植物等染料，将青、黄、赤、白、

黑称之为五色，再将五色混合后攫取其它的颜色。

当代 

挂毯《鹿王》张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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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OIL ON CANVAS

CONTEMPORARY 

80×60 cm

签名：wang.2012.11

RMB 1,200,000-1,500,000

出版：《作为画家的王中军》保利艺术博物馆出版，2015年，第124页。

展览：《作为画家的王中军——王中军个展》，2015年4月3日，保利艺

术博物馆。

《我不是潘金莲之一》是王中军以同名电影作品命名的人体作品系列之

一，作品色彩强烈，用简洁的构图大胆的用色将女性人体的性感、肢体

的曲线呈现在观者面前，寥寥几笔，刻画出女性妩媚婀娜的形态，线条

圆融流畅，大胆的设色充满稚趣。纯以线条的转换变化来传达人物的意

态气质，是一种向马蒂斯、莫迪里阿尼等大师的致敬。

当代 

油画《我不是潘金莲之一》王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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