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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清康熙  铜鎏金嵌宝石无量寿佛

说明：这尊铜像应当就是康熙时期宫中所造无量寿佛之一。面相慈

和，施禅定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上。头戴镂空状花冠，耳际

宝缯飞扬，头后有两条发瓣垂在两肩，胸部肌肉丰满圆润，

但匀称有力，腹肌饱满，腰肢柔和，令人感受到工匠处理铜

合金的高超技术同时，仿佛能触摸到年轻的质感和温度，这

不仅仅是风格所致，更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上身胸前饰项圈

长链，下身翍长裙，腰间束带，腰带下缀有连珠式璎珞。双

肩帔帛在两手腕间分别绕成半圆形，然后从两腿下对称垂搭

在莲花座正面，美观大方。帔帛及裙子皆用写实手法表现，

尤其是垂于座前的帔帛写实性极强，给人以强烈的丝织物感

觉。全身的衣饰上还镶有红珊瑚、青金石和绿松石。莲花座

造型宽大，气势恢宏，仰覆莲花瓣上下对称分布，满施一

周，莲瓣宽肥饱满，头部皆有卷草纹装饰，做工极其讲究。

这尊造像从整体造型、工艺水平和完好程度上堪与康熙宫廷

纪年造像媲美，堪称清代康熙造像的精典之作。

清代藏传佛教的兴起在康熙一朝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早期

有孝庄太皇太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后来有哲布尊丹巴的指

导与宣传，康熙帝本人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由一名非信

仰者，变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

孝庄是蒙古族科尔沁部人，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主持后

宫，德高望重，她对藏传佛教信仰颇笃，身旁有自己的喇嘛

乃宁活佛为她随侍，既充当上师，又作她的私人医生，深得

信任。孝庄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但造像数量不多。故宫现

存铜鎏金四臂观音像就是她在世的时候宫廷造像的唯一实

例。当时康熙帝对于藏传佛教还没有很深的信仰。直到康熙

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大举入侵喀尔喀

蒙古，哲布尊丹巴率部内附，三十年，康熙帝召集内外蒙古

各部王公贵族举行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宣布一世哲布尊丹巴

为大喇嘛，主管喀尔喀蒙古的宗教事务，并决定就地建寺一

座，亲题寺名“汇宗寺”，作为南迁喀尔喀蒙古宗教活动的

中心和哲布尊丹巴的临时住锡之所。会盟之后，哲布尊丹巴

随驾进京，为太后、皇后、公主讲法，长住热河与京师间达

十余年，出入宫禁，与康熙帝往来频繁，感情甚笃，直到

四十九年，哲布尊丹巴才返回喀尔喀。据《哲布尊丹巴传》

的记载，他曾为康熙帝传授长寿之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并

为之授戒；三十七年正月元旦，康熙帝和哲布尊丹巴同往旃

檀寺礼佛，共坐一席之上，后又同去五台山礼佛。三十九年

康熙帝给哲布尊丹巴甚高评价，称：“未见有喇嘛可与哲布

尊丹巴可比者”，可见他的内心已经为这位高僧所折服。更

为重要的一点是，哲布尊丹巴既是一位高僧，也是一位优秀

的艺术家，对于铜合金铸像尤有心得。他创作的铜鎏金佛教

造像，当时独步天下，美轮美奂。也许正是在他的影响之

下，康熙三十六年清内务府下设中正殿念经处，专门管理宫

中藏传佛教事务，办造佛像。

康熙时期宫廷造像数量虽然不多，但铜质厚重，加工精良，

素为藏家所重。这一时期宫廷造像内容单一，以无量寿佛为

主，其功用有两个方面，其一，赏赐蒙古王公。康熙时期，

清朝与准噶尔部蒙古接连发生冲突，战事频仍，康熙帝率军

亲征，经常需要佛像作为赐物。所以清宫为之生产一些体量

较小的无量寿佛以便携带。其二，为皇家寺庙供奉之需。康

熙时期宫廷寺庙和法事活动的核心就是为皇帝祈寿，尤其是

康熙帝晚年，身心憔悴，疾病缠身，这也促使他转向佛教信

仰，宫中唐卡供奉以白度母为主，铜像铸造以无量寿佛常

见，就是这个原因。

本拍品可清晰看到装脏痕迹以及底座内膛的「六十」铭款，

能为后人追溯造像源起，以供研究。同类带有数字款的造像

曾经出现于2013年北京保利秋季拍卖编号6119的铜鎏金嵌宝

石无量寿佛，铭款为「七十三」；亦可见伦敦苏富比2014年

11月5日编号18之御制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底施「七十四」

款，伦敦苏富比2012年5月16日编号218之御制铜鎏金无量寿

佛坐像，底施「八十七」款， 伦敦佳士得，2010年11月9日拍

卖中编号121，底施「六十六」铭款，以上几尊无论尺寸及装

饰手法都与本品十分相近，故可推断本拍品来自成组造像。

另见Ulrich von Schroeder，《Indo-Tibetan Bronzes》，香港，

1981年，页152，图版152A及152B，亦同为铜鎏金无量寿佛

坐像，据作者引述整组造像或有108尊之多，是由宫廷御作坊

奉康熙皇帝钦命铸作，故本拍品之数字款当为佐证佳例。

参阅：北京保利，2013年12月5日，编号6119

《印度与西藏的铜造像》，乌尔里希·冯·施罗德著，香港，

1981年，页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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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传佛教中，无量寿佛只是阿弥陀佛汉译十三个名号中的一个名

号，它具有特别的意义，象征时间的无限，但并不流行，更无单独的崇

拜。然而，在藏传佛教中，情况就有所不同。首先，阿弥陀佛被一分为

二，变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神格—无量寿佛和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的

名称亦随之消失。再者，两尊佛的地位和功用也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

无量寿佛是报身佛，无量光佛是化身佛；再一种观点认为无量光佛是原

生的，无量寿佛是无量光佛化现和派生的，前者为主，后者为次。无量

寿佛注重现实世界的救助，具有增福延寿的功用，而无量光佛是智慧的

象征，注重来世救助，专门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若祈求智慧，

则皈依无量光佛，若祈求延寿福乐，则皈依无量寿佛。其次，两尊佛还

各有不同的身形，无量寿佛为菩萨装，无量光佛则为比丘装。关于阿弥

陀佛一分为二的两种神格，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也有专门论述，他认

为：“无量光是化身—如来相；无量寿是报身—菩萨相，无量光持

钵，无量寿持长寿宝瓶。”图齐还特别指出，在功能与样式上将二者区

别表现是西藏大师的创造，汉地没有这种迹象。在藏传佛教寺庙中，无

量寿佛的造像比较多见，供奉十分普遍，无量光佛相对要少一些。

由于无量寿佛具有增福延寿的宗教功用，历史上他在汉藏佛教中都有着

广泛的信仰，而清朝帝王对无量寿佛的信仰和崇拜尤其突出，几乎所有

的清朝帝王都崇信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堪称清朝帝王崇拜的第一佛。康

熙帝可谓清帝中率先结缘于无量寿佛的帝王。首先，他礼重藏传佛教，

亲自册封了一世章嘉活佛、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和五世达赖喇嘛，在宫

廷设立中正殿念经处，兴建玛哈噶喇庙、永慕寺、资福院等喇嘛庙，由

此被尊奉为无量寿佛的化身。其次，康熙在位之时制作了大量的无量寿

佛像。现在康熙带纪年铭文的造像不足十尊，其中无量寿佛像就有3尊；

而大量的康熙风格造像中无量寿佛像所占比例明显十分突出。特别是有

一套体量较大的无量寿佛像（高约40厘米）尤其值得注意，据清宫档案

记载，当时一共铸造了99尊，现在陆续现身者有十余尊，佛像内膛边缘

都刻有数字编号。如此大批量无量寿佛造像的制作，足见康熙皇帝在佛

教信仰上对无量寿佛的偏重。 

  乾隆皇帝在清帝中对藏传佛教的崇奉是最为突出的，而他对无量寿

佛像的热衷和虔信也最具代表性。据《咸道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清朝

前期皇室所造佛像多得难以统计。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六十

寿辰时，王公大臣“做佛像为祝者，统以万计”，特于京城建万佛楼贮

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七十寿辰时，王公大臣又造佛像二万

余尊，用银三十三万一千余两。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八十大寿

时，蒙古王公大臣向朝廷敬献大小法身佛像852尊。其中，乾隆五十四

年敬献佛像清宫档案有明确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五日传旨万寿

大庆, 蒙古王公呈进大法身铜佛二十七尊并各大臣官员等呈进小法身铜

佛八百二十五尊，着万胜壶境楼上安供。将大法身铜佛像各配楠木供桌, 

小法身铜佛配楠木佛格安供。”这些记载所说的都是单尊的佛像，而我

们在承德须弥福寿寺、普陀宗乘之庙、北海天王殿琉璃阁、颐和园智慧

海、多宝琉璃塔等乾隆朝遗留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上，随处可见精美的

琉璃烧制的无量寿佛浮雕像。从这些记载和实物遗存也足可看出乾隆皇

帝信奉无量寿佛之笃诚。

  此次北京东正拍卖公司推出的这尊铜鎏金铜胎掐丝珐琅无量寿佛像

就是一尊清乾隆时期无量寿佛像的重要代表作品。此像头戴花冠，顶

结高发髻，耳侧缯带呈U字形翻卷，大耳垂肩，耳下挂大耳珰。面形长

圆，神态庄肃。身躯修长，坐姿正直，肩宽胸挺，腰部收束，整体造

型端庄大方。上身饰项圈和长链，双肩披大帔帛，下身着长裙，腰间

无量寿佛增福寿  大清君王独崇之

        —清乾隆铜鎏金铜胎掐丝珐琅无量寿佛像欣赏

束宝带，手和足部饰有钏躅。裙子与帔帛采取写实手法表现，衣纹流畅

自然。跏跌端坐于圆形仰覆莲花宝座上，双手结禅定印，手心托长寿宝

瓶，瓶口显现三颗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如意宝珠。莲座及莲瓣以铜胎掐丝

珐琅制成，工艺繁复讲究。莲台上方边缘饰一周连珠纹，莲蕊呈明黄

色，以放射状向上聚合，莲叶中心为白色和粉红色组成的火焰纹，外缘

各以蓝绿金等不同色彩镶边。整个莲座可谓色彩斑斓，尽显皇家工艺的

华贵之气；特别是它作为佛像的台座，不仅实现了与像身及背光色彩的

完美搭配，而且充分彰显了佛像形象之庄严与艺术之精美。佛像身后配

有舟形大背光，背光的外缘雕刻象征智慧的火焰纹，内圈雕饰缠枝莲，

缠枝莲上对称雕六种动物，自上而下依次为大鹏金翅鸟、龙子、摩竭、

童男、狮和象。背光也采用了铜胎掐丝珐琅技法，松石般的色彩藏于缠

枝莲与动物雕饰之后，形成隐约斑驳的艺术美感。佛像及台座、背光上

还镶嵌有各种宝石，有石榴石、绿松石、水晶石等，珠光宝气集于一

身，大大增强了佛像的高贵品质和皇家气象。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此像背光上雕饰的六种动物，佛教称为“六

拏具”。它们各有不同的美好寓意，在《造像量度经续补》中有明确的

记载：“ 六拏具者：一曰伽噌拏，华云大鹏，乃慈悲之相也（鹏鸟与慈

悲，梵名相近，故借其音而因以有形，表示无形之义，余皆仿此。）二

曰布啰拏，华云鲸鱼（摩竭），保护之相也。三曰那啰拏，华云龙子，

救度之相也。四曰婆啰拏，华云童男，福资之相也。五曰舍啰拏，华云

兽王（狮），自在之相也。六曰救啰拏，华云象王，善师之相也。是六

件之尾语俱是‘拏’字，敬曰‘六拏具’。”六拏具装饰在清朝藏传佛

教造像上十分常见，但大多出现在地位尊崇的佛像背光上，一般的佛像

上很少出现如此复杂和讲究的装饰。可见，六拏具的装饰也充分显示此

像宗教地位和价值非同一般。    

  此像无论从造型、装饰还是工艺上看，都显示了极高的艺术品质，

展现了清代宫廷雕塑艺术和工艺技术的鲜明特点。佛像题材—无量寿

佛是清宫自康熙至乾隆普遍崇奉的题材；佛像端庄挺拔的造型是清宫尤

其是康熙时期流行的造型样式；佛像衣饰是清宫流行的标准范式；佛像

台座与背光的形式普遍流行于清宫，而它们采用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亦

为清宫擅长的工艺技术；佛像周身和背光上镶嵌的各色宝石更是宫廷艺

术雍容华贵的真实体现。北京雍和宫和承德外八庙等地也保存有铜胎掐

丝珐琅制作的佛像，但仅有数尊而已，数量十分有限，足见此类造像珍

稀难得。其中，雍和宫保存的一尊铜胎掐丝珐琅无量寿佛像台座上刻有

“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铭文，清晰地标明造像的准确年代和产地，毫

无疑问它为现身东正乃至其他清代铜胎掐丝珐琅造像的年代和产地提供

了重要依据。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判定此像为一尊典型的清代乾隆宫廷制

作的无量寿佛像。但在现知同等材质和工艺的乾隆宫廷无量寿佛造像

中，此像在体量、造型、装饰、工艺上明显优胜一筹，体量超常，造型

优美，装饰繁复，工艺讲究，远非其他几尊造像可比，堪称乾隆宫廷铜

胎掐丝珐琅造像中的精品和绝品。 

  另外，此像躯体修长，姿态挺拔，比起一般乾隆宫廷造像的体态明

显舒展优美；面部刻画细腻生动，眼睛和嘴唇的刻画尤为形象，亦比一

般乾隆宫廷造像的面相显得庄严美妙。这些优胜的特征似乎吸收了清代

喀而喀蒙古造像的量度和对形象的精细表现，又似乎源自康熙造像的风

格样式和注重细节的表现手法。如此来看，此像在立足于乾隆宫廷艺术

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从而展现出更加绚烂多彩的宫

廷艺术风貌。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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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996年购于苏黎世，维纳与皮特·施奈尔旧藏

纽约佳士得，2010年3月23日，第218号

香港苏富比，2011年10月5日，第1974号

出版：《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佛韵——造像艺术集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38页

展览：「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展，西藏博物馆，2012年7月25日

至9月25日

说明：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阿弥陀，意译为无量寿、无量光。

唯密教则以阿弥陀佛之应化身为无量光佛，其报身为无量寿

佛。在藏传佛教中，他既为西方极乐世界之教主，又是可以

赐予众生今生世寿幸福之佛，因此对其信仰极为普遍。无量

寿佛、白度母、尊胜佛母并称为藏传佛教长寿三尊，福寿吉

祥的象征，常用于祝寿场合，以祈求延寿增福。满清皇室崇

信藏传佛像，为了满足朝拜的需要，紫禁城乃至各地行宫内

均修建有大大小小的皇家庙宇或佛堂，内供奉着各种不同尺

寸、材质的佛像，如此件造像有别于一般所见的铜鎏金材

质，是加上了掐丝珐琅工艺的无量寿佛，十分珍罕。

佛尊双手施禅定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上，掌心托长寿甘露宝

瓶，瓶上现象征佛、法、僧三宝的三颗摩尼宝珠，着菩萨

装，头戴五叶宝冠，缀耳铛，颊颐丰满，鼻梁方正，嘴角含

笑，神情安祥，具有明显的宫廷造像特点。上身袒裸，下身

着长裙，双肩及臂部披落帔帛，挂项鬘，戴臂钏、手镯、脚

镯，连珠细密，通身镶嵌石榴石、松石、小米珠等为饰。造

像之面相及肉身保留铜鎏金之部份，而掐丝珐琅主要装饰

背光及莲座。莲台为仰覆莲，莲叶心为白色和粉色、叶部为

绿色，莲蕊为明黄色，色彩纯正，表面光滑，代表了乾隆中

期的技术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纹饰中的莲纹大多用较为名贵

的粉色珐琅料填就，据王世襄先生考据的《照金塔式样成造

法珐琅塔一座销算底册》中曾有：「配粉红色七斤八两，每

斤用金叶五分。」之记载，可见此种釉料的名贵，非皇家

御用不可亲为。乾隆皇帝时期，不仅烧成的珐琅器需要钦

审（《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乾隆元年(1736)三月

初十日:「太监毛团传旨:将珐琅活计持进内廷联看烧造。钦

此。」）而且皇帝本人对珐琅器制作技术也相对精通（《造

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八年(1743)八月十一日:「太监

胡世杰传旨:邓八格成做活计甚属粗糙亦不坚固，交怡亲王海

望申伤。概铜不净之固，嗣后著用净铜。」）并且为确保珐

琅器的质量，乾隆帝对珐琅作人员会给予奖惩。这一切均使

掐丝珐琅器从各个方面达到巅峰。而将铜胎珐琅大量用于佛

教中也是乾隆中期才出现的。尤其是每当乾隆帝及其母亲孝

宪皇太后整十的生日时，清宫造办处、广东粤海关都会奉旨

制作以祝寿为主题的造像，如无量寿佛、尊胜佛母、白度母

等，尤其是九尊或九的倍数的无量寿佛最为常见，有时一次

铸造多达数千尊之多。这件无量寿佛主要是通过掐丝珐琅背

光和莲台来寻求变化，受当时技术和成本的限制，不可能制

作太多，属于其中的珍品。背光是六拏具的印度样式。仔细

观察能够发现，清宫在制作六拏具背光时，对于印度模式作

了变化，加上了很多汉地的因素。如龙神和童子变化了褒衣

博带的汉装，栏檐上的双摩羯鱼变化成了腾龙的形象，给这

件作品增添了很多趣味。整器鎏金明亮，打磨细致，装饰繁

缛，釉彩华美，品相完美，将两种不同的工艺装饰于一尊造

像，体现出乾隆时期富丽堂皇的宫廷艺术特点。

此件作品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最早于1996年收购于苏黎

世，为维纳与皮特·施奈尔旧藏；后于纽约佳士得2010年3月23

日上拍，编号218；并于2011年10月5日，再度于香港苏富比

上拍，编号1974。除此之外，其于2012年7月25日至9月25日

借展西藏博物馆举办的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大展，同时也

出版目录编号208。相类藏品数量稀少，原属Berti Aschmann

基金会旧藏，现藏于苏黎世莱特博格博物馆有一尊同类藏品

（如图），并收录于其所出版的图册内，编号34。另有一尊

无量寿佛其衣袍、发冠及长方形底座皆为掐丝珐琅制，可参

见《雍和宫佛像宝典》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48页；还有

一尊现藏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8世纪的弥勒菩萨，虽未施

珐琅工艺，然而背光及整体造型皆同本品相类，可参见喜马

拉雅艺术资源网站，编号77539。整器做工规整，雍容端庄，

彰显出无上的皇家气势。

参阅：《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 ·（上）》，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年，页213，图96

《清宫秘藏 · 承德避暑山庄藏传佛教文物特展图录》，台北，

1999年

A MAGNIFICENT GILT-COPPER,CLOISONNE  FIGURE OF 
AMITAYU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31 cm
RMB 8,000,000-10,000,000

苏黎世莱特博格博物馆《佛韵——造像艺术集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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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瓷胎洋彩描金无量寿佛

来源：伦敦佳士得，2009年11月6日，编号105

巴黎苏富比，2010年12月16日，编号196

说明： 无量寿佛是清宫佛堂供奉的重点内容。无论是西藏还是汉

地，均崇信无量寿佛即西方极乐净土，供奉无量寿佛是一个

永恒的主题，也是当时社会各阶层所信仰的主题。乾隆帝对

无量寿佛的崇信远远超过历代诸帝，乾隆帝在乾隆十七年

（1752年）所刻的《永佑寺碑文》中曾写道：「我皇祖圣祖

仁皇帝（康熙），以无量寿佛示现转轮王，福慧威神。」将

祖父康熙帝比作「无量寿佛示现转轮圣王」，并且据《大清

会典》卷九十八「中正殿」 条记：「每月二十七、二十八

日、二十九日以三十四人在中正殿唪无量寿佛经。皇太后万

寿圣节, 以三十六人在中正殿唪无量寿佛经十日。皇帝万寿

圣节以三十六人在中正殿唪无量寿佛经十日。」根据《国朝

宫史》的记载，乾隆帝为孝圣宪皇太后的万寿节献的贺礼

中，无量寿佛的数量巨大。以二十六年皇太后70万寿为例，

乾隆帝每日献寿礼叫「九九」。第一天进无量寿佛900尊，第

二天进擦擦无量寿佛9000尊，第三天进各种质地的佛像108

尊。由于这些佛像均是以九的倍数出现，故称「九九」取吉

利数字。乾隆禅让成为太上皇以后，亦曾在新寝宫养性殿设

立秘密小佛堂，尤重供奉无量寿佛，在《万寿山大报恩延寿

寺题记》语：「圣寿本无量，更有无量加，无量复无边，

万万千千多」，他于宫中所建的无量寿佛堂更是数不胜数，

有的是单独的无量寿佛殿，有的于佛殿中另辟无量寿佛堂，

除中正殿外，宫中还有香云亭里挂供的《阿弥陀佛极乐世

界》唐卡、成若馆无量寿佛殿、雨花阁里的无量殿「西方极

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养心殿无量寿佛塔、重华宫西

方极乐世界等。宫外还有大量的供奉无量寿佛的寺庙，如乾

隆十一年（1746年）为圣母修建阐福寺「极乐世界」，乾隆

三十五年为自己的六十大寿在极乐世界北建楼以供内外王公

大臣所进献之无量寿佛万尊，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为乾

隆祝六十万寿及孝圣宪皇太后八十万寿，在热河建普陀宗乘

之庙内建「极乐世界」和千佛阁庋藏各地进献的无量寿佛。

本尊即为安置于北京或承德的皇家寺庙中供奉所用之无量

寿佛。面部长圆，头带五叶宝冠，披发垂肩，宝缯飘拂于

耳际，法相庄严，跏趺坐式，双手结禅定印捧赭石红色宝

瓶。上身着浅绿色的披帛绘明黄梅花点纹，天衣帛带，下身

着两层裙裳，衣纹起伏流畅，身体裸露处遍施金彩。胸前佩

璎珞，手钏、臂钏描绘精细。下承粉彩莲花座，绘仰覆莲

纹，勾画细致。无量寿佛手中宝瓶、莲花座均分段烧造，莲

花座以榫卯结构与坐像接合，设计巧妙，工艺精湛绝伦。因

佛像成形复杂，烧造难成，尤其面部神态及衣褶细部之处理

尤难胜任。在模制成形后运用雕塑、驳接等技法加以装饰，

处处需要异常审慎。彩绘佛像前后多次入窑方成，烧造当中

极容易变形疵裂。故而清宫的瓷制藏传佛像，必然出自御窑

厂之手，并且每逢皇帝「万寿节」便会敦促烧造。由于造价

昂贵，这些佛像一般生产数量很少。通常为九尊、十八尊居

多。虽然九尊一时烧成，多用粉彩，以衬托其华丽的效果，

但并不呆板，端庄华丽中又蕴含变化。有《清档》可循：

「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九江关监督伊龄阿奏为六十万

寿大庆烧造成功二尺以上无量寿佛九尊及佛八十一尊事」

（卷十·第212页）。且本尊莲座内松石绿地之上可见题识数字

「三」，无独有偶的是四川博物院藏，于1957年由故宫博物

院调拨的金地粉彩佛像，其形制以及题材与本尊相类，底座

内有墨迹题识「五」，清晰可辨，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

作活计档」「乾隆四十五年油木作，章嘉呼图克图拟供佛释

趣牟尼、阿弥陀, 奉旨:将佛五尊着喇嘛画样呈览。」可见烧

造数量及要求皆需皇帝本人亲自御览准奏方可烧造。在九尊

一组中，每一尊的袈裟颜色不同，以示区别，通常以粉色、

大红色、嫩绿色、金色、咖啡色、黄色、浅蓝色、橙色、紫

色等表现袈裟的颜色，或以莲座上莲瓣的颜色不同相区别，

九尊一组排列在一起，供奉在佛堂中，色彩或柔和、或艳

丽；或华贵，或平淡，令人赞叹不已。这种瓷无量寿佛腹部

中空，作为往无量寿佛佛腹腔内装藏使用。整个造像由三部

分烧成，身体是一部分，手里捧的盛有长寿甘露的宝瓶虽然

很小的配件，但通常都是单烧，然后插到佛的手中。底座都

是单烧，接近圆形，中空，当它供在龛内或匣内，甚至直接

供在桌上时，底下都会鼓出的圆墩，隆起不高，正好将其座

套入，以加强其稳固性。

这种尺寸较大的瓷制无量寿佛是相当珍贵的，分段烧造的粉

彩无量寿佛尤其罕见，且大多早年即已流散或遭损毁，存世

稀少，除四川省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亦有收藏粉彩无量

寿佛。另如纽约苏富比1985年6月4日胡惠春藏品专拍第70

号拍品、香港佳士得2002年10月28日第851号拍品，均宝相

庄严，施彩华贵。另有一些尺寸较小的，如一尊由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先生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香港佳士得2000

年10月31日，Hellene Terrien收藏, lot.924，（高15.9厘米）；

《清代瓷器鉴赏》，第177页，编号232，（高18厘米），均

可兹比较。

参阅：《清宫藏藏传佛教文物》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清代瓷器鉴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编

号232

A GILT-DECORATED FAMILLE-ROSE-ENAMELED FIGURE OF 
AMITAYU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29 cm
RMB 6,000,000-8,000,000

《清代瓷器鉴赏》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编号232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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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托寿字六方贯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此种六方尊为乾隆朝创烧且独有的御窑青花品种。多成对陈

设于宫殿之中，其庄重威严的气势，严谨而创新的工艺，展

现出乾隆王朝的宫廷风貌。现在一件清宫旧藏之品仍陈设于

故宫漱芳斋多宝阁之内。据《清档》记载，“乾隆七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唐英将照样烧造得青花白地双耳六方花尊改款

式耳子四件，并样一件送京呈进”，品种即为此类品种。六

方器形采用拼接法烧造，制作难度较大。

本品呈六方形，撇口，长颈，颈部饰对称的双贯耳，折肩，

圈足，造型庄重。通体青花装饰，满绘什锦花卉纹，口沿饰

一周回纹及花卉纹，颈部饰海水纹，双贯耳亦绘花卉纹，肩

部及腹部均绘缠枝花卉纹，以青花弦纹相隔，近足处绘花卉

纹。整体纹饰层次清晰，青花发色标准，画工精细。乾隆时

期官窑青花立器中有一些器物造型、规格相似，但纹饰的组

合不同，此器成色稳定，光润莹泽，浑厚古朴之中见巧丽，

伟岸之中见俊秀，器物端庄高雅，正是“参古今之式，动以

新意备储巧妙”。

本品以线条硬朗造型方正而著称，为乾隆朝独有之器型，存

世罕少。撇口方直，取意自古铜尊彝的浑朴造型，制作规整

而未见变形，工艺难度很大，其纹饰自上而下繁密铺陈。主

题纹样采用什锦花卉来表现，以折肩纹分界线，上下两部

分互相呼应。乾隆御窑厂摹制贯耳瓶式样以六方、倭角为常

见，造型来源于清宫内府珍藏之宋官窑弦纹贯耳瓶。瓷瓶造

型古朴，然一改常见的细碎繁密之缠枝莲风格，予人耳目一

新。虽曰人工，宛若天成，宋人意趣，尽在其中。若插饰寒

梅碧桃，满室清新。既具古韵，又添新意，堪称珍品。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十二屏》之“倚

塌观雀”图窥知，此式瓶应为清宫陈设花器。上图中，美人

坐榻床上，身后即摆置一官釉贯耳瓶，上插翠枝妍花，其状

甚茂，器底以镂空木座套之。其瓶花之态恰合文人一贯之雅

致要求，正如袁宏道在《瓶史 · 瓶花之宜》中所云：“大率

插花，须要花与瓶称，花高于瓶四五寸则可，如瓶高二尺，

肚大下实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须折斜冗花枝，铺撒左

右，覆瓶两旁之半则雅。”雍正、乾隆二帝深谙花道，钟情

至深，让宋明文人雅致的花事一直在宫里流传，处处为范，

由此贯耳瓶可证之一二也。

参阅：《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38页

《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清代官窑瓷器》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年，第113页

《天津博物馆藏瓷》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图184

《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载，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唐英将

照样烧造得青花白地双耳六方花尊改款式耳子四件，并样一

件送京呈进。

A RARE BLUE AND WHITE HEXAONAL VAS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46 cm

RMB 2,000,000-3,000,000

《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清代官窑瓷器》

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

《天津博物馆藏瓷》

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图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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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  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瓜棱石榴尊

AN EXTREMELY RARE AND EXCEPTIONALLY LARGE 
COPPER-RED-DECORATED JAR， SHILIUZUN
Ming Dynasty， HongWu Period

H:51 cm

RMB 12,000,000-15,000,000

155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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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  寿山石雕太狮少狮钮方印

印文：养正书屋

说明：清廷历代皇帝的宝玺中，除代表帝后权力的宝玺外，其余多

为皇帝平时钤诸御笔、品鉴书画、收藏玩赏的各类宝玺。这

些宝玺亦可统称为皇帝闲章。清代皇帝的闲章，是当时社会

文人意趣在宫廷中的反映。此一时期文风浓厚，其书画作品

强调书、画、印三者相结合，崇尚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清廷

统治者自然而然的对刻制各类闲章宝玺兴致浓厚。这些印章

成为抒情达意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把反映自己内心

世界的语句，通过篆刻的印章，与赏玩的书法绘画相结合，

从而达到其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赏玩的闲章更多的则成

为表达皇帝本人的人生追求和思想情趣的载体。

宝玺按其内容和用途大抵可分为：年号玺、宫殿玺、收藏

玺、鉴赏玺、铭言吉语玺、诗词玺以及花押等。本品即为

清道光时期寿山石所雕制的宝玺，质地细腻，色泽倾黄，

兼有红色沁，光润明艳，包浆圆融。印身光素整洁，上雕双

狮作钮，一狮匍匐独立，一狮扭身卷尾，身躯颇具动感，鬃

毛刻划写实，表情传神，体现了儒家「言传身教」、「以身

作则」的精神传统。其下以阳文呈现「养正书屋」四字篆

款。清代为寿山石开采和雕刻的高峰时期，「明崇祯末，有

布政谢在杭尝称寿山石甚美，堪饰什器。其品以艾叶绿为第

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红又次之。然未之见也。久之，

有寿山寺僧于春雨后从溪涧中拾文石数角，往往摩作印，温

润无象，故名不大着。至康熙戊申，闽县陈公子越山，忽赍

粮采石山中，得妙石最多，载至京师售千金。每石两辄估其

等差，而数倍其值，甚有直至十倍者。自康亲王恢闽以来，

凡将军督抚，下至游宦兹土者，争相寻觅。」随着寿山石知

名度的提升，通过地方官员的进献进入宫廷，成为宫廷雕刻

的原材料之一。此方「养正书屋」玺采用红白相间的寿山石

制作，是清代典型的寿山石印材。印钮上的双狮大胆夸张，

筋力遒健，给人以活力灵动之感。毛发处行刀流畅，生动写

实，神态栩栩如生，具有宫廷张扬华茂之气象，显然是由造

办处工匠依照皇帝喜好所雕琢。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故宫博

物院所藏的道光时期的印钮雕刻风格相一致。美石与巧工相

辅相成，显示出清代宫廷寿山石雕刻的水平。

养正书屋是道光皇帝最敬重之所，是其父嘉庆皇帝于旻宁潜

邸之时，丙辰年皇考御书赐予其在园中读书之处的匾额。取

《易经》「蒙以养正」之意，「蒙以养正圣功」、「育德

者养正之功」意思是从蒙昧时期就要修养正道。道光三年

(1823)，道光皇帝幸圆明园后，道光皇帝命人先将此匾移挂置

圆明园奉三无私殿之西二楹处，道光十一年(1831)，慎德堂

建成后，又将其移至慎德堂内，为此道光皇帝曾作诗一首：

「赐额依然地不同，承恩继统惕子衷，一言以蔽母违正，百

度惟贞在用中。日映松窗增煦育，雪余石径助玲珑，时光卅

六何其速，触目含辛仰碧空」。养正书屋内部装饰非常有特

色，道光皇帝将自己喜爱之物皆陈列于此。道光皇帝「讳曼

宁，仁宗次子，……有圣德，神智内足，天表挺奇，宸仪协

度，颀身隆准，玉理珠衡」；「幼好学，从编修秦承业，检

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

徐颈朝夕讲论」。由此可见道光皇帝是在十分良好的宫廷环

境中生活长大的，按照宫中旧制，饮食起居习文演武，嘉庆

二十五年九月「即正尊位」后，力图振兴大清王朝。他「勤

于政事，披览章奏，常至夜分。」为改变当时的经济状况，

道光皇帝提出「澄源节流，搏节糜费」的主张，1831年在

「慎德堂」建成之际，道光皇帝创作了《慎德堂记》，文中

反复强调了修建「慎德堂」的目的：「崇俭去奢，慎脩思

永，孰不知所当然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士大夫犹患

其位，不期骄而骄，禄不期侈而侈，膺天命绍大统者，可不

兢兢焉？惴惴焉？」

将节俭、修身、图治联系起来，慎德堂内的养正书屋为道光

皇帝读书、习字之所，道光皇帝长期居住于此，其曽于道光

四年刊印的《养正书屋诗文全集》，收录了其做皇子时的诗

文2926篇，「养正书屋」亦被道光皇帝刻成铭章留名后世。

这样看来，养正书屋与道光时期的政治活动和诸多文事活动

密不可分，彰显出此地在道光时期宫廷文化中的重要性，尤

其是作为道光皇帝挥毫染翰之所，又存与其父嘉庆皇帝的孺

慕之情，用「养正书屋」之名刻制相应的玺印钤诸御笔之

上，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现存圆明园之道光皇帝绮春园射柳图，最后钤印有「养正

书屋」四字篆书款，或可与本品相互印证。就此画之题跋

来看，显示其印文于「癸未（道光三年，1823年）季春」

跋印，此玺大抵为道光皇帝承恩继统之初琢刻，彼时天下承

平日久，虽国运衰微，但仍未遭列强侵略，道光皇帝尚有范

示儿孙射柳之闲情，其琢刻「养正书屋」玺印除承圣蒙恩之

外，更是希望以此为儿孙立范。那是这个庞大帝国最后的余

晖，当时写下「柳外轻尘静，楼端霁色分」的心境与安宁将

在不久的将来打破，迎来历史必然之轮回。

参阅：圆明园藏《道光帝绮春园射柳图》卷尾白印

A RARE AND IMPERIAL SHOUSHAN SOAPSTONE 'YANGZHENG 
SHUWU' SEAL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4.5×4.5×6 cm
RMB 800,000-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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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莲耳活环莲瓣八吉祥洗

来源：伦敦佳士得，2011年11月8日，编号126

说明：此洗为上好的新疆和籽料雕就，材质硕大，局部略有黄皮及

瑕绺，然而瑕不掩瑜，玉质甚佳，温润如脂，冰肌玉骨，蕴

光莹采。整器为圆形，直口、深腹、圜底，底承四如意云足

外撇。器身两侧透雕双莲并蒂为耳，其上两只喜鹊相向相

对，耳下套以活环。洗内底中心以浅浮雕装饰，亦雕琢双莲

并蒂纹样，莲花盛放，妩媚相依，莲叶田田，亭亭而立。外

壁以去地隐起之法雕琢莲瓣纹开光，其内浮雕八宝吉祥纹，

依次为“宝轮、宝螺、宝伞、盘长、莲花、宝瓶、双鱼、胜

利幢。”其源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追溯到唐代，

与密宗东传息息相关。此八种不同的吉祥物，包含八种不同

寓意，北京雍和宫法物既明册曰：“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

音吉祥之谓；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谓；宝伞，佛

说张弛自如曲覆众生之谓；白盖，佛说偏覆三千净一切药之

谓；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谓；宝瓶，佛说福智圆

满具完无漏之谓；金鱼，佛说坚固活泼解脱坏劫之谓；盘

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为藏传佛教传统吉祥纹

样。有趣的是，两组八宝图案中间，兼有如意福纹之象形寿

字和囍字，整器的图案和寓意可证其为皇帝大婚之时用器，

但如本品体积之大则甚为鲜见。

八吉祥图案的传入是随着藏传佛教自13 世纪起传入内地开

始兴起。其时西藏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于至元

六年，被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 并奉为帝师， 领宣政

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至明清两代，藏传佛教对

宫廷的影响并未消失，尤其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藏传佛教中

的喇嘛教为国教，清太宗将“兴黄安蒙”定为基本国策 ，

即一方面用武力扩展势力，另一方面就开始利用藏传佛教的

影响稳固政权。崇德四年就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

德七年十月己亥，图白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

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

远门迎之”。至乾隆一朝，其尊奉黄教的目的在乾隆五十七

年撰写的《喇嘛说》中表达明确，“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

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馅敬番

僧也。……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

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在此认知的基础上，

博闻强记的乾隆皇帝以“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

又明其理，然后可。”并认为想要利用宗教治理国家，需要

先了解宗教的底蕴，“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

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

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在此种思潮的引领下，加之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格外尊崇，

这一时期八吉祥图案在清乾隆一朝大为兴盛，且精且美。养

心殿造办处档案中有不少关于八吉祥纹样制作的详细记载，

如“乾隆三年… … 催总白世秀来说， 太监高玉交… … 宣

窑八吉祥挠碗一件”；“乾隆十年，七月初十日首领张斌来

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盆八吉祥一件。传旨将八吉祥摆法照

先年摆的轮螺伞盖花罐鱼肠一样改换， 其余收什（ 拾） 。

钦此。”由此可见此时八吉祥纹样之运用广泛，涉猎品类亦

多。而雕琢在如本品之大婚用器皿之上，则更添吉祥之寓

意。

本品体积硕大，玉料精美，如此体量的和阗籽料雕琢成器，

是清代乾隆一朝国力强盛之体现，乾隆二十四年对回疆准葛

尔部动乱的平定，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阻碍玉器发展的原料

问题。据道光元年堂抄载：“新疆平定后，和田、叶尔羌一

处，每年进到玉子四千余斛”。 自此和田玉玉贡开始源源

不断地运往北京。对此，乾隆皇帝非常得意，在御制《和阗

玉》诗中写道：“和阗昔于阗，出玉素所称，不知何以出，

今乃悉情形。”并说：“回城定全部，和阗驻我兵，其河人

常至，随取皆瑶琼。”由此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和田玉的开

采，主要直供宫廷使用，玉料的丰沛催生了体量硕大、工艺

精美的陈设用玉。其时玉器作坊遍布全国各地，但以京师的

养心殿造办处玉作和苏州、扬州最为著名，特别是苏州的专

诸巷，名工荟萃，工艺精湛。乾隆皇帝亦曾盛赞：“相质制

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这时的玉器在造型、琢磨等

风格特点上，可用“精”、“细”二字来概括，雕琢的技术

要求非常严格，并将传统的阴刻、阳文、浮雕、镂雕等技术

发挥得淋漓尽致。要求雕琢器形的轮廓规整，纹饰清晰的同

时，手感圆滑，触之不见棱角，此时精美的玉雕无论是在数

量上及材质上，历朝各代都莫为其能。

本品即为乾隆玉雕的翘楚之作，治艺精美绝伦，制作技法精

湛，综合运用去地隐起、透雕、浅阴线等多种技法，结构考

究，布局有秩，掏膛规整。雕琢娴熟自如，线条流畅，去地

平整，纹样立体感强，极富装饰效果，彰显了制玉匠人卓越

深功的雕琢功力。良材美质，佳器天成，加以精妙雕工，乾

隆一朝玉器之雍容华美，尽显于此。本品源自英国古老的家

族私人旧藏，同类婚洗，材质及体量皆不如本品。如北京故

宫博物院藏一只装饰有佛教题材，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

珍品全集·玉器》，2002年，第141页，编号115；另一只尺寸

略小但是也为莲花造型的可参见《中国玉器全集》第84页，

编号129。

参阅：《中国玉器全集·卷6清》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

A SUPERB PALE WHITE JADE 'LOTUS' MARRIAGE BOWL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D:14.5 cm
RMB 2,000,000-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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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瑞兽香薰

记录：《Oriental Works of Art》Lot 32, Gerard Hawthorn Ltd.

 1999年6月26日

说明：此瑞兽掐丝珐琅制，背有小盖，腹中空，因此可做香薰使

用。形似狮，足为爪形，头生双角，其似狮的造型因古人认

为狮虎凶猛，可除凶祟，遂将多种动物的特点通过夸张的手

法融合在一起，塑造成符合人们理想意愿中威猛神兽之造

型。狮子的传入和被称为「狮子」是在汉代，《后汉书·章

帝纪》:「章和元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狮子。」记载了

第一头狮子进入中原是在公元87年，这是关于狮子传入的最

早记载。但从西汉元帝渭陵出土的两件狮形玉辟邪看，狮子

的形象最迟在汉元帝时就传入中原，这种神秘的瑞兽从西亚

和中亚地区传入，作为珍稀动物以皇家贡品的形式养在帝王

宫苑中。而民间工匠多未亲见狮子形态，故而汉代之时，匠

人多据别人口传描述而作，并融入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趣，从

而形成了似狮瑞兽的形象。至有清一代，乾隆一朝慕古之

风颇盛，于是在原有汉代似狮形的瑞兽基础之上，遵从典籍

所载，又赋予辟邪部分「似麒」的特征，进而赋予其祥瑞的

属性。

这件清乾隆时期的御制铜胎掐丝内填珐琅瑞兽香薰，釉质明

亮通透，颜色纯正。兽身整体以铜为胎，圆雕立体兽型，蹲

踞之姿，气势昂扬，首生双角，贴服于脑后，张口露齿，双

目圆睁，四足抓地，指爪犀利，四肢强劲有力，背脊作凸棱

状排列划一，躯体健壮圆浑、直立挺拔，肌骨精准饱满、毛

发繁密整齐，披于身后。通体采用掐丝工艺，浅蓝色珐琅釉

为地，腹部以白色珐琅釉填饰，通体以极细密的铜丝镶嵌表

示兽毛，线条流畅，一丝不苟。背部鬃发、眉、角、耳、

爪、尾皆用鎏金铜装饰，并用纤细的刻纹表现，刻划甚为细

腻，沉稳华贵，富丽堂皇。

清初内廷武英殿设「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与养心殿「造

办处」合并。掐丝珐琅器以清代乾隆时期珐琅料配方来看，

需先将马牙石、定粉、盆硝、硼砂、砒霜、紫石等原料经粉

碎混合后装入炉中，在130 ℃左右的高温条件下使各种原料完

全熔融为液态。再待其冷却之后将其研磨成粉末状，用水调

制后，根据珐琅器物纹饰的需要填涂在珐琅器铜胎某一位置

上，这一过程称为点蓝。之后将点蓝的铜胎放入炉中进行煅

烧，称为烧蓝。一般的掐丝珐琅器大多都要经过三次点蓝、

烧蓝的过程，再进行磨光。其工艺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因受其工艺限制，人物与动物的制造难度是最高的。动物造

形的珐琅器出现于明晚期，大多为香薰或陈设器，清代珐琅

器在继承明代的传统上，结合多种技法并有所创新。乾隆时

期的珐琅器制作最为繁荣，做工超越了明代。但乾隆皇帝对

古风颇为青睐，对前朝之经典器形多有继承和模仿，如本品

之造型，即为继承明代瑞兽香薰之形制，参见《故宫博物院

藏品大系·珐琅器编1》紫禁城出版社，第279页，编号150，

但本器在造型及工艺上更胜一筹，因乾隆皇帝时期，不仅烧

成的珐琅器需要钦审（《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乾

隆元年(1736)三月初十日:「太监毛团传旨:将珐琅活计持进

内廷联看烧造。钦此。」）而且皇帝本人对珐琅器制作技术

也相对精通（《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八年(1743)

八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邓八格成做活计甚属粗糙亦

不坚固，交怡亲王海望申伤。概铜不净之固，嗣后著用净

铜。」）并且为确保珐琅器的质量，乾隆帝对珐琅作人员会

给予奖惩。这一切均使掐丝珐琅器从各个方面达到巅峰。另

一件立狮藏品可参见1985年出版的《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

国景泰蓝》，图327。以圆雕瑞兽为掐丝珐琅香薰大多为独

角的甪端或獬豸等，双角之瑞兽较为少见。而对动物造型的

模仿正是《周易》里提到的「制器尚象」的造物观念。《易

传·系辞上》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

动，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制器尚象」即

通过对自然事物造型及神韵的模仿，来表达借助自然之力避

邪、崇拜、吉祥等愿祝。整器拙古沉稳，器型端正，严谨法

度，设色和谐，圆雕的器形足显高超之技艺，将自然形态和

实用功能结合得十分巧妙，雄俊生动又不失庄重秀美，透过

瑞兽的表情和神态可感知其威仪庄重的皇家气势。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1》紫禁城出版社，2011

年，第279页，编号150

《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图327

《The Minor Arts of China Ⅱ》Spink&Son Ltd 第69页，图 140

A RARE CLOISONNE AND CHAMPLEVE ENAMEL BEAST 
INCENSE BURNER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16.5 cm
RMB 1,500,000-1,800,000

《The Minor Arts of China Ⅱ》

Spink&Son Ltd 第69页，图 140

《Oriental Works of Art》

Lot 32, Gerard Hawthorn Ltd. 199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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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紫檀束腰内翻马蹄小条案

说明：此桌通体为紫檀木制作，桌面攒框镶板心，侧面冰盘沿，面下浮雕回纹束腰，上下

有托腮，牙板下沿亦雕刻回纹，牙子与方材马蹄腿以抱肩榫拍合，直腿内翻马蹄

足，纹样内部再铲一层，故而成凹凸之线，精妙非常。桌案家具大体分为有束腰和

无束腰两种类型。但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方桌，圆桌，长方桌，炕桌，炕几，

平头案，翘头案，架几案等、

清代宫廷家具，主要为配置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以及各地行宫而特别制作，

大多选拔来自广东、江苏一带，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在皇帝的直接参与下精心

制作而成。清宫廷家具制作，除拥有精选的能工巧匠外，还有一个民间家具无法比

拟的得天独厚条件，即木工工艺与造办处的其它各“作”，如“雕作”、“錾花

作”、“镶嵌作”、“镀金作”、“漆作”、“牙作”工艺结合，形成了清代宫廷

家具造型庄重、气势不凡、形式上富于变化的主要特征。紫檀以其珍稀和无可比拟

的质感色泽受到清代皇家的喜爱。历来有“紫檀无大料，十檀九空”等说法，而清

代宫廷紫檀家具用料奢华，非民间家具所能比拟。

紫檀大体反应了明清时段的风格，从明代末期至清代康熙时期，这一时段生产的宫

廷家具，做工精湛，造型美观，简练舒展，线条流畅，稳重大方，被誉为代表明代

优秀风格的明式家具。清雍正至嘉庆年间，正处于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各项

民族手工艺有很大的提高，由于黄花梨木的过度开采，来源枯竭，质地坚硬的紫檀

木材形成时尚，这一时期生产的家具，工艺精湛，装饰性强，显示出雍容华贵，富

丽堂皇的艺术效果，被誉为代表清代优秀风格的清式家具。

紫檀木的生长范围很小，而且它的生长期是漫长的，要经过数百年才能生成大料，

这是其他植物难以比拟的，再有，由于生长期之长，使得它不仅纹理细密，木质甚

坚。而且它的比重超过了水，入水即沉。这也是其他木种难以比拟的。

参阅：《故宫收藏-紫檀家具》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第154页

A ZITAN RECTANGULAR ALTAT TABL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16×38×82 cm
RMB 1,500,000-2,000,000

《故宫收藏-紫檀家具》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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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缂丝玉堂富贵图挂屏（一对）

说明：此对缂丝花鸟图以古旧米黄色为地，其上编织洞石花鸟。一

幅其上缂织嶙峋山石，一株山茶倚石而生，枝干遒劲，迎风

而动，一展“嫩碧浅轻态，幽香闲澹姿”。山茶花旁菊花金

蕊流霜，又有翠草丛丛，一只雀鸟展翅欲来，甚为可爱。另

一幅则绘石侧盛开牡丹、兰花等花卉，花团锦簇，枝叶繁

茂，一对小鸟在花间嬉戏，栖立枝头。此挂屏色彩淡雅，纹

饰精美，具有清晰立体感。整器画风闲适优雅，线条简洁

流畅，画面中很有一种构成之美。整景通过娇放的牡丹，兰

花营造出一个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的空间，又在画面上部留

出适当的空隙，以留白之法构图，使之画面疏朗有致。小鸟

仿佛在亲昵私语，一只似乎被娇美的花卉吸引，回望而视，

仿佛是有灵性有情感。整副画面均以缂丝工艺完成，未加点

染，瑞鸟神情精妙，具有典型清代风格，实为上品，宫廷气

息浓郁。

缂丝织造工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它最早起源于汉代

缂毛，历经唐、宋、元日趋发展成熟，及至明、清两代走向辉

煌。缂丝，又作：刻丝、克丝。它是一种运用“通经断纬”或

曰“通经回纬”技法织造而成的平纹织物。宋人庄绰在他的笔

记《鸡肋编》中这样描述：“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

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

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

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

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由于缂丝织造工

艺极为繁复耗时且费用昂贵，因此愈显其弥足珍贵，所以世有

“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缂丝是丝织工艺中最为高贵的品

种，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非普通人家可以承受，历来多

为皇家宝藏。此对缂丝图，尺幅不小，织工精细华丽，当属皇

家之制。

A PAIR OF KESI IMMORTALS PANEL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42.5×90 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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