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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17TH CENTUR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DRAGON' RUYI SCEPTRE

PROVENANCE:  PRIVATE AMERICAN COLLECTION 

L 39 cm

无底价

此件如意采用掐丝珐琅工艺而制，铜胎，通体以天蓝色珐琅釉为地。如意首部以象征祥瑞之气的灵芝为形，柄把

细长而略有弧度，柄下端稍宽，呈三角形。边缘饰铜胎鎏金护口。如意中心为一红色「寿」字纹，两侧为一对

相对的夔龙纹，以宝蓝色为主，兼有黄、红、豆绿色。柄身正面饰一对夔龙环抱寿字纹，躯体方折，尾部饰海

水江崖，福山寿海，云气缭绕。柄身背面以饰红、蓝、黄、绿、白各色宝相花。整器掐丝细腻，釉面平滑，工艺

精湛。同类藏品可参见1985年出版的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图163，另一件可参见《CHINESE CLOISONNE  

THE CLAGUE COLLECTION》第三十页。

来源：美国私人藏家旧藏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4》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编号125 

      《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编号163. 

十七世纪	

铜胎掐丝珐琅龙纹如意





372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BOX AND COVER 

PROVENANCE:  PRIVATE AMERICAN COLLECTION

D 9 cm

无底价

盖盒呈扁圆形，体分上下两部分，中间以子母口相合，造型秀巧端庄。护口及圈足鎏金，内壁施碧蓝色的珐琅

釉，因年代久远釉面略有脱玻化，这种制作方式在清代康乾时期较为少见，可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康熙

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第181页，编号Ⅳ-18，盒盖和器身通施天蓝色釉色料为地，其上以掐丝金线勾

勒，填绘五彩云朵图案。整器图案上下衔接，相互联属，既显齐整规制，又于其中呈现样式、颜色变化，极具匠

心。

来源：美国私人藏家旧藏

清康熙	

铜胎掐丝珐琅五色云纹香盒



373
QING DYNAST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VASE

PROVENANCE: PRIVATE OXFORD COLLECTION

H 13.5 cm

无底价

瓶铜胎，铜鎏金唇口及外撇圈足护底，束颈、丰肩，圆腹，器形小巧，优美别致。器表以掐丝珐琅装饰，以红、

黄、蓝、绿等诸彩双勾线内填饰西番莲纹样。掐丝纤细，勾连准确，釉彩艳丽，鎏金明黄，富有皇家风韵。香瓶

大多与炉及盖盒组成炉瓶三事，为古代焚香用具。香瓶又可称箸瓶，为存放铜箸、铜铲之用。整器器形虽小，但

造型端庄，是一件颇富文人雅趣的珐琅小品。

来源：牛津私人藏家旧藏

清	

铜胎掐丝珐琅西番莲纹香瓶



374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TRIPOD CENSER

PROVENANCE: SPINK & SON LTD, ON 2 NOVEMBER 1978.

D 10.5 cm

无底价

此炉以铜为胎，唇口，鼓腹，三足，桥耳，形制仿古。通体施天蓝珐琅釉为地，口沿及三乳足上部饰有深蓝色如意云头纹，炉

底部饰如意云蝠纹，正中有道家阴阳纹。腹部饰掐丝珐琅缠枝暗八仙纹样，属于典型道教图像系统。八仙是指八位传说中的道

教神仙，习称八仙纹或八仙图。这种题材盛行于明代中期、尤以嘉靖、万历两朝为甚，清代沿袭该习俗，在工艺品上亦多以此

纹为装饰。直至清中期八仙纹亦很盛行，并开始流行暗八仙纹，为八仙手中所持法器，暗八仙的纹样装饰从清康熙朝始盛，并

流行于整个清代。并为了区别「佛八宝」， 又称「道家八宝」。清代紫禁城内的钦安殿内供奉玄天上帝。清朝每年元旦于天一

门内设斗坛，皇帝在此拈香行礼。每遇年节，钦安殿设道场，道官设醮进表。钦安殿事务由太监道士管理。此件香炉应为宫中

供奉所制。整器小巧雅致，鎏金灿烂，通体以天蓝色珐琅料为地，其上填粉、蓝、黄、绿等珐琅釉彩装饰，工艺精美，花纹生

动绚丽，长置案头，平添雅致。 

来源:SPINK & SON，1978年11月 

     伦敦佳士得，2009年11月3日，编号227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暗八仙云蝠纹三足炉	



375
MIDDLE QING DYNASTY 

A SMALL GILT-BRONZE AND CLOISONNE ENAMEL POMEGRANATE SPITOON

PROVENANCE: 14 MAY 2010, CHRISTIE’S LONDON，LOT.771

H 8.3 cm

无底价

渣斗喇叭口，腹部上丰下敛，圈足外撇。通体天蓝釉为地，优雅高贵。口沿及肩部装饰一周如意云头纹，颈部及腹部通体装

饰葡萄纹，葡萄藤蔓缠绕，果实累累，三五成串地悬挂于枝叶之间，相簇相生；设计秀雅清新，色彩明丽，做工精细。葡萄

纹为明、清两代珐琅器常用装饰题材，被称为「一串金」，成串的葡萄还有「多」的含义，亦可寓意多子多福，倍添祥瑞之

意。 

来源:伦敦佳士得，2010年5月14日，编号771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葡萄纹渣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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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QING DYNAST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VASE

PROVENANCE: PRIVATE SAN FRANCISCO COLLECTION

H 16.5 cm

无底价

掐丝珐琅轿瓶最初为花瓶形制，始于明万历朝。至清中期乾隆一朝，乾隆皇帝特别钟情壁瓶，将十四件式样各异

的壁瓶装饰于珍藏稀世法帖的养心殿三希堂之东壁墙上。此时清宫对壁瓶的称谓因壁瓶大多悬挂于皇帝的御辇之

中亦可称「挂瓶」或「轿瓶」。壁瓶侧视只有全器的二分之一，靠壁一面平坦而有穿孔，可供悬挂，造型新颖，

小巧隽永。本品掐丝珐琅制，以精细的工艺填饰福庆有余纹样，鎏金浓郁，色彩艳丽，造型规整，釉面匀净，为

清宫之中较为实用的陈设赏玩器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二件乾隆朝臣于敏中题诗花瓶式轿瓶，见1999年台北出

版《明清珐琅器展览图录》，图版47-48号。 

来源：旧金山私人藏家旧藏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福庆有余纹壁瓶	 	



377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BOX AND COVER

PROVENANCE: PRIVATE NETHERLANDS COLLECTION

H 7.5 cm

RMB 30,000-50,000

盒呈方形，四方平直倭角，双层两屉，子母口，有盖。通体以黑色珐琅釉料为地，其上填红、绿、蓝、粉等诸

色，色彩妍艳，诸彩多有浓淡之别，搭配却有跳脱之感。盖面以四方并蒂缠枝西番莲为饰，其侧与器壁铜鎏金八

方开光，盖缘以古朴的勾连云纹环饰，器壁两方缠枝西番莲纹中间以各式团花纹为间饰。整体纹样相互呼应，连

贯有致，颇富韵律感。此盒鎏金浓郁，纹饰、布局繁而有序，密而不乱。工匠技法娴熟，填彩细致，釉面光洁，

甚少气泡，代表了掐丝珐琅技艺的成熟阶段。其大胆的敷色搭配更是本品的画龙点睛之笔。 

来源：荷兰私人藏家旧藏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三层缠枝花卉纹盖奁	 	 	



378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VASE

PROVENANCE: NAGEL AUCTION 2007 AUTSALE, LOT 1170

H 53.5 cm

RMB 200,000-300,000

瓶小口，口沿微外撇，直颈、丰肩、腹部线条向下斜收，底承铜鎏金小圈足。通体以浅蓝色珐琅料为地，满绘的

纹饰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康熙晚期，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清代宫廷。而与此同时，受明末清初仿古风气的

影响，宫廷之中的仿古风气颇为盛行。至乾隆皇帝，其对西洋文化的借鉴和推广更在康雍二帝之上，更为推崇西

洋图案中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因其既适合宫廷殿阁环境的陈设，又能满足皇家贵族的审美需求，这种喜好在宫

廷艺术品的设计与制作上体现的也尤为明显。本品绚烂的色彩运用以及夸张的纹饰构图，极富西洋色彩，而颈部

兽面纹、蕉叶纹源自青铜器，腹部福庆有余纹,又体现了独特的中国吉祥文化，两种艺术风格结合完美，具有浓重

的宫廷色彩和皇家气息。

整器铜质精纯，胎体厚重，造型规范、做工考究；珐琅釉料光滑润泽，砂眼较少，花纹工整、色彩绚丽、并大量

运用了以金为着色剂的粉红色釉料，华美绚烂，品格不凡。清中期的天球瓶大多以瓷器为主，此时的景泰蓝与瓷

器存在着紧密联系，二者在造型、纹饰方面互有借鉴，然而受烧造工艺影响，体型相对较大的景泰蓝天球瓶较为

少见。同类造型天球瓶可参见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一只花蝶纹天球瓶，《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第138

页，编号103；另一只年代略晚，器形相类，纹饰以九桃纹为主，《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珐琅器》第191

页，编号106.另有一只LAURENT HELIOT旧藏，售于佳士得2005年7月13日，编号213. 

来源: 德国纳高2007年秋季拍卖会LOT.1170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第138页，编号103. 

      《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珐琅器》第191页，编号106. 

清乾隆	

錾胎珐琅福庆有余天球瓶	 	 	





379
MING DYNASTY, WANLI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PARFUMIER

PROVENANCE:12 MAY 2010, SOTHEBY’S LONDON ,LOT.31

H 23 cm

RMB 50,000-80,000

此香薰呈提篮式，盘口宽大且带提梁，束颈，丰肩，自肩部向下内敛，底承圈足。通体铜胎，自上而下多层掐丝

珐琅为饰，盘口及颈部装饰浅蓝色釉为地的缠枝花卉纹及西番莲纹，瓶身以深蓝色锦地纹为地，其上四出开光，

内填饰四时花卉纹样。底足亦装饰一周缠枝花卉纹与口沿相呼应。较为特别的是承盘及器腹中部以镂空装饰岁寒

三友纹样，透雕纹饰，以鎏金为饰，澄黄光亮，光辉耀眼，极为醒目。整体样式、颜色变化，极具匠心，做工精

细，均匀流畅，更添瓶器华美庄丽之气。这种形制及尺寸的镂空掐丝珐琅器皿是十分罕见的，皮埃尔·乌德瑞收

藏中国景泰蓝中有一只尺寸相对较小的方形香薰，参见《CHINESE CLOISONNE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苏黎

世雷特博尔格博物馆，1985年，编号161.另有一对同样形制花口的香薰于香港佳士得，1995年10月29日上拍，编

号622. 

来源：伦敦苏富比，2010年5月12日，编号31. 

参阅：《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苏黎世雷特博尔格博物馆，编号161.

明万历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花卉纹香薰	 	 	







380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LARGE AND IMPRESSIVE GILT-BRONZE AND CLOISONNE ENAMEL TRIPOD CENSER AND COVER

PROVENANCE:  PRIVATE AMERICAN COLLECTION

H 46 cm

RMB 200,000-300,000

香炉作三足鼎式，直口，短颈，弧腹圆底，三蹄足。上配盖，盖面隆起，钮为盘龙戏珠，肩部对称饰朝冠耳。

盖、口、颈、肩部上下各饰鎏金弦纹。盖身上为缠枝花卉纹，下为夔凤捧寿纹，颈部为折枝花卉纹，肩部一圈缠

枝花卉纹环绕，腹部主题为夔凤捧寿纹，寓意「福寿双全」，圆底处为折枝枝花卉纹。足部上端饰兽面纹，中

间回纹相隔，下端饰蕉叶纹。整体造型大气端庄，静谧之中赋予动态美感，静中生威，雍容华丽。器身通体采用

掐丝珐琅工艺，珐琅质地细腻，色泽绚丽协调，色彩灵活搭配，使得其充满生气。底书「景泰年制」四字楷书方

款，字体类似宋版线装书常用之刻字，笔画硬直，与清代雍正、乾隆两朝铜瓷胎画珐琅器的书体相似。

景泰珐琅首见于清初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其名为「景泰内廷作房之珐琅」，因其「精巧远迈前古」，古董爱

好者不惜「重价购之」,成为「时玩」之一。从现存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档案可知,雍正、乾隆两帝指派造办处珐琅

作仿制景泰年款掐丝珐琅器。第一次记事于雍正四年正月初七日, 员外郎海望持出景泰掐丝珐琅马褂小瓶一件，

胤祺命造办处珐琅作「 照此瓶大小款式烧造珐琅瓶几件。」至雍正六年五月初四日止仅仅仿做得一件。至乾隆时

期，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多宝格内着做仿古样款掐丝珐琅瓶一件、宝瓶一件、罐一件,俱要

大明景泰阳文款。虽珐琅烧造技术有所提高，但珐琅作所做活计的质量仍不是很稳定，不易追仿明代掐丝珐琅的

「宝光」和「水头」，如本品之体量及烧造程度的炉鼎可谓难得。

来源：美国私人藏家旧藏

参阅:《妙谛心传——故宫珍藏藏传佛教文物》艺术博物馆，2003年，编号106.

 《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珐琅器二》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三足朝天耳圆鼎

款识：景泰年制	 	



381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CLOISONNE ENAMEL OCTAGONAL SPITTOON

PROVENANCE: 

3 NOVEMBER 2009, CHRISTIE’S LONDON, KING STREET,LOT,173

INHERITED FROM THE OWNER'S FATHER IN 1956.

THE PLESCH COLLECTIONS (BH21A)

D 19.5 cm

RMB 300,000-500,000

此唾盂，形制独特，工艺至臻。六方形盒体，口缘以及圈足边缘均铜鎏金护边口，上有内置铜鎏金漏斗状屉格，

此种设计不但可以起到隔绝的作用，更加便于清洁洗涤，尤显设计之妙。通体以掐丝珐琅为饰，天蓝色珐琅为

地，掐丝填红、蓝、粉、白、绿、黄等颜色，精工巧制，肩饰变形拐子龙纹样，器腹六面分饰色泽不同的缠枝莲

纹，间以卷草纹及如意云头纹样，掐丝规整，繁缛奢华，器底以六棱锦地花卉纹为饰，富丽雅致,这种六棱锦地花

纹经常出现于乾隆时期掐丝珐琅器上，可参见1985年出版的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图242，以及香港苏

富比，2009年10月8日，编号1731，通体装饰此种锦地纹样，并且有明确的乾隆纪年款，可供参考。此种规制之唾

盂对烧造技术需充分掌握，首先要求六棱器皿铜胎加热后不会变形。其二颇富西洋意趣的装饰纹样，乾隆二十七

年（1762）宫廷画院与珐琅作合并，专业画家参与珐琅器的绘画工序，大大提高了纹饰的艺术水平。并且要求装

饰繁缛的风格。乾隆四十八年（1783）曾传旨 「鼻烟壶上花卉画得甚稀，再画时画得稠密些……」，其三珐琅料

在高温烧制时有流动性，极易漫漶变形，并且要求釉料呈色一致。以上种种均为乾隆时期掐丝珐琅器皇室要求之

审美取向，尽显卓越非凡的皇家气派。

此唾盂造型甚为罕见，不见出版有相若作例。应属皇帝日常实用之器，即可实用，又可为陈设。相类风格但不同

材质的唾盂亦出现在乾隆御窑瓷器之中，可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制瓷官样与御窑瓷器 官样御瓷》第281页，

绿地粉彩勾莲带屉唾盂盒，虽为圆形，但是内置漏斗状屉格与本品相似，并可参考官样御瓷「五彩礠啖盒样一

件」之画样，整器掐丝精细、用色绚丽、图案清晰美观，是一件难得的清乾隆珐琅精品。本品源自PLESCH私人旧

藏；拥有者于1956年自其父处继承该藏品，并于伦敦佳士得，2009年11月3日上拍，编号173。

来源: 伦敦佳士得，2009年11月3日上拍，编号173. PLESCH私人旧藏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制瓷官样与御窑瓷器 官样御瓷》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281页.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八方唾盂	 	





382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POT

PROVENANCE:  PRIVATE AMERICAN COLLECTION  

D 24.8 cm

RMB 200,000-300,000

本器作八棱形，造型简洁大方，广口敛足，通体掐丝珐琅为饰，口沿一周回纹，壁面拐子龙纹样开光，内饰江崖

海水纹，其上祥云缭绕。器壁上各有一卦象，旋转一周合成八卦，由图案可知应是道教法器。清代皇室多信奉佛

教，但对道教也颇重视，雍正帝尤其崇信道教，并常与道士往来。紫禁城中有钦安殿、玄穹宝殿等道教道场，时

常举行道教仪式，每年元旦，还要在天一门内设斗坛，由皇帝亲自拈香行礼。每月朔望亦需设斗香，由宫殿监拈

香行礼。此件八方法器或为宫中供奉所制，清代宫廷中专门设立了制作珐琅器物的机构，初期在武英殿附设的制

造门中设有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又与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合并，成为养心殿造办处治器十四作之一。珐琅料在

高温烧制时有流动性，极易漫漶变形，此器形制规矩，掐丝精细、珐琅质地细腻，颜色纯正，表面打磨平整光

滑，掐丝粗细均匀，纹样线条流畅。图案纹饰的表现方法更多以双线勾勒来完成，清晰美观，是一件难得的清乾

隆珐琅精品。

来源：美国私人藏家旧藏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八卦纹八方斗	 	





383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TRIPOD CENSER

PROVENANCE:  PRIVATE ENGLISH COLLECTION  

H 28 cm

RMB 50,000-100,000

仿古器大多仿照古代青铜器、玉器和漆器的器型与纹饰而成，两宋时期伴随着金石学的兴起而产生。明代在复古

主义思潮影响下，模仿商周青铜礼器的造型和纹饰居多。清代中期以后，因乾隆皇帝大力提倡，更成为宫廷审美

主流之一。本件掐丝珐琅兽面带盖方炉即为一例。方炉为鼎式，铜胎，方口，颈上生双直耳，有盖，斜腹边缘出

戟，底承四柱足。炉盖镂雕缠枝花卉纹镀金，盖钮装饰兽面纹样。炉身以浅蓝色珐琅釉为地，上以诸彩填饰兽面

纹，也叫饕餮纹，四足亦装饰变形兽面纹，从器形到纹饰均在青铜器上较为常见，慕古气息浓郁，然而顶盖镂空

鎏金缠枝莲纹之装饰又颇富宫廷风范，以古之彝器为模本加以清代工匠之巧思，二者巧妙相融。此品造型匀称，

方正有度，富有生机和活力，做工玲珑清秀，金色圆润，珐琅料呈现蓝宝石般浓郁的色泽，高贵华美，透露出富

丽典雅的皇家气息。 

来源：英国私人藏家旧藏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3》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编号223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兽面带盖方炉	 	



384
MIDDLE QING DYNASTY  

A  LARGE ARCHAISTIC CLOISONNE ENAMEL CENSERS AND COVERS,FANGDING

PROVENANCE:  PRIVATE AMERICAN COLLECTION

   

H 64 cm

RMB 200,000-300,000

乾隆时期掐丝珐琅制作工艺鼎狮钮盖，方唇，双冲耳，长方敛腹，平底，下承四螭龙纹足。通体浅蓝珐琅釉为地,

以深蓝色珐琅料填饰拐子龙纹及兽面纹，鼎盖及腹有出戟。此器与着录在《宣和重修博古图》中周文王鼎之形制

纹饰几乎完全相同，「文王鼎」是三代青铜器的经典款式，明高濂在《遵生八笺》评古铜器时说 「方者以飞龙脚

文王鼎为上赏」，本品唯多设一鼎盖，上饰狮子戏球钮。

清代追摹古风到乾隆年间达到高峰，仿古彝器大量流行，因乾隆帝崇尚师古，以古为雅，区别时下流行之「俗

样」，整肃清代中期日益泛滥华而不实之审美风潮。这时宫廷常将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运用到珐琅器的制作

中。虽然仿古器物多有所本，但与珐琅结合后，创出另一番别样的艺术特色，在仿古的同时掐丝珐琅工艺日益精

湛，掐丝精美，纹样更突显装饰之美，如此鼎一般即可成为祭祀中的礼器，亦可平日陈设于案头。

乾隆朝掐丝珐琅工艺出现了突破性发展，可以广泛制造大型器具，比起之前多为制作小件，难度大增，既要有大

型窑炉配合，还要对烧造技术充分掌握，使硕大铜胎加热后不会变形，釉料呈色也要求一致。以清代乾隆时期珐

琅料配方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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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品之体积的文王鼎，据清文件记载，乾隆曾在三年、十五年、四十年和四十三年分别下旨制造掐丝珐琅

文王鼎，并亲自审阅图样。此外，地方官员进贡掐丝珐琅文王鼎在档案中也很常见，可见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这种

款式。整器保存完好，色泽艳丽、掐丝规矩，填彩严谨，打磨精到，仿古的造型营造出一种庄重肃穆之美。

来源：美国私人藏家旧藏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饕餮纹岀戟方鼎	 	 	



385
MIDDLE QING DYNASTY  

A  LARGE ARCHAISTIC CLOISONNE ENAMEL CENSERS AND COVERS,FANGDING

PROVENANCE:  PRIVATE FRANCE COLLECTION  

 

H 64 cm

RMB 200,000-300,000

鼎体量硕大，狮钮盖，方唇，双冲耳，长方敛腹，平底，下承四螭龙纹足。通体浅蓝珐琅釉为地,以深蓝色珐琅

料填饰拐子龙纹及兽面纹。纹样填绘平整，打磨精到，色泽艳丽馥雅，颇富古意。此器与着录在《宣和重修博古

图》中周文王鼎之形制纹饰几乎完全相同，本品唯多设一鼎盖，上饰狮子戏球钮。乾隆朝掐丝珐琅工艺出现了突

破性发展，可以广泛制造大型器具，如本品之体积的文王鼎，据清文件记载，乾隆曾在三年、十五年、四十年和

四十三年分别下旨制造掐丝珐琅文王鼎，并亲自审阅图样。此外，地方官员进贡掐丝珐琅文王鼎在档案中也很常

见，可见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这种款式。整器掐丝精美，纹样更突显装饰之美，如此鼎一般即可成为祭祀中的礼

器，亦可平日陈设于案头。

来源：法国私人藏家旧藏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饕餮纹方鼎	 	 	



386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PAIR OF GILT-BRONZE CLOISONNE ENAMEL CANDLESTICKS 

PROVENANCE: FRANCE DROUOT HOTEL，SOLD DECEMBER 1867,

CANADA VANCOUVER MARCO CHEN COLLECTION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H 64 cm

RMB 300,000-500,000

烛台成对，形制相同。整体由烛扦、柱、托座三部分构成。顶端置一圆形小盏，内设烛扦，中部置烛盘，与上部

小盏以立柱相连，口沿皆外撇；底座似倒扣之酒盅，底施「乾隆年制」楷书双框刻款。造型端庄稳重，典雅大

气。通体天蓝色珐琅釉为地，其上填饰缠枝莲纹及两两相对的螭龙纹，繁缛奢华，细致入微。此种烛台大多与一

鼎二觚呈做五供摆放，可参见2016年3月纽约苏富比，塞缪尔·P·艾利旧藏之五供，编号128；除本品做圆形烛台

外，另有方形或花口式烛台，参见2013年3月纽约佳士得，LIZZADRO旧藏之烛台，编号2803；法国梅西耶夫妇旧藏

的一对烛台，形制与本品相似，但底座略低矮，参见《错金镂采——法国皮埃尔·梅西耶暨海外珍藏掐丝珐琅器

特展》，图080。赫尔穆特·布林克尔和阿尔伯特卢茨著《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一书中编号250之款

识与本品相类，但底座与烛盘的衔接处较本品略扁。以上烛台的样式与纹饰均可与本品互为印证，且此对烛台来

源明确，源自奉三堂黄先生收藏，其最早于1867年12月于法国德劳特酒店售出，由加拿大MARCO CHEN先生收藏，

并于2011年6月借展于华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并刊印成册，编号74。

展览：美国加州，华·美《华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2011年6月17日-7月17日，编号74

来源：法国德劳特酒店DROUOT HOTEL，1867年12月售出

      加拿大温哥华 MARCO CHEN先生旧藏

      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参阅：《错金镂采——法国皮埃尔·梅西耶暨海外珍藏掐丝珐琅器特展》，图080

 《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编号250.

 《CLOISONNE-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MING,AND QING DYNASTIES》,第265页，编号80.

清乾隆	

御制铜胎掐丝珐琅螭龙纹大烛台一对

款识：乾隆年制	 	 	



387
MIDDLE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A PAIR OF CLOISONNE ENAMEL JARS AND COVERS

PROVENANCE:26 NOVEMBER 2014, CHRISTIE’S CONVENTION HALL，LOT.3379 

H 28.5 cm

RMB 300,000-400,000

本品造型敦实端庄，唇口，短颈，窄肩，直腹略收，圈足。此罐因口底相当，呈高筒状，上下粗壮，故称「壮

罐」。壮罐，为永乐时期首创，造型源自古波斯金银器。永宣时期十分盛行，至清中期由于皇帝倍加推崇，摹古

仿效，推陈出新。除了烧制瓷器壮罐之外，亦有烧造珐琅材质壮罐。本品即为珐琅之壮罐，成对保存，顶部有

盖，盖钮、盖沿、及圈足皆以铜胎护口。通体以浅蓝色珐琅为地，自上而下填饰五层纹样，顶盖装饰如意云头

纹，颈部与圈足外墙饰菱形锦地纹，肩部饰以祥蝠纹，腹部以通景式主题纹饰装饰花枝烂漫的莲池，莲花馥馥，

莲叶田田，其下有鹭鸶徜徉其中。另一侧山石嶙峋其上栀子、雏菊、腊梅盛开，有蝶闻香而来。纹饰繁缛雅致，

布局错落合理，颇富生趣。

清代中期三位君主宫廷中广聘西方的传教士、建筑师、艺术家等任职，并醉心于西方的珐琅器，主张吸收西方的

先进文明，清康熙时期由西方传教士将画珐琅礼品进献给朝廷，并传授西方的画珐琅工艺，此后以掐丝珐琅填绘

的珐琅图画纹样增多，并相较于明代较为程式化的连续图案赋于更多的变化，艳丽的色彩与紧密的构图相映成

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来源： 佳士得，2014年11月26日，编号3379.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一路连科纹壮罐一对	



388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RUYI SCEPTRE

PROVENANCE:  PRIVATE FRANCE COLLECTION

3 MARCH 1984, SOTHEBY’S  MOROCCO,LOT,263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L 42 cm

RMB 200,000-300,000

此如意即为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如意之精品。三镶处皆做护口，柄首、柄端皆做如意云头状，柄首装饰当时比

较流行的「万福流云」图样。「万」 字除了表示数量上的意义之外，又与吉祥图中的「卍」 字通义。 「蝠」

借谐音喻示福,「云」可表达古人「乘云气, 御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 的追求, 具有中国独特的意境美。除柄

握处开光装饰缠枝莲纹样，通体嵌饰拐子龙及寿字纹样。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粉红色珐琅釉料的装饰，粉红色料需

每斤用金叶五分。可见此种粉红色珐琅釉料造价之高昂。其背通体鎏金錾刻五福捧寿纹，《尚书·洪范》篇关于

五福有「 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之说，分别寓意长命、富贵、健康、乐善好

德、平和善终。鎏金灿烂，宝光莹莹，颇具宫廷御制装饰风范。

与其相似的前掐丝珐琅，后通体鎏金的如意样式较少，仅苏富比1983年2月，编号133号与之类似。亦有三镶通体

鎏金镂空的样式，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沈阳故宫博物院之藏品以及1996年11月5日香港苏富比，编号962。

与此同时数量较多的嵌玉及其他材质的样式，皆可作为与本品时代特征之印证，此件作品来源清楚、流传有序，

为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收藏，最早于1984年苏富比摩洛哥上拍，编号263号，并在2005年3月31日再度于纽约苏

富比上拍，编号231号。除此之外，其于2011年6月17日在美国加州借展于华、美，《华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展

览会，同时也出版目录编号50号。整器做工规整，雍容端庄，彰显出无上的皇家气势。

展览：美国加州，华·美，《华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2011年6月17日-7月17日，编号50.

来源：重要法国私人旧藏

 苏富比摩洛哥，1984年3月4日，编号263.

 苏富比纽约，2005年3月31日，编号231

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参阅：《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粹·珐琅卷》，第198页，编号14.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第二册》，第161页，编号190.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卷4，第177页，编号126.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灵芝祝寿纹如意	





389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BOWL

PROVENANCE:  PRIVATE ENGLISH COLLECTION

  

D 12.5 cm

RMB 200,00-300,000

此碗式样为清代传统宫廷制式，腹壁较直，至底略收，下承圈足。器型周整，敦实，故名敦式碗。外壁以浅蓝色

珐琅釉为地，其上以双勾金线勾勒，其内以红、绿、蓝、黄、粉等诸色填饰西番莲及法轮、法螺、宝伞、白盖、

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结佛家八宝纹样。口沿与器底箍一匝铜圈。圈足上施深蓝底珐琅釉，掐丝卷云纹。碗内

及器底鎏金，碗底篆刻乾隆年制四字双框楷书款。

乾隆时期所制艺术品可视为皇帝本人艺术品位的反映，乾隆时期一改雍正时期灵秀典雅的风格，而倾向追求制作

工艺精细，纹饰华丽繁缛。不仅在造型方面趋于多样化，在设色用彩等装饰工艺上更有独特的表现。从《清宫内

务府造办处》的乾隆记事档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直接干预珐琅制器事宜，此件敦式碗即为一件以掐丝珐琅工艺制

成的成功之作。整器取传统官窑器之标准形制，造型敦厚端庄，同时又注入了清王朝盛世繁缛之花纹，鎏金辉煌

灿烂，彰显其皇家富贵风范。

来源：英国私人藏家旧藏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八吉祥纹敦式碗

款识：乾隆年制



390
WANLI SIX-CHARACTER INCISED MARK WITH THE CYCLICAL DATE, JIA YIN, CORRESPONDING 

TO A.D. 1614, AND OF THE PERIOD 

A RARE CHAMPLEV ENAMEL BOX AND COVER

PROVENANCE: THE MINOR ARTS OF CHINA, III, SPINK & SON LTD, LONDON, 1987, NO. 91?

22 MARCH 1999, CHRISTIE’S NEW YORK,LOT,69

28 NOVEMBER 2006, CHRISTIE’S HONG KONG,LOT,1675

   

D 11.6 cm

RMB 800,000-1,200,000

明代早期永乐、宣德二朝颇为开放，据《明史·成祖记》与《明史·宣宗记》载，古里国永乐三年，七年、九

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九年、二十一年；宣宗八年多次遣使来贡，其国位处印度洋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优

越，成为伊斯兰地区与中国物资交流的中心，其国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佛郎双刃

刀等」；「佛郎」即「珐琅」， 古里与明朝的交往密切，输入的珐琅器当然不在少数，这种绚丽明快，金碧辉

煌，极富异国情调的工艺品十分适合皇室及宫廷的审美，深受皇帝喜爱。

现在能常见到的明代珐琅器，由内廷御用监制烧造的，有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两种，有纪年款识的掐丝珐琅器，

仅见宣德、景泰、嘉靖、万历年号。本品即为万历一朝极为珍贵及少见的镌署年款盖盒，由内廷监制烧造，专供

御用。铜胎，圆形，直壁，子母口扣合，底承圈足，造型规整。外壁以内填珐琅为饰，盒盖于壁面镌刻，轮廓内

填双龙穿花图案，纹样轮廓线凸起，其下陷处填充深蓝、砗磲白、桔黄、苹果绿等珐琅釉料，经焙烧、磨光、镀

金而成呈现宝石镶嵌的效果。盒壁则以掐丝珐琅之法装饰，亦以绿釉为地，盖壁掐绘祥云纹，填以深蓝色珐琅

釉；盒身外壁与盖面纹饰相呼应，如双龙于云中嬉戏，充满瑰丽的想象力。器底正中刻书「大明万历甲寅年造」

八字楷书款，呈圆形排布。整器珐琅用料，绚烂华美，璨若宝石，与掐丝珐琅相比，明代传世至今的錾胎珐琅可

谓稀罕，其是在铜胎由铸造烧焊成型，而后胎内烫松香胶固定，并金属胎上錾出花纹，使纹样轮廓线起凸，在其

下陷处填充珐琅药料，经焙烧、磨光、镀金而成呈现宝石镶嵌的效果，元明时称为「拂郎嵌」，錾胎珐琅与掐丝

珐琅表面效果相似，只是纹样线条更为舒展，且无断痕，因工艺复杂，故而较之珐琅器更为少见。

本品殊特于同时期御用监所制铜胎珐琅器，其罕见的干支纪年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全世界仅存两只，除本品

之外，另有一只与本品大小及款识相同，但纹饰为缠枝莲纹的藏品，可参见PIERRE ULDRY旧藏之珐琅盖盒，在其著

述中编号129。

来源：SPINK & SON，伦敦，1987年，编号91 

 纽约佳士得，1999年03月22日，编号69.

 香港佳士得，2006年11月28日，编号1675.

参阅：《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编号223.

明万曆	

錾胎珐琅云龙纹盖盒

款识：大明万曆甲寅年造





391
17TH CENTURY

A LARGE CLOISONNE ENAMEL VASE

PROVENANCE:  PRIVATE ITALY COLLECTION

H 81 cm

RMB 200,000-300,000

此件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出戟花觚，铸胎成形，器形高大，边棱出戟，体量硕大，厚实掂手。通体满饰掐丝珐

琅纹样，宽大的口沿内亦装饰掐丝珐琅，天蓝釉为地，釉色明丽浓艳，其上以诸彩填饰缠枝莲纹，填制珐琅料严

谨平整，显得精美华丽而不失古朴庄重，气韵高贵，端庄稳重。器形仿青铜器觚之样式，足外撇，托底宽大，便

于稳固高大的觚体。清代摹古之风流行，掐丝珐琅的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器型更为丰富多彩，且由于工艺进步，

体量硕大的珐琅器制作增多，如本品即为如此。整器掐丝技法娴熟，图案布局疏密有致，色彩纯正明快，尤为难

得的是其高大的造型，规整而不变形，展现了高超的技艺。

来源：意大利私人藏家旧藏

十七世纪	

铜胎掐丝珐琅岀戟大花觚	



392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STAND

PROVENANCE: 16 SEPTEMBER 2003, DOYLE NEW YORK,LOT,67

F.GORDON MORRILL AND ELIZABETH HUNTER MORRILL COLLECTION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L 16 cm

RMB 50,000-100,000

铜胎掐丝珐琅制，呈四方形，中段束腰，下承四弯足，及如意云头式牙板，造型敦实厚重，线条圆润流畅。整器

以天蓝色珐琅釉为地，台面装饰单线勾勒的缠枝莲纹，底座饰黄、蓝两色螭龙纹。造型及纹饰充分体现了康熙

时期珐琅器之特点。本品为美国大藏家高登与伊丽莎白·莫尼尔夫妇（F. GORDON MORRILL AND ELIZABETH HUNTER 

MORRILL COLLECTION）藏品之一。高登夫妇在1973年10月2日购于英国知名古董商HUGH MOSS，并将此器特别绘画于他

们的私人收藏信件中。赫尔穆特·布林克尔和阿尔伯特卢茨著《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一书中编号219

的17世纪中期掐丝珐琅台座器形与本品相类。另此种台座之搭配或可参见A&J SPEELMAN家族旧藏的铜胎彩釉描金

童子摆件一对，以及2007年6月13日；法国巴黎佳士得举办的JUAN JOSE AMEZAGA家族旧藏珐琅器专拍，编号7，其

下属珐琅器座即为本品之样式。 

来源：美国纽约DOYLE，2003年9月16日，编号67

 美国重要收藏家F.GORDON MORRILL AND ELIZABETH HUNTER MORRILL伉俪收藏

 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参阅：《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编号219.

清康熙	 	

铜胎掐丝珐琅西番莲纹四方器座	



393
MIDDLE MING DYNAST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BOX AND COVER

PROVENANCE: PRIVATE FRANCE COLLECTION

YAMANAKA & CO. COLLECTION

CANADA VANCOUVER MARCO CHEN COLLECTION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D 19 cm

RMB 200,000-300,000

盖盒圆形，形制规整，盖与器身子母口扣合，下承矮圈足微外撇。盖盒顶部圆形开光，其内装饰四只姿态各异的

狮子戏球。狮子须髯卷曲，阔口利爪，威猛庄严，颇具神采。其下以六棱团花纹为地，相隔如意形开光内绘三

幅海兽图。下部开光与上部两两相对，唯有开光内填饰纹样不同，为线条流畅的缠枝莲纹，底足亦装饰有风葵

纹样，通体满饰，纹饰新颖，繁缛华丽。盖盒内铜质无釉，或修朱漆，胎体锤碟轻薄，盒盖口沿护口处可见相接

合之痕迹，纹饰采用单线掐丝手法和明代瓷器上流行的海兽纹，显现了明代中期的时代特征。风格近似的狮子纹

样，可参见香港佳士得2015年4月7日所拍卖的一只十六世纪温碗，编号3726；2007年法国巴黎JUAN JOSE AMEZAGA

家族旧藏珐琅器专场，编号10，明代万历时期盘；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珐琅七狮戏球图长方盘，《故宫博物院文

物珍品大系·金属胎珐琅器》，第23页，编号21。另有《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珐琅器》中编号95及97号两件

明代晚期珐琅器纹饰主题均与本品相同。这种狮子的纹样被认为与佛教有关，但以动物纹样为装饰的掐丝珐琅，

在明代较为少见。此件作品来源清晰有序，为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收藏，最早购置于19世纪早期，后为山中商

会旧藏，并由加拿大温哥华MARCO CHEN先生收藏，几经流转仍不掩风华，古朴内敛，浓淡相宜。 

来源：法国重要私人旧藏，购于19世纪早期

 YAMANAKA & CO.（山中商会）旧藏

 加拿大温哥华 MARCO CHEN先生旧藏

 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参阅：《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珐琅器》编号95、97

 《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金属胎珐琅器》，第23页，编号21

 《Cloisonne 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Ming,And Qing Dyansties》,编号151

明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天马狮子图盖盒	





394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VASE

PROVENANCE: 19 JUNE 2003, CHRISTIE’S LONDON,LOT,547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H 23 cm

RMB 300,000-400,000

壁瓶整体仿商代青铜觚之造型，大敞口、束腰，两端起扉棱，圈足。其下用掐丝珐琅手法表现台座。纹饰亦摩古

而就，上部装饰蝉纹，中部及下部以兽面纹为主体，布局合理妥帖，颇具古意。器身扁平，背部光素，仅有一竖

孔可供挂饰。康熙中晚期，南方各地的珐琅器手工工匠陆续进入内廷，清代宫廷中开始设「作」制作珐琅器物, 

初期在武英殿附近的制造部门中设有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合并。养心殿造办处

设有治器之作十四, 珐琅作是其中的一个「作」。但康熙一朝的珐琅器总体数量较少，本品铜胎成型规矩，掐丝

细腻流畅，珐琅釉呈色纯净有泽，砂眼较少，可见此时烧造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赫尔穆特·布林克尔和阿尔伯

特卢茨著《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一书中编号223为底款康熙年制的掐丝珐琅觚纹饰与器形与本品相

类。 

来源：英国佳士得，2003年6月19日，编号547

      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参阅：《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编号223

      《绚丽·华贵·至尊—香港张宗宪先生珍藏御制宫廷掐丝珐琅器特展》苏州博物馆，2007年，第78页。

清康熙	

掐丝珐琅饕餮纹壁瓶	



395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CIRCULAR DISH

PROVENANCE:  PRIVATE AMERICAN COLLECTION

   

D 11 cm

RMB 30,000-50,000

乾隆一朝，皇帝不仅勤于政务，而且艺术造诣深厚，其对掐丝珐琅器的制作相当关注，据《造办处各作承做活计

清档》记载，他不仅亲自过问掐丝珐琅器的设计和制作，并且对制作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对制作精

美者给予赞赏，粗糙者给予惩处。使得此一时期掐丝珐琅工艺有了空前的提高。此盘即为依照‘内廷恭造之式’

制作而成，器形规整，比例适当，精、巧、秀、雅齐备。底部镀金，圆润坚实，金光灿烂，其内书「乾隆年制」

四字横款，及「情」字千字文款。从乾隆朝《养心殿造办处活计档案》看，乾隆七年（1742年）八月造办处活计

档记载，乾隆皇帝曾传旨 「照建福宫掐丝珐琅三件一分炉瓶三式多做些，其款用千字文号数落。」可见此一时期

宫中掐丝珐琅器使用千字文计数序号。

此种浅弧腹、圆口外撇的珐琅盘，其内外分区的制式延续了明代风格，可参见皮埃尔·梅西耶珍藏珐琅器特展，

图015，以及1985年出版的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图33。另有此种款识的瓶炉三式较常见，可参见

LITTLETON AND HENNESSY旧藏,以及PIERRE ULDRY 旧藏。此类小盘常见缠枝花卉纹样，本品为八宝纹，或为宫中供器。

来源：美国私人藏家旧藏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八宝纹香盘

款识：乾隆年制、情



396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BOX AND COVER

PROVENANCE:  PRIVATE EUROPE COLLECTION

NEW YORK MATT WARMAN COLLECTION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D 6.8 cm

RMB 50,000-80,000

圆形印盒，子母口上下契合，浅弧腹、铜鎏金护口及圈足，圈足微外撇。通体填饰以S形相勾连的缠枝花卉纹样，

线条流畅，配色对比鲜明；器内及底足施珐琅釉，光素无饰，莹润有泽。类似圈足微外撇的盖盒有的下方配有珐

琅底座，与炉、瓶等构成三式。可参见故宫所藏掐丝珐琅缠枝莲纹三式。本品无底款或因底座以迭失。另有内部

及底足为铜鎏金的盖盒，大多篆刻千字文款及乾隆年款。整器铜胎较为轻薄，内部釉面光亮，造型小巧圆润，来

源清晰明确，为美国纽约MATT WARMAN先生旧藏。 

来源：欧洲私人旧藏

      美国纽约MATT WARMAN先生旧藏

      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藏品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编号3。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宝相花纹香盒	



397
QIANLONG INCISED FOUR-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AN IMPERIAL CLOISONNE ENAMEL WATER POT WITH INTEGRAL STAND

PROVENANCE: SPINK & SON LTD.,LONDON,1985

JUAN JOSE AMEZAGA COLLECTION

13 JUNE 2007,CHRISTIE’S FRANCE,LOT,32

27 NOVEMBER 2013,CHRISTIE’S HONG KONG,LOT,3467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H 4.5 cm

RMB 100,000-150,000

此件水呈敛口、圆腹、下承三云头足。圈足及三个小立足鎏金而成，外壁采用掐丝工艺填绘缠枝西番莲纹样，口

沿及底足处填饰一周如意云头纹，布局妥帖，排列有序。整器珐琅釉色鲜妍，鎏金浓郁，胎体厚重，虽小巧不

盈握，但质沉压手，底部书「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方款。此一时期水呈款识亦有方框双圈四字款及方框单圈四

字款，字体大多并不相同，或非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另这种底部直接铸接铜鎏金座者，为较典型的装饰手法，

其上大多阴刻缠枝花卉纹样。可参见《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卷4,145页，编号96及100号。本品来

源清晰，为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旧藏，最早于1985年购置于英国著名古董商SPINK & SON LTD.后为法国的JUAN 

JOSE AMEZAGA家族收藏，其家族以掐丝珐琅器的庋藏而闻名于世；并于2007年6月13日于法国佳士得上拍，编号32

号。 

展览：美国加州，华·美，《华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2011年6月17日-7月17日，编号85

来源：1985年购自英国史宾克（SPINK & SON LTD.,LONDON）

 法国重要藏家JUAN JOSE AMEZAGA旧藏

 法国佳士得，2007年6月13日，编号32

 香港佳士得，2013年11月27日，编号3467

 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4》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编号96。

清乾隆	

御制铜胎掐丝珐琅西番莲纹水呈

款识：乾隆年制	 	 	



398
YUAN DYNAST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DISH 

PROVENANCE: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FROM EUROPE

D 16.3 cm

RMB 1,500,000-1,800,000

元代的珐琅器，或许是伴随着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而来，元末吴渊颖曾写过一首咏大食珐琅瓶的诗「西南有大

食，国自波斯传，……素瓶一二尺，金碧璨相鲜，晶莹龙宫献，错落鬼斧镌。」元朝建立以后，作为统治阿拉伯

地区的伊利汗国的宗主国，同西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外国掐丝珐琅传入中国是

必然的事。

盘为铜胎掐丝珐琅制，平沿、浅弧腹、下承圈足。形制规整，法度严谨，沿口及圈足均作鎏金装饰，澄黄润泽，

光亮柔和，盘心做圆形开光，将盘纹饰区分为两部分。中心以天蓝色珐琅釉为地，以单线技法勾勒内填黑彩，描

绘枝蔓盛开的牡丹纹样，在串联的枝叶间有数朵含苞待放的花苞。布局疏朗大方，纹样线条奔放有力，枝蔓伸展

自如。外区以黑彩为地，与中心主体纹样相呼应，其上白彩填饰八朵柔美娇嫩的栀子花，花朵之间以掐丝金线为

枝蔓，使二者富余连贯性又过度自然。外壁葡萄作紫色施染，饱满丰腴，颗粒圆熟，三五成簇挂于叶下，趁于蓝

色珐琅地之上，效果唯美，婉转的枝叶颇具装饰色彩。元代的缠枝花纹多为写生型，流动活跃,连绵不断,这种植

物旺盛的生命力和繁茂程度，象征着奔腾不息的生命力。正如本品盘心正中那朵悍然绽放的黑牡丹，蔓延婉转的

花苞中涌动着浩然之气。这种雄浑而雅丽的艺术格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强劲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元代艺术所

呈现出来的「于雄浑中仍饶逋俏，苍莽中转见娟妍，纤细而气益闳」的美学风韵。而鲜明、亮丽的宝蓝色与纯洁

无暇的栀子白，二者相结合，又是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色彩，它雅沉幽静而又隽永深刻。对游牧民族而言，象征

着深邃辽阔的草原和天空与湖泊的倒影。是一种素洁宁静和永恒的象征。蓝色与白色的搭配迎合了整个东方民族

的审美爱好，亦是整个民族略带含蓄的生命意志的表达。

整器质地细腻洁净，表面异常光亮，具有似水晶般的透明效果。特别是宝石蓝、葡萄紫和草绿等几种颜色的珐

琅，更显鲜艳醒目，颇具「晶莹剔透」的时代特征。这种具有水晶般透明效果的珐琅，在元代以后明清二代确认

无误的掐丝珐琅作品之中，均未再现，因此，元代应该使用的是「舶」来的珐琅原料，可能是由「大食窑」工匠

带入我国。该器不具款识，但釉料及制作工艺时代特征明显，明润靓丽，保存完好，相同类型的藏品可参见《皮

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第40号；法国著名藏家法国皮埃尔·梅西耶，也有相似藏品入藏。

及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品，其中一只缠枝莲纹三足炉上之纹样与本品非常相似，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

系·金属胎珐琅器》，第6页，编号5。

来源：欧洲重要私人藏家旧藏

参阅:《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第40号；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金属胎珐琅器》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6页，编号5。

 中国嘉德 2011年5月22日 LOT 1193 张大千 佛头青  成交价RMB25,300,000

 The Minor Arts of China 111,Spink&Son Ltd.

元	

铜胎掐丝珐琅牡丹纹盘	







399
YUAN DYNAST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DISH ON THREE FEET

PROVENANCE:  PRIVATE FRANCE COLLECTION 

D 17.5 cm

RMB 30,000-50,000

盘敞口，弧壁浅腹，平折沿，器底平稳，下承三如意云头足，造型简约，造作规整。整盘器表以掐丝珐琅工艺装

饰，通体色调呈现沈郁静穆之感。盘身表面以蓝色珐琅釉作地，釉料匀称平滑，柔和温润。盘面正中内以白色

珐琅釉填饰三只鹭鸶立于莲池之中，周围填绘红色莲花图案，四面丛生墨绿莲叶，纹样朴拙雅稚，盘沿以深色

珐琅釉为地，其上装饰十二朵波斯菊，形制相仿，与其周围的枝叶交错布局，富余韵律的美感。类似藏品可见

「CHINESISCHES CLOISONNE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第51号，

其形制与纹样均与本品相类似。  

来源：法国私人藏家旧藏

参阅: 《皮埃尔·乌德瑞收藏中国景泰蓝》1985年，第51号.

元	

铜胎掐丝珐琅一路连科香烛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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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QING DYNAST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TRIPOD CENSER AND COVER

PROVENANCE:  PRIVATE JAPAN COLLECTION  

H 31 cm

RMB 300,000-500,000

炉为掐丝珐琅制，此种工艺又称景泰蓝。景泰蓝这一称谓目前所见的最早记录是雍正六年（1728）在《各作成活

计清档》中记载 「五月初五日，据圆明园来贴内称，本月初四日，恰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奉旨 ……其仿

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由此可见清代皇室对景泰蓝的制作要求十分严谨。至乾隆皇帝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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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飞龙耳三足炉即为此一时期的精品。炉分上下两部分，炉盖隆起，盖面及盖钮铜鎏金镂空，并由三灵芝如意

形开光等分，其内填缠枝花卉纹。盖钮作俯仰莲花座形式，盘龙绕云而上，双目圆睁，躯体矫健，威猛庄严，颇

具神采。炉以龙为钮，彰显其不同寻常之地位。炉身腹部两侧以螺丝镶嵌「S」形双龙耳，其肩生双翼，其或为龙

生九子之金吾，造型夸张繁缛，倍添华绮。值得一提的是，此种镶嵌双龙耳造型的三足炉在清中期宫廷中较为常

见，（可参见《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卷2，编号198。）但如本品这种双飞翼形龙耳并不多见。下

承三兽首衔足，腹部四开光内以珐琅填绘秋海棠、寿桃、佛手等吉祥纹样，寓意美好，灵动传神。此炉在清宫之

中造型较为常见，但盖钮及双耳多有变化，除本品盘龙钮、金吾耳外，另有灵芝钮及耳，或缠枝花卉纹钮及双龙

耳等多种组合，可参见伦敦佳士得2004年11月9日售出的英国放山居（FONTHILL HEIRLOOMS），阿尔弗雷德·莫里森

（ALFRED MORRISON）旧藏，编号23. 及2007年6月13日；法国巴黎佳士得举办的JUAN JOSE AMEZAGA家族旧藏珐琅器

专拍，编号28；1962年出版的《SIR HARRY AND LADY GARNER藏中国及日本景泰蓝》，第92页，以及《故宫博物院

藏文物珍品全集》第158页，编号150号藏品。

来源：日本私人藏家旧藏

展览及出版: 《错金镂彩－法国皮艾尔·梅西耶（PIERRE MERCIER）暨海外珍藏掐丝珐琅器特展》，保利艺术博物

馆，2011年9月，084号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卷2，编号198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158页，编号150号

      《SIR HARRY AND LADY GARNER藏中国及日本景泰蓝》，1962年，第92页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花卉纹开光飞龙耳三足炉





401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CLOISONNE ENAMEL MODEL OF A QILIN

PROVENANCE: 4 NOVEMBER 2009, SOTHEBY’S LONDON,LOT,154  

H 20.5 cm

RMB 50,000-100,000

麒麟双角细长，回首侧望，张口吐舌，长须曲卷，四足着地，立于四方台座之上。胡须、眉、腮、颈部、脊背、

足部的毛发、身上的鳞片、火焰及扇尾均表现得一丝不苟，以表现须发飘逸的灵动感；通体层叠的鳞片与须发填

以蓝、绿二色珐琅，颈前及腹部填灰白色珐琅，火焰处填红色珐琅，彩料鲜艳饱满，用色精准。须发、尾部及蹄

足并鎏金装饰，背负葫芦形绶带宝瓶。整器用料考究，工艺精细，寓意吉祥，颇为珍贵。

我国铜胎掐丝珐琅工艺，至迟在元代由西亚传入，发展列明代景泰年时已臻成熟，故有"景泰蓝"之誉。铜胎掐丝

珐琅器的制作工艺需经过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鎏金等复杂流程，器成后具雍荣华贵之姿，故

在晚清以前，多为宫廷御用。同类藏品可参见香港佳士得，2010年12月1日，编号3224.

来源：伦敦苏富比，2009年11月4，编号154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麒麟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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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A LARGE ARCHAISTIC CLOISONNE ENAMEL CENSER AND COVER DING

PROVENANCE:PRIVATE NEW YORK COLLECTION  

H 120 cm

RMB 200,000-300,000

此器形体硕大，分器和盖两部分。盖面隆起，钮为盘龙戏珠式，其下三面如意云头开光，内绘缠枝花卉纹，除开

光外外，全盖镂雕，纹样精细考究。器为鼎形，唇口，束颈，鼓腹。通体以天蓝釉为地，以各色珐琅填饰百花不

落地纹样，纹饰繁密，错落有致。肩两侧置双龙耳，龙身呈‘S’形，躬身回首后望，龙尾上卷，颇具动感。器

足为三只红顶仙鹤，鹤躬身曲颈，羽毛洁白晶莹，尾羽黑亮，双足挺立细长。整器掐丝工整，线条流畅，填色仔

细，镀金光亮，龙耳鹤足，鳞羽毕现，姿态优雅。且体积硕大，实属不可多得的掐丝珐琅供器。

来源：美国纽约私人藏家旧藏

清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花卉纹双龙耳鹤足鼎



403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CLOISONNE ENAMEL RUYI SCEPTRE WITH JADE PLAQUES

PROVENANCE:  PRIVATE AMERICAN COLLECTION  

L 45 cm

RMB 200,000-300,000

「如意」于印度梵语中称「 阿那律」，讲僧持之,记文于上, 以备遗忘。而于空门之外的凡人，如意最初也不过

是解决生活琐事的「搔杖」罢了；前者或更具‘雅’意，后者却更添俗趣。及至明清两代，「手所不能至, 搔之

可如意」的如意，在此一时期就雅与俗的观念达到了完美的和谐，成为吉祥之物的代言。清高宗乾隆皇帝可以说

是如意的狂热爱好者，他认为如意不仅是一种祥瑞, 即可做装饰,又可佐文房，更是一种可以代口由心之物, 正所

谓「颐岂胜口, 代语不须言」(卷五十六《竹柄玉如意》)。正如讲僧持之可博闻强记一般，乾隆皇帝在与群臣议政

或清谈之时, 若有如意在手, 便会理论充分，妙语连珠。 「指挥侍臣听,那意识中存」既是其真实的心情写照。

也正是因为如此, 乾隆皇帝将如意视为「佳朋」并「屡有如意咏」，并且对其质地、造型、纹样及所赋予的内在

含义十分用心揣摩。所以此一时期「处处座之旁，率陈如意常。」在乾隆皇帝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随处陈设

着玲琅满目的如意。

以掐丝珐琅做柄，首、腹、尾三处镶以白玉为饰，沿器身以铜鎏金包护口，掐丝工艺纯熟，线条流畅。瓦头玉石

表面正中雕双寿桃纹，柄中脊弧度略高，正面以浅蓝色珐琅釉为地，满饰拐子龙纹饰，吉庆古朴，另外两处镶嵌

皆以寿桃为饰，相互映衬，寓意福寿皆至，尽显尊贵华丽之气。整器釉色纯净均匀，色彩填釉饱满，色彩丰富，

红、黄、绿、蓝颜色亮丽；与白玉雕刻图案相互呼应，雍容而端庄，整器充分展现皇家宫廷御制水准，乃礼仪祥

瑞之佳器。同类藏品可参见CLAUDIA BROWN之收藏，著录于《CHINESE CLOISONNE  THE CLAGUE COLLECTION 》，凤凰城

艺术博物馆，1980年，第12页。

来源：美国私人藏家旧藏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三嵌玉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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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CUP

PROVENANCE: PIERRE MERCIER COLLECTION   

D 9.8 cm

RMB 50,000-80,000

杯敞口，深腹，下承圈足，口沿及圈足铜鎏金护口，体态优美修长，因其形状如倒置的铃铛，故名「铃铛杯」，

此种造型源自明嘉靖仰钟式杯，亦称仰钟杯、金钟杯。外壁装饰为传统的三段式纹样，主体为红、蓝、绿、白四

色缠枝莲纹，上部填饰三对卷曲的螭龙，接近底足装饰一周变形蕉叶纹。内壁施碧蓝色的珐琅釉，因年代久远釉

面略有脱玻化。这种碧蓝色的珐琅釉大多在盘、盖盒、杯的内部填饰，相对于较为常见的铜鎏金效果，更为清新

隽永，且这种制作方式在清代康乾时期较为少见，可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

展》，第181页，编号Ⅳ-18，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中期錾胎珐琅莲蝠纹圆盘。本品源自法国皮埃尔·梅西耶夫

妇旧藏，并于2003年9月于法国巴黎卢浮宫——五个世纪中国珐琅珍品展中借展，来源清晰，工艺精湛，堪称佳

品。 

来源：法国皮埃尔·梅西耶夫妇旧藏

出版：ART SOUS LES ARCADES，ASIAN ART SINGAPORE，2009，NO.73

     《错金镂采——法国皮埃尔·梅西耶暨海外珍藏掐丝珐琅器特展》，北京，2011，图038

展览:「五个世纪中国珐琅珍品展」，法国巴黎卢浮宫，2003年9月；

      ART SOUS LES ARCADES，新加坡，2009年；

     「错金镂采——法国皮埃尔·梅西耶暨海外珍藏掐丝珐琅器特展」，中国北京保利艺术 博物馆，2011年9月

参阅:《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珐琅器》，第150页，编号179.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金钟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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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HANGING MIRROR

PROVENANCE: NEW YORK MATT WARMAN COLLECTION

19 MARCH 1997,SOTHEBY’S NEW YORK,LOT,154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COLLECTION  

W 49 cm

RMB 150,000-200,000

此镜边框做如意云头形，铜鎏金内外护口，顶部为西洋卷叶式挂环，这种卷叶纹样出现于十八世纪，之后多有沿

用。镜框通体饰掐丝珐琅装饰，浅蓝色珐琅釉上饰掐丝五色云蝠纹为地，如意云头中部饰「万」字纹及吉磬纹，

绕框一周环饰佛教八宝纹，宁静典雅，悦目清心。背部为花梨木背板及包口，整器造工精湛上乘，珐琅釉料丰富

浓艳；图案规整细密，尽显非凡卓越的皇家气派。

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载 「直至明季之末，始有以玻璃为镜者。清代乾隆后，玻璃始大兴于民间」。可见有清

一代玻璃为镜之鼎盛时期在乾隆皇帝，其本人更有一首《镜喻》诗 「青铜摩以旃，照形已无遗。近代泰西法，玻

瓈更新奇。」此时由于清代前期的透明平板玻璃要从西方进口，价格如同宝石一般昂贵，所以玻璃镜的来源主要

有两个渠道，即由西方进贡或由清宫造办处打造；因此只是少数皇室贵族才可以享用之物，是确确实实的新奇玩

意。并且其制作全程需要通过皇帝的审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载「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太

监胡世杰交铜烧古镜背玻璃容镜一面……另配做掐丝法郎镜背，先呈样。钦此」。）由于玻璃的稀缺，清宫旧藏

之掐丝珐琅挂镜大多尺寸较小，本品体量巨大，堪称孤品。

展览:美国加州·华、美，《华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2011年6月17日-7月17日，编号87

来源:纽约苏富比，1997年3月19日，编号154

     美国纽约MATT WARMAN先生旧藏

     美国奉三堂艺术基金会 （DAVID HUANG & SON ART FOUNDATION）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如意形八宝纹挂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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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QING DYNAST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TRIPOD CENSER

PROVENANCE:PRIVATE HONG KONG COLLECTION  

W 32 cm

RMB 500,000-800,000

珐琅器在中国产生之初就带有必然的阶级属性，从明代开始掐丝珐琅器物即由宫廷制造，专供皇宫贵族享用，这

本身就是讲求礼法的阶层，注定了其「礼」的地位。并且以「礼」的准则来制作以「礼」为美的器物。这一特点

到清代中期尤甚，乾隆皇帝嗜古，常要求把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运用到珐琅器的制作当中，此件清代早中期

的墨地掐丝珐琅双凤耳簋式炉，造型即为仿效商周时期青铜簋之样式，敞口、束颈、圆腹，下承高圈足外撇；器

腹部四方出戟，两侧为立体圆雕的双凤耳，昂扬挺立，气度从容、翅羽鬃爪刻划精细，纤毫必现，可谓一丝不

苟，使其在仿古的氛围中跳脱出刻板的规制，而雷纹的出戟式凤羽更使其平添一分神秘色彩。整器以早期比较少

见的黑色珐琅料填制底色，其上再以粉、绿、黄、蓝、红等诸色填饰枝叶蔓卷的缠枝莲纹及拐子龙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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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皇帝对珐琅器的制作要求分外严格，第一次记事于雍正四年正月初七日, 员外郎海望持出景泰掐丝珐琅马褂

小瓶一件, 随黄杨木座。(雍正帝) 命造办处珐琅作「 照此瓶大小款式烧造珐琅瓶几件。」 然而直到雍正六年五

月初四日止仅仅仿做得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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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中期的掐丝珐琅工艺，大多仿造「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的特点，但又对比景泰时期的器物更加掐丝细腻，填

料饱满，本品即为此一时期之佼佼者，本身以黑色为地的早期珐琅器皿数量就极为稀少，大件更是罕见，仅故宫

博物院馆藏的明早期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龙耳炉以及清早期掐丝珐琅兽面纹三足炉为类似釉色，参见《故宫博物院

藏品大系·珐琅器编》，卷1，第90页，编号24；及卷2，第81页，编号56。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 此种黑色珐琅釉

料的制作，多为与雍正皇帝的青睐有关，清宫造办处档案文件曾有1729年雍正皇帝命令以黑色的掐丝珐琅仿制一

只漆盒的记录。另有一件雍正时期掐丝珐琅簋，其颜色运用及花纹均与本品相类似，参见香港佳士得，2006年5月

30日，编号1288。本品虽未加款，然而主要配件之间以金属螺丝相连，掐丝流畅，珐琅料色泽沉润，砂眼较少等

特点都符合早中期掐丝珐琅的工艺特征。且来源清晰明确，源自英国伦敦老牌古董商SPINK&SON之收藏。

来源：香港私人藏家旧藏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卷1，第90页，编号24

清早期	

铜胎掐丝珐琅墨地花卉纹双凤耳簋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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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 CENTUR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VASE GU   

H 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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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珐琅觚，最早之记载或可追溯到宋代的《负喧杂录》，其书提到 「予得一瓶，以铜为胚胎，……外为觚棱，

彩绘外国人之奇形诡状，却是玻璃，极其工巧，不知何物。」发展至明清兩代，注重理学的思潮，对于礼制的尊

崇，首推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归复西周之「礼」，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代表礼制的诸多青铜彝器。且珐琅器物由宫廷

制造，专供皇室贵族享用，这本身就是讲求礼法的阶层，因此，形成了珐琅器端庄、敦厚之美。

本品铸胎成形，厚实掂手，仿青铜器式样，形制为觚式，大口沿外撇，瓶身四出戟，造型优美，灵动有致。器表

施天蓝色珐琅釉料为地，通体以宝蓝、红、绿、白等色填饰缠枝莲纹为主体纹饰，缠枝莲纹图案严整，高度程式

化，加之端庄的器形，使整器观之颇有持重、富丽之感。这种错金镂彩的富贵气氛，符合统治阶级的审美要求，

因此成为御用之佳器。同类藏品可参见香港佳士得，2003年7月7日，编号722.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2》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38页，编号12

十七世纪	

铜胎掐丝珐琅西番莲纹花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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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QING DYNASTY 

A RARE CLOISONNE ENAMEL AND GILT-BRONZE PALACE

PROVENANCE:  PRIVATE NORTHERN EUROPE COLLECTION   

H 21 cm

RMB 200,000-300,000

此殿为铜胎珐琅制，重檐歇山式殿顶，双层重檐，出檐上翘，其上以绿色及金色填彩表示琉璃瓦，并以粉色及蓝

色釉料装饰如意云头纹护沿。檐墙朱红色珐琅料为地，其上填彩西番莲纹，台基及八根柱础以鎏金铜装饰，两柱

之间衬以回纹栏板，简洁素雅。殿沿与主殿之间有回廊，皆以浅蓝色珐琅料填饰地面，主殿六根朱础，槛窗及殿

门皆均镂空，一丝不苟，正厅二门活络可动，槛墙用琉璃瓦拼砌，传神写实。整器做工非常精细，也是官式建筑

造型的缩影，或为拟宫殿样式并按照实体比例微缩制成，因此每个细节均设计严谨，如屋顶的式样、装饰纹样

等，皆严谨法度，即使是门、窗等细节的刻画也毫不松懈，以小见大，格外精致。全殿主要工艺为掐丝珐琅，不

同部位掐丝方式与图案各不相同，色彩浓郁，填釉饱满，颜色丰富，红、黄、绿、蓝、金、粉诸色纷呈，且珐琅

烧造工艺即为繁杂，成型不易，如本品之造型可谓少见。

来源：北欧私人藏家旧藏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八柱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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