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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1 清 纳纱绣“独占鳌头”挽袖  
RMB：无底价    尺寸：9×50cm

2902 清 拉锁绣“仕女图”挽袖 
RMB：无底价    尺寸：9×52cm

2903 清 拉锁绣“亭阁童子”挽袖
RMB：无底价    尺寸：9×50cm

2904 清 拉锁绣“博古图”挽袖
RMB：无底价    尺寸：9×60cm

白色纱为地，纳纱绣出鳌鱼、蝙蝠、湖石、

牡丹、兰花、寿桃、海水、群山、殿阁、

八宝等物事。挽袖下端绣以湖石、牡丹、

兰花，其上海水翻涌，一条鳌鱼探出鳌头，

空中蝙蝠衔如意，边上绣以宝幢和火珠。

上部再绣出殿阁，殿阁后斜伸出桃枝，枝

上结满了寿桃，四周绣以海螺、宝伞、盘长、

宝瓶及嘴衔方胜的蝙蝠。最上部分为海中

的群山，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

白色缎为地，用拉锁工艺绣出仕女、亭阁、

桥、湖石、桃花等物事。挽袖下部为开放

的花卉，边上溪水潺潺，一座小桥横跨溪

水之上，桥边立一湖石，湖石边上斜出桃

树一棵，花开繁茂。再上为坐于园中的仕

女一人，作吹箫状。后背立一湖石，斜出

花卉数种，边上溪水淙淙，小亭临溪而建，

亭前仕女一人作行走状，手持折扇，返身

回顾。亭后又是一片水域，湖石、桃树杂

处其间。

白色缎为地，用拉锁绣绣出夔龙、火珠、

亭阁、桃花、竹子、童子等物事。挽袖大

体可分五段，并以四个杏叶纹开光作为区

隔。最上、中间、最下三段以夔龙一对作

为外沿装饰，上下两端并绣出毬路纹。其

他两段以竹子作为外沿装饰，里面绣出方

格纹、花卉纹。四个开光，中间两个绣出

嬉戏的童子，上下两个绣出亭阁、桃花等。

白色缎为地，用拉锁工艺绣出博古图。挽

袖全身绣以瓶、壶、书册、盆景花卉、湖石、

佛手、果篮等物事，个别地方且用金线绣

制。挽袖意态脱俗，清新淡雅，清丽可人。



2905 清 苏绣“采莲图”挽袖 
RMB：无底价    尺寸：9×50cm

2906 清 拉锁绣“五伦图”挽袖
RMB：无底价    尺寸：9×50cm

白色缎为地，用各色绣线绣出亭阁、拱桥、

栏杆、湖石、垂柳、松树、桃树、泛舟采

莲的童子和女子等物事。在由垂柳、桃树、

松树、湖石、花卉、拱桥、亭阁等组成的

水景中，各有童子、女子四人各乘小舟在

水域上，童子或划桨或撑篙，女子则作采

莲状。整个画面表现了生动自然的意趣，

各个部分又以金线绣制的盘长杂处其间，

淡雅而又不失富贵。

蓝色缎为地，用拉锁工艺绣出群山、湖石、

垂柳、桃树、溪水、莲荷、牡丹、凤凰及仙鹤、

鸳鸯、鶺鸰、黄莺等物事。寓意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907 清 湖色地绣牡丹黄花梨柄团扇
RMB：无底价    尺寸：30×47.5cm

扇作芭蕉式，上广下狭，上端翘起，使扇面形成立体弧度。团扇边框及柄以黄花梨木制成，扇面用湖色纱，纱为缠枝花卉纹暗花纱，

纱地上绣以牡丹一株，牡丹盛开，极显富贵之态。扇顶部为铜镀金护顶，下部为花形护托，扇柄嵌染牙顶头，系红丝穗。

团扇亦称“宫扇”，因形似圆月，且宫中多用之，故名。早期多为圆形，后乃有长圆、扁圆、梅花、葵花、海棠等样式。

此扇与故宫藏的黑色纱绣花卉图红木雕花柄团扇式样及装饰近似，当初应属宫中之物，精巧雅致，具有很高的美学欣赏价值。



2908 清 剔红骨打籽绣龙凤纹折扇
RMB：无底价    尺寸：34cm

折扇以木为股，共十三支。内股薄片状，髹红漆，边股稍厚，雕漆，上端雕出花卉纹样，下端以描金绘出卍字不到头。折拢时，

扇上部为方角直线条，下部则较为圆滑柔和，使扇显得轻盈修长，且适宜手指的触握。扇面缎质，用绣线和金线绣出海水江崖、

团龙、孔雀、凤鸟、蝴蝶、花卉等物事。扇面上以金线绣出的贴签处，绣出“M.M.Faulkner”字样。



2909 清 缂丝刺绣香囊一组
RMB：20,000-30,000    尺寸：尺寸不一

香囊四件，形态不一，上有提系，下缀穗子。香囊主体外围用刺绣，绣有花卉等纹样。香囊的使用，其内或可填充棉花、米糠、

木屑，加上一定量的香粉。清代宫中香囊的用量较大，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怡亲王谕：

领广储司银两，做……鹅黄素缎两面写画长方香袋四十个，鹅黄素缎两面写画圆香袋四十个，鹅黄素缎绣五毒香袋四十个，

五色绒缠蝠儿香袋四十个，五色素缎绣五毒香袋四十个，赏用香袋四百个。这类香袋当即香囊。男性一般将此挂在衣带上，

后宫女性则一般不挂在腰间。有的会在床帐里挂上香囊，一是为了气味幽香，一是为了装饰，也有防病驱疫的作用。

美国波士顿名门 Faulkner 家族遗产，原主人 19 世纪末曾在驻华美军服役，并于 1900 年创立 

Brigham and Women's Faulkner Hospital （推测为清政府赠送之物）。

BWFH 医院 是由波士顿福克纳（Faulkner） 家族于 1900 年资助建立的非营利性医院，至今仍被

使用，现隶属于塔夫茨大学（Tufts）医学院和哈佛（Harvard）医学院。





2910 清 宫廷纳纱绣寿字活计一组
RMB：无底价    尺寸：尺寸不一

包括香囊一件，作鸡心形，荷包二件，作腰形，扇套一件，均用纳纱绣绣出寿字、几何纹等纹样。

活计，是按照所盛物品形状设计制作、各有其专门名称的织绣佩饰。男用活计一般包括荷包、扇套、表套、靴掖、香囊（或

槟榔袋）、褡裢、烟荷包、扳指套、火镰套，一套多至九件少至四五件不等。



2911  清 宫廷纳纱绣“洪福齐天”活计一组
RMB：无底价    尺寸：尺寸不一

2912 清 刺绣活计一组
RMB：无底价    尺寸：尺寸不一

包括眼镜盒一件、扇套一件、扳指套一件，均用纳纱绣绣出蝙蝠纹。眼镜盒、扳指套均上有体系，下缀穗子。

清末佩挂活计蔚为风尚，徐珂《清稗类钞》“服饰”记载：“某尚书丰仪绝美，妆饰亦趋时，每出，同腰带必缀以槟

榔荷包、镜、扇、四喜平金诸袋，一扣必缀以时表练条、红绿坠、剔牙签诸件，胸藏雪茄烟盒及墨水、铅铁各笔、象

皮图书、帐簿、手套、金刚钻戒指、羊脂扳指、汉玉风藤等镯。统计一身所佩，不下二十余种之多。”

包括香囊三件、扇套二件。香囊作鸡心形，其二绣以金鱼水藻纹样，其一绣以几何纹及寿字纹样，其一用金银线绣以

万年如意四字及云纹。扇套一作黑色，绣以团寿六个，一作蓝色，绣以池塘小景，一只水禽栖息于莲荷之下。





2913 嘉庆 杏黄地刺绣金龙团片
RMB：30,000-50,000    尺寸：34 直径

2914 康熙 杏黄五彩妆花柿蒂型龙片
RMB：60,000-80,000    尺寸：120×120cm

饰片呈圆形，以香色缎为地，在地上用各

色绣线绣出云纹、蝙蝠、金龙等物事。团

纹底部绣出海水江牙，海水翻滚，涌出杂宝，

中间一石突兀，其上绣出金龙一条，龙作

正龙，四足外张，周身绣以五彩流云和蝙

蝠等。

原为衣料局部柿蒂窠部分，中间挖孔作圆领。衣料以局

部挖梭工艺织就，柿蒂窠内底部织出海水江牙，其内织

出过肩龙二条，龙作喜相逢状。龙纹周身饰以五彩流云。



2915 乾隆 御用明黄缎绣云龙纹靠垫
RMB：400,000-600,000    尺寸：68×68cm

靠垫呈山型，以明黄色缎为地，在地子上先绣一层装饰，此装饰由四出花卉纹和云肩纹组合而成。在此装

饰之上，再用各色绣线和金线绣出蟠桃、五彩流云、蝙蝠、金龙等纹样。靠垫中部以金线两道绣出界栏，

其外底部绣以蟠桃、五彩流云、蝙蝠纹样，上部山字形的左中右处另绣出蟠桃。界栏内部正中用金线绣出

金龙一条，龙作正龙，四足外张，周身绣以蝙蝠和五彩流云。明黄为清代等级最高的颜色，则此靠垫当为

御用之物。

出处：Virginia Steele Scott Galleries of American Art （美国加州圣玛利诺艺廊）

参考：《EMBLEMS OF EMPIRE》 126 页，Mactaggart Art collection 加拿大埃德蒙顿的博物馆藏乾隆 

龙纹靠背



2916 同治 紫色缂丝万字地云龙纹吉服袍
RMB：60,000-80,000    尺寸：140×230cm

2917 乾隆 蓝地织金云龙纹吉服袍
RMB：60,000-80,000    尺寸：140×240cm

2918 光绪 皇帝纳纱绣衮服
RMB：60,000-80,000    尺寸：111×165cm此袍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裾前后开。袍以紫色为地，

用月白衬里，领、袖端饰片金缘，石青素缎接袖。袍身上

缀襻扣五对，纽子上各缀有鎏金铜扣一枚。全身前胸、后背、

两肩及下摆处共织有金龙八条，内襟另有龙纹一条，其中

前胸、后背及两肩处为正龙，下摆处为行龙。此袍满地织

出万字不断头，金龙周围以云蝠、金寿字作为装饰。

此袍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裾前后开。袍以蓝色缎为地，

月白衬里，领、袖端饰片金缘，石青素缎接袖。袍身上缀襻扣

五对，纽子上各缀有鎏金铜扣一枚。全身前胸、后背、两肩及

下摆处共织有金龙八条，内襟另有龙纹一条未见，其中前胸、

后背及两肩处为正龙，下摆处为行龙。金龙周围以云蝠作为装饰。

此袍下部海水江牙形态与晚期不同，表现出早期的形态。

衮服以石青色纱为地，平金纳绣五爪正龙四居于胸背两肩，肩部两团

龙顶部装饰“日”“月”二章，此为皇帝御用衮服。《钦定大清会典》

记载，皇帝衮服，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件前后各一。其章，

左日右月，前后万寿篆文，间以五色云，棉、袷、裘、纱惟其时。

清代皇帝服用朝袍、吉服袍（习称“龙袍”）等时，一般与石青地、

缀四团龙补的衮服套穿，冬季则以端罩替代衮服罩穿于朝袍、吉服袍

之外。衮服，为清代皇帝用的外褂，石青色，圆领对襟，两肩和胸背

各缀有团龙圆补。乾隆年间正式定称“衮服”，但从清代档案如宫中《穿

戴档》《三织造缴回档》等中可知，“衮服”为典章中的名称，一般

仍习称为“龙褂”。衮服的穿用场合，皇帝穿朝服时，一般罩于朝袍

之外，十一月一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以端罩代替衮服；穿龙袍时，

罩于龙袍之外；从《穿戴档》中得知，衮服亦可罩于常服袍外，多用

于拜斗、拈香等场合。

参考：宣统皇帝衮服照；《皇朝礼器图》-衮服。



2919 光绪 大红地刺绣彩云金龙纹吉服袍
RMB：100,000-120,000    尺寸：145×220cm

此袍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裾左右开。袍以红色缎为地，用月白衬里，

领、袖端饰片金缘，石青素缎接袖。袍身上缀襻扣五对，纽子上各缀

有鎏金铜扣一枚。全身前胸、后背、两肩及下摆处共织有金龙八条，

内襟另有龙纹一条未见，其中前胸、后背及两肩处为正龙，下摆处为

行龙。金龙周围以云蝠、团寿字及杂宝作为装饰。





2920 清 御用明黄缎绣缠枝西番莲纹炕垫
RMB：600,000-800,000    尺寸：206×140cm

参考文献：

美国明尼苏达州博物馆“IMPERIAL SILKS”第二集 lot 20 847P

宫廷绣，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据《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

的燕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明代以后，宫廷绣的针法、

技艺、用工、用料、纹样图式等特点更加鲜明。到了清代宫廷

绣更为兴旺，特别是光绪年间更是名扬海内外，被誉为“宫绣”。

宫绣严格遵循“图必有意、纹必吉祥”的宗旨。清宫绣纹样以

龙纹、凤纹、云纹、鸟兽、人物、寿山、福海、蝙蝠、八仙、

八宝、十二章纹等为题材，运用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方法，

表现一统江山、皇权永固的愿望。在宫廷绣制中，由宫廷画师

按身份地位、等级用途等场合设计彩色稿，制式逐级审批后，

直接用细毛笔勾画在绣布底料上，画工精细，一丝不苟。一件

宫廷绣品，画工和绣工几乎等同。宫廷绣多为男工，且从小培养，

一个绣工只传授一种技艺，工艺精湛，精益求精。

宫绣的用料非常考究，其选料精当贵重，豪华富丽，不惜工本。

宫绣的最大特点是绣线配色鲜艳，其色彩与瓷器中的粉彩、珐

琅色相近，以深蓝、明黄、大红、月白为主色，其分别代表天、

地、日、月，来象征与天地同在，日月同辉。

由于宫廷艺术审美的标准和规范，宫绣作品造型端庄稳重，设

色典雅高贵，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倾天权势。通过清

宫绣作品便知其国运兴衰，国运昌则用料考究、技艺精湛、色

彩沉稳、图案精细。

这幅清乾隆明黄地绣缠枝莲炕垫，尺寸为 206×140cm，以明黄

缎为地，炕垫中部以金线绣出界栏一道，将整个炕垫分为两个

区块。整幅炕垫以圆形海水江崖为中心，间绣蝙蝠、万字纹、

花卉卷草、灵芝如意、五彩流云等，圆形左右两侧各有一蝙蝠

口衔珠饰。炕垫通体绣以缠枝西番莲纹，花枝均用深浅不一的

蓝色绣线绣制，红色西番莲纹也颜色深浅不一，或作蓝色，较

具变化。整幅的吉祥纹样，象征着子孙万代，富贵荣华，福寿

万年！ 作品花样繁复，绣工精细，设色华丽，宫绣讲究的“平、

光、齐、韵、和、顺、细、密”八字于其中完美呈现。

由于宫绣严格的典章制式及使用规范，决定了宫绣区别于民间

刺绣，其独一无二的皇家气派和富贵精美的宫廷审美艺术，历

来为藏家重视和喜爱。

此作品尺幅巨大，品相一流，保存完美，为近年罕见。因其明

黄色的宫廷御用之色和巨大的尺幅规格，等级之高，当为皇帝

御用之物。作品为全新，未有任何使用痕迹，如此真、精、新，

高规格、大尺幅的宫廷刺绣，如今能被请回，当为收藏的一件

幸事！



2921 明 大红地缂丝龙纹椅披
RMB：100,000-120,000    尺寸：178×50cm

椅披大致可分为四段，最下一段为海水江牙，江牙之上缂出仙鹤一只，

仙鹤昂首挺胸，双翅伸展，周身饰有五彩流云。再上一段，中心为杏

叶开光，其内缂出夔龙两条，开光外围饰以束有飘带的杂宝。再上一

段为正面立于海水江牙之上的金龙，其周遭遍布蝙蝠和五彩流云。末

一段为仰首倒飞的仙鹤，仙鹤嘴衔桃枝，上有寿桃二枚，突显于背后

的五彩流云之中。整个椅披用色明丽，画面生动，表现了高超的缂丝

技艺。



2922 明 缂金地凤凰纹椅披一对
RMB：200,000-300,000    尺寸：180×54cm

椅披一对，尺寸、纹样大体相同。椅披大致可分为四段，最下一

段为海水江牙，海水之中立有殿阁两处，海水之上由祥云托起宝

瓶一个，其内装有算筹，周围有蝙蝠飞舞，且饰以五彩流云。再

上一段，中心织出缠枝西番莲纹，正中西番莲上一只蝙蝠栖息，

四角饰以五彩流云。再上一段地面上立一湖石，边上植有牡丹、

竹子，湖石之上一只凤凰栖止，作单腿独立状。最上一段蝙蝠嘴

衔如意，四周织出五彩流云。此对椅披用工精丽，用色明快，纹

样生动，实属难得的精品。

（瑞士私人藏家）



2923 乾隆 缂丝“喜象升平”镜芯
RMB：100,000-120,000    尺寸：80×61cm

长方形，主体纹样作象驮宝瓶，此即清代流行的太平有象。太平有象是清代常见的题

材，为喜象升平、民康物阜的象征。饰片下部缂出平地和石块，一头白象立于平地之

上，背上施以鞍鞯，驮以宝瓶，宝瓶上装有犀角等宝物。宝瓶两侧，一只蝙蝠嘴衔犀

角，一只蝙蝠嘴衔如意，作飞舞状。白象左侧，立一湖石，湖石后松枝挺立，枝干延

伸至饰片右侧。白象右侧，同样立一湖石，其后牡丹开放正盛。饰片上端，缂出祥云，

整个镜芯尽显富贵喜庆。





2924 清 文武官补一组 
RMB：无底价    尺寸：30×30cm

2925 清 纳纱都御史“獬豸”补
RMB：无底价    尺寸：28×29cm

补子计四件，均为方补，分别为道光打籽绣文官五品白鹇补子和文官四品云雁

补子、光绪缂丝武官二品狮子补子、嘉庆缂丝文官四品云雁补子。

方形补子一对，一作整片，一作对开。补子下方缂出海水江牙，波涛翻滚，中间一石凸起。其

上獬豸一只，昂首挺胸，立于江牙之上。左上角为一轮红日，周身缂出云纹及八宝图案。补子

外围用黄线绣出几何纹界栏一道。



2926 清 缂丝文七品鸂鶒补
RMB：无底价    尺寸：29×32cm

2927 清 缂丝文三品孔雀补
RMB：无底价    尺寸：29×32cm

2928 清 刺绣文五品白鹇补
RMB：无底价    尺寸：31×31cm

2929 清 石青地缂丝团龙补
RMB：无底价    尺寸：30 直径

方形补子一对，一作整片，一作对开。补子中间缂出一只，昂首挺胸，双翅伸展，

作飞翔状。左上角为一轮红日，补子通体饰以云纹，云中中间杂以花卉、暗八仙等

纹样。补子外围用缂出界栏一道，界栏内缂以万字不断头。

方形补子一对，一作整片，一作对开。补子下方绣出海水江牙，波涛翻滚，涌现杂宝，

中间一石凸起。其上孔雀一只，昂首挺胸，双翅伸展，立于江牙之上。左上角为一

轮红日，周身绣出云纹、蝙蝠及八宝图案。补子外围用缂出界栏二道，界栏内绣出

几何纹和西番莲纹。

方形补子一对，一作整片，一作对开。补子下方绣出海水江牙，波涛翻滚，八宝涌现，

中间一石凸起。其上白鹇一只，昂首挺胸，双翅伸展，立于江牙之上。右上角为一轮

红日，周身绣出云纹、蝙蝠。补子右侧绣以牡丹，左侧江牙之侧绣出桃枝，其上桃实

累累。补子外围用金线缂出界栏二道，界栏内再用金线绣出蝙蝠，用绣线绣出寿字。

团龙补一，用缂丝之法织就。下端

为海水江牙，海水翻滚，间有杂宝

涌出，中间一石突兀。其上缂出金

龙一条，龙作正龙，四足外张，中

间饰一火珠，周身缂出八宝、蝙蝠

及五彩流云。金龙用金线缂织，补

子最上端宝伞之下并用金线缂出团

寿一个。



2930 清 石青地彩绣行龙补一对
RMB：30,000-50,000    尺寸：30 直径

2931 嘉庆 孔雀羽铺底文七品“鸂鶒”补
RMB：150,000-180,000    尺寸：30×31cm

团龙补二，通体施绣。补子下部底缘绣以云纹、蝙蝠，上缘

绣出海水江牙，海水翻腾，涌出西番莲、宝瓶、鲤鱼、卍字等。

海水之中崖石耸峙，其上用金线绣出行龙一条，龙首处绣以

火珠，金龙周身再密密的云纹，其间饰以蝙蝠、卍字、宝伞、

宝幢、盘长、法轮等。龙身左右四个角落且以金线绣出卍卍字、

团寿字。

据《大清会典》，亲王补服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

亲王世子同。郡王行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贝勒正蟒二团，

前后各一；贝子行蟒二团，前后各一。此团龙补子均为整片，

龙作行龙，可排除贝勒、贝子，当为亲郡王所用，原先乃饰

于补服肩部。

方形补子一对，一作整片，一作对开。补子以孔雀羽线铺地，再于其上施绣。补子主要采用打籽绣，

于下端绣出海水江牙，海水翻腾，涌现杂宝，五彩祥云升腾其上。海水中间一石耸峙，其上绣有

鸂鶒一只，昂首挺胸，单脚独立，双翅伸展，立于江牙之上。鸂鶒左上角为一轮红日，周身绣出

云纹、蝙蝠。补子两侧，左侧湖石侧畔绣以灵芝、石榴，右侧湖石之侧绣出桃枝，其上桃实累累，

共结蟠桃九枚。补子外围用金线绣出界栏二道，界栏内再用金线绣出寿字，用绣线绣出团寿字。

补子以孔雀羽线铺地，极为罕见，国内外博物馆中的收藏也为数甚少，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藏有孔雀羽线铺地的鹭鸶补子一方，是现存为数不多的一件实物。孔雀羽线的制备，过程繁杂、

制作耗时，工匠们要先把孔雀羽毛上一根根的绒羽用剪刀剪下，再用线陀将此绒羽与丝线捻成翠

羽线，即便是熟练工操作，一天制成的孔雀羽线也极有限。因此之故，织物上较少使用孔雀羽线，

用的都属低调的奢华。此对补子以孔雀羽线铺地，仅此一项，亦足以表明其价值。

参考：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院藏 ' 刺绣孔雀羽鹭鸶补一张 '





2932 清 刺绣花鸟屏芯两件
RMB：无底价    尺寸：22×98cm  35×100cm

挂屏二扇，均以白色缎为地，其上用绣线绣出花鸟纹样。一扇古藤斜出，藤

上栖一苍鹰，苍鹰敛息凝视，古藤枝干边上一株紫藤花期正盛。画面左上角

绣出明人王世贞《紫藤花》中的诗句“南国红蕉将比貌，西陵松柏结同心”，

及“大吉羊”朱文印一枚。另一扇古藤奇崛蟠曲，桃枝缠于其上，桃花灼灼，

古藤下有竹枝斜出。古藤之上栖息对鸟，作回首相望状。



2933 康熙 刺绣灵禽瑞兽八扇屏
RMB：800,000-1,200,000    尺寸：50×180cm



挂屏八扇，尺寸相同，以茶色缎为地，用各色绒线绣出湖石、石榴、乌鸦、梅花鹿、仙鹤、松树、梧桐、芙蓉、鹭鸶、松鼠、葡萄、鹦

鹉、寿桃、绶带鸟、菊花、翠鸟、芦花、水仙、梅花等物事。每扇挂屏屏芯主题基本一致，以花卉、禽鸟或走兽、湖石或岩石为主要装

饰，湖石之侧每每绣以各式花卉、花树，树枝之上每每立有各式禽鸟，树下或有梅花鹿、松鼠、水鸟等。

第一扇主要为石榴、乌鸦、芙蓉，乌鸦或在啄食石榴子；第二扇主要为松树、梧桐、梅花鹿、仙鹤，梅花鹿或卧或走，或饮水或嬉戏，

仙鹤飞于空中，形态各异，寓为鹿鹤同春；第三扇主要为松鼠、葡萄，平地上、湖石上、葡萄藤上，松鼠作各式觅食状；第四扇主要为

鹦鹉、寿桃，桃树上结满了寿桃，一只鹦鹉栖止桃枝之上；第五扇主要为绶带鸟、菊花等，绶带鸟一只栖于树枝上，一只飞于空中；第

六扇主要为翠鸟、芦苇、牡丹、鹭鸶，翠鸟二只，一只栖于芦苇上，一只昂首向其飞去，鹭鸶立于水中，作抬头仰望状；第七扇主要为

水仙、茶花、梅花及白头鹎，白头鹎三只，或栖或飞；第八扇主要为山雀，山雀或栖止于花枝之上，或在水面上嬉戏。

挂屏用色淡雅，蓝色、青色两种颜色特别引人瞩目，犹如一幅青绿山水。青绿山水作为国画中的一种技法，以矿物颜料石青和石绿为主，

适于表现色泽艳丽的丘壑林泉，在古代绘画艺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挂屏用深浅不一的蓝色、青色绒线，以精湛的绣法很好的表现了青

绿山水的层次，体现了极高的审美意趣和艺术水准。挂屏每一扇单独拿出来都不失为一幅上乘的画作，而挂屏连有八扇极为难得，其艺

术水准之高，品相之好，可谓百不一见，不得不说是极上之品。

参考：《织绣书画》88 页，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刺绣花鸟图屏。



2934 道光 刺绣“单衣顺母”饰片
RMB：40,000-60,000    尺寸：50×80cm

2935 乾隆 缂丝人物故事册页
RMB：60,000-80,000    尺寸：20×29cm

饰片以蓝色冰梅纹绸为地，其上绣出单衣顺母的

故事及“单衣顺母”四字。饰片用各色绣线修护

屋宇、树木、花卉、竹子、桃花、湖石等物事。

屋宇边上绣出闵子骞的后母及两个弟弟，左侧为

闵子骞的父亲和闵子骞二人，整个场面似表现了

一家和好的情景。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闵子骞少时为后母虐待，

冬天，后母以芦花做的衣服给子骞穿，而以棉絮

做的衣服给自己生的两个儿子穿。子骞寒冷不禁，

父不知情，反斥之为惰，笞之，见衣绽处芦花飞

出，复查后母之子皆厚絮，愧忿之极，欲出后母。

子骞跪求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其

父这才饶恕了后母。从此以后，后母对待子骞如

同己子，全家和睦。

册页二页，尺寸、形制大体相同。册页一页为争斗场景，一平地上，二人骑马执金

锤作对战状。边上一株苍松挺立于巉岩之中，空中缂出流云，远景开阔。此册表现

的是双锤会故事中李元霸和宇文成都斗战时的场景。相传李元霸为金翅大鹏鸟转世，

册页中左侧作大鹏鸟首一人当即李元霸，右下一人当即宇文成都。册页另一页为追

逐场景，崖石之上，前后二人作策马奔驰状，后一人着公服，并有手持灯笼的兵士

跟随。崖边松树一株蟠曲向外，空中缂出流云与明月。此册表现的是萧何月下追韩

信的故事。韩信初投刘邦未受重用，中途离去，后被萧何追回。左下一人即韩信，

右上穿着公服有兵士提灯随侍的即萧何。此册页局部采用金线缂制，用工精丽，加

上人物布置得当、用色得宜，缂制的人物生动自然，可谓难得，乃属上乘之作。与

此类似的册页，南京博物院亦有收藏，只是其用色、做工、品相等似不如此册页。



2936 清 广绣名家“陈爱莲”款插屏
RMB：120,000-150,000    尺寸：66×74cm

屏芯呈圆形，以白色缎为地，其上用各色绣线绣出花鸟纹样。下部绣出

一片开阔的水域，水域上荷叶茂盛，一群野鸭嬉戏觅食其间。岸边草地

上栖息有各式禽鸟，左下湖石边上一白鹭低首站立，湖石之后开有芙蓉，

湖石之上凤凰栖止，背后是一株高大的梧桐，树上群鸟栖于枝上。远处

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梧桐树下一只梅花鹿缓缓朝凤凰走去，远处是一

群鸟在水域上空飞翔。屏芯右侧绣出“女史陈爱莲”及朱文印二枚。

出处：纽约州 埃弗森艺术博物馆藏品 Property of The 

Everson Museum, Syracuse, NY (sold to benefit the 

museum's collection fund)



2937 明 顾绣伏生献书图 （君臣图）
RMB：800,000-1,200,000    尺寸：171×222cm

画面上方云气缭绕，宫殿的屋顶隐现其间。在湖石、

苍松的掩映下，可见一攒尖顶的亭子，亭子前为一

片开阔的庭院。湖石芭蕉之前，苍松之下，立一屏风，

屏风前置御座。两名宦者手持羽扇立于座后，头戴

王冠、身穿龙袍的君王坐于御座之上，座前一左一

右两名大臣持笏而立。再前，一名身着绿衣的宦者

正在像庭前跪着的人群走去。庭前共跪有九人，居

首三人年岁较长，一人拄杖，一人捧书，一人持鼎炉，

前举作贡献状。身侧身后跪有穿戴乌纱帽、圆领袍

的官员二人及穿着各式巾服的百姓。众人两侧各立

有穿着甲胄、腰佩宝剑的大汉将军二人。画面近处

绣出湖石苍松，有梅花鹿、仙鹤各二嬉戏其间。

历史上曾有著名的伏生献书故事。秦始皇焚书令下

之后，伏生冒险将《尚书》藏于壁间，西汉时将其

取出并献给朝廷，为文化的传播作了贡献。关于献

书，另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元文宗在位时虞集、柯

九思侍从常讨论法书名画。授经郎揭傒斯的恩宠低

于二人，于是默默发奋撰写了《奎章政要》一书进

献，元文宗“万几之暇，每赐披览”。后来遂有画

《授经郎献书图》流传于世（《南村辍耕录》卷七）。

该幅绣品表现的哪个故事，未详孰是。



张学良将军定远斋旧藏

苏富比拍卖专场 《“张学良先生定远斋藏书画”》SOTHEBY\S Taipei Fine Chinese Painting 苏

富比 10th April ,1994， lot 204 

嘉德 2005 年春拍“锦绣绚丽巧天工——耕织堂藏中国丝织艺术品”

张学良将军定远斋旧藏



2938 近代 湘绣杨应修神仙人物四扇屏
RMB：160,000-180,000    
尺寸：38×124cm

挂屏四扇，以白色缎为地，绣为神仙人物

图，以国画为稿绣制。四扇挂屏都绣出山

石林泉，或临溪而立，或举头望山，或望月，

或沉思，或烹茶，或侍立。在每扇画面的

左上角分别绣出题款，四扇依次为：“阆

苑清风仙曲妙，石潭秋水道心空。意境雄奇，

迥出世外，愿随此一洗尘襟，可宾”、“归

岫野云心共懒，浸潭孤月性同幽。略师黄

瘿瓢画法，可宾杨应修题”、“云屋苔封

烧药灶，风林花落煮茶铛。偶效瘿瓢子”、

“踏尽芙蓉千叠嶂，别开兜率一重天”。

据题款，可知该挂屏为湘绣，乃是杨应修

的画稿。杨应修（1912—1993），字可宾，

湖南宁乡人，著名书画家。20 岁入广华湘

绣庄学绘画设计，并逐渐将国画技法运用

到刺绣上，加速了湘绣向中国画风格靠拢。

杨应修从事湘绣设计五十多年，书画造诣

深厚，该组绣品是其经历的重要见证。



2939 近代 湘绣杨应修深山野鹿图
RMB：100,000-120,000    尺寸：45×155cm

2940 清 广绣屏开富贵屏
RMB：40,000-60,000    尺寸：64×81cm

该绣品作长条状，在白色缎地上用各色绣线绣出一幅深山野鹿图。画面下方

溪水潺潺，其上山林突兀，一只梅花鹿在竹子、山林的映衬下，傲然立于近

处，鹿首前视，四足隐没于山石之中，一派自由的气象。画面右上角用墨线

绣出“衔花归远洞，齧草过山林。仿郎世宁笔法，可宾居士题”字样的题款，

其下用红色绣线绣出朱文印二枚，其一作“应修书画”。

屏芯以白色缎为地，其上用各色绣线绣出花鸟纹样。屏芯底部绣孔雀

二只，一只低首觅食，一只昂首站立，双翅伸展，作开屏状。孔雀前

绣出流水及在莲荷之下嬉戏的鸳鸯，莲荷之上有翠鸟飞舞。孔雀右侧

绣出湖石及蟠曲的苍松，松树枝叶繁茂，松枝上栖息有各色禽鸟，另

有众多禽鸟在周围飞翔。松枝之下，绣以绽放的芙蓉等花卉。整个画

面热闹非凡，布局饱满，加上屏座完好，称得上是粤绣中的精品。



2941 明 顾绣松鼠葡萄
RMB：400,000-600,000    尺寸：48×119cm

顾绣是我国传统刺绣工艺之一，兴盛于江沪地区，因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

而得名。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进士顾名世筑园于上海黄浦区露香园路，

穿池得一石，有元代赵孟頫手篆“露香池”三字，因以名园。其家眷善绣，有盛名，

故世称“露香园顾绣”。顾氏一族均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作品多以名人书画为稿本，

绘制观赏性刺绣书画，以针代笔，故有“画绣”之誉。顾绣名手辈出，其中最

杰出者为顾名世次孙媳韩希孟。韩氏的丈夫顾寿潜，别号绣佛主人，工诗善画，

师法董其昌。董其昌作为华亭派的领袖被奉为“南宗北斗”，他所倡导的“士

气”、“逸品”对明代画坛乃至以后的中国绘画走向都产生了无法忽视的推动

作用。韩氏受其影响，亦工画花卉，所绣多为宋元名画。她将画理融合在绣技中，

画绣结合，相得映彰。顾绣选材独特、亦绣亦绘、画绣结合、摹绣名画、针法

多变，其取径书画、格调高雅、师法自然、意趣清新，对清代形成的苏、粤、湘、

蜀四大艺术绣影响深远。明代文学家谭元春曾赞到：“上海顾绣，女中神针也！”

一代宗师董其昌惊叹其绣品“非人力也！”“技至此乎！”后人赞曰“其劈丝

细过于发，而针如毫，配色则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不特翎毛花卉巧夺天工，

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不愧于此。

顾绣是一门需要等待“天晴日霁，鸟悦花芬，摄取眼前灵活之气，刺入吴绫”

的艺术，创作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心境和技巧——有时甚至需要将一根丝线劈

作三十二股，绣成之后的作品几乎没有针痕缕迹，“以手扪之如虚空”，难以

分辨究竟是绣还是画；要掌握多达数十种的针法并将之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创

作者要有足够的悟性因材施针从而达到美不胜收的艺术效果；要擅长运用色彩，

熟练掌握同一色调老嫩深浅浓淡之变化，并能将不同色调的丝线捻合施针，以视

觉上的混合形成新的色调或纹理，从而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色彩和质感；最关键

的是，创作者需要有极高的美学修养，能在作品中充分传达南宗绘画婉约轻秀

的独特韵致，既有文人艺术的平和冲淡，又不失女性审美的柔宛灵秀。顾绣的

诞生环境决定了她小众艺术的本质，她需要用闲适的环境和纯净的心态去供养。

上述种种，显而易见地表明了顾绣这种艺术形式的“高门槛”。据不完全统计，

顾绣传世不足两百件，多为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

物院等机构收藏。

此幅“松鼠葡萄图”顾绣作品，画面主题突出，文人画风格明显。图中几枝葡

萄藤蔓缠缠绕绕，旁逸斜出；数串葡萄果实挤挤挨挨，丰实低垂。两只松鼠憨

态可掬地趴在葡萄藤上，左睇右眄，顾盼生姿。草坡上，一松鼠俯身捡拾落地

之果实；湖石上，一松鼠仰头回望高处之葡萄，意趣盎然。在中国传统的纹样中，

葡萄成串多籽多粒；松鼠类鼠，在十二生肖中配子，因子嗣繁多而被作为家族

人丁兴旺。松鼠葡萄合图喻为“子孙满堂，五谷丰登”！

该绣品针法复杂，技法精湛。松鼠以施针和施毛针绣出皮毛质感，再以深色点染，

其茸毛浓密稀疏，纤毫毕现，将松鼠的警觉机敏和垂涎欲滴的神态描绘得神形兼

备，意趣横生；葡萄或以蓝、淡蓝，或以淡蓝、浅白表现，反映出葡萄个体之间

成熟度的差异；甚至葡萄叶被虫蛀后形成的蛀洞和蛀洞边的枯黄色均清晰在目，

真可谓“一叶知秋”；湖石、坡地以滚针勾边，再以花青、石青、赭石渲染并点苔；

齐针黑线绣题：“清影枝枝垂碧玉 翠流片片剪明露”，接针绣“静观”朱文椭圆印、

“申江居士”朱文方印。整个画面构图简洁，空灵清旷，清晰雅丽，绣线针法多样，

松鼠毛茸蓬松的质感，葡萄鲜活饱满的色泽，藤蔓袅娜纤巧的缠卷，湖石嶙峋

舒朗的傲然，草坡绵密柔软的温暖，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极富有自然之野趣。

此件绣品以我国传统工笔重彩画的表现手法加之寓意美好，包浆熟旧，气息沉稳，

当是一件难得的顾绣典型代表作。



参考：上海博物馆出版《海上锦绣顾绣珍品特辑》P31/44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顾绣《韩希孟宋元名迹册》

之葡萄松鼠图



2942 明 顾绣仿赵孟頫墨兰册页
RMB：100,000-120,000    尺寸：29×29cm

以本色缎为地，其上以黑白两色绣线绣出墨兰一株。舒缓的坡面上，墨兰枝叶外张，兰花傲发，远处

为地平线并绣出顽石一块。画面右下角绣出“仿赵松雪”四字及朱方“露香园”印一枚。赵松雪，即

赵孟頫，宋宗室，后降元，大书画家。兰花向来为中国文人所重，在易代之际且别有寓意。如宋遗民

郑思肖，多画墨兰，花叶萧疏而不画根土，以示不忘宋室。赵孟頫所画兰花为后人所重，仇远、黄溍、

柯九思、郑元祐、袁士元、史鉴、吴宽均有诗歌题咏。

参考文献：上海博物馆出版《海上锦绣顾绣珍品特辑》P52 

辽宁博物馆藏，《花鸟人物册》芝兰图



2943 清 顾绣东方朔偷桃图 
RMB：300,000-400,000    尺寸：59×128cm

以本色缎为地，其上再用各色绣线绣出东方朔偷桃图。东方朔须发皆白，肩扛桃枝，桃枝

上结有蟠桃。一手提衣裳，一手握桃枝，扭头作顾盼状，生怕后面有人追来，将偷桃后又

惊又喜又怕的情景表现得很是生动。画面上方且绣出诗句“海上蟠桃大如斗，此种人间得

未有。满树欣开西母颜，一枝笑入东方手。同舍咸称汉大夫，当时谁识神仙友。从来富贵

多长生，愿献此图介眉寿”，及钤印三枚。

东方朔偷桃故事由来已久，《汉武故事》记载：“东郡送一短人，……召东方朔问。朔至，

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

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后人遂以东方朔偷桃题材来表现对长寿的

美好愿望。



2944 刺绣齐白石画挂屏屏芯
RMB：40,000-60,000    尺寸：53×112cm

屏芯以白色缎为地，用绣线绣出齐白石的画作一幅。墨笔绘出果篮一只，果篮中装满了红彤彤的苹果，

果篮的提篮处另绘出带叶的苹果一只。果篮边上落以题款“寄萍堂上老人齐白石八十七岁”，其后钤

盖“白石翁”白文朱印一枚，画面左下另钤盖“齐璜之印”白文朱印一枚。

2945 乾隆  缂丝一鹭荣华图轴
RMB：600,000-800,000    尺寸：94×157cm

此幅缂丝呈长方形，通体缂出芙蓉、鹭鸶、菊花、灵芝、桂树、竹子、湖石、流水、山雀等，构成了

一幅清丽素雅的花鸟图卷。饰片下端为潺潺的流水，岸边大小湖石挺立，错落分置于溪流两岸。居中

一石特大，石后一株桂树枝干挺拔俊秀，枝上开满了桂花，似有阵阵花香扑鼻而来。桂枝之上，有两

只山雀栖息。桂树之下湖石之后并有菊花、芙蓉，花开繁盛。画面左侧，伸展的桂枝之下，另有体型

较小的湖石两座，灵芝、细竹、雏菊傍其而生。画面右侧，一石挺立，其后芙蓉数株，枝叶繁茂，花

正怒放。芙蓉花下，一只鹭鸶单腿立于水中，一足前伸，与芙蓉一道，寓为一路荣华。此幅缂丝用色

清新淡雅，整个画面如同花鸟图卷，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缂丝之外，此幅还采用了笔绘的手法，于

鹭鸶、菊花花瓣等处都作了描绘，缂丝加绘的做法为清代所常见。此幅缂丝品相完好，四周且用华丽

的织锦裱边，实为收藏的上选。



2946 清 红地刺绣海屋添筹挂饰
RMB：40,000-60,000    尺寸：172×46cm

挂饰作长条状，于红色缎地上主要绣以海屋添筹题材。挂饰底端以蓝、白、绿等色绣线绣出破涛汹涌

的海水，海水之上涌出犀角、如意等宝物。海水之上、挂饰居中，用黄、红、蓝、绿、白等色绣线绣

出殿宇一座，殿宇华丽巍峨，二层楼上只一宝瓶。围绕此殿宇，空中遍饰流云，近处两只蝙蝠当空而飞，

其侧各有一只仙鹤，嘴衔算筹，姿态轻盈。海水两侧，左右各涌出一湖石，左侧植菊花、桃树，菊花

枝蔓蜿蜒，意态生动，桃树上开满了桃树，灼灼可爱；右侧植芙蓉、玉兰，芙蓉枝蔓伸展，花期正盛，

玉兰枝叶疏朗，或含苞待放，或已绽放。海屋添筹是刺绣中常见的题材，此挂饰运用明丽的颜色、多

样的针法、精巧的布局，使得这一题材不落俗套，不沾俗气，显得富丽而又吉庆。



2947 清 粤绣屏开富贵屏芯
RMB：40,000-60,000    尺寸：93×63cm

图屏呈长方形，以白色缎为地，其上用各色绣线绣出各式花鸟纹样。图屏居中，一孔雀立

于湖石之上，昂首挺胸，双翅伸展，作开屏状。左侧溪水中绣出莲荷、芦苇，有翠鸟飞舞

其上，岸上一对鸳鸯栖止，边上并有一鹭鸶昂首站立，最左边一株柳树，柳枝下垂，诸鸟

栖止其上，枝头春燕二只在飞。孔雀背后，绣出芙蓉、玉兰及一棵大树，绶带鸟、锦鸡、

鹦鹉等栖于枝头。右侧湖石之侧桃花盛开，湖石上立有禽鸟二只。整个图屏禽鸟、花卉众

多，表现得热闹非凡，尽显富贵之态。



2948 清 缂丝群仙祝寿图
RMB：400,000-600,000    
尺寸：88×167cm

缂丝是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品。隋唐即盛行，到了宋代应用已相

当广泛。缂丝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其织物是本色经细，彩色纬

粗，以经克纬，图案上只看到彩色的纬线，不露经线，纬丝并不

贯穿整个画面，花纹与地纹的交接处形成了明显的空隙，称为“水

路”。视其整幅图画，具有雕纹镂刻的立体效果，所以缂丝也叫

克丝或刻丝。缂丝的编织法不同于刺绣，刺绣是在丝织品上用针

穿引花线，绣出的纹饰高于织物表面，而缂丝织出的图案与底子

完全平齐。缂丝织品的主要产地为苏州。

缂丝技法至明清两代仍继续发展创新，特别是清代的作品在工艺

上除了沿用宋代通经断纬的技法外，又在一定范围内线的组织数

比宋代增加了密度，每平方寸经线120支、纬线300支，非常细密。

此幅缂丝的题材是群仙祝寿，表现的是蟠桃成熟的三月三，王母

娘娘邀请群仙赴蟠桃盛会为她祝寿的场景。

画面正中一河横断，两岸山石耸峙。画幅左上端缂织出云雾缭绕，

王母娘娘在众仙女的簇拥下身跨彩凤，众仙女姿态婀娜，手捧寿

桃、掌麾扇，紧随左右，腾云驾雾，飘然而至的情景；图中右上

方隐约可见透露于云端的琼楼玉宇，掩映在远山深处；画面左中，

福海碧波荡漾，麻姑与仙女乘槎泛舟，满载蟠桃前来祝寿；右边

瑶台之上，南极仙翁、福禄寿三星等正拱手迎候王母娘娘的驾临；

下部有一拱桥横跨两岸，八仙们手持宝物，或正在过桥，或在岸

边等待伙伴，众仙或骑驴，或跨鹿，或两两成行，或一人独步；

与八仙同行的东方朔肩扛蟠桃笑容满面，表情生动逼真，尤其是

胡须眉毛纤细入微；作品下方“和合二仙”手持莲花圆盒 ( 取和

谐好合之意)，手指瑶台，意欲前往。仙桃累累的树枝、苍松翠柏、

寿山福海、仙鹤、灵芝、蟠桃等象征长寿的景物贯穿整幅画面，

突出了祝寿的主题。

这幅精雕细刻的“群仙祝寿图”虽为缂丝织品，却具有水墨山水

画的章法。技师们以梭代笔，采用高、平、远、深相结合的技法，

赋予作品极强的立体感。其中运用了齐缂、抢缂、套缂等多种技

法，使缂制的人物肌肤、服饰以及相配的饰件形象逼真，人物神

态惟妙惟肖。无论是乘凤而来的王母，还是南极仙翁、福禄寿三

星，以及八仙、东方朔、麻姑与和合二仙，共缂出神仙人物数十

位，均刻画得神情生动、姿态各异。众仙错落分布于坡石、嘉木、

云水所形成的空间中，兼以祥云、瑶台、仙鹤、天鹿、玉蟾、灵

芝、寿桃、青松、翠柏点缀其间，形成一派桃花源式的洞天仙境。

缂丝于局部或施以墨绘，缂丝加绘正是清代较为流行的做法。

群仙祝寿为清代缂丝常用的题材，一般作为祝寿应景之用，类似

的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也有收藏。此幅缂丝体量较大，用色

丰富自如，技法多样娴熟，海水、祥云、凤凰、仙鹤等都具有绰

约的动感，同时，又具有水墨画中皴、擦、点、染的艺术效果，

视之犹如一幅热烈繁茂的设色山水画，其亭台楼阁、山石树木与

神仙人物相得益彰，构图适宜，色彩典雅，绘缂合一，精湛的技

艺堪称清中期缂丝中的上品。



参考文献：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历代织绣》P97/98。



2949 清 大红地刺绣三星图挂帐
RMB：40,000-60,000    尺寸：175×79cm

2950 道光 大红地刺绣西厢人物饰片
RMB：40,000-60,000    尺寸：55×95cm

挂帐呈长方形，以红色缎为地，再用各色绣线绣出福禄寿三星、童子、佛手、寿桃、花卉等物事。

挂账左右各绣以栏杆，其侧各绣佛手一株、寿桃一株，佛手和寿桃枝上果实累累，枝叶向中间伸展。

佛手枝下，立福星，怀抱一童子，童子手持磬，边上童子二人或持佛手或持双钱。寿桃枝下，立

寿星，寿星手持蟠桃，边上童子二人或作攀够蟠桃状，或持花卉。挂账正中为禄星，禄星手执如意，

背后一童子手扛毛扇侍立，空中绣以流云和蝙蝠。三星图为清代常见的喜庆题材，此挂帐用色鲜丽，

针法精细，将此题材表现得别具一格。

饰片作长方形，以红色缎为地，

再用各色绣线绣出人物、梧桐、

湖石、牡丹、桃花、兰花、亭阁、

栏杆等物事。饰片下端绣出亭

阁的屋顶，边上植有竹子和桃

花，桃花枝繁叶茂，花期正盛，

屋顶上云气缭绕，以金线绣制。

再上绣湖石及兰花、菊花，庭

院中的平地上，女子二人，一

人跪地，一人站立，似作责罚

状。人物左侧立湖石，植牡丹、

梧桐、竹子，右侧植桃树，桃

花灼灼。最上以金线绣出流云

纹样。人物取自《西厢记》，

整个画面富丽而不失淡雅，令

人耳目一新。



2951 清 刺绣麻姑献寿图
RMB：80,000-100,000    尺寸：55×95cm

该绣品以蓝色缎为地，用红、黄、蓝、绿等色绣线

绣出麻姑献寿故事。麻姑手持托盘，托盘上放有酒

壶、金爵、金杯，麻姑衣着飘逸、具有动感，麻姑

作回首顾盼状。麻姑身侧绣有凤鸟一只，凤鸟一足

前抬，凤首回盼。该绣品用色清丽，布局干净，乃

刺绣中的佳品。



2952 明 缂丝山水人物图屏
RMB：200,000-300,000    尺寸：48×176cm

挂屏为多联屏中的一扇，通体缂丝而成。挂屏下端一人扛锄而行，

边上溪水淙淙，两岸岩石突兀嶙峋，右侧一石侧出，三人对坐共饮，

相谈甚欢。溪水上游架一横桥，其上云气缭绕，右侧岩石上长出一

株桃树，结满了桃子，左岸一人，手捧蟠桃，正往桥上走。远处山

石林立，云蒸雾绕，恍如仙境。





2953 明 缂金地瑶池庆寿图
RMB：1,500,000-2,000,000    尺寸：174×230cm

此幅缂丝的题材是群仙祝寿，人物以王母娘娘、八仙和福禄寿三星为主，表现的是蟠

桃成熟的三月三，王母娘娘邀请群仙赴蟠桃盛会为她祝寿的场景。画面正中一河横断，

两岸山石耸峙。画幅上端云雾缭绕，王母娘娘在众仙女的簇拥下乘凤而来。画面左侧

群仙错落山间，或对坐弈棋，或行于河岸，或骑牛，或步行，正赶往对岸的瑶台。下

部居中有一拱桥横跨两岸，桥上有八仙中的几位正在过桥。右岸也会群仙杂沓，八仙

中的几位正在岸边等着伙伴过河，其余众仙或骑驴，或跨鹿，或两两成行，或一人独步。

而河中另有三名仙人过河而来，他们或泛槎，或骑蟾蜍。右岸上端，筑一高台，此或

为瑶台，台上南极仙翁、福禄寿三星等正拱手迎候王母娘娘的驾临。各路神仙，各持

法宝，或腾云驾雾，或乘槎泛舟，或捧桃祝颂。 

无论是乘凤而来的王母，还是南极仙翁、福禄寿三星，以及八仙与和合二仙，共缂出

神仙人物数十位，均刻画得神情生动、姿态各异。众仙错落分布于坡石、嘉木、云水

所形成的空间中，兼以祥云、瑶台、仙鹤、天鹿、玉蟾、灵芝、寿桃、青松、翠柏点

缀其间，形成一派桃花源式的洞天仙境。缂丝于仙人局部或施以墨绘，缂丝加绘正是

清代较为流行的做法。群仙祝寿为清代缂丝常用的题材，一般作为祝寿应景之用，类

似的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也有收藏。此幅缂丝体量极大，用色丰富自如，技法多

样娴熟，实为难得的精品。





2954 清 广绣花鸟对屏
RMB：40,000-60,000    尺寸：45×65cm

2955 清 广绣红木螺钿框鸟兽四扇屏
RMB：160,000-180,000    尺寸：94×27cm图屏二扇，以黑色缎为地，用各色绣线绣出公鸡、绶带鸟、孔雀、蝴蝶、芙蓉、柳树、桃树、

湖石等物事。一扇最下绣出公鸡、兰花及飞舞其上的蝴蝶，右侧湖石之上立有绶带鸟二只，

作相向而视状，湖石之侧芙蓉交错，其后一株柳树，柳枝下垂，枝上栖有禽鸟，空中蝴蝶

翩飞；另一扇最下绣出孔雀和花卉，左侧立一湖石，一只孔雀立于其上，长长的尾羽后垂。

湖石之侧芙蓉盛开，边上桃枝之上立有黄鹂、绶带鸟等。

图屏呈长方形，以白色缎为地，用各色绣线绣出桃花、芙蓉、狮子、公鸡、绶带鸟、山羊、蝴蝶、春燕等物事。第一扇平地之上立

大小狮子三只，母狮爪按绣球，其侧湖石突起，桃树一株，花繁叶茂，其上春燕翩飞，寓为太狮少狮；第二扇平地上绣觅食的公鸡

二只，其侧湖石上立一公鸡，公鸡后面桃树上有鸟栖息，春燕飞舞，寓为官上加官；第三扇三只羊散处溪边，或立或卧，其侧立湖石、

古树，湖石上立绶带鸟，寓为三阳开泰；第四扇与第三扇近同，寓三阳开泰。挂屏用色淡雅，装饰繁丽，品相良好，为难得的佳作。



2956 清 大红地刺绣八仙图
RMB：40,000-60,000    尺寸：28×40cm

饰片共八块，均以红色缎为地，用各色绣线绣出道教神仙中的八仙，分别为：蓝采和、吕洞宾、韩

湘子、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张果老、铁拐李。八仙或立于花卉之间，或踏于祥云之上，手持

各自的法器，周身绣以蝙蝠和五彩流云。



2957 清 红地刺绣百子镜帘
RMB：无底价   尺寸：23×26cm

2958 清 红地刺绣麒麟送子帷幔
RMB：无底价   尺寸：34×71cm

2959 清 香色地刺绣“太平有象”镜帘
RMB：无底价   尺寸：21×26cm

2960 清 红地绣“太平有象”桌帷
RMB：无底价   尺寸：80×105cm

红色缎为地，其上以各色绣线绣出童子、麒麟、蝙蝠、柳树、松树、团寿等纹样。饰

片左右下三端用金线绣出团寿字，每个团寿间用绣线绣出蝙蝠一只。其内平地上，绣

以一群童子，童子或敲锣前导，或扛旗先驱，或手执花枝，或对坐弈棋，或树下放风

筝，最中间童子一人坐于麒麟之上，怀抱孩童一人，身后一童子持伞随侍。

红色缎为地，缎为暗花，织出蝙蝠与卍字不到头，其上以各色绣线绣出童子、麒麟、

蝙蝠、桃树、花卉等纹样。饰片底部左右分别绣以湖石、花卉，中间庭院之中绣出童

子三人，最中间童子一人坐于麒麟之上，头戴金冠，手捧乌纱帽和笏板，寓为冠上加

冠。身后一童子执旗随侍，前导童子一人，手捧托盘，托盘上置一金瓶，瓶中插戟，

托盘另横卧二戟，寓为升级。

饰片呈长方形，主体纹样作象驮宝瓶，即太平有象。饰片以香色缎为地，用各色绣线

绣出湖石、松树、古藤、菊花、流水、白象等物事。饰片底部绣作平地，其畔溪水淙

淙，间立湖石，对岸左侧湖石边上绣以菊花数株，右岸松树之下，一头白象背驮宝瓶，

瓶中插花，象头低垂回顾。上端绣以流云，空中蝙蝠翩飞。

桌帷以红色缎为地，用各色绣线绣出太平有象题材。桌帷大体作两部分，上部

为帐额，作长条形，居中绣出双鱼、蝙蝠及流云，两侧分别绣出对称的蝙蝠，

蝙蝠嘴衔花枝，边上饰以流云，蝙蝠、双鱼等且用金线绣制。桌帷主体略呈方形，

用绣线绣出一道缠枝花卉纹装饰，其内亦绣以蝙蝠。居中为一头大象，背上驮

以宝瓶，瓶中插有戟、如意及各式宝物。两侧绣有花卉和云纹。





2961 乾隆 石青地绣蝶花纹团补
RMB：无底价   尺寸：25 直径

2962 嘉庆 香色缂金寿字团饰
RMB：无底价   尺寸：30 直径

2963 清 湖色地刺绣灵禽瑞兽纹女袄
RMB：无底价   尺寸：110×132cm

2964 清 广绣石青地女褂
RMB：无底价   尺寸：105×140cm

团饰作圆形，以黑色缎为地，其上用各色绣线绣出兰花、菊花、

蝴蝶等物事。团饰内共绣出蝴蝶四只，两大两小，两只大蝴蝶

翅膀用各种颜色绣线绣制，色彩鲜丽明快，与黑色的绣地形成

鲜明对比。两只小蝴蝶与花枝相依，也是体态生动。

团饰一对，用缂丝之法织出团纹两个，尺寸、纹样均同。团饰四周织出缠枝西番莲纹，下部正中的西番莲作平视状，

其他几个西番莲作侧姿，枝叶茂密，中间穿插有蝙蝠。再内织出夔龙二条，夔龙作左右对称状。两条夔龙共扛一

金寿字，寿字中且有花卉缠绕。

女袄圆领，对襟，平袖，两侧开衩，以湖色缎为地，其上用各色绣线

绣出獬豸、梅花鹿、仙鹤、白兔、蝴蝶、梅花等物事。领缘、袖缘及

下摆处均以刺绣花蝶纹嵌条作为装饰。前胸绣梅花一株，梅花满枝，

树下绣出梅花鹿一只、仙鹤一只，寓为鹿鹤同春，亦即六合同春。下

身前面，梅枝之下，左右各绣以金龙和獬豸，梅枝、蝴蝶散处其间。

女袄肩部，右肩梅枝之下绣有一白兔。此女袄所绣纹样，较为独特，

纹样布局疏朗，用色适当，洵为佳作。

女衣圆领，对襟，平袖，以素缎制成。领襟上缀襻扣

五对，缀铜鎏金錾花扣五枚。领、襟及下摆处均嵌以

镶条三条，最宽一层为白色地上绣以花卉纹样。三条

之外另用金线绣出一条镶嵌。女衣主体为石青素缎，

不施刺绣，显得与众不同。



2965 清 蓝地刺绣二十四孝团花女袄
RMB：40,000-60,000   尺寸：110×136cm

女衣圆领，大襟右衽，平袖，以蓝色缎为地，其上用各色绣线绣出戏曲人

物故事八团，前胸、后背、两肩各一，衣身下摆处前后各二。团纹内为

二十四孝故事，衣身可见的有鹿乳奉亲、刻木事亲、拾葚异器、郭巨埋儿、

卧冰求鲤、扼虎救父等。团纹之间绣出各式花卉、蝴蝶及杂宝。领上缀白

缎绣人物纹云肩，挽袖及领缘、下摆缘饰均以白缎绣人物纹嵌条装饰。



2966 清 蓝地刺绣人物团花女褂
RMB：无底价   尺寸：110×132cm

2967 清 杏黄地缂丝蝶花纹氅衣
RMB：无底价   尺寸：136×137cm

女衣圆领，对襟，平袖，以蓝色缎为地，其

上用各色绣线绣出戏曲人物故事八团，前胸、

后背、两肩各一，衣身下摆处前后各二。团

纹内人物或为才子佳人，或为女子二人，或

嬉戏于屋下，或游乐于园中。团纹之间绣出

各式花卉、禽鸟及杂宝。领上缀白缎绣人物

纹云肩，挽袖及领缘、下摆缘饰均以白缎绣

人物纹嵌条装饰。

氅衣圆领，大襟右衽，直身式，身长至掩足。双挽阔平袖，袖长及肘，

露出三层装饰，袖口饰刺绣花卉纹袖头，其内再饰刺绣花蝶纹嵌

边两道。左右开裾至腋下，并在开裾处用刺绣花卉纹边饰和缂丝

花蝶纹边饰等镶饰出如意云头。氅衣衣身上缂丝各式花卉、蝴蝶，

一派热闹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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