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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  白玉福禄童子

A WHITE JADE BOY ON A GOURD CARVING
18th Century
H:6 cm

RMB 20,000-30,000

说明： 白玉雕福禄童子，玉质莹润，光滑细腻，雕琢童子葫芦，童子

伏于葫芦之上，其状憨爱，又浅浮雕蝙蝠翩飞于侧，取其谐音

“福”，葫芦取其“禄”，寓意多福多禄多子之意。此雕件置

于文房案头，为一小景，亦可把玩于手，取悦于心，陶冶情

操。整个雕刻手法细腻入微，孩童面部轮廓柔和，衣纹流畅，

形体饱满，皆生动表现了孩童形象特征，葫芦饱满圆润，惹人

喜爱，是件工艺材质俱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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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白玉羊

A WHITE JADE RAM 
Yuan Dynasty (1271-1368)
L: 6.8 cm

RMB 80,000-100,000

记录：北京翰海 2000年7月3日 Lot.1041

说明： 此器由白玉圆雕而成，质地温润绵密，局部带有棕黄沁色，古

朴自然。羊首微颔，额鼻线条流畅，双目凝眸，眼角出勾，耳

微微隆起，鼻孔微凸，起阳线刻画口唇，似坚实抿嘴状。粗长

双角微卷搭于背上，以圈圈螺纹为饰，弧度优美而不失力度。

身躯圆润厚实，四肢蜷伏于身下，蹄足细长，短尾乖巧下垂，

比例得当，娴静舒泰。中国玉器发展至宋代又进入了一个灿烂

的阶段，以中国传统纹饰和自然写实为主，更加细致地观察生

活，捕捉生活中美的情趣，描写生活中美的动态。本品造型

精准，没有过分的矫揉造作，工艺精湛写实，打磨光亮，质

地莹洁，表现出了羊特有的温顺，极为讨人喜爱。中国古代

“羊”、“祥”通假。西汉大儒董仲舒有云：“羊，祥也，故

吉礼用之。”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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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  白玉携琴访友诗文子冈牌

A WHITE JADE INSCRIBED PLAQUE WITH THE MARK OF "ZIGANG"
18th Century
4×4.5 cm

RMB 250,000-300,000

说明： 牌呈正方板片状，取材厚实，选用上等和阗籽玉雕琢，玉质洁

白凝润且光洁无瑕，予人柔美的视觉观感。两面雕工，正面额

首浮雕对头双凤鸟，下起阳线边框，边框内减地一层，平整的

地子上，复以压地隐起技法，浅浮雕“携琴访友图”。图中老

者面容慈爱，长须宽袍，仙风道骨，身后童子头扎双髻，怀抱

古琴，画面和谐生动。背面开光内琢填“子冈”款楷书诗文，

诗曰：“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诗文结体行笔

流畅，颇具笔墨韵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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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白玉龙钮押

A RARE AND FINE WHITE JADE DRAGON-KNOBBED SEAL 
Yuan Dynasty (1271-1368)
4.7×4×4.2 cm

RMB 200,000-300,000

说明： 本品白玉为质，温和润泽，通身散见黄褐色沁，包浆厚重。印方形，玉龙蹲踞

为钮，采用阴刻和镂空之法而成，躬身，低头，长髪后披，身躯细长，双爪前

置，后腿蹲立，呈蓄势待发状，似乎随时都可扑向前方之势。尾部分叉卷起，

中间一岐长而上冲並与顶头髪相接。元代玉器擅长透雕技法，口齿、鬃毛等有

多处穿孔，雕刻技艺高超；阴线简略修饰四肢、毛髮纹路，生动形象。

器下部为长方形，印面有剔地阳纹图记，阳刻一梵文种子字，刀法醇厚遒劲，

风格朴拙。元代崇奉密宗，种子字表示佛、菩萨等诸尊所说真言之梵字，乃真

言行者修字轮观时所观照者。因其具有“自一字可生多字，多字复可赅摄于一

字”之意，故称“种子”，含有引生、摄持之意。密教即以此理表示若了知一

法，即了知一切法；若了知一法空，即了知一切法空；若能于一字专注行观，

修诸行愿，即能于一切行愿皆得圆满。

 花押印，又称署押印，它是起源于宋代，盛行于元代的一种私印，将个人姓名

或字号经过草写，改变成一种图案，是古代文书契约上签字或代替签字的一种

符号。因蒙古人是在马上得天下的，一些将领根本不识字，就以盖押印代替批

阅公文。元末陶宗仪《辍耕录》第二卷《刻名印》一节中说：“今蒙古色目人

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

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此器龙钮，或为帝王之物。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玉器编5 唐宋辽金元》紫禁城出版社，第228页，图264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玉器编5 唐宋辽金元》

紫禁城出版社，第228页，图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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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留皮童子

A WHITE JADE BOY CARV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L:4 cm

RMB 80,000-120,000

说明： 本品以上好略带洒金留皮的羊脂白玉为材，巧雕童子戏鼓，童子

攀于圆鼓之上，一手持罄，一手握稻谷，稻谷以黄色留皮巧色，

二色相映甚是精彩。童子体形丰满肥硕，面部布局舒朗，五官

刻画逼真，线条简洁流畅。清代玉器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

祥”，童子寓意多子，手持稻谷、罄，攀与鼓上，寓意“吉庆有

余、五谷丰登”，作为对人们美好富足生活的愿景，是常见的吉

祥图案。整器形象生动可爱，细部刻划一丝不苟，打磨精细，抛

光讲究，光亮度好，乃上乘之作。

DA16090587C-3-p2-31－c3.indd   10-11 2016.10.25   5:02:06 PM



176
十八世纪  白玉杯

A FINE WHITE JADE CUP
18th Century
D:7.7 cm

RMB 200,000-260,000

说明： 本品为上等白玉雕琢而成，质地莹洁，色比凝脂，润若鲜荔。

其造型精巧，直口垂腹，口沿平整光滑，器壁打磨精细，底承

圆形浅圈足，线条劲挺，是为典型清代宫廷工艺。玉质滋润细

腻，光泽闪耀，如此良材美质，通体光素无纹，不着一刀，琢

磨圆润，柔美规矩，质朴谦恭而又带有盈盈宝气。正所谓良玉

弗琢，良材不雕是存“玉之五德”，以示蕴天地山川精气之大

器不琢，于冰肌玉骨之中彰显出良玉本身自然的精美，且器形

饱满，秀美雅致，凸显玉石自然之美及素简本质，实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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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桃形福寿盖盒

A WHITE JADE PEACH-SHAPED BOX AND COVER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D:7 cm

RMB 120,000-200,000

说明： 此盒以和田白玉雕成，通体葆光滢滢，整器摹桃实造型，造型圆中

带尖，宛若一个半剖的桃实，不中绳墨规矩而愈显栩栩如生，上下

起口相衔，咬合紧密，掏膛匀净，器璧甚薄，内壁打磨光洁细致，

颇具工艺难度。盒盖上雕镂枝蔓，玉叶环绕，缠绕缱绻，如初落

蒂，叶片舒展翻卷，叶脉分明，叶尖悬垂如水滴，巧妙雕出叶片之

阴阳向背，飘逸灵动。枝头逸出一朵小花初绽，花实小巧精致，巧

妙施以烤色，娇媚可爱。空中浅浮雕一灵蝠，圆眼尖喙，振翅而

飞，身躯、翅翼上有短细阴线及火焰状装饰，机敏生动，桃尖处亦

巧雕一灵蝠与之相对呼应。盖盒底部为卧足，文雅秀气，周身零星

施以烤色，为乾隆时期工艺典型特征之一。

桃自古便被赋予神秘吉祥的寓意，如《尹喜内传》：“老子西

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紫梨”。《神农本草经》就把桃

称为“玉桃，服之长生不死”。 张华所著的 《博物志》 则记载

了汉武帝宴见西王母食仙桃的故事，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

都确立了汉文化中仙桃指代长寿寓意。而蝙蝠则是中国古代传统

装饰图案，习俗运用“蝠”与“福”字的谐音，蝙蝠飞临更寓意

“进福”。整器蕴气温醇，器形洗练，线条有力，寓意福寿双

全，材美工精，格调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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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方形仿古纹盖盒

A WHITE JADE RECTANGULAR BOX AND COVER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6.8×5×5 cm

RMB 200,000-300,000

说明： 本品为白玉雕四方盖盒，以羊脂白玉为原料，玉色清润温

和，纯净无暇，一角略带金黄烤色，质地细腻通透，温润晶

莹。盖盒为子母口，严口紧密，棱角分明，造型极为规整，

壁面平滑，掏膛干净利落，去地平整，下承长方形高圈足。

整器打磨细腻光洁，线条简洁明快，落落大方，造型沉稳端

庄，古朴典雅，使玉石的质感美与造型美完美结合。盒身盖

面中间为如意云，四周琢卷草纹，侧面则为仿古金石纹样，

是以突显古朴大雅之气，配合盖盒呈凝油脂光泽，返璞归真

的纯净蕴含其中。此白玉四方盖盒无暇无络，品相全美，为

清代制玉的上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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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九如牌

A WHITE JADE "NINE RUYIS" PLAQUE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L:7.5 cm

RMB 300,000-450,000

说明： 白玉细腻温润，质地纯净，材质规整。额首及底部雕灵芝云

纹，牌面一侧雕刻如意童子，上书“太平人瑞”，一面刻九株

灵芝，书“九如”二字篆书。构图简练，雕琢规矩。其玉质

如凝脂，玻璃光泽明显。繁茂灵芝于其上，并以密阴线琢灵

芝之纹理，使之愈显饱满生动。灵芝因其菌盖表面有一轮云

状环纹，被称为“瑞徵”或“庆云”，故古往今来皆以之为

“如意”象徵。此牌琢有灵芝九朵並蒂，除却灵芝本身的祥瑞

寓意，更有“九如”一典，九如语出《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

保》，即：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

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荫、如南山之寿。本为祝颂人君之

语，后推而广之，泛指为祝寿之辞。纵观此牌料工皆精，寓意

深远吉祥，如此硕大之白玉质料，加之其形制及主题纹饰，应

为出自宫廷造办处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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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黄玉童子戏狮摆件

A YELLOW JADE BOY AND LION CARVING
Ming Dynasty (1368-1644)
10.3×6 cm

RMB 300,000-480,000

说明： 此器以黄玉雕琢而成，玉质细腻润泽，局部有红褐沁色，以童

子戏狮为题材。童子面若满月，头梳双髻，身着长袍，其左腿

向前跨步，双手抬举执环帔绣球，喜笑颜开，作舞戏之姿。狮

子鬓毛弯卷，口衔绶带，乖巧俯卧于童子身侧，抬首望童子手

中绣球，目光活泼热烈，似与童子嬉闹。此摆件以圆雕配以透

雕、浮雕等技法制作而成，技艺纯熟，雕刻精细。其构图情景

生动，层次分明，将人的面容表情及狮子的卷毛、眼神表现得

淋漓尽致，颇具戏剧效果。

中国古代舞狮、戏狮，是经过龟兹（库车）传来的当时西亚的

一种驯狮游戏，揉合舞蹈、杂技等，自西域传入中原地区，颇

受欢迎。法隆寺收藏一件唐代木画箱上拼出了一幅童子戏狮

的游戏场面；山西侯马金墓出土的画像砖，中有“童子竹马

图”、“童子戏狮图”等，场面生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南

宋苏汉臣所绘《百子嬉春图》，其中描绘有两小儿一前一后扮

演狮子的舞蹈场面。可见自唐至南宋，乃至清代，此类乐舞在

中国内地普及之广泛，风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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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龙凤耳活环三足觥

A WHITE JADE DRAGON AND PHOENIX LOBED TRIPOD GONG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26 cm

RMB 5,000,000-7,000,000

记录：伦敦苏富比2011年5月11日  Lot.187
说明： 器取整块和田白玉精雕而成，玉质嫩白细腻，坚实凝润，柔光盈盈，冰肌玉骨，如此硕大

兼润白之玉料极其难得。明曹昭《格古要论》云：“凡看器物，色白为上……白玉其色酥

者最贵。”整器为扁圆形，器形稳重端庄，厚壁，深腹，壁内光素无纹，抛光精到。椭圆

口沿，流部微撇，流下圆雕夔凤，凤鸟雕琢线条优美，顶戴花翎，凤眼微含，尖喙长颈，

颌下须密下垂，身形挺拔饱满，双翅扬起，贴于器身，尾部回转衔活环。器身通体浅浮雕

以如意云头纹，线条大气恢弘，工艺精湛流畅，营造出云雾缭绕之氛围。下承三乳足，打

磨细致，圆润平滑，优美稳重。

另一侧镂雕一遒劲苍龙爬于器壁，龙微仰首，龙头覆于口沿边，独角后掠，须髪飘扬，鬃

毛细如游丝，双耳贴脑，耳内有凹槽，水滴形眼饱满圆凸，尖鼻上翘，大嘴微张，利齿相

抵，颌下长须连于觥之内壁，气宇轩昂。龙身呈S形弯曲，颈部细长，肩部拱起，显得健

壮有力，脊柱以圆凸连珠纹装饰，龙身粗壮威武，辗转腾挪，四肢矫健，关节处以火焰纹

装饰，花叶形尾分叉卷起，体态逸朗，颇具动感。足爪握起，紧紧抓住觥身，回勾似鹰，

充满动感，肢端皮肤皱纹及趾爪细节皆清晰分明，形象生动，不怒自威。《说文》曰，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此觥上

所饰之螭龙雕琢精细，龙姿虽静犹动，如行云流水，神形兼备，霸气外露，古韵苍然。

古觥为盛酒器，“兕牛角，可以饮者”（《说文 · 角部》）；兕为犀，《左传》中有“牛则

有皮，犀兕尚多”之语；故觥也称之“兕觥”，原指犀角制成的酒器，《诗》有“跻彼公

堂，称彼兕觥”和“我姑酌彼兕觥”等句，可知兕觥与青铜觥使用类同，其盖亦多饰为兽

头形。清高宗御制诗中有《题和阗玉龙尾觥》，其咏：“土浸和阗玉，制为龙尾觥。水惟

孕温润，天与赋精英。五气无不备，一觥宛尔成。题词率多矣，杜老笑应诚”。《乾隆御

製文物鉴赏诗集》中，就有十五首赞美玉觥的诗篇，可见乾隆帝本人对它的追爱程度，以

及尚雅习古之风。明清之际这一类玉器的造型丰富，雕工、纹饰复杂，宫廷造办处琢制了

很多此类仿古器物，多用于陈设，是宫廷中不为多见的观赏玉器。此器材质上乘，色泽均

匀，温润质白，器壁薄厚均匀，器形及纹饰皆取自商周之际青铜器，古朴华美，仿古风格

浓郁，蕴含装饰趣味，级别甚高，是清代宫廷仿古陈设器中的精彩之作。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 玉器（下）》商务印书馆（香港）第168页，图136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 玉器（下）》

商务印书馆（香港）第168页，图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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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白玉套佛

A WHITE JADE BUDDHA AND COVER
Yuan Dynasty (1271-1368)
L:13 cm

RMB 200,000-330,000

说明： 玉制，形似勒子，纤细瘦长，构思精巧，上下分开，扣合而成

一圆柱型玉饰。外壁雕琢仿自商周青铜器上的涡纹，刀工古朴

简练，器表历经近千年，遍身满沁。整器雕工精湛，内腔雕有

一小佛，通身洁白，未见丝毫沁色，仍是为白玉细腻莹白的色

泽，极为难得，包浆清透。下端做旋钮为台。佛呈站姿，立于

莲座之上，双手相合于胸前，着宽袖长袍，衣纹流畅，似随风

飘拂，雕琢率真快意。面形饱满，弯眉垂目，两颊丰颐，大耳

垂肩，直鼻小口，嘴角微带上翘弧度，安详内省，宝相寂静。

此像虽小体，但形体饱满，比例匀称，法相庄严，玲珑精巧，

形神兼备，刻画细腻生动，表现手法既写实又超脱，载古韵于

勒子之内，寓意心中有佛，佩及于身，福佑安康，谨待有缘之

人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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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兽钮印章

A WHITE JADE BEAST-KNOBBED SEAL
Qing Dynasty (1644-1911)
L:6 cm

RMB 10,000-20,000

印文：两斋

说明： 此印白玉圆雕立狮为钮，器呈椭圆柱状。玉质洁白无暇，温润

如脂，印钮所雕立狮，圆目阔耳，体态丰盈，狮子之面部雕刻

极为细腻传神，所雕印面，字形规整，篆法古朴。印体侧面印

文为：“在兹老先生正，陈延寿”。本件玉质纯正，气韵堂

堂，印文规整，从印文可知应为陈延寿印，为文人相互交往馈

赠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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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镂雕仿古纹香薰

A WHITE JADE OPENWORK INCENSE BURNER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10 cm

RMB 120,000-180,000

说明： 此香薰以白玉雕成，玉质温润细腻，局部微瑕，色泽倾黄，古

朴雅致。器身呈圆筒式，纹样较为简洁，中部以镂雕技法琢成

可活动的俯仰变形回纹，外壁隐起变形勾云纹等仿古纹饰，其

下为莲台式底座。器身中部透雕之天地交泰纹样，上下交错间

连为一体，节节相连，可活动但不能分开，寓“天地交泰之

意”。天地交泰典出《周易 · 泰 · 象》，为《周易》卦象之一，

指天地之气祥和，万物通泰，诸事顺遂，为吉卦之象。其雕琢

制作过程复杂，其中由内向外翻卷且呈对称排列的构图方式，

颇具韵律感。

花薰大约在唐宋时期开始出现，至清代成为宫廷和官员家中广

泛使用的陈设品，主要用作净化空气，将鲜花、香料置入器

内，可从孔中溢出芳香气味。整器样式新颖，造型典雅俊秀，

雕工精湛，是乾隆时期珍贵的仿古器。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玉器（下）》第50页，图39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第50页，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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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黑白玉竹节钮章

A BLACK AND WHITE JADE BAMBOO-KNOBBED SEAL
Qing Dynasty (1644-1911)
3.5×2×3.7 cm

RMB 150,000-180,000

说明： 黑白玉，玉质温润晶莹，作方印，巧色啄墨竹为钮。边款取韩

愈《和席八十二韵》中的诗句“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

落蒋仁款。此件方印造型古朴典雅，钮取墨玉巧色，墨竹精雕

细琢，极为清雅，刻款刀锋老道，不枝不蔓，内敛质朴，深得

古秀、简拙之韵味，应出明清篆刻大家蒋仁之手。

蒋仁（1743—1795），字山堂，号吉罗居士、女床山民。仁和

（今浙江杭州）人。因其“人品绝高，自秘其技，不肯轻易为

人作”，加上未享福寿，镌印有限。古来以篆刻得大名而治印

最少者，非蒋仁莫属，早在乾隆时也仅见六、七十钮。然作品

虽稀，却件件精妙，连眼界甚高的晚清著名篆刻家赵之谦也推

许他为：“蒋山堂印在诸家外自闢蹊径，神至处龙泓（丁敬）

且不如。”蒋仁还擅长刻单刀长跋边款，密行细字，洋洋洒

洒，刻满印石四面，字数上百甚至达近千字，“小如虿尾，波

磔宛然，”无一懈笔，镌刻技艺可谓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

止，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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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黑白玉巧雕童子（二件）

TWO BLACK AND WHITE JADE BOY CARVINGS 
Mid-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尺寸不一

RMB 200,000-300,000

说明： 黑白玉两童子以上等羊脂玉雕琢而成，质地油润细腻，一呈趴

卧状，一呈站立状。一童子头束独髻，喜笑颜开，四肢滚圆，

惹人喜爱，身着米字纹装饰肚兜，左手上举持金钱，左脚高抬

踏金蟾，巧取黑色俏色琢制，蟾眼圆凸，脊背密缀以凸起圆

珠，生动形象，独具匠心。另一童子手持白莲，呈趴伏状，圆

头圆脑，双髻贴额，笑意晏晏，神情喜悦，腹背臀腿圆润饱

满，手持折枝莲花绕向后背。黑色玉质部分巧雕成獾，獾之身

形刻画得灵动敏捷，神态机警，脊背及四肢刻有浅细阴线为

饰。两件作品均以巧雕、圆雕、镂雕等多种技法雕琢而成，刻

工充分利用玉质的色泽特点因材施艺，分色明显，产生强烈的

黑白对比视角效果，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突出了童子的娇憨

与可爱，且配以金蟾猫獾，寓意吉祥。

DA16090587C-4-p32-67-c3.indd   34-35 2016.10.25   4:59:43 PM



187
清  白玉灵芝

A WHITE JADE LINGZHI FUNGUS CARV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L:4.7 cm

RMB 80,000-120,000

说明： 此件玉佩以上等白玉雕琢而成，剔透宛然，精琢而成，包浆润

密，保存完好。雕以两株层叠而生的如意灵芝，造型圆润可

爱，凹凸有致，枝蔓飘垂翻转，灵芝以细阴线及连珠纹勾边，

中心阳刻零星凸起圆点，栩栩如生。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

吉祥、美好、长寿的象徵，所以又有“仙草”、“瑞草”之

称。传说中灵芝乃炎帝幼女瑶姬精魂所化，瑶姬“未行而亡，

精魂依草，寔为茎芝。” 古人把灵芝菌盖表面的许多环形轮

纹，称做“瑞徵”或“庆云”，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徵。灵芝作

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祥瑞物，影响极为深远和广泛。本品正取

灵芝祥瑞，造型颇具匠心，蕴含着玉雕之奇巧与意蕴。流传至

今仍品相完好，殊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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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巧雕刘海戏金蟾坠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LIUHAI AND TOAD" PEND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L:3.5 cm

RMB 80,000-120,000

说明： 此坠玉质洁白莹润，包浆清透，白度上佳，玉色如新剥之荔

枝。刘海作侧卧状，枕于左手之上，右手叉腰，面庞圆润饱

满，咧嘴大笑，神色喜人，脑后髮丝分明，工艺精到。上身袒

胸露乳，下着阔腿长裤，一腿前伸，足部凹凸及足趾细节亦细

细刻出。背负一个葫芦，以金黄皮色巧雕一金蟾附于刘海后腿

之上，体型浑圆，双目露睛，向上仰望，脊背饰以圆凸小点。

整体造型匠心独运，刀工遒劲精细，细部处理精细工致，包浆

自然厚实，是清中期玉雕中难得的小精品。金蟾为仙宫灵物，

古人以为得之可致富，寓意“财源兴旺”、“幸福美好”之

意，刘海戏蟾之形象意义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是致令生财的祥瑞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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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龙凤牌

A WHITE JADE DRAGON AND PHOENIX CARVING PLAQUE 
Qing Dynasty (1644-1911)
L:5.3 cm

RMB 200,000-280,000

说明： 白玉温和润泽，宛若凝脂，玉色冰洁无暇，纯净清冽。牌额雕

琢如意云纹为饰，线条流畅，中留一小孔以供穿戴。牌边雕琢

双夔龙首尾相对为框，颇具巧思，龙独角后掠，圆鼻上翘，身

躯细长舒展。牌心浅浮雕一展翅鸾凤，长颈回首，翅羽根根分

明，尾羽分叉飘飞，姿态秀逸。背面以篆文书“龙凤”二字。

龙凤乃万金之体、万盛之娇，自古以来便依托于帝王，象征而

表之，尊贵之意、吉祥之象不言而喻。以龙凤为题材的玉雕早

在我国的红山文化中就已出现，龙和凤均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因素。此牌即采用传统之题材，

雕工亦精细传神，充分体现了清代琢玉之精细，琢磨光滑、平

整的特点，完美地体现了玉之温润，为玉牌之中的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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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  白玉十二生肖蛇坐像

A WHITE JADE SEATED SNAKE FIGURE OF THE TWELVE CHINESE ZODIAC
18th Century
H:4.5 cm

RMB 120,000-160,000

说明： 原作品应为一组十二件，以拟人化的表现手法，雕坐姿各异的兽首人身

十二属相，各造像大多数左右手持各具不同象徵意义之不同物件，即所谓

十二生肖守护神。赵翼《陔余业考》曰：十二相属之说起于东汉，汉以前

未有言之者。古时的十二生肖俑，也称“十二支神俑”，隋代已出现，盛

行于唐代，以后历代均有。此件即为其中之一的“蛇”神，蛇神身着汉式

交襟宽袖长袍，衣纹流畅，褶皱堆叠自然，双手揣于袖内，盘腿端坐，蛇

首圆润，下颌尖唆，管钻圆眼，轻点鼻孔，嘴部微张吐出些许蛇信。全器

玉质莹润，包浆清透，刀法精细圆熟，构思新颖，风格独特。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玉器（下）》第133页，图111

《玉缘 德安堂藏玉》文物出版社，第136页，图76

《玉缘 德安堂藏玉》文物出版社，第136页，图76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玉器（下）》第133页，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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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玉神鸟杖首

A RARE RUSSET JADE MYSTERIOUS BIRD STICK HEAD 
Yuan Dynasty (1271-1368)
L:11 cm

RMB 300,000-500,000

来源：北京市文物公司旧藏。

说明： 白玉制成，玉料上乘，玉质温润致密，光滑润泽，包浆老到，通体有沁，古意盎然。圆雕

一神鸟，勾喙尖利紧闭，臣字形眼，眼珠微凸，双目炯炯有神，额部横切出一平面，边缘

出尖耳竖立，耳内有凹槽。神鸟头顶並出一对卷曲弯角，浑圆粗壮，上勾数道长阴线为

饰，垂卷至腮部，下颌出起一圈短细阴线以示须羽。背部圆润拱起，凸胸，胸前羽翅分为

数层，双翼后仰合拢于背，悬空与身体成一角度，弧度优美空灵，仅以层层隆起表现翅

羽，寥寥数刀，简洁而又立体，非常耐人寻味。尾翼部分较短，向身侧勾卷，线条流畅有

力，部分长直，分为五股，微呈扇形，沁色局部较深，更添年代感。神鸟之腹部有一圆柱

形孔，以供置于杖上。

鸠杖首是古代老者扶杖的顶端装饰，形为鸠鸟。这种杖称王杖，也叫鸠杖。据《后汉书 · 

礼仪志》记载：每年八月（农曆），百姓凡年满七十者，授之王杖。年满八十、九十者，

另有赠礼。当时以赐杖为一种礼节与褒奖，汉代规定受杖者可享特权，可以自由出入衙

门，也可以行走驰道的旁边，不许给任何侵辱。鸠鸟是不噎之鸟，以鸠鸟饰杖首意为祝老

人饮食顺畅，不受噎呃，健康长寿。此外，‘鸠’与‘九’为同音，古代两字通用。又因

九是个位最高的数，九有独特的意义，又称无数，象征极高、极多、极长、极大之意。此

器形为鸟而有角，翅巨尾长，将鸠首头顶部削平之设计颇为大胆，翅翼造型亦出人意料，

形制神秘而抽象，为历代玉雕所见同类器中之仅有一例，古时之使用者必为位高权重、特

别之士。神鸟之姿态于安详中兼具威严与动感，雕工精细传神，富有艺术张力，为悠悠历

史长河中一颗珍罕难得之明珠，数千年沿袭传承，令人过目难忘。

参阅：《故宫玉器图典》故宫出版社，第073页，图55

《故宫玉器图典》第073页，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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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双桃福寿小摆件

A WHITE JADE DOUBLE PEACHES CARVING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L:4.5 cm

RMB 60,000-120,000

说明： 此小把件琢磨圆润，小巧玲珑，生动逼真。玉质润泽细腻，精

白致密，色泽温润。立体圆雕两颗折枝桃实，桃实圆大肥润，

枝梗相连，粗壮有劲，枝叶翻卷盘底，叶脉清晰，叶尖呈水滴

状悬垂，卷边飘逸立体。桃尖之上栖一灵蝠，身圆拱起，微带

皮色，呈趴伏状，振翅欲飞。桃，多称僊桃、寿桃，有寿之

意，常与蝙蝠组成“多福多寿”。此把件随形施艺，材美工

精，兼顾质、形、艺，形象生动鲜明，福寿双全，寓意吉祥，

令人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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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白玉活环（一对）

A PAIR OF WHITE JADE RINGED PLAQUES 
Yuan Dynasty (1271-1368)
H:6 cm×2

RMB 150,000-200,000

说明： 此对玉佩呈活环式，展开时整体呈葫芦形，首端作十字，上阴

刻卷草纹，下部双活环连接成葫芦形，弧线优美，打磨圆润。

底部活环中垂挂锦鲤，锦鲤雕琢细腻，以交叉斜阴线勾画鱼

鳞，下缘雕锯齿状凸起以示鱼鳍，生动可爱。全器造型古雅，

更特别的是设计琢磨精巧绝伦，以活塞工艺连接组合，环环相

扣，可折叠收于葫芦下部，连接处极为精细，展现了古时工匠

精湛绝伦的制作工艺。所用白玉玉质细腻温润，自然形成的沁

色包浆使白玉如蒙上一层温和的暖光，更显古朴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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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白玉喜鹊登梅臂搁

A WHITE JADE INSCRIBED "MAGPIE ON A PLUM TREE" WRISTREST
Mid-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L:14.8 cm

RMB 60,000-100,000

说明： 此件白玉臂搁呈长方片状，上下流线，作书卷造型，玉质净白清透，温润细腻。表面浅浮

雕“喜鹊登梅图”，图中折枝梅花斜倚而出，枝干遒劲，一梅枝陡然下垂，上缀盛放梅花

数朵，一只喜鹊敛翅栖于其上，翘首仰望，尖喙微张，翅羽刻画分明，雕工精细。整器纹

饰刻画得极具生气，构图疏密得当，写实生动，寓意吉祥，背面刻四字绝句“岁寒何物

好，梅竹许双清。更舜枝头鸟，能传两下情”，后署“徵明”款及“徵”、“明”两印。

臂搁是古代文人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于笔墨纸砚之外凸显情趣，锦上添花。明清时

期，文房用品的制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臂搁即为文人案头必备之物，此物系出名家，卓然

别致，刻工利落，诗情画意两相呼应，令人爱不释手。为清中期之文房精品。

参阅：《故宫玉器图典》第155页，图124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玉器编9 清》紫禁城出版社，第60页，图42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玉器编9 清》

紫禁城出版社，第60页，图42

《故宫玉器图典》第155页，图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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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螭纹纸镇

A WHITE JADE DRAGON CARVING PAPERWEIGHT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L:15 cm

RMB 50,000-100,000

说明： 白玉材质，玉质莹润白皙，致密无瑕。纸镇为长方式，表面高

浮雕两条螭龙，双螭一大一小，呈追逐之势。大螭头型方圆，

双耳微张，口衔灵芝，须髮飘于脑后，身体修长婉转，肩部浑

圆，四肢健壮，颇具力量感，花叶形尾分叉卷起，造型生动逼

真。小螭腾身回首，遥遥相望，身形婉转俊逸。镇纸的起源是

由于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

赏，因其具有一定的分量，所以在玩赏的同时也会顺手用来压

纸或者是压书，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

纸。本品选料珍贵，雕工精细，将美玉之洁白与螭龙之气势相

结合，兼具文雅与贵气，为一乾隆时期之文房佳器。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玉器编9 清》紫禁城出版社，第63页，

图44，图45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 玉器编9 清》紫禁城

出版社，第63页，图44，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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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会昌九老图香筒（一对）

A PAIR OF WHITE JADE LANDSCAPE CARVING INCENSE TUBES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22 cm×2

RMB 500,000-700,000

说明： 香筒为一对，以大块和阗白玉雕就，玉质细腻，白润有泽，葆光内蕴，呈直筒状，圆口，

香筒的上下两端各嵌以碧玉盖面，盖镂空，雕花草纹饰，盖座边沿及筒身上下口沿均补勾

连续回纹饰边框，更显得庄重典雅。外壁以通景雕琢松山访友图，岩峦逶迤，怪石嶙峋，

苍松挺立，流云映带，层峦叠嶂中雕栏掩映，亭台楼阁隐约可见，老树危桥，悬崖绝涧，

遮掩压迭，茂林溪桥之间，文人雅士有迹可循，老者慈眉善目，笑意盈眉，衣袂当风，僊

风道骨。所雕人物为会昌九老，相传唐武宗时期胡杲、吉玫、刘贞、郑据、卢贞、张浑、

白居易、李元爽、禅僧如满等九位七十岁以上的友人于会昌五年结成九老会，本对香薰即

表现九老相逢于香山之场景。山石兀立，苍松婆娑，溪水潺潺，秀逸入骨，山林亭泉之

间，九老相聚，五人相会，四人相逢，鹤髮云衣，且谈且笑。整体画面极具层次感，施以

镂雕、圆雕、浮雕等多种雕琢技巧，以文人水墨画的方式展开细节，以写实的手法体现人

物的姿态神情和山水树木的气势神韵，构图生动考究，繁而有序，布局合宜，浑然一体。

香筒是古代净化空气的一种室内用具，一般是直接将特制的香料或是香花放入香筒内，香

气便从筒壁、筒盖的气孔中溢出，是古代富贵人家必不可少的生活实用品。同时，由于香

筒的制作考究，工艺精湛，又是一种清雅的室内陈设品，作为清代宫廷陈设用品，小型一

般立于香案之上或作文房用具，尤其于清代乾隆时期较多，纹饰以山林楼阁为主，并衬以

各种人物等题材。本品受书法及绘画艺术影响，图案构成倾向于写意的山水，讲究意境和

布局。制玉工匠技艺超群，以刀代笔，白玉为绢，刀随心走，挥洒自如，深得我国山水画

写意风流之意态，灵动幽谧，疏透玲珑，雕工洗练，法度严谨，能够相当完整地反应乾隆

皇帝于玉器之审美意趣，构图丰富细腻，沿用清代文人画风之中“平远”“高远”“深

远”之技法，颇富文人情趣，符合传统乾隆“宫製”体裁与玉雕画面。

附两岸故宫博物院元老之一的那志良先生签名之描述此对香筒的文献资料及美国

Ashkenazie&co之销售记录。

参阅：《北京文物精粹大系 · 玉器卷》北京出版社，第160页，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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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故宫博物院元老之一的那志良先生

签名之描述此对香筒的文献资料

及美国Ashkenazie&co之销售记录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 · 玉器卷》

北京出版社，第160页，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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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万寿无疆”纸镇

A WHITE JADE "WANSHOUWUJIANG" CARVING PAPERWEIGHT
Qing Dynasty (1644-1911)
L:9.3 cm

RMB 60,000-100,000

说明： 纸镇为长椭圆形，白玉质，莹润无瑕，厚实致密。正面高浮雕

双升龙，中间突起四方柱，减地阳刻“万寿无疆”四字篆书。

龙首颡顶圆凸，水滴形眼，火焰形眉，双角起节后掠，鬃毛后

扬並细如游丝，予人威猛神武的视觉观感。龙身向上，鳞片节

比鳞次，脊柱鳞片出脊且向两侧斜削，在灯光的照射下尤显闪

耀光芒，四肢健壮有力，趾爪修长如猛禽，而龙尾内卷，紧靠

篆纹，遥相呼应。蟠龙自古便是祥瑞之兆，同时又为皇家图

腾，极为尊贵，本品整体雕琢纹饰既有万福的尊贵祝祷，同时

所镂雕的龙纹又属气势磅礡的正面五爪升龙，当属皇家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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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持荷童子暖手

A WHITE JADE BOY HOLDING A LOTUS LEAF CARVING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L:6 cm

RMB 180,000-300,000

说明： 这件清乾隆时期的白玉童子暖手，选料精良，以新疆和阗白玉

籽料为材，玉质纯净素雅、温润凝厚、顺滑细腻。通体采用圆

雕技法雕刻，童子趴伏于荷叶之上，光头丫髻，开脸精细，喜

笑颜开，四肢滚圆，惹人喜爱，手中持莲叶，荷茎粗壮，叶片

翻折，叶脉清晰，浑圆包裹着童子，可谓是独具匠心。童子体

态敦实，整体采用了大量弧线作为造型表现手法，增强了作品

的趣味性，突出了童子的娇憨与可爱，寓意吉祥。暖手属于文

人闲暇时把玩的小玩具，是主人的心爱之物，随时携带珍爱有

加，从不离手。本品精致素雅，握于手中敦实饱满，器身刻工

严谨细致，线条舒展流畅，运刀自信娴熟，工艺极为精湛，足

显艺人之高超技艺，实乃一件难得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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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松鼠葡萄佩

A WHITE JADE SQUIRREL AND GRAPE VINES PEND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L:6.5 cm

RMB 50,000-100,000

说明： 玉坠选材精珍，质地温润油亮，整体随形镂雕松鼠葡萄坠，所

雕葡萄果实丰满，鲜嫩欲滴，松鼠情态机敏，生动灵活，表现

了松鼠期望摘得果实又左顾右盼的情态，生动有趣。葡萄果实

堆叠繁密，象徵着五谷大获丰收，家境殷实，富贵吉祥。成串

的葡萄还有“多”的含义，鼠在十二时辰中为子，喻“子”之

意，葡萄松鼠合喻为“多子”“丰收”“富贵”也称“捷报丰

收”。此坠是为寓意吉祥的佩饰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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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品玉质洁白滋润，滑如凝脂，包浆纯熟，立体圆雕一童子。

童子脸型浑厚，弯眉细眼，头面浑圆，蒜形鼻，S形耳，脸颊

丰润，笑容满面，头梳对称髪髻。身着阔袖外衣，衣物自然飘

垂，衣纹舒展流畅，身形饱满，背部优美隆起，憨态可掬。右

手持一柄如意，左手举一株灵芝于脑后，双腿微曲作行走状。

一只小獾伏于腿侧，圆眼尖嘴，曲颈仰首望向童子，身躯肥硕

可爱，尾部细长卷起，生动形象。本品工造型传神，刀法简约

洗练，琢磨精细入微，童子与如意、灵芝、獾结合在一起，寓

意如意吉祥，欢乐喜庆。

200
十八世纪  白玉童子

A WHITE JADE BOY STANDING FIGURE
18th Century
L:7.5 cm

RMB 20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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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以质地优良之和田白玉雕琢而成，质地柔润洁白，整体圆雕

白玉蟾蜍，肥美圆润，局部有暖黄沁色，斑驳自然，讨人喜

爱。玉蟾浓眉大眼，呈趴伏状，脊柱雕以节节凸起，背部亦

隐起圆点，四肢灵活蜷曲，肌肉线条明显，蹼趾修长尖利，

惟妙惟肖。蟾蜍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有着丰富的故事，月宫常

被比作玉蟾，而象征财源吐纳的金蟾也广为人们所喜爱，是

为系配佳品。传说中蟾蜍能口吐金钱，是旺财之物。古有刘

海计收金蟾以成仙，后来民间便流传“刘海戏金蟾，步步钓

金钱”的传说。

201
十七世纪  白玉蟾蜍摆件

A WHITE JADE TOAD
17th Century
L:5 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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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黑白玉巧雕和合二仙摆件

A BLACK AND WHITE JADE HE-HE IMMORTALS CARV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H:6.5 cm

RMB 150,000-200,000

说明： 摆件由黑白玉巧雕而成，白玉细腻白净，黑玉漆如点墨，天然秀美。圆雕和合二仙，两人

长髪披肩，利用玉石之黑色部分雕作头髮，构思之巧妙令人眼前一亮。发丝纤毫毕现，丝

丝分明，面容饱满圆润，弯眉蒜鼻，细眼含笑，耳垂肥厚，人中深长，嘴角上翘，喜气洋

洋。身着交襟宽袍大袖，衣褶堆叠，衣饰纹路肌理清晰可见，体现出袖口处衣料自然垂下

之感，裤脚堆于鞋履表面之细节亦精心琢出，颇具立体感。二仙人均屈膝蹲坐，一人右手

置于一圆盒之上，盒呈半开状，一小獾从中探首而出，左手置于另一仙人膝上，手指纤

长。另一仙人侧身而对，左手握拳，右手轻轻置于左边仙人后背，亲昵融洽，仙人怡然自

得之感扑面而来。

 和合二仙，亦称和合二圣，原为唐时二僧，曰寒山、拾得。拾得者，国清寺僧，后与寒山

相遇，继成至交，结伴云游，吟诗作赋，善援邻里，广兴佛法，雍正帝敕封寒山为“和

圣”，拾得为“合圣”，其形象常作蓬头笑面之二人，倚头相偎，名扬天下，深入人心。

“和合”语出《周礼 · 地官 · 媒氏》：“使媒求妇，和合二姓。”有同心和睦、顺意合气

等意，和合二仙为掌管和平喜乐与婚姻美满的神仙，而獾”谐音“欢”，结合在一起取意

吉祥欢乐。此人物摆件材精玉纯，工刻自然潇洒，运刀细腻流畅，融巧思于精工细作中，

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在着重于结构和造型的同时，更深入于神情动静的摆措，且取意祥

瑞，是难得一见的玉雕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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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皇帝喜爱玉器超过历代帝王。因其启蒙阶段

即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而玉文化的核心部

分既是对德行、礼仪、制度的规范，符合儒家思想主

张的忠孝、仁政、爱民、复礼、守制，乾隆个人对玉

文化的重视或许来源于此。清宫遗留的古代玉器，有

一大部分的文房用器，正是其文人天子情怀的体现。

此两件即为乾隆时期为数不多的工料俱佳的文房清

供。一件白玉盖盒，一件羊首水洗，玉色莹白，堪称

羊脂，宝光内蕴，毫无瑕绺，堪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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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A
清乾隆  白玉御制八卦如意纹方盒

A SUPERB WHITE JADE IMPERIAL RAM-HEADED WASHER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6.5×6.5×3.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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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B
清乾隆  白玉御制羊首水洗

AN EXQUISITE WHITE JADE IMPERIAL SQAURE BOX AND COVER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L:11.2 cm

RMB 4,000,00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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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藏家旧藏

记录：纽约佳士得 2010年9月16日 Lot.1101

说明： 其一之白玉御制八卦如意纹方盒取最上等之和阗白玉琢制而

成，精白细润，坚实致密，雪白毫无瑕疵，仅玉色之美之纯净

已令人啧啧称奇。盖盒呈正方型，以子母口相合，底为方形卧

足。盒盖四角微翘出尖，正面浅浮雕以十字八卦纹，围绕以圆

形绳纹，工艺丝丝入扣，精细不差分毫。四角浅浮雕仿古如意

云头纹，线条爽利，布局对称。盒盖之侧面四角各高浮雕有一

瑞凤，额顶圆凸，独角后掠，管钻圆眼，眼尾出梢，喙短而

尖，飘逸灵动。盒身侧面四角各高浮雕有一祥龙，双目有神，

高眉直鼻，额起双角，鬃髮飘于耳后并向内卷，大嘴紧闭，长

须垂于颌下，尤显深沉肃穆，不怒自威。通体以去地隐起之法

雕琢如意云纹装饰，器外壁凹凸有致，盒盖与盒身一角薄施以

浅浅烤色，为乾隆时期工艺的显著特征，尤显彼时工匠之煞费

苦心。

 八卦纹是由短线符号组成代表《周易》中的乾、兑、离、震、

巽、坎、艮、坤八种图形。相传伏羲创八卦图，八卦分据八

方，居中的则为太极图。《易传》认为八卦象征天、地、雷、

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易经·系辞上》曰：“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本品将十字及绳纹与中国古典之八卦纹饰穿插，

辅以重复对称出现之瑞凤、祥龙、仿古如意云头纹，为典型之

乾隆将其摹古之情与西方异域风格相结合的作品。乾隆时期，

宫廷制作的每一件玉器，都必须经过皇帝的同意。从玉石样

料、颜色、大小、设计样式、规定等级、放置何处、配置包

装，甚至时间要求等，乾隆皇帝都要亲自过问，批准后才能承

做。此盖盒质地厚腴明润，葆光莹莹，温文尔雅，取材及纹饰

尊贵非常人可用，置于宫廷书斋之案头，格外显得晶莹高雅，

望之宝气盈然，可解思古之幽情，发文人之雅趣。

 其二之白玉御制羊首水洗体量颇大，握之惴惴于手，取整块完

美无瑕之和阗白玉掏膛挖制而成，玉色洁白堪比新剥之荔枝，

滑腻如羊脂，厚实致密，为世所罕见之上佳之材。 此种玉料大

多来源于乾隆二十四年之后。其时乾隆皇帝最得意的“十全武

功”之一的平准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出产和田美玉的新疆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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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

商务印书馆（香港），第228页，图189

《故宫玉器图典》故宫出版社，第283页，图215

归入清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和田玉玉贡开始源源不断地

运往北京。徐松《西域水道记》记载，从乾隆二十年至嘉庆四

年的三十七年中，叶尔羌办事曾多次在密岱山采进大量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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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乾隆中期玉料的丰富，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可

知，为了方便制作器物，乾隆皇帝会要求如意馆或启祥官将新

疆送到玉石材料划分等次，闲暇时，他也会亲自为贡玉设等分

类。玉石等次分为一等（头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

（未入等）五个等次。如本品之体量及色泽，必为头等良才。

 水洗近椭圆形，中部掏膛，内壁光滑如镜，底部圆雕花叶形圈

足，底面亦有微微圆凸，工艺难度颇高。两端以高浮雕之手法

雕琢羊首及尾，羊首额部扁圆，凸起一条鼻柱贯穿头顶，双角

粗厚卷长，贴于耳后，嘴为一条阴刻细线，呈微笑上翘之弧

度，颌下细密须发贴于脖颈处，双眼稍呈菱形，眼尾出梢，精

细雕琢以丝丝羽睫，颇为特别。除羊首较为形象写实之外，通

体以高浮雕如意云纹装饰，意像化的身体向两侧徐徐展开，双

面器腹各浮雕以四条长方体柱及回纹装饰之方形回环，尾部以

如意卷云纹表现，装饰方式颇为新颖别致。

 材质纯美洁净、纹饰华丽而粗放的痕都斯坦玉洗是源自古印度

的蒙兀儿皇朝。约于乾隆中叶时首度以进贡的珍品引进中国，

并立即得到乾隆皇帝的垂青。据载首件中亚纳贡的痕都斯坦玉

碗是于乾隆二十一年（西元1756年）入贡，之后同类纳品更是

源源不断。同时回人玉匠亦被招人宫中造办处，为制作相类风

格玉器设计打样。不出数载，乾隆二十九年（西元1764年）造

办处的汉人工匠即已能依样仿制进呈。从多达70余首詠诵玉料

纯净温润及雕磨技艺卓越的痕都斯坦白玉的御制诗，可得知乾

隆皇帝对此等美器是何等着迷。如称痕玉‘莹薄如纸’、‘细

入毛髪里’、‘混无斧凿痕’、‘抚处不留手’，誉其为‘鬼

工’、‘仙工’，‘非中土玉工所能仿佛也”等。此羊首洗整

体风格集合中西之特色，将中亚元素汇入中国艺术传统，并没

有亦步亦趋地复制痕都斯坦玉，去追求胎体透薄，而是吸取其

莹、薄、细、润的优点，结合中国工艺之传统纹样，创造出带

有西藩风格的玉器。整器集中体现了乾隆时期玉器工艺之要

求—主张因材施艺，追仿古彝，崇尚痕都斯坦风格，重视其

装饰及实用的双重价值，其水洗口沿的流畅线条、浮雕之花纹

底足、曲卷优雅自然的羊首把柄，皆极巧夺天工，为一件艺术

水平极高的珍品，豪华瑰丽，材美工精，乾隆皇帝这位文人天

子必是对其珍而重之。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商务印书馆（香

港），第228页，图189

 《故宫玉器图典》故宫出版社，第283页，图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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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十八世纪  白玉马上封侯坠

A WHITE JADE MONKEY ON A HORSE CARVING 
18th Century
4×3 cm

RMB 80,000-150,000

说明： 挂坠白玉为质，光洁致密，雕琢一马跪卧于地，膘肥体壮，曲

颈回首，菱形眼，眼角出勾，鬃毛茂密贴于后颈，肢体健硕，

体态优美，马蹄纹路均清晰可见。一调皮小猴攀附于马背，四

肢修长，天真有趣，手握缰绳，动作轻盈，背部以浅细阴线为

饰。运用了玉石细腻的质料，展示了厚重而光滑的肌理感，此

作线条圆润，富于张力，神态把握恰到好处。马上封侯为中国

传统吉庆题材，巧妙地利用了马、猴机敏、祥瑞的动物形象，

象征步步高升，侯表示高级爵位，是高官的象征，因“猴”与

“侯”谐音，故有此意。寓官运亨通，仕途顺达，事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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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宝鸭

A FINE WHITE JADE DUCK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7 cm

RMB 200,000-300,000

记录：香港佳士得 2004年4月26日 Lot.1215

说明：  宝鸭精选大块上等白玉料雕琢而成，硕大莹洁，毫无瑕疵，色

泽纯正温润，宝光内蕴。全器以圆雕、镂雕、高浮雕及阴线刻

等技法琢磨而成。宝鸭呈卧姿状，体态肥渥丰腴，额头圆丰，

橄榄形眼，长颈前伸，长方喙衔以稻穗，其稻穗延伸置背上，

稻谷坠坠，枝叶婉转，散于两侧，自然流畅。鸭翅合拢身侧，

羽翅饱满，背部圆隆，臀部微微翘起，生动可爱。身下琢圈圈

涟漪水波，雕工精细，线条一丝不苟，颇具新意。

 宝鸭衔谷为明清时期常见题材，作宝鸭穿莲或卧鸭衔穗等，意

趣不外乎文人“玉池春水”之闲情逸趣，或“科甲顺利、连连

进取、高中甲第”之寓意。明清时，通过最高殿试后再分三级

称三甲，一甲前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一甲一名”即状

元。“甲”与“鸭”谐音。“鸭”寓意科举之甲也。民间艺术

中，常描绘鸭子游弋水上，旁配芦苇或蟹钳芦苇，寓意中举。

民俗也有对出远门的行人赠送鸭子或螃蟹者，祈祷前程远大。

本件宝鸭衔谷用料完美统一，造型饱满写实，雕工严谨规矩，

纹饰婉约中增添柔美华丽感，意境颇为动人，实为精美的陈设

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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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斧形佩

A WHITE JADE DRAGON CARVING AXE-SHAPED PEND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L:7.2 cm

RMB 150,000-200,000

说明： 白玉籽料雕就，玉质纯净温润，白如新荔，无暇无憾。以仿

古造型，依料雕琢玉斧之形，斧上有穿，苍龙盘身而过，

独角后掠，大嘴怒张，须髪飘拂，趾爪有力，形态威猛。斧

面以去地因其之法雕琢绳纹开光，其内装饰云气纹，纹样简

单，连续的云气纹颇富韵律感。环绕玉斧四面透雕纹样，

一侧精琢双龙赶珠，一大一小两只苍龙于牌侧嬉戏，形神兼

备，其下以极细密的短阴线刻绘波涛纹，海水漫卷，波涛翻

涌。另一侧雕驭龙之神人，肩生双翼，更似古代神话中雷公

之形象，行云布雨，泽被四方。题材以神人故事与吉祥纹样

相结合，别具新意。整器以完美无瑕的质地及精湛非凡的雕

工取胜，去地碾琢平整，纹样繁缛中有简洁之饰，颇具匠

心，良工遇良才，可谓相得益彰。且“斧”可谐音“府”，

有府中得贵子，代代可封候之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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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  白玉连珠合璧牌

A WHITE JADE "LIANZHUHEBI" PLAQUE
18th Century
6×5 cm

RMB 250,000-300,000

说明： 牌呈长方形平板状，以白玉精心琢磨而成，质晶莹如凝脂。牌

首刻如意云纹为饰，工整流畅，中留一小孔以供穿戴。正背面均

减地起立边勾勒轮廓，其打磨光洁细致，地平如镜。正面浅浮雕

以婴戏纹，两小儿身着汉袍，相互依偎，圆头圆脑，喜笑颜开，

一人头顶单髻，手持连珠，一人头扎双髻，蹲伏而坐，手握玉

璧，寓意“珠联璧合”之意。背面开框攒地阳刻“连珠合璧”四

字。正迎合正面所绘纹饰。牌在明代十分盛行，至清代已俨然

成风，故而在清代玉牌子的式样已非常丰富。整件作品以简驭

繁，将孩童的活泼可爱与篆字古雅庄重结合，给人以灵动但不

失厚重的感觉，且雕琢精美，寓意吉祥，为清代玉牌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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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清乾隆  白玉带沁八吉祥如意

记录：北京保利2013年12月04日 Lot.6181 

   纽约佳士得2003年9月18日 Lot.102

出版：《玉之华》国立国父纪念馆 第125页 图48

说明： 此件如意以上好和田白玉为材，玉质温润，莹洁透亮，造型厚实规整，柔婉舒展，其S形之弧度优

美灵动，凹凸有致，通身一侧满带棕黄沁色，深沉宁静，古雅异常。整雕如意对玉料要求高、耗材

多，故清宫玉如意多系镶嵌式，这样材质优良之珍品白玉如意十分罕见。如意首开光浮雕云伞、鲶

鱼、花、罐以及双喜字图案，周身缎带缠绕，线条随形而动，翻卷自然，瑰丽清晰，朵瓣丰润，意

寓吉祥。器身浮雕云盖、盘肠及法螺图案，伴以团团袅袅之灵芝云纹，尾部雕火焰法轮。背面周边

起棱，亦浅刻朵朵灵芝云纹，仙气飘飘。

 如意，又称“握君”、“执友”或“谈柄”，梵语“阿那律”的意译，源于印度，魏晋南北朝时随佛

教传入中国。如意首形状如心、如云、如芝，长柄宛曲，一柄在握，赏心悦目。明清两代，它从实用

品逐渐转向为一种艺术陈设品，成为一种象征祥瑞的器物，以示吉祥、顺心，承载祈福纳祥等美好愿

望，帝王多为重视（参见院画雍正帝《行乐图》）。在清代宫廷中，如意备受推崇，皇帝登基、大

婚，元旦、万寿等节庆之日，天下最华美精致的如意纷纷贡入宫廷，如意也成为清宫装饰的常见器

物，宫内宝座、卧榻、案头等角角落落都有如意的形影。乾隆《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三有《咏

白玉如意》一首：“盈尺和阗玉，良工琢曲琼。惟坚待为错，曰白自含英。底藉公孙辩，还嗤惠子

鸣。指挥供代语，静默足沈情。”可知乾隆皇帝对如意的喜爱之情。是柄如意造型雍容端庄，整体刻

画细致，打磨圆润，色泽古朴动人，纹饰清晰明瞭，浮凸有致，雕工精湛，清逸淡雅却暗含逼人贵

气，更加诸八吉祥之寓意，将乾隆宫廷的审美意趣表现得淋漓尽致，愈发令人宝爱。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BUDDHIST EIGHT EMBLEMS MOTIF RUYI SCEPTRE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L:40 cm

RMB 4,000,000-5,000,000

《玉之华》国立国父纪念馆 第125页 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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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带沁双龙戏珠手镯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TWO DRAGONS PLAYING WITH A PEARL BRACELET 
Ming Dynasty (1368-1644)
D:7.5 cm

RMB 100,000-120,000

说明： 此件手镯白玉质，形状略呈宽扁，质地细腻，致密润泽，色沁

入骨。手镯以头首相对戏珠的两条龙为造型，二龙身融为一

体，圆眼方鼻，大嘴微张，利齿相抵，苍劲挺拔，神武有力，

背部双脊隆起，阴刻长细阴线以示须髮，刻画细腻，栩栩如

生。下部巧做竹节设计，竹叶俊秀劲挺，刀法简洁有力。此玉

镯整体造型新颖别致，色泽古朴典雅，光滑圆润，雕工精美，

寓意吉祥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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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白玉卷草纹手镯

A WHITE JADE VOLUME GRASS GRAIN BRACELET 
Mid-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D:7 cm

RMB 100,000-120,000

说明： 手镯白玉质地，洁白莹亮，包浆清透。做圆环状，圆润饱满，

打磨细腻，运用浮雕技法在其上满雕卷草纹饰，线条飘逸多

变，枝叶繁复华丽，层次丰富；叶片曲卷，富有弹性；叶脉旋

转翻滚，富有动感。配以手镯圆滑的形制，更显舒展而流畅，

饱满而华丽，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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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不一  曆代雕钮玉玺（一盒六件）

来源：英国私人收藏

著录：此玺（印六）最早见吴大澂《古玉图考》，后归端方，流往日本。王献唐引郑叔文《古玉图考铺

正》判伪。孙慰祖见实物，玉经火做旧，向壁虚造无疑。有一方同样内容的铜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录入《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第49页， 图288
钮印为一盒六件，均为中古时期钮印。原盒上写有“曆代雕钮玉玺—庚辰冬孟月 石泉山房珍藏”。

印一：方印，钮为圆雕立姿瑞兽，通身带有灰白沁色。瑞兽一足前迈，环身而立，兽首前顾，作仰

视状，双目炯然有神，长眉弯粗，如意形鼻，大嘴微张。身形丰腴，肌肉强健，尾部前卷与下颌相

连，勇猛之气势喷薄而出。印文：天帝使者，为道教中的法印。

印二：印为椭圆形式，带有些许皮色，圆雕螭虎为钮，螭虎侧卧于印上，弯眉皱鼻，怒目圆睁，身

形古朴。印文为“一庭花明”。

印三：印为正方形式，钮部镂雕一螭龙曲身回首四足站立于方印之上，身形优雅灵动，螭龙圆眼方

鼻，嘴衔瑞草，昂首回望，颇为威武。印面减地阳刻“飞燕”二字。

印四：立体镂雕一蹲龙为钮，印面方形。弓身，身躯及背脊饰回纹，龙头低垂置于前足之间，双眼

凝视前方，独角后掠，须髮向后飘扬，双后脚蹲踞臀下，呈蓄势待发状，似乎随时都可扑向前方之

势。元代押印一般印纽均大于印体，且印文均以符号代表，故称押印，因蒙古人是在马上得天下

的，一些将领根本不识字，就以盖押印代替批阅公文。

印五：钮为半圆覆瓦式，印体呈四方形。钮面雕琢排列整齐的仿古如意云纹。印面镌“云樵”二字

印文，为朱文篆书，书风浑厚。

印六：方印，玉质精纯，沁色自然斑驳，古雅异常。上圆雕蹲踞瑞兽为钮，圆额丰隆，双角后掠，双

目前视，大嘴微张，利齿相抵，长须垂于颌下。身躯圆润饱满，背部须髮根根分明，身侧雕以花叶

为饰，古朴祥瑞。钻锯切磨之法风格明晰，粗犷大方。方印，玉质精纯，沁色自然斑驳，古雅异常。

上圆雕蹲踞瑞兽为钮，圆额丰隆，双角后掠，双目前视，大嘴微张，利齿相抵，长须垂于颌下。身躯

圆润饱满，背部须髮根根分明，身侧雕以花叶为饰，古朴祥瑞。钻锯切磨之法风格明晰，粗犷大方。

此为古印，印文中有三字为“ ”、“洰”、“鉨”，《古玉图考》中吴大澂批注：“ ”为国名，

“洰”为渠字之渻。“鉨”为“玺”字。秦始皇之后，只有皇帝、皇后之印才可称“玺”。

vA BOX OF SIX KNOBBED JADE SEALS 
Of Various Ages
尺寸不一

    RMB 200,000-300,000

《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第49页， 图288
《古玉图考》印六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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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使者 一庭花明 飞燕 云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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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白玉龙钮章

A WHITE JADE DRAGON-KNOBBED SEAL
Early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3.7×3.7×4 cm

RMB 60,000-100,000

说明： 此方章为白玉质，玉质极为匀净凝腻，色泽无瑕，印章方正，

造型古朴，器型端正硕大，浑圆结实，更显沉稳而具威仪。章

钮圆雕螭龙，为传统吉祥题材。螭龙身形圆硕，环身而立，四

足着地，睛凸鼻圆，大嘴微张，口衔瑞草，长须自颌下飘垂，

细长独角后掠。趾爪强健有力，蓄势待发，全身筋肌，若隐若

现，体形修长而结实，展现矫健之姿。整器于威猛中不失端庄

美感，细部处理谨慎得宜，刀工精湛讲究，运转流畅，字形方

正规整，为清早期白玉印章之佳品。

印文：彭城仲子观察之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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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带沁虎头纹带穿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TIGER MOTIF BELT HOOK
Ming Dynasty (1368-1644)
L:9.7 cm

RMB 80,000-100,000

来源：英国私人旧藏

记录：伦敦佳士得2014年11月7日  lot.587

说明： 玉质倾黄，玉料绝佳，质地细腻，润泽如脂，略带斑驳沁色，

古意盎然。带穿之环呈近圆形，中有横梁可供穿系，两端以浅

阴线及去地隐起之法雕琢二虎衔环，虎之浓眉舒展，双目有

神，额前皱纹呈波浪状，两前肢顶于圆环边缘，趾爪敦实有

力，凛凛生风。整器工艺精湛，打磨细致，古朴优雅。明代玉

器的造型圆润敦厚，器形的轮廓规整，手感圆滑，不见棱角，

是因明代仍遵循传统的艺术思想和社会规范，并且受到宋元时

期古拙厚朴的风格影响。相较于其他明代玉器工艺粗犷，不拘

小节的特点，此件粗中有细，润中有刚，实为难得的明代玉玩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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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乾隆御提诗商圭

A JADE GUI TABLET OF SHANG DYNASTY INSCRIBED WITH QIANLONG 
EMPEROR'S POEM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L:15 cm

RMB 2,800,000-4,200,000

记录：北京瀚海2009年11月11日 Lot. 2900

说明： 明朝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提到收藏“古物”，所谓“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

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将古物定位为今

人与前贤交往、学习之媒介，尤其鉴赏古代象征礼、乐的铜器、玉器，更可以修养德行。乾隆皇帝

崇尚师古，喜爱仿古彝玉器之做法由此或可解释一二。

这件玉圭以罕见的和田玉制成，长方形扁平状，形如斧，圭首有孔可穿系，底部较薄如刃。玉质温

润坚韧，玉色沉静和暖，石纹暗蕴其中，妙不可言。玉圭素面，上刻楷书乾隆御题诗：玉惟温润柔

堪喻，斧以裁成刚则然，协用中和恒作佩，却惭未忍五湖捐。落款：乾隆庚戌御题。背面浅刻：色

非土浸及血浸，器是商留或夏留，弗琢玦璜伤本质，天然斧佩协刚柔，乾隆庚戌年御题，之下钤刻

两枚方形印章古香，太璞。诗文寓意深远，暗含乾隆帝心怀天下之情，读之让人动容。以石作身，

以斧为形，君者之心赋其魂魄，捧之让人心生温厚。

《说文》中称的“剡上为圭”指的是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圭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

铲和石斧，真正标准的尖首形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周天子为便于统治，命令诸侯定期

朝觐，以便禀承周王室的旨意。为表示他们身份等级的高低，周王子赐给每人一件玉器，在朝觐时

持于手中，作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玉圭是上古重要的礼器，被广泛用作“朝觐礼见”标明等级

身份的瑞玉及祭祀盟誓的祭器。

参阅：《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编，第183页，图78

《故宫玉器图典》故宫出版社，第043页，图24

此件玉斧所刻御题诗与本品一致

（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故宫玉器图典》

第043页，图24.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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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  碧玉描金大盘

A LARGE JASPER DISH PAINTED IN GOLD 
18th Century
D:30.7 cm

RMB 150,000-200,000

说明： 盘碧玉制，质地坚实温润，色泽浓郁深绿，苍雅斑驳，表面散

布黑色斑点，为和田碧玉之典型特点。体量极大，弧腹而圈

足。盘心及盘底以阴线描金浅刻苍松纹样，苍松如伞覆，亭亭

如盖，虬枝嶙峋，树荫错落有致，气质悠远缥缈，颇具诗意，

观之如卷轴画般意趣盎然。其下丛生萱草，唐朝诗人孟郊有

诗曰：“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门堂，不见萱草

花。”古人以萱草喻慈母，又苍松可表长寿，此盘或为母亲祝

寿而制。

乾隆二十四年对回疆准葛尔部动乱的平定打开玉石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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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中期以后，碧玉成为宫中普遍使用

的玉种，其质地细腻，内蕴深沉，如墨绿色凝脂。整器造型规

矩，打磨光润，雕工考究，画意文雅，描金予人一种端庄凝重

的美感，与浑厚古朴的深碧色泽相衬，集使用及观赏器为一

体，颇为难得。

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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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  白玉鸳鸯摆件

A WHITE JADE MANDARIN DUCKS CARVING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L:8.5 cm

RMB 50,000-70,000

说明： 摆件以白玉为材，体量颇大，玉质白中略青，包浆纯熟。圆雕

一对鸳鸯，造型生动，前胸饱满圆凸，翅膀紧收贴于身侧，翎

羽刻画细腻，悠然游于碧波之上，额首圆润，眼尾出梢，尖喙

锋利，口衔莲花，花瓣饱满娇嫩，层叠绽放，枝叶扭转舒展披

于背上，互相交缠，叶脉分明。全器刻工精细，流畅自然，造

形生动典雅，两只鸳鸯神态惹人喜爱，雌雄相随，寓意“鸳鸯

富贵，夫妇和谐”。唐代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有曰：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

双来君不见”，尽显古人对美满爱情的神往，此类摆件以自然

之景，寓美好之义，为室内陈设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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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  白玉渔家乐摆件

记录：伦敦佳士得2013年11月8日 Lot.1367            

说明： 本品以整块和田白玉为材，玉质光润细腻，包浆圆熟，局部微带深棕沁色，颇具

古意。圆雕渔夫收获的喜悦场景，渔夫头带斜角小草帽，身着短打，面部刻画细

致，神态老练，肩部异常宽厚有力，侧身弯腰俯向身前两个鱼篓，一手搭于篓

侧，一手往里深探。身旁一小童身着布褂，头顶独髻，手攀鱼篓，一腿向前微

曲。两人笑容满面，仿佛一路欢声笑语。全器刻画极为生动，渔夫背部腰臀线条

流畅婉转，肌肉感十足，常年海边劳作之精壮之感扑面而来。不同于常见的渔家

乐题材多取景于乌篷船，本品截取渔夫带着满载鱼篓的喜悦之景，更为直观且贴

近生活，令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渔家乐题材摆件于清代较为盛行，多有表现百姓充盈富足之生活面貌，亦有赞颂

加官进爵、仙人乘槎之题材，取顺水推舟，一帆风顺之意，将艺术的表达与现实

的愿望完美的结合起来，为不可多得的玉雕珍品。

参阅：《天津博物馆藏玉》文物出版社第220页，第202图

A WHITE JADE FISHERMAN AND BOY CARVING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H:6.5 cm

RMB 150,000-220,000

《天津博物馆藏玉》

文物出版社第220页，第20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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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青白玉双龙鸡心佩

A PALE CELADON JADE DRAGONS CARVING SHE-
SHPAED PENDANT 
Ming Dynasty (1368-1644)
8×5.5 cm

RMB 100,000-150,000

说明： 佩呈鸡心形，为仿汉玉器形，因其近似鸡心形状而得名，系由

玉韘演变而来，后成为韘形佩之俗称，意在驱邪纳祥。此佩质

地紧密，润白细腻，带有大面积褐红沁色，古雅亮丽。略作长

椭圆形，佩心四周起阳线为框，中心穿一椭圆孔。正面浅浮雕

对首双龙，龙独角后扬，眼型细长，以简化仿古之纹饰刻画龙

之四肢及硕尾，匿于云间若隐若现。整器浑然一体，包浆润泽

见古，纹饰雕刻精细，图案古雅祥瑞，艺意之间配合得行云流

水，凝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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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龙形佩珮

A WHITE JADE DRAGON-SHAPED PENDANT
Ming Dynasty (1368-1644)
L:6.7 cm

RMB 50,000-80,000

说明： 龙是古代玉器最常见的图案，不同曆史时期，龙的形态各不相

同。此件龙形佩通体满沁，呈扁片状，琢S形玉龙，龙高额翘

鼻，昂首张口，独角微微上翘，圆眼出梢，利齿相抵。龙身卷

曲有度，琢须发龙爪将龙身相连，尾呈涡行内卷，龙身布满浅

阴刻如意云纹，设计巧妙，造型生动。此件刀法爽利生动，显

出龙之雄健刚毅的气质；清晰的刀路使纹饰更显得立体而有力

度，亦有优美之沁色，古意盎然。

DA16090587C-6-p100-139-c3.indd   126-127 2016.10.25   4:55:01 PM



220
清  白玉子母犬

A WHITE JADE DOG AND CURB CARV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L:5 cm

RMB 120,000-180,000

说明： 圆雕白玉子母犬，玉色净白温润，精光内蕴，包浆油亮。母犬

环身蜷卧，双耳贴垂，圆目短吻，微现犬牙，颈戴铃铛，神态

悠然自得。体型圆润饱满，四肢四肢蜷于身下，趾爪细节清晰

生动。身侧攀附一幼犬，紧贴母犬脸颊，神态顽皮亲昵。两犬

造型流畅自然，轮廓、肌肉感生动展现，表现出狗的驯服姿

态，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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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罗汉摆件

A WHITE JADE ARHAT FIGURE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13.5 cm

RMB 200,000-280,000

说明：罗汉又称阿罗汉，为护法之神，乃小乘佛教中等级最高。此像

以精润细密之白玉为材，圆雕一罗汉，头顶隆突，天庭饱满，

额浅刻些许皱纹，长眉相连于眉心，须髮细节丝丝分明，目光

前视，高鼻宽额，脸颊圆润，神态慈详。身披宽袍大袖长衫，

一手持灵芝，一手握瑞草，腰系绅带，足履双靴，笑意盈盈，

气定神闲。衣袂纹理清晰，僧袍静中略带动感，有若曹衣出水

之浑厚，吴带当风之洒脱。人物雕工洗练，神形兼备，当为清

乾隆时期难得之佳作。

参阅：《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文物出版社，图104

《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文物出版社，图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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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痕都斯坦水烟管（二件）

TWO WHITE JADE HINDUSTAN STYLE PIPES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L:11.7 cm
L:13.5 cm

RMB 100,000-150,000

说明： 烟管采用上等白玉制作而成，质地匀净润白，笔直细挺，触之

细腻。较大一枚嘴部呈细圆管状，腹部微凸，束腰，下部为粗

直圆管状，腹部及底部浅浮雕有连环花叶纹饰。较小一枚嘴部

尖细，腹部圆凸，颇具流线感，腰部阳刻弦纹为饰，下部亦呈

粗直圆管状，光素无纹。其造型颇富异域色彩，造型及工艺特

点为清中期痕都斯坦风格。如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三

中说：“温都斯坦回子大国，在叶尔羌西南，马行六十日至克

什米尔，复南行四十日即是，水道亦通。……人习技巧，善攻

玉器，而大薄如蝉翼、又如发，镂金银为丝，织绸缎金漆雕镂

皆精奇，遍货于各国。”约乾隆二十一、二年（1756-57）间，

乾隆皇帝统一新疆之后，精雅温润、精雕细琢的来自中亚、南

亚、西亚以及东欧的伊斯兰玉器经新疆传入京城，令乾隆皇帝

为之惊艳，内务府设立了专门仿制痕都斯坦玉的作坊，苏州的

专诸坊也有仿制。为展现其薄、光的特点，此类玉器必须取上

等和田玉雕琢，且喜用纯色玉料，如本品之烟管即以简单有力

的刀工雕琢装饰纹样，打磨精到圆润，极好地展现了白玉之天

然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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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  白玉雕人物杯

A WHITE JADE HANDLED CUP CARVED WITH FIGURES
19th Century
H:11.5 cm

RMB 200,000-300,000

说明： 此杯取大块白玉为材，玉质洁白莹润，局部有微黄色沁斑。圆

雕一把杯，造型别致，杯体为撇口深腹圈足，形似盖碗造型，

杯身浅阴刻云头纹为饰，杯下圆雕一尖角小鬼俯卧以身躯托

杯，杯把镂雕瑞兽，古朴可爱，杯盖形似扣盘，平盖面，上圆

雕持剑人物为钮。此杯雕琢纹饰奇特，雕琢各式精怪，尤其托

杯小鬼，雕琢细腻生动，瞠目蒜鼻，双尖角耸立，耳后毛髮上

扬，下巴尖削，颈系领巾，构思谲诡奇特，形象恐怖怪诞，具

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和神话色彩。

带嵌银丝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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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桃红碧玺兔把件

A PINK TOURMALINE RABBIT PEND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L:5 cm

RMB 30,000-50,000

说明： 此件瑰丽非凡的碧玺瑞兔选用珍贵稀有的大块玫瑰色碧玺圆雕

而成，色泽鲜艳浓郁，呈深红而透明状，内部可见碧玺之天然结

晶纹路。兔子呈蹲姿，双耳长展，贴于脑后，圆眼小鼻，乖巧

可爱，身形圆润饱满，短尾微翘，煞是喜人。身体不留穿孔，

而用玫瑰金嵌钻石链连结。碧玺与红宝石、蓝宝石、冰彩玉

髓、坦桑石、祖母绿等具有天然色彩的宝石归纳为彩色宝石的

范畴，清代《石雅》记载：“碧亚么之名，中国载籍，未详所

自出。清会典图云：妃嫔顶用碧亚么。滇海虞衡志称：碧霞玺

一曰碧霞玭，一曰碧洗；玉纪又做碧霞希。今世人但称碧亚，

或作璧玺，然已无问其名之所由来者，惟为异域方言，则无疑

耳。”于清代时深受宫廷所喜爱。此瑞兔把件刀法娴熟圆润，

料佳意美，与白钻两相映衬，气色一新，给人以盈盈之美感，

其雍容华贵尽显。

 附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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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翡翠观音

A FINE JADEITE GUANYIN FIGUR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25 cm

RMB 300,000-500,000

说明： 此观音以上等翡翠整体圆雕而成，体量硕大，翠色鲜亮明艳，凝

绿可人，上浅下深，莹润明亮，带有玻璃光泽，纹理及翠色自然

过渡，翠绿色中有白色及紫罗兰色互相搭配，造型饱满规整。观

音头顶螺髮，髮丝细密，眉如弯月，双目细长下视，鼻梁尖挺，

唇线分明，面部饱满，大耳垂肩，面带微笑，神态慈祥。身着曳

地襦裙飘逸，腰间以丝带系束打结垂下。双手自然交垂交于身

前，一手持如意。全身比例均匀，手脚写实细腻，衣纹起伏流走

自然显质感。脚下雕琢翻卷海水，惊涛骇浪，一卷海浪托净瓶置

于身侧，凝翠欲滴。

清代产于缅甸的翡翠大量输入中国，成为首饰艺术的主要玉石，成

为清代贵妇后妃争相显耀身份的珍贵玉宝石。翡翠玉雕始自清早

期，兴于乾隆年间，盛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清代晚期。当时曾用

大量的中国白银换回了上等缅甸翡翠，产量几乎被清政府所垄断。

此翡翠观音像面相清秀，身形纤长，体态文静，层次分明，刀法线

条含蓄刚劲，雕琢精湛，色泽浓艳，纹理丰富，体现了清代玉工对

救苦救难之观世音菩萨的敬畏尊崇之心。

 附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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