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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物以载德。香火传承，中华永祚。可见，中国自古即以香火作为文明的一

种承载方式。一炷香火，一缕青烟，承载着人世间的所有愿望，通天达地，人神之间，便

构成了一种默契，一种寄托，一种愿望，乃至于成就心灵感应的最佳归宿。自此，也铺天

盖地般的成为真理，成为永恒。中国的人类社会便如此这般的延祚了五千年之久。于是乎，

中国人便开始认识到“天道”，认识到人类社会必须宗崇“天道”，按照天道的自然法则，

繁荣昌盛， 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传承，一路高歌，东风浩荡，推向新纪元。

宣德炉作为香火承载之器，作为华夏文明之文化精粹，诞生几六百年来，上至帝王，

下及百姓，为世人推崇备至。作为工艺制作器，在中国古代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位，

无物可代，以至西方将宣炉文化称之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正式基于宣德炉的高度文明，

我在连续的九年之间，收集了600多万的宣德炉资料，连续出版了《钟鼎茗香》（一、二、三、四）

4 部、《俪松居遗珍》、《万象沉烟》、《荣斋随笔 文博篇》三部曲……多部宣德炉的专著，

撰写和采访文稿 30 余万字，数百篇相关文论。遗憾的是，至今无有“真宣”标准器确定。

如今我们所见所藏者，多为历代仿器，之所以越仿越多，永世不断，皆因人们高度崇敬喜

爱之缘故。回首望去，六百年的宣炉烽烟，历史上五次宣炉文化高潮，前四次为新中国以

前，第五次为近年以来，即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其文化价值，经济价值逐步回归，稳步上升，

且随着中国梦的大国崛起，日益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展示给全人类，宣德炉以其承载的香

火绵延久远，将其本应归属的帝王文化、士大夫文化、文人文化、工业文明，正在逐步还

原于我们的高享生活。

第一次为宣德三年后一段时节的仿宣

以宣炉监造官吴邦佐为首的参与者，仿制炉当为第一批仿宣，吴邦佐所用“琴书侣”

作为其仿炉之款，分析原因有：吴邦佐本为读书之人，而“琴”为文房之首，书”则为文

人之根本，以“琴”“书”为“侣”，当为文人境界之义也。如《钟鼎茗香》第 26 页之“琴

书侣”冲耳炉。督造官所制之炉且有落款，“真宣”必然有款。

宣炉新生，官家所器，必然稀少，然仿者益当更少。所以，第一次仿宣之数量应当比

真宣更少，流传范围应不广。制造者仿宣而作，其炉当与真宣所差无几，只可能在铜料选用上，

工艺细节上或比“真宣”逊色。

历来有无款炉为真宣一说，又有无款炉为真宣样炉一说。以我之见，前说有谬，后说

待考。仿宣佳器亦有它款。《钟鼎茗香》第二集中，有一鬲式炉口径十八公分，重达 5000

克许，铜质金灿，款识为“明宣德壬子年十渊韩氏珍玩”，拙朴浑厚，庄严大气，工精铜佳，

款字精绝，“宣德壬子年”为宣德七年，当为宣德五年补铸宣炉后之仿器，经多位权威品评后，

认为靠谱。

所以，此类仿宣，当得真传，宣炉神形必当皆备，唯为藏玩上品也。

第二次高潮为明中晚期仿宣

官方承袭制造。

其时真宣应在朝廷有传承，所以官家仿宣当为近宣，无论在铜质精炼方面，还是在加

工工艺方面，当追求真宣之形神款等，故其时之炉当为精品，如时下多见正德，崇祯款和

玉堂清玩款宣炉颇多精品。民间作坊仿宣。

明中叶后，中国铜矿开采逐渐扩大。

云南，江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开矿日趋发展，钢材较明早期以前多。商

业流通亦发达起来，且有几本文人著作问世，其中对宣炉认识，藏玩均有相当高度，如《宣

德鼎彝谱》，《宣德彝器图谱》，《宣德彝器谱》广为流传，文震亨的《长物志》，项子

京的《宣炉博论》，高濂的《遵生八笺》，冒襄的《宣炉歌注》等。

达官文人对宣炉之追求致民间作坊私铸成为可能。

客观上满足了此类仿宣，量亦有限，甚多精品，如王世襄先生旧藏“崇祯壬午冬月青

来监造”冲耳炉，“玉堂清玩”大鬲炉，“孟博氏”戟耳炉，“弟子刘子龙造”冲耳炉。《钟

鼎茗香》书中“山高水长”鬲式炉；“一善堂制”点金方耳簋式炉，“稚玩”马槽炉；“连

中三元”，“崇祯癸未诚意，斋制”冲耳炉。

以上列举，大都为其时佳器，由于传世甚少，大多为历来名人、藏家追求之珍品。

第三次高潮为清早中期仿宣（一般指道光早期以前）

清代彷宣，最大特点有四：

（1）官造与名家仿宣炉，在传承中有创新，且数量巨大（其实，在明中晚期已具水准）。

以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收藏铜炉为例：“大清顺治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之冲耳炉，  

“大清康熙年施氏精造”马槽炉，“大清乾隆年制”蚰龙耳炉，“道光丁未秋定行有恒堂造”

冲耳炉，《钟鼎茗香》封面之冲耳炉，“韩山精舍古玩”马槽炉，“大明宣德年制”鼓形

座蚰耳炉，十六字款金围带鬲式炉。当为清早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官器与私铸铜炉，可见清

早中官造宣炉，私仿名堂款炉，颇多精品。

（2）私铸铜炉成为行业。

晚明至清初宣炉佳品，一为官作，二为订制，大都为传承有序之精品。目前市面上能

见到或藏家入囊者，多为此类好炉。精品尚有多家知名堂号仿制，更何况普通坊间为满足

大众需要，所制普炉，必然更多。

（3）达官贵人，文人稚士争相订制私款仿宣炉，作为“文房首器”。

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自然兴盛，文人为改善枯燥文房学问生活，对文房用具，

陈设日趋讲究，唯美主义在明清时期达到极致，宣炉作为文房之首，必然越来越精美，所

制炉型，款识更多，更精，以上所论之炉，历来为藏家追求之目标。

宣德炉文化高潮之概略（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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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铜为质，尊贵高尚。 

铜炉以其耐用，漂亮逐渐取代瓷炉，为社会各阶层接受，所以后来宫观寺院，宗族百姓，

大多开始使用铜炉，从现存实物看，此类铜炉多为粗糙之器也，无甚收藏价值。

第四次高潮为晚清至民国

经过清末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后，中华民国新政建立，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力得到发展。

商品流通较为发达，文化作为经济亮点，自然得到发展，以致民国初期，官廷文物流入社

会，市场经济逐渐恢复，文物又重新被社会关注，各类古董文化与经济价值逐渐为社会挖

掘。所以民国初期古董行业得以发展。宣德炉在此文化背景下，再创高峰，亦有一批藏家

著书立说。其时，以赵汝珍先生《古玩指南》为综合代表，后来又有邵锐茗之《宣炉汇释》

等著作。

宣德炉其时在北京琉璃厂一带，流通量空前，其量不次当今北京潘家园，以新仿为主，

低仿为主，虽有精品为数极少。至今，民国精仿宣炉，尚无肯定。倒是老炉翻新为精者多

见，如明清好炉重新加款，改款（即挖去原炉普通款字，另补贴新私款者），亦有完整老炉，

去其皮色，重新点金或鎏金者，使低档炉变为高档炉，亦有好炉精铜者，被砍凿，疑质金

者成为残炉。

总之，民国初期，文人与市场对宣炉之文化价值做了挖掘，且达到了相当水平。并创

造了一两宣炉一块银元之高价值，在毁损不少好炉之同时，亦保存了大量精品，如赵汝珍，

邵锐茗，李卿丈，陈剑秋，庞敦敏、陶心如，王世襄等所藏之炉。所以，流通量大，价值高升，

精品难求，有著作问世，此“四大”特征，即可以认为是高潮尔。

第五次高潮为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2003-2016 年）

此次宣炉文化高峰，有别于前四次。始于 2003 年后，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出，当

代名人收藏家王世襄先生之 21 件宣炉天价成交为滥觞。自此，人们再次认识到宣炉之美，

之珍。于是乎，海内外竞相寻宝，以致炉价日升，好炉由几千元涨至几十万元，亦有几

百万元之宣炉成交……

 坊间仿制者趋利急增，以至但凡有古物之商家处，皆有铜炉，仿制之炉良莠不齐，下

品居多，亦不乏精品，几乎乱真，如北京、江苏、安徽、福州、山西、成都、台湾、日本

等地均有上佳之品问世，且价格不菲。此等情况，自古如是。

 王世襄先生各类藏品著作同时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发行。将宣炉文化推向一个新高度。

此前，台湾于 1996 年 2 月出版发行宣炉专藏书两部，一为陈庆鸿先生之《宣德炉总论》，

二为杨炳祯先生之《金玉青烟》，此两部书问世，当为 此潮之先驱，其后 2000 年，适逢

千禧之年，洪三雄先生之《双清藏炉》问世。以上三书，均为台湾藏家之作。

于 2003 年，王世襄藏炉拍出后，宣炉曾徘徊五年，虽然 2007 年北京保利拍卖曾

专场拍出沪上姜子祥先生之三十多件宣炉，成交价远达不到王世襄先生遗炉之价，及至

2009 年，宣炉之潮进入高峰期，其证有：

一为：仿炉遍地开花，大凡经营古董者，必有宣炉。

二为：寻购者日增，且均向精品问鼎，普通藏者更趋之若鹜。

三为：所有拍卖场次，宣炉精品均以高价拍出，2009 年较 2007 年涨幅竟达若干倍，

且市场成交价均创新高。

四为：好炉难求。尤以精作、私款、官器，名家藏品，传承有序者为最。

五为：新玩者、藏者，藏家、投资者进场。

六为：有新著论问世。《钟鼎茗香》五部书陆续问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并确

定为“填补宣炉空白”立项出版。书中总结了前人之文论，开创了现在文人用与赏析古典

文化鉴赏文物之新模式。把弘扬古典文化与宣炉鉴赏结合起来，且第一次以科学理念与方

法，从材料上对宣炉断代。

结论：

宣炉诞生近六百年以来，所历五次高潮，一潮高于一潮，可见，宣炉在中国文化史土，

在古代艺术品收藏之中，奇峰突起影响将更大、更远，其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必将与其

同时代之艺术品并驾齐驱，尤以名家珍藏，官造精品，或将超越。

    

庚寅年仲秋于荣斋   丙申年中秋再改

荣斋主人 刘锡荣

——源引《钟鼎茗香》( 四 )  第 042—0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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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具铜炉宝光耀烁，素净高雅，参差于明式条案之上，摄人心魄。皆为王世襄《自珍集》

中著录遗珍。而今，人去物在，睹物思人，岂不唏嘘乎？

人生苦短！

世襄先生藏炉四十余具，且大都有痤，或铜或木者。经“文革”浩劫，发还时余炉不

足三十具，仅“玉堂清玩”大鬲炉木痤同归。此三十具铜炉，先生均著录于《自珍集》中。

2003 年 8 月相伴一生之袁荃猷女士仙逝，世襄先生大悲间无心藏物，便委托中国嘉德拍卖

公司悉数遣之，其中，仅铜炉二十一具（余九具，早已由先生“由我遣之……”了）。然

今日吾运笔作此书际，则叉少一具。经询，沪上藏家得此二十一件铜炉后甚爱其中“深柳书堂”

冲耳炉，置于案头，常为把玩。日久，竟不知所踪，主人叹日：“又多了一位藏炉君子……

诚愿如我，当不足惜……”。悠忽心动，如今面对，二十炉聚齐，不知它日，可否还齐？

人生在世，聚聚散散，散之刚易，聚之实难，……呜呼！

一、与赵李卿丈先生（赵沆年）之炉缘

世襄先生之宣炉情节，源于幼时，源于文化家境，更源干老邻赵李卿先生之熏陶。

民国初年，世襄先生十岁许时（约 1924 年），家居北京四合院一“芳嘉园”。李卿丈（赵

沆年）亦住临近，仅数十步。后虽迂住八大胡同处，亦仅一巷之隅。赵李卿为其父王继增

外交部同事。为民国时藏炉大家，藏炉“百余具……”亦有说“数百具”者，尽精品。其

时世襄喜鸽、虫动物，聪慧顽劣，常携鸽造访，“与丈放飞”。秋冬时节，亦捧蛐蛐罐去，

丈即放下抚盘之炉，与之相戏，情同父子。夫人庄岱云甚喜世襄，常与之糖果糕饼享用。

多抚其头，呢喃关爱，如同己出也。久之，丈所藏铜炉常为世襄摩挲……。看着丈对铜炉

之痴迷境界，那一伶人炉合一之情状，或为世襄先生炉缘之源罢？

以致世襄先生晚年，亦时常享受这份赏宣境界：

盘抚温情卓，

凝神入清凉。

不觉夜半时，

焚起一炉香。

注：①五台山为“清凉世界”，佛地。此处代指禅境界

——摘自《钟鼎茗香》荣斋自序

李卿丈（赵沆年）江苏武进人，与世襄之父王继增同僚，共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

善文好文物，喜藏铜炉、尚文房诸艺、诸器。与人极善，凡京都古玩市场，常见之。琉璃

厂、地安门、东华门、前门一带，无不熟识，谁有好炉了然如掌，亦常携世襄一同前往。

赵老眼力好，人品贵重，谦和大度，凡看中之器则不细较锱铢。几十年以来，藏炉数百具，

且多为入谱雅器，诸如冲耳炉，蚰龙耳炉，鬲式炉，戟耳炉类，各达二十余具。民国文博

大家赵汝珍先生对其评价甚高。

据说，卿丈养炉是得了宫里人真传。“完初家藏”鬲炉本为污器，初得之时，丈欲弃

之，待细析清洗后，为“烂板”之炉，即以京城大面酱涂之，置于铁炉之上温烤。卿丈于

难耐之气味中，历经年余，竟成桔皮红之佳器。一时传为坊间美谈，世襄先生与李卿丈先

生情谊之深，虽历三十多年，仍情同父子，直至 1952 年卿文先生去世。且以炉相托……。

耳濡目染赵老选炉、赏炉、养炉、藏炉，世襄当为其真传也。

二、与一代宗师赵汝珍先生之炉缘

世襄先生集炉成家者，亦得益与赵汝珍先生之影响。

赵汝珍，清末古玩收藏家，学者。曾任清末大理院少卿，民国后任北京西城区培育中学

校长……，汝珍先生之学养，之心性，之境界，堪为时下传统文人之标准也。其文房之雅，杂

陈精玩，见者无不咋舌。对宣炉研玩之深为时之最者。其所以收藏成“家”者，亦起于宜炉也。

世襄先生既成年，幼时之顽劣尽去，喜文史，尚游艺，将那官宦、民俗间文玩诸艺，

尽皆操演。诸如古琴、铜炉、雕刻、漆器、竹刻、书画、图书、家具、鸽子、蟋蟀，大鹰、

獾狗、烹饪、火绘、玩具……。悉数玩遍，可见其兴趣之广，精力之盛，皆超常人也。

“唯超常之人、方有非常成就”  （摘自荣斋札记）。

世襄与赵汝珍先生相善，既源于其文，亦源于好学。赵老玩炉成为大家后，好鸽日甚。

世襄好鸽则始于幼时，基于同好，常有往来。渐对赵老昕藏铜炉日慕。

赵老藏炉约分两类，一为文房雅器，即素风淡净之炉，有着红、栗之皮色者，有纤尘

全无之铜本色者。二为点金。鎏金有纹饰之富贵华丽陈设之炉，相伴于文房，琴棋书画间，

沉烟袅袅，甚是稚致。世襄于其处学研，甚得启发，对宣炉之境界益发升华起来。既久，赵

老会意，便将“冲耳金片三足炉”（款为：“崇祯壬午冬周青来监造”）曾于世襄，世襄大

喜，捧归后夜不能寝，曾以文纪之（惜佚失）。隔日，即捧“短嘴斑点柞灰鸽一双为报，时

为 1951 年 3 月 31 日”。《自珍集》中世襄先生如是表述。此炉之珍，先生之爱，可窥一斑。

此炉为世襄先生藏炉中唯一点金珍器。余皆素风雅器。

其实赵汝珍先生所著《古玩指南》一书。已对宣炉之赏析为文述之，然仍有许多内容

未入其中，如清炉，如养炉，烧炉等细节。赵汝珍先生在琉璃厂是设店者，些许不为外人

道潜规，或不宜言及也。在敬询前辈间，或有如是言语相嘱，拙笔亦当遵嘱也。

三，藏炉赏析

世襄先生过手之炉颇多，为何仅藏四十？余其？盖先生好爱较广，分神有限尔。然析

其所藏，件件精品，颇为独到。

（一）皆有出处，多为名家珍爱之器。

    “文革”上交时，  炉为四十余具，“平反”后发还，索回不足三十具（已属大幸）。

王世襄与铜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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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前文所述赵汝珍先生让及“冲耳金片三足炉”一具；赵李卿丈先生遗珍二十一具。

有二具出自藏家陶心如与陈清畅夫人之手。四具出自知名商家，二具无出处。此三十具铜炉，

从 1 947 年之“琴友”始，直至 1953 年庞敦敏处购十余具时，（约六年间）一直到 2003

年嘉德拍卖时，始终与先生相伴左右。钟爱有加也（文革除外）。

（二）器型皆为入谱之形制（如下表）

（三）皆“素风卓越之淡雅宝器”  （《钟鼎茗香》语）

形制素雅

三十具铜炉中，除一具宋代“海水龙纹戈足洗式炉”外，其余之炉：炉身、炉口、炉

足均为无其余纹饰。仅以身形、炉耳区别、形体饱满圆润，弧线优稚飘逸，  口沿、圈足、

形直精准，凡乳足皆丰腴适中。比例尽皆和谐雅致也。

皮色

先生选炉，循古人之训，以淡雅为尚，火养盘抚，精纯为本，约分两类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冲耳炉	 十一具	 《宣德彝器谱》		《宣德鼎彝谱》

2		 蚰龙耳炉	 五具		 《宣德彝器谱》	 《宣德鼎彝谱》

3	 鬲式炉	 五具	 《宣德彝器谱》	 《宣德鼎彝谱》

4	 戟耳炉	 三具	 《宣德彝器谱》	 《宣德鼎彝谱》

5	 马槽炉	 二具	 《宣德彝器谱》	 《宣德鼎彝谱》

6	 藏经炉	 一具	 《宣德彝器谱》	 《宣德鼎彝谱》

7	 桥耳炉	 一具	 《宣德彝器谱》	 《宣德鼎彝谱》

8	 钵式炉	 一具	 《宣德彝器谱》	 《宣德鼎彝谱》

9	 洗式炉	 一具	 宋	非宣系铜炉	 亦为宣炉雏形

合计	 九种	 三十具

一、为腊茶基调，仅以色之深浅略作区别尔，如五具蚰龙耳炉等

二、为藏经色，如“玉堂清玩”大鬲炉，“道光”冲耳等。至于“弟子刘起龙造”冲

耳炉黝黑之故，则因适用之器，经年香火，致炉底等处污垢厚重，去之或有风险也。

（四）铜质精纯，手头皆好

诚如先生于《漫话铜炉》一文中言：“历来藏家欣赏的就是其简练造型和幽雅铜色，

尤以不着纤尘、润泽如处女肌肤，精光内含，静而不嚣为贵。这是经过常年炭醺烧炽，徐

徐火养而成，铜色也会在火养的过程中出现变化，越变越耐看，直到完美的程度。”

可见，铜炉优劣、皮色高下，先决于铜质。若铜质杂劣，  自当铸不出好炉，亦不会、

烧出好色也。铜质精纯，细度必高，  比重更大，致同等体量之炉，有不同之重量及手感。

当然，至于明中叶后之炉，加重金属以增重量，加厚底或壁以增重量者，  自当它论也。

（五）款识

先生之炉，文款略少，纪年款亦不多，私款居多也。（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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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诗文款

意境高远，有用古代诗词文章为款者，有用名句警句为款者，自当最优，“燕茗香兮

读楚辞”“奕世流芳”“思山”等，如《钟鼎茗香》一书中首器冲耳炉，其款识为“晨兴

半炷茗香”者，为宋代大文豪苏轼“赏心十六事之第九事”名句，叉如书中鬲式炉中“山

高水长”款者，为唐代文豪刘禹锡之名篇《望赋》中名句：“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乔

木何许兮，山高水长”。

2． 纪年款

指款识文字为明清帝王年号制造之铜炉。宣炉暂无标型器，致真宣，仿宣均难以断代。

纪年款贝 4 稍可补之，作为同代之标准器。当然，应以佳器为参则妥也。当分五类：

第一类为标准纪年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乾隆年制”  （世襄先生藏炉）；

第二类纪年号加甲子款：“大明嘉靖庚寅年制”《钟鼎茗香之二》（荣斋藏炉）。

第三类为纪年号加地名或人名加制造者款：“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世襄藏

马槽炉）、“崇祯壬午年冬月青来监造”冲耳点金炉。

第四类为纪年加甲子加季节加堂号款：“大明崇祯癸未年孟春吉日诚意斋制”（荣斋藏炉）。

第五类为纪年加甲子加姓加官职款：“崇祯己卯张都督造”参见《钟鼎茗香》  （荣斋藏炉）等。

第六类为缩写或简写之纪年款：“宣”，“宣德”，“宣德年”，“宣德年制”，“永

乐年制”等。 （当然，有关“永乐年制”多认为是寄托款，因其时没有宣炉）。

3．私家款

此类款识，最为庞杂。大部分铜：炉可为佳器，亦有弱器，不足藏玩。私款铜炉自宣

炉诞生以来即有仿制，尤以明中晚期、清早中期最为兴盛。盖因明中以降，清中以上期间

为中国经济文化成熟期也。盛世多文事，尚收藏，故官宦、文人、商人、氏族等多有订制

宣炉，以盛文事之举。私家订制必有要求，匠作精制，牟利更多，  岂不众乐乎？所以私

家订制炉形、炉色、炉款、铜质最为多样，款识更少重复，以致吾等后人藏玩，考据，竟

成难为也。

纵观世襄先生藏炉，溯上到赵汝珍、李卿丈、邵锐茗、蔡东田、谷应泰、冒襄、项子京、

宋谦，明清藏玩大家之所好尽皆为世襄先生藏炉承袭也。诸如世襄先生之“明甫清玩”、  “李

曲江制”、“孟博氏”、“献贤氏藏”、“莫臣氏”、“奕文氏”等，  《钟鼎茗香》中“古

痴子”、“玩竹斋”、“一善堂”、“博古斋”、“先澡轩”等。

（六）多为品相完美之器鲜，少有残器纵观世襄先生遗珍，三十件铜炉多为全品，其

中仅有二件略有小锈、结污。目下吾等所见之二十件炉。二件铜各有此一例，均无伤大雅

者也。佳器大都为传世之物，历朝多、经手多，焉有无磕碰之理？何况若得锈污之炉，若

有修补烂板，查之亦难，全仗眼力加运气也。

（七）对藏炉之考据 所谓“大家”者，所藏器物好仅为其一，对器物之考证研讨，知其出，

亦知其所以出者，方可成家也。世襄先生昕藏之炉，  皆有出处，如李卿丈赠炉，经庞敦敏

购回李卿丈之炉。赵汝珍赠炉，陶心如，陈畅清夫人让炉、诸商家处购炉等。均来历明白，

令人信服。更何况世襄先生对铜炉款式文字考证并议论之。大白其义于众家。益为严谨治

学之根本也。如其对“玉堂清玩”之严东楼之考辩，对“奕文氏”中“奕”字之考证，对“莫

臣氏”“献贤氏藏”之议论，对“淡菴”先生之探讨

（八）  “文以载道”著书立说。

弘扬中华文明为己任者，贝 IJ 益为世襄先生大家风范之根本也。中国之明清家具，若

无有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  《明式家具研究》等书，叉何以使明代家具成为世界藏界

之珍物？若无有《髹饰录解说》一书，这一中华文明之精粹恐渐消忘矣。若无有《锦灰堆》  

《自珍集》等书，许多中华文明珍艺珍器又何得弘扬与传承？所谓藏玩之器，均经朝历代，

交流换主。谁能居之永久？唯著书立说，将那古往今来知识感悟付诸笔端，莅可惠及后世

者方为自己者也。世襄先生是焉！

四、世襄赏炉

先生赏炉，着与境界。

（一）重情义、炉以载道

先生藏炉，皆有出处，且多炉与人之融合。将那来龙去脉清楚道来，叙事与感恩之情，

溢于文字，颇令人动情。“1950 年初，襄自美国归来  ，李卿丈（赵沆年先生）选藏炉十

具见赐，谨以节约旅美奖学金所得为寿，拜领时，叮嘱再三‘各炉乃多年性情所寄，皆铭

心之物，幸善护持勿失’‘文革’劫后，十炉尚存其九，差可告慰于吾丈矣。”捧读到此，

情义至深者，炉友相与者，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及于此？尤令感动者：“1951 年，予自庞

家购得十余具，喜携二三驰告，时二老均在病中，丈喘咳尤剧，持炉把玩，如见故人，而

力不能胜，濒行，赵伯母忽取案头此炉（指戟耳炉“玉堂清玩”款，著录干《自珍集》第

十八页）相授，曰：“你拿去摆在一起吧。”此情此景，倍感凄恻，竟嗒然久之，不知言谢。

又一年而丈归道山矣。”笔录于此，吾之泣泗已愈嗒然，二老以毕生之心系，托付于世襄，

作临终之嘱，其情义，其境界，吾等何能为言，又何能企及？世襄先生以之真，以之诚，

为载文以为二者传道。当为安心也。吾所著《钟鼎茗香》系列五部书虽学先生之情义，尚

先生之境界者，仅学步一二焉。

（二）尚佳品，重视传承

先生藏玩铜炉之盛时，当为 1947 年—1953 年，1976 年—2003 年两个阶段。

1947 年先生于琉璃厂购得“琴友”蚰龙炉，  以李卿丈之法，一夜烧炉而成者，当为

先生弘扬炉道之初也。

1948 年左右，“陶心如先生见让”一具“在公家藏”鬲炉；

自 1950 年“李卿丈选藏炉十具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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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家族为官宦世家。

高祖：王庆云，乳名镮，字家镮，初号乐一，叉号雁汀，道光己丑进士。殿试二甲二十名，

朝考入选第十名。

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两广总督，工部尚书，谥日文勤。著有《石渠余记》六卷，《奏稿》

八卷，《荆花馆遗诗》一卷。

伯祖父：王仁堪，光绪三年丁丑年状元，任镇江知府，干慈禧太后不顾国难，重金修

颐和园时，曾上书力阻。

祖父：王仁东 (1854-1918)，字旭庄，刚侯，叉字勖专，别署完巢，清·福建省闽县（今

福州市鼓楼区）城内登龙（灯笼）巷人。丁丑恩科状元王仁堪之弟。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

年）乡试中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历官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

兼苏州关监督等职。工诗文，著有《完巢剩稿》1 卷。清末湖南布政使郑孝胥为《完巢剩稿》

作序其编年诗有《辛亥九月陵谷变迁避地申浦希陶居士志同道合晨夕过从颇慰岑寂今腊挈

眷南归留诗志别离情愁绪为之黯然依韵奉答即以赠行》、《柬留陶居士并博花君子一笑》、  

《寄弢庵》  《和韵呈涛园亲家》  （二首）、  《九月晦日同伯姊季妹拍照戏题并送伯姊南归》

等 1918 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 64 岁。

父亲：王继曾（1882 一？）字述勤，福建闽侯人。

1902 年毕业干上海南洋学堂。后赴法国留学，入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毕

业回国后，任张之洞之秘书。后任清政府驻法、日使馆随员，考察宪政大臣随员，驻意大

利调查专员，驻丹东万国东方文学会政府专员，驻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高等教育会中国政

府专员，驻法留学生监督，外务部主事。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府外交部佥事 1914 年 1 月，

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 1920 年 9 月，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兼任驻古巴公使职 1921 年 8 月，免

兼驻古巴公使职，仍专任驻墨西哥公使 1924 年 1 月，调充国务院秘书长 1926 年任安国军

外交讨论会委员 1931 年后任英美烟草公司北平分行经理。著有《意大利政治经济财政报

告书》等。

庚寅年仲秋于荣斋   丙申年中秋再改

荣斋主人 刘锡荣

——源引《俪松居遗珍》

王世襄家世

1951 年“予自庞家购得十余具。 ”

1951 年赵汝珍先生相赠“时为 1951 年 3 月 31 日”

1953 年 7 月 18 日陈清畅夫人见让。“弟子刘起龙造冲耳炉”

1953 年 2 月 12 日庞敦敏出示，即购之。

以上自《自珍集》统计，近六年时间，先生得次炉已三十多具。“文革”抄去，发还后，

即1976年铜炉发还后，失而复得，先生宠爱有加，一有闲暇，便行炼养，且常与老妻琴炉对话，

颇为畅安也。直至 2003 年秋，夫人袁荃猷先生仙逝，大部分铜炉仍珍藏于家。足见先生

珍炉之心也。

（三）学为用，重在发现。

一是查理向典后，不为宣炉无标型器而弃之，亦不随波逐流于现有文献所拘泥。而对

自藏好炉，珍重赏之，直至终生。

二是自 1964 年“我从北京图书馆的简编图籍中发现一本奇书，《烧炉新语》，才知

道古人早已发明快烧炉法。”回首再研习自家藏炉，自然又是一番境界了。以致吾等今见

先生遗珍，如此精美。以致我等今日所见世襄先生藏炉，尽皆润泽靓丽，美艳陈蕴。可见

此书对先生影响之大焉。

（四）品境界陶冶情操

在体味古代文人之境界中，陶冶性情，严谨治学。则叉是于那个浮躁社会里的一份修为。

诚如先生在《铜炉漫话》一文中言：“精光内含，静而不嚣”之完美。

经自己之手“长年炭醺烧，综综火养而成”“烧炉者正是在长期的添炭培灰，  巾围帕裹，

把玩摩挲中得到享受和满足，这是明清文人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养炉如是过程，伴随先

生熬过那坎坷岁月，漫漫长夜，直至“拨乱反正”，先生于近八十岁时，成就三十八种著作，

并获得荷兰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

   

                                 

 庚寅年仲秋于荣斋   丙申年中秋再改

荣斋主人 刘锡荣

——源引《俪松居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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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器圆形，口唇纤薄，略外侈，口沿左右中段渐行起线，置一对冲耳饱满浑圆。颈

直垂长，鼓腹突出，收腹利落，下腹圜收，平底光滑，并于器底心落“余香堂”三字篆书

款，款识方正有度，隽秀端正，修刀工整，底平字正。炉底三乳足粗壮敦实，低矮细收，

各足底皆因岁月磋磨而显露本色，自然醇厚。整器选材考究，以精铜铸造，铜质细腻，持

之坠手，叩之音清脆亮，曼妙悠扬，细密厚实。最为难得乃周身之皮色，灿黄如金，色正

而熠熠有光，风度翩翩，器宇轩昂，尽显贵气。更有原配承座，取荷叶之形，阔口饱满，

通体呈紫褐色，远看恰如一片迎风舒展的荷叶，叶见筋脉清晰可见，一派盎然生机，甚有

风送荷香扑鼻来之感，与炉承接流畅般配，相得益彰。

此器宽扁厚稳，入手极重，皮色美妙，光晕沉稳，盘玩间，微抚即亮，微温即润，包浆自然而成，

即便为历代求全责备者，亦是趋之若鹜。又有好古者附以佳木制成清荷之座，实为一件令

人心醉的佳色上品。

清初 铜“余香堂”款冲天耳三足炉

1501

口径 15cm 高 10cm 重量 2231g

估价 RMB：35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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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十七——十八世纪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安置：厅、堂、阁、室

著录：《钟鼎茗香》（二）第 196—197 页

释考：

桥耳之炉，本为《授业》·《八卷谱》中，授国子监。（《钟鼎茗香》第一集语）多有大器，

置于殿堂，诸如”乾隆帝赏古图”中。后来文人，仿作小器，亦颇为精美，或如“琴书侣”

款鼓腹小口之式，尤为可人焉。

邵锐《宣炉汇释》中曰：“按二十卷本，桥耳只有入炉，而无彝炉。”八卷本载“不言三足，

而言足高一寸三分”，吾以为彝炉足，是为圈形，当为传抄之误。

释器：

形制：“形为炉先”，“大凡赏用之器，必先定观其形，形佳者方为上手也”（摘自《荣

斋札记》语）。斯炉双耳如虹，圆口飞沿，三足妙乳，精巧妙形，实为清三代盛世之桥耳

佳器也。

“形色为先。形为体，色为表，唯表体合妙，方可使人近之。此为选炉之本也。”（摘

自《容斋札记》语）。斯炉皮色，恰三秋霜后，沉红蕴紫，似晨曦初萌，紫气东来，莹莹

汩汩，流光溢彩。冒襄公若在，必又是一番“秀色可餐”之叹咏焉。

款识：文字楷正，规范工整，一丝不苟。清三代之际，国家昌盛，字必规正。故清中

作炉器中鲜有简体字也。

铜质：金灿黄亮，细润无杂。

结语：

此器完美，同类极品，当为官器焉。

寓意和谐，桥耳通达，和合仁义。陈赏品鉴，以伴琴书，投资藏赏，足为高器也。

蝶恋花 玉带桥畔春梦红

己丑冬日腊八日，五羊城冬暖和风煦煦，竟胜春日，登越

秀山，临镇海楼，望江天辽阔，恰似昨夜桥耳炉燃龙香之情趣。

南粤丝竹 1 深院济，

晚香清音 2，

伤春归燕恸。

耄耋老榕流云共，

烟笼花城 3 春梦重。

桃李惜春沉烟挵，

遍数落红，

还看钗头凤 4。

西楼红烛春潮动，

宣炉随我 5 三江梦。

注：1指南粤古乐	 	 2 即广州	 	 3 同 4	 	

	 	 4 古代女子头饰	 5 广州越秀山顶之塔楼

										

	丑牛年仲秋成就		丙申年中秋再改	 荣斋主人	刘锡荣

源自《钟鼎茗香》（二）		第 196---197	页

枣皮红桥耳炉

1502

口径 12.6cm 高 6.5cm 重量 1100g

估价 RMB：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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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钟鼎茗香》（二）第 196—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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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炉阔口撇唇，炉口平折，束颈溜肩，鼓腹短小，炉肩两侧对饰双耳，两耳外撇冲

天，圆腹垂直微收，腹底方框阳文篆书“玉堂清玩”四字款，器身下承三足，足形粗壮下

收，足尖外撇，内侧中空。通体光素，给人敦实壮伟之感。此炉两个炉耳弯曲飘逸，优雅

而有动感，就像古代判官官帽上的一对帽翅，所以又被称为判官耳炉。

朝冠耳一式，其形源于元代姜娘子所铸朝冠耳炉，从传世的实物看，此类款式在元代就已

相当盛行，在后来的岁月里，朝冠耳炉逐渐成为宗教和祭祀中供案上的主要炉型，与双瓶

一起摆放称为“三供”，与双瓶、双烛台一起摆放称为“五供”。同样制式常见的还有掐

丝珐琅器和瓷器等材质。在宣德年间多被用来赐给詹事府、翰林院及国子监主事臣的常用

炉款，而“朝冠”本身便富有“加官晋爵”的美好寓意。

此炉炉型适中，势如泰山，巍然似鼎，气势恢宏，炉气旺极，收放得体，和谐完美。朝冠

双耳出于腹侧，线条优美流畅，一波三折，刚柔并济，婀娜多姿，如仙绸凌空，荡漾山河。

三足虽中空而壮实，形异而力毅，庄重阔达之感毕现。器底阳文铸款底平字峻，古朴优美，

拙雅有韵。枣皮古色，其色沉静，通体光泽，视之丰腴，器身平顺，抚之滑腻，古意自内而出，

相生融合五行里，柔润平嫩娇色在，远观则亘古苍茫，气势磅礴，近抚则绵腻凝脂，舒心悦目，

乃宣炉本色原韵也。此炉应为官方赐用器，非寻常所用，流传至今，保存完好，殊为难得。

明 铜枣红皮朝冠耳炉

1503

口径 16.3cm 高 9.5cm 重量 3221g

估价 RMB：800,000-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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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炉为洗口，呈椭圆状，外沿起线，方唇，束颈，腹部方扁，自上而下渐收，腹上竖

槽微隆，深刻起棱，呈条纹装饰。器身两侧肩部各有一狮首耳，狮子双眉紧皱，高额深

目，獠牙尖喙，鬃毛凛凛，绕颈卷曲，不怒自威。方形圏足高深宽厚，近底外飞，内底正

中矩形留刻“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阳文楷书款。此炉造型敦实沉稳，体量厚重，通体

作洗口，炉身方正，弦纹突出，整体造型意境高古又丝毫未现呆滞，肩部两兽耳点缀突出

独到，主题丰富，意境古雅。

此器整体造型内圆外方，乃取上古玉琮之形，寓意吉庆祥瑞。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

筒型玉器，广泛发现于我国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它是古

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祇的一种器物，是石器时代“巫玉”、青铜时代“礼玉”使用阶段中最

为重要的玉器之一。琮因其“八角，径八寸，角各出二寸，八方，象地”之形，而常被用

作祭地的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亦有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

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后世帝王对琮之推崇，并未因玉之神职功能在历史中的逐渐退位

而消减。自宋代始，便有帝王取琮之形，拟琮之意烧造瓷器，其中南宋官窑更以青瓷琮式

瓶的精工妙艺而闻名后世。明代以来，嗜古之风再次于宫廷自上而下兴起，其风气影响至

艺术的各个门类，铜炉亦不例外。而对上古玉器、彝器等礼器的模仿形式，也从瓷器转变

为了铜炉的铸造，其中，琮式铜炉脱胎于玉琮，承袭了其外方内圆的特点，将中国上古时

代以来的世界观囊括其中，寓意崇高，形古且量少，偶现传世品，而被尊为炉中上品。

此琮式炉造型敦厚，方正规则，比例谐美，工艺规范，雕铸细腻，琮纹深峻，莹润饱满，

宝光内敛，庄重典雅。铜质精亮，细腻精纯，叩之音色清越，端之沉重沉实似坠金，比之

同类量重多矣，非十二炼精铜不能为也，可谓铜炉中之奇品。整器将古玉之造型与宣德炉

巧妙融合，款式别致，古意犹在，高贵神秘气息十足，观之仪态万方，沉稳庄重，细细品味，

实为一件溯本寻源，崇尚意境的炉中佳品。

   夜观琮式炉天道咏

乾坤有序致平衡

八卦幻化唯运筹

木有规矩成大厦

水无定式常参差

	 	壬辰年重阳草就

	 	丙申年重阳再改	 荣斋主人

	 	摘自《钟鼎茗香》第 125 页

清初 琮式炉
1504

口径 21.2cm 高 17cm 重量 5361g

估价 RMB：450,000-650,000

来源：法国藏家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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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钟鼎茗香》（二）第 172-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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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炉属于宣德炉之彝炉系。其源流拟宋瓷二十九式之戟耳炉器。敞口、束颈、鼓

腹，圈足如玉璧高贵。重心沉坠，端庄稳健，厚实高贵且不精致。炉口肥润如美女之唇，

身形曼妙，双耳对称，戟耳顶天立地，似将军左右执戟护法，凛然傲然。鼓腹线条流畅，

肥腹下垂，收束自然，圈足规整，器底平润，底心矩形留刻“恕园”两字篆书款。通体铜

质细密紧实，沉韵贵重，持之坠手，叩之音妙，如磬清澈。内膛处理亦精细、滑润。包浆

自然醇厚，皮色熟旧，茶墨中和。周身洒金，如绒似云，大小参差，原实如嵌。赤光璀

璨，奇彩荡影，恰秋夜之星空，真妙绝也。

公元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庭刊印了一部官修南曲曲谱《新编南词定律》，是

一部记载“南曲”的珍贵版本，而南曲又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是诞生于福建泉州一带的

传统古戏，历朝研究传统文化与戏剧者无尚尊崇，可谓经典。亦简称《南词定律》，此谱

有香芸阁刻本与内府刻本两个版本，两版内容基本相同，唯区别于香芸阁本题“榖旦主人”,

内府本题“恕园主人”。据考证，“恕园主人”即雍正皇帝胤祯即位前的自号，由此可见，

雍正皇帝不但治理天下为圣君，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相当水准的研究，且尤好戏剧，

亦能够从最为古典的南曲入手，足见其学养之高度了。

“恕园”者，何至于字面？恕者，宽恕也，胸怀也，大度也，饶恕也，云云。人常言：

宽大为怀，慈悲为怀，得饶人处且饶人，云云。作为争帝成功者，必有杀伐之祸，酷行之为，

一旦功成名就，无论出于何等原因，都必须以安定为上了。一代圣君之雍正皇帝，遵照其

父康熙皇帝之“善待兄弟”之嘱托，将自家书院以 “恕园”为名，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

  夜半书声香益浓

日暮苍山远

云低玉江横

几声寒鸦过

一夜暗香红

	 	壬辰年重阳草就

	 	丙申年重阳再改	 荣斋主人

	 	摘自《钟鼎茗香》第 66 页

清 雍正   洒金“恕园”款戟耳炉

1505

口径 12.6cm 高 7.8cm 重量 1880g

估价 RMB：3,500,000-5,000,000

来源：瑞士藏家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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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和警戒，雍正皇帝专著此炉，铸款为“恕园”二字，既以警戒提醒，又以执戟护法、治国为

其根本，怀柔而坚持原则，情义与国法并举。足见一个帝王的胸怀与志向了。

斯炉之高贵严谨，寓意情怀，真可谓高山仰止也。得此一器，夫复何求？

仿古之风，自宋有之。宋代名瓷中，哥窑、官窑等三足炉、鱼耳炉、乳足炉、觯式瓶、胆式

瓶等陈设礼器之造型在制作之初便是按照宋代宫廷的需要而设计的，与民间用瓷之造型大相径庭。

宣德年间，更是遵旨从内府珍藏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名瓷器的款式之典雅者 29

种及《宣和博古图录》和《考古图》中所绘铜器中的 88 种，共计 117 种，定为当时烧制宣德炉

之标准器形参考，并成为了后世造炉之标准，戟首式炉便是取自此 119 式炉中 29 式宋瓷之一。

铜炉之珍，亦在其“炉色”，即炉外表利用各种装饰方法，用不同颜色精工料染制，一次次地涂

色烘烤并加以镶嵌，形成各种颜色的铜炉表面。洒金便是变化万端的炉色中最为独特之一。洒金

亦称“砂金漆”，是器物成后，二次加工而得，洒金炉中之上者，皮色温润，块状雪花金疏密分布，

点缀自然，错落有致，色泽灿烂，巧夺天工。

从明到清，由于文人雅士的钟爱，铜炉的铸造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未曾断铸，而清代宫

廷所造之炉，集合了前代的审美与标准，辅以空前工艺技术，成就了铜炉制造的最后一个高峰。

清代时期，香炉的功能从早的始于汉代的焚香熏衣、提神醒目的作用转变为庙堂供案上不可或缺

的陈设器，在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的佛教活动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代宗室自建国始，便

笃信佛教，清庭也因政治需求而厚遇西藏喇嘛，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冬，康熙皇帝爱新



36 37

觉罗·玄烨在北京西郊的畅春园去世并留有遗诏

传位于皇四子胤禛，几天后四皇子正式登基，改

次年年号为雍正。比起前几位清帝，雍正皇帝与

佛教的关系更是显得耐人寻味，在其十三年的统

治时间里，佛学思想更是左右了他对于帝王统治

中国的独特方法和见解，也奠定了政教合一之统

治观念的基础。据记载，雍正自青少年时代开始

便开始研究佛、道和喇嘛教方面的经典，亦随藏

传密宗章嘉呼图克图学法长达数年，于 1713 年

初参透重关，着重研究禅宗佛学，邀集同好组织

法会，谈宗论法，对佛教极为重视。

康熙五十九年（胤祯即位前两年）正是“九

子夺嫡”最为激烈之时，朝局因各个政治集团争

夺太子之位而错综复杂，波橘云诡，年迈的康熙皇帝对各方势力的平衡亦心有余而力不足。其中，尤以八阿哥胤

禩为首的“八爷党”势力最盛，而此时的胤祯表面上似乎已看不到正面夺得储位的希望，遂修身养性，以常拜青

灯古佛之下之法以退为进，实质为日后的争储夺嫡之举做铺垫。《说文解字》中，所谓“恕”，仁也，仁者、亲也，

从心，如声。彼时的胤祯正是伴着庙堂里的阵阵佛音和供案上铜炉里升起的袅袅青烟而参禅、悟机、度势，并最

终称帝的。

本件“恕园”款铜炉，一方面运用了高超的铸铜工艺整体塑形，造型独特，古雅浑厚，通身光素，打磨精良，

包浆温润，并以洒金工艺将器物的工艺施与器身及双耳，制作精细，色泽莹亮，观之光影浮动。另一方面，更是

一路伴随、见证了雍正这位艺术品位、个人修养皆独树一帜的清代帝王，从“四阿哥胤禛”一路走向成熟并最终

审时度势转变为“雍正皇帝”的陪伴者、见证者。实为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大英博物馆藏 清雍正 佚名《古玩图》轴局部 纸本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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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大明宣德年制款

楷书六字款，极重压手。色深有光，内底有二小钻坑，径约三毫米，深约二毫米。盖

有妄人取样，验是否含金。邵茗生《宣炉汇释》所谓“凿底厄”是也。

1950 年初，襄自美国参观博物馆归来方数月，李卿丈（赵沆年先生）选藏炉十具见赐，

谨以节约旅美奖学金所得为寿。拜领时，叮咛再三：“各炉乃多年性情所寄，皆铭心之物，

幸善护持勿失。”“文革”劫后，十炉尚存其九，差可告慰于吾丈矣。

——摘自 < 自珍集 >

小令 【中吕】 普天乐

辛卯中秋才过，几场秋雨，渐添寒衣，

古今更替，金陵北望，又是一年秋风。

秋风寒，月宫桂。

碧空玉兔，

苍山飞龙。

举金樽，唱金阙。

歌尽帝王金陵梦，

满面天风动栏杆。

大江远近，

古今笔下，

乾坤不同。

壬辰年重阳草就

丙申年重阳再改	 荣斋主人

摘自《钟鼎茗香》211页

“大明宣德年制”冲天耳三足炉

1506

口径 14cm 高 7.2cm 重量 2106g

估价 RMB：5,500,000-6,500,000

来源：王世襄旧藏

著录：《俪松居遗珍》第 58—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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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斋主人释文：．

一

（一）名称：冲耳炉

（二）年伶：十七世纪

（三）款识：六字楷书刻款，当为炉铸就后，再行冷刻，以刀代笔，凿剔并用，细部再行

修磨而成。故字体硬朗奇雄，峻峭大气。

（四）形制：冲耳炉型，亦有三分。一为扁宽，年份当早，清早以前较多；为硕高，清中

及其后期较多，诚然，明清相间时亦均有之出不为众也。此炉形雅，扁宽压手，腹均口薄，唯

底加厚，侈口有颈，鼓腹徽垂，三足适中，与冲耳上下呼应，谐美之至也。

（五）皮色：栗色深沉，宝光内蕴，通体一色如烟岚暮霭，迷漫夕色，渺渺神韵，太虚幻境，

着实醉人，其色当为经年烧炼养护所成，其底当为清洗新成也。

（六）铜质：黄铜略青，细腻密实，持之坠手，叩之悦耳，余音悠长，甚是沁心。其重当

比同类体量者略重，何也？应为精炼中加深色重金属所致。

 二

（一）《宣炉汇释》十二卷，仁和．邵锐茗生撰。全书共分十二卷，第一篇释铸、第二篇

释鼎彝、第三篇释耳边口足、第四篇释款，第五篇释色（附声），第六篇释他器，第七篇释宣厄，

第八篇释仿宣，第九篇释藏玩，第十篇释谱录，第十一篇释闻见、第十二篇附录。《宣炉汇释》

中将宣德炉历来经历的灾难分为十种厄，

l，即烧班厄：嘉靖，隆庆年间以前，当时崇尚烧斑，所以真正宣炉被重新烧斑。

2，本色厄：嘉靖、隆庆之后，叉重新推重本色，叉将传世宣炉烧斑及包浆全部去除，重新

制作藏经色等铜炉本色

3，磨新厄：万历，天启年间过份追求铜质显露，所以竞相将真炉磨治一新

4，嵌款厄：宣德炉的样炉及无款炉，有许多是美妙的真品，后人取得后便凿空底部嵌入炉款

5，凿款厄：将无款的炉，加凿伪款，以便增价牟利。这种除宣德款外还有伪制正德，嘉靖、

万历，崇祯，康熙，乾隆等

6，崇祯铸钱厄：《烈皇小识》卷六载崇祯曾将内府库藏的历代各种铜器，其中包括上古三

代铜器及宣德年间铜器，全数发给宝源局拿去熔铸钱币

7，外国人进入中国后大量收购青铜器包括宣德炉，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审美观，古玩商人竟

相把旧宣炉磨成新炉，以博买家青睐

8 敷色厄：为迎合各时期鉴赏家对宣德炉的审美追求，狡猾的商人将磨新的各款炉，或是

色皮剥蚀的旧炉，重新敷上潮流色皮，使得真面日被遮掩

9，凿底厄：宣炉珍品重量与黄金相同，一些世俗人怀疑是纯金所铸每每挖凿底部取样化验，

使炉留下了凿痕

10，配环厄：宣炉的兽耳，大多衔有铜环，流传到后世很少有完整的，后配之环大多成色

不同，有些装配时无意间伤了炉腹或兽耳。除此十恶以外．．宣德炉近代还受抗美援朝、大跃进、

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影响，所以 500 年来至今真的宣德炉无法确定。

（二）赵李卿，江苏武进人，久居北京。北洋政府时期，任职外交部，是王世

襄父亲之挚友，赵老伯上局报‘李’字，所有卖蛐蛐的都称他‘赵李子’。 （详见“王世

襄相关友人简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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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一）斯炉各项要求均近“大清顺治年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耳之炉。

故吾之以为当为清早妙器也。所异者，斯炉略小，亦更饱满，铜为黄而银亮者，沉

实压手。妙在色佳，多年细抚火养，至其皮色深沉，宝光底蕴，逢光游影也。

（二）口径十四公分，当为厅堂用之高器，文房伴器多为 8-12 公分口径。为宜，

太小则为琴炉，太大当用堂殿也。

                       庚寅年仲秋  丙申年中秋再改  

荣斋主人 刘锡荣

——源引《俪松居遗珍》，第 58—59 页

著录：《钟鼎茗香》（二）第 0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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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世流芳款

炉内底有“工部臣吴邦佐监造”，“ 乾 字 第 贰 号” 长 方 印 记。 五 十 年 代 中

期 干 琉 璃 厂 东 门 估 者 家 见 之， 以 为 造 型 厚 重， 似 与 曾 见 宣 德 款 炉 及 有 吴 邦 佐 戳                                                                                                  

定，且似言有未尽，而先生固久居厂肆，深知估人底蕴者。此后端详此炉，觉其两耳臃肿，

款识亦可疑，铜色偏黄，似曾染色，傅老所言当不误。惟念宣炉有疑问者甚多，倘有赝品

供研究亦佳，故未弃之。

——摘自《自珍集》

 

“奕世流芳”冲天耳三足炉

1507

口径 13.2cm 高 6.8cm 重量 1648g

估价 RMB：5,500,000-6,500,000

来源：王世襄旧藏

著录：《俪松居遗珍》第 6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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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天  峨眉山僧赏宣炉①

菩提树下鸟声声，②

沉烟燎动谷森森。③

金顶烁日冲宵汉，④

烧炼流光更纵横。

峨眉晚，禅院深，⑤

烟画青灯悟禅僧。⑥

乾清宫里千古侣，⑦

不用拈香也颂经。

    

注

①报国寺为皇家敕建禅院，为进山首寺。

②菩提树为佛祖释加牟尼诞生在该树下。

③梵音：指佛乐伴奏颂经。

④金顶是峨眉山极顶。

⑤指报国寺。

⑥指晚课参禅之僧人。

⑦意含宣炉“松月侣”款识。

壬辰年重阳草就

丙申年重阳再改	 荣斋主人

摘自《钟鼎茗香》（二）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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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斋释文

一、释器

（一）名称：冲耳炉

（二）年份：十八一十九世纪

（三）款识：“奕世流芳”，妙刻于妒外底，居中柳叶篆书体，字体肥润，大别于清

早前之柳叶体。独成一格。其时当晚也。“乾字第二号”“工部臣吴邦佐监造”，双款铸

于炉膛之内底，颇为深峻规整，实为少见。思量诸款本义，是揣摸明宣德年之规仪，臆造

所为也。盖此种仪制，实为清代所有焉。

（四）形制：冲耳之炉，清早以前，  多耳秀雅，腹垂且肥润，清中往后，耳渐肥硕，

尤以清晚，耳便臃肿起来。斯炉是也。其腹其足，尚饱满可爱。

（五）皮色：腊茶本色，已入铜．骨，当为多年火养而成也。不似世襄先生之中指述“似

曾染色”之说。然，若如先生之言，尽去染色后，叉再行四，五十年火养至成今色，亦然可能，

或为误辩？

（六）铜质：黄亮细实，尚觉压手，通体无砂眼，叩之音亦佳，当为精炼之铜成器也。

   

 二，释考

傅大卣（1917-1994），河北三河县人，15 岁到琉璃厂古光阁当学徒。古光阁后院曾

为民国间古物金石文字研究团体“冰社”社址。冰社成员大都是古物收藏家、鉴赏家，有

易大庵、齐宗康，周康元，罗振玉，陈宝琛，罗悖最，马衡，梅兰芳，尚小云等。其中周

康元 (1891-1961) 字希丁，精干金石刻版及侍拓钟鼎器，尤擅拓器物全形。傅大卣随周氏

研习期间，耳濡目染。得其真传，而且继承了周康元传拓绝技。傅大卣一生手拓钟鼎彝器，

砚、印章、甲骨、玉、 陶、铜、石器等数万件。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

家文物局流通文物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鉴定顾问、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顾问等。

傅大卣是拓砚高手，据老辈人讲傅先生：  “不但能拓全形，而且端砚能拓出眼，歙砚能拓

出纹”，徐世昌为民国时藏砚大家。傅大卣在徐世璋家拓砚前后达六年之久，徐氏砚品无

一漏过他手。

    

结语

世襄先生以为其略晚，可信。皮色就今看，虽未显沉古，说染欠妥，其色韵则显特

质“双耳臃肿”则为清中后之特征也。

一炉三款，且尚属精致，较同时代之炉，却为罕见。

即便与那明，清好炉相较亦为难得矣。

                        庚寅年仲秋  丙申年中秋再改    

荣斋主人 刘锡荣

——源引《俪松居遗珍》，第 6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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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直壁，敞口，微呈喇叭状，深腹平底，下承三象首形足，器身两侧饰一对耳，器表

除器底光素外，留有原始厚鎏金层。炉身内膛烧结匀净，外壁光滑平整，两侧炉耳高起，

中空，把手部分镂雕生动形象，精致细腻，作如意云纹态，其间线条起伏有致，灵动流

畅，曲线优美柔润，自然垂落，颇有清新之气。器壁竖直，平底渐出器外略呈盘状，器底

光素微打磨，于器底中心方框留刻“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笔法刚劲，笔意古

朴，原始铸刻痕迹清晰。器下三足高起，每足皆作象首之状，象首向下，额头鼓凸，立体

感强，面部形态刻划清晰，瞠目蜷眉，炯炯有神，环以卷毛，长牙突出上翘，象鼻伸长撑

地内卷。象为吉兽，体性温驯，任重致远，含“太平有象”之寓意。

法盏炉的器型仿自元朝枢府窑款式，与法筒炉（筒式炉）一齐，皆是道家专用炉款式。

在宣德炉谱中，法盏炉根据其炉耳的不同，分有“雁翎法盏炉”、“悬珠法盏炉”和“连

珠法盏炉”三种，宣德皇帝以此御赐天下道观，其中雁翎、戟耳、兽耳装饰之炉居多，唯

如意耳鲜见。如意云纹，自古以来寓意高远，祥和喜乐，到了元明以后，更有道家升仙长

生等思想融于其中，历来为世人所钟爱。

此器器形规整，装饰精巧，典雅繁复，通体鎏金，工艺精湛，器内呈墨色，器底未作装饰，

颜色自然暗雅，器表打磨精到，金光闪闪，宝光内含，华贵富丽，铜质精良，持之压手，

整器虽官气十足，却丝毫不失典雅，一般宫廷赏玩之器，常难逃华而不实之运，而法盏炉

与法筒炉都因其具有炉膛深，便于寄存香灰插放流行至今日的线香之特点，而较其他炉式

更具实用性，可谓铜炉收藏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清乾隆 铜鎏金法盏炉

1508

口径 19cm 高 13.9cm 重量 1833g

来源：香港苏富比1986.11.9 lot318

估价 RMB：800,000-1,200,000

来源：香港苏富比 1986.11.9lot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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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炉形簋式，平口外侈，短颈外侈。腹部下垂，扁圆外鼓，渐势出圈足，足壁高起外

撇。两侧置蚰耳，上肥下瘦，双耳灵动，塑造古拙，平滑顺畅，蚰，龙之形简也，淡定高

洁，光素清雅，精神备至。器壁厚度由口沿至底渐厚，重量集中于器物中下部分，压手感

适中。炉底正中圆心减地雕一双升龙，首尾相接，于环形龙身中间矩形方框留刻“大明宣

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字体长方周正，布局舒朗，字体铸刻深浅得当，不留多余剔刻痕

迹。双龙首回望顾盼，龙身飞腾，勇猛矫健，有叱咤风云之势。炉身深蟹甲青色，又于青

中带雪花金，细妙精确，繁而不乱，金点纷繁，遇光游移，古朴肃穆。整体铜质细密黄

亮，叩之声越，颤音悠长，当为清代鼎盛之际精炼好铜所制。原座保存完好，造型敦厚大

气，与炉身相扣严丝合缝，十分难得。

此典雅沉稳，最为难得乃炉款四周之双龙纹样，实为少见。据记载，故宫武英殿曾藏

有以“双龙回护四字宣德年制”为款的周素纯鼎。这类款识的名称有曰“双龙回护”、“双

龙拥抱”或“双龙抱款”等。综观纹样，可以清楚的发现此类绝非民间恣意粗率的装饰花纹，

而是传承自明代以来，皇室专用的经典图腾“双龙赶珠”图。整体设计与宫庭官窑瓷器亦

如出一辙，略加变化的是在原以双龙回旋为中心的火珠，移至上升龙纹爪心，以让出空间

铸造字款。故此，这类浮雕龙纹款识的作品，应与皇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整器通体厚重，大气蔚然，形制较一般炉体略大，亦不失精巧，皮色特殊，深沈古朴。

细节处理得当，于器底雕铸腾龙，低调沉稳，匠心独运。原座匹配，更为高贵。

清 连座蚰龙耳炉

1509

口径 24cm 高 11.5cm 重量 5296g

估价 RMB：1,500,00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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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钟鼎茗香》（二）第 070 页



58 59

说明：炉敞口外侈，束颈垂腹，圈足外撇，炉底中央，錾刻减地阳文，凿方框，款识“大

清乾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通体线条流畅。颈腹之间，高浮雕对称錾凿兽首纹饰。双

耳为天象，额头高耸，双眉宽厚，双目圆睁，神采奕奕，毛发细密卷曲，呈螺髻形状。象

鼻自然回卷入口，两侧獠牙凸现，狰狞威武，貌甚奇古。

最为特殊者，其“六字真言”阳文周身环置，笔道深俊，细节清晰。六字真言“唵嘛

呢叭咪吽”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咒，源于梵文，象征一切诸菩萨的慈悲与加持。其内涵

高远奥妙，至尊无上，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大智慧、大慈悲。六字大明咒可去除无始

以来的业障，且如同诸佛菩萨亲临灌顶，更无价的是六字大明咒用是六种智慧来对治六道

众生不同的烦恼，清除贪、瞋、痴、傲慢、嫉妒以及吝啬这六种烦恼，堵塞六道之门，超

脱六道轮回，往生净土而证菩提。唵为白色，象征本尊之智慧，属于禅定波罗蜜多，能除

傲慢心。嘛为绿色，象征本尊之慈心，属于忍辱波罗蜜多，能除嫉妒心。呢为黄色，象征

本尊之身、口、意、事业、功德，能除贪欲心。叭为蓝色，象征本尊之大乐，属于布施波

罗蜜多，能除愚痴心。咪为红色，象征本尊之大乐，属于布施波罗蜜多，能除吝啬心。吽

为黑色，象征本尊之悲心，属于精进波罗蜜多，能除瞋恚心。

清代宫廷处处得见佛堂，遍供佛像、佛塔、佛经。念诵佛经、供奉佛像、举行法事活

动，至乾隆时期已蔚为大观。雍正、乾隆二帝在寝宫养心殿西暖阁和东、西配殿均设有佛堂，

所用佛事器具数量众多、品类丰富，无不用料考究、工艺精湛。此件铜炉铜质宝光可比良金，

器壁厚薄适中，入手沉甸，贵得精铜铸炼所致。六字真言雕工细致繁密，器形罕见，流传至今，

极为难得，经常持诵可以消灾积德，功德圆满。

清乾隆 铜六字真言天象耳炉

1510

口径 13.5cm 高 8.4cm 重量 1430g

估价 RMB：8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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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器菱花口，折沿，深腹，下承三兽足。通体以精铜铸

造，规整沉稳。整器以内腹六道瓜形棱均匀分割，棱端下至腹

底，收线自然流畅，上端接至口沿。口沿内侧以阴线起边，宽大

平缘满饰缠枝宝相花卷草纹一圈。纹饰刻划精细，布局紧凑，花

朵秀美纤细，枝叶翻转婀娜，图案密而不乱，极富动态美感。口

沿外侧起廓，厚薄得当，内壁光素，外壁以带状阳起回纹圈饰一

周，端正古朴，间留一矩形开窗，开窗内减地浮雕“大明宣德年

制”六字楷书款，笔力遒劲。盆身整体饱满，方圆得体，身底下

承三兽形足，沉稳敦实，足之狮形怒目圆睁，獠牙外露，头部及

面部鬃毛、五官刻画写实传神，活泼生动，蹄足内缩上卷，配饰

以如意云头，趣意盎然。

最初的火盆制成年代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到了明清时期，随

着手工业和生产力的提高，火盆变得更为精致，用途也更为广泛。

铜质、铜胎珐琅制成的带罩或不带罩的火盆到了这一时期，成为了

宫廷里必不可少的一类日常用器，在取暖、婚俗大礼、除夕庭燎中

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满族人入关前就有使用黄土火盆的习惯，

到了清代，铜质精致火盆不论是做工还是材质，都比前代有了质的

飞跃，一改粗糙之气，转为精致大气又不失沉稳之相。故宫博物

清初 菱花折沿火盆
口径 65cm

1511

估价 RMB：600,000-800,000

来源：美国藏家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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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藏《雍正行乐图》之雍正读书图中，描绘了雍正皇帝着汉装坐在火盆

旁读书的情景，图中雍正皇帝右手拿着书，翘着二郎腿，左脚踏在烈火熊

熊的象足火盆的边沿上，一副潇洒的冬日烤火之态。而同时期所绘《雍正

十二美人图》中，亦有美人“烘炉观雪”之景一幅。而图绘着乾隆皇帝与

子女们在宫苑内观雪玩耍的《乾隆帝雪景行乐图》中，亦有乾隆皇帝手持

如意端坐于火盆旁，并伴有一皇子蹲于盆边添加树枝之片段。明清两代的

皇宫都设在地处北京的紫禁城，冬季十分寒冷，实质上，宫廷内已有了用

于取暖的地火装置，而兼有装饰功能精工细作的铜火盆，则是帝王取暖时

对地火的补充，并非随人可用，据记载，清宫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并派出专

人以严格管理火盆的取用。

大件铜器的生产，对铸造工艺有着严格的要求，也因为如此，一般常

见之大器皆多为圆形或方形，此器以考究精料，拟流行于明清宫廷的炉钧

釉瓷器特有造型为原型，铸造成独具一格的六瓣菱形火盆，宝光盈盈，皮

色古朴自然，质感柔妙。细节处理匠心独运，繁简得当，动静兼具。当为

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初宫廷帝王陈设佳器。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岁朝行乐图 郎世宁绘

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十二美人图之

“烘炉赏雪” 宫廷画家绘

故宫博物院藏 

胤禎行乐图之雍正读书像 

宫廷画家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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