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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三彩兔紋盒

盒呈扁圓形，蓋面微微隆起，盒體與盒蓋子母口相套合，直

腹，矮圈足。胎質堅硬細密，胎色灰白。此盒采用顏色釉和

刻劃花的裝飾技法，盒蓋用白、黃、紅、綠四色釉描繪渲染

刻劃出的兔紋和纏枝花卉圖案，蓋沿刻劃兩條弦紋，兩條弦

紋之間用白釉填充，盒蓋表面有細密冰裂紋開片，盒體外壁

除圈足外通體施綠釉。盒內壁、子母口和圈足不施釉。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SANCAI-GLAZED CIRCULAR ‘RABBIT’ 
BOX AND COVER
Liao Dynasty (AD 907-1125)

13 cm. (5 3/8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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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唐 三彩執壺

執壺喇叭口，微束頸，溜肩，矮圈足。肩部置獸首狀短流和

獸形把手，神獸雙目圓瞪，栩栩如生。把手上的獸首伸入壺

口作飲水狀。外施三彩流釉，釉自然流淌到足部，釉面有細

小的開片。執壺的口沿和流的內壁也施有綠釉，但底部無

釉，露出灰白色器胎和輪製痕跡。此三彩執壺造型端莊秀

麗，特別是綠釉沿著圓腹向傾斜面隨意地流淌，形成美麗、

流暢、生動的動態美圖案。從而產生了一種好似行雲流水般

的藝術效果。這是一件唐代三彩器中的優秀作品。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EEN-SPLASHED POTTERY EWER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20 cm. (8 3/8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760-Lot772)



唐 白釉盒

白釉瓷盒，唐代器物，呈如意形，上下子母口扣合，直壁，

盒蓋和器底微微隆起。胎壁較薄，胎質堅硬。通體內外均施

白釉，釉色白中閃青，釉面瑩潤。盒蓋內壁有三個支釘支燒

痕跡，盒體內壁有四個支釘支燒痕跡。蓋頂裝飾雙層花紋，

地紋是微凸的珍珠地，主題紋飾是淺浮雕的絲縧紋，盒底飾

隱起的寶相花，紋飾極為精美。瓷盒在唐代主要為日用器，

多用於盛放婦女化妝品，有粉盒、朱盒、油盒、黛盒等，此

外也有藥盒、鏡盒或專門盛放香料之盒。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REAM-GLAZED LOBED BOX AND 
COVER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11 cm. (4 3/8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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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白釉盤口長頸瓶
唐 白釉鳳首龍柄執壺

盤口斜直，束腰式長頸，溜肩，腹內收，撇足。平底，胎質

細膩，釉色乳白泛黃，施釉至腹下部，表面有細小開片。

壺口呈荷葉形，側面望去似鳳首，前置一短流，細長頸，溜

肩，鼓腹，足外撇。龍形曲柄，龍首接口沿，龍尾接肩部。

曲柄綫條流暢，簡潔實用，又富有裝飾性。長頸中部飾一道

凸弦紋，頸肩相交處及肩腹相交處各飾一道凹弦紋。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WHITE-GLAZED VASE AND A WHITE-
GLAZED EWER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Liao Dynasty (AD 907 - 1125)

 The vase, 24 cm. (9 1/2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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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760-Lot772)



金 磁州窯系雙系罐

唇口，短頸，豐肩，鼓腹，矮圈足，頸部有雙系。胎質較

粗，呈深灰色，施有一層白色化妝土。罐身用珍珠地劃花花

葉紋裝飾，花朵由多層花瓣組成，花朵盛開，露出花蕊，葉

子的形狀大而伸展，下腹近圈足處飾花瓣紋，花葉之外用珍

珠地裝飾，珍珠地劃花是我國唐末、宋初至金代末期北方窯系

瓷器常用的裝飾圖案，其工藝過程是在器物胎體上施一層白色

化妝土，以尖狀工具劃出主體紋樣，再以管狀工具在紋樣以外

的空隙處戳出小圓圈，然後罩透明釉入窯高溫燒製而成。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CIZHOU-TYPE JAR
Jin Dynasty (1115-1234)

19 cm. (7 7/8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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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 青釉四系罐兩件

兩件青釉四系罐，其中一件帶蓋。蓋罐，蓋為子口，寶珠

紐，蓋面微凸，上飾十二蓮瓣紋擁聯珠紋，罐直口，短頸，

鼓腹，圈足。肩部飾連珠紋，四等分並帶四方橋形系。腹上

部為覆蓮紋一周，兩蓮瓣為一格，格間以豎紋隔開。覆蓮紋

下有花蕊紋一周，每朵花蕊間同樣以豎紋隔開。腹下部飾仰

蓮瓣紋。另一件四系罐直口，短頸，鼓腹，下腹斜收，平

底，足部不施釉。肩作四等分，上有四橋形系耳。器身浮雕

覆蓮瓣紋，頸上飾有凹弦紋一周，肩飾雙弦紋和連珠紋。南

北朝時佛教盛行，蓮瓣成為當時的裝飾主題，與造型巧妙結

合，既增加了美感，又發揮了裝飾效果。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764 TWO PALE GREEN-GLAZED JARS
Northem Qi Dynasty (AD 550-577)

The largest, 21 cm. (8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760-Lot772)



宋 定窯系波浪紋枕

枕為腰圓形，外高內低，中間微凹，以適合頭部，平底露

胎，底部無釉，胎色灰白，胎質堅細，施化妝土，瓷枕背面

有兩個排氣孔。枕面上橫向刻劃粗疏的波浪紋，縱向裝飾細

密的波浪紋，外圍飾以弦紋，瓷枕側面刻劃弦紋和不慎規整

的豎綫紋。此枕胎體厚重，器型規整，裝飾簡練，應是宋代

定窯系珍品。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DING-TYPE ‘WAVES’ PILLOW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23.5 cm. (9 1/4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8,000-12,000
USD: 1,0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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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760-Lot772)



宋代 磁州窯系褐地剔花兔紋高足杯、
褐彩執壺

遼代 白釉印花方盤三件

高足杯敞口，口唇外卷，深腹，下承高足，高足中空，下部

外撇。上半部分杯體施褐釉，飾剔花兔紋，小兔四肢健壯，奔

走在草地上，形象生動活潑。白覆輪口沿，杯體與足的交界處

亦飾有一白圈。高足大部露胎不施釉，飾有兩道凸弦紋。

執壺是古人的酒具，該壺直口，長頸，折肩，鼓腹，帶弓形

把手，肩部帶一短直流。圈足露胎並微外斜，底部有一裂

痕。肩腹以弦紋區分。口沿以及短流口沿飾有一圈褐彩，肩

腹部點飾褐彩花卉紋。

三個方盤形制、花紋皆相同。盤口微敞，口沿曲邊呈花形，

四方平底，底足無釉，胎體潔白細膩，器物表面不施化妝

土，內外均施白釉，幾乎為純白色，有細密的開片。印花整

體造型為菊花紋飾。盤正中是一朵菊花，四葉分佈在中心花

朵的四面，對應著四個角。印花紋路清晰，凹凸感很强，盤

沿用刀削成曲邊。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IZHOU-TYPE STEM CUP, A BROWN-
SPLASHED CREAM-GLAZED EWER 
AND THREE WHITE-GLAZED DISHES
Liao Dynasty (AD 907 - 1125); Song Dynasty (AD 960-1279)

The ewer, 17.5 cm. (6 7/8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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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760-Lot772)



宋 磁州窯褐綠釉枕

枕為腰圓形，外高內低，中間微凹，以適合頭部，平底露

胎，底部無釉，胎色灰白，胎質粗疏，瓷枕側面有一圓形通

氣孔。枕面中部刻劃隱起的纏枝牡丹紋，花朵由多層花瓣組

成，花朵盛開，葉子大而伸展，紋飾上施綠釉，無紋飾部分

施墨綠釉，枕面周邊用綠釉描邊。瓷枕側面的裝飾區分為三

部分，上、下兩部分用綠釉描繪邊框，中部刻劃凸起的纏枝

花卉紋，有明顯的浮雕效果，並施褐釉。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CIZHOU GREEN, BROWN 
AND AMBER-GLAZED PILLOW
Song Dynasty (AD 906 - 1279)

21.5 cm. (8 1/2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768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760-Lot772)



宋 青白釉、白釉、黃釉蓋盒一組八件  

十二瓣花形，子母口，直壁微弧，折腹，圈足。配圓形蓋，

蓋面微鼓。直壁飾有豎條紋。蓋施釉至口沿，盒身施釉至腹

下部。釉面瑩潤光亮。

圓形盒蓋，蓋面印有團花紋，蓋壁弧曲，口沿內收並未施

釉。子母口。盒身釉施至腹下部。

圓形盒蓋，蓋面微鼓，印有珍珠地牡丹花紋，斜曲壁，口沿

內斂並未施釉。盒身直壁子口，腹斜曲，釉施至下腹部，有

滴釉現象。

平頂圓盒。子母口。盒蓋印花卉紋，有細小開片。盒身斜

直，下部和底部無釉。圓餅足。

筒形盒。整體造型為筒形，子母口，蓋面圓，平頂，盒身下

腹斜折，隱圈足，蓋和盒身近口處均有一扁圓形餅，當是兩

點上下相對時，蓋盒閉合最嚴密。胎體潔白輕薄，質地細

膩。釉色白泛青灰，釉面光亮。

盒蓋圓形，平頂，斜肩，直壁，蓋面模印蝴蝶紋，由黑褐色

釉作蝴蝶的眼睛和花紋。盒底圓折，平底。蓋和盒身近口處

均有一黑褐色點，當時上下兩點相對時，蓋盒閉合最嚴密。

769 底部未施釉，另有一處釉脫落。

花瓣形盒。六瓣花形，子母口，平底。蓋面印珍珠地花卉

紋。釉面光亮瑩潤。底部無釉。 
花瓣形盒。六瓣花形，蓋面印有花卉紋，蓋口微斂。除口沿

和底部外滿施釉。盒底豎印“李家合子記”陽文款，為製盒

作坊之號。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EIGHT QINGBAI AND 
WHITE-GLAZED BOXES AND COVERS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The largest, 8.5 cm. (3 3/8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760-Lot772)



宋 磁州窯系鳳紋盒、綠釉荷花紋盒、
褐釉八角形盒、綠釉蕉葉紋圓盒 、褐釉
荷花紋圓盒

八棱形瓷盒。盒為八角形，子母口，直壁，腹下部斜直，平

底。盒蓋飾有鳳鳥一對，背景施褐彩以突顯鳳鳥。盒蓋和盒

身各飾有褐彩一周。

平頂圓盒。蓋面圓，飾有珍珠地荷花紋。盒身下腹斜折，平

底。除口沿和底部外滿施釉，釉色溫潤細膩。

八棱形瓷盒。盒為八角形，子母口，直壁，平底，腹下部斜直

並不施釉，沿腹上部及口沿一周飾有豎紋。蓋面印蓮花紋。

圓形盒蓋，蓋面印有珍珠地蕉葉紋。子母口，直壁圜底。盒

身施釉不均，釉面光亮，釉色鮮艶翠綠。

圓形盒蓋，平頂，蓋面印有荷花紋，口沿釉色較深。子母口，

直壁圈足。可見細小開片。施釉至腹下部。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770 A GROUP OF FIVE GREEN AND 
BROWN-GLAZED BOXES AND COVERS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The largest, 11 cm. (4 3/8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760-Lot772)



宋 吉州窯剪紙貼花盞三件

三盞口沿外斂內折，矮圈足，盞內壁飾剪紙花紋。梅花盞外

壁上半部分掛黑釉，下半部分塗深紅色化妝土。三菱形盞和

鳳鳥盞撇口，弧腹斜收，圈足。通體施黑釉，外壁施釉不到

底，且用黃褐色釉隨意點灑成大小不一的斑點。兩盞盞心微

凸，前者內壁上以剪紙貼花技法飾三菱形紋，後者飾三鳳鳥

紋及一處花團紋。鳳鳥紋盞內壁亦有由黃褐色斑點，腹下部

飾有兩道弦紋，底部有一黑色十字。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771 THREE JIZHOU BOWLS
Song Dynasty (AD 960-1247)

The largest, 16.5 cm. (6 1/2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760-Lot772)



宋 鐵綉花釉盞三件

口內斂，斜弧腹壁，矮圈足。器施黑釉，白覆輪口沿。內壁

飾有五瓣鐵銹花紋。造型厚重規整。

敞口，口沿微折，斜腹，圈足。碗外壁飾油滴釉，口沿施褐

彩，內壁油滴釉並飾有五瓣鐵銹花紋。

大口深腹，圈足微外撇，圈足中心微凸起，足端面較寬，呈

向外傾斜狀。器內外施黑釉，外壁施釉不到底，露胎處刷一

層極薄的褐色釉，外壁胎釉交接處局部流淌呈滴珠狀，釉面

烏漆黑亮，外壁飾有數道凹弦紋。器內壁用褐彩繪呈花瓣狀

距離排列的五斑塊，褐彩明亮，黑釉與褐彩都很明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772 A JIAN-TYPE BOWL, A JIZHOU-TYPE 
DISH AND A CIZHOU-TYPE BOWL
Song Dynasty (AD 960-1247)

The largest, 19 cm. (7 1/2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760-Lot772)



唐 絞胎紋鼎形罐

鼎形，三足佇立，三獸足分別貼塑其上。器屬絞胎，自成紋

彩，遍佈內外，細觀賞心悅目，把玩趣味盎然。

來源：思源堂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MARBLE-GLAZED TRIPOD JAR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6 cm. (2 5/8 in.) high

Provenance:  
The Sze Yuan Ta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773 漢 陶彩繪馬

漢代陶彩繪馬，受大氣磅礴的漢文化影響，風格古樸，造型

飽滿，是中國古代陶器工藝發展的結晶。紮根於現實主義土

壤之中，注重反映社會生活，同時在藝術風格上追求簡樸古

拙、雄渾豪放而又充滿活力的藝術格調，本陶馬即為生動的

體現，其身姿、比例狀如真馬，十分逼真寫實，體態壯碩，

面部表情生動，鼻骨隆突，頭部微頷，下頜肌肉清晰可辨，

嘴微微張開，似嘶鳴，胸腹肌肉飽滿，臀部圓滑，四蹄强健

有力，躍躍欲行，整個器形大氣流暢，毫不做作，古風質

拙，但細部又刻畫精湛，且塑造出靈活可裝卸的尾部配件，

體現出高超的寫實技藝。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INTED POTTERY MODEL OF A 
STANDING HORSE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50 cm. (20 7/8 in.) wide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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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三彩駱駝

駱駝素有沙漠之舟的美稱，是唐代“絲綢之路”上的主要運

輸工具。這件三彩駱駝為雙峰駝，形體高大。雙目圓睜，引

頸張口，仰天長嘶。肌肉豐滿，四肢强勁有力。後肢直立，

前腿略彎，仿佛剛從臥姿直身而起，準備踏上征途。

此件駱駝，神情刻劃生動，整體造型寫實，結構十分準確，

色彩鮮艶，釉色明亮，堪稱陶塑藝術的精品。

來源：澳門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775 A MASSIVE SANCAI-GLAZED POTTERY 
FIGURE OF A BACTRIAN CAMEL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77 cm. (30 3/8 in.) high

Provenance:  
A Private Collection, Macau,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600,000-2,600,000
USD: 206,500-335,500



北宋 耀州窯柿紅釉執壺

本品形制敦實可愛，上束口，覆圓蓋，鼓腹，下部漸收，下

承圈足，足內露胎，兩彎流。全器施柿紅釉，色如秋柿。於

胎體凹凸處，釉色或沉或浮，濃淡相宜。此式器物在耀州窯

中極為少見。

耀州窯位於今陝西省銅川市的黃堡鎮，唐宋時屬耀州治，為

其時之陶瓷之著名產地，宋時達到鼎盛。衆人所知耀州窯以

青瓷為主，然其中亦有醬色系的柿紅釉生產，為耀州窯瓷器

之珍。

A YAOZHOU PERSIMMON-GLAZED 
EWER AND COVER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06 - 1127)

11 cm. (4 3/8 in.) high

HKD: 350,000-550,000
USD: 45,20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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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遇林亭窯黑釉碗和建窯系醬釉碗

南宋遇林亭窯黑釉盞，直口，斜腹，矮圈足。施黑釉，釉層

較薄呈醬色，口沿因釉向下流動變薄而呈褐色，足底露胎。

盞外腹無紋飾，盞心描繪“孔雀梅竹紋”圖案，畫面構圖嚴

謹，綫條流暢，技藝嫻熟，唯金彩已脫落，僅留紋飾痕跡。

其裝飾技法是在已燒成的黑釉盞上，用軟筆類工具蘸金銀彩

料繪就，經低溫烘燒而成，就是所謂“描金銀彩”圖案的黑

釉瓷器。可以想見，如若金彩還在，黑釉與金彩圖案明暗相

襯，定是美輪美奐的珍品。

另一件為建窯龜裂紋釉品種。直口，弧腹，腹底內收，下承

淺圈足，足壁直，器型規整。盞內外施釉，釉色灰白，施釉

較均勻，釉中帶有龜裂紋。足底露胎。古樸雅致，韻味悠

長。由於宋代建窯兔毫盞名氣很大，文人墨客留下很多贊美

之辭，如北宋蔡襄《茶錄》載：“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

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繼之久，熱難冷，最為妥

用，出他處者皆不及也”。

A SILVER-DECORATED YULINGTING 
JIAN-TYPE BOWL TOGETHER WITH 
A PALE-BROWN GLAZED JIAN-TYPE 
BOWL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The largest, 11.5 cm. (4 1/2 in.) diam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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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紫定碗

“紫定”是指北宋定窯瓷器中的醬色、褐色瓷器。明代曹昭

《格古要論》載：“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

白，其價高於白定。”此盞敞口，斜腹，圈足，器內外施醬

色釉。盞身上下無任何紋飾，滿施瑩亮勻淨的醬色釉，口沿

一綫沒有施釉露出潔白的細膩的胎體。定窯燒製的醬色釉器

物，人們常稱之為“醬定”“紫定”或者“柿定”，皆是依

“色”命“名”。紫定因其稀有宋時即極為珍貴。

參閱：《龍泉集芳 I 繭山龍泉堂》，1976年，第126頁，圖
367

A BROWN-GLAZED DINGYAO BOWL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60-1127)

12.3 cm. (5 1/8 in.) diam

HKD: 130,000-230,000
USD: 16,800-2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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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邢窯耳杯

此器為圓唇侈口，腹壁由口沿向下漸收，腹較深，近底處有

折棱，矮圈足，外撇。腹中部飾有三周凹弦紋，腹壁一側

有雙條盤卷圈執柄，呈“6”字形。胎壁較薄，胎體細膩堅
硬，通體施滿白釉，釉質白淨潤澤。此器造型獨特而雅致，

端莊秀麗，時代特色鮮明，乃五代時期邢窯之白瓷精品。

A XINGYAO CUP
Five Dynasties Period (AD 907 - 960)

10.5 cm. (4 1/8 in.) wide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779 五代 邢窯花口盞托

盞托為捏製卷起的五瓣花口式，胎體較薄，中間有一周凸棱

托口，盞托底部有凹弦紋為飾，淺圓腹，口沿及邊沿處局部

有釉裂紋；矮圈足，足底不施釉，胎質潔白堅細，釉質純白

如雪，潤而不膩。此器造型精巧，曲綫優美，代表了五代時

期北方白瓷的較高藝術成就。

A XINGYAO LOBED BOWL ST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AD 907 - 960)

13.5 cm. (5 3/8 in.) diam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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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定窯白釉執壺

此器為圓唇，侈口，束頸，圓肩，頸肩轉折處有凸棱弦紋裝

飾一周，管狀短流，雙泥條柄，深腹斜收，餅足。整器釉色

潔白，肥厚瑩潤，施釉至足，足底無釉。肩部及腹部有氣泡

及裂紋。造型小巧玲瓏，做工精緻。

A DINGYAO WHITE-GLAZED EWER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06 - 1127)

15 cm. (6 1/4 in.) high

HKD: 70,000-100,000
USD: 9,000-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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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定窯劃花碗

本器撇口、弧腹、圈足，釉色甜白，碗內部劃花，流暢簡

潔，素雅乾淨。

定窯是我國古代以燒製白瓷而譽滿天下的名窯，歷經唐、五

代、宋、金、元五朝。在長達500餘年的歷史中，一直盛燒
不衰，其産品上至王公貴族賞玩的名瓷，下至普通百姓的日

常用品，無所不包，影響廣泛而深遠，宋時，世人更是只知

有“定”，而不知有“邢”。印花、刻花與劃花為定窯所擅

長之技法，配以定窯暖白的釉色，令器物顯現出一種溫柔恬

靜之美。

A CARVED DINGYAO ‘LOTUS’ BOWL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06 - 1127)

21.5 cm. (8 1/2 in.) diam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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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定窯玉壺春瓶

玉壺春瓶又稱玉壺賞瓶，是中國瓷器造型中的一種典型器形。

流行地區廣，沿用時間長，宋以後歷代各地窯場均有燒造。造

型是由唐代寺院裏的淨水瓶演變而來。關於名稱由來一說以詩

句“玉壺先春”得名，一說因玉壺春酒得名。本品撇口，細

頸，垂腹，圈足，是為玉壺春瓶的典型造型。本品通體施白

釉，釉色白潔勻淨，釉質堅致細密，綫條優美柔和。圈足底露

胎，胎質灰白密實，整器胎體薄而細，光潔如玉。

A DINGYAO BOTTLE VASE
Jin Dynasty (1115-1234)

30 cm. (12 1/2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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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金 定窯刻花碗

此件定窯刻花碗通體滿施白釉，色如象牙，質若羊脂，溫潤

勻淨。碗心先以雙刀斜入，勾出蓮花與蓮葉，並出一寬一細

的凹陷，由是可見葉卷葉舒之態。方寸之間，單刀雙刀並

用，得見成竹在胸的靈運匠心。蓮葉下方以竹篦信手而劃三

道水波，靈動蕩漾。

碗外壁垂淚連連，蓋因素胎罩釉之後，需陰乾入窯，彼時淚痕

已凝，所以不論仰燒、覆燒，淚痕皆自盤口下流，此碗質若膏

腴，表面起伏如觸肌膚，個中趣味難以用言語形容。本品於臺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有類似藏品（《定州花瓷》，圖50）。

參閱：《定州花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年，圖50

A CARVED DINGYAO 'LOTUS' BOWL
Northern Song - Jin Dynasty, 12th-13th Century

A closely related Dingyao bowl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is illustrated in The Catalogue of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Ting Ware White Porcelain, Taipei, 
1978, no. 50.

20 cm. (7 7/8 in.) diam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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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金 定窯模印魚藻紋花口碗

此碗口微斂，六瓣花口，碗體邊緣清晰，弧腹，瘦底，圈

足。內外壁施白釉。碗內壁模印魚藻紋，紋飾清晰，畫面生

動，似魚兒在水藻中游動，頗具情趣。

定窯白瓷在北方白瓷中出類拔萃，尤以生產精細白瓷著稱，

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此類花口碗為宋代定窯經典品種。

A MOULDED DINGYAO ‘FISH’ BOWL
Northern Song - Jin Dynasty, 12th-13th Century

19.5 cm. (8 1/8 in.) diam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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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定窯刻蓮紋盤

盤敞口，口沿包銅扣，盤底圈足。裡外勻施白釉，釉色沉靜

厚潤。口沿之下壓印兩周弦紋，盤內裝飾折枝蓮花一朵，線

條俐落，流暢如畫，為定窯劃花工藝的傑出代表。先以長斜

刀勾勒，繼而用梳齒工具押刻蓖紋，最後於輪廓的一側施加

深峻的直刀，有如中鋒、側鋒交替用筆，在牙白釉沉積處暈

散出濃淡交替的筆墨韻味。而花、葉內加刻的蓖紋更是抽象

的表現出了植物表面的質感。

來源：美國西海岸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70年代

A CArved dingyAo 'Lotus' dish
song dynasty (Ad 960-1279)

19.4 cm.  (7 5/8 in.) diam

Provenance: 
An American West Coast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7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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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模印花卉瑞獸紋碟一對

撇口，斂腹，圈足。此器通體滿施白釉，芒口無釉，釉色白

裏閃黃，釉質堅密光潤。此碟工藝繁複，模印與刻花相結

合，碟內璧刻以覆蓮瓣紋，八蓮瓣內各繪石榴、桃、菊、梅

等花果紋樣，花葉枝蔓舒展，果實圓潤飽滿，盤心作葵型刻

以瑞獸穿花紋。紋飾古樸，模印清晰，刀法利索，綫條優

美。

展覽：《宋瓷》，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1949年10
月14-11月20日，編號68

786 A PAir of smALL mouLded dingyAo 
dishes
Jin dynasty (1115-1234)

the largest, 9.5 cm. (3 3/4 in.) diam

Exhibited:
song, national musuem of sweden of stockholm,  
14th oct-20th nov 1949, no. 68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金 磁州窯系鐵銹花玉壺春瓶

撇口，長束頸，溜肩，垂腹，矮圈足，瓶體綫條自然流暢。施

釉不過足，圈足無釉露胎，胎質堅細，呈灰白色。瓶身施釉，

以黑色為地，釉面晶瑩透亮，略有不均，呈橘皮狀。瓶身用鐵

銹花描繪圖案，綫條婉轉流暢，運筆瀟灑，一氣呵成，達到了

妙趣橫生、耐人尋味的藝術效果。玉壺春瓶其造型是由唐代寺

院裏的淨水瓶演變而來。玉壺春瓶的造型定型於北宋時期，在

當時是一種裝酒的實用器具，後逐漸演變為觀賞性的陳設瓷，

是中國瓷器造型中的一種典型器形。

A Cizhou-tyPe russet-sPLAshed 
BLACK-gLAzed PeAr-shAPed vAse, 
yuhuChunPing
Jin dynasty (1115-1234)

28.5 cm. (11 1/4 in.) high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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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建窯兔毫盞

建窯在今福建陽縣水吉鎮。宋時鬥茶風尚盛行，促使了建

窯黑瓷的大量生產並聞名於世，歷來有黑建、柴建、烏泥

建之稱。此兔毫茶盞是南宋一種美觀實用的鬥茶佳器，大

口小足，斜腹壁，醬黃色釉。施釉不過足，凝聚處呈泪痕

狀。釉面出現豎向排列閃耀銀光的針狀細紋，狀若兔毛的

窯變現象，即文獻中所稱的“兔毫”，具有自然、交織、

和諧的美感，是建窯最富特色的產品。

A JiAnyAo ‘hAre’s fur’ teA BoWL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13 cm. (5 1/8 in.) diam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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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建窯茶盞

北宋時期因宮廷盛行鬥茶之風，建窯盞尤受推崇，宋徽宗曾

盛贊其“最為要用”。束口，深弧壁，小圈足，底足不留

釉。口沿可見窯變色，呈鱔魚黃色，釉層呈現明顯黃褐兔毫

紋，裏外金毫，紋理清晰，釉水溫潤，釉光保存完好，修足

規整。

參閱：《宋磁》，朝日新聞社，1999年，第 116頁，圖78

A JiAnyAo ‘hAre’s fur’ teA BoWL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12 cm. (5 in.) diam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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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建窯兔毫盞

本器為敞口、圈足，口沿與腹部之間的一圈略呈淺凹狀，腹

部較平直，弧度不大，器型規整。口沿及腹部偏上為褐色釉。

兔毫盞是宋代建窯的代表產品，“兔毫”是瓷器紋樣的一

種，因器身佈滿細密的黑、白、褐或藍色花紋，猶如兔子身

上的毫毛一樣細，且根根清晰可辨，故名。兔毫盞是宋代常

用飲茶器具之一，宋徽宗趙佶說：“盞以青綠為上，兔毫為

上。”蘇東坡在《送南屏謙師》中雲：“道人繞出南屏山，

來試點茶三昧乎；忽驚午盞兔毫斑，打出春瓮鵝兒酒。”楊

萬里也有“鷹爪新茶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之說，北宋

蔡襄《茶錄》載：“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

兔毫，其坯微厚，糒之久，熱難冷，最為妥用，出他處者皆

不及也。”

來源：英國古董商Ben Janssens, 2009

A JiAnyAo ‘hAre’s fur’ teA BoWL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12 cm. (5 in.) diam

Provenance: 
Ben Janssens, London, 2009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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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 磁州窯褐彩花卉玉壺春瓶

瓶撇口，細頸，圓腹下垂，微撇足。通體施白色化妝土，肩

部至底部以黑彩繪以三道弦紋，弦紋中間繪有花卉圖案。整

體畫面簡潔，雖寥寥幾筆，卻自有清新淡雅之風。

磁州窯窯址在今河北省磁縣境內，中國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窯

體系，也是著名的民間瓷窯，其創燒於北宋時期，南宋、元

明清仍有延續。磁州窯以生產白釉黑彩瓷器著稱，開創了漢

族瓷器繪畫裝飾的新途徑，同時也為宋以後景德鎮青花及彩

繪瓷器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A BroWn-sLiP-PAinted Cizhou 
PeAr-shAPed vAse, yuhuChunPing
song-Jin dynasty, 10th-13th Century

28 cm. (11 5/8 in.) high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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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青白釉蝴蝶花卉紋方枕

整體呈束腰長方體，兩端為方形，一端四角和中心共有五處

支燒痕跡，一端留有兩個圓形氣孔。四面內凹，呈亞腰狀，

似銀錠。瓷枕六面均有紋飾，且施紋處凸於枕面。主題紋飾

為蓮荷紋，蝴蝶紋和纏枝花卉紋，有珍珠地紋，紋飾刻劃細

膩生動。瓷枕是我國古代的夏令寢具，無論富貴、貧賤都極

喜好，始於隋唐、宋、元、明四代，產地衆多，形制紛繁。

該瓷枕通體施青白釉，胎白釉膩，光潔無瑕。宋人稱其為

「玉枕」。宋代女詞人李清照《醉花陰》詞有「佳節又重

陽，玉枕紗橱，半夜凉初透」，所言即是。

A CArved Qingbai reCtAnguLAr 
‘Lotus’ PiLLoW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24.8 cm. (9 3/4 in.) wide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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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耀州窯花卉紋瓶

耀州窯始燒於唐代，興盛於宋，宋代陸游在《老學庵筆記》

中提到：“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以其類余姚縣秘色

也。”縱觀耀州窯歷史，主要以燒青瓷為主，兼燒白瓷、黑

釉、醬釉等品種，宋初受越窯影響創燒了青瓷刻劃花品種。

本器為青瓷，豐肩收腹，圈足略外撇。施釉均勻，釉色明

亮。肩部和下腹部各有兩道弦紋，中間部分佈滿牡丹紋樣，

刀鋒圓闊犀利，刀法寬闊有力，綫條粗放流暢，使用排綫刀

刮出葉脈紋理，用蓖紋體現出牡丹花蕊，使得整體紋飾層次

分明，綫條清楚。下腹部刻劃蕉葉紋一周。

A CArved yAozhou BottLe vAs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06 - 1127)

23 cm. (9 in.) high

HKD: 35,000-55,000
USD: 4,500-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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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越窯蝴蝶紋粉盒

此器為扁圓形，蓋稍鼓，盒身子口，直腹下折，圈足外撇，

圈足內施釉，並見墊燒痕。盒蓋上鼓，蓋面以凸弦紋分為內

外兩區，內區刻劃蝴蝶卷草紋，外區劃一周流雲紋，構圖嚴

謹規範，刀法流暢簡練，蝴蝶紋細膩傳神，盒身素面無紋

飾。盒內外通體施青釉。此盒為婦女用來存儲胭脂香粉等的

物件，是宋代常見的器形，造型小巧精美，做工較精緻，為

越窯燒造。

《中國陶瓷全集宋（下）》中所有類似藏品（《中國陶瓷全

集宋（下）》，第74頁，圖30），兩者均飾蝴蝶紋，可資
比較。

參閱：《中國陶瓷全集 宋（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9年，第74頁，圖30

795 A yueyAo CirCuLAr ‘ButterfLy’ Box And 
Cover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06 - 1127)

14 cm. (5 1/2 in.) diam

HKD: 130,000-230,000
USD: 16,800-29,700



北宋 越窯荷葉烏龜紋盤一對

侈口，斜弧腹，圈足微撇。內底細綫劃烏龜紋，烏龜作爬行

狀，綫條簡單靈活，形象寫實生動。內壁滿刻荷葉紋，刻工

精細，綫條婉轉流暢，紋飾滿密而不覺繁縟。外壁飾規整突

起的弦紋，外底可見墊圈支焼痕。一盤內壁口沿局部有殘

缺，口沿下刻劃有五片翻卷荷葉紋飾，葉脈細緻清晰，刻劃

綫紋整齊。此兩件盤紋飾佈局合理，刻劃工藝雖簡樸卻嫻

熟，荷葉與烏龜的造型設計別出心裁。

A PAir of CArved yueyAo ‘turtLe’ 
dishes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06 - 1127)

the largest, 16 cm. (6 1/4 in.) diam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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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越窯荷花紋盤一對

敞口，斜弧腹，圈足微撇。其中一內底為六片小花瓣，呈近

圓形，內腹壁刻劃有兩層粗短的荷花紋，每一層均有六片花

瓣，每片花瓣之間有凸起的短綫相隔。另一內底呈四葉花

狀，近方形，內腹壁刻劃有兩層粗短的荷花紋，每一層均有

八片花瓣。兩件器物的荷花紋基本呈半浮雕狀，每片花瓣均

用刻劃出的細長綫作為葉脈。通體施青釉，釉色泛青，釉面

瑩潤。外底留有墊圈支焼痕。

本品所飾紋飾獨特，寧波市鎮海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藏一件北

宋越窯刻蓮花紋蓋罐（《中國陶瓷全集 宋（下）》，第86
頁，圖45）。亦與本品所飾紋飾相同，可論較相玩。

參閱：《中國陶瓷全集 宋（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9年，第86頁，圖45

A PAir of CArved yueyAo dishes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06 - 1127)

the largest, 14.3 cm. (5 5/8 in.) diam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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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越窯牡丹紋壺

此壺撇口，束直頸，豐肩，肩上有弧形流，另一端置扁條形

柄，肩兩側分堆模塑印花耳一對。中間有一圓形小孔，可繫

繩，便於提携行走。肩腹相接處劃兩周凹弦紋，外腹部刻寫

意牡丹紋飾。外底有粘砂粒，可見支焼痕。牡丹花紋在宋時

作為富貴吉祥的象徵，被廣泛運用於各種工藝品的裝飾。此

壺造型規整，精巧美觀，紋飾精緻，釉色青綠，釉面勻淨純

正，堪稱越瓷壺中的精品。

本品於浙江省上虞市文物管理所有類似藏品（《中國陶瓷全

集宋（下）》，第85頁，圖44），兩者均飾牡丹紋，可資
比較。

參閱：《中國陶瓷全集 宋（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9年，第85頁，圖44

A CArved yueyAo eWer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06 - 1127)

18 cm. (7 1/8 in.) high

HKD: 250,000-350,000
USD: 32,300-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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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藏品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hangyu, zhejiang



 金/元 鈞窯盤 

盤斂口，圈足，內外壁滿施天藍釉，圈足無釉露胎。釉色均

勻，為鈞窯瓷器典例。鈞窯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創燒於北

宋初年，以生產日用瓷為主，造型規整，製作精良，釉色勻

淨，乳光內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兩盤例，載於《故

宮藏瓷大系：鈞窯之部》，臺北，1999年，圖版54及55。
此件鈞釉盤為個中精品，品相完好，更屬不易。

來源：壺中居

A JunyAo dish
Jin/ yuan dynasty (1115-1368)

15.6 cm. (6 1/8 in.) diam

Provenance: 
Kochukyo Co., tokyo

HKD: 100,000-200,000
USD: 13,000-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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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鈞窯紫紅斑瓶

此瓶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部為瓶，下部為座，瓶座相接，

渾然一體。口沿外撇，細長頸、溜肩，弧腹，收脛。瓶座鏤

空，由五個葉片組成，下接圈足。通體施天藍釉，底座內壁

有積釉，圈足未施釉，器身頸部、肩部、腹部、底座呈現多

處不規則的紫紅、藍褐彩斑，使器物更加絢麗多彩。此瓶是

金代流行的典型式樣。

來源： 日本私人舊藏

A JunyAo vAse With integrAL 
stAnd
Jin dynasty (1115-1234)

8.4 cm. (3 1/4 in.) high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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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y similar Junyao vase of the same form on an integral 
stand was sold at sotheby’s new york, 29th november 
1993, lot 235 and again at sotheby’s new york, 23rd march 
2011, harmony of form, serenity of Color, lot 549.
very few vases appear to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Jun 
kilns extant examples generally conform to two distinct 
forms which were made both with and without integral 
stands. the first type, to which the current vase belongs, 
has a pear-shaped body that rises to a cylindrical neck 
flaring slightly at the rim. the second type usually has 
a shorter neck that flares outwards at the rim and 
sometimes has twin handles. examples of the first type 
without integral stands include a purple-splashed vase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gifted by sir John 
Addis, museum Accession no. fe.156-1975. Compare, 
also, a plain blue-glazed vase in the British museum from 
the sir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 published i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Ru, guan, Jun, guangdong and Yixing Wares,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London, 1999, p. 38, no. 80. 
examples of the second type include a Junyao vase with 
dragon handles and an integral stand from the songde 
tang Collection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The Multiplicity 
of Simplicity, Monochrome Wares from the Song to the 
Yuan Dynasties,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cat. no. 96, where it is noted 
that it is likely that the songde tang vase was produced 
at the ru kilns after production officially ceas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close link between the Jun 
and ru kilns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t is thought that a 
number of plain sky-blue glazed Jun wares were actually 
produced in the ru kilns. A similar vase with handles and 
an integral base was included in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exhibition Song Ceramics from the Kwan Collection, 
hong Kong, 1994, cat. no. 48.



宋 鈞窯天藍釉折沿盤

本品平底折沿，邊及口沿做出突起筋綫，形成兩個規整的同

心圓。整器以天藍色為基調，自然流淌，藍中閃灰，樸雅沉

著，澄淨透明。淺圈足滿釉支燒，底部可見五枚支釘痕，為

宋代鈞窯高等器物的標志特徵之一，實為佳品。

此類天藍釉鈞窯盤多為較小尺寸，本品屬尺寸較大者。見兩五

支釘小盤例，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另還有一例，亦為天藍釉

色，直徑為18cm，藏於日本出光美術館。小尺寸三枚支釘者
可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凡舉之品，尺寸均小於本品。

英國roger Pilkington之舊藏，其尺寸與本品相若，亦為全
天藍釉色承五枚支釘之品種，在香港蘇富比2016春拍拍出
1,750,000元高價。此盤形制規整，簡潔質樸。品格貴重，
識者當知。

來源：秦夢九、李政道舊藏，其後人於美國紐約提供

秦夢九（1891-1963）：畢業於清朝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
堂，曾於京中部院擔任公職，古董收藏家。其女秦惠䇹，即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的夫人。

李政道（1926年至今）：生於上海，江蘇蘇州人，哥倫比
亞大學全校級教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

得者。

待秦夢九仙逝之後，李政道夫婦傳承其古董書畫，為了表達

對祖國的感激之情，1972年9月，李政道夫婦從美國回到了
闊別二十多年的上海，將岳父秦夢九收藏中的22件貴重文物
捐贈國家。爾後秦夢九餘之遺珍，逐漸由李政道夫婦轉贈

其美國的親友之手，如今得而現之，實為藏家之福。

801 A JunyAo dish
song dynasty (Ad 960-1279)

20 cm. (8 3/8 in.) diam

Provenance: 
Qin mengjiu (1891-1963) and Li zhengdao (b.1926) Collection, and 
thence by descent within the family

HKD: 250,000-350,000
USD: 32,300-45,200

1950年6月3日 李政道與秦惠䇹
結婚時在芝加哥市政大樓前

秦夢九舊照

（照片由李政道親友提供）



宋/金 鈞窯紫紅斑小盞

小盞，斂口，腹部內收，小圈足，造型端莊，做工考究。

通體施天藍釉，底足露出細膩緻密的香灰色胎。釉面潤澤

無暇，口沿處經窯變形成了醬色，並由淺向深過渡。釉層均

勻，色彩美妙，盞心暈染一抹紫斑，在天藍釉的襯托下更顯

綺麗曼妙，具有强烈的視覺衝擊力。

這是一件典型的宋金鈞窯器。器物造型別致，乃古人品茶所

用器具，盞口向內斂，使盛滿時不易灑出。宋代時鬥茶之風

大盛，極為崇尚茶具的精美。宋代的官窯、哥窯、定窯、鈞

窯、龍泉窯、吉州窯都普遍燒製茶盞。此品造型規整，通體

天藍色釉，凝厚滋潤，清馨淡雅。發色深沈，曾得宋人“夕

陽紫翠忽成嵐”贊美之句，釉色之美更由造型之妙相稱，別

見一番古樸典雅之風韻，為其時鈞窯盞中的佼佼者。

來源：台灣藏家舊藏

參閱：《龍泉集芳 i 繭山龍泉堂》，1976年，第138頁，圖404

802 A PurPLe-sPLAshed JunyAo BoWL
song/Jin dynasty (Ad 960-1234)

9.5 cm. (3 3/4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繭山龍泉堂藏品



金/元 鈞窯盤

盤斂口，淺腹，圈足，通體施天藍釉，釉汁肥厚潤澤，釉內

氣泡密集。口沿因高溫燒成時釉層熔融垂流，致使釉層變

薄，映現出胎骨之色。近足處因流釉不均，隱約可見的積釉

使顏色輕微變換而不單調。此盤形制大方，不事雕琢，釉色

雅致，凝視其色如碧波蒼穹，美不勝收。

出版：《the thomax Collection》，芬蘭赫爾辛基，1994
年，第75頁，圖59

A JunyAo dish
Jin/yuan dynasty (1115-1368)

15.8 cm. (6 1/4 in.) diam

Literature:
the thomax Collection, Arabia museum, helsinki, finland, 
1994, p75, no.59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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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dish illustrated in the thomax Collection



南宋 龍泉窯龍紋瓶

此瓶有蓋，瓶身盤口，平唇，粗頸，折肩，腹微鼓，圈足。蓋

面中部上鼓，蓋頂有飛翔的鳥形扭，蓋面施釉，蓋內無釉。頸

肩處堆塑一蟠龍，作騰雲駕霧狀，目視前方，有角，方圓耳，

四爪，短尾，龍身盤繞。腹外下側刻劃簡練的仰蓮瓣紋一周，

蓮瓣厚實，邊緣刻成緩坡，刻痕不明顯，蓮瓣表面凸起，似淺

浮雕狀，蓮瓣脊突起而顯挺拔，外形優美生動，裝飾手法既簡

單，又顯得豐富飽滿。刀法犀利，綫條流暢。

灰白色胎，胎質細膩，瓶身口沿無釉露胎，形成鮮明卻又不

失協調的色差，也不失為一種美。內外均施純正淡雅的粉青

釉，釉層勻厚，釉面青翠雅麗，滋潤瑩澤，製作精緻，局部

開細冰裂紋開片。此器在拉坯成型的同時結合雕塑裝飾，整

件作品生動活潑而又不失典雅， 裝飾高雅潔淨，動靜對比强
烈，是一件南宋龍泉窯融工藝、藝術於一體的精美之作。

南宋是龍泉瓷發展的鼎盛期。龍泉窯以釉色和造型取勝，以

青釉見長，最具代表性的釉色是梅子青和粉青，給人一種含

蓄而溫潤的感覺。

參閱：《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陶瓷館》，上海博物館，

1996年，第13頁

A LongQuAn CeLAdon ‘drAgon’ JAr 
And Cover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19 cm. (7 1/2 in.) high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804



南宋 龍泉洗

此洗口沿微外撇，深底。通體施青釉，釉面細膩，釉色溫

潤，唇口露胎，通體素面無紋。南宋時期龍泉窯得到空前的

發展，龍泉青瓷進入鼎盛時期。這時，曾在唐和五代盛極一

時的越窯青瓷業已凋零，唯有龍泉青瓷質量顯著提高，這一

時期器物造型規整，釉色有青色、粉青色、梅子青色，產品

多生活用具為主，有碗、盤、杯、壺、瓶、罐等，除素面

外，在裝飾工藝上有刻花、劃花和蓖紋，圖案有花卉，飛

鳥、魚蟲和嬰戲紋等。

A smALL LongQuAn CeLAdon 
shALLoW BrushWAsher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13.2 cm. (5 1/8 in.) diam.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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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龍泉八卦硯

此硯為八方形，短直腹，器身起稜處下立一方足。足內為二

層台，中心凹陷玉璧為底。外壁八個小面分別陽刻乾、兌、

離、震、巽、坎、艮、坤八種紋飾。全器罩施龍泉釉，釉色

瑩潤豐腴，製作精良細緻，為明代龍泉文房佳品。在日本美

術館與瑞士鮑爾收藏中均有相同器物。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

參閱：《the Baur Collection geneva: Chinese Ceramics, 
volume one》,  John Ayers, no.A112

A LongQuAn 'eight trigrAms'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13 cm. (5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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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r 藏品
Baur Collection, geneva



宋 龍泉花口洗

六瓣葵式口，淺壁，斜腹，口沿及外腹等距壓印六條規整的

直線，內腹部相應位置出筋，平底，圈足較淺，外底心有雞

心凸。器身及外底整體施青釉，釉色滋潤飽滿，光澤似人臉

之微汗，潤澤如酥。釉呈青綠色，胎色淺灰，胎釉結合，十

分緊密。足牆頂端無釉，露出淺灰色胎體。整器物似一朵開

放的花，十分精緻。

葵式洗在北宋以來較為常見，因口沿為四、六、八瓣葵花式

而得名。宋代葵瓣口洗一般為六瓣，宋代五大名窯常見該種

器型。

目前所知藏有類似龍泉窯葵口洗者計有四處，分別為台北

故宮博物院（《宋官窯特展》，第120頁，圖84）、英國
維多利亞及阿伯特博物館（《東洋陶瓷第六卷 英國維多利
亞及阿伯特博物館》，單色圖版123）、日本中村記念美術
館（《世界陶瓷全集12·宋》，第86頁，圖78）和處州青瓷
博物館（《梅子初青：龍泉窯青瓷圖集》，第186頁，圖
22），四者之器形、尺寸、釉色有所差別。其中日本中村記
念美術館藏品最為著名，原是江戶時代最大藩加賀前田家族

的舊藏，名為“青海波”，口徑最大，然高寬比例與拍品相

近；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的尺寸則與拍品類似。

A LongQuAn CeLAdon riBBed 
WAsher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13.2 cm. (5 1/4 in.) diam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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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龍泉菊瓣碗

菊瓣碗花口，外壁斜弧深腹，平底，圈足，足底露胎呈淡紅

色，造型與雞心碗略同。通體施青釉，色澤瑩潤如玉，典雅

柔和。腹壁呈菊瓣形，俯視如一朵菊花。菊瓣細密，交接處

隱露白筋，比例均勻，充滿韻律感，堪稱龍泉瓷中的珍品。

龍泉窯是宋代六大窯系之一，以燒製青瓷而聞名。南宋時期

龍泉窯得到空前的發展，龍泉青瓷進入鼎盛時期。其青瓷的

釉色與質地之美，亦如巧奪天工的人造美玉，清代《龍泉縣

志》贊曰：“極其精瑩、純粹、無瑕，如美玉然。”此件龍

泉菊瓣碗正是龍泉青瓷的代表作。

A LongQuAn CeLAdon 
ChrysAnthemum-shAPed BoWL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13.5 cm. (5 3/8 in.) diam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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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 龍泉窯青釉刻花折沿盤

此器折沿直壁圈足，其內壁剔刻纏枝蓮紋輕盈流暢，花枝舒

展一如青花繪畫之效果，折沿部分陰刻回紋一周。其外形制

俊秀，氣質高雅，青釉厚腴溫潤，碧翠怡人，極得素雅勻淨

之美。紋飾獨特別致，擷取纏枝蓮紋取景成器，是為不可多

得之雋品，較為少見。

來源：倫敦蘇富比，1980年4月15日，拍品201
 紐約佳士得，2009年3月19日，拍品709

A CArved LongQuAn CeLAdon dish
ming dynasty, hongwu Period (1368-1398)

19 cm. (7 1/2 in.) diam

Provenance:  
sotheby's London, 15th April 1980. lot 201
Christie's new york, 19th march 2009, lot 709

HKD: 350,000-550,000
USD: 45,20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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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樂/宣德 龍泉窯內外刻纏枝花果紋碗

本品呈直口深弧壁，內外壁以剔法，滿繪纏枝花卉紋，碗心

飾一折枝牡丹，足墻飾回紋一周，花葉繁茂，錦綉繽紛。其

花葉佈置繁密，刻花手法嫻熟，釉面肥厚溫潤，剔痕積釉處

釉色較深，突顯紋飾之清晰立體，實為明早起龍泉官窯精

品。

龍泉地處浙江處州，窯業久負盛名。明代早期，處州龍泉窯

與饒州景德鎮窯具有同等重要的官窯地位，根據《大明會

典》、《明實錄》等文獻記載，至少在成化以前，內廷均派

有中官，在龍泉窯依定奪樣制監燒宮廷用瓷。

來源：香港佳士得，2014年5月28日，拍品1623

810 A CArved LongQuAn CeLAdon deeP BoWL
ming dynasty, yongle-xuande Period (1403-1435)

18.5 cm. (7 1/4 in.) diam

Provenance:  
Christie's hong Kong, 28th may 2014, lot 1623

HKD: 350,000-550,000
USD: 45,200-71,000



明 龍泉花卉紋雙耳瓶

圓口，束頸，垂腹，腹中微凸弦紋一圈，下腹收斂，圈足，

足底無釉，火石紅明顯。頸部兩側飾雙螭龍耳帶環。器身通

體施以青釉，胎體厚重，釉層凝厚。腹部刻繪折枝花卉紋，

技藝嫻熟，毫無做作和滯澀之感，頸部雙弦紋以上飾飾蕉葉

紋。整體造型古樸渾厚，規整大氣，釉光瑩潤可人，清雅雋

麗，足面厚實，修胎粗率，耳口比例恰當，無不表現出明代

龍泉窯製器的全面特徵。龍泉窯是我國製瓷史上的一個重要

窯系，因主要產區位於浙江龍泉而得名，龍泉青瓷是中國傳

統製瓷珍品。

A CARVED LongquAn CELADon 
PEAR-ShAPED VASE
Ming Dynasty, 15th Century

26 cm. (10 7/8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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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龍泉花卉紋梅瓶

瓶翻沿口，短束頸，溜肩，肥長腹、下漸斂，圈足。足端一

圈露胎，胎泛火石紅。外壁刻劃裝飾四層紋飾，頸部飾網格

紋，頸下楞弦一周，肩部為靈芝雲紋，脛部為細長的仰蓮

瓣，腹部裝飾纏枝蓮紋，脛、腹以雙綫弦紋相隔。刻飾多用

“一面坡”刀法，轉角圓潤。通體內外施青釉，釉色翠青悅

目，釉面滋潤勻淨，肥厚瑩澤，若和闐青玉，非常可人。此

瓶形制周正，刻花精到，非常難得，彌足珍貴。

A CARVED LongquAn CELADon VASE, 
MEiPing
Ming Dynasty (1368-1644)

25.5 cm. (10 5/8 in.) high

HKD: 250,000-350,000
USD: 32,300-45,200

812



明 龍泉剔花香爐

此香爐圓口，內翻，腹部漸收，下承三獸足，爐底露胎，爐

口及近底處有突起弦紋，腹部剔纏枝牡丹紋。

龍泉窯創燒於五代晚期，北宋早期，至南宋達到高峰，明代

的龍泉窯自洪武年間正式向宮廷貢瓷，其藝術風格在元代的

基礎之上有了進一步的轉折，器物本身體現出愈發厚重之

感，胎體增厚，器物的轉折、棱角之處更為圓鈍，釉色以青

綠、豆綠為主，展現出了全然不同的藝術風格，別具一格。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

參閱：《中國陶瓷》，出光美術館，1987年，圖463

A CARVED LongquAn TRiPoD 
CEnS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24.8 cm. (9 3/4  in.) diam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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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 龍泉窯模印劃花大折沿盤

折沿、弧腹、圈足，釉厚，色透亮，青翠欲滴。沿上模印有

梅花乳釘紋飾，盤內部四周印有一圈劃花纏枝蓮紋，中央為

團狀劃花牡丹，其餘部分留白，使得裝飾富有節奏感，劃花

牡丹綫條精細，采用偏刀斜刻手法，使得造型栩栩如生，錯

落有致，富有立體感。盤外部素色無紋飾，底部有一圈未施

釉，露胎。龍泉窯屬南方青瓷類型，成熟於北宋時期，器形

變得規整，以日用器皿為主，彼時刻花、劃花、印花等技法

已經普遍，南宋時期隨著政治中心南下，龍泉窯得到了空前

的發展，以致終於產出粉青、梅子青這樣雅致而極富美感和

質感的品種。隨著海外貿易的擴張，元代的龍泉窯規模進一

步擴大，且在器形上逐漸變高、變大，出現了許多大盤、大

瓶、大罐等，成為元代獨有的特色。

來源：日本九洲博物館舊藏

A LongquAn CELADon DiSh
Yuan - Ming Dynasty, 13th-14th Century

35.7 cm. (14 in.) diam

Provenance:  
Kyushu Museum Collection, Japa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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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光美術館藏品

idemitsu Museum, Japan



16世紀 龍泉窯鏤空刻花獅子繡球紋坐墩

本品呈鼓式，腹鼓且兩頭微斂，肩處見覆蓋狀拼接痕，邊沿貼飾小

梅花釘壹匝；坐墩頂面及上下側剔劃纏枝蓮花紋，刀法技藝舒展自

如，花葉綫條流暢率真；中腹刻鏤空獅子綉球紋，並飾祥雲、牡丹

花及洞石。整物厚重敦樸，紋飾上的獅子憨態可掬，體現出龍泉窯

主要作為生活器物的特點。由此坐墩上紋樣的刀法風格上看，其應

該屬十六世紀中早期的作品，刻刀短促快捷，粗率但十分流暢，充

滿了鮮活的生命力，帶有濃重的元末明初藝術風格。傳世完整的明

代龍泉窯坐墩較少，具不鏤空，如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壹件

清宮舊藏品，滿刻牡丹花紋，可參比較。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

參閱：《碧綠 – 明代龍泉窯青瓷》，國立故宮博物院，第248頁

A LongquAn CELADon RETiCuLATED 
BARREL-FoRM STooL
Ming Dynasty, 16th Century

36 cm. (14 1/8 in.) high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450,000-650,000
USD: 58,100-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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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樂 青花花卉紋葵口盤

永樂時期的青花瓷，繼承前代的傳統工藝並有所創新，風格

清新雋秀，為有明一代官窯瓷器藝術之典範。永樂時鄭和下

西洋，帶回原產於古波斯，名為“蘇泥勃青”的色料，景德

鎮用以燒製出的青花器，色澤都極為絢麗鮮艶，清晰明快；

綫條的紋理中常有鈷鐵的結晶斑，呈星狀點滴暈散，淺淡處

結晶斑點較少，濃重處則凝聚成青黑色、藏青色或呈現金屬

錫光，呈凹凸不平狀，即所謂鐵銹斑，是為永樂時期青花瓷

器的重要特徵。由於頻繁的中外文化和貿易交流，這一時期

的瓷器在造型和紋飾上，也受到西亞地區文化的影響。此盤

即為帶有西域文化特色的永樂官窯經典品種。

盤為敞口，折沿，唇口凸起，作花瓣形，盤壁隨花口凸凹起

伏，弧腹下斂，底承矮圈足，足墻微外撇，整個盤形如盛開

的蓮花。內外遍施肥厚瑩潤的白釉，釉色白中微泛青，僅圈

足內露胎，胎質細膩均勻。內外均繪青花紋樣。折沿以纏枝

蓮花作邊飾，花大而葉小，枝蔓清秀，運筆流暢，形象生

動。內壁與盤心紋飾帶以單綫花菱形紋相間隔，與盤口呼

應。盤心正中繪纏枝牡丹，四周以茶花、西番蓮、石榴花、

秋葵等纏枝均佈；盤內、外壁分別繪纏枝、折枝栀子花、

816 牽牛花、蓮花、山茶、牡丹、菊花等四季花卉十二朵，與盤心紋飾相

對應。紋飾層次分明，佈局疏朗有致，繪製技法極其精湛考究，藤蔓

綿綿，鮮活傳神，青料濃淡兼施，蒼翠欲滴。該盤青花發色濃艶，略

有暈散，濃重處泛藍黑色，有自然形成的黑色結晶斑點，即為永樂青

花瓷器使用進口蘇泥勃青料繪製的鮮明特點。該器造型規整，釉面盈

潤，製工精湛，紋飾清晰，構圖豐滿有序，畫技精美，色調典雅，是

為明永樂時期景德鎮御窯廠生產的珍品。

參閱：《世界陶瓷全集14·明》，日本小學館，1976年，第164頁，圖
146

A BLuE AnD WhiTE  BARBED-RiM 'FLoRAL 
SCRoLL' DiSh
Ming Dynasty, Yongle Period (1403-1425)

33.6 cm. (13 1/4 in.) diam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明嘉靖 青花壽老萬壽紋葫蘆瓶

此瓶直口，束腰，呈雙節葫蘆狀，上腹部弧腹，下腹部呈方

形，造型優美，胎質細膩，釉面白中泛青，青花色澤淡雅柔

和。口沿處繪如意雲紋，頸部飾錢紋，上腹部繪滿壽字，其間

三個圓形開光內繪三壽星像。腰部從上之下繪有螭龍紋、壽字

紋、如意雲紋，下腹部亦繪滿壽字，四面各一圓形開光，繪有

四壽星像，底部飾一圈蓮瓣紋。畫面佈局繁滿，多組構圖，畫

工繁密有致。青花發亮明亮，為嘉靖青花代表之作。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

A LARgE BLuE AnD WhiTE DouBLE-
gouRD VASE
Ming Dynasty, Jiajing Period (1522-1566)

67 cm. (26 3/8 in.) high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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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vase belongs to a group of vases produced 
during the Jiajing reign, all reflecting the Emperor’s 
preoccupation with longevity and Daoism. The decoration 
on these vases varies, but as with the shou -character 
roundels and the Shoulao roundels on the current vase, 
the symbolism is always centered around the theme of 
longevity. 
A similar vase decorated on the lower section with 
Shoulao roundels among shou  symbols and peach tree 
roundels on the upper-bulb, was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21st September 2004, lot 243. 
A smaller double-gourd vase of similar form in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is illustrat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Blue and White with 
underglazed Red (ii) , Beijing, 2000, pl. 85. The Palace 
Museum example is decorated with medallions enclosing 
the Eight immortals on the lower section, and crane 
among clouds decorating the upper section. Compare, 
also, a vase from the Matsuoka Collection illustrated 
in Mayuyama, Seventy Years , Tokyo, 1976, vol. i, pl. 868 
decorated with mythical beast roundels on the lower 
section and Shoulao medallions among shou characters 
on the upper bulb.
A similar vase painted with four representations of 
Shoulao below cranes in flight, was sold at Sotheby’s new 
York, 21st September 2005, lot 71. A vase, decorated on 
the lower section with Shoulao roundels, among shou 
roundels, and with xi -roundels among smaller shou 
roundels on the upper section, was sold by Christie’s 
London, 9th June 1997, lot 67.



清康熙 青花荷塘鴛鴦圖詩文杯

“大明成化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康熙時期

杯侈口、深腹、圈足，胎體輕薄，造型優美。通體施瑩潤如

玉的白釉，腹部主題紋飾為荷塘鴛鴦圖，以青色繪出水紋，

荷葉或挺立水面之上，或在水面漂浮，兩朵荷花迎風搖曳。

荷葉間描繪有蘆葦，一對鴛鴦在水中嬉戲，空中另有一飛鳥

作俯衝狀。圖側配有唐代李群玉《蓮葉》詩中“根是泥中

玉，心承露下珠。在君塘上種，埋沒任春風”中的前闕為題

跋與之相輝映，讓人如臨荷塘清風。落“賞”字印於詩尾。

底部露胎，胎質細白堅致，落“大明成化年製”六字兩列楷

書款。此杯輕巧瑩透，色彩淡雅，堪稱集製瓷工藝、書畫、

詩、印於一體的瓷器名品。

A BLuE AnD WhiTE 'LoTuS PonD' CuP
Chenghua Mark, Kangxi Period (1662-1722)

6.7 cm. (2 5/8 in.) diam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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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清乾隆 青花礬紅雲龍紋盤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撇口弧腹，圈足，器物胎質細膩，器表施透明釉。口沿處

飾青花弦紋兩道，盤心弦紋內以青花勾勒海水紋，其上以

礬紅勾勒騰龍，龍身上下翻騰，龍鬚向上飛揚，龍爪有力

怒張，騰越在藍白相間的海水上，威武之勢表現得淋漓盡

致。外壁主體飾青花海水紋，海水紋上以礬紅勾勒正、側

面騰龍九隻，於波濤中飛騰，姿態各異。足內青花書“大

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此種盤為清代官窯仿明制

式，拙麗古雅。

來源：德國貴族舊藏，20世紀60年代購於慕尼黑古董商
Bernheimer

A BLuE AnD WhiTE AnD iRon-RED 
DECoRATED DRAgon DiSh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17.7 cm. (7 in.) diam 

Provenance:  
A german Aristocratic Collection, acquired from Bernheimer, 
Munich, in the 196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清中期 青花龍紋盤

盤口微撇，弧腹，圈足。通體施白釉，口沿內外飾雙弦紋，

盤心弦紋內以青花繪雲龍火珠紋，龍弓形，怒目圓睛，張吻

卷鬚，凶猛矯健，反映出清中期盛世的恢宏氣勢。盤外壁亦

繪青花兩隻趕珠龍紋為飾，與盤心圖案呼應。整器胎體輕

薄，胎質潔白，青花發色濃淡相宜。此式盤為清代官窯傳統

品種，自康熙朝始燒，之後歷朝均有燒造。

A BLuE AnD WhiTE DRAgon DiSh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28.7 cm. (11 1/4 in.) diam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820 The present dish is based on Ming prototypes such as the Jiajing-
marked example in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illustrat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ith underglazed Red (ii) hong Kong, 2000, p. 
125, pl. 115. Two related unmarked blue and white ‘dragon’ dishes 
dated to the Yongzheng period were sold at Sotheby’s Parke Bernet, 
London, 6 March 1979, lots 375 and 376. A larger, qianlong-marked 
dish with a similar full-frontal dragon but with additional dragons 
and waves around the well and rim, was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25 March 2011, lot 1667.



清中期 青花纏枝花卉紋花觚

撇口長頸，倒梯形鼓腹，以台座式為底，頸、腹分繪十二層

紋飾，以纏枝花卉紋為主，配如意雲頭紋，海濤紋，仰蓮紋

以及蕉葉紋，上下呼應，疏密有致，為清中期青花瓷器裝飾

的典範。胎體潔白細膩，瓷質堅密，釉面瑩潤，略泛青色。

整體分兩段燒製，然後上下相對由卡口相連。

花觚造型源於青銅器，後為瓷器所仿，本拍品分兩段燒造，

以子母口銜接，其形制與“唐英花觚”相近，後者為乾隆時

期創新之器，亦分兩段燒製，以卡口相連，乃唐英所創“新

式玲瓏巧工之器”。上海博物館藏收藏有屬“養心殿總監

造⋯⋯瀋陽唐英敬製 五供全分虔獻東直門外壩北長店村四道
街東口，天仙聖母殿前永遠供奉 大清乾隆五年十月朔日”款
作品，著錄於《上海博物館所藏，青花瓷器展》，長谷部樂

爾，東京，1988年，圖86。香港徐氏藝術館亦藏一例，著
錄於《清瓷萃珍，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南京博物館·香
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5，圖75。

來源：倫敦佳士得，2013年11月5日，拍號420

A BLuE AnD WhiTE ALTAR VASE, gu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37 cm. (14 5/8 in.) high

Provenance:  
Christie's, London, 5th november 2013, lot 420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821

香港徐氏藝術館

The Tsui Museum of Art, hong Kong



清道光 青花雲龍紋碗一對

“大清道光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道光本朝

碗敞口深腹，器型周正，敦厚端莊。胎體堅實，緻密細膩，

釉質肥潤，釉面勻淨，溫醇潤澤，碗底青花書“大清道光年

製”六字三行篆書款。碗壁主體繪行穿龍雲紋。二龍首尾相

接，一前瞻一後顧，追逐嬉戲，極富動感。

此對道光青花雲龍碗造型考究，製器嚴謹，胎釉結合緊密，

青花穩定深沉，繪製龍紋精巧工麗，為道光官窯青花瓷中之

上乘佳作，且為成對保存，更顯珍貴。

來源：台灣慎德堂舊藏

A PAiR oF BLuE AnD WhiTE 'DRAgon' 
BoWLS
Daoguang Six-Character Seal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821-1850)

14.6 cm. (5 3/4 in.) diam 

Provenance:  
C. C. Teng & Co., Taiwan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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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 青花礬紅龍紋盤與青花龍紋盤
各一件

“大清道光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道光本朝

盤兩件，敞口弧腹，圈足。口沿處飾青花弦紋兩道，盤心弦

紋內以青花勾勒海水紋，以礬紅繪騰龍，外壁青花海水地上

以礬紅繪九龍，姿態各異。底以青花書“大清道光年製”篆

書款。

另一青花盤規制相同，盤心以青花繪海水龍紋，外壁青花繪

海水九龍。底以青花書“大清道光年製”篆書款。

來源：香港蘇富比，1995年5月，拍號126

An iRon-RED-DECoRATED BLuE AnD 
WhiTE 'DRAgon' DiSh AnD A BLuE 
AnD WhiTE 'DRAgon' DiSh 
Daoguang Six-Character Seal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821-1850)

The largest, 17.4 cm. (6 7/8 in.) diam.  

Provenance:  
Sotheby's, hong Kong, May 1995, lot 126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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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 青花龍紋碗一對

“大清光緒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光緒本朝

青花雲龍紋碗一對，深弧腹，圈足。碗心繪火珠龍紋，外壁

亦繪趕珠龍紋，二龍相向競逐火珠，龍目凸瞪，張牙舞爪，

矯健凶猛，氣勢軒揚，動感十足。旁隙滿飾卷雲、火焰，近

足處飾蓮瓣紋，構圖緊凑，氣勢非凡。釉面白凈，青花明

麗，發色幽菁濃麗，且筆觸細膩，繪製精細，為清光緒官窯

典型器物。

來源：加拿大私人舊藏

參閱：《晚清官窯瓷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3
年，第110頁，圖106

A PAiR oF REVERSE-DECoRATED 
BLuE AnD WhiTE 'DRAgon' BoWLS
guangxu Six-Character 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875-
1908)

13 cm. (5 3/8 in.) diam

Provenance:  
A Canadian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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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 青花花卉紋碗一對

“大清道光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道光本朝

碗成對，造型端莊，釉面瑩亮，青花發色典雅。胎體緻密，

碗型規整自然。撇口，弧腹，圈足，內外青花裝飾，口沿內

外飾青花海水紋，外壁繪桃、瓜、石榴三組折枝瓜果紋，稱

“三多”紋樣，筆法簡約洗練，綫條圓潤流暢，花盛葉蔓，

生機勃勃，寓意佳美。口沿內外各繪一圈如意卷草紋，近足

一周蓮瓣紋收底，內繪卷草紋呼應；碗心青花雙圈內繪三桃

紋。果實圓潤飽滿，令人垂涎欲滴。底足內青花書“大清道

光年製”六字篆款。

福壽三多紋是瓷器裝飾中常用的吉祥圖案。《莊子•外篇•
天地》：堯觀於華封，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使聖人

福，使聖人多男子。”民間後以佛手柑與福字諧音而寓意

“福”，以桃子多壽而諧意“壽”，以石榴多子而諧意“多

男子”，表現頌禱之意。

來源：台灣私人舊藏

A PAiR oF Ming-STYLE BLuE AnD 
WhiTE 'SAnDuo' BoWLS
Daoguang Six-Character Seal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821-1850)

15.2 cm. (6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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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青花花神杯五隻

“大清康熙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民國時期

十二月令花神杯分別以水仙、玉蘭、桃花、牡丹、石榴、蓮

荷、蘭草、桂花、菊花、芙蓉、月季和梅花為主題，一花一

月，並配以相應詩文裝飾，清雅脫俗。

本品杯身小巧，胎薄釉潤，所繪梅花清雅絕俗，青花發色靚

麗，為民國仿康熙窯之佳作。

FiVE BLuE AnD WhiTE 'MonTh' CuPS
Kangxi Marks, Republic Period 

6.7 cm. (2 5/8 in.) high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827

清光緒 青花龍紋盤

此盤敞口弧壁，圈足，造型規整，線條柔美，胎質堅致白

皙，釉汁瑩潤如玉。盤心繪立龍戲珠圖，外壁對稱飾趕珠龍

紋，雲龍蒼健兇猛，氣勢恢宏。青花發色淡雅明快，一如成

窯之柔美，襯以白勝霜雪的釉面，令人愛不釋手。圈足底青

花楷書“大清光緒年製”款。

青花龍紋盤是清代官窯瓷器的傳統制式之一，自康熙年間起

至宣統均有燒造。

A BLuE AnD WhiTE 'DRAgon' DiSh
guangxu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75-
1908)

16 cm. (6 3/8 in.) diam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500

826



邵洵美（1906-1968），清末大臣邵友濂孫，我國著名文學家，翻譯

家，曾留學英國劍橋、法國巴黎，結識徐志摩、徐悲鴻、常玉等人。

回國後，先後在上海成立金屋書店，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編輯出版

《金屋月刊》、《新月》、《時代畫報》、《萬象》、《論語》。盛

佩玉（1905-1989），清末重臣中國商父盛宣懷孫女，新月派詩人。

兩人出身豪門，相識於兒時，兩情相悅，1927年於上海大光明舞廳舉

行婚禮。受祖父影響，佩玉從小好古，平日喜歡擺弄古董、小擺件。

據其後人回憶，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歷經數次搬遷，其陪嫁與所藏

時有丟失，為保所好，每次轉移前，佩玉便將所藏珍品仔細包好，隨

身攜帶。在受到牽連的日子裡，為維護家庭，雖被迫變賣部分家業，

卻始終不捨心中所愛。本次拍賣的六件拍品受邵洵美、盛佩玉海外後

人所托，使我們得以一探二位先生的品味。

邵
洵
美
盛
佩
玉
夫
婦
舊
藏

Lot 828-Lot 834



邵洵美盛佩玉夫妇旧藏 (Lot828-Lot834)

清乾隆 胭脂紅釉盤一對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盤敞口，弧壁，圈足，內外壁均施胭脂紅釉，色澤微深而略

發紫，釉質光潤，外壁底部施白釉，潔白瑩潤，青花篆書六

字三行“大清乾隆年製”。

清人許之衡所著《飲流齋說瓷》有載，“胭脂水一色發明於

雍正，而乾隆繼之，以其釉色酷似胭脂水，因以得名也。始

製者胎極薄，其裏釉極白，因為外釉所照，故髮粉紅色⋯⋯

至嘉，道以後，雖有此色，然已比之自鄶矣。” 胭脂紅釉器
始於雍正時期，至乾隆繼承與發揚。

A PAiR oF PuCE-EnAMELLED DiShES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15 cm. (5 7/8 in.) diam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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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暗刻龍紋盤一對

盤撇口，弧壁，圈足，內外壁均施白釉，釉質潔白，底釉平

整，內壁暗刻龍紋，若隱若現，紋飾刻劃灑脫，表現手法含

蓄。外壁素面無紋，盤底青花雙圈內署楷書“大明宣德年

製”六字款識，字體工整，形制典型。

白釉素雅，溫潤似玉，暗刻花紋似有似無，龍紋大氣穩重，

二者結合不失意境，尤其出現在薄胎瓷上的暗刻花，光照下

更是剔透玲瓏，精美無比，可謂雅上加雅，珠聯璧合之精

品，而本品結成一對，相映成趣，更是不可多得。

A PAiR oF Ming STYLE WhiTE gLAzED 
AnhuA-DECoRATED ‘DRAgon’ 
DiShES
Xuande Six-Character Marks

14.7 cm. (5 3/4 in.) diam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829

	 Property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Shao	&	Mrs	Sheng	(Lot828-Lot834)



清雍正 青花釉裏紅八寶杯

“大清雍正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雍正本朝

敞口，弧腹，高圈足。器形小巧，胎體輕薄，通體施白釉，

釉面光潔瑩潤，杯口與杯底邊緣處以雙綫青花為飾。外壁以

青花繪纏枝蓮托，蓮托之上以釉裏紅繪八寶紋飾，畫工精

細，釉裏紅與青花發色濃艷清晰。

雍正帝好佛法，自號破塵居士，又稱圓明居士，自幼喜讀佛

典，常與僧衲往來，講論禪宗之學，造詣頗深。登基後在宮

中舉辦法會，召集全國有修為的僧人參加，並親自說法，行

樂圖中更有其穿喇嘛法衣修密的影像，而佛教題材與紋飾亦

盛行於雍正一朝。此杯上飾佛教八寶，又稱八吉祥，藏語稱

「扎西達杰」，是佛教中象徵吉祥、圓滿、幸福八件法物，

包括法輪，寶蓋，海螺，寶傘，蓮花，寶瓶，金魚，盤長。

在瓷器上，八寶紋常與蓮花一同出現，成折枝蓮或纏繞蓮托

八寶紋飾。

A RARE BLuE AnD WhiTE AnD 
unDERgLAzE-CoPPER-RED 
‘BAJiXiAng’ WinE CuP
Yongzheng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23-
1735)

6.5 cm. (2 3/4 in.) wide

HKD: 400,000-600,000
USD: 51,600-77,400

830

邵洵美盛佩玉夫妇旧藏 (Lot828-Lot834)



清乾隆 粉彩三多墩式碗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碗呈墩式，直口深壁，下腹豐滿，圈足平齊。本碗造型穩重

大方，器裏外施白釉，釉質瑩潔如雪，外壁以粉彩繪折枝荔

枝、壽桃、石榴三種瑞果紋飾，細緻入微，荔枝飽滿，桃狀

結實圓碩，榴開百子，枝幹蒼勁，分別寓“多利、多福、多

子”之意，簡稱“三多”。底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三

行六字篆書款。

三多紋為傳統吉祥圖案，傳統上以佛手、壽桃、石榴“多

福、多壽、多子”為紋樣。“多利、多福、多子”三多紋墩

式碗以乾隆最為精細，本件拍品融合了西洋寫實技法，果實

以單彩勾勒後填塗，立體逼真，枝葉可見明暗陰影，設色濃

淡有致，顏色過渡自然，同時采用了平塗、渲染、沒骨等國

畫技法，繪製得工俏色艶，當為乾隆時期粉彩瓷器之上品。

A FAMiLLE RoSE ‘SAnDuo’ BoWL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
1795)

15.2 cm. (6 in.) diam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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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Shao	&	Mrs	Sheng	(Lot828-Lot834)



邵洵美盛佩玉夫妇旧藏 (Lot828-Lot834)



明弘治 釉裏紅暗刻龍紋高足杯

“大明弘治年製”六字一行楷書款，弘治本朝

撇口，深弧腹，下承中空高足為把，足部外撇，杯型玲瓏秀

巧，杯身輕薄，胎質潔白細膩，釉潤如凝脂，微微泛青。杯

腹與高足外壁以釉裡紅地留白暗刻工藝分飾一四爪龍紋，釉

裡紅發色濃豔，與留白紋飾形成鮮明對比。杯心素白無紋，

足牆內側以青花書“大明弘治年製”楷書款。

杯上暗刻圖紋與景德鎮珠山出土的宣德青花螭龍紋梅瓶相

近，單龍環繞，圓目，口銜靈芝祥雲，下顎長鬚，鬃髮揚於

頸背，足帶火焰，腹部鱗片細緻清晰、排列有致，尾部作卷

草式。景德鎮窯，釉裡紅創燒於元朝，到了明代永宣年間，

高溫鮮紅釉燒造技術走向成熟。高溫紅釉留白工藝，在紅釉

生胚器釉面上剔刻出紋飾，然後在剔空的紋飾中填上白色高

溫釉料，入窯經高溫一次性燒造而成，此杯紅釉剔刻描白後

在高溫下不流淌，留白紋飾精細清晰，釉面溫潤如玉，是此

工藝代表之作。

參閱：《景德鎮出土明代御窯瓷器》，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141頁，圖75
《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炎黃藝術館，文物出版社，

1999年，第1325頁，圖357

A Very rAre reVerse-DecorAteD 
UnDerglAze-copper-reD 
‘DrAgon’ stemcUp
Hongzhi six-character mark in a line and of the period 
(1487-1505)

8 cm. (3 3/8 in.) high

HKD: 800,000-1,200,000
USD: 103,200-154,800

832

	 Property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Shao	&	Mrs	Sheng	(Lot828-Lot834)

景德鎮珠山出土

成化紅釉龍紋碗

景德鎮珠山出土

青花螭龍紋梅瓶



宋/金 鈞窯水盂

斂口，弧壁，深鼓腹，近足處急收，矮圈足，足部露胎。施

乳濁天藍釉，釉層均勻適中，釉色溫潤。雞心罐是宋元時期

北方地區較為流行的器型之一，其中以鈞窯所產雞心罐最為

出名。

A JUnyAo lotUs-BUD-sHApeD 
WAterpot
northern song - Jin Dynasty, 12th-13th century

10.5 cm. (4 3/8 in.) diam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833

邵洵美盛佩玉夫妇旧藏 (Lot828-Lot834)



明宣德 仿官釉菱花洗

“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宣德本朝

此洗造型規整，呈十瓣葵花式，撇口，收腹。下承同形淺圈

足，造型簡潔，胎骨均勻，釉質凝潤。通體施天青色釉，釉

質肥厚潤澤，釉面佈滿大小開片。底部青花雙圈內楷書“大

明宣德年製”六字款。

宣德葵花式洗，多以青花為飾，故宮博物院藏一紅釉葵花式

洗，無款。可茲比對。參閱公私收藏，仿官釉制式僅此一件。

同樣葵瓣形制的宣德洗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共藏有三件，一

件青花龍鳳紋（《明代宣德御窯瓷器》，第104-105頁，圖
42），一件青花鳳紋（《明代宣德御窯瓷器》，第106-107
頁，圖43），一件為通體紅釉（《明代宣德御窯瓷器》，第
110-111頁，圖45）；另在景德鎮珠山御窯曾發現青花龍紋
（《明代宣德御窯瓷器》，第108-109頁，圖44）和魚藻紋
（《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第198頁，圖160）的品
種；國家文物總店藏有藍釉葵瓣洗，無款。

參閱：《明代宣德御窯瓷器》，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出版

社，第104-111頁，圖42-45
《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炎黃藝術館，文物出版社，

1999年，第198頁，圖160
《中國古代陶瓷藝術：明清彩瓷與顏色釉》，國家文物局中

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262-
263頁，圖113
《ming official Wares: A survey of chinese ceramic 4》,liu 
liang-yu, 1991, p.181

A gUAn-type BrUsHWAsHer
Xuande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425-1435)

19 cm. (7 1/2 in.) diam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834

《中國古代陶瓷藝術：明清彩瓷與顏色釉》

zhongguo gudai taoci yishu, ming Qing cai ci 
yu yan se you



明成化 青釉小貫耳瓶

“大明成化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成化本朝

直口，束頸，斜肩，鼓腹，底部「大明成化年製」六字青花

楷書款，青花雙方圈周圍。瓶頸左右各堆貼圓柱中空貫耳一

隻，瓶身肩腹胎體整周模印凹棱比鄰，此類瓶式就其特徵亦

被稱為瓜棱瓶，主要流行於宋、遼時期，明清景德鎮仍有燒

製。此瓜棱瓶仿官釉，整身青白釉肥厚，光澤瑩潤，釉面細

碎開片交錯縱橫，頗具動態。口沿圈足作覆燒“紫口金足”

狀。觀之小巧精緻，甚為可人。

檢閱公私諸藏，本品曾景德鎮發現過類似成化器物（可見

《景德鎮出土明代御窯瓷器》，第176-177頁，圖98），口
沿均刷醬色釉，底落“大明成化年製”六字雙方框楷書款，

大小形制均一致，可論較相玩。

參閱：《景德鎮出土明代御窯瓷器》，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176-177頁，圖98

A celADon-glAzeD VAse
chenghua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465-
1487)

12 cm. (5 in.) high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835

景德鎮出土明成化青釉小貫耳瓶



明宣德 甜白釉罐

“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宣德本朝

直口，豐肩，斜收腹，臥足顯矮胖。圓厚穩重，極有氣勢。

通體施甜白釉，胎質細膩潔白，通體內外罩一層白釉，肥潤

悅目，所謂甜白。此罐造型與1983年景德鎮珠山的宣德白
釉大罐相似。

參閱：《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香港市

政局藝術館 ，1989年，圖65

A WHite-glAzeD JAr, Guan
Xuande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425-1435)

25.5 cm. (10 in.) high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836



清康熙 反瓷龍紋碗

“大清康熙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康熙本朝

反瓷，亦稱“生瓷”，即指高溫窯爐中燒製而成的無釉雕塑

瓷器。器物多見於文房用具，一般施彩，不施釉。《說瓷》

載：“筆筒反瓷而墨彩者因常有之，若反瓷而胭脂水彩者，

誠為罕見之寶。”最早的反瓷是在萬曆前後的景德鎮窯燒

製，至清光緒時期更為普遍，更為精細，器身均有浮雕圖

案。

此件反瓷龍紋碗，敞口，深腹，圈足，足底雙藍圈書“大清

康熙年製”六字楷書青花款，字跡挺拔秀美。外壁通體刻龍

紋，極具動勢。內壁光潔如玉，胎質細密，有滑膩感。在精

工細刻繁縟細密的花紋中，表現了巧奪天工之妙，實為難能

可貴。

An inciseD WHite BiscUit-glAzeD 
‘DrAgon’ BoWl
Kangxi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662-1722)

13.5 cm. (5 3/8 in.) diam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837



明末清初 黃釉罐

此罐直口短頸，豐肩斂腹，肩部飾系狀雙耳，器形挺拔威

嚴，胎體厚重。內壁白釉微微泛青，外壁施黃釉，宛如鶏

油，釉色柔和飽滿，底部無釉露胎。中國傳統的黃釉主要以

鐵為著色劑，創燒於明代永樂並於明代弘治達到了燒造的高

峰，因淡雅、嬌嫩，享「嬌黃」盛譽。常見目前存世的黃釉

器以盤、碗等器居多，而黃釉罐的存世量少，此罐應為明末

清初景德鎮匠人效仿弘治風格的作品，可參見耿寶昌《明清

瓷器鑒定》中相似的弘治藏品，與之相較。

來源：歐洲私人舊藏

參閱：《明清瓷器鑒定》，耿寶昌，紫禁城出版社 · 兩木出
版社，1993，第494頁，圖版50

A yelloW-glAzeD JAr, gUAn
late ming/early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28 cm. (11 in.) high

Provenance:
A european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838



18 世紀 甜白暗刻一把蓮紋盤

此盤器型規整，寬口沿，弧壁，圈足，內外均施甜白釉，釉色

潔白光潤，釉面略有淺淺的桔皮。內壁盤心暗刻一把蓮紋飾，

刻劃法，展現一束蓮紋的清純與嫵媚，外壁刻蓮花紋飾。

甜白釉以明代永樂和嘉靖最為著名。大多達到脫胎、薄胎程

度。尤其是脫胎製作工藝極其複雜，大約需要幾十道工序。據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載，雍正、乾隆朝多有仿製明代甜白

釉。甜白釉釉極瑩潤，能照見人影，給人以溫柔甜淨之感，所

以稱為甜白，素有“白如凝脂，素猶積雪”之譽。

A ming-style inciseD WHite-glAzeD 
‘lotUs’ DisH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34 cm. (13 3/8 in.) diam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839



清乾隆 粉青釉鼓釘罐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本品器形端正，形似坐具綉墩，圓口內斂，口沿內折，腹部圓潤豐

滿似鼓形，器身上部飾一圈鼓釘，腹部飾一對鋪首銜環，玉璧形

底，底足外環無釉，中間施釉，書青花“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

篆書款，字體工整。器物內外壁通施粉青釉，釉色包至足面，罐內

滿釉，施釉均勻，釉色淡雅，釉質瑩潤，光潔如玉。

鼓釘罐為清代官窯傳統器形，鼓釘罐為雍正創燒的造型，傳世有北

京故宮博物院“雍正款冬青釉鼓式罐”、“雍正款天藍釉鼓式蓋罐”。

A celADon-glAzeD BArrel-sHApeD 
VAse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16 cm. (6 5/8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840



清乾隆 米黃釉束腰碗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碗敞口，折腰，下漸收，圈足。造型溫婉典雅，胎質細密。

內壁施白釉，瑩潤光潔，外壁施米黃釉，釉色柔和典雅，出

凡脫俗。底落“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青花篆書款，款識

規矩。米黃釉創燒於康熙時期，是一種以氧化鐵為呈色劑的

高溫黃釉，釉色淡雅，黃中泛白，類似小米顏色，故名。流

傳的米色釉束腰碗較為少見，從已知出版物可知竹月堂主人

收藏有同類器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對。此碗胎精釉

潤，為乾隆時期單色釉佳器。

A cAfé-AU-lAit glAzeD ogee-form 
BoWl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
1795)

15.7 cm. (6 1/8 in.) diam

HKD: 80,000-120,000
USD: 12,900-25,800

841



清乾隆 松石綠釉五蝠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蓋碗器形別致，器蓋圈足捉手，弧腹，碗身口沿外撇，弧

腹，圈足。胎質細膩，瓷質瑩潔，外壁施綠松石釉，內壁及

足底施白釉，釉面光亮滋潤，碗心處礬紅彩五蝠裝飾，礬紅

一色鮮妍奪目，層次豐富，質地勻淨，寓意洪福齊天，足底

書青花“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

清宮茗茶風尚由來已久，肇啓於康熙後期，歷雍乾二朝而大

盛，沿襲至嘉道之世。其茶具之變化亦隨時代而不同，彰顯每

位帝皇的品味和雅好。“蓋碗”在清代康熙時期出現，是適應

當時社會生活方式和飲茶風俗習尚的改變，在茶盞的基礎上創

造的新樣式。下承有托子、上置凸形蓋的“蓋碗”，既具有保

溫、保潔的功能，且香味不致散逸。乾隆皇帝一生鍾情茗茶，

景德鎮御窯廠燒造了式樣繁多的御用茶具，有壺、蓋碗、罐、

茶盞、盞托、茶盤、茶船等，且多為彩瓷品種。

A tUrQUoise-glAzeD BoWl AnD 
coVer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
1795)

12.3 cm. (4 7/8 in.) diam

HKD: 350,000 - 450,000
USD: 45,000-58,000

842



清乾隆 青釉鼓釘罐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口內斂，整體似鼓形，器形圓潤豐滿。器身上下各飾一周凸起鼓

釘，肩部塑對稱銜環鋪首，玉璧形底。器物內外壁通施豆青釉，施

釉均勻，釉色淡雅，釉質溫潤，頗具玉質感。器底書青花“大清乾

隆年製”三行六字篆書款。此造型源於宋代吉州窯鼓釘紋罐，因外

形似鼓而得名，是清代官窯的傳統品種，流行於雍正至道光時期，

其中以乾隆作品最具代表性。

來源：加拿大私人舊藏

A celADon-glAzeD BArrel-sHApeD 
VAse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16 cm. (6 5/8 in.) high

Provenance: 
A canadian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60,000-260,000
USD: 20,600-33,500

843



清乾隆 茶葉末釉瓶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本品盤口，直頸，腹部圓鼓，造型典雅飽滿。通體滿施茶葉

末釉，釉面肥厚溫潤，釉色青綠，為所見茶葉末釉發色最佳

者。茶葉末釉舊稱廠官釉，為唐英於雍正時期創燒的新品

種。據清宮內務府檔案記載，乾隆皇帝曾多次傳旨燒造，可

見其對該品種的喜愛和重視。

來源：倫敦蘇富比，2013年6月13日，拍品244

參閱：《宮廷珍藏：中國清代官窯瓷器》，南京故宮博物

院，2006年，第348頁
《玫茵堂藏中國陶瓷（卷二）》，倫敦，2013年，第36
頁，圖6

A fine teADUst-glAzeD Bottle 
VAse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
1795)

19 cm. (7 1/2 in.) diam

Provenance: 
sotheby's, london, 13th June 2013, lot 244

HKD: 800,000-1,200,000
USD: 103,200-154,800

844

A number of closely related Qianlong-marked teadust-glazed vases 
in important private and museum collections, with variations in 
the colour of the glaze, have been published. these include a vase 
illustrated by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vol.2, london, 1994, pl. 935; another vase illustrated in 
porcelain from the tianjin municipal museum , Hong Kong, 1993, 
no. 162. compare, also, a teadust-glazed bottle vase from the 
goldschmidt collection sold at sotheby's Hong Kong, 13 november 
1990, lot 64 and another example sold at sotheby’s Hong Kong, 8 
April 2011, lot 3032.



清嘉慶 綠釉弦紋瓶

“大清嘉慶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嘉慶本朝

瓶折沿，敞口，直頸，流肩，扁腹，圈足。通體滿施淺綠

釉，釉色均勻，色彩明亮。瓶身以弦紋為飾，頸部塑兩道弦

紋，肩部刻一道弦紋，器形線條流暢簡練。底為白釉，以礬

紅書“大清嘉慶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

來源：歐洲私人舊藏

A lime-green-glAzeD Bottle VAse
Jiaqing iron-red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96-1820)

26 cm. (10 1/4 in.) high

Provenance:
A european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500,000-2,000,000
USD: 194,000-258,000

845



清道光 茶葉末釉雙耳尊

“道光年製”四字二行篆書款，道光本朝

口微侈，闊頸，鼓腹，淺圈足，頸部飾扁平條狀雙耳。通體

素面無飾。尊內外及足內均施以茶葉末釉，足圈底無釉，外

底“道光年製”二行四字篆書款。

“茶葉末釉”系清代“廠官釉”之鐵質褐色釉一種，其早在

康、雍、乾時期就已廣泛燒製，但“茶葉末”之名則出現於

晚清之際。《陶雅》記載：“茶葉末，黃雜綠色，嬌嬈而不

俗，艶於花，美如玉”，是為其譽。以茶葉末為代表的“廠

官釉”變化多樣，其中包括專門模仿古銅、古玉的釉色，製

作更為不易。這件雙耳尊，器形厚重端莊，釉色古樸，仿古

銅色質感逼真，是晚清之際不可多得的茶葉末釉瓷器精品。

A teADUst-glAzeD tWin-HAnDleD 
VAse
Daoguang four-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21-1850)

8 cm. (3 1/8 in.) high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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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仿官釉八卦印一組

此組印為瓷質，覆瓦鈕方形印，采用仿官釉工藝。每印分有

陽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此組瓷印尺寸

雖小，但仿館釉工藝成熟，釉質晶瑩醇厚，發色青中泛白，

光華潤澤，有天成之開片為飾；製器考究，形式新穎，深得

宋代官窯色純、質樸的工藝精髓，有古香而雅致，為不可多

得的文房用品。帶原裝紅木盒。

A groUp of eigHt gUAn-type seA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3 cm. (1 1/8 in.) wide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847

清道光 祭藍釉碗一對

“大清道光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道光本朝

碗一對。口沿微撇，深腹圈足。口沿與外底施白釉，其餘均

施祭藍釉。通體素面無紋飾，釉色純正。底落“大清道光年

製”青花篆書款。碗型端莊大氣，胎體厚重，器形規整，腹

部曲綫自然、秀美，施釉肥厚，色澤深沉、穩定，色藍如

海，瑩潤勻淨，靜穆雅致，賞心悅目。此品種乃清代官窯仿

宣窯寶石藍釉碗式樣，是自康熙始至光緒朝傳統官窯品種。

內外皆藍釉，釉水肥厚瑩潤，成對保存完好，不為多見。

祭藍，明代稱寶石藍，因古時皇室常以此色瓷器作祭器，故

稱“祭藍”。景德鎮的藍釉瓷器早在元代就燒製成功，明代

則更有長足的發展。成書於雍正、乾隆年間的《南窯筆記》

有“宣窯⋯⋯又有祭紅、祭青、甜白三種，尤為上品。⋯⋯

祭青用元子精配釉”的記載。

來源：台灣私人舊藏

848 A pAir of BlUe-glAzeD BoWls
Daoguang six-character seal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821-1850)

17.4 cm. (6 7/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清同治 祭藍釉象耳方瓶

“大清同治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同治本朝

瓶圓口，短頸，平肩，方體，左右各有一象耳，圈足。主體

呈玉琮形製，天圓地方，通施祭藍釉，釉面肥厚瑩潤，不流

不裂，釉色濃淡均勻，呈色穩定。

象耳琮式瓶自乾隆年間開始流行，此後歷代官窯均有燒造，

可視為清代官窯單色釉的標準器。

來源：加拿大私人舊藏

A BlUe-glAzeD ‘cong’ VAse
tongzhi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62-1875)

27 cm. (11 1/4 in.) high

Provenance: 
A canadian private collection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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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豐 藍釉豆

“大清咸豐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咸豐本朝

豆原為商周時期的盛器，後此類器型因清代自雍乾時期始，

仿古之風盛行，乾隆皇帝於乾隆十三年下令工匠仿商周豆之

器型以製瓷豆，為北京天壇所定燒，其後遂成定式，各朝均

有製作。本品即為咸豐時延續乾隆仿古之風，其製作規整，

端莊大氣，釉色純淨自然，釉麵肥潤豐腴，為宮廷祭祀禮

器。紋飾古樸，肅穆典雅，祭藍釉色如藍寶石，沉靜內斂，

為咸豐官窯仿古器中的經典之作。

本品直口，圓柱柄，廣足，上覆一半球形蓋，繩鈕，豆與蓋

子母口相接，足內刻“大清咸豐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器

身通施祭藍釉，如藍寶石色，釉麵肥潤豐腴，釉色深沉肅

穆。輪製拉胚後加模印紋飾，以重環紋、垂鱗紋、環帶紋等

各種仿銅紋樣為飾，足柄飾以鱗紋、朵雲紋、變形蟬紋等，

深得古器古樸凝練之精髓，紋飾繁複，排佈有序，層次分

明。咸豐朝因戰亂頻繁，宮廷製器流失損毀嚴重，流傳甚

少，使得本品尤顯珍貴，當為藏家珍視。

來源：英國私人珍藏

A BlUe-glAzeD AltAr Vessel, DoU
Xianfeng six-character seal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851-1861)

35 cm. (13 3/4 in.) diam

Provenance: 
An english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60,000-260,000
USD: 20,600-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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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 松石綠釉簋

“大清光緒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光緒本朝

此簋造型端莊，橫截面呈橢圓形，四足。蓋上有鏤空船形

鈕，蓋面有陰刻隸書“仿元大德簋”及淺浮雕蟠螭紋，邊緣

飾蟬形幾何紋。器身腹部及近底分別淺雕蟬形幾何紋及弦

紋，四足飾饕餮紋。底施一小方塊白釉，書青花“大清光緒

年製”六字楷書款。除器蓋、器身接口施白釉外，器內外均

施綠松石釉。

光緒時期，朝野文人對前朝之器尤為推崇，論瓷之風盛行，

也推動了仿古瓷器的發展，傳世的光緒仿古瓷有豆、鼎、

簋、簠等。本品器仿青銅簋式樣，銅簋為商周盛食器，一說

為禮器，是祭祀用具。器型由弧綫組成，做工精湛，顯得莊

重，古樸。

A tUrQUoise-glAzeD ritUAl Vessel, 
gUi
guangxu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75-1908)

22 cm. (8 1/2 in.) wide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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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 黃釉雕瓷松鶴圖筆筒

“王炳榮作”四字二行篆書款，同治時期

筆筒瓷製，圓口直身，內挖圈足，外施黃釉，釉面肥厚，質

地均勻，胎體堅質，予人靜雅素樸之感。外壁浮雕松鶴圖，

亭苑中老松一株，蒼翠勁挺，其下點綴山石，竹、梅叢生，

高潔清幽，樹間徘徊仙鶴兩隻，悠然自得，所刻仙鶴以黑彩

點雙睛及喙、足，神采動人。底鈐“王炳榮作”篆書方章

款。此筆筒溶雕刻、繪畫、色釉燒造於一體，雕刻技藝登峰

造極，是同治時期雕瓷工藝的代表作品。

王炳榮，清同治、光緒年間人，工於雕瓷。《飲流齋說瓷》

載：“雕瓷之巧者，有陳國治、王炳榮諸人。所作精細中饒

有畫意，其仿木仿象牙之製，尤極神似。至於仿漆之器，精

雕花紋，所塗之釉，又極為似漆，或謂竟髹以漆者”。又

云：“筆筒雕瓷者輒喜仿象牙竹木之釉，所雕花以竹林七

賢、東坡赤壁、垂楊系馬之類為多，良工陳國治、王炳榮頗

善斯製”。

A CArved Yellow-GlAzed 
Brushpot, BitonG
Qing dynasty, tongzhi period (1862-1875)

13.5 cm. (5 5/8 in.) high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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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 淺綠釉暗刻龍紋碗一對

“大清光緒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光緒本朝

本品造型精巧雋秀，口沿微撇，弧壁，圈足，內外壁均施淺綠釉，

底足施白釉，釉質瑩潤，釉面光亮，釉色清新淡雅，鮮艶明亮。內

壁碗心處刻“壽”字，外壁口沿雙弦紋內刻水波紋，腹壁刻龍紋，

紋飾刻劃精細，栩栩如生，為不可多得的單色釉精品。碗底青花楷

書“大清光緒年製”六字款。

A pAir of CArved lime-Green-GlAzed  
‘drAGon’ Bowls
Guangxu six-Character 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875-1908)

10 cm. (3 7/8 in.) diam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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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 珊瑚紅釉瓶

“慎德堂製”四字二行楷書款，道光時期

瓶唇口，外侈，直頸修長，方腹折角呈八棱錘狀，深圈足外撇，內

台階式底。外壁通身施以珊瑚紅釉，胎體厚重，釉色濃郁，艷麗端

莊，足內有“慎德堂製”礬紅四字楷書款。此瓶形制、釉色雙絕，

雋巧可愛，絕難覓得，精工燒造，為皇室所珍藏，得之於案頭，以

之瓶花，更見逸趣，令人為之稱嘆。

倭角式瓶又稱“八不正”瓶，見有匏器、瓷器等，其青花倭角雙耳

瓶為宣窯之絕品，堪稱獨步有明一代之佳器，尊貴之至，極具皇家

之品格，同時又因形制罕見，製作極精，深受後世文人推崇。

出版：《中國陶瓷5 ·清代瓷器》，譚旦國，光復書局，1980年，
第34頁

A CorAl-red-GlAzed fACetted vAse
iron-red shendetang four-Character mark, daoguang period 
(1821-1850)

21.5 cm. (8 1/2 in.) high

Literature:
tan danguo, Chinese Pottery & Porcelain, vol.5, Qing dynasty, 
taiwan, 1980, p. 34

HKD: 160,000-260,000
USD: 20,600-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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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陶瓷5 ·清代瓷器》
Chinese Pottery & Porcelain, vol.5, Qing dynasty



清 粉青釉獸耳蓮蓬口瓶

“大清雍正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清代

瓶通體施粉青釉，釉色勻淨，清麗淡雅。瓶口一周作蓮瓣

狀，口稍突出，周邊一圈暗刻成多片花瓣。細頸修長，溜

肩，鼓腹，圈足。兩肩凸飾鋪首紋樣，獸首高鼻深目，卷耳

下垂，露齒銜環，神態威武。器形十分別緻，綫條流暢典

雅，燒製工藝精湛。底部青花書“大清雍正年製”款。

青釉是中國最早出現的顏色釉，色之深淺取决於原料含鐵份

的多少和燒成氣氛。商周時青黃釉色是其初級形態。漢代已

燒製出釉色純正的青釉瓷器。至唐代日臻完美，被譽為“千

峰翠色”。宋代的粉青、梅子青如同青玉，色澤與質感之美

達到頂峰。明清之際，永樂朝的翠青、冬青，雍正朝的粉

青、豆青等皆色調勻淨，蒼翠欲滴，燒製水平已臻於爐火純

青的境界，出現了很多名貴器物，可謂傳世經典之作。

來源：紐約佳士得，2000年9月18日，拍品205

參閱：《the Baur Collection Geneva: Chinese Ceramics 
volume three》, John Ayers, no.A362.363

A CelAdon-GlAzed Bottle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19 cm. (7 1/2 in.) high

Provenance:
Christie's new York, 18th sep 2000, lot 205

HKD: 325,000-520,000
USD: 41,900-6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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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佳士得，2000年9月18 日，
拍品205

Christie's new York, 18th sep 
2000, lot 205



明嘉靖 黃地綠彩龍紋盤

“大明嘉靖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嘉靖本朝

方盤斜腹，圈足。胎體堅致，通體施黃釉，在刻劃的紋飾上

填以綠彩，使之產生黃地綠彩的效果。盤心及外壁皆以龍紋

和靈芝紋作為主題紋飾，構圖繁密，寓意吉祥。嘉靖時期，

多喜好此種色地彩瓷，裝飾新穎，時代特徵明顯。

A Yellow-Ground Green-
enAmelled sQuAre ‘drAGon’ dish
Jiajing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521-1567)

13 cm. (5 3/8 in.) diam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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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 五彩嬰戲圖筆

“大明萬曆年製”六字單行楷書款，萬曆本朝

瓷筆形制圓潤，品質上乘，通體施白釉，釉色清透潔潤，五

彩繪嬰戲圖案，三兩小童於庭院花草間玩耍嬉戲，花卉盛

放，童子神態各異，皆活潑傳神，筆觸嫻熟，青花發色明

快，紅彩、綠彩諸色鮮艶，各色相合得宜，五彩交錯配以庭

院嬰戲，一派喜慶祥和之景象。近筆端落“大明萬曆年製”

長方款。

萬曆青花五彩素負盛名，其時五彩器的燒製達到高峰，堪稱

空前絕後。萬曆五彩與早期五彩迥然不同，以濃麗艶美，施

飾繁縟聞名古今。《匋雅 · 卷下十三》贊曰：“萬曆五彩，
草昧初開，往往顯其拙相，……皆非尋常匠手所能幾及”。

鮮艶飽和的色彩與奔放不羈的畫風交相輝映，生出一種强烈

樸質的美感，極具裝飾意趣。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A WuCai Brush And Cover
wanli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573-1619)

19.5 cm. (8 1/8 in.) long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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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德化獸鈕印

德化窯以白瓷最為盛名，近代尤甚，釉色乳白，如脂如玉，

色調素雅，素有“象牙白”之美譽，而其瓷塑擺件更為有

名，本瓷印即為德化白瓷塑的典型代表，此印以堆塑璃獸為

鈕，兩隻小獸撕扭在一起，身體扭曲，抬頭互相對視，頂部

以一條彎曲形的如意將其連接在一起，造型活潑而有神韻，

頗有古風。印面有“淡泊閒居”款。

A dehuA twin mYthiCAl BeAst seAl
Qing dynasty, 17th/ 18th Century

4 cm. (1 5/8 in.) wide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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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鬥彩荷塘鴛鴦杯

本品形制特別，新穎別致，以瓷為基仿青銅觥之形制，若明

代鬥彩同類紋樣而製，外壁繪鴛鴦荷塘和鳳鳥圖案，口沿外

側飾對稱花果枝幹為杯柄，內壁滿飾礬紅彩金魚紋飾，寓意

金玉滿堂、和美非凡。

A DouCai ‘lotus pond’ Cup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11 cm. (4 3/8 in.) high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859



清康熙 礬紅百福祝壽暗刻龍紋盤

“大明成化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康熙本朝

盤口沿外折，弧腹較淺，矮圈足，胎體厚重，通體施白釉，

釉色潔白瑩潤。折沿處以礬紅細描蝙蝠白只，寓意“百

福”，內弧腹暗刻一圈卷雲紋與一圈卷草紋過渡，盤心暗刻

雙龍主體紋飾，輔以靈芝狀品字形卷雲紋兩朵，中心淺浮雕

刻篆書團壽紋。四爪雙龍，一昂首，一回望，帶有明式龍紋

的特點，頭部扁長，唇部豐潤，雙目凸起。整體紋飾寓意

“福壽雙全”，應為祝壽而製。

來源：倫敦蘇富比，1974年7月20日
 英國私人收藏

參閱：《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雜釉彩．素三彩》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2009年，第
21頁，圖18
《上海博物館藏康熙瓷圖錄》，上海博物館．兩木出版社，

1998年，第285頁，圖186

860 An iron-red And anhua-deCorAted 
‘BirthdAY’ dish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20.5 cm. (8 1/2 in.) diam

Provenance:
sotheby's london, 20th July, 1974
An english private Collection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清乾隆 鬥彩花卉碗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瓷碗撇口，弧腹，圈足。內外壁均施白釉，釉面平整，釉色
潔白光亮。內壁口沿處裝飾兩道弦紋，碗心以青花、黃彩、

紅彩、藍彩繪花卉，外壁口沿處一圈為米黃色釉，以青花繪

如意紋，腹部為彩繪纏枝花卉紋，紋飾佈局精巧，賞心悅

目，繪畫技巧高超，紋飾勾勒細緻。底以青花書“大清乾隆

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

A fine DouCai florAl Bowl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
1795)

15.1 cm. (6 in.) diam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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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慶 五彩龍鳳紋碗

“大清嘉慶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嘉慶本朝

此種宮碗造型規整，為清代官窯典型器物。撇口，弧形深

腹，圈足。器形端莊秀雅，胎薄而細膩，瑩白如玉，釉面清

亮柔和。碗內外以五彩繪飾圖案，碗內外口沿均以青花雙圈

為飾，外壁口沿下繪一周八吉祥紋，間飾青花、紅、綠三彩

如意紋。腹部主題紋飾為兩組龍鳳穿花戲珠紋，寓意“龍鳳

呈祥”，間以火雲紋及纏枝花卉紋填飾，紋飾描繪精細，施

彩艶麗。此類碗為清宮日常用瓷，自康熙燒成後，每朝必

燒，兩百年來持之以恒，造型紋樣上也基本保持不變。本品

畫意傳統，繪工精美，色彩艶麗，釉面肥潤，給人以喜慶卻

不喧鬧，蓬勃亦以致遠之感。

來源：台灣慎德堂舊藏

A WuCai ‘drAGon And phoenix’ 
Bowl
Jiaqi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96-
1820)

15 cm. (5 7/8 in.) diam

Provenance:
C.C. teng & Co., taiwan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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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胭脂紅地粉彩花卉杯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此品器形雋秀，胎體細薄堅致，敞口，弧壁，臥足。外壁為

胭脂紅釉為地，以粉彩繪纏枝蓮紋，花卉枝蔓舒展，顯得紋

飾繁而不亂，密中見疏，色彩濃淡相宜，突出紋飾的立體

感，別具匠心。內壁及器底施白釉，釉面瑩潤，底落“大清

乾隆年製”六字三行青花篆書款。

胭脂紅屬低溫色釉，是金紅釉的一種，它以金為著色劑。一

般采用上等薄胎，上釉後進爐在800至850℃烘烤而成。顏

色是一種帶紫色調的粉紅色，猶如濃艶的胭脂一般，勻淨明

艶，嬌嫩欲滴，故稱“胭脂紅”。胭脂紅多作為單色釉或圖

案的色地，器型有直頸瓶、碗、杯等。

胭脂紅釉，康熙年間從西方國家傳入我國，故又稱洋紅。在

康熙年間的珐琅彩瓷上始見應用，是雍正、乾隆兩朝一種盛

行的名貴顏色釉。胭脂紅雖然在康熙中早期就傳入景德鎮，

但是由於科技含量較高、造價較昂貴，直到康熙末期也沒有

被普及使用。雍正中後期，由於御廠製瓷的發展革新，胭脂

紅逐漸推廣使用，真正做到對胭脂紅運用自如、廣泛普及則

還要屬乾隆時期，胭脂紅在該時期被近乎奢侈的運用到色

地、刻花、軋道等裝飾手法上。

南京博物院藏一件胭脂紅雕地粉彩花卉紋盅（《宮廷珍藏

中國清代官窯瓷器》，第242頁）與本品類似，紋飾大體相
類，唯南京博物院藏品為圈足並飾以軋道。另於香港蘇富比

2007年春拍曾釋出一件清乾隆胭脂紅地軋道錦紋粉彩折枝
蓮紋杯，臥足，與本品相同，但多一軋道工藝。

來源：英國私人舊藏

參閱：《宮廷珍藏中國清代官窯瓷器》，南京博物院，上海

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42頁
《清瓷萃珍――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南京博物院，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圖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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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藏品

nanjing museum Collection

Compare with a Qianlong ‘lotus’ cup but on an incised ruby-
ground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2nd december 1993, lot 344, 
and again at sotheby’s hong Kong, 8th April 2007, lot 801. Another 
cup decorated with a composite-flower scroll instead of lotus, 
in the nanjing museum Collection is illustrated in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 Qing imperial Porcelain of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nanjing, 1995, cat. no. 94. A Qianlong-marked 
sgraffiato ruby-ground ‘lotus’ cup of closely related design was sold 
at sotheby’s hong Kong, 5 october 2016, lot 3760.

A finelY enAmelled ruBY-Ground 
fAmille rose ‘lotus’ Bowl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9.1 cm. (3 5/8 in.) diam

Provenance:
An english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200,000-2,200,000
USD: 154,800-283,900





清嘉慶 珊蝴紅釉描金戲獅紋鼻煙壺

“嘉慶年製”四字二行篆書款，嘉慶本朝 
此件鼻煙壺以模印工藝製成，周身施紅彩，單色樣式，細節以金粉

描畫。蓋包銅，略施透雕技藝，珍珠錦地上刻十字花樣；壺直口，

短頸，弧腹，下斂至足，大致呈扁圓形。頸部環繞拐子龍紋，其下

複叠以靈芝紋一周。器身通身描繪九獅火焰圖：祥雲繚繞為地，

其上九隻獅子，姿態各異，戲弄五隻綉球，或以口噬咬，或相對拋

接，憨態可掬，吉慶非常。底以金彩書“嘉慶年製”四字篆書款。

獅與世諧音，九獅寓意九世同堂，中國古人把數代人共同居住生活

視為家族和睦興旺的標志，往往也是榮耀發達之本；又以大小獅子

暗喻“太師少師”，有幾代加官進爵等祝頌之意。

來源：香港蘇富比，1999年11月，拍品2149

A simluAted CorAl retiCulAted 
porCelAin ‘lion’ snuff Bottle
Jiaqing four-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96-1820)

8 cm. (3 1/8 in.) high

Provenance:
sotheby's hong Kong, nov. 1999, lot 2149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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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松石綠地堆白蓮紋雙聯瓶

“乾隆年製”四字二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該瓶瓶體雙聯，一大一小，兩者造型一致。撇口，短頸，溜

肩，束脛，鼓腹，圈足內凹。通體施松石綠釉，清新淡雅，

光潔溫潤，描繪工藝精緻，勾綫流暢。口沿描金，器身以堆

白技法裝飾，小者瓶口圍繞一周如意雲紋，頸部繪纏枝蓮，

腹部主題以蓮紋繪製，底部飾蕉葉紋；大者頸部飾纏枝花卉

紋，頸部飾回紋和如意雲紋，腹部飾纏枝蓮紋和“壽”字，

接近圈足處繪焦葉紋和回紋。底施松石綠釉，礬紅書“乾隆

年製”四字二行篆書款。松石綠釉堆白工藝為乾隆朝所創，

嘉道二朝偶有燒造，以其風格素雅深得皇帝喜愛，工藝突出

松石綠釉之勻淨質感，及堆白如雪之寧靜純美。

參閱：《宮延珍藏中國清代官窯瓷器》，南京博物院，上海

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65頁

A rAre white-enAmelled 
turQuoise-GlAzed douBle vAse
Qianlong iron-red four-Character seal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18.5 cm. (7 1/4 in.) high

HKD: 400,000-600,000
USD: 51,600-77,400

865 An identical turquoise-glazed double vase was sold at sotheby’s 
hong Kong, 4th April 2012, lot 3188. the use of raised white enamel 
against a turquoise ground appears to be an innovation of the 
Qianlong reign that continued into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Although extant Qianlong examples are rare, a number of 
vessels employing this technique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sold at 
auction, all bearing similar iron-red marks. Compare the decoration 
with that on a bowl in the nanjing museum, illustrated in the official 
Kiln porcelain of the Chinese Qing dynasty, shanghai, 2003, p. 265. 
Another similar unmarked bowl, dated to the Qianlong period, with 
raised white enamel lotus scroll was sold at Christie’s hong Kong, 
4th october 2016, lot 142. A Qianlong-marked turquoise-glazed 
wall vase decorated in white enamel with dragons, floral scroll and 
similar decorative borders to the present double-vase, was sold at 
sotheby’s paris, 15 december 2015, lot 175. 



清乾隆 黃地綠釉雲龍紋盤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乾隆本朝 
盤內光素無紋，外壁以黃彩為地，暗刻海水雲龍紋，龍身以綠彩填

繪，二龍皆為五爪，首尾相逐，昂首向前，體態矯健，間以龍珠，

身環火焰，點綴“壬”字雲紋，大氣磅礴。整器形制周正，設色清

麗，綠彩柔和，黃彩嬌嫩，繪工洗練，佈局疏朗。底落青花“大清

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

黃釉綠彩器歷朝多有燒造，並成為官窯傳統樣製，延燒至清晚期。

據清典《皇朝禮器圖式》記載，黃地綠龍紋器物屬二品及三品嬪妃

所用，尤見此類瓷器之貴重。

A Yellow-Ground Green-enAmelled 
‘drAGon’ dish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18.5 cm. (7 1/4 in.) diam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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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慶 青花黃彩龍紋盤

“大清嘉慶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嘉慶本朝

撇口，弧形淺腹，圈足，足脊露胎，胎白質細膩，器內外皆以高溫

鈷藍為地，留白後繪低溫黃釉雲龍戲珠紋，二次入爐燒製而成。盤

底施白釉，中心以青花書“大清嘉慶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字體

工整大氣。

青花黃彩工藝肇始於明初宣德朝，當時此類器以青花繪製主題紋

飾，再於留白處填塗黃彩，故《南窯筆記》稱之為“青花填黃地

者”。入清之後，技術不斷改善，更顯藍彩之深邃，黃彩之明麗。

來源：英國私人舊藏

An underGlAze-Blue And Yellow-
enAmelled ‘drAGon’ dish
Jiaqing six-Character seal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96-1820)

25.5 cm. (10 5/8 in.) diam

Provenance:
An english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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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 黃地墨彩菊蝶紋花盆

“大雅齋”三字一行楷書款，光緒時期

撇口，折沿，深腹，圈足，底有一圓孔。足部露胎，胎質緻

密精細，胎體厚重。盆、奩口沿繪折枝花卉紋，內施白釉，

光素無紋，外壁通體繪黃地墨彩菊蝶圖。口沿下有“大雅

齋”橢圓雙圈框紅彩楷書款。墨彩所繪秋菊數叢，婉轉綻

開，背面一對蛺蝶，一大一小，上下相對，翩翩起舞。整器

物像采用寫實手法，淡墨渲染，層次分明。墨色深淺有致，

花蝶錯落，配以底色嬌艶之鵝黃，富貴雍容，秋韻十足。

“大雅齋”是圓明園內的一處建築名稱位於“天地一家春”

之西間，是慈禧繪畫習字的自用畫室。光緒時期，清政府重

整瓷業，此時期的瓷器燒造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傳

統器型，既有仿古也有創新。“大雅齋”款的慈禧御用官窯

瓷器，是其中的精品：大多在藍色、淺青色、藕荷色、淺

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繪，畫風細柔，圖案精巧。器物上多

有“天地一家春”以及“大雅齋”的款識，以及“永慶升

平”、“永慶長春”等閑章。傳世的“大雅齋”款瓷器造型

多為盤、碗、盒、花盆、大缸等。題材涉及藤蘿花鳥、葡萄

花鳥、鷺鷥蓮花等。

來源：德國納高，2003年11月7日，拍品699

868 A Yellow-Ground ‘dAYAzhAi’  
JArdinère
Qing dynasty, Guangxu period  (1875-1908)

32 cm. (12 5/8 in.) high

Provenance:
nagel, Germany, 7th november 2003, lot 699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清雍正 粉彩纏枝蓮紋魚淺

本品器體壯碩，器壁微侈，給人以莊重之感，雍正時期之粉彩質感

清淡柔和，工整雅致。本品即通體以粉彩繪飾，器壁以纏枝錦地為

底，繪飾各色蓮花，蓮花吐萼含苞，風姿綽約，清雅柔美，粉嫩怡

人，加之枝蔓翻卷，婀娜多姿，盡顯風中搖曳俯仰之姿，畫意之雅

猶如和風拂面，醉人心扉。

此類魚淺類器物因其形制巨大，胎體厚重，故而在燒造過程中極易

爆裂變形，成品率極低。本品不僅器型周正，歷經百年保存較為難

能可貴；且本品畫工一氣呵成，風格華美典雅，體現了清代雍正盛

期時的文化縮影。

A mAssive fAmille rose ‘lotus’ fish 
Bowl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1723-1735)

60 cm. (25 in.) diam

HKD: 450,000-650,000
USD: 58,100-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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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 珊瑚紅地粉彩花卉碗

“大清光緒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光緒本朝

本器敞口，弧腹，圈足，胎質白細，通體以珊瑚釉作地，碗

體有三處黃地開光，內繪粉色牡丹，雍容華貴，典雅大方，

但較傳統開光不同的是，此碗以卷草花卉而非以傳統線描勾

勒邊緣，其餘部分繪以藍色花卉、卷草紋等，畫面飽滿富

麗，比例得當，配色協調，艶麗明快，底部有“大清光緒年

製”款，不失為賞玩佳品。

A CorAl-Ground fAmille rose 
‘peonY’ Bowl
Guangxu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75-
1908)

11.1 cm. (4 5/8 in.) diam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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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粉彩齋戒牌

此齋戒牌圖案華麗，色彩絢爛，穿通天眼便於佩戴。牌正反

兩面以墨彩書寫滿、漢二體“齋戒”字樣，字體秀雅。邊沿

及文字周圍均以金彩描繪開光，開光邊廓凸起，造型更具立

體感。四周繪白地粉彩纏枝花卉，側面滿施錦地紋飾。式樣

規矩，做工精細，為乾隆朝小尺寸粉彩佳作。

齋戒牌是古人祭祀前齋戒時所佩之牌。清代沿襲明製實行齋

戒，規定凡應行齋戒之人，不得無故不與齋，凡持齋不守戒

規者，必受重罰，各宮托故不行齋戒，或私自飲用酒等不潔

之物者，可削官去爵，為督查官行方便，持齋者均發給齋戒

牌，這就使齋戒牌成為清宮中的日常用品之一。齋戒牌有長

方、橢圓或海棠等式樣，種類豐富。此件乾隆粉彩齋戒牌，

小器大作，考究雍容，適宜佩戴把玩。

參閱：《清代瓷器賞鑒》，錢振宗，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第182頁，圖240

A fAmille rose ABstinenCe 
plAQu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6 cm. (2 3/8 in.) high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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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豐 藍地礬紅魚藻紋碗

“大清咸豐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咸豐本朝 
碗口外撇，矮圈足，胎質白細，輕薄堅實。碗內外壁於藍料

海水紋樣之上繪礬紅魚藻紋樣，內外金魚各九隻，外壁之魚

雙目渾圓凸出，躍出波光粼粼之海面，向上口噴水柱；碗內

所繪魚姿態各異，窺、穿、依、追，交相呼應。其運筆自然

流暢，所用彩料紅潤，色調鮮亮，紅藍相映，格外醒目。足

墻以礬紅弦紋分隔，內勾勒一圈卷草紋。外底有“大清咸豐

年製”礬紅六字楷款。

整器釉色鮮艶，繪製精細，造型厚重端莊，內、外畫面互為

呼應，渾然一體。“金魚”與“金玉”諧音，寓意金玉滿

堂，表達了對富足生活，吉慶有餘的美好祝願。九魚即諧音

“九如”。詩中連用了九個“如”字，有祝賀福壽延綿不絕

之意，後世皆以“九如”“九魚”為祝壽之辭。

An iron-red deCorAted Blue-
enAmelled ‘fish’ Bowl
iron-red xianfeng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51-1861)

12 cm. (4 3/4 in.) diam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872



清光緒 黃地軋道開光三陽開泰碗

“大清光緒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光緒本朝

軋道工藝，是在瓷器色地上用一種狀如綉針的工具撥劃出細

如毫芒、宛如錦紋的鳳尾狀紋，為乾隆時期創製的新型裝飾

技法。此種工藝頗為費工，清宮內務府記事檔中稱這種新創

紋飾為“錦上添花”，景德鎮藝人謂扒花。本器配以粉彩工

藝，濃淡分明，色澤淡雅而不失明亮，三面開光，中繪山羊

臥於梅花樹下，寓意“三陽開泰”，黃地部分繪梅瓶、銅

錢、如意、懸磬等吉祥物品，寓意福壽如意。碗內為青花紋

樣，碗心繪三羊共聚樹下休憩，四周繪垂魚、如意等吉祥

物，寓意仍為連年有餘、吉祥如意。據《清文件》記載，此

種軋道開光碗繪三陽開泰圖案，是專為年節使用，為清代官

窯瓷器上最常用的圖案。碗底有“大清光緒年製”款。

873 A SgrAffito Yellow-ground fAmille 
roSe ‘medAllion’ Bowl
guangxu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75-1908)

14.9 cm. (6 1/4 in.) diam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清宣統 粉彩花鳥碗一對

“大清宣統年製”六字二行楷書款，宣統本朝

本品成對，兩件紋飾一致，造型精巧別致，弧綫流暢，整體

勻稱、優雅。外部以粉彩裝飾，繪以琵琶果樹丫、鳥紋，樹

枝上碩果累累，粉彩顏色素雅、明亮，色彩搭配和諧，恬

靜，構圖疏密有致。碗底“大清宣統年製”青花楷書款。

A PAir of fAmille roSe ‘Bird’ 
BowlS
Xuantong Six-Character marks and of the Period (1908-
1911)

 11.3 cm. (41/2 in.) diam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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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粉彩百花不落地蒜頭瓶

“大清嘉慶年製”六字三行楷書款，民國時期

蒜頭瓶口，束頸，豐肩，鼓腹，圈足，整個器物造型莊重大

方，比例和諧自然，器身通體繪粉彩菊花、茶花、月季、荷

花、百合、牽牛花等各種花朵圖案，並繪以精細的輔紋，讓

畫面覆蓋全器，器不露地，寓意百花呈瑞，盛世升平的景

象，即所稱的“百花不落地”，又稱“萬花錦”、“萬花

堆”、“萬花獻瑞圖”等，畫面繁縟，極盡工巧，襯托出了

器物本身的雍容華貴，具有强烈的視覺衝擊。器底施藍釉，

以礬紅書“大清嘉慶年製”款。

A fAmille roSe ‘millefleurS’ 
Bottle VASe
republic Period

 28 cm. (11 in.) high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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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王琦款人物圖瓷板

粉彩人物瓷板繪“圯橋進履圖”故事，通景構圖飽滿，運用

西洋繪畫的暈染技法，色彩明麗不失清新雋逸，面部表情刻

劃細緻，衣紋虬結生姿，剛中有柔，整而不亂。用筆老辣，

頓挫有力，應為王琦中年後成熟期之作品。右上草書題詩

雲：“皇極誰銷秦火余，勛華消息竟何如。漢家事業空無

補，每恨龍鍾一卷書”。題識：“壬申孟夏月上澣，西昌匋

迷道人王琦寫於珠山。”鈐印：“西昌王琦”、“匋齋”。

詩為明代謝承舉題《圯橋進履圖》，收《康熙御定歷代題畫

詩》中。

典故“圯橋進履圖”，又稱“遺橋三敬履”，傳說韓國公子

張良，刺秦始皇未遂逃亡下邳，途經石弓山，遇到一老人橋

上。老人欲考其氣量，故三次將鞋丟入橋下，張均恭敬為其

拾還。老人遂將《太公兵法》授予張良。張良讀後通其中之

奧秘，後輔佐劉邦滅掉秦國得天下。

景藝堂有類似畫片瓷板畫珍藏可資比較《景藝堂藏瓷》第37
頁。

王琦（1884-1934）字碧珍，別號陶迷道人，齋名“匋匋
齋”，民國時期景德鎮繪瓷名家，“珠山八友”之首。以錢

慧安仕女畫為藍本繪工筆粉彩，中年後學黃慎畫風，吸收西

方油畫表現技法，改畫寫意人物。其瓷繪作品曾在1915年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一等獎。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

參閱：《景藝堂藏瓷·瓷板畫》，胡尚德，江西美術出版
社，第37頁

876 A fAmille roSe reCtAngulAr PlAque 
Signed wAng qi
republic Period, inscription with renshen Cyclical date, 
Corresponding to 1932

38 cm. (15 7/8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清早期 癭木筆筒

筆筒為文人雅士書房必備案頭之物，此件筆筒以一段質地細

密、紋理美觀的癭木製成，底落“上官雲相”款。 癭木，又
稱“影木”或“英木”，它不是某種樹木的名詞，而是泛指

樹木的結瘤，大多生長在樹的腰部及根部。明《格古要論·
異木論》說：“癭木出遼東、山西，樹之癭有樺樹癭，花細

可愛，少有大者；柏樹癭，花大而粗，蓋樹之生瘤者也。”

筆筒取意自然，厚壁，樹皮紋理明顯，另有癭結點綴，是文

人趣味的體現，多年的把玩使得筆筒周身形成濃厚的包漿，

色若琥珀，溫潤凝重。筆筒之製作，反映的是文人崇尚自然

之美的心態，韻致古拙，品位高雅，陳置案頭，頗可玩味。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root-form wood BruSHP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23 cm. (9 5/8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8,000
USD: 600-1,000

877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877-Lot891)



清早期 黃花梨筆筒

筆筒黃花梨材質，圓腹，口底相若，平足，造型規整，端莊

典雅。黃花梨又稱“花梨”或“花櫚”，原產地為海南島吊

羅山尖峰嶺低海拔的平原和丘陵地區，多生長在吊羅山海拔

100米左右陽光充足的地方。因其成材緩慢、木質堅實、花
紋漂亮，黃花梨木與紫檀木、鶏翅木、鐵力木並稱中國古代

四大名木。此筆筒素雅大方，細賞其筒身綫條，優美充滿韻

味。雖周身光素無紋飾，可盡顯木之自然紋理。做工精細，

材質上乘，造型沉穩而不乏靈動，包漿古樸，是文人書案上

的不可或缺之物。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HuAngHuAli CYlindriCAl 
BruSHP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18.5 cm. (7 3/4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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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877-Lot891)



清早期 黃花梨筆筒

筆筒的美，是文人氣質的美，許多貴重的木材天然具有典雅

華麗的紋理，因此文人與工匠在利用這些貴重木材來設計與

製作木器時，為了充分展現木質紋理的精緻，常常不飾雕

刻，所以光素的為多，以突出木材紋理的自然美和書卷氣，

於素雅中透顯出文雅之氣。此件筆筒圓口，圓腹，平足，形

制端莊典雅，器物表面光素無紋，材質為黃花梨，通體有黃

花梨特有的自然紋理取勝，遍佈似山水、似水波，移步移

景，紋路飄逸多變，簡約雅致，色澤深沉，誠不易得。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HuAngHuAli CYlindriCAl 
BruSHP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16.5 cm. (6 7/8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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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877-Lot891)



宋 銀刻人物紋碗 

碗口作六瓣葵花式，直壁，撇足。碗通體以珍珠地為底，口

沿作隨形花瓣紋裝飾。碗身以葵瓣分隔，每區內作開光，內

各有一羅漢形像。開光之間以纏枝花卉點綴。近足處裝飾有

兩側蓮瓣紋。通觀整器，可見其宗教氣息，應是宋代用於供

奉在佛堂寺廟案台之上的器物。其造型規制尚有唐代金銀器

的風韻，然對於人物的刻劃，僅用簡單線條即勾勒出羅漢生

動、自在的形象。胎體輕薄，紋飾突破了唐代傳統的規制，

素雅生動，已頗具宋代藝術的特征。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rCel-gilt SilVer Bowl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17 cm. (6 3/4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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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877-Lot891)



東漢 石雕虎形鎮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Ston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 - 220)

8.5 cm. (3 3/8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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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877-Lot891)

唐 石雕熊紋盒和石雕兔紋盒各一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AlABASter ‘BeAr’ BoX And 
CoVer And A Stone 'rABBit' BoX 
And CoVer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the 'bear' box, 11cm (4 3/8 in.) high

882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唐 滑石、水晶臥羊各一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AlABASter CArVing of A rAm 
And A CrYStAl CArVing of A rAm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the largest, 14cm (5 1/2 in.) wide

唐 滑石、大理石、黃花石兔形鎮各一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Hree AlABASter CArVingS of 
rABBitS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the largest, 13cm (5 1/8 in.) wide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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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877-Lot891)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唐 石雕力士枕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Stone Pillow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20 cm. (7 7/8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0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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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877-Lot891)



唐 石雕龜形硯兩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wo Stone tortoiSe-form 
inKStoneS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the largest, 12 cm. (4 3/4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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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877-Lot891)



唐 黃花石雕兔鈕蓮瓣紋鎮一對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ir of PuddingStone ‘rABBit’ 
SeAlS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7.5 cm.  (3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887

唐 黃花石雕獅子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uddingStone CArVing of A 
BuddHiSt lion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12 cm. (4 3/4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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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黃花石雕獅子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uddingStone CArVing of A 
BuddHiSt lion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23 cm. (9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889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877-Lot891)



宋/元 灰泥佛頭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inted StuCCo HeAd of BuddHA
Song - Yuan dynasty, 10th-14th Century

 30 cm. ( 11 3/4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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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石雕觀音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frAgmentArY Stone CArVing of 
guAnYin
Song dynasty (Ad 960-1279)

 25.5 cm. (10 3/4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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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石雕雙獅座

本品兩隻獅子并行伏臥於方形基座之上，獅子昂首，兩眼凸

起，張口露齒，長須卷髮，四隻前屈，雙獅背部馱一方形石

台。唐代石獅子雕刻藝術達到頂峰，采用傳神的創作方法，

石獅子已完全中國化，雕刻匠人將石獅子雕刻得異常壯麗逼

真，頭披卷毛，張嘴揚頸，四爪强勁有力，神態盛氣淩人。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00年以前

A CArVed mArBle ‘lion’ StAnd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44 cm. (17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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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石雕蓮瓣紋須彌座

須彌座由整塊石材雕刻而成，圓形，束腰矮，上下兩層刻俯

仰蓮瓣紋，蓮瓣細小，其上裝飾花卉紋，再輔以卷草紋裝

飾。本品做工精細，綫條流暢，整體造型端莊大氣，彰顯非

凡地位。

須彌座源於印度佛教，象徵“須彌山”，有獨尊與穩固之

意。從北魏，經唐宋，直到明清，歷經千年，有多種樣式，

但基本保持上下出澀、中為束腰的固定形制。隨著歷史發

展，須彌座在束腰、高度和綫條上有細微變化和演變。明代

以後，須彌座形制比宋式簡化許多，多改用石雕，規矩、整

齊、耐久。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00年以前

A CArVed mArBle ‘lotuS’ StAnd, 
Xumizuo
ming dynasty (1368-1644)

82cm. (32 1/4 in.) wide

Provenance: 
A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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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 石雕瑞獸

瑞獸雙目怒睜，牙齒獰利，雙眉上卷，犄角兩兩相對，身體

踡曲，回首臥姿，身上毛髮縷縷畢現，尾端卷翹，亦有漢代

遺風，其下四肢壯碩有力，利爪拳握，尾巴以卷附於後肢之

上，下承石板，皆為一石整體雕琢而成。本件石雕瑞獸整體

造型渾重、態勢雄偉。六朝石雕是魏晉南北朝雕塑藝術成就

的重要反映，各類石雕瑞獸顯示出其獨特的藝術風采，本品

即為其一之珍。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00年以前

A mASSiVe Stone CArVing of A 
reClining mYtHiCAl BeASt
Six dynasties Period (Ad 222 - 589)

56 cm. (23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400,000-600,000
USD: 51,600-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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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石雕雲龍紋座

石雕雲龍紋座分上下兩層，上部為方形，雕刻龍身穿行於雲

霧之間，其下裝飾如意雲紋，下層略寬於上層，刻雲紋。本

品設計周密細緻，比例協調，刀法精湛，綫條圓潤。整體器

形大方敦厚、意味古遠，雖歷經百年滄桑卻保存完好，大氣

風範溢於言表，所謂佳器難尋，此為一例。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00年以前

A CArVed Stone ‘drAgon’ StAnd
ming dynasty (1368-1644)

42 cm. (16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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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石雕獅子

此坐獅像為石製，眼神直視前方，舌頭微露。其雕工古樸簡潔，細

節綫條流暢，神態刻劃精准。整體造型逼真，以靜態的手法將動物

的靈動之美展現無遺。

石雕獅子的形象起源於兩漢時期，北魏時期由於佛教藝術的影響，

使石獅造型有了新的發展。隋唐時期，獅子塑像成為了“石像生”

中的重要成員，給予了其進一步發展的契機。之後在歷朝歷代的石

雕中均有體現。

A Stone CArving of A Lion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21cm. (81/4 in.) high

HKD: 15,000-25,000
USD: 1,9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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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石雕佛頭

此像雖僅殘留佛頭部，但製作精細，可以窺見原件當是一件精緻完美

之作。肉髻低緩，螺發，髻珠飽滿，彎眉，眼瞼低垂，鼻梁挺直，嘴

抿合，唇較厚，耳垂碩大，面容慈悲平和，神態安詳，表現了佛經中

記載佛祖“八十隨行好”即釋尊容貌之八十種細微特徵。本品品相完

好，雕刻刀法嫻熟，技藝高超，實為明代一件上乘佳品。

A LArge grey Stone HeAD of BuDDHA
Ming Dynasty (1368-1644)

 49cm. (191/4 in.) high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897



明 漆金木雕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又稱文殊師利童真、孺童文殊菩薩，為佛教四大菩

薩之一，乃無上智慧的代表。在《首楞嚴三昧經》中說：文

殊菩薩，過去成佛，名龍種上尊王佛。此尊造像頭戴寶冠，

神情寧靜安詳，面相隆滿，胸佩寶珠瓔珞。半跏思惟坐於獅

身之上，威猛不失驕傲灑脫。整體端嚴，清顏莊肅之像，道

岸風清之容，喻以智慧利劍斬斷煩惱，以獅吼威風震懾魔

怨。

A LACquereD WooD CArving of 
MAnjuSri 
Ming Dynasty (1368-1644)

22 cm. (85/8 in.) high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898 明 彩繪木雕菩薩像

木雕菩薩坐像，菩薩頭帶兜帽，結髮，身披對襟半臂，下著

長衫，胸前結裙帶，衣紋柔順，質感强烈。以彩繪勾勒面部

五官，面相豐圓，神態莊肅，柳葉彎眉，雙目微睜，嘴唇稍

抿，大耳垂肩，上戴耳墜，兩頰豐滿，略帶笑容，雍容典

雅，充滿了智慧和慈愛。其周身無瓔珞、珠玉、絲縧之妝

點，赤腳雙雙踩踏於蓮座之上，衣著樸素，有如化身民婦，

普度衆生，神情刻劃細膩，以刀代筆，顯示出鮮明的宋代木

雕技法特徵。此木雕此觀音菩薩坐像法身姿態端莊，極為大

氣。如凝望之，可感掙脫苦悶，化繁為簡，怡神靜心之境。

女相觀音造像大約是在南北朝時期出現的，盛行於唐代以

後。至宋代時，人們對觀音菩薩的崇拜已深入到社會各個階

層，其形象逐漸演變為救難送子、造福衆生、仁慈可親的慈

母等凡俗女性形象。此木雕像是宋代民間觀音菩薩形象進一

步向女相觀音特徵衍化的典型證明，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和

藝術價值。

A LArge LACquereD AnD PAinteD 
WooD SeAteD figure
Ming Dynasty (1368-1644)

83 cm. (34 5/8 in.) high

HKD: 250,000-350,000
USD: 32,300-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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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 木雕自在觀音

本件自在觀音木雕，呈坐姿，垂下左足，左手後撑坐台，曲

起右足，右手向前，擱放膝之上。觀音髪鬢高挽，面頰豐

滿，雙目微合，俯首垂耳，面目慈祥，開胸處露出串珠靈芝

佩飾，衣紋垂拂自然。

佛教造像自宋金時期起，由石刻雕像逐漸轉為木雕。此自在

觀音來源於水月觀音，其形象既保持了佛教的莊嚴與宗教

感，又在此基礎之上顯示出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形象，即

將嚴肅的宗教形象世俗化。此類觀音多置於大雄寶殿主尊背

屏的後面，為宋金時期流行的樣式之一，體現了非凡的時代

美學工藝。

A LArge PAinteD WooD figure of 
guAnyin
jin - yuan Dynasty, 12th-13th Century

 101cm. (393/4 in.) high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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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銅鎏金釋迦牟尼像

此尊表現了釋迦摩尼悟道像，合金銅材質。其坐姿端莊，左

手施禪定印，右手施觸地印，以表示其降魔成佛。其面容安

詳，目光低垂，頂髻螺髪，給人以祥和肅穆之感。寬肩，腰

部細瘦，身著袒右肩袈裟，坐於蓮座之上。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HA 
SAkyAMuni
Ming Dynasty (1368-1644)

33.5cm. (131/4 in.) high

HKD: 450,000-650,000
USD: 58,100-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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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私人珍藏 (Lot898-Lot901)



明 木雕彩繪觀音

此件木雕觀音立像采用立體圓雕工藝，觀音法相莊嚴，頭部

及肉身鎏金，頭戴寶冠，雙目微啓俯視，面目慈祥；觀音衣

飾飄逸，褶皺自然流暢，姿態優美，飾有瓔珞。觀音像通體

加彩，衣飾以暗紅色為主，衣帶為藍色，局部有鎏金裝飾。

背部有裝藏。

明代是木雕藝術的一個輝煌時期，涌現出大量有史可考的名

家、藝人及其作品，佛像雕塑更是其中比重較大一類，這尊

彩繪觀音像整體結構比例協調，保存狀態完好，整體風格樸

素，著彩均勻，是難得的木雕造像精品。

來源：巴黎私人珍藏

A LArge LACquereD AnD PAinteD 
WooD figure of guAnyin
Ming Dynasty (1368-1644)

126cm. (49 5/8 in.) high

Provenance: 
A Private Collection, Paris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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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紀 空行佛母立像

空行佛母是藏傳佛教裏代表智慧與力量的女性神祇，能淩空飛

行，具備神靈與世人的雙重特質。本品為人面空行母，一般面

目凶惡，通常以舞立姿態，或單獨或與主尊共同出現，造型可

謂各類神像中最具動感的一種。此尊空行佛母頭戴五葉骷髏

冠，面目猙獰，三眼瞠目怒視，仰面望著上舉的左手中的嘎巴

拉顱器，右手則向下持鉞刀。耳飾圓形耳璫，項上挂著垂至腿

部的人首項煉，豐乳細腰，身上飾滿瓔，手臂、腕、踝皆帶有

釧環，其身上所帶裝飾均有鎏金，佛母以弓步立姿踏於岩石之

上，整體造像工藝精緻，型態優美，充滿力量。

A ZITAN figure of nAro DAkini
qing Dynasty, 18th-19th Century

16 cm. (6 5/8 in.) high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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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洪先生旧藏 (Lot903-Lot911)



17世紀 木雕十一面觀音像

造像木質，彩繪。圓雕觀音跣足站立蓮台之上，八臂十一

面，頭部排列由下而上共有五層，第一層至第三層每層各有

頭三面，分別表現慈相、悲相、喜相；第四層為一面，為嗔

怒相；第五層為阿彌陀佛，為寂靜相。菩薩正面雙手合十，

其他兩側手臂分持法器並做出各種手印。造像佩耳璫、項

圈、瓔珞、臂釧、手鐲等，有紅色披帛繞手臂並沿體側下垂

後旋繞上揚；袒上身，下著群，有瓔珞衣飾。菩薩背光高

大，以圓雕、鏤雕手法雕刻出衆飛天、力士等衆神及獅、象

等神獸，背光頂部中央有圓雕大鵬金翅鳥。整體造像彩繪

紅、綠、黃、黑等色。清代，密宗觀音崇拜已十分普遍，此

類觀音造像衆多，但多見於金銅材質造像。此木雕十一面觀

音造像，雕刻精細，彩繪艶麗，風格粗獷、厚重，乃為同類

雕像中工藝較高之作。

附：放射性碳檢測報告

A WooD figure of An eLeven-
HeADeD guAnyin
17th Century

63 cm. (26 1/4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A radiocarbon test repor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ating of 
this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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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 銅鎏金宗喀巴像

宗喀巴面目慈祥，全結跏趺坐於仰覆蓮座之上，身著喇嘛僧

袍，衣紋細緻自然。雙手於胸前結說法印，手中各引蓮枝至

身體兩側的左右肩頭，左手蓮枝遺缺，蓮花分別托經篋、寶

劍，代表文殊菩薩之大智，其上嵌有珊瑚珠。造像通體鎏

金，以較為寫實的手法再現了宗喀巴慈眉善目，微露笑意，

小腹微隆等形象特徵，與史料記載相吻合。此造像技法嫻

熟，工藝精湛，有永宣之際宮廷佛教造像之工藝遺韻。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tSongkHAPA
Ming Dynasty, 16th Century

21.5 cm. (9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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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 銅鎏金釋迦牟尼

佛像通體鎏金，為釋迦牟尼佛，螺發高髻，頭頂寶珠。面相

長圓，眉長且彎，眉間有白毫。雙目低垂，高鼻梁，小口，

雙耳垂肩。脖頸有三道蠶繭紋。寬肩細腰，著袒右袈裟。袈

裟邊緣有鏨刻卷雲紋為飾，衣紋起伏有秩，轉折自然流暢。

右手施降魔印，左手施禪定印，結跏趺坐於雙層蓮座之上，

蓮瓣扁平規整，下部飾有連珠紋。此尊佛像莊嚴肅穆，品相

完好，工藝精熟，為難得藏傳造像珍品。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HA 
SAkyAMuni
Ming Dynasty, 16th Century

15.5 cm. (6 1/2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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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 銅鎏金釋迦牟尼

銅質鎏金，金色燦爛，佛相莊嚴，端坐於蓮花台上，結跏趺

坐，雙手結禪定印，手上似乎原端有法器，螺髻發，肉髻較

小似錐形，雙耳垂肩，耳垂瘦長，面相慈祥，目視前方，眉

間有白毫，袒右肩，左肩頭有衣褶垂下，用平行隆起的粗雙

綫勾勒出衣著邊緣，衣服邊緣刻有幾何折綫紋，佛像背部寬

闊，腰肢較細。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HA 
SAkyAMuni
Ming Dynasty, 16th Century

11.5 cm. (4 3/4 in.) 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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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銅鎏金釋迦牟尼

銅質鎏金，金色燦爛，寶相莊嚴，端坐於蓮花台上。佛呈跏

趺坐姿，雙手結禪定印，螺髻發，肉髻寬平，雙耳垂肩，耳

垂圓潤，有耳洞，面相莊嚴，雙目下垂，眉間有白毫，袒右

肩，左肩頭有衣褶垂下，用平行隆起的粗雙綫勾勒出衣著邊

緣，佛像背部寬闊，腰肢較細。底部刻十字金剛杵。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HA 
SAkyAMuni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19 cm. (7 7/8 in.) 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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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世紀 合金金剛杵

金剛杵，梵名瓦支拉（vajra），藏語稱“多吉”，曾音譯
為伐折羅、縛日囉、伐折囉、跋折囉、伐闍囉，又叫做寶

杵、降魔杵等，原為古印度武器，由於質地堅固，能擊破各

種物質，故稱金剛杵。在佛教密宗中，金剛杵象徵著所向無

敵、無堅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它可以斷除各種煩惱、摧

毀形形色色阻礙修道的惡魔，為密教諸尊之持物或瑜伽士修

道之法器。金剛杵有金銀、石、木、骨等多種質料，長度不

等，中間為把手，兩端有獨股、二股、三股、四股、五股、

九股等刃頭，和人形杵、塔杵、寶杵等，其中獨股、三股、

五股最為常見，分別象徵獨一法界、三密三身、五智五佛。

本器為九股金剛杵，把手雕成蓮花狀，杵股為合金質，顏色

偏灰，杵頭為澄黃色。

iron, CoPPer, BrASS-ALLoy vAjrA
12th-13th Century

16.5 cm. (6 7/8 in.) long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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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金剛杵及金剛鈴

本拍品分為五股金剛杵和法鈴兩件，金剛杵把手雕成蓮花

狀，法鈴之柄端也做金剛杵狀，金剛杵及法鈴柄端器色較為

澄黃，法鈴器色黃中泛灰，顏色較為暗淡。

A vAjrA AnD A BeLL
17th Century

the largest, 15 cm. (5 7/8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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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銅鎏金尊勝佛母

尊勝佛母通體鎏金，三面六臂，面容顯怒。頭戴嵌藍寶石五

葉寶冠，耳璫嵌紅寶石。胸前二手，右手持十字杵，左手持

鈴。其餘各手分持劍、傘、螺，有一右手所持之物遺失。佛

母結跏趺坐與仰覆蓮台之上，身著瓔珞衣，項煉、臂釧、腳

鐲等處嵌有綠松石、紅寶石為飾。

尊勝佛母，是藏傳佛教主要造像之一，與無量壽佛、白度母

並稱為藏傳佛教的長壽三佛，可予禮拜者於吉祥幸福。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uSniSAvijAyA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12.5 cm. (5 1/4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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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銅鎏金四臂觀音

銅像通體鎏金，觀音頭戴五葉冠，頭頂束高髮髻，耳際繒帶

飛揚，耳下垂圓環，面相圓潤，神態寧靜。上身雙肩披帔

帛，帔帛於兩手腕間分別繞成半圓環，而後從兩腿下對稱垂

搭於蓮花座正面座壁上；下身著長裙，腰間束寶帶；胸前佩

項圈和聯珠式瓔珞，手足戴釧鐲。跏趺端坐於蓮花寶座上，

雙手於胸前合掌作祈禱狀，餘二手舉於身體兩側，結說法手

印。仰覆蓮花瓣上下對稱分佈，環繞蓮座一周，上下邊沿各

飾一周聯珠紋；蓮瓣寬肥飽滿。造型氣度莊嚴，手法寫實、

工藝精湛，展現出清代宮廷造像鮮明特點。

四臂觀音是雪域西藏的守護神，其與文殊菩薩，金剛手菩

薩，合稱小古主，代表大悲，大智，大力，為密乘行者人人

必修的法門；其頭戴表示五智的五葉寶冠，中央二手合十，

表智慧與方便合一雙運，左右手高舉。其身軀結構的表現頗

為費心，衣襟自然流暢，頭冠髮髻間、胸及手足瓔珞上皆嵌

飾綠松石及紅寶石，更顯華美，整體保存完好，殊為難得。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ADAkSHAri AvALokiteSHvArA
qing Dynasty, Late 18th/early 19th Century

16 cm. (6 1/4 in.) high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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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 銅鎏金釋迦牟尼

佛像銅質，通身鎏金。釋迦牟尼結跏趺坐仰覆蓮束腰台座

上，束腰內收呈銳角狀，蓮瓣挺拔飽滿，微微上翹；蓮座下

更承雙層束腰須彌座，須彌座上下、前後皆對稱雕飾十字蓮

花，卷草紋及瑞獸。底落金剛十字杵。高肉髻，臉微頜，面

相豐滿端正，寬額、高鼻、薄唇，眼瞼略俯視，表情靜穆柔

和；左手置膝上施禪定印，右手指地結觸地印；腰部細瘦，

身著袒右肩大衣，衣紋起伏凸顯，轉折流暢自然，如行雲流

水，富有立體感，尤其是左肩衣紋的轉折造型頗為獨特。胸

部露出內束的裙腰，邊緣呈折帶紋，翻卷自如。整體身軀凸

顯，體型飽滿。特別是手腳的刻劃柔軟生動，富有寫實性和

生命力。

釋迦牟尼在成佛前，經過六年苦行，克服無數磨難，降服了

破壞修法的惡魔，終於在菩提樹下成道。這些只有大地之神

才能作證，因此這種形象稱為“得道相”。此像整體造型端

莊，比例勻稱，動態舒展，綫條流暢，金色飽滿悅目，富麗

堂皇，紅銅製作鎏金，表面略有自然的鎏金磨蝕痕跡，顯示

出歲月的滄桑。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HA 
SAkyAMuni
16th Century

16 cm. (6 1/4 in.) high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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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鎏金銅佛

立像束髮高髻，面龐豐腴，五官清晰，眉眼細長，直鼻小

口。菩薩胸前佩飾瓔珞，袒上身，下著長裙，衣紋自然垂

下，飄逸流暢，右手上舉，左手下垂提淨瓶，跣足立於須彌

座上。須彌座上下出澀，中為束腰，下部飾蓮瓣紋。須彌座

下連鑄鏤空壼門方床，壼門為方形。身兩側的帔帛自肩部蛇

形飄下，落於台座之上，極富動感。立像體態婀娜，造型優

美，展現了菩薩慈悲柔美之內涵。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購於2000年以前

A giLt Bronze StAnDing figure of 
A BoDHiSAttvA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14.6 cm. (5 3/4 in.) high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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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銅鎏金佛像蓮花紋經筒

器身呈圓柱形，瘦長，筒蓋與筒身之間有蓮花紋鎖扣，通體

佈滿淺浮雕纏枝蓮紋，筒身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淺浮

雕有佛坐像，結跏趺坐，下半部分則雕有“佛教八寶”吉祥

結、寶瓶、海螺、寶傘、勝利幢、法輪、金魚、蓮花，八種

吉祥物呈上下分佈，圍繞筒身一周雕刻。整體雕工綫條流

暢，筆法嫻熟，做工較為精細。

A CyLinDriCAL giLt Bronze 
BuDDHiSt SutrA ContAiner
qing Dynasty (1644-1912)

40 cm. (15 3/4 in.) long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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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 銅佛立像

本品為佛祖立像，面目慈祥，眼若纖月，鼻翼豐滿，嘴角上

翹，略帶微笑，神情溫和。身披袈裟，褶皺處刻畫十分自

然，寫實性强，佛像立於俯仰蓮花座之上。北魏孝文帝遷都

洛陽至北魏末年為北魏佛教藝術的輝煌時期，此件造像具有

明顯的北魏時期風格，細節之處亦完整表現出釋迦牟尼慈祥

智慧之形象，為一不可多得之藝術精品。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00年以前

A giLt Bronze StAnDing figure of 
BuDDHA
northern Wei Dynasty (AD 386 - 584)

13.5 cm. (5 3/8 in.) high  

Provenance: 
A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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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彩繡三世佛唐卡

三世佛是大乘佛教的主要崇敬對象，指東方藥師佛，西方阿彌

陀佛和中央釋迦牟尼佛。在大乘佛教的體系中，此三位佛本為

一佛，是為渡眾生而化現為的同化身。此套唐卡繡線設色豐

富，運用不同粗細的絲線，施以平繡，網繡，纏針，平散套

針，施毛針，釘線等針法，使繡製精細清晰，令人耳目一新。

AN EMBROIDERED THANGKA OF 
DIPAMKARA, SAKYAMUNI MAITREYA
Qing Dynasty (1644-1912)

166 x 100cm. (653/8 x 393/8 in.)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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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鐵錯銀如意兩件

兩件如意為鐵質,形體扁薄頎長。一件首部為四瓣花朵狀，
身平直，尾部為弧形。鐵胎上皆嵌銀絲裝飾，如意首飾回

紋，中間開光裝飾有花朵，柄部飾回紋，中間五個圓形開

光，以銀絲嵌“其鋦無鐖廉”，背面“天不劌己歌”如意首

背刻“大清乾隆年製”。另一件首部為雲頭狀，身形平直，

尾部為小雲頭形。鐵胎上皆嵌銀絲裝飾，如意首飾錦地龍

紋，柄部長方形開框內飾錦地，上有六龍。反面以銀絲嵌

“吾意性如□如吾言□如弗□”，隨形飾三重勾雲紋。如意

背面嵌銀絲釋文。銀絲粗細勻稱，細密繁瑣，精工細作，巧

妙絕倫，值得收藏。

來源：日本京都David Kidd舊藏

TwO SIlvER-INlAID IRON ‘RUYI ’ 
ScEPTRE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38.5cm. (151/8 in.) high

Provenance: 
David Kidd collection, Kyoto, Japan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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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青銅饕餮紋鉞

其形似斧，刃部弧曲寬闊，肩部略微上翹。中部及抦處正、

反均飾饕餮紋，其鏽色自然，鑄工精湛，保存狀態佳鉞最早

出現於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遺址中，作為兵器使用，商周時

期由於形制沈重，靈活不足等原因，演化成了禮儀兵器，其

表現了持有者的權力。在禮儀兵器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購於1944年

A BRONzE cEREMONIAl AxE, YUE
Shang Dynasty, (1600-1046 Bc)

25 cm. (10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44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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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銅素紋觶

圓腹，侈口，圈足，腹部中空，形狀小瓶，中部二周弦紋，

保存完好。

觶為飲酒器，流行於西周晚期至商代早期， 《禮記·禮器》
曰“尊者舉觶,卑者舉角”。鄭玄注稱：凡飲酒時，“三升
曰觶”。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購於1944年

A BRONzE RITUEl wINE vESSEl, zHI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11th century Bc

20 cm. (8 3/8 in.) high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44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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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銅鏡

Tlv鏡，亦稱規矩鏡，因紋飾中含有規則的Tlv形式而得名。
此銅鏡半圓形鈕，方座，座上帶九乳釘。銅鏡內區以八乳

釘分隔，配以規則的T、l、v形紋飾。空格區域以卷草紋裝
飾。外圈環繞鋸齒紋，之後鏡沿處裝飾以卷雲紋。整個銅鏡

規制嚴謹，屬於漢代較為典型的規矩鏡。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Provenance: 
An Imo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in 
the 1990s

A BRONzE ‘Tlv’ MIRROR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9.5cm. (33/4 in.) high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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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 銅錯金銀扁壺

壺青銅質，無蓋，小口微侈，頸略收，橢圓形寬扁腹，長方

形圈足，足底中空，肩兩側以獸首銜環為耳。壺身鑄作精

良，器身滿飾鳳鳥紋及流雲紋，靈動不失神秘，均以錯銀而

成；壺雙面腹部以錯金為抽象鳳鳥紋，並鑲嵌寶石，璀璨奪

目，富麗輝煌。

來源：台灣私人舊藏，購於1996年

A SMAll GOlD AND SIlvER-INlAID 
BRONzE HU vAS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9.5 cm. (3 3/4 in.) high 

Provenance: 
A Private Taiwanes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96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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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青銅錯金銀嵌寶石甪端香爐

甪端為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瑞獸，能日行萬里，能言四方語，

好生惡殺，而且只陪伴明君，專為英明帝王傳書護駕。甪端

外形怪異，犀角、獅身、龍背、熊爪、魚鱗、牛尾。在官

方，它們象徵光明正大、秉公執法；在民間，它們象徵吉祥

如意，風調雨順。

中國的香文化，應可推至戰國時期，東漢時興於宮廷中。焚

香料以草本為主，亦有些許礦物輔用。古人室內薰香為淨化

環境，提神醒悟之用，並也引申有雅士風采之意。至宋代，

品香文化盛行於宮中，在書齋或廳堂中陳設香具及舉辦香席

成為貴族及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享受。明代香學更興，宣

德年間所製的銅製爐具各色各樣。後人有幸可賞漢至明代之

百種香薰器具，置於案上、室內一隅或掌上，不甚樂乎。

此甪端香爐為西漢時期的器物，由蓋和爐身兩部分組成，蓋

為獸首，爐為獸身，兩者合為甪端形象。甪端狀似獅又似

彘，獨角如弓，雙目怒凸，昂首，張口露齒，頸部飾鬣毛一

周，身呈球形，四足似踏於蛇，蛇形為底托，身布流火紋，

鑲嵌紅寶石、綠松石等寶石，局部錯金銀。銅色泛黑，金銀

燦然，寶石奪目，明暗對比，尊貴典雅。爐內中空，可裝香

料，香氣從甪嘴中噴出。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1990年代購於Susan chen

923 A GOlD AND SIlvER-INlAID BRONzE lUDUAN 
cENSER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4)

9cm. (31/2 in.) high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from Susan chen, Hong Kong, 
1990s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東漢 瑞獸紋銅鏡

銅鏡半圓鈕，環繞連珠紋為座。內區以四乳釘分隔，隔區

內模印四瑞獸。由內之外分別以環繞銘文、鋸齒紋及卷雲

紋裝飾。漢代銅鏡中，喜用瑞獸、天象以及鋸齒、卷雲、

卷草紋以及陰陽文句作為裝飾元素。此銅鏡制式規整，具

有典型漢代銅鏡風格。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BRONzE MYTHIcAl BEAST MIRROR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 - 220)

12.3 cm. (4 1/8 in.) diam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924 東漢 瑞獸紋銅鏡

銅鏡半圓鈕，鈕座以雙圈弦紋環繞。主體區域以凸弦紋分

隔，內模製四瑞獸以及四天神，外以卷雲鈕座及陰陽文裝

飾。外區由內之外分別為環繞鋸齒紋、陰陽文以及卷雲紋。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BRONzE MIRROR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 - 220)

9.8 cm. (3 7/8 in.) diam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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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瑞獸紋銅鏡

銅鏡半圓鈕，環形底座。內區以六乳釘分隔，配以模製瑞

獸，之後由內至外分別為雙弦紋、鋸齒紋以及卷草紋。唐代

銅鏡一方面在造型以及紋飾上已經突破了傳統漢代銅鏡的制

式，變得更為豐富；另一方面仍沿用舊時制式，並有新的發

展。此銅鏡帶有明顯的漢朝銅鏡風格，應屬後者。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BRONzE MIRROR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14 cm. (5 1/2 in.) diam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926 唐 草花紋銅鏡

銅鏡通體鎏銀，獸形鈕，方框座，座內帶銘文“見日之光，

天下大明”。主體區域以四乳釘分隔，配以草花紋，銅鏡邊

緣以花瓣紋裝飾。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SIlvERY BRONzE MIRROR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15.7 cm. (6 1/8 in.) diam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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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銅法盞爐

法盞爐的器型仿自元朝樞府窯款式，是道家施法時所用的法

器。此件爐銅質，形似茶盞，廣口平唇，爐身形體簡練，斜

腹而下，仔細辨看，可覺爐身並非筆直的斜綫，而是在中部

微微內收，形成一個勁挺有力的曲綫。雙耳如戟，帶有雙雲

頭珠，三面長方形鏤空。下承三象首足，雍容華貴，別有韻

味。底部內凹，鑄造“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書款。整器綫

條舒展流暢，造型優雅大方，銅質精純細膩，法度嚴謹，雖

數百年滄桑之下，也難掩其光華。

來源：楊炳楨舊藏，台灣

A BRONzE TRIPOD cENSER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0.3 cm. (4 in.) high 

Provenance: 
Yang Bingzhen collection, Taiwa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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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銅滲金橋耳爐

橋耳爐又稱“丹眼耳”，因雙耳做成有弧度的橋形立於口沿

而得名。漢明帝時期，命博士祭酒講經史，數以萬計的士人

環向橋門而聽，故明宣德皇帝以橋耳爐賜於國子祭酒，以取

“環橋聽經”之意。此爐器形屬雙橋耳三乳足造型，收頸，

鼓腹下垂，平底，三乳足，口沿上左右兩邊起橋形雙耳。素

身無紋，器外鎏金，底鑄減地陽文“宣德年”三字篆書款。香

爐造型敦厚，橋耳流暢，乳足圓碩流暢，爐身豐滿卓越，比例

協調，綫條優雅。整器素雅凝練，莊重古雅，銅料考究，聲越

成韻，綿長跌宕，是工匠對宣爐材質嫻熟把握的結晶。

來源：楊炳楨舊藏，台灣

A BRONzE TRIPOD cENS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11.5cm. (41/2 in.) high

Provenance: 
Yang Bingzhen collection, Taiwan

HKD: 220,000-320,000
USD: 28,400-4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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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銅錯銀夔龍紋雙耳爐

爐胎體厚重，銅質精純細膩，手感沉穩敦實，爐身綫條優

美，下承圈足。香爐配有頂蓋，爐頂玉製，為典型元代“春

水秋山”玉之紋樣，鏤雕卷草紋、雁鵝紋，意趣生動，刀工

爽利；肩部裝飾雙簋式耳，造型古樸端莊，雙耳蟠龍造型，

造型古樸端莊，爐身開光內以錯銀描繪夔龍紋飾，輔之以雲

雷紋、連珠紋等，佈局繁而不亂，鑲嵌技藝精湛。足部裝飾

方形回文一周。底部雙綫方框內落篆書“芸輝齋”款。此爐

造型典雅，穆穆大方，製作考究，華貴精緻，堪為明代銅爐

之精品。

來源：秦夢九、李政道舊藏，其後人於美國紐約提供

秦夢九（1891-1963）：畢業於清朝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
堂，曾於京中部院擔任公職，古董收藏家。其女秦惠䇹，即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的夫人。

李政道（1926年至今）：生於上海，江蘇蘇州人，哥倫比
亞大學全校級教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

得者。

待秦夢九仙逝之後，李政道夫婦傳承其古董書畫，為了表達

對祖國的感激之情，1972年9月，李政道夫婦從美國回到了
闊別二十多年的上海，將岳父秦夢九收藏中的22件貴重文物
捐贈國家。爾後秦夢九餘之遺珍，逐漸由李政道夫婦轉贈其

美國的親友之手，如今得而現之，實為藏家之福。

930 A SIlvER-wIRE-INlAID BRONzE cENS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23.5 cm. (9 3/4 in.) wide

Provenance: 
Qin Mengjiu and li zhengdao collection, and thence by descent 
within the family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明崇禎 銅橋耳爐

銅爐形制扁寬而沉穩，腹部鼓圓而雙耳挺立，造型凝重而大

氣，且熔鑄飽滿規整，口耳皆薄。此爐體量雖小，盈手可

握，然入手沉墜，輕扣之，其聲清越，足見銅質精良。呈栗

殼色，閃耀藏經斑光芒，瑩潤如釉，綿滑似緞，寶光熠熠。

底部刻有 “崇禎辛巳中春”六字隸書款，雄秀端莊，神韻超
逸。其對稱沖天耳，敬天法祖；圓鼓身腹，充盈豐潤；三乳

足落位扎實，簡明精到。為銅爐中難得之妙品，充分彰顯晚

明文人審美意趣。

A BRONzE TRIPOD cENSER
Inscribed chongzhen Six-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628-1644)

9.5 cm. (3 3/4 in.) diam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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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銅鬲式爐

鬲式爐，又稱“素圓鼎”，是由新石器時代陶鬲和上三代青

銅鬲演化而來的一種器形。這件明代的鬲式爐，整體較為扁

矮，給人一種穩定敦厚的感覺。其平唇口，收頸，鼓腹，三

足，底部有楷書“宣德年製”款。

鬲式爐與其他文玩形式的銅爐不同，一般不陳放於書房案

頭，而是陳列於廳堂、佛堂等居中的重要位置。

A BRONzE TRIPOD cENSER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4. cm. (5 1/2 in.) diam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932

明 銅鎏金一路連科匜杯

杯身略作腰圓形，帶流，以一螭龍口銜匜沿為耳，下承圈足。

造型精緻，通體鎏金，外壁刻繪一路連科紋。整器做工細膩，

工藝精湛，品相完好，器形古樸，工藝精湛，頗具神韻。

A GIlT BRONzE lIBATION cUP
Ming Dynasty (1368-1644)

12 cm. (4 3/4 in.) wide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933



唐 銀盞托

此銀盞托，淺腹，盤心凸起，上置環形邊沿，中平坦，僅容

盞足。盤底為圈足。盞托始見於東晉，南北朝時開始流行，

唐以後隨著飲茶之風而盛行。唐代盞托口一般較矮，有的口

沿圈曲作荷葉狀，頗為精美。宋遼時期盞托幾乎成了茶盞固

定的附件，托口較高。明代托口微鼓，亦有船形盞托，稱

“茶舟”、“茶船”。此件盞托乃是對中國茶文化歷史的一

種見證。盞托多見於瓷，銀質者甚難一見。以純銀捶打而

成，工藝難度大，器型優美，保存完整頗為難得。

出版：The Pleasures of chinese Art，Kusaka Shogado，
東京，1991年， 第72頁， 圖72

A lOBED SIlvER cUP STAND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16cm. (6 1/4 in.) wide 

Literature: 
Kusaka Shogado, The Pleasures of chinese Art, Tokyo, 
1991, p. 72, no.72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935

金/元 銅鎏金帶板

飾品為銅鎏金，圓形，正面微鼓。全器突出鏤雕，花枝纏繞

複雜，曲折回環，花葉搖曳，頗有動感。主體紋飾邊緣有連

珠狀圈飾一周。圖案中花葉經脈，以陰綫鏨刻，行刀果斷，

鑿刻張馳有度。金元之際，北方草原民族酷愛金屬飾品，多

以金銀打造裝飾之物，取材廣泛。該器做工繁複、技藝巧

熟，通器鎏金更顯高貴富麗之氣，紋飾內容與金元時期馬上

民族漁獵題材相近，古樸精緻。

A GIlT BRONzE RETIcUlATED 
'DRAGON'  PlAQUE
Jin - Yuan Dynasty, 12th-13th cnetury

8.5 cm. (3 1/2 in.) wide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934



唐 黃金片飾

本品共計三十二片以人物形象為創作主題的薄金片，基本以

胡人、仕女為主。每一片均以捶牒工藝製成。仕女胡人均載

歌載舞，其中亦有王妃形象者四位，身似著綾羅綢緞，身披

瓔珞華貴之飾，其頭部均以泥塑彩繪而成，獨具匠心。

來源：2000年以前購於香港

A SET OF GOlD FIGURAl PENDANTS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The largest,  7 cm. (2 3/4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Hong Kong Prior to 2000

HKD: 200,000-300,000
USD: 25,000-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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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金鏤雕霞帔墜子

此霞帔墜子呈水滴形，雙面鏤雕花紋，可合成一體呈盒式。帔

墜邊緣有鏨刻如意紋。整體可多見不連續的小珠紋。

霞帔是中國古代婦女禮服的一部分，其起源可追溯至南北朝時

期（AD 420-589）。隋唐時期即開始興盛於上層社會，稱為
帔子。至晚於北宋，其地位被正式確立。霞帔一詞用以形容其

“美如彩霞”。而帔墜，則是用作於平整霞帔，最早實例見於

北宋，至南宋時被廣泛使用。除金製外，亦可見玉製。浙江湖

州市博物館藏一件南宋金霞帔墜與本品紋飾風格工藝雷同，可

資比較。

來源：倫敦古董商Ben Janssens, 2010
歐洲私人舊藏

參閱：《寶蘊迎祥：承訓堂藏金·第二卷》，林業強，香港中文
大學，2007年，第500頁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2010年，第138-139頁，圖Ⅲ-20
white J.M. and Bunker, E.c.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Denver Art Museum, The 
wood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no. 98, p.186

AN OPENwORK GOlD PENDANT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8.2 cm. (3 1/4 in.) high

Provenance: 
Ben Janssens, london, 2010
A European Private collection 

HKD: 350,000-550,000
USD: 45,200-71,000

937

浙江湖州市博物館藏南宋金霞帔墜

Huzhou Huseum, zhejiang



清乾隆 銅胎畫琺瑯鼻煙盒

銅胎畫珐琅是清朝康熙年間傳入中國的一種新的藝術表現形式，至

乾隆時期達到高峰。其以黃銅為胎，胎上施珐琅釉，用以描繪各類

圖案場景。既有傳統的中國花鳥圖案，又因本是西洋藝術，因此亦

有描繪西洋人物場景的作品，此品即是其一。  本品為鼻煙盒，以
白色珐琅釉為底，蓋上繪有八駿圖。打開之後，盒蓋內壁亦繪有西

洋人物圖案，且為比較常見的母子形象。外中內西，亦表達了傳統

中式文化與西洋文化的融合。吸鼻煙之風盛行於清朝，最為常見的

即是鼻煙壺，除此之外，亦有鼻煙碟，鼻煙盒。

A PAINTED ENAMEl ‘EUROPEAN SUBJEcT’ 
SNUFF BOx AND cOvER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7 cm. (2 3/8 in.) wide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938



18世紀 銅胎掐絲珐琅宮燈一對

宮燈乃宮廷重要的陳設與裝飾。此對宮燈主體以銅鎏金架子

攢框成扁圓體，呈網格狀鏤空，四角如意紋飾，上承鏤空花

口方蓋，蓋上有鈕，下承撇口方足，其上亦飾鏤空如意紋，

內可放置燈燭。整器做工複雜，並用鎏金、鏤雕、掐絲等諸

工藝，其掐絲細密，填釉飽滿平整，發色鮮艶純正，鎏金光

彩，十足清代珐琅工藝鼎盛時期之風采與氣度。

A PAIR OF OPENwORK clOISONNÉ 
ENAMEl lANTERNS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41 cm. (16 1/8 in.) high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939 A number of cloisonné enamel lanterns of similar construction have 
been sold at auction but the present pair is particularly unusual 
and complex in its use of convex circular openwork lattice panels. 
cloisonné enamel lanterns are more common in rectangular form 
with apertures for painted glass or silk panels. A pair of similarly 
elaborate lanterns was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22nd March 
2013, lot 1291 and single lantern was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Rivers of color: cloisonné Enamels from Private American 
collections , 18th September 2014, lot 631. compare, also, two 
further pairs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24th March 2011, lot 1617, 
and 20th September 2013, lot 1633 and a pair of lanterns sold at 
Sotheby’s Hong Kong, 8th October 2009, lot 1738.



清早期 銅雙獅薰

薰為銅質，作雙獅嬉戲造型。大獅三足著地，身體呈前傾

狀，右前肢抬起，頸系鈴鐺，回首向後，雙目圓睜，大口噴

張，如意大鼻，雙耳張開，大尾搖擺並分多綹回貼臀部，一

副威風之勢。其上為背向小獅，呈蹲坐狀，左前肢撫按綉

球，形神略顯緊張，似警覺大獅搶奪，又似擔心跌落獅背，

神態必現，活潑喜人。小獅蹲坐處，開圓形蓋，小獅亦為蓋

鈕。香料由開口放入，裊裊青煙便由大獅之口飄出。此器造

型逼真，設計精巧，局部紋飾及鏨刻更凸顯工藝精細，為文

人書房之上乘雅器。

A lARGE BRONzE ‘BUDDHIST lION’ 
cENSER AND cOvER
Early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47 cm. (19 5/8 in.) long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940



清乾隆 銅板印刷平定准格爾部版畫兩張

第一幅原編號8版畫為《呼爾滿大捷》，耶穌會士安德義
（Jean-Damascène Sallusti）1765年繪製原作，柯利監製
（c.N.cochin），畫工J.Aliamet刻；《呼爾滿大捷》描繪
了荒山野嶺之中，手持長槍的敵軍與飛馬前沖的清軍對陣厮

殺。清軍前鋒為弓箭射手，後面為火槍隊和火炮、戰車陣。

敵軍陣營中路為步兵，左右為騎兵。戰鬥之中，敵之長槍顯

然不敵清軍遠箭，只見敵軍紛紛應聲落馬，中箭而亡，步、

騎紛紛落荒而逃。清軍後援力量充足，駝隊負載的火炮及戰

馬拉著的戰車還未及使用，戰鬥即將結束，清軍又取得了一

次重大的勝利。

第二幅原編號11版畫為《阿爾楚爾之戰》，耶穌會士王
致誠（Jean-Denis Attiret）1765年繪製原作，柯利監製
（c.N.cochin），畫工Saint-Aubin刻；《阿爾楚爾之戰》
描繪的是清軍合圍追殺、敵軍一派望風而逃的景象。清軍兵

多將廣，火槍、火炮、弓矢齊發，側路小撮敵軍以火槍還擊

掩護，絕大多數慌不擇路，翻山遠遁，清軍窮追不捨，大勝

已成定局。

原版在製好的銅版畫的下方，用拉丁文刻有原畫作者姓名、

設計年份、監製柯升（c.N.cochin）及銅板雕工的姓名、竣
工年份。但大部分運回中國後被裝裱入册的銅版畫卻都隱去

了這一部分，隨後複製的銅版畫也是如此。此版兩幅為整套

941 中所拆出，底部留有拉丁文版題款，證明其為法國宮廷珍藏流出，具

有極高的歷史研究價值。

來源：歐洲私人舊藏

參閱：李德龍《乾隆御筆<平定西域戰圖十六詠並圖>研究》，朱誠
如，《清史論集：慶賀王鍾翰教授九十華誕》，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第393-394頁

vIcTOIRES ET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TwO cOPPER PlATE 
ENGRAvINGS FROM A SET OF SIxTEEN 
IllUSTRATING THE EMPEROR QIANlONG’S 
MIlITARY cONQUEST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93.5×55cm. (36 3/4 ×21 5/8 in.) 

Provenance: 
A European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明末清初 銅雕童子牧牛擺件

銅製一牧童跨騎於牛背，牧童梳一小髻於頭頂，背負草帽一

沿，一手執繮繩，寬額飽滿，雙目圓睜，鼻微闊，臉龐豐

腴，面帶笑靨。水牛兩長角後彎，半臥於地，擺首遠眺。牛

與牧童的表情刻劃細膩生動。通體光亮可人，韻味獨具，是

一件文房案頭佳品。

宋元時“童子牧牛”開始多見於文房用品圖樣之中，如硯滴、

筆架等，多為瓷製，尤以龍泉窯燒造的硯滴最為新穎別緻，此

多為士大夫受禪宗盛行影響之印證。宋代禪宗故事常“以牛說

法”：即將君子調養心性、尋道悟道之過程比喻為“童子牧

牛”，羈縻駕馭皆出於自身自覺。至明清時期，文房書齋中童

子牧牛、和合戲牛一類銅製、玉雕擺件更為常見，以其寓意吉

慶，意趣清新，漸為常見文房主題紋飾之一。

A Bronze ‘BuffAlo And Boy’ 
PAPerweIght
late Ming - early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5.5 cm. (2 1/4 in.) wide

HKD: 15,000-25,000
USD: 1,9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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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銅雕馬上封侯、羊擺件各一件

擺件銅質，包漿自然，鑄“馬上封侯”紋樣：臥馬身姿綫條

清晰，雙目凸出，額心旋花，裝配轡頭，四蹄蜷臥身下，似

欲奮起。背部一隻頑猴戲耍，手搭一耳側，與馬一同前視，

雙目靈動，栩栩如生。寓意馬上封侯，加官進爵，封侯拜

相。整體造型詼諧有趣不失吉慶，整器材質精良，工藝細膩。

銅羊作羔羊屈足伏臥式，形態秀雅端莊，簡練古樸。臥羊的

雙目以細陰刻綫表現，臉型瘦削，長須下垂，羊角倒鉤於後

顱，羊尾上拂，梳為三瓣，其上絲縷刻畫尤為細緻，羊頸

部、胸前亦裝點火焰紋樣。軀體豐滿壯碩，肌理分明，毛髮

飄逸，綫條圓潤。整器銅質精煉，銅色燦然，包漿古雅溫

潤，宜為鎮紙，置於書案，別有古雅意趣。此件銅羊造型摹

取自漢代臥羊。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非常吉祥的動物。

《說文解字》說：“羊，祥也”，“吉祥”常常通假寫作

“吉羊”，漢瓦當中亦有“大吉羊”之字樣。加之古人認為

“美”與“善”皆與羊相關，因此，以羊作裝飾多為寄托吉

祥美好的願望。

A Bronze 'horse And Monkey' 
PAPerweIght, A Bronze 'rAM' 
PAPerweIght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ram, 7 cm. (2 3/4 in.)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943

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942-Lot950）



清早期 竹雕獅子戲球擺件

擺件取一奇曲竹節整雕而成，包漿豐厚，保存頗佳。大獅臥

坐，兩前爪一上一下捧一綉球，綉球透雕錦花相簇。大獅張

口，眉間鬈髮雕為卷雲紋樣，雙目圓瞪，眼神靈活專注，寬

鼻大口，內有獠牙利齒，舌頭微起，典型嘉定風格。毛鬃雕

刻細緻，中分兩邊，髮縷層層相迭，流暢舒展，末端捲曲成

結。身軀敦實，兩後肢分出，尾巴從後翹起，絲毛分明，機

警威猛之態盡出。一隻小獅攀附於大獅後脊背，正嬉戲間，

以目視大獅，頗有調皮的神態。整件竹雕雕工粗細相間，大

處小處皆一絲不苟，刻畫得細緻到位。

清代初期常見圓雕母子二獅器物，寓意“太師少師”，官高

極品。竹刻圓雕始為古代雕刻工藝品中，所不可或缺的一大

類。除了巧妙造做成吉祥的寓意，古人對於利用竹根天然形

態，有很多獨到的創造，如借竹絲痕跡擬作、獅首卷鬃牛馬

鬃毛或頭頂髮痕，皆巧思獨運，妙若天成。

A BAMBoo CArvIng of A BuddhIst 
'lIon And CuB'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9 cm. (3 3/4 in.) wide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944

 Property From An Important Hong Kong Collection（Lot942-Lot950）



明末清初 竹雕人物紋筆筒

筆筒以一節竹節隨形雕成。通景采用高浮雕、透雕手法，刻

松下僧人三位，其中兩位相對語，一人以手指身後，面帶笑

意，神態怡然；另一人立於石間，仰頭前視，身前山石嶙

峋，怪瘦鏤透，別有洞天，不禁陶醉其中。人物五官刻畫細

緻，各有神情。人物身後古松虬然，枝幹似蒼龍，針葉如車

輪，山石有劈皴，設勢造形，以巨岩過渡畫面，運刀如筆，

功力精深。全器構圖疏朗，雕刻精細，氣韻流暢，所刻人物

表情生動細膩，刻劃傳神，為明末清初竹雕筆筒之佳作。

A retICulAted BAMBoo BrushPot 
wIth fIgures In A lAndsCAPe
late Ming - early Qing dynasty, 16th-17th Century

15 cm. (6 1/4 in.) high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945

清 竹雕筆筒三件

竹雕筆筒三件，直壁，底部保留原有竹節之橫膈，略加修

飾，風格樸素。其中一件筆筒以薄地陽文的淺浮雕技法童子

牧牛紋樣，老牛回首來路，牛蹄向後，童子梳兩搭頭，短衫

寬袖，跨騎牛背上，面帶頑皮笑意，一手扯住繮繩，一手執

鞭；竹材木紋順直，牛尾鬃毛橫向刻畫，筆觸清新自然。

另兩件筆筒一繪秋菘圖，淺刻作菜葉，層層卷起，生機勃

勃，留白處題句：“得地移根遠，自然滋味長。杏莊。”為

化用唐人錢起之詠丁香詩句，贊秋菘之味美，頗具生活氣

息。另一筆筒雕洞石芭蕉圖，皆以陷地淺刻技藝，畫面簡

潔，近似白描寫生，芭蕉兩樹聳立參天，匠工利用竹之纖

維，巧為蕉葉、樹幹之脈絡，嶙峋迭置疏密有致。蕉葉根莖

挺立，大小不一遠近分明。葉片翻折曲皺，勃發低垂各具姿

態。三件筆筒包漿細膩自然，紋理清新淡雅，寫意生動自

然，刀工簡潔，以剔地、陷地技法描繪，多種技法的配合，

具有當時明顯的工藝特徵，置之案頭，賞心怡人。

three CArved BAMBoo BrushPots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largest, 11.5 cm. (4 1/2 in.) high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946

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942-Lot950）



清 “春江山人”款竹雕竹紋筆筒

竹雕筆筒，外壁巧作竹節，以薄地陽文之技法刻竹枝竹葉數

叢，佈局疏朗，畫意清幽，用刀精湛圓熟，不露刀痕，技藝

堪絕。留白處行書題款：“誰寫枝枝竹影長，墨花飛處即

瀟湘。琅玕不必栽千畝，自有清陰滿石床。右錄劉後村句

於小徑山房。春江山人。”書法整飭秀美，款下篆書  “王
玘”、“春江”二小印。揮毫之餘，把玩摩挲，日久溫潤而

見神采，名家手筆，書畫雙絕，為文房佳品。

王玘，字席珍，號春江，嘉定人。活動於清乾隆、嘉慶年

間。善刻竹，工刻花卉，亦精淺刻小字及山水。筆筒上題詩

現考證為清初遺民屈大均作，名《題畫竹卷》。屈為明末諸

生，有抗清事跡，後寄僧廬下，足跡遍及浙江與北方各省，

詩與陳恭尹、梁佩蘭稱嶺南三家，其書詩均為乾隆朝所禁，

刻者應因此於題款中僞稱其詩為劉克莊之句。筆筒擁有者之

身份亦頗添隱秘色彩。

947 An InsCrIBed BAMBoo BrushP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13.5 cm. (5 5/8 in.) high

HKD: 35,000-55,000
USD: 4,500-7,100

 Property From An Important Hong Kong Collection（Lot942-Lot950）



清 黃楊木雕羅漢

圓雕羅漢盤膝而坐，頭戴僧帽，身披寬袖僧袍，雙腿罩於袍

下，雙手亦籠袖中。含胸弓背，面容清臒，額頭皺紋深如溝

壑，眉骨如弓，眼窩凹陷，眼皮重叠，顴骨高凸，聳鼻薄

唇，嘴角微抿，眉目間流露出悲憫之情。身穿右衽大襟僧

衣，袒露胸膛，肋骨畢現，衣褶層叠，大皺小紋相互交錯，

描繪生動。此件作品神態傳神，衣紋細勁清圓，疏密相間，

綫條流暢，雖刀法洗練，寥寥數刀，亦飽含神情，頗富藝術

感染力。

A CArved Boxwood fIgure of A 
seAted luohAn
Qing dynasty (1644-1911)

9.1 cm. (3 3/4 in.) high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948

清 竹雕松樹紋杯、圓形水丞、童子牧
牛擺件各一件

杯為竹根製，侈口，薄唇，平底，深腹。利用竹節自身形

狀，截取粗大根系一段，隨形布勢，外壁以高浮雕技法琢松

樹紋。松枝虬結交錯，松針鬱鬱如傘，軀幹癭結累累，崎嶇

不平。枝杈松針密實傾向一側。蒼松臨風而立，堅貞不屈，

松幹表面，百褶千皺，癤瘤橫生，蒼茂古樸，恣意勁曲，富

頑强生命力。其刀法圓潤嫻熟，雕刻細膩，技法豐富多變，

可謂小器大雅，為明末清初竹器之典型作品。

水丞一件，以縝密竹根為材，圓口鼓腹，形制規整，素面朝

天，包漿老到，掏膛輕薄，綫條冼練流暢。底部顯露竹根紋

理，斑駁古拙，清朗自然。水丞為書案之上為硯臺貯水的器

皿。研墨用水量小，故水丞多體量小巧，一般大不過拳，可

盈握掌中。

949 擺件選取粗大竹壁一片隨形而製，作童子牧牛題材。一牧童半坐半臥

於水牛背上，右手支撑，左手執草帽一頂，怡然自樂，坐姿自由自

在，無所拘束。水牛高大健碩，俯首帖耳，由童子牽引。用材料質地

自身的美感製作而成，形制素雅，刀工粗獷，意趣天然，為清新脫俗

之佳品。

A BAMBoo CIrCulAr Box And Cover, A 
BAMBoo lIBAtIon CuP And A BAMBoo 
fIgure of A 'BuffAlo And ChIld'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libation cup, 9.1 cm. (3 5/8 in.) high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942-Lot950）



清早期 竹雕八仙圖香筒

香筒截取竹材所製，其色呈棗紅，品相完好，包漿潤澤，口

沿及底座鑲嵌紅木。施以深浮雕兼透雕法，以八仙相會為

題：遠處山石嶙峋，老松繁茂，仙雲繚繞，庭閣掩映；八仙

人物個個手執法器，或單或雙，或聚或散，談笑其間，優哉

悠哉。鐵拐李手持葫蘆獨坐樓閣下，藍采和和漢鍾離於岩壁

旁對弈，何仙姑、曹國舅與呂洞賓松下對話，韓湘子等相談

甚歡。此件香筒滿雕長松翠柏、岩壑亭台、煙霞縹緲的仙境

奇景，令人神往。刻露精深，巧窮毫髮；雕刻層次清晰，雖

然紋飾滿佈全器，但佈局妥貼自然。此器構思細密，技法運

用靈活，隨物像變化而不拘泥，無疑是竹刻藝術成熟時期的

作品。

竹香筒是明清時代方始流行的文房清玩。世人所稱“香筒”

者有二：一是指“瓶爐三事”之中用以放置焚香匙箸或香料

的筒、瓶，而更多指用來豎直薰燒綫香的筒狀器具，是一種

小型焚香工具，可置於臥中以淨化空氣，抑或納於懷袖。此

件香筒即為後者類：造型多為長而直的圓筒，上有頂蓋，下

有承座，銅內設有銅質插管，以便於安插綫香。外壁常施鏤

空，當將點燃的香品置於其中，芬芳之氣散溢而出。唐代時

香筒就開始成為日常陳設，李賀《惱公》一詩云：“曉奩妝

秀靨，夜帳減香筒。”可見唐人常懸香筒於帳幃間使用。明

末清初王夫之有詠《香筒》詩，詩前題注：“出納袖中，香

霧凝綺疏，則不爇而薰。沈水木、紫檀、象齒、棕竹乃至磨

竹，皆任為之。鏤人物花卉峰巒，精者細入毫忽。”可見明

代竹雕香筒已風靡文房中，賞用俱佳，雕琢工藝已臻極高之

境界，令人贊嘆。清人褚禮堂《竹刻脞語》稱：“截竹為

筒，圓徑一寸或七八分，……長七八寸者，用檀木作底蓋，

以銅作膽，刻山水人物，地鏤空，置名香於內焚之。香氣噴

溢，置收案間或衾枕旁，補香篝之不足，名曰香筒。”普通

香筒。通常多采用竹、木等材料製成。而那些製作考究的香

筒，則多采用沉香、黃花梨、小葉紫檀、黃楊木、玉石、象

牙等高檔材料雕刻而成，圖樣考究精美，玲瓏剔透，並由此

而成為一種品味清雅的文人用香器具，以家喻戶曉之人物故

事為題材，也成為香筒上裝飾風尚。

A CArved BAMBoo ‘eIght 
IMMortAls’ CylIndrICAl 
PArfuMIer
early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23 cm. (9 5/8 in.) high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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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水丞

小壺，巧取縝密堅實之竹根圓雕製成，一側出橫握把，壺蓋

鈕作雙頭靈芝樣式，玲瓏可喜，竹釘斑痕圍繞四周，取材天

成，獨見匠心，打磨精細，亦不失古拙清幽。

明清竹刻藝術興盛，至清代，除傳統的嘉定、金陵、浙派以

外，許多竹刻家將各派技法兼收並蓄，自成風格，東南諸

省，各有名工。雕製竹根常用圓雕工藝，取堅實竹根，其上

多瘤節或短須式小根，根據其自然形態，略施雕鏤，取法自

然，因材施藝，看似簡單，實則難為，對竹刻家之豐富想像

力與卓絕技術皆是一種考驗。

A sMAll CArved BAMBoo wAter 
droPP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8 cm. (3 1/8 in.) wide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951



清康熙 “玉山”款竹雕活環耳小杯

竹雕小杯，取竹根為之，紋理天然妙趣，一側出圓環耳，耳

中更嵌套圓環，技藝高超，雕鏤精湛。杯心打磨光潤。杯外

底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玉山作並題。”本品有自然

天成之氣韻，加之活環工藝，造型玲瓏可巧，包漿皮殼厚實

溫潤，實為難得，令人愛不釋手。

明末清初的竹雕風格具古樸和精妙之特色，題材又適合文人

趣味，常製成筆筒、文房擺件等，雕者多具文化修養，有的

本人就是文人，因此成為登上大雅之堂的工藝。同樣性質的

還有製硯、製墨及詩箋刻印等，也都出現了很高水平，皆成

文房之清玩。

清康熙、雍正年間，嘉定竹刻名家輩出，技法更趨新穎。他

們與晚明刻竹名家一樣，大都精於書畫，並遵循應物造型，

隨類賦色的藝術法則，大多數作品達到極物之體、盡物之

神、得物之趣的境地。本品應為徐樹敏任江南嘉定知縣時嘉

定竹刻名家為其定製。

徐樹敏：字玉山、號師魯。康熙二十六年，鄉試中舉。康熙

四十二年，登進士，授江南嘉定知縣。乾隆五十年，任河南

安陽縣知縣，五十九年，任戶部郎中。

來源：日本私人舊藏

A sMAll InsCrIBed BAMBoo CuP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5.3 cm. (2 1/8 in.) wide

Provenance: 
A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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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竹雕山水物紋筆筒

中國文人大多崇尚使用竹製筆筒，這可能與國人崇竹有緊密

關聯。宋代蘇軾寓竹為君子曰：“璧上墨君不解語，見之當

可消百憂。”文同則稱竹“心虛異衆草，節勁逾凡木”。竹

在我國自古就是純正、正直、謙虛的象徵，於是竹製筆筒在

文人中頗為時興。

圓形筆筒取以竹材，整體呈直筒形。通體浮雕山水草堂人物

圖，佈局疏密得當，層次分明，虬松茂密，山石嶙峋，曲徑

蜿蜒，流水潺潺，其間隱藏草堂一間，一高士憑幾案而依，

超然物外。運刀雕精細，其陰刻技法，以刀為筆，運刀技法

嫻熟老辣，未受材質所限，游刃有餘不減刀趣。通過入刀深

淺，輕重以及角度變化，配合以精心的打磨，表現出濃淡、

幹濕、皴擦等筆墨效果。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

A fInely CArved BAMBoo BrushPot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1.5 cm. (4 3/4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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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竹雕螭龍紋香筒

香筒呈圓筒式，器身由竹子雕成，上下刻回紋，中間采用鏤

雕技法，雕螭龍紋，如意形鼻，兩眼凸起，龍體健碩。齒刃

鋒利，刀法遒勁，將龍的威武雄壯表現得惟妙惟肖，作者於

方寸間如此經營安排，實在煞費苦心，顯示出高妙的匠意。

此香筒的製作精益求精，卻不流於瑣碎賣弄，刀法圓熟，磨

工精到，不露刀痕，實為佳製，竹表面由時間造成的包漿自

然深沉，光亮泛紅。關於香筒的製作和用途，據《竹人績

錄》載：圓徑一寸或七八分，長七八寸者，用木作底蓋，刻

山水人物，地鏤空，置各香於內焚之，香氣噴溢，置書案間

或衾枕旁，補香篝之不足，名曰“香筒”。此件香筒品相佳

美，雕工精細，虛實互應，相間成章，頗為難得。

來源：台灣私人舊藏

A retICulAted BAMBoo PArfuMI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21.5 cm. (8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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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達摩坐像

雕像采取坐姿，色如蒸栗，古色古香。達摩以竹材為之，寬

額方臉，大耳垂肩，雙目微合，隆鼻卷鬚，身披袈裟，右腿

盤坐，左腳屈立，雙手搭與左膝之上，神態怡然，欲有所

思,背刻“丁亥年三月”。
達摩在中國始傳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經二祖慧可，三祖僧、四祖道信、五祖弘忍、

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揚，終於一花五葉，盛開秘苑，成為中國

佛教最大宗門，後人便尊達摩為中國禪宗初祖。本品采用圓

雕、陰刻、浮雕等技法，刻畫得達摩神情凝注，若有所思之

狀，工藝精湛，神態逼真，使人聯想到他一葦渡江、面壁九

年的苦難歷程，充分展示了達摩大德堅忍的毅力和汪洋恣肆

的胸懷。

A BAMBoo CArvIng of dAMo
Qing dynasty (1644-1911)

17 cm. (7 1/8 in.) high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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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高士像

此器以整塊縝密竹材圓雕而成，雕刻高士形象憨厚可親，髮

髻高籠，衣褶精緻，五官清晰，傳神擬態，右手撫膝，左手

呈拈胡狀。雕工精緻細膩，技法運用嫻熟，造型生動活潑。

包漿溫潤，格調高古，十分難得。

A BAMBoo CArvIng of A seAted 
sCholAr
Qing dynasty (1644-1911)

 10.5 cm. (4 1/8 in.) high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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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八仙過海筆筒

本器采用陷地深刻法，雕傳統題材八仙過海，主體圖案集中

於圓柱器身的一面，為八位仙人浮於海上，浪花翻滾，遠山

層叠，山石嶙峋，古松盤繞，祥雲蓋日，利用竹子本身的紋

理雕出浪花、松樹之姿態、走勢，展現出海水之壯闊，松柏

之蒼莽的氣勢，八位仙人位置錯落有致，遙相呼應，衣袂飄

飄，體現出浮海飄逸之感，柱身的另一側景觀較少，為主圖

案的延伸，畫面疏朗。頂部鑲以紫檀木圈，底部亦然，鑲四

足。整體雕工精細，刀法利落，構圖精巧，佈局繁密富有層

次，場面恢弘大氣。

A CArved BAMBoo ‘eIght IMMortAls’ 
BushPot
Qing dynasty (1644-1911)

17.5 cm. (7 1/4 in.) high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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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石草堂主人徐玉魁，上海嘉定籍，祖棉紡業名重鄉里。父親淡如“菊

人”，喜愛文化藝術，尤其竹刻，故與昆淩（常州）名竹人徐素白相好，

影響所及其後人與徐秉方兩代世交而搜集了大批竹刻，尤其是留青被其好

友王世襄先生譽為：“你是香港王世襄”。王老1999年出版《竹刻鑑賞》
77&78頁“螳螂捕蟬”和“殘荷”貳件即為徐君「竹石草堂」珍藏。

「竹石草堂」主人徐玉魁珍藏竹刻艺术
Lot958-Lot962

「竹石草堂」主人徐玉魁和王世襄的書信往來



徐秉方 竹雕出淤泥而不染圖臂擱

臂擱竹製，采用留青法，全景橫式構圖。右刻荷花荷葉，左

有蜻蜓點落於荷葉之上。其中，畫面主體所繪之物，綫條簡

潔流暢，細節豐富，可以想見荷花於池塘中搖曳之景，而單

只蜻蜓更為整體畫面平添幾分生機。臂擱右下題有“出淤泥

而不染，玉魁兄五十八歲生日紀念，秉方刻”，“徐”印。

徐秉方，1945年出生於江蘇常州，為竹刻大家徐素白先生之
子，自幼承家訓，專攻留青竹刻藝術，幾十年來刻苦鑽營，

終成一代名家。王世襄先生曾評價道：“秉方繼承家學，專

攻留青，四十以後，藝大進。巧用竹筠，有新的突破，不獨

於見刀處見神采，更求在模糊朦朧不見刀處生變化。”

A CArved And InsCrIBed BAMBoo 
‘lIuQIng’ wrIstrest wIth lotus

33 cm. (13 3/4 in.) wide

HKD: 450,000-650,000
USD: 58,100-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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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方 竹雕燈下看劍圖臂擱

臂擱竹製，以全景豎式構圖留青雕刻而成。畫面描繪了一幅將

軍對燈舞劍的場景，其典故來源於辛弃疾的《破陣子·為陳同
甫賦壯詞以寄之》：｀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徐秉

方先生將舞劍者的形象生動地留於了竹臂擱之上，例如將軍的

髮髻、眉毛、鬍鬚均得到了細緻入微地表達。左腿彎曲，以及

逐漸模糊消失的披風亦將畫面增添了一分靈動之感。臂擱的上

方刻有辛弃疾詩詞以及徐秉方先生題銘。

A CArved And InsCrIBed BAMBoo 
‘lIuQIng’ fIgurAl wrIstrest

23 cm. (9 5/8 in.) high

HKD: 450,000-650,000
USD: 58,100-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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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方 竹雕啓功黃苗子書法臂擱

臂擱竹製，立式構圖，中間留開光，上刻有啓功作，黃苗子

書二十一字銘。“習靜跏跌當禪板，閣臂鈔書力可緩，一節

能持莫嫌短”。字體康健有力。

啓功、黃苗子均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書法家，徐秉方先生

又是竹刻大家，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件作品合三人之力完

成，小小臂擱之上，承載了中國傳統的書法以及竹刻文化。

An InscrIbed cAllIgrAphIc 
bAmboo ‘lIuqIng’ WrIstrest

29 cm. (12 1/8 in.) high

HKD: 450,000-650,000
USD: 58,100-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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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方 竹雕荷花臂擱

臂擱竹製，全景橫式構圖，畫面左方首先出現一片殘荷，線

條清晰，具有靈動感，葉片之上的殘破之處點綴精緻入微。

葉片之後緊跟另一片殘荷以及一株荷花，荷葉向右延伸至畫

面之外的消失點。相比荷葉，荷花雖仍然開放，卻也呈現即

將凋零之勢。整體畫面自左至右，構圖嚴謹且具有連續性，

細節處如荷葉脈絡、花梗細節以及對於殘荷的表現均得到了

很好的表達。

出版：《竹刻鑒賞》，王世襄，台灣先智出版，1997年
版，圖78

A cArved And InscrIbed bAmboo 
‘lIuqIng’ WrIstrest WIth lotus

33.5 cm. (131/4 in.) wide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961

出版：《竹刻鑒賞》，王世襄，台灣先智出版，1997年版，圖78



徐秉方 竹雕草蟲葡萄圖留青臂擱

臂擱竹製，以留青法，全景橫式構圖雕刻而成。從右至左，

一株葡萄藤蔓先出現於畫面之中，葡萄藤漸漸延伸至畫面左

側，其上出現一隻蟬，蟬翼清晰可見，螳螂緊隨其後，勾勒

出一幅螳螂捕蟬的生動畫面。最後，一根藤蔓延伸至畫面之

外。“善惡何時了，秉方刻於竹齋”題銘沿藤蔓排列。

此臂擱最為精妙之處即為，無論是從右至左欣賞，亦或是從

左至右觀看，均是一幅有著清晰邏輯，構圖嚴謹的畫面。此

種藝術表達形式多見於中國古代繪畫之中，由此可見徐秉方

先生不僅在竹刻藝術上有著深厚的造詣，在其他傳統的中國

藝術表現形式上也有所涉獵。

出版：《竹刻鑒賞》，王世襄，台灣先智出版，1997年
版，圖77

A cArved And InscrIbed bAmboo 
‘lIuqIng’ WrIstrest WIth grApes

33.5 cm. (14 in.) wide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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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竹刻鑒賞》，王世襄，台灣先智出版，1997年版，圖77





奇楠山子

奇楠沈香，究其本質當受到傷害或病菌感染時，所分泌的一

種膏脂狀結塊。最高級的沈香或奇楠，則是樹木在原因不明

的情況下，過度地產生這些膏脂，使得樹木本身枯死，木纖

維腐爛後，留下有香味的香脂。這種變異情況非常少見，不

但須時漫長，也不是人為所能致，故格外珍稀。這些香料散

發一種醇厚，複雜的香氣，在許多古文化中都受到推崇。沈

香不但作為香料使用，還因為有藥性而可以食用，如自翊為

香痴的黃庭堅就有「榠樝煮水沈」的舉動。而評判沈香的的

標準，主要根據其結油的多寡及香味的醇厚度而定。除此之

外，大材者如本品，亦十分罕見，並且其結香分佈細密均

勻，香味沈靜悠遠，實屬難得。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

A vIetnAmese qInAn Wood 
FormAtIon

約 1260 克
1260 g (approx.)

Provenance: 
A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HKD: 10,000,000-20,000,000
USD: 1,290,300-2,58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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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tem is subject to cItes export/import restrictions, the 
historical cItes paperwork for this lot is not awailable and if may 
not be possible to obtain a cItes export permit to ship this item to 
addresses outside hong Kong. please contact the department for 
further details. 





17世紀 象牙獸鈕印

象牙質獸鈕長方形印。印上端圓雕一臥獸，獸首回望，深

目、長鼻，嘴微閉，卷耳。長尾上卷，脊柱以雙陰擠陽手法

表現，綫條粗獷、流暢。印身素面，無邊款。印文為豎寫雙

行篆體書：“儉以養廉，恕以成德“。此印工法精煉，牙質

光潤，包漿溫厚，牙紋若隱若現，整體散發出如玉質感，當

為文人雅士寶愛之物。

來源：英國私人舊藏

An Ivory SeAl CArved wIth A 
reCumbent beASt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7 cm. (2 7/8 in.) high

Provenance: 
An english Private Collection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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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象牙獸鈕印

象牙質獸鈕長方形印。獸以圓雕作成，首尾相偎，呈蹲臥

狀。四肢壓於身底，局部露出。尾部上卷分綹置於身體一

側。頭部雕刻精細，長鼻、闊目，小耳。其背有粗陰刻綫表

示脊柱，粗細變幻，婉轉流暢。印身光素，無邊款。有自然

象牙紋，印面為陽文篆書：“雪壽山房”，有古籀之意，印

文規整，字體粗獷有力。此印牙質細密，包漿潤澤，文理透

顯，做工精巧而雅致，為牙章中精品。

來源：英國私人舊藏

An Ivory SeAl CArved wIth A 
reCumbent beASt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5.5 cm. (2 1/4 in.) high

Provenance: 
An english Private Collection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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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 象牙雕龍印

象牙圓雕盤龍於雙層正方形基座，龍身為祥雲環繞，龍首微

昂，闊口、凸睛。龍身及雲紋多為浮雕，龍身盤繞處，施以

透雕工藝。龍身右側基座邊沿，有“澄芳榭寶”四字楷書邊

款，並塗朱砂。印面亦留有印泥之朱砂紅。印面邊緣有陰刻

回環帶狀雲龍紋飾，左右為相向爬升而上的飛龍；上下分別

為雲紋，並有四瓣如意雲紋居其中。印面之中為方形印文

區，有三行四字篆體書“澄芳榭寶”印文自左而右分列。此

牙章，雕工古拙豪放，紋飾粗狂率意，印文規整。為難得牙

章精品。

A FInely CArved Ivory ‘drAgon’ 
SeAl
Qing dynasty, 19th Century

6.5 cm. (2 3/4 in.) high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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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紀 八卦象牙牌

本品長方形象牙牌上刻有八卦圖，上端有孔供穿繩佩戴。牙

質緊密，包漿古樸，色澤自然，做工考究，圖案刻劃精細，

技法嫻熟，品格高雅，令人賞心悅目，值得收藏。

An Ivory dAoISt ‘trIgrAmS’ 
reCtAngulAr PendAnt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5.5 cm. (2 1/8 in.) high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967 18-19世紀 鏤雕花卉象牙杯

本品造型雅致精美，用整塊象牙雕刻成杯，杯撇口，腹部內

收，其外鏤雕枝葉花卉。鏤雕工序繁瑣，頗費時日，工藝精

湛，形象逼真，使人情趣盎然，可以怡情養性，陶冶情操，

實為精品。

A SmAll Ivory lIbAtIon CuP CArved  
wIth PrunuS
Qing dynasty, 18th-19th Century

4.6 cm. (1 3/4 in.) 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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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象牙雕人物立像

本品由象牙雕成，一名老者束髮岸幘，目視遠方，面帶笑

容，茂髯垂胸，一手背後，一手置於身前，挺挺而立。身著

廣袖長袍，腰系絲縧，衣褶自然，幹淨利落，飄然灑脫。此

件牙雕刻劃生動，活脫脫的表現出了一名隱士的風采。老者

好似身居閒靜之所，正望觀山川之廣闊，好似“無心於事，

無事於心”，自可以於萬機得暇，向火裏尋冰之樣。

An Ivory StAndIng FIgure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18.8 cm. (7 3/8 in.) high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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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象牙詩文茶葉罐

茶葉罐身作圓柱形，罐蓋直壁，罐盖呈圓形，罐身上下兩端

均以錫質為材，罐底下出三半圓形足，壁身取象牙材質雕

作，壁身又書詩文詞句，既抒發文人雅致之趣，又賦予茶葉

罐身古樸裝飾之美，文字間浮雕梅枝，梅花或含苞待放，或

寒風中怒放，更為其增添了高雅志趣。

An InSCrIbed Ivory And Pewter 
teA CAddy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9 cm. (3 1/2 in.) high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970 17世紀 象牙雕羅漢

以整塊牙料立體圓雕而成，羅漢身著寬袍，神情和藹，給人

以心胸坦蕩之感，呈端坐姿態，右腳置於底座之上，左腳蜷

曲於右腳之下，雙手抱右腳踝。雕工深峻，形象生動。明代

象牙雕刻技法完備，手法多樣，人物多著重於衣折表現，刀

工綫條流暢明顯，此件作品可謂其代表。本件技法細膩流

暢，裂紋自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An Ivory FIgure oF A SeAted 
luohAn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9 cm. (3 1/2 in.) high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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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象牙送子觀音擺件

作品為象牙圓雕的“送子觀音”，牙質呈黃褐色，裂紋錯落

有致，包漿浸潤。在塑形設計上，觀音的身姿依循象牙的自

然彎曲之形，自上至下，呈現由直漸彎、由粗漸細的變化。

人物的比例、面貌與明清之際傳統仕女、嬰孩的平面繪畫形

象如出一轍，同時因限於牙料的尺寸，人物的動勢略顯拘

謹，服飾緊致、貼身，雖顯圓雕、浮雕之工藝，卻帶有典型

的明清牙雕之“棍子人”特色，古拙雅致。

A CArved Ivory FIgure oF guAnyIn 
And ChIld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28 cm. (11 5/8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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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 象牙竹段五毒筆筒

此筆筒采用較為粗壯、牙壁薄厚較為均勻的象牙罐口料製

成，筆筒微呈橢圓，底部有整片的牙料封底。筆筒外壁分為

兩層雕刻，底層為模擬竹段編結的效果，其上有以高浮雕、

圓雕、綫刻手法雕刻出的多株嫩竹，竹枝彎曲生長、竹葉大

而闊，緊貼筆筒外壁，形成寫實而誇張的藝術效果。在枝葉

穿插的空白處，有蜻蜓、蜘蛛、蛇等散落其間。在筆筒頂端

外側，則有仿繩的箍環，將並列的竹段扎緊。仿生器的製作

在清中期以後大量出現，這件用象牙製作的仿生器，對草蟲

的形象、器物的外觀模擬逼真，是不可多得的集實用與美為

一體的牙雕精品。

來源：英國多塞特郡melpash Court舊藏

A FInely CArved retICulAted Ivory 
‘FIve PoISonS’ bruShPot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9 cm. (3 3/4 in.) high

Provenance: 
melpash Court Collection, dorset, england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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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紀 象牙關山夜月圖筆筒

此筆筒為圓筒形，筒身以減地浮雕法由近及遠依次雕刻出帳

篷草樹、坐飲人物、重叠遠山、夜幕天空與飛雁城樓。天空

留白處有題記“關山夜月圖”。畫面再現了一幅邊關人物風

景，雖以循環構景展開，但空間深遠、層次分明、視野開

闊，高聳入雲的重山，光素無痕，前景二人對坐，一人彈

樂，一人自斟，營造出邊關少人、空寂荒凉之感，頗有邊塞

意境，藝術效果極佳。

A CArved Ivory FIgurAl brShPot
Qing dynasty, late 18th/early 19th Century

13 cm. (5 3/8 in.) high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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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xceptional ivory brushpot belongs to a small group of similar 
exceptionally well-carved ivory brushpots carved with continuous 
scenes of figures in landscapes, including several examples in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Compare two examples from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illustrated in Zhongguo meishu quanji , gongyi 
meishu bian 11 zhu, mu, ya, jiao, qi, beijing, 1987, nos. 95 and 96; 
and a third illustrat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 bamboo, wood, Ivory and rhinoceros horn 
Carvings, no. 44, hong Kong, 2002, pp. 163-4, no. 142. Compare, 
also, an example from the robert h. blumenfield Collection,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For the enjoyment of Scholars: Selections 
from the robert h. blumenfield Collection, 25 march 2010, lot 854 
and another finely carved Imperial ivory brush pot sold at Christie’s 
hong Kong, exceptional Chinese works of Art from an Important 
european Collection, 30th november 2011, lot 2902.

清康熙 象牙筆筒

此件筆筒為象牙所製，材壁寬厚，牙紋清晰，白中泛黃，包

漿潤澤，有少許微小裂紋。直筒式腹，玉璧形底。內壁光

素。外壁以減地高浮雕為主，並配合淺浮雕、等技法滿雕紋

飾，可分為三區。近口沿處琢佛教八寶，其間雕絲帶纏繞，

其下以一周高浮雕弦紋與下方紋飾帶間隔。近底處為一周仿

須彌座紋飾，琢上下兩層覆蓮紋，其間以一周雲雷紋間隔。

腹壁中部主紋飾帶，則利用圓形的筒身鋪排情節，似長卷徐

徐展開，滿雕城門、樓閣、庭園、人物故事紋，人物形態表

情清晰生動，以山木為界，其間流雲飄渺、山巒叠嶂，步步

設景，每一轉側均有不同畫面，而又似有內在聯繫，藕斷絲

連，十分巧妙。畫面繁縟，卻又層次分明，一絲不苟，構圖

複雜，人物衆多，工藝精密，意境深遠。

明清時期是象牙製作技術發展的一個高峰。相較明代象牙雕

刻比較注重意境表達的特點，到了清代，由於受西方藝術的

影響，高浮雕技法逐漸成為時尚。這個時期的牙雕作品刀法

硬朗、圖案緻密，巧奪天工。此件牙雕筆筒極盡精美別緻，

很好地反映出這一時期象牙雕刻的工藝水準和典型風格。

參閱：《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木牙角雕刻》，故
宮博物院，2001年第165-166頁，圖143-144

來源：美國東海岸私人舊藏

A SuPerbly CArved ImPerIAl Ivory 
FIgurAl bruShPot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17.5 cm. (7 1/4 in.) high

Provenance: 
An American east Coast Collection

HKD: 800,000-1,200,000
USD: 103,200-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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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紀 象牙豆莢和象牙人物紋璧

象牙圓雕為豆莢狀，並用陰綫刻畫豆莢細節，頂端雕豆莢藤

纏繞，其中一個小孔供穿繩佩戴，本品造型簡潔卻又細節刻

畫精湛，適於置於手中把玩。樂壁雙面以陰刻線雕松下高士

圖，線條簡練灑脫。

An Ivory dISC CArved wIth FIgureS 
In A lAndSCAPe And An Ivory beAn 
toggle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the largest,  7cm. (27/8 in.) high

HKD: 15,000-25,000
USD: 1,9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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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 象牙雕春宮把件

象牙雕春宮圖，打磨宛轉，拍品材質堅實細密，色澤柔潤光

滑，手法寫實，雕刻生動傳神，身形逼真，栩栩如生，色澤

古樸敦厚，實為牙雕精品。

An Ivory PlAQue CArved wIth An 
AmorouS CouPle on leAF
Qing dynasty, 19th Century

4.8cm. (17/8 in.) high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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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六方象牙筆筒

此象牙筆筒採用整段象牙雕刻而成，器形端莊典雅，六方形

斷面，外壁三面開分別減地浮雕蘭花、牡丹、荷花，另三面

分別雕刻“百囗蘭中古囗王”、“嬌嬈萬態逞殊芳”、“荷

花向日別樣紅”。其牙質潔白，長紋清晰，包漿自然，實為

文人雅士案頭不可缺少之佳品。有木座。

An InSCrIbed Ivory bruShPot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13cm. (51/8 in.) high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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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紀 象牙花卉紋碗

此象牙碗，撇口，弧壁，圈足。內壁繪有山石花卉紋，外壁

雕刻花卉、竹葉，紋飾佈局疏密得當，采用浮雕技法，畫面

具有層次感，雕工精湛，打磨光滑，實為高雅大氣之精品。

An Ivory bowl CArved In relIeF 
wIth FlowerS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0cm. (37/8 in.) diam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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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剔紅山水人物提梁匣

提匣長方形，頂置有銅鎏金提手，通體髹紅漆，雕龜背錦

地，邊緣處雕回紋。提匣除底外五面作長方形開光，均以

天、水、地錦文為地，上有亭台樓閣，山水人物，均呈現出

文人雅集，談天會友之場景。提匣內部髹黑漆，附屜多個，

此類提匣，多為裝置文房用品之用。

參閱：《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漆器》，上海科

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第68頁
《和光剔彩：故宮藏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年，
第147頁

來源：英國古董商 ben Janssens, 2011

出版：《the Scholar's desk》, ben Janssens oriental Art, 
2011年, 第68頁

A CArved CInnAbAr lACQuer 
PortAble CAbInet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35 cm. (14 5/8 in.) high

Provenance: 
ben Janssens, london, 2011

Literature: 
ben Janssens oriental Art, the Scholar's desk,  2011, p.168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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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剔紅遼黃玉瑞松下高士蓋盒

蓋盒通體髹朱漆，頂面以天、水、地三層錦文為地，上雕山

石、樹木、亭台。正中有一老者站立，眺望遠方，另有一童

子持掃著，打掃亭台。蓋盒側面環雕龜背紋，內部及底髹亮

黑漆。

來源：英國私人舊藏

A CArved CinnAbAr LACquer 
CirCuLAr box And Cover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5.5 cm. (6 1/8 in.) high

Provenance: 
An english Private Collection

HKD: 60,000-90,000
USD: 7,800-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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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雕漆劉海戲金蟾圖香盒

蓋盒弧形蓋面，腹部突起，子母口扣合，近足處漸收斂，矮

圈足。造型飽滿豐腴，典雅穩重，健碩殷實，富貴雍容，極

具宮廷氣息。表面堆深厚朱漆，紅潤光亮，包漿自然，采用

剔紅技法雕刻嬰戲圖案，施兩種錦文地，流水紋示江海，其

另一側以菱花錦地為岸，刻一樹花陰，下設寬座，端坐彌

勒，坦胸露乳，笑容可掬，三童子環繞其身側，玩耍嬉戲，

有童子以手撫其胸，開懷大笑，有童子欲從身後登座觸其頭

頂，姿態各異，生動傳神。盒下半部浮雕遠處山巒起伏，高

士獨坐江岸，景色寥廓。雕刻手法精湛，刀法藏鋒不露，磨

工圓滑，立體感强，具有明代雕漆工藝的特點。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

A CArved CinnAbAr LACquer 
CirCuLAr box And Cov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5 cm. (2 1/8 in.) diam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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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剔彩山水人物八方蓋盒

雕漆中有剔紅、剔彩、剔黑、剔黃和剔犀之分，剔彩是將各

色漆分層髹飾在器胎上，雕刻圖紋時，需要某種顏色，則剔

去上面的漆層，再在需要的漆層上面刻花紋，使作品五色燦

爛。此蓋盒八方形，工整別緻，盒面平頂，采用剔彩技法營

造出立體山水人物畫面，遠山聳立，山石嶙峋，樓宇毗鄰，

古松蒼勁，楊柳依依，水波粼粼，行人三三兩兩徜徉其間。

邊沿飾石榴、佛手、壽桃等花果紋，有祝壽圖意，烘托出吉

慶祥和的氛圍。側面再以花卉紋為開光，開光內亦飾花卉

圖。整器隙地雕刻排列有序、密而不繁的連續回紋，紋飾隱

起，華美富麗。整體畫面繁簡適宜，雕工錯落有致，盈寸之

間，人物刻畫細膩傳神，製者行刀若走筆，意在表現文人畫

意，一草一木皆用心刻劃，層次分明，刀工流暢，使得畫面

意境幽雅清麗，賞心悅目。

A LArge Two CoLour LACquer box 
And Cov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51 cm. (20 1/8 in.) diam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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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剔紅龍紋筆

明代髹漆工藝及其活躍，建築及室內裝飾、用品處處能夠

看到髹漆使用的痕跡。大到朱門、寶座、屏風、雕梁，及

至床榻家具、盆盒碗盞，小到首飾文玩，漆器都成為重要

的器用門類。本器即為剔紅龍紋的髹漆筆管，為古代文房

用品，呈朱紅色，顏色較為鮮亮，保存狀况極佳，筆頭部

位雕有雲雷文，筆管頂部以象牙封頂，筆身雕龍，圍繞筆

身盤旋纏繞，栩栩如生，嬉戲於祥雲之中。整體造型纖細

而不失厚重，手感極佳。

A SLender CArved CinnAbAr 
LACquer bruSH
Ming dynasty (1368-1644)

24.5 cm. (10 1/4 in.) long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984

17世紀 黑漆嵌螺鈿香盒

螺鈿嵌是用在髹漆工藝上的一種裝飾手段，其數量衆

多、品種豐富，大到屏風、門窗、桌椅、書架、箱櫃，

小到瓶、盒、杯、盤及文房用具等，無不用五彩繽紛的

螺鈿鑲嵌成的山水人物、花鳥魚蟲等圖案來裝飾。

本品通體髹黑漆，以螺鈿嵌紋飾，蓋面飾一庭院，大門

緊閉，一名女子一手持燭臺照明，回首看身後之人，另

一手指向一酒醉男子，男子伏倒在幾案之上，旁邊酒缸

亂置。身後之人正雙手拿繮繩，似乎正要去捉拿酒醉男

子。盒周上下均以螺鈿飾一整周，全器漆質勻整明亮，

紋飾華美光彩，工藝精細老練。

A CirCuLAr MoTHer-of-PeArL-
inLAid LACquer box And Cover
M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7.5 cm. (3 in.) diam

HKD: 25,000-35,000
USD: 3,2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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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點翠山水插屏

插屏配紅木製框，由底座、站牙、縧環板、披水牙和屏框等

組成，以浮雕及鏤空變形拐子龍為飾。屏框正面邊緣起綫，

中間屏心鑲嵌一河兩岸式山水景色，屏心以黑漆為底。畫面

用點翠工藝描繪出山水小村暮色歸舟的美景，遠處的茅舍、

瞭望樓，中景平靜湖面上陸續返航的歸舟與漁民，以及近處

樓臺樹石、登高遠眺之人等，由遠及近，佈局疏密得當，景

致有序，表現了漁人勞作後歡愉、輕鬆、恬靜的生活一幕。

整體畫面疏朗閒淡，寧靜祥和，意境幽遠。畫屏左上有點翠

隸書題記：遠浦歸帆入望。

點翠工藝多用於傳統首飾，以金銀為各式花紋托具，再其上

粘合翠鳥羽毛而成。此插屏上用料考究，製作細膩，翠色絕

佳，為清代點翠工藝的上乘之作。

來源：英國古董商 ben Janssems, 2010

986 A KingfiSHer feATHer-inLAid 
‘LAndSCAPe’ TAbLe SCreen
qing dynasty (1644-1911)

63 cm. (26 1/4 in.) wide

Provenance: 
ben Janssems,  London,  2010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duomuhu, Tibetan-style ewers, were produced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s early as the Yuan dynasty but it i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at they became particularly prevalent. A 
qingbai example dating to the Yuan dynasty was excavated in 
1962 and included in the Christie’s new York exhibition, Treasures 
from Ancient beijing, 2000, no. 8. Tibetan ewers of this form were 
intended for storing butter, or making butter tea but the functional 
form was adapted to create elaborate works of art for the qing 
emperors in response to their fervent interest in Tibetan buddhism. 
examples of ewers in different materials include a qianlong-marked 
turquoise-ground famille rose porcelain example sold at Christie’s 
Hong Kong, 30 May 2005, lot 1244, a pair of cloisonné enamel 
ewers sold at Sotheby’s Hong Kong, 8 April 2014, lot 3104, and a 
gilded-copper ewer in the Tibet Museum,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Treasures from Snow Mountains, gems of Tibetan Cultural relics, 
Shanghai Museum, Shanghai, 2001, cat. no. 105. The present use of 
carved coconut shell panels, however, appears to be extremely rare 
and no other examples appear to have been published. 

Coconut shell, being a relatively soft material, allowed the artist 
to create extremely intricate and complex carvings as seen on 
the landscape panels on the present ewers. Compare the refined 
carving with that found on a coconut shell censer and cover sold at 
Christie’s London, 5th november 2103, lot 114.

清 椰殼多穆壺一對

多穆壺是元代流行壺式之一，“多穆”原意為盛酥油的桶，

藏語稱為董莫(mdong-mo)或多穆。口沿加僧帽狀邊，又添
把和嘴，遂成為壺，為藏、蒙少數民族盛放乳液的器皿。明

清時期，由於皇室對西藏及藏傳佛教的重視，許多具有西藏

民族特色的器物開始進入宮廷，多穆壺即是一例。此壺為椰

殼材質，用金屬帶箍起來，一側有金屬鏈帶，帶球形裝飾，

筒形器身分為三節，開光處繪梅花、鵲鳥、人物圖案。造型

古樸，成對出現，兼具裝飾與實用價值。

A rAre PAir of LArge CoConuT 
SHeLL And PewTer TibeTAn-STYLe 
ewerS And Cover, duoMuHu
qing dynasty (1644-1911)

51 cm. (20 1/8 in.) high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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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紅木框玻璃畫掛屏一組三件

此組挂屏分三件，中間掛屏近方形，兩旁掛屏為長方形製，

屏框以紅木製成，屏心玻璃質地平整，內以黃紅彩繪人物

圖，松林蒼柏，樹根虬勁，蒲草叢叢，流水蜿蜒，左上方一

仕女披風帶帽，綾羅錦衣，身姿婀娜，面龐清麗，頗顯身份

之貴。其旁一位男子身著長袍，腰間佩劍，正與對面的滿臉

鬍鬚之人拱手作揖，右上角則有一名侍從欲拉緊繮繩，讓嘶

吼焦灼的駿馬平息。本品畫片表現的應為“風塵三俠”的故

事，女子應為紅拂，一位是她的夫君李靖，另一位是她的結

拜兄長虬髯客，三人結為莫逆之交，一同在風塵亂世中施展

才華，此幕可能正是紅拂與李靖夜奔之後，途中結識豪俠張

虬髯之際。安置於兩旁的挂屏均為三鑲形式，內嵌各式山水

漁家樂玻璃畫板。整作畫工精細，施彩亮麗，頗具西洋人物

畫風采，極具立體之感，不可多得。

THree gLASS-inLAid HongMu 
HAnging PAneLS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largest, 101×78 cm. (39 3/4 ×7 1/8 in.)   

HKD: 400,000-600,000
USD: 51,600-77,400

988





清 紅木琴桌

以紅木為材，桌面攢邊打槽，面三鑲紅木板，案面兩頭下彎

內折，牙板凸雕雙拐子龍趕珠紋，下承劍腿。此桌為拐子龍

紋圓頭樣式，不落俗套，別具一格，較為難得。

A Hongmu TAb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79.5×130.6×44.5 cm. (31 1/4×51 3/8×17 1/2 i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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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紫檀方凳一對

紫檀自古以來是我國傳統硬木家具中的頂級用材。此對方凳

乃選用大段紫檀木精製而成。凳面攢框裝板，大邊皆透榫，

冰盤檐下束腰與牙板為一木連做。窪堂肚式牙條正中雕回

紋。四角為展腿式，上端內凹並雕回紋相對，下端內翻馬蹄

再雕回紋。展腿是明式家具常見做法，多開合，後來演化為

一種裝飾手法，采用一木連做，但仍做出兩層足的形式，此

對方凳亦是采用這種演化後的裝飾手法，造型別緻，格調輕

倩不俗。成雙成對，保存完整，頗為難得。

A PAir of ZiTAn WAisTeD sQuAre 
Corner-leg sTools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49×42 ×42cm. (19 1/4×16 1/2 ×16 1/2 in.)   

HKD: 1,000,000-2,000,000
USD: 129,000-25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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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紫檀貼皮框嵌雞翅木玉
梅花圖描金掛屏

康乾盛世時期，為滿足宮廷陳設需要，內務府造

辦處特製作各種材質挂屏，用以懸挂壁室。乾隆

帝更於此樂此不疲，甚至創立壁瓶形制，裝飾宮

內。

此挂屏以珍貴鶏翅木製就而成。鑲有紫檀邊框。

邊框飾有如意紋。上有銅鍍金如意挂鉤。挂屏為

雙面，一面以百寶嵌工藝將玉石佳木鑲繪成玉梅

花圖，構圖新穎，雕琢精美，極富立體感。梅樹

枝幹虬勁，白玉點成梅花朵朵布於枝頭，其冰清

玉潔、遺世獨立的品質展現的淋漓盡致。另一面

刻畫了描金山水人物圖，高山峻拔，溪流繞岸，

樹木繁茂，廟宇亭閣置於山中，諸多人物活動其

間，景致可行，可游，觀者如身臨其境。是為清

中期室內裝飾之佳品。

A PAir of inlAiD HAnging 
PAnels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84×73×64 cm. (33 1/8×28 3/4×25 1/4 in.) 

HKD: 250,000-350,000
USD: 32,300-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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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 靈璧石山子

靈璧石，又名磬石，產於安徽靈壁縣浮磐山，是我國傳統的

觀賞石之一。它漆黑如墨，也有灰黑、淺灰、赭綠等色。石

質堅硬素雅，色澤美觀。宋人杜綰在《雲林石譜》中匯載石

品116種，靈璧石位居首位，乾隆帝也曾贊譽它為“天下第
一石”。靈璧石可謂一石一景，一石一物，一石一天地，一

石一世界。形態大氣，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虛虛實實，神

美貌麗。古代遺存的靈璧觀賞石很少，這件老化自然溫潤的

古靈璧石山子，表現出了靈璧石的絕大多數優點，其質、

形、色、紋皆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山子配古舊原裝硬

木座也頗可貴。

落款：“徐氏藏石”、“丁丑年秋”、“貳拾石”、“降石

山人置”

A lingbi sCHolAr’s roCk
Dated to 1877 by inscription

38 cm. (15 7/8 in.) high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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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紫檀荷葉水洗

水洗以紫檀為材，雕工精湛，手法嫻熟，綫條柔順，款式別

出心裁，饒富雅趣。立體整片荷葉，邊沿內卷，葉脈清晰，

中間下凹成膛，用於盛水，外壁裝飾有含苞待放荷花、蓮蓬

和螃蟹，雕刻精細，栩栩如生，充滿荷塘野趣。此作品不僅

是外在的藝術美，更富有一種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之味，

實宜置於文房賞玩。

A ZiTAn loTus-leAf-form WAsH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14.5 cm. (6 in.) wide

HKD: 35,000-55,000
USD: 4,500-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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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奇木香爐

香爐，為古代焚香四藝之一，頗受文人喜愛，一般作鼎爐

形，置於幾案上，實用、觀賞兩相宜，又稱“香鼎”。元人

李孝光有《香鼎》詩：“香鼎茶瓶只自隨，先生有興只吟

詩。借居僧舍無書看，幸有東鄰許一鴟。”本香爐由底托、

器身、器蓋三件組成，根據木之天然生長形態、走勢及紋理

雕琢，呈異形鼎狀。器蓋上雕一卷雲紋鈕；器身彎曲翻轉，

盤繞成形，香爐內部利用原木之天然凹陷製成香爐內腹，形

狀彎曲，底部雕有三隻錐形足，足尖經過打磨，站立平穩；

底托呈不規則三角形，中空，三個頂點處根據器身三足的形

態，對應雕琢出三個足托坑。器蓋與底托顏色一致，為深褐

色，器身顏色較淺，褐中現出金絲紋理。整個香爐綫條流

暢，器表光滑，渾然一體，宛如行雲流水，給人精巧、雅致

之感。

A WooD rooT-form TriPoD Cens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11cm. (13/8 in).high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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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靈璧石擺件

此擺件取靈璧石天然形態，山形連橫，姿態優美，石質細

膩，包漿溫潤，原配紅木底座。石背後陰刻有行書題記：清

標空雨雪，幽致自風煙。乾隆十八年。複堂。並有陰刻篆體

印款：李鱔。根據題記可知，此靈璧石當為清中揚州八怪之

一江南李鱔的舊藏。明清以來，愛石之文人、畫者頗多，此

石品相完好，奇峰蒼勁，古意橫生，加之為名人故物，更顯

名貴。

A lingbi sCHolAr’s roCk
Qing Dynasty (1644-1911)

25.5 cm. (10 in.) high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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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黃魚龍鈕印

魚龍，又稱魚化龍，傳統寓意紋樣、圖案和造型，是一種龍

頭魚身的龍，這一題材源於古代傳說、民俗，寓意為金榜題

名，李白《與韓荊州書》：“一登龍門，便聲價百倍。”

《琵琶記·南浦囑別》：“孩兒出去在今日中，爹爹媽媽來
相送，但願得魚化龍，青雲直上。”本器雕工細緻精巧，龍

頭昂起，戲一龍珠，下浮海水，活靈活現，生動傳神。本器

為田黃石質地，田黃石產於福建壽山，是壽山石中的珍品，

廣泛被用於刻章，色澤溫潤，肌理細密，俗語有“黃金易

得，田黃難求”的稱譽，本品呈蜜蠟肉色，泛焦糖色，質地

均勻，色澤光潤，品相極佳。

A TiAnHuAng ‘DrAgon fisH’ seAl
3.7cm. (11/2 in).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996

清 竹雕獸鈕印

印文：梅邊吹篴客

印用整塊竹根雕刻而成，下為橢圓印臺，印臺上圓雕獸鈕，

瑞獸蹲坐，回首後視，雙目圓睜，高額，闊嘴鼻。腦後飄拂

長鬃一縷，卷尾盤於後腿上，渾圓威猛。刀法簡練精到，竹

根歷久摩娑，由青白漸色澤沉穩，包漿油亮。獸身及印台所

露出根須如老竹扶疏，天然純樸，奇絕古雅，突出竹質本身

的韻味，更顯古拙蒼渾。印文小篆：“梅邊吹篴客”。此應

為清代金石、篆刻名家汪鋆之私印。

汪鋆，字硯山，號十三，別署十二硯齋。江蘇儀征人，生平

嗜好金石收藏，善詩、畫、篆刻。與吳熙載過從甚密，吳為

其治印頗多。有《梅邊吹篴詞》一卷，並著有《十二硯齋金

石過眼錄》、《漢銅印譜》三册、《揚州畫苑錄》、《春草

堂隨筆》等。

An insCribeD bAmboo 'myTHiCAl 
beAsT' seAl
Qing Dynasty (1644-1911)

4.5 cm. (1 7/8 in.) high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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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楊聾石刻竹根章

邊款：桂林一枝、聾石；囗山片王

印文：竹虛

楊澥（1781-1850）江蘇吳江人，浙派，單名楊海,字竹唐,
號龍石,又號聾石、石公、孓翁、聾彭、聾道人、野航子、
野航逸民、枯楊生、楊風子、吳江野老、風痹廢人。精金

石考據之學。善刻竹,字、畫均能,用刀不以光潔取悅於人,
講究神韻。篆刻初學浙派,後致力於秦漢印,又用小篆入印,
雖不盡脫浙派形模,惟在力挽嫵媚之習中自成一格;印款奏
刀,早中期蒼拙,後期稍工秀。道光甲辰,半身瘋癱,不利捉刀,
爾後遂難再見其作品。存世有《楊龍石印存》、《聾石道

人甲申年之作》。

A CArveD bAmboo seAl, insCribeD 
by yAng longsHi
Qing Dynasty (1644-1911)

9cm. (3 1/2 in).high  

HKD: 28,000-38,000
USD: 3,60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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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陳子奮刻壽山石對章

印文：行閒玉潤、字裏金生

本對章以壽山石製，均源自同一塊壽山石料，本品呈黃色果

凍質地，此對章鏤雕龍鈕，靈動非凡。

陳子奮（1898-1976），福建長樂人，字意薌，原名起，號
無寐，晚年別署水叟。父業塾師，雅擅篆印。受家風所染，

髫齡即習繪畫篆刻，又好國畫。數十年來，於國畫篆刻，

精研不懈。其畫深得陳洪綬與任伯年用筆之妙，所作白描鉤

勒，筆法挺勁，尤長花卉寫生。著有《壽山印石小志》、

《甲骨文集聯》、《籀文匯聯》、《古錢幣文字類纂》等。

生前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美術界又推為國畫研究會理

事長、美術家協會福建分會副主席、福州美協主席等職。

A PAir of CArveD sHousHAn 
soAPsTone seAls, insCribeD by 
CHen Zifen
20th Century

7.4 cm. (2 7/8 in.) high

HKD: 12,000-22,000
USD: 1,50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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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劉體智藏寶瓶澄泥硯

此研為海上名手張景安為民國青銅器大藏家劉體智所訂製之

物。研台以清代燒製蝦頭紅澄泥所製，長方淌式，池內鐫螭

龍，研背複手內深浮雕商周青銅寶瓶，精製饕餮紋及螭龍

紋，並配紫檀木匣，精雕細琢，巧窮毫髮，磨礱細緻，瑩潤

勁挺。

劉體智（1879~1962年）民國官員、藏書家。字晦之，晚號
善齋老人，安徽廬江人，晚清重臣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子。

A CHengni inksTone
republic Period 

17.5 cm. (6 7/8  in.) long

HKD: 45,000-65,000
USD: 5,800-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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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活眼梅壽紋端硯

端石，隨形仔石，老坑質，具青花，油涎光，活眼等石品。

整研匠心獨運，浮雕過枝梅花，圍繞研堂，梅花姿態遒勁，

枝幹虬結，旁逸斜出，寒梅綻放，喑吐芬芳。兩枚活眼巧作

入花芯，可謂點晴神來之筆。是研雕琢精美，構思巧妙，神

韻優雅，為文人案幾寄懷言志之佳品。原配紫檀木盒。

A DuAn inksTone
Qing Dynasty (1644-1911)

14.5 cm. (5 3/4 in.) long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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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紅絲石鳳紋硯

此硯以紅絲石為材，石質溫潤光潔，硯身紅、黃寬條紋帶相

間，如雲如霧，得自然神趣。硯體長方形，硯面琢出鏟形凹

陷，以為舔墨之用。硯堂呈坡狀逐漸加深，上部淺浮雕鳳

紋，羽翼翻騰作飛舞狀，形象生動，上周緣琢減地蟠螭紋，

綫條流暢，頗具古韻。此硯石質細膩堅實、貯墨不耗，器形

周正大氣，雕飾古樸簡潔、主次分明，可見功力深厚。石硯

附原裝石盒。盒蓋為剔地淺浮雕，上部中央雕幹卦圖樣，其

外以中綫為軸、對稱滿飾變形螭龍紋及雲雷紋；硯盒底部中

心落“莊恪王寶”四字篆書款，刻劃古拙，意趣濃厚。和碩

莊恪親王，為聖祖皇康熙皇帝第十六子愛新覺羅·允祿，號
愛月主人。此套硯臺與盒完美搭配，氣息高古，貴氣內蘊，

頗為賞心悅目。

背面銘文：“石號紅絲，唐人所貴。一池墨雨天花墜。愛月

主人題”。

愛新覺羅·允祿（1695年7月28日－1767年3月20日），清
朝康熙帝的第十六子，號愛月主人。初名胤祿，雍正帝胤禛

位後，因避雍正諱而改名允祿。精數學，通樂律。雍正元

年，出繼莊靖親王博果鐸為子，襲封莊親王，並總管內務府

事務。高宗即位時，允祿作為輔政大臣，並總理事務，負責

管理樂部。

來源：台灣私人收藏，購於1989年

1002 An insCribeD Hongsi inksTone AnD 
fiTTeD box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10 cm. (4 1/8 in.) long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89

HKD: 70,000-100,000
USD: 9,000-12,900



清乾隆 御銘瓦形澄泥硯

澄泥質，色呈名品蝦頭紅。是硯長方覆瓦形，隆起。硯堂圓

如滿月，硯首清高宗御題硯銘：“炎劉瓦研稱石渠，汾沙搏

埴其式俱。以昔視今舊新殊，由今視昔詎異乎。”落款：

“乾隆御銘”，鈐印“澄觀”。硯首壁銘硯名：“仿漢石渠

閣瓦硯”。清廷的造辦處曾製作一批硯，用來賞賜宗室大

臣，其中，以仿古硯為主，硯材則大多取之端、歙和澄泥。

有仿漢未央磚海天初月硯、仿漢石渠閣瓦硯、仿唐八棱硯、

仿宋德壽殿犀紋硯和仿宋天成風字硯，各硯御銘均有不同。

原配嵌玉紫檀盒。

A CHengni inksTon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15.3 cm. (6 in.) long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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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梁山舟銘仔石蟲蛀端硯

端溪仔石，具青花、火捺、蟲蛀等石品，包漿古厚。隨形，

以蟲蛀為墨池，略作雕琢，硯堂平坦，硯背有銘曰：貌古神

靜，君子所敬。山舟銘。

梁同書（1723-1815），清浙江錢塘人，字元穎，晚號山
舟，乾隆12年舉人，17年特賜進士，授編修。其人工書
法，初學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為當世獨

絕。原配嵌玉漆盒。

A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liAng sHAnZHou
Qing Dynasty (1644-1911)

13.8 cm. (5 in.) long  

HKD: 38,000-58,000
USD: 4,90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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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紫珊製紅絲石硯

紅絲石石質堅實細膩，硯身上的紅、黃條紋與色斑縈繞，交

錯出絢麗的自然圖景，硯作仿古鐘形，精琢錦地紋，錦地上

刻浮雕古鐘一尊，一對菱龍製為鐘鈕，鐘沿上琢螭龍有十對

稱排列，刀法精細流暢。硯池中雕鳳一匹，抬首前視，神態

安然。此硯製作規整，綫條勁挺，構思巧妙，典藏之選。原

配鶏翅木盒。

A Hongsi inksTone, insCribeD by 
ZisHAn
Qing Dynasty (1644-1911)

15.5 cm. (6 1/8 in.) long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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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嵌百寶三陽開泰紋盒端硯

盒面鑲嵌百寶“三羊開泰”紋，盒上留出大片空白，僅在

右邊飾松樹，下面三隻羊，形態各異，其中一隻仰望太

陽，為吉祥紋飾。其上鑲嵌沉香、螺鈿、瑪瑙、青玉，甚

是精美。盒內端硯，隨形雕琢而成，具有古樸天然之感，

僅在邊緣起框，硯池高浮雕龍首、祥雲，簡潔明瞭而不乏

細節，原配硯盒。

A DuAn inksTone WiTH An inlAiD 
lACQuCr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18.5 cm. (7 1/4  in.) long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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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家族珍藏织锦
Chinese Textiles From A French Family 
Collection

Lot1007 - Lot1017



清 明黃地雲龍紋織錦一匹

此卷織錦為宮廷製品，面料明黃色，中綉雲龍趕珠紋，雲

霧飄渺，龍形矯健，落“江南織造臣七十四”款。宮廷刺

綉講究顏色的搭配，“黑為玄，黃為權，紅為喜，藍為

貴”，此卷織錦以黃、藍、紅三色為主，足見其主人身份

地位高貴。清代宮廷御用織品大部分均由宮中造辦處如意

館的畫人繪製花樣，經批核後再發送江南織造管轄的三個

織綉作坊，照樣綉製，綉品極工整精美。蘇綉全盛時期，

流派繁衍，名手競秀，刺綉運用普及於日常生活，造成刺

綉針法的多種變化，綉工更為精細，綉綫配色更具巧思。

此物用料考究，針工巧妙得體，綉紋圖案造型生動、形象

傳神、秀麗典雅、顯現出皇室的沉穩莊重的藝術效果。

1007 A bolT of yelloW-grounD ‘DrAgon’ 
broCADe
Qing Dynasty (1644-1911)

885×78 cm. (348 3/8×30 3/4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中期 黃地纏枝蓮紋寶相花鳳紋織錦
一匹

中國的織錦工藝在明清時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此匹織錦

可為代表。其面料黃色，綉纏枝寶相花鳳紋，花色層次豐

富，鳳紋栩栩如生。落“正源興本機妝緞”款。由於清王

朝對特製錦緞的需要日增，江南織造不堪重負，致使民間

作坊也蓬勃興起，形成江南織錦生產的繁榮時期，其織造

的錦緞也成了宮廷錦緞的重要來源。此匹織錦在紋樣組織

上，圖案規整，富麗堂皇，在圖案花紋上，對稱嚴謹而有

變化，豐富而又流暢生動。質地厚重精緻，綉工精美絕

倫，十分難得。

1008 A bolT of yelloW-grounD ‘PHoenix’ 
broCADe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781×78 cm. (307 1/2×30 3/4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中期 赭地年年有餘三多紋織錦一匹

此匹織錦赭地，綉年年有餘三多紋，落“江南織局內造”

款。年年有餘雙魚圖寓有雙魚吉慶之意，體現了期望四季

平安、年年有餘(魚)的美好意願。福壽三多典故源於《莊子·
外篇·天地》：堯觀於華封，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使
聖人福，使聖人多男子。”民間後以佛手柑與福字諧音而

寓意“福”，以桃子多壽而諧意“壽”，以石榴多子而諧

意“多男子”，稱為“福壽三多”、“華封三祝”或“多

福多壽多男子”，表現多福多壽多子的頌禱。此匹織錦工

藝精絕，紋樣意味深長且寓意吉祥，堪稱精品。

1009 A bolT of broWn-grounD ‘Double-fisH’ 
broCADe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837×77 cm. (329 1/2×30 3/8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 藍地吉慶有餘織錦一匹

織錦以湖藍為底，上以“吉慶有餘”紋樣組成雕飾“喜”

字的宮燈，橫幅上三盞宮燈排列，魚、磬、宮燈、綬帶皆

以金、紅多色勾勒，與藍底映襯，華麗典雅不失肅穆，展

現出清代皇室藝術沉穩莊重的藝術風格。織錦尾部著款

“江南織造臣七十四”。

元代時產自江寧的雲錦成為皇家服飾專用品，以後織錦工

藝日臻成熟和完善。清代在南京設立“江寧織造署”，雲

錦的織造盛極一時，主要品種分為“織金”、“庫錦”、

“庫緞”、“妝花”四大類，一直是宮廷御用的貢品，由

官府壟斷。南京博物院和南京雲錦研究所中收藏的作為貢

品的錦緞匹料的緞尾就有：“江南織造臣慶林”、“江南

織造臣增崇”、“江南織造臣七十四”、“江寧織造高

晉”、“江南織局內造”等款識。

1010 A bolT of blue-grounD broCADe
Qing Dynasty (1644-1911)

943×77 cm. (371 1/4×30 3/8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中期 黃地芝仙賀壽紋織錦一匹

 此匹織錦面料明黃色，綉芝仙賀壽紋，落“江南織造臣
七十四”款。芝仙賀壽紋為傳統寓意圖案。芝為菌類植

物，生於枯木之上，質堅不腐，有青、赤、黃、白、黑、

紫六色，冠呈半圓形，有雲紋，冠及柄皆光澤如漆。古以

芝為仙草，故稱芝仙、靈芝或靈草，服之能使人駐顏不

老、起死回生。曹植《靈芝篇》有“靈芝生天地，朱草被

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煥若神。” 賀壽意同拱壽以芝
仙、壽山等組成圖案，即謂“芝仙賀壽”吉祥紋樣。此匹

織錦色彩明麗，織工精湛。寓意喜慶吉祥，妙不可言。

1011 A Bolt of Yellow-Ground ‘lonGevitY’ 
BrocAde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805×77 cm. (316 7/8 × 30 3/8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早期 黃地團龍紋織錦一匹

此匹織錦為宮廷製品，錦以明黃正色為地，以如意頭為

頂，上綉團龍紋樣，繪雲龍趕珠，龍昂首瞠目，黑色鱗

爪，周身三色祥雲環繞，赤色火焰從龍身升騰，蔓延至天

際，藍白相間的龍珠同樣以赤色火雲包繞，身姿矯健，向

上翻卷騰躍，身下繪對稱海水江崖紋樣，寓意“江山永

固”。清代宮廷刺綉極講究顏色搭配，“黑為玄，黃為

權，紅為喜，藍為貴”，此織錦以黃、藍、黑、紅四色為

主，足見御用之尊貴，為錦中上品也。幅末落款“江南織

局內造”。

清宮織物品類極其豐富，工藝集前代之大成。其大宗主要

來自內務府管轄的江寧（南京）、蘇州、杭州三大織造，

此三處充分利用江南盛產的上等好絲及熟練的技工，由內

1012 務府織造局精心的設計和監督，織成各種供皇帝和後妃享用的織品和

工藝品，代表了當時織錦工藝的最高水平。

A Bolt of Yellow-Ground ‘drAGon 
MedAllion’ BrocAde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788×78 cm. (310 1/4 × 30 3/4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中期 紅地纏枝蓮寶相花織錦一匹

織錦紅底，橫排四則寶相團花，每花朵配以纏枝葉蔓環繞，

朵朵盛放，幅末織款“江南正源興記本機”。此緞織造細

密，構圖別緻，花紋突出，色彩變化自如，達到逐花異色的

效果，是江南雲錦珍品。

清代絲織業以乾、嘉至道光這段時期為盛，其時南京本地

緞商經營雲錦產銷業務的“號家”有“塗東源”、“王家

和”、“林三合”、“陸家義”、“祁承業”、“張國

恩”(即“張象發”)等家；京幫在南京設莊采購的“號家”
有“興盛義”、“興盛泰”、“正源興”(即中興源絲廠
的聯號)、“恒義昌”、“三義廣”、“天巨成”、“永
興”、“啓源”、“裕豐信”、“永益”等十餘家。諸如 
“江南正源興記本機”等織款即反映了當時北京錦緞商紛紛

於金陵設莊之繁榮情形。

1013 A Bolt of red-Ground ‘indiAn lotus’ 
BrocAde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812×78 cm. (319 5/8×30 3/4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中期 紅地龜背紋寶相花織錦一匹

織錦絳紅底，多色彩絲為緯紋通梭織造：上以金色織綫勾

勒龜背形寶相花紋樣，一組四聯，上排龜背中以藍色寶相

花為中心，下排以金色十字紋樣點綴四朵藍色番蓮，上下

映襯，整幅按此循序漸進重複性構圖，連環不斷中似變幻

無窮。緞尾帶“金陵塗東元玉記本機”款。工藝精湛，風

格富貴綺麗，不失凝重氣度，展現了清代中期金陵民間御

用雲錦織造的典型風格。

1014 A Bolt of red-Ground BrocAde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836×77 cm. (329 1/8×30 3/8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 黃地瓶花雙龍紋織錦一匹

織錦黃色緞地，上綉瓶花雙龍紋，落“江南織造臣

七十四”款。每方圖案四角以藍綫綉纏枝紋，中以紅綫綉

花瓶，以綠綫織纏枝花卉，點點紅花點綴其間，花叢中兩

條升龍升騰而起，其周布滿祥雲，兩龍迎面相對正在戲

珠，寶珠向四周放射出火焰紋，龍紋雙目圓睜，生動凶

猛，氣勢磅礴。整匹織錦構圖飽滿別緻，端方穩重，紋飾

精美、生動，色彩濃艶、豐富飽滿，織工精密細緻，工藝

精湛，極具富貴華麗之感，具有極高的藝術性，盡顯皇家

風範，著實為收藏佳品。

1015 A Bolt of Yellow-Ground ‘drAGon’ 
BrocAde
Qing dynasty (1644-1911)

805×78 cm. (316 7/8×30 3/4 i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清嘉慶 藏藍地團龍紋甲胄

甲胄上衣，下裳，藏藍色為地，以綢為面。內以棕黃布為

裏。面飾有等距銅鍍金圓釘。上衣正中綉團龍、如意雲及海

水江崖紋，袖口如是。下裳分綉兩正面團龍紋。

甲胄作為清宮武備，一般由上衣、下裳、前坎、左右護肩、

左右護腋、前、左遮九部分組成，穿戴時以銅鍍金扣連綴成

一體。

1016 A set of Blue-Ground ‘drAGon’ ArMour
Qing dynasty, Jiaqing Period (1796-1820)

230×144 cm. (90 1/2×56 7/8 in.)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清中期 黃地雲龍海水江崖紋緙絲織錦
屏風

明清兩代，屏風為富貴甲胄之家不可或缺的裝飾品，在家

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代雍正、乾隆二帝時，宮廷所作

屏風更是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宮廷手工藝人殫精竭

慮、勤勤懇懇，或以百寶之藝，或以珐琅之工，如此種種

不勝枚舉，均以造型渾厚穩重、裝飾富麗繁縟、工藝技術

精湛而著稱，然其中以緙絲嵌為屏心者甚為珍貴。

本品以硬木嵌黃地雲龍海水江崖紋緙絲九條屏，九扇成

堂，鉤鈕連接。邊框精選上等硬木製就，色澤深沉靜穆，

包漿瑩潤醇厚。每扇立材與橫棖組成框架鑲入花板。每扇

可分為三部分，頂部縧環板、下部縧環板、均鏤雕雙螭龍

趕珠紋，姿態各異。裙板亦鏤雕螭龍為主題紋飾。底起亮

腳。雕刻技法純熟，溫文爾雅。中部為屏心，嵌黃地雲龍

海水江崖紋緙絲。均以黃色絲綫為經，各色絲綫為緯緙織

而成，主題圖案為五爪龍紋，龍身纖細有神、矯健翻騰、

威武有力；四周所繪雲紋的流動自如，海水的澎湃汹涌，

這些都具有典型的清中期的風格。屏風正中間緙織的龍為

1017 正龍，兩側的分別為升龍和降龍，正龍位於正中，不管從右至左還是

從左至右數，都是第五條，有為陽數中，五居正中，九為陽數，而且

九在陽數中最為高大的一個，所以稱為九五至尊，寓意著步步高升，

蒸蒸日上，福山壽海，一統江山的含意。下部均緙織海水江崖紋、立

水紋和雜寶紋。

本品工藝上匠心獨運，力求精細，配色富麗典雅，精美華麗。使整個

屏風顯得皇家氣派而宏偉美觀。本品集雕刻、緙絲等數種精湛工藝於

一身，是中國傳統古代宮廷藝術的集大成之作。

A nine PAnel eMBroidered  ‘drAGon’ 
screen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670×255×85 cm. (263 3/4×100 3/8×33 1/2 in.)

HKD: 380,000-580,000
USD: 49,000-74,800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文化期 玉環兩件、玉飾件一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hree JAde circulAr ornAMents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the largest, 8.7 cm. (3 3/8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18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文化期 玉人面形飾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JAde ‘MAsK’ PendA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5.1cm. ( 2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1019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文化期 玉玦和玉飾件共七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seven JAde ornAMents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the largest, 6 cm. (2 3/8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20

文化期-東周 玉勒子兩件、玉劍璏和玉
柄形器各一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JAde cArvinGs 
coMPrisinG two BeAds, A scABBArd 
sword slide And A hAndle
neolithic period - eastern Zhou dynasty (3rd Millenium - 
221 Bc)

the largest, 5.2 cm. (2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21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文化期 玉鳥四件、玉蟬一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five cicAdA And Bird-
forM JAde PendAnts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the largest, 4.3 cm. (1 3/4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1022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西周 玉魚五件、玉飾件一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five JAde fish-shAPed 
PendAnts And A JAde ornAMent
western Zhou dynasty (1100 - 771 Bc)

the largest, 9 cm. (3 1/2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23 商 青玉柄形器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ivorY-coloured celAdon JAde 
hAndle
shang dynasty, 12th-11th century Bc

16.2 cm. (6 3/8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24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商 玉雕獸面環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ivorY-coloured JAde 
circulAr PendAnt, huAn
shang dynasty, 12th-11th century Bc

4 cm. (1 5/8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025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商/戰國 玉雕人物飾件兩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wo JAde fiGurAl ornAMents
shang dynasty - warring states Period, circa 1600 - 221 Bc

the largest, 13 cm. (5 1/8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26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東周 玉環三件、玉鉞和玉飾件三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six JAde ornAMents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 221 Bc)

the largest, 8.2 cm. (3 1/4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27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春秋 玉雕雙龍首蟠虺紋璜兩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wo JAde Arc-shAPed PendAnts, huAnG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Bc)

the largest, 9 cm. (3 1/2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28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戰國 玉雕沁色出廓螭龍環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And Brown JAde 
reticulAted circulAr ‘drAGon’ 
PendAnt, huAn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 221 Bc)

5.3 cm. (2 1/8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1029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漢 玉蟬六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six JAde cicAdAs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the largest, 7.5 cm. (3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31

漢 玉雕螭龍劍璏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russet And GreY 
JAde ‘chilonG’ scABBArd slide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6.7 cm. (2 5/8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30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戰國 白玉獸面紋環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white And Brown JAde circulAr 
PendAnt, huAn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 221 Bc)

5.1 cm. (2 in.) diam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1032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唐 玉雕舞人帶板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eyish-white jAde plAque 
cArved with A dAncing figure
tang dynasty (Ad 618-907)

8 cm. (3 1/8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33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唐 白玉帶沁駱駝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 recumbent horse
tang dynasty (Ad 618-907)

5 cm. (2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03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唐 白玉帶沁雕蓮托瑞獸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rAre white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 recumbent dog on A 
lotus leAf
tang dynasty (Ad 618-907)

5.4 cm. (2 1/8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35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宋/元 白玉鏤雕龍紋飾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openworK white jAde 'drAgon' 
pendAnt
song-yuan dynasty (10th-14th century)

5.5 cm. (2 1/8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36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宋/明 玉雕駱駝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russet And brown jAde figure 
of A recumbent cAmel
song-ming dynasty (10th-16th century)

5 cm. (2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1037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宋 黃玉駱駝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yellow jAde figure of A cAmel
song dynasty (Ad 960-1279)

6 cm. (2 3/8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38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金/元 白玉帶沁秋山把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mAn And tiger
jin-yuan dynasty (12th-14th century)

5.9 cm. (2 3/8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39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遼金 玉雕狩獵圖飾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finely cArved reticulAted 
white jAde plAque
liao/jin dynasty (10th-13th century)

6.5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宋 玉雕鴛鴦兩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wo jAde cArvings of conjoined 
birds
song dynasty (Ad 960-1279)

the largest, 5 cm. (2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1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宋 玉豬兩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wo jAde figures of pigs
song dynasty (Ad 960-1279)

the largest, 5 cm. (2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2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遼金 玉帶沁鳥形帶扣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reticulAted celAdon jAde belt 
bucKle
liao/jin dynasty (Ad 960-1279)

11 cm. (4 3/8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3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明 玉雕鳳鳥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figure of A phoenix
ming dynasty (1368-1644)

7.5 cm. (3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明 青白玉胡人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jAde figure of A 
foreigner 
ming dynasty (1638-1644)

6 cm. (2 3/8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5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明 黑白玉俏色胡人戲獅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white And grey jAde cArving of 
A foreigner And lion
ming dynasty (1638-1644)

5 cm. (2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6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明 黃玉童子牧牛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yellow jAde cArving of A boy 
And buffAlo
Ming dynasty (1368-1644)

4.5 cm. (1 3/4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7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明 黃玉童子洗象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yellow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n elePHAnt And boy
Ming dynasty (1368-1644)

5 cm. (2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8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明 黃玉馬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yellow jAde figure of A Horse
Ming dynasty (1368-1644)

5.6 cm. (2 1/4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49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明 青白玉飛天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jAde APsArA 
PendAnt
Ming dynasty (1368-1644)

7 cm. (2 3/4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500

105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清 玉雕鵝銜花枝三件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Hree PAle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figures of birds
Qing dynasty (1644-1911)

5 cm. (2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51

清 黑白玉俏色高士圖煙壺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blAcK And wHite jAde snuff 
bottle
Qing dynasty (1644-1911)

7.3 cm. (2 7/8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52

金玉圭璋—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清中期 糖玉小童執鼓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russet jAde figure of A 
'boy And druM'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4.5 cm. (1 3/4 in.) wide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53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清早期 白玉人物詩文牌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finely cArved white jAde ovAl 
pendAnt
early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6.5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50,000
USD: 2,600-6,500

1054

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 (Lot1018-Lot1055)



明永樂 白玉“永樂法器”款金剛杵

來源：金玉圭璋－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very rAre white jAde vAjrA
incised yongle faqi four-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403-1423)

6.2 cm. (2 1/2 in.) long  

Provenance: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055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018-Lot1055)





孚尹明达—台湾重要私人珍藏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 -Lot1112



文化期 黃玉玦

玉料呈碧綠色，純潔無暇，質地溫潤。器表光素無紋，通

體打磨光滑。玉玦整體形態近環形，算珠狀，中部管鑽一

孔，兩面孔徑大體相當，孔壁內弧，鑽痕清晰可辨。肉部

開一缺口，缺口兩側斷面磨製不甚平坦，剖面近似橢圓

形。玦面一側缺口所對肉部沁色發黃，繞中心圓孔一周有

小淺坑分佈。玉玦是我國最古老的玉類裝飾品之一，在不

同的時代和地區，其性質和內涵各異，是體現華夏文明多

元一體的典型代表。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56 A yellow jAde eArring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3.8 cm. (1 1/2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8,000
USD: 600-1,0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1057 文化期 玉大勒子

玉勒子古時可能用於佩戴或把玩，常見的有圓柱形、方柱

形、束腰形、橄欖形等。起初以素面為主，後來逐漸出現雲

紋、龍紋、鳳紋等各種紋飾。

此勒子為青綠色，微微泛白，不透明，中間顏色較深，向周

圍自然過渡，勒子整體玉色斑駁。長圓柱形，中心對鑽穿

孔，可穿繩系挂，兩端斜磨，邊緣圓潤不尖銳，比例合宜，

造型簡約。

表面拋光，將玉料的光潔亮澤感表現出來。整體光素無紋

飾，但其本身斑駁的玉色使其並不單調。此勒子渾厚樸素，

藝術上是古拙的。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lArge jAde BeAd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6.3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文化期 玉串飾十三件

此玉串飾，由十二件圓柱形小玉管和一件鉤形墜組成。

玉管和鉤形墜均為鶏骨白色，玉質細膩，玉色亮澤，局部有

茶褐斑。其中有十個玉管僅在中心對鑽穿孔，另外兩個玉管

除了中心對鑽穿孔外，在下端還有橫向穿孔，可與下方的鉤

形墜穿繩相連。鉤形墜上端略方，下端鉤形。玉管和鉤形墜

表面拋光，十分光潔明亮。此玉串飾整體光素無紋飾，有著

簡約的美感。

十三件玉串飾組成一組，十二個玉管可穿繩串聯為一串，繞

挂頸部。有橫向穿孔的兩個玉管位於下方，鉤形墜懸挂其下

端。整體加工簡單，造型樸素而稚拙。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58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A groUp of twelve ivory-coloUred  
BeAds And A pendA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various sizes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文化期 玉串飾二十一件

由玉璜1個，鼓形珠10個，圓柱形玉管10個組成。其中，玉
璜為白色，表面有光澤，不透明，通體無紋飾。器身呈倒橋

狀，厚薄不均，正面靠近上部兩端各有一圓形小孔。鼓形珠

為白色，色澤光亮，不透明，其中兩個較大，剩餘八個較

小，均為長端中心穿孔。圓柱形玉管為白色，局部有茶褐色

斑，形製較規整。除兩件較短，兩個較細外，剩餘六個形制

相類。鼓形珠和圓柱形玉管可以串聯成一串，挂於頸部，玉

璜則可系置於最下方，懸挂於胸前。該串飾用料精良，琢磨

到位，十分精美。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59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An ivory-coloUred jAde necKlAce 
coMprising twenty BeAds And A 
pendA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various sizes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文化期 玉串飾三十件

此玉串飾，由冠狀飾、圓柱形玉管、鼓形珠、球形小珠組

成。

冠狀飾由透閃石琢成，黃白色，略成梯形，上端凸出一扁

榫，榫上有兩個穿孔，可穿繩系挂，下端伸出兩耳，中間有

穿孔。上端兩角內凹成圓弧形。圓柱形玉管有十八個，透閃

石琢成，黃白色，形製規整。鼓形珠十一個，有的為黃白

色，有的為黃色。圓柱形玉管和鼓形珠上多有茶褐色斑，與

玉色搭配協調，十分優美。

圓柱形玉管、鼓形珠、球形小珠交錯串聯成一串，可繞挂頸

部，下端懸挂冠狀飾。整組串飾，潔白光潤，搭配合宜，具

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60 An ivory-coloUred jAde necKlAce 
coMprising twenty-nine BeAds And A 
pendA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various sizes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文化期 玉雕獸面紋冠狀飾

器呈白色，有沁色斑，體扁平呈倒梯狀，上大下小，面部微

凸，背部平素內斂，下角消去，呈內向弧彎，中有微微隆起

的棱綫。器物上端作冠頂狀，飾以數道凹弦紋，冠頂與上端

邊框在同一平面上，其下鑽一扁鏤孔。下端琢有較薄的短

榫，並鑽有平行的兩個小孔，供嵌插和穿系結扎用。器表紋

飾用橫凹槽分為上、下兩節，上節是兩個綫刻圓圈和一條橫

凸塊組成的簡易神臉，下節是采用淺浮雕和綫雕相結合的技

法，以蛋圓形的凸面作眼瞼，重圈為眼，以橋形凸面和一個

橫凸塊作鼻、嘴組成的獸面。此器玉質好，紋飾拙朴古茂，

琢工精細。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ivory-coloUred jAde pendA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7.5 cm. (3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1061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文化期 玉鐲

玉料呈白色，夾雜瑪瑙紅色，一面瑪瑙紅暇斑較多，一面則

較少，不透明。器身較為寬厚，兩面修治平整，呈環形，中

有一大圓孔，為兩面對鑽而成，孔壁磨光，內壁面平直，外

壁面為凸弧面，橫斷面略成半圓形。器表琢磨較為光滑，通

體無紋飾。造型規整，拋光精細，展現了嫻熟的琢磨技術。

玉鐲雖通體光素，但玉料紅色與白色相間分佈，錯落有致，

古樸典雅，充滿美感，不失為一件藝術珍品。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62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Brown-
coloUred jAde BrAcele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8.5 cm. (6 3/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文化期 玉環

器呈白色，有青褐斑，不透明，器表有光澤。環截面近似方

形，肉寬小於好，中有單鑽大圓孔，內外壁平直，內孔較

圓，周壁不太規整。通體素面無紋，器表琢製光滑。環一面

平整，一面不平整，平整的肉面上有一道橫切肉面的裂痕，

在裂痕周圍有一道弧形凹痕。肉寬度不一，厚薄不均，最窄

處在裂痕附近，在裂痕反面的周壁處有嚴重打磨的痕跡，厚

度最薄，平面呈斜坡狀。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63 An ivory-coloUred jAde BrAcele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7.8 cm. (3 1/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70,000-100,000
USD: 9,000-12,9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西周 黃玉長勒子

此玉勒子為佩飾。以黃玉精雕細琢而成，淡綠色，玉質細

膩，玉色清亮潤澤。有少量褐色沁，局部有白斑。

勒子長條形，截面U字形，中心對鑽穿孔，穿孔截面橢圓
形。平整呈長方形的一面有兩個穿孔，位於中央，貼近兩邊

各一個，可用於穿繩系挂。與之相對的一面有一條縱向凹

槽。其中一個側面中間位置有一穿孔。勒子比例合宜，修長

秀美。

此勒子通體拋光，光潔瑩潤，使玉固有的瑩澤美充分顯示。

整體光素無紋飾，設計巧妙有新意，有著清新雅逸的美感。

來源：紐約j.j. lally& co. 舊藏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yellow jAde BeAd
western Zhou dynasty (1100 - 771 Bc)

9 cm. (3 1/2 in.) high  

Provenance:  
j.j. lally & co., new york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064 周 玉魚、玉飾件各一件

玉魚，青玉，不透明，表面有朱砂痕跡。呈扁平弧形片狀，窄

長，頭尾清晰，圓眼，口微張，吻部斜伸前下方，尾部磨有

刃。用陰綫刻畫出圓目，鰭，腮等細部，鰭刻斜紋，除背部無

圓目外，兩面紋飾大致相同。嘴部有一圓孔，孔為單面鑽，供

穿系用。該器造型簡單，雕刻刀法簡練。

柄形飾，青綠色，不透明，表面有朱砂痕跡。呈片狀，長條

形。兩面紋飾相同，背部紋飾不明顯，上部飾以獸面紋，用陰

刻紋刻畫出細部，下部素面。器上部有兩個圓孔，供穿系用，

該器造型不太規整，雕刻刀法簡練。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elAdon jAde fish pendAnt 
And A rectAngUlAr cArved jAde 
ornAMent
Zhou dynasty (1046-265 Bc)

the largest, 9.5 cm. (3 3/4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65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商 玉柄形器

此柄形器，玉料溫潤瑩白，微微泛青，半透明，玉色柔和。

此柄形器呈長條形，平頂，頂略呈長方形，柄端略內收，柄

端中部飾凸弦紋一周，器身由柄部向首逐漸縮細，首部有棕

色土沁，土沁分界明顯。光素無其他紋飾，而玉料淡雅的綠

色本就獨具美感，使得無紋勝有紋。整體造型簡約，典雅清

新，盡顯樸素之美。

目前柄形器用途不明，舊稱“琴撥”，也有人稱“劍柄”、

“佩飾”等，可見人們對其用途的猜測，目前也有人猜測其

為祭祀禮儀器。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jAde shAped 
hAndle
shang dynasty, 12th-11th century Bc

12 cm. (4 3/4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066 戰國/漢 玉劍珌、玉龍首帶鉤各一件

玉龍首帶鉤，玉料顏色不一，白玉中夾有一條灰黑色玉，不

透明，有光澤。鉤首作龍首形，龍首雙角明顯，器身作四棱

形，較短，弧曲，頸部彎轉作鉤頭，鉤尾寬於鉤首。鉤鈕方

扁。背部有六條凸棱，三條一組。通體素面無紋。製作規

整，造型簡單，實用功能强。

玉劍珌，白玉，帶黑色沁，不透明，無光澤，略呈束腰梯

形，下底大於頂面，器物端面為菱形，納鞘一端有小圓孔，

兩側各有一個小斜穿孔。通體素面無紋。造型簡單，雕刻手

法簡練，實用功能强。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jAde scABBArd chApe And A jAde 
Belt BUcKle
warring states period - han dynasty (475 Bc - Ad 220)

the largest, 6.5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67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春秋 玉雕蟠虺紋飾件兩件

第一件為玉璜，玉料呈青褐色，半透明，片狀，弧形。器形

寬短，兩端皆琢製成龍首形，龍口微張。璜的頂端鑽一孔，

孔直徑較小。玉璜中部以雙陰刻綫刻畫的凸弦紋兩道將表面

界為三區，位於兩端的區域，邊緣雕刻出齒脊。靠近邊緣各

鑽一孔，孔為近圓形，以便垂飾其他的玉飾。此器通體飾蟠

虺紋。

第二件為玉飾件，玉料青褐色，半透明，呈立體正方形，中

間鑽一圓孔，形成內圓外方的琮形，此器上下平整無射。但

上下兩面正方形的每邊都琢有兩道等分的折角凹槽，上下左

右對稱分佈。折角凹槽左右兩側飾以蟠虺紋，正中有圓孔的

兩面為素面。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68 two  Altered opAQUe reddish-Brown 
jAde ornAMent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 - 453 Bc)

the largest, 9 cm. (3 1/2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春秋 玉雕蟠虺紋勒子一對

玉勒子古時可能用於佩戴或把玩，常見的有圓柱形、方柱

形、束腰形、橄欖形等。起初以素面為主，後來逐漸出現雲

紋、龍紋、鳳紋等各種紋飾。

此勒子為春秋時期，應為佩飾。牙白色，不透明，器身滿佈

沁色。長條方體，比例合宜，形制規整。兩端凹腰，有凸弦

紋四道，兩端四面各有一個穿孔。中間有三個穿孔，均勻排

列，可穿繩佩系。經過拋光，勒子光潔明亮，十分精美。

滿飾雙陰綫刻蟠虺紋，綫條流暢，紋飾井然。有著十分濃厚

的神秘色彩。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69 A pAir of cArved Altered opAQUe jAde 
ornAMent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 - 453 Bc)

11 cm. (4 3/8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戰國 玉雕穀紋S形龍形佩

玉料呈黃綠色，雙面雕飾。龍形，體扁平，軀體呈“S”
形，龍體捲曲，獨角，無翼無足，首尾方向相同，形體遒

勁飄逸。龍體邊緣用陰綫勾出周綫，佩身兩面滿飾穀紋，

龍口部有鋸痕，佩中間部位有以穿孔，以拱佩系。玉龍形

佩雕工精巧，構思精巧新穎，形象生動。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70 A CArved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green-COlOured JAde drAgOn pendAnt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15.3 cm. (6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戰國 玉雕穀紋龍形佩

玉料呈青白色，間有淡米黃色斑，器體扁平，邊緣平直並

陽刻細條邊綫做輪廓。整體式樣雕琢為龍形，類似S形。
器首龍頭下垂，龍嘴向外部兩側捲曲，下部類卷雲紋形。

尾部向內收斂並踏雲與腹部相連，中間形成鏤空。器表邊

緣雕有龍爪，端部較平。該器通體雕飾隱起的虺紋，並在

腹下部鑽有一穿。該器器形流暢，柔美中帶有硬朗之風。

尾部符號化的雲朵點綴，使玉器更顯靈動之韻。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71 A CArved CelAdOn JAde drAgOn 
pendAnt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13 cm. (5 1/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東周 玉勒、玉獸面七件

三件玉獸面和三件較小的勒子可兩兩搭配成三組。可能為

佩飾。

第一組獸面和勒子均為黃色，獸面牛頭形，彎角圓目，鼻

孔下凹。勒子為長圓柱形，表面凹凸不平。第二組為淡綠

色，大致呈u形，上出方形雙角，中心有一穿孔，以雙陰
綫雕獸面紋，卷角圓目，長眉寬嘴。勒子大致為方柱形，

在邊上進行雕琢，使其更加美觀。第三組為白色，獸面大

致長方形，上出方形雙角。雙目圓瞪，卷角寬臉。勒子圓

柱形，兩端各有陰綫刻弦紋一道，中間飾有雙陰綫勾雲

紋。除以上三組，還有一個較大的勒子為方柱形，滿飾雙

陰綫刻卷雲紋。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72 A grOup Of Seven JAde 
OrnAmentS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 221 BC)

various sizes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戰國 玉雕勾連紋龍首觹

玉質受沁為黃白色，器表有黃沁和青灰色結晶斑。體扁平，

造型規整，整體鏤雕成一龍形，體圓弧上彎。上端為龍首,龍
長冠，中段雕琢出龍的前肢及羽翼,並以鏤空形式表現肢體
結構，後段尖銳，為尖狀角形。器表紋飾相同，皆飾以勾連

紋，尖部小磕，龍首有一鑽孔，可以與其他器物組合懸佩。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Altered OpAque Beige 
JAde drAgOn pendAnt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13 cm. (5 1/8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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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 玉雕勾連紋獸面劍璏

劍璏是古代裝飾寶劍上的玉飾之一，穿系於腰帶上，即可

將劍固定於腰間。《說文》:“璏，劍鼻玉飾也。”又名

劍鼻。該器玉料呈青色，有乳白色和褐色沁斑，下部粘附

鐵銹。俯視呈長方形，兩端向下捲曲，面周緣繪刻弦紋一

圈，內滿飾凸起的勾連雲紋。側視上部略成拱形，下部一

端有高起的長方形銎。其鑲嵌於劍鞘近口的一側，以便將

劍穿挂在腰帶上。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CelAdOn JAde SCABBArd Slid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6.8 cm. (2 5/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74

戰國 白玉勾連紋獸面劍璏

劍璏鑲嵌於劍鞘上，用於裝飾寶劍。

此劍璏為白玉雕成，淡綠色，半透明，玉色清亮，玉質瑩

潤。局部有褐色沁。上部略呈拱形，弧度自然，俯視呈

長方形，比例合宜。兩端微微下卷，下部的一側有長方形

穿孔，便於革帶穿過。通體拋光後劍璏明淨光亮，清新秀

逸。表面滿飾陽刻勾連紋，婉轉流暢，毫不生硬。一端飾

有獸面紋，獸面陰刻細弦紋，細部表現得當。兩邊各有凸

弦紋一條，佈局合理，紋絡優美。此劍璏工精料實，十分

秀美。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pAle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SCABBArd Slid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8.5 cm. (3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75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漢 白玉帶沁勾連紋劍珌

玉料呈白色，兩面均有褐色及黑色沁斑。器物整體呈微束

腰梯形，上下左右磨平，截面作棱形，上寬下窄，兩面紋

飾相同，均為陰刻減地淺浮雕勾連紋，紋飾在器表作對稱

分佈，玉質晶瑩細膩，紋飾流暢生動。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White And ruSSet JAde 
SCABBArd ChApe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5.8 cm. (2 1/4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076 漢 玉雕獸面紋劍珌

器物整體呈束腰梯形，兩面的主體紋飾相同，均飾獸面

紋，剔地雕琢，有浮雕之感。另一端的裝飾圖案分為兩部

分，中間均勻分為四塊，飾以“l”形圖案且兩兩相背，
兩邊紋飾相同，但其中一邊略低。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Altered OpAque Beige-
COlOured JAde SCABBArd ChApe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6.5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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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玉蟬

玉料呈白色，質地溫潤，細膩光亮。蟬體呈扁平狀，背面

采用陰刻綫技法，頭部雙目外鼓，額部高突，寬頸闊翅細

尾，腹面前部以寬陰綫表現蟬的口器，後部以數道橫刻陰

綫表現蟬的腹部，此蟬乃“漢八刀”之典型代表，綫條簡

潔，刀法流暢，形象逼真。玉蟬始見於文化期，漢代玉蟬

多為琀，以蟬之形變寄托希冀故去親人能羽化成仙的美好

願望。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reAmy-White JAde CArving of 
A CiCAdA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4)

6.5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078 舊玉蟬三件

第一件玉蟬，青白色，細膩光潔，滑潤光亮。體呈扁平

狀，中心稍厚，雙目外凸，蟬翼緊迫，蟬腹伸縮，尾和雙

翅呈三角形鋒尖，棱鋒畢顯，綫條挺拔。

第二件玉蟬，灰白色，質粗，俯視相，伏狀，寫意風格明

顯，雙翼掩合，尾不顯，背面素面無紋。造型簡單，雕刻

手法簡練古樸，無細部刻畫，作簡化蟬形。

第三件玉蟬，白色，細膩光潔，瑩潤光亮。蟬翼雕刻精

細，翼間用橫綫刻畫出腹部，背面足腿蜷縮，有明顯的寫

實風格。嘴有一孔，可佩帶。造型生動活潑，形象逼真，

細部刻畫較為詳細，雕刻技藝精湛。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three JAde CiCAdAs 
the largest, 6.2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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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玉雕覆面、玉蟬一套十件

？？？？？？？？？？？？？？？？？？？？？？

??????
????

 cm. (0 in.)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084 漢 玉雕覆面、玉蟬一套十件

玉雕覆面灰白色，有褐斑，玉質相同，不透明，邊緣圓滑，

素面無紋。四個眼蓋，兩個呈大水滴形，正面微隆，光滑，

兩個呈近圓形，正面微隆，表面不光滑。耳塞，略呈圓錐

形，一端較尖，一端弧形外凸。鼻塞，鼻塞上部呈短圓柱

形，下部略呈半圓形，半圓形兩端與兩個短圓柱相接。其中

一塞，為一短尖首圭形。另一塞，略呈圓柱形，兩端粗細不

同，細頂端的面較平，粗頂端的面弧形外凸。玉蟬，玉白

色，細膩光潔，滑潤光亮。體呈扁平狀，中心稍厚，雙目外

凸，以寬陰綫分別琢製出頭、胸、腹、背及雙翅，尾和雙翅

呈三角形鋒尖。造型典雅簡樸，形象逼真。該套玉器保存齊

全，造型簡樸，製作規整。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set of ten JAde JAde ornAments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various sizes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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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kenazi Ltd., 1995, early Chinese Art: 8th 
Century BC-9 th Century Ad, pp. 48－49, no. 23

參閱：《大漢楚王》，第294-295頁
xuzhou museum, Jiangsu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戰國 玉雕雙龍佩一對

玉料呈青色，有黃白色沁，玉質溫潤，有光澤，不透明。此

玉佩一套兩件，無論形制大小及雕刻技法均基本相同，因此

選擇其中一件作介紹。玉佩形體扁平，以龍形作為裝飾題

材，佈局上，兩條蜷曲的龍相背相連，除方向相反外，形制

幾乎完全一致。

玉佩整體形態呈橋形，沿橋面有薄薄一層黃白色沁，器身多

鏤孔，二龍低頷首，身上部作騰躍狀，中部回旋，後部上

翹，尾部又向下延伸，大體呈s形分佈。龍首有尖角，眼作
橄欖形，龍鼻內凹弧，張嘴似怒吼狀，上下唇兩側均向外

翻卷，似鉞形，上唇抵龍身。龍前足分別從一段蜷曲的龍身

上下相錯伸出龍身之外，向下的龍爪順右側捲曲，向上的龍

爪則向左捲曲，龍後足均從龍身後部向上伸出，分別向左向

右捲曲，四爪均呈勾狀，鋒利異常。兩龍龍身後部及尾部相

連，龍身後部相連處形成一t字形大鏤孔，似系佩之用。兩
龍龍尾相接，並向下反向捲曲，與龍身中部相連。器邊緣琢

凸棱紋一周，龍身大部以雙勾陰綫技法施勾連雲紋，卷雲

紋等紋飾，此外，在龍頭、龍身等多處部位以細密陰綫刻

出細毛。

此套佩玉造型均勻對稱，富有動態與美感，紋飾簡潔明瞭，

邊角分明，雕琢技藝精湛，是同類龍形佩中的上乘之作。《

禮記》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飾既能展示佩戴者不

凡的風度，又能彰顯其高貴的地位。

1081

來源：英國古董商eskenazi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出版：《early Chinese Art: 8th Century BC-9th Century Ad》，
eskenazi, 1995年，第48－49頁，圖23

參閱：《大漢楚王》，中國國家博物館&徐州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05年，第294-295頁

A LArge PAir of ALtered CeLAdon And 
oPAque Beige-CoLoured oPenWork 
‘drAgon’ PendAnts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20.5 cm. (8 1/8 in.) wide 

Provenance: 
eskenazi Ltd., London, 1995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Literature：
eskenazi Ltd.,  early Chinese Art: 8th Century BC-9 th Century Ad, 
London, 1995, pp. 48-49, no.23

HKD: 800,000-1,200,000
USD: 103,200-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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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玉高浮雕三螭龍環 

玉料呈青色，有綹紋及瑕斑。正面浮雕三隻大小相同的螭

龍，作前後追逐狀，圍繞一圈。螭龍頭較大，五官集中於

頭前部，背脊上有刻綫，尾部細長彎曲，極具時代風格特

徵。玉環雕刻立體感强，細長的身軀，顯的體姿優美，充

滿活力。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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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Le CeLAdon JAde ‘ChiLong’ disC, huAn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9 cm. (3 1/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50,000-350,000
USD: 32,300-45,200



唐 白料雕胡人帶板一套十一件

玉料呈白色，局部有褐色沁。器計有十一件，其中扁平長方形九塊，

之中有兩塊較之其他略小，扁平圭形鉈尾兩塊，背面有與鞓結扎的隧

孔。帶板的正面皆以淺浮雕加飾陰綫紋琢刻成奏樂胡人形象，之中有

人盤足打坐，手持簫、排簫、笙、笛子等樂器，作吹奏狀，也有人作

舞蹈狀。人物皆長髮捲曲，大眼高鼻，形作肩身披飄帶，身著短衣，

足穿尖靴，或跪或坐，形態各異，神態逼真。其人物、衣服、飄帶、

茵褥用平行短綫刻畫裝飾，人物形象生動，有濃郁的西域風格。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set of eLeven CArved White gLAss 
figurAL BeLt PLAques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the largest, 6 cm. (2 3/8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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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玉雕帶沁咬尾龍佩

玉白色，帶黃褐色沁，質地溫潤，首尾相接呈圓環，中部

有一近圓形孔，孔壁呈弧形。雙面雕刻，兩面紋飾對稱

相同，采用陰刻雙鉤法刻畫背部龍鱗，用單陰綫雕畫出眼

睛、角及耳朵，用透雕法在背脊上透雕出若干個間距相

同，大小相等的弧角長方形孔。整器造型別緻，巧製穩

重，綫條流暢，雕工精細，立體感較强。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ArChAistiC PALe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CirCuLAr ‘drAgon’ 
PendAnt
ming dynasty (1368-1644)

8 cm. (3 1/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084 宋 玉雕獸面紋琮

長方形柱體，上徑略小於下徑，外方內圓，壁較厚，中心

有小圓孔穿透，器高大於器寬，兩端有微凸的圓口。琮四

面中間各有一條豎直道，把每面的紋飾分開。琮體以橫槽

紋分為四節，每節以四角為中綫，各刻一組以兩道橫棱，

兩個圓圈和一條橫凸塊組成的簡易獸面紋，眼睛用陰綫紋

簡單刻畫，呈圓形。琮體磨損嚴重，紋飾不明顯。此器為

宋仿良渚時期的玉琮，功能與良渚時期不同，為佩飾。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reddish-BroWn JAde Cong-
form BeAd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9.7 cm. (3 7/8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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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 黃玉酌咒觥 

黃玉質，晶瑩透亮，光潔細膩，質地瑩潤。口呈橢圓形，杯

口飾一圈凸弦紋，器底為圜底素面，器身下端雕出生動的牛

首，雙目前視，雙耳自然後貼，雙角為高浮雕，彎曲微鼓，

牛鼻上有一圓孔，穿以金環，金環有缺口。采用陰綫紋和陰

綫雙鉤相結合的方法琢製牛的眼、耳、嘴，用人字形陰綫紋

刻畫繩索，繩索繞以牛角，在牛角根處呈十字形，並向下連

接牛鼻。在牛首的右側有磨損痕跡，顏色泛白，有黃漬。該

器雕琢精細，巧制穩重，形象生動，集實用和欣賞於一身。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JAde rhyton
tang - song dynasty, 7th-13th Century

7 cm. (2 3/4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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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玉瑞獸

玉料呈青色，立雕，瑞獸作回首伏臥狀，頭部圓雕細緻，

獸耳雕琢精細，四肢伏於地，足部有陰刻綫，尾貼於腿部

內側，器底部平整，玉獸整體呈現出生動活潑之感。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87 A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d 420 - 589)

6 cm. (2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東漢 白玉獨角神獸

玉料呈白色，有紅色沁，玉質溫潤有光澤，采用圓雕技法

製成，不透明。玉獸作蹲臥狀，體肥碩，頭部似羊形，略

向左顧，呈微微抬起狀，頭頂正中長一粗壯短尖角，向後

傾斜，由根部往上漸細，繞尖角刻有數周平行分佈的陰刻

綫。長雙耳外翻向後抿，以浮雕手法將雙耳內外輪廓顯現

出來。眉骨高隆，雙目圓睜，眼球較為凸顯，嘴部微微閉攏。

四肢前屈，足上雕出利爪，前肢掌部向前並攏，呈八字

形，後肢並列緊貼腹身，四肢掌心位置皆刻有有三處淺凹

痕，靠後的一處形似月牙，牙尖向後，牙身向前。在玉獸

左側肩頸及肋部位置，有各有一處紋飾，兩處紋飾極為相

似，紋飾前半部分陰刻鱗片狀紋飾，後接數道水波狀紋

飾，玉獸右側肩部及肋部有同樣紋飾，形如翅。背部正中

出一橫向長方體檯面，檯面上同向向下雕琢出長方體凹

槽，凹槽四周留寬邊。獸尾蓬松且較長，向下低垂，呈螺

旋式向前緊貼左後臀下方，尾尖與左後肢外側掌部齊平部

分向上捲曲，采用陰刻技法。

此玉獸造型奇特，頭似羊型且有獨角的造型與《述異

記》：“獬豸，一角之羊也”的記載頗為類似，但獸身有

鱗片、羽翅、非蹄足的特點卻與之不類。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88 A White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 - 220)

5.5 cm. (2 1/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400,000-600,000
USD: 51,600-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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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期 青玉琮

玉料呈青綠，局部呈白色，晶瑩潤潔，通體拋光，滑潤有光

澤，不透明。方柱體，器形較大，器高大於器寬，內圓外

方，壁較薄，中心有大圓孔上下穿透，孔用兩面對鑽的管鑽

技術鑽鑿而成，大圓孔內部光滑，有裂痕，兩端有短射，琢

成圓口。通體素面無紋。琮一側面有嚴重的土沁痕跡，玉料

變白，相鄰棱角變平，顏色變黃，與其相對的另一側中部有

一道橫切裂痕，裂痕呈白色。該器製作規整，造型簡單大

方，雕刻手法簡練古樸。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eLAdon JAde Cong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11 cm. (4 3/8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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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期 黃玉勾雲形佩

此勾雲形佩為黃玉透雕而成，淺綠色，色彩柔和婉約，瑩

潤細膩。局部有褐色沁。

玉佩大致為扁平長方形，比例合宜。中心鏤空一彎勾，彎

勾向左，自然而流暢。四角向外出勾雲，勾雲栩栩如生。

上端中部有一圓形穿孔，可穿繩系挂。此勾雲玉佩造型自

由隨意，極具張力，綫條柔婉，渾然天成。玉佩精雕細

琢，正反兩面隨形磨出溝槽，邊緣鈍刃，弧度柔和，表面

拋光後更顯溫潤亮澤，雅致不凡。

玉佩不加其他紋飾，造型簡約而生動，別緻靈巧，清新秀

逸。具有律動的美感，雲卷雲舒之勢躍然眼前。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90 A PALe yeLLoW And russet JAde 
CLoud-shAPed PendA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11 cm. (4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文化期 玉鐲

玉料呈乳白色，夾雜有大量茶褐色斑塊，有光澤，不透

明。器體較薄，器身如寬條帶，形似圓筒狀，上下兩面齊

平，修治平整。中有一大圓孔，為兩面對鑽而成，外壁面

與內壁面平行，兩側壁面均較平直且打磨光滑，橫斷面略

成長方形。在玉鐲上部沿面外側，可見一處磕損痕跡。整

器無紋飾分佈，造型簡約，樸素而不失莊重，乳白色玉料

配以大量分佈均勻的茶褐色斑塊，給人以清新雅逸之感。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091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JAde BAngLe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7.4 cm. (2 7/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商 玉斧

整器通體磨光，器體兩面色澤不一，一面偏黃褐色，少量部

位發白，柄身右側表面略有殘損：另一面大部發白泛黑褐色

斑。器頂部略微外弧，器身呈風字形，兩側由上至下明顯向

內凹弧，呈束腰狀，左右對稱，雙面寬弧刃，刃口磨製規

整，刃角上翹，微有磕損。器柄部中間有一兩面對鑽的圓形

孔，用以固定器柄。該斧厚薄不一，上端較厚，由上至下漸

薄。斧鉞在古代作為權力的象徵，為社會上層人士所擁有。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mottLed JAde Axe
shang dynasty, 12th-11th Century BC

16.3 cm. (6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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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文化期 玉飾九件

玉飾共分9件，分別為玉管形飾5件，玉錐形飾2件，玉條形
璜1件，橢圓形玉珠1件。玉管形飾皆成圓柱體狀，其中一件
形體稍大，玉料呈紅褐色，近兩端沁體發白呈煙霧狀，剩餘

4件形體略小，1件玉料呈青黃色，另3件呈暗白色。玉錐形
飾中1件形體較為細長，上端為圓錐形，下端有小圓榫並橫
鑽一孔，玉料呈乳白色，沁色泛紅，另一件形體較粗短，兩

端形製與前一件類似，玉料呈白色，夾雜有紅斑。玉條形璜

呈白色，形體扁圓，兩端較薄，各有1圓形穿孔。玉珠呈白
色，橢圓形，長端對鑽一孔。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oup of NiNe JAde orNAmeNts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Various sizes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1093 西周 玉蠶、玉勒子、玉玦共十三件

均為佩飾。玉蠶有四件，玉勒子一件，玉珠八件。玉料均為

白色，溫潤瑩澤，有些局部有褐色沁。

玉蠶呈家蠶形，上圓粗而下尖細，軀體彎曲，身軀有節紋，

其中兩件頭部有穿孔，似是玉蠶的眼睛，可穿系佩戴。蠶紋

雕刻細緻生動，形神畢肖。玉勒子為圓柱形，中心對鑽穿

孔，兩端各飾陰綫弦紋一周，中間飾凸弦紋一周。形製規

整，輕巧別緻。玉珠中球形珠有四件，鼓形珠一件，形狀不

規則的有三件，均有穿孔，可穿繩佩戴。有些表面有陰綫刻

弦紋，十分精美。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hirteeN CArVed JAde BeAds
Western Zhou dynasty (1100 - 771 BC)

Various sizes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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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文化期 白玉環

中華民族有喜愛、崇尚玉器的優秀傳統。早在原始社會時

期，玉器就出現了。起初，玉器只是起到單純的裝飾作用，

發展到一定的時期，人們賦予了玉器更加豐富的內涵，進而

玉器帶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巫術色彩，後來出現“君子比

德於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等說法，把佩玉作為有德

行的象徵。玉環是古代為人喜愛的玉佩飾之一，寓意美好，

如《韓非子·說林下》中就有：“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
要雕琢出好的玉器，選用的玉料至關重要。此玉環以上好白

玉精雕細琢而成，玉色瑩白，玉質細膩，溫潤有方，宛若膏

脂。玉環大致為圓形，略扁，中央正圓大孔，環壁較寬，外

緣有相對的兩壁略顯平直，而且比另外兩壁窄。外緣較薄，

向中間逐漸增厚，過渡自然，弧綫優美，雄渾質樸。局部有

褐色沁，主要分佈在外緣。沁斑錯落有致，毫不突兀。沁色

與玉質搭配和諧，渾然天成，使玉環免於單調而更添韻致。

玉環通體拋光，將玉器本身的細膩光澤感表現了出來。通體

光素無紋飾，卻是無紋勝有紋。素雅無紋的玉環更加體現玉

料本質的純粹的美感。

1095

該玉環時代較早，沒有晚期玉器的繁麗複雜，體現的是一種樸素的簡

約的美感。此玉環因材施藝，據料賦形。是玉器中的佳作。展現了當

時製玉工藝的發展水平，體現了人們的不俗的藝術審美。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White JAde disC, huAN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10.5 cm. (4 1/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80,000-580,000
USD: 49,000-74,8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卑南文化 青玉玦

此玉玦為軟玉，青玉，蘋果綠色，綠中泛白，玉色清亮潤

澤。整體環形，有一缺口，棱角分明，斷面方形，環外有四

個突起，具有鮮明的卑南文化玉玦的特點。中央正圓大孔，

一面有V形凹溝，起於環內緣中央，向外圓弧形延伸逐漸縮
細。器形規矩，簡練明晰。

玉玦製作精緻，表面拋光，將玉料本身的紋絡和瑩澤光亮的

特點表現了出來。通體光素無紋，樸素而典雅，造型古樸而

稚拙，體現了台灣卑南文化特有的簡約美感。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eeN JAde orNAme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6.3 cm. (2 1/2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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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文化 青玉玦一對

此風格的玉玦大量見於新石器時代遺址—臺灣台東縣卑南遺

址。根據其形制可知其為耳飾。

此玉玦為軟玉，青玉，蘋果綠色，有白色花斑，一塊較多一

塊略少，玉色清亮潤澤。不同於普通的環形玉玦，此玉玦整

體長方形，扁平而輕薄，上端有一圓形穿孔，穿孔下有一條

細縫，將玉玦分為左右兩部分，兩部分關於細縫對稱，且在

中部偏下位置左右各有一個圓形穿孔，三孔大小一致。器形

規矩，秀美雅逸。

玉玦製作精緻，表面拋光，將玉料本身的紋絡和瑩澤光亮的

特點表現了出來。通體光素無紋，樸素而典雅，造型古樸而

稚拙，體現了史前玉器特有的簡約美感。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ir of GreeN JAde orNAmeNts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6.3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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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西周 玉勾雲紋束腰勒子

玉料呈青綠色，通體大部裹一層黃褐色包漿。器身整體呈喇

叭形，一端喇叭口略直，另一端喇叭口略大，器身中部內

凹，作束腰狀。兩端中心對鑽穿孔。器外以雙勾綫技法陰刻

出數道雲紋，雖寥寥數筆，卻綫條流暢，深淺均勻，體現匠

人精湛技藝。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BroWN-Coloured JAde BeAd
Western Zhou dynasty (1100 - 771 BC)

5.8 cm. (2 1/4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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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西周 黃玉龍形佩一對

此龍形佩應為佩飾。黃玉製成，玉料淡綠色半透明，質地細

膩，瑩潤溫和。

玉佩整體長方形，體扁平，比例得當。雙龍s形連為一體，
只見雙龍首而不能分明其尾。虬龍有長角，張口，上唇上

卷，下顎與龍體相連，足作伏臥狀。整體動靜得宜，形神畢

肖。龍身紋飾采用雙勾陰綫刻，龍首飾勾雲綫，婉轉流暢，

靈巧生動。而拋光技法將玉器本身的細膩光澤感表現了出

來。龍的眼睛為陰綫刻圓形，炯炯有神。龍身上有三個橢圓

形圈，與雙陰綫相串聯。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ir of YelloW JAde ‘drAGoN’ 
peNdANts
Western Zhou dynasty (1100 - 771 BC)

7 cm. (2 3/4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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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玉雕素面劍珌兩件

劍珌是安在劍鞘尾端的玉製品，流行於戰國秦漢時期。 該組
器物玉料呈青色，一組兩件，皆有黃褐色、米白色沁，兩件

器物寬窄不一，均上寬下窄的梯形，中脊隆起，橫截面如欖

形，器物表面皆光素無紋，底部皆有圓形鑽孔，與鞘套接。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tWo JAde sCABBArd ChApes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the largest, 4.5 cm. (1 3/4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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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春秋 玉雕蟠虺紋觹

玉料呈青色，上寬下尖，方首，尾部有白色侵蝕，口角對鑽

小圓孔，可供佩系。通體以淺浮雕技巧，紋飾分區而設，兩

面首部皆飾簡化蟠虺紋，蟠虺紋簡化為首部四肢和羽翼為一

個單元，規則均勻排列，形成有規律的齒狀邊緣，蟠虺紋浮

雕之上間以細密鱗紋及不完整的綯索紋表示鱗片和羽翼。尾

部“人”字形陰刻綫與有脊綫橫棱相間分佈，規則均勻排

列，雕琢精細，佈局結構、粗細疏密皆相同。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peNdANt, Xi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 - 453 BC)

8.5 cm. (3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70,000-270,000
USD: 21,900-34,800

1101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戰國 玉雕龍首觹一對

玉料呈青灰色，質溫潤有光澤，器形扁平，兩件，大小形制

相同，整體為狹長龍形，體圓弧上彎。上端為龍首,中段雕琢
出龍的前肢及羽翼,並以鏤空形式表現肢體結構，後段尖銳上
翹，為尖狀角形。器表雙面皆飾以纖細陰刻綫，雕琢精細，

綫條流暢。龍首處有一鑽孔，可以與其他器物配合使用。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102 A PAir of CArved Altered oPAque 
reddish-Beige And CelAdon JAde 
'drAgon' PendAnts, Xi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10.5 cm. (4 1/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東漢 白玉龍首匙

漢代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漢代的玉器則從側面

反映了漢代文化的發展，體現了漢代人的藝術追求和生活理

念。此件東漢白玉龍首匙，以白玉琢成，玉料半透明，玉質

細膩。玉色白淨瑩澤，微微泛綠，清新雅致。湯匙局部有細

長的裂紋，褐色沁沿裂紋分佈，沁色與玉色相得益彰，不但

沒有影響到湯匙的美觀，反而起到了極好的裝飾作用。

玉湯匙整體略呈s形，曲綫張弛有度，弧度優美自然。勺壁
由邊沿至內部由薄漸厚，邊緣圓潤，實用而美觀。湯匙勺部

較大，勺面形態基本為圓形，凹陷較深，似半球，方便使

用。湯匙柄部細而長，微微向下彎曲，柄部由底部部向上端

逐漸變細，柄尾有龍首裝飾。龍頭似馬首，有獨角，上揚彎

曲伸向後方，使得龍首雄武有力。龍眼睛為橢圓形，雙目圓

瞪，刀工有力，炯炯有神。龍嘴自然前伸，雙唇外卷，嘴下

有龍鬚，龍鬚以下用細綫刻劃紋飾以表龍身，簡約而形象。

龍首栩栩如生，神采飛揚，其造型具有很好的動態效果，使

得湯匙別有一番韻味。除龍首外，湯匙別無裝飾，雕工精

細，簡練明晰。此件玉湯匙琢磨精工，綫條流暢，輪廓優

美，將藝術融於生活，以藝術反映生活，體現了漢代製玉技

術的進步，也反映了漢代人們的審美追求，是不可多得的精

美藝術品。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103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drAgon-
hAndled sPoon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 - 220)

11.5 cm. (4 1/2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漢 青玉蒲紋璧

玉料呈青色，體扁平，正圓形，有大面積的乳白色侵蝕。紋飾

簡而不疏，外緣周邊都琢陰文周綫，璧內滿飾斜蒲紋且分佈規

則，璧面凹凸不平，同時還可隱約見到劃分每個蒲紋的暗菱形

狀網紋。玉璧琢工精細規整，打磨光滑圓潤。璧厚薄均勻，紋

飾和器形均具漢代玉璧的典型特徵。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Altered oPAque ivory-Coloured 
And CelAdon JAde disC, Bi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17 cm. (6 3/4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90,000-150,000
USD: 11,600-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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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漢 青玉龍鳳獸面紋璧

玉料呈青色，質地純淨溫潤，有光澤。玉璧內外緣有陰綫刻

輪廓綫。肉上紋飾用一周隱起的綯索紋分隔成兩重紋飾帶：

內區滿飾蒲格渦紋；外區為形式相同的合首雙身變形龍鳳

紋，無間隔，每組紋飾由一頭二身蟠繞而成，龍頭呈獸面

形，眼鼻突出，身體細長且彎曲。畫面對稱，綫條纖細流

暢，雕琢精緻，具有淺浮雕的美感。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CelAdon JAde disC, Bi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24.5 cm. (9 5/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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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 玉穀紋環

玉料呈青白色，環身兩面均有褐色沁斑，質地溫潤，有光

澤，半透明。環體扁平，呈正圓形，中央鑽一圓形透孔，以

備佩系，孔壁直，沿玉環邊緣雕刻陰綫輪廓綫，兩面肉部均

飾3到4周舒朗的臥蠶紋穀紋，紋體呈圓形出一條細長尾繞圓
體呈旋轉狀，旋轉方向不規則。《周禮》載“蒼璧禮天”，

玉璧是中國古代禮玉制度的核心代表之一。此壁雕琢精細，

保存完好，沁色絢美，不失為玉璧中的精品。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PAle CelAdon JAde disC, 
huAn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 221 BC)

9.2 cm. (3 5/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1106

漢 玉雕璧兩件

第一件，青黃色，有灰白色浸斑，滑潤有光澤，不透明。正

圓形，扁平體，外緣略有殘損，玉璧內緣經過休整，十分圓

整。兩面紋飾相同，研磨光亮，內外緣有陰刻紋輪廓綫形成

內外廊，內外廊之間飾以凸起的臥蠶紋，臥蠶分佈均勻，大

小勻稱適當。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tWo CArved ivory-Coloured JAde 
disCs, Bi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13.6 cm. (5 3/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8,000
USD: 600-1,000

1107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漢 玉鑲金口盤

玉盤體較薄，為侈口，平折沿，口沿部分鑲金邊一周，沿面

較寬，弧腹平底，腹較淺，盤底起棱綫。此盤通體打磨光

滑，呈灰褐色，鑲金邊口沿呈金黃色。此器做工嚴謹，技藝

精湛，口沿鑲金邊不僅可以防止玉盤口沿的磕損，亦表明擁

有者對其的珍愛與重視。同時，金與玉的結合也象徵著“尊

貴”與“美德”。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old-Mounted JAde BoWl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14.7 cm. (5 3/4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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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玉環

此玉環呈青色，玉色朦朧綽約。一面有較多的白斑，白斑分

佈均勻，過渡自然。另一面光亮素淨，白斑少。玉環半透

明，玉質細膩柔和，晶瑩清亮。雕琢成環形，中央正圓大

孔，斷面圓形，形制圓整規矩。環上有一小穿孔，可穿繩

挂，俯視可看到穿孔將玉環打穿。

通體拋光後玉環更加亮澤，將玉料本身的瑩潤表現了出來。整

體光素無紋飾，素雅清秀，圓整光潔，具有簡約的美感。展現

了當時製玉工藝的發展水平，體現了人們不俗的藝術審美。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1109 A PAle CelAdon JAde CirCulAr PendAnt, 
huA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5.8 cm. (2 1/4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戰國 玉透雕蟠虺紋雙聯璧

玉璧為雙聯璧，玉料呈青色，兩璧器形為規整圓形，器部邊

緣平直，以極細陽刻綫凸顯。璧肉面整體以中部鏤空可分三

部分，外部肉面通體飾虺紋，中部以透雕技法雕琢雙連體纏

繞蟠虺紋，蟠虺鱗甲一呈片甲狀，一呈條紋狀。內部連接好

處寬度稍窄，同樣雕琢有虺紋，稍有不同的是虺首部與另一

個體尾部相連。

該雙聯璧風格端莊，工藝精緻，細部表現細膩，透雕工藝使

玉璧極具視覺衝擊。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oPenWork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disC, Bi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10.7 cm. (4 1/2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00,000-300,000
USD: 25,800-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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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漢 白玉受沁瑞獸

玉料呈乳白色，玉質溫潤，整體打磨光滑。除腹部及左前肢

外，通體大部分有褐色沁，圓雕工藝製成。玉獸形體健碩，

作行走狀，四肢前屈，頭部高昂，背部下凹，臀部隆起，尾

巴分為兩股，呈外弧形向下低垂，尾尖分別與兩後掌根部相

接，兩尾與兩後肢相連形成兩個大孔，這樣的設計可能是為

了佩系的方便。

玉獸頭部分別刻劃出眼、耳、口、鼻等，雙大耳緊貼頭部，

額部高突，陰刻綫刻劃出眼鼻部位，目字形大眼直視前方，

鼻翼寬闊，張口露銳齒。玉獸腹部基本無沁色，有“兩縱三

橫”寬陰刻綫，兩條縱向寬陰刻綫起於胸前，緊貼四肢內

側，向後止於尾部，三條橫向寬陰刻綫則位於前肢與後肢之

間的腹部。四肢均未雕出利爪，四掌掌心平坦，右前肢與右

後肢掌心完全被灰褐色沁包裹，左前肢掌心靠內側有灰褐色

沁，左後肢掌尖沁色呈瑪瑙紅色。

此件玉獸雖然雕刻技法簡練，對綫條的運用較少，但簡而不

凡，尤其是工匠對玉獸面部表情的雕琢，活靈活現，逼真傳

神，玉獸昂首屈肢，目視前方，張牙露齒，仿似一隻正在宣

誓自己霸權的大地王者。整器造型別緻，端莊大氣，將玉獸

表現得惟妙惟肖。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8 cm. (3 1/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Property From A Distinguished Taiwanese Collection (Lot1056-Lot1112)



漢 白玉說唱人物

此件用白玉琢成，玉料晶瑩剔透，潤澤淡雅，呈半透明狀，

表面光潔瑩潤，雀小臟全，細部刻劃精細入微，面部表情清

晰可辨。背面中下部分有黑褐色沁，底座部分打磨不甚光

滑，可見數道平行磨製痕跡。玉人頭部微微前傾，挺胸收

腹，右手執一小鼓，手指清晰可辨，雙手半舉至腰部作擊鼓

表演狀，雙腿並膝向右作半蹲狀。頭頂挽髻，盤辮兩周，辮

尾向後，形如馬尾，以陰綫刻短斜綫來表現髮髻，生動逼

真。面部雙目圓睜，炯炯有神，鼻梁高挺。上身著右衽漢

服，袖口寬大，腰部緊束，下身著長褲覆蓋至腳跟部。此人

造型活潑輕快，表情生動，肢體動作優美，具有濃郁的生活

氣息，生動地將漢代的說唱場景展現在我們眼前，不失為說

唱玉人物中的杰作。

漢代以前，說唱表演的藝術形式已經出現，到了漢代，隨著

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種民間伎藝和說唱藝術空前的繁榮，

表現這些藝術的題材也隨之增加，這件白玉說唱人物就很好

地體現了漢代說唱藝術的發展。此人物雕刻技法嫻熟，綫條

1112 婉轉流暢，毫不生硬，表現了漢代雕刻藝術家精湛的技藝和創造性思

維，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將說唱人物表現得栩栩如

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來源：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very rAre White JAde CArving of A 
kneeling figure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6.5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孚尹明達—台灣重要私人珍藏 (Lot1056-Lot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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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期 石獸、玉鏨、石玦一對

石獸一件。青白質，沁鶏骨白。側面型板狀體。形態似為一

蹲坐鳥雀，橄欖形頭，尖嘴，冠羽三歧、伏於頭後，體較豐

滿，短尾後翹，下腹部嵌一鶏心形鋬，鋬中心管鑽一圓孔。

通體光素無紋，形態抽象，引人聯想。

玉鏨一件。玉色青白，局部覆不均勻石灰沁。長條形，剖面

作長方形，四邊有棱，腰平直，兩面斜磨成鈍刃，通體光

素。鏨本為鑿刻工具，然以玉製，當為禮儀之用或作身份之

象徵。

石玦一對兩件，形制相同。色青黃，通體石灰沁。型制規

整，作環狀，斷面圓形，環體一側有小缺口，平素無紋，打

磨光滑精緻。此類器形因考古出土時多置於人骨架的耳側且

缺口向上、成對出現，故應為耳飾，可算作我國最為古老的

裝飾品之一。

來源：香港私人收藏，購於20世紀80年代

A JAde Chisel, A ston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And A PAir of 
JAde eArrings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the largest, 9.5 cm. (3 3/4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80s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114文化期 玉瑱五件、玉鈕兩對

玉瑱一般指古人冠冕上垂在兩側用以塞耳的玉器或耳飾，

《國風·墉風》“君子偕老”一篇中即歌曰：“玉之瑱也，
象之揥也”。本組玉瑱共五件，皆為青玉質，部分受沁呈鶏

骨白色。四件圓柱形、一件圓錐形，於瑱上端或頂部圓形榫

上對鑽圓孔，用以穿系佩戴。形制各不相同，十分難得。另

有玉鈕兩對四件，同為墜飾。皆通體包裹鶏骨白沁皮。一對

呈球形，一對為平頂，中心對鑽兩圓孔，可貫通穿系。

參閱：《中國玉器全集》，楊伯達，河北美術出版社，

2005年，第659頁

來源：香港私人收藏，購於20世紀80年代

A grouP of nine JAde PendAnts 
And Buttons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various sizes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80s

HKD: 15,000-25,000
USD: 1,9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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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期 青玉勒子

勒子初始並非玉石瑪瑙，是結繩後的繩子於生產勞動中的應

用附件，將獸皮包卷繩上，兩端用細繩系緊，成為提握功

能，後發展為更加耐用的石玉材料，直至成為飾品等。此件

勒子玉質呈墨綠色，局部受沁，表面打磨光滑圓潤，有光

澤，體型較大，中間粗兩邊稍細，呈橄欖形。圓孔為兩面對

鑽，一頭孔略大於璧，另一頭孔略小於壁，有打磨痕跡，技

術較為高超。素面無紋。玉勒一般挂於胸前或腰間，可單獨

挂，也可與其他玉飾組合挂。此件青玉大勒子體型粗大，較

為少見。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green JAde CylindriCAl BeAd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7 cm. (2 3/4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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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期 黃玉獸面紋琮

黃玉局部有白化現象，長方形柱體，體型較小，外圓內

方。圓孔為兩面對鑽，孔壁微弧，孔內較光滑，孔小壁

厚，俯視如玉璧形。外表分四面，每面由豎槽分為左右兩

半。上下分三節，每節以四角為中綫，左右對稱。飾簡化

獸面像，下節為神獸面，以蛋圓形的凸面作眼瞼，重圈為

眼，橫凸塊作鼻。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116 A SmAll Yellow JAde Cong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5.5 cm. (2 1/8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文化期 玉琮

玉質呈青綠色，表面有白斑，長方形柱體，外方內圓。外表

分四面，每面由豎槽分為左右兩半，各由橫凹槽分為三節，

每節以四角為中綫，左右對稱，飾簡化的象徵性的帶冠獸面

紋。冠帽為兩條帶有弦紋的橫棱，獸面眼睛為陰刻小圓圈，

獸鼻為一條橫凸塊，全器共飾十二組簡化獸面紋。獸面紋采

用浮雕、綫刻等表現手法，使圖案層次分明，主題突出，反

映了豐富的藝術表現力。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greeN-Coloured JAde Cong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6.2 cm. (2 5/8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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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期 玉琮

玉呈深褐色，長方柱體，質感甚溫潤，器作外方內圓體且呈

上寬下窄，中有一圓形稍不對稱之對穿孔，四方外壁及對角

均呈現兩相對的獸面紋，對角處上中有兩道凸起的長橫棱

綫，中下有一道凸起短橫棱飾獸面的鼻頭，長短橫棱中有一

對大橢圓形飾眼睛，玉質晶瑩，製作精細，光潔閃亮，溫潤

十足。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1118 A SmAll Altered CreAmY BrowN 
JAde Cong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5.5 cm. (2 1/8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文化期 玉琮

玉琮一件，玉石呈黃白色帶乳白、紫紅色瑕斑，矮方柱體，

形制外方內圓，多節，器身以轉角為中軸綫、上下並列的兩

節，其上以簡化神人獸面紋為主要裝飾，上節飾簡化神人

紋，雙圈眼以細弦紋組成的兩條長橫棱象徵冠帽，一短橫紋

代表鼻部；下節飾獸面紋，雙眼圈，有三角型眼眶，一短橫

棱為鼻。冠帽之間，眼眶，鼻部等處皆以細密的陰刻線紋為

飾。神人與獸面的組合，隱喻著非凡之人所具有的神秘威

力。謂之指紋工。此件玉琮紋飾對稱工整，四面雕刻紋飾統

一，綫條精細勻稱，比例尺寸合宜，射孔直徑較大，打磨精

緻，匠心獨具。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119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BrowN-
Coloured JAde Cong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7 cm. (2 7/8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戰國 玉勒子

玉勒子又名“玉蠟子”，是古代男性挂於胸前或腰間的一類

飾物，中有圓孔，可供穿繩佩戴。勒子源於遠古時期生產勞

動中的應用工具，即將獸皮包卷於繩結上、兩端用細繩系緊

而便於提握，繼而發展為更加耐用的石玉材料，直至成為佩

飾。古人有雲：玉勒子，君子佩之，行走天下，可大福大

德。此件玉勒子外形為橄欖形圓柱體，鼔腹，兩端收細，透

鑽一孔，用以繫繩佩戴。通體琢減地穀紋，紋飾排列有序，

古樸雅致。

來源：香港私人收藏，購於20世紀80年代

AN eliPtiCAl PAle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BeAd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7.2 cm. (3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acquired in the 198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1120 春秋 玉雕龍紋勒子

玉勒子為青玉材質，有沁色。呈扁長條形，兩側出戟，雙面

皆淺浮雕雲紋工藝精美，上下通心穿可供系佩。本品為典型

的春秋時期玉雕作品，工藝如此精美的龍紋勒實屬罕見。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NotCHed PeNdANt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 - 476 BC)

8 cm. (3 1/8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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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白玉鳳首獸面紋韘形佩

玉質白色，有褐色玉沁，片狀。佩飾主體作韘形，前後兩面

造型各異，中部為琢出尖頂的橢圓形，尖頂兩側對鑽一細

孔，橢圓形玉石的中部靠上部分鑽出一個大圓孔，下部為斜

坡狀，微凸，正面圓孔下部為弧形凹面。兩側為采用綫刻、

圓雕和鏤雕技法雕琢而成的玉鳳，一側為鳳首，一側為鳳

尾，鳳尾呈鏤空S型。中央圓孔周圍有一周陰綫，下部斜面
飾有陰綫獸面紋。另一面主要飾有陰綫雲紋。這種平面與立

體的結合手法，層次清晰，鳳鳥與韘形結合完美，過渡自

然，輪廓清晰，綫條流暢，盡顯鳳鳥動態之美。一般龍鳳韘

形佩常見，但帶獸面紋飾者十分罕見，本品可謂是漢代韘形

佩中之極品。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wHite JAde ‘PHoeNix-HeAd’ 
PeNdANt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4)

5.2 cm. (2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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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玉雕龍紋環

玉材呈黃白色，半透明，表面有白化現象，局部發黑，似為

沁蝕形成，透雕。體扁平，雙面透雕三龍紋，彼此首尾相

連，龍身周邊的玉料皆透穿成空。其中一龍作回首狀，長耳

圓眼，張大口，四肢作前行狀，神采奕奕，另外兩螭龍均方

圓耳，圓眼，螭頭如虎，闊鼻，閉口，足為拳曲形三爪，尾

細長作卷雲狀。三龍頭部、頸部、身體及腿部邊緣都陰刻細

綫紋和雙弧綫紋來象徵龍的毛髮，以增强龍紋造型立體感。

鏤雕技藝較嫻熟，綫紋刀法細膩圓柔但不纖弱。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1123 An OpenwOrk JAde CirCulAr ‘drAgOn’ 
pendAnt, Hua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8.6 cm. (3 5/8 in.) wide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白玉鏤雕出廓龍鳳紋璧

西漢盛行陰陽五行說，人們賦予白色以吉祥的寓意，甚至將

“尚白”觀念與儒家“仁”學相提并論，極大地提高了色彩

審美的文化品位和白玉的道德性。《春秋繁露》：“君子比

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潔白如素，而不受

污，玉美備者，故公侯以為贄。”公侯之間行相見之禮，

必執白玉（器）以贈之，可見所用之衆。本品透雕出廓龍

鳳紋，飄逸靈動，龍鳳或交纏，或盤踞，另有出廓部分亦

為飾。此璧以堅潤白玉製作而成，謹慎敲之，可知其玉質細

密，工藝非凡，是漢代玉璧之帝王級珍品。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OpenwOrk wHite JAde ‘drAgOn 
And pHOenix’ disC, Bi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18.6 cm. (7 3/8 in.) wide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600,000-900,000
USD: 77,400-1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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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黃玉鳥

本器為圓雕玉鳥，玉質潤澤，青綠色，鳥背上鑽有圓孔，用

途可能為佩玉，兼具裝飾品和藝術品的功能。鳥身呈扁平

狀，鳥首稍稍昂起，平視前方，鉤喙，用淺浮雕弦紋劃出翅

膀、腹部羽毛的走向，造形敦厚樸實，體現出原始、稚拙的

美感。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1125 A YellOw JAde CArving Of A Bird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6 cm. (2 3/8 in.) wide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60,000-80,000
USD: 7,700-10,300



南北朝 玉雕瑞獸

玉料呈青、白、黃等多種色澤，色彩分佈不均，卻很自然，

局部受沁，器表經過仔細打磨，有光澤，圓雕。獸體型較

小，作靜臥狀，圓頭轉向右上方，細長眉，大眼，短頸，腰

臀部豐滿圓滑，四肢曲於腹下，無尾。獸體的細節特徵，如

四肢和頭部的毛紋等均用陰刻綫紋表現，清晰可見。表面的

陰刻綫紋都呈中間寬深、末端尖淺之狀，應為用砣具雕琢而

成，底部亦可見四條切割工具的痕跡。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d 420 - 589)

4.8 cm. (2 in.) wide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50,000-350,000
USD: 32,300-45,200

1126



漢 玉熊

在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中，熊作為力量與祥瑞的象徵早在

先秦時期便有記載。《山海經》是我國最古老、內容最豐

富的一部神話資料。其中《山海經·中山經》記載：“又東
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

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由此而知熊可以通神，能

决定人間禍福。《武王伐紂平話》云：“西伯侯夜夢一虎肋

生雙翼，來至殿下，周公解夢謂‘虎生雙翼為飛熊’必得賢

人”，後果得賢人姜尚，當時姜尚正在渭水之濱垂釣。後因

以“飛熊”指君主得賢的徵兆。關於熊的藝術形象，可見於

商代婦好的三隻玉熊。至漢代，已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

象。漢代造型藝術中的“熊”不僅塑造材料和方法多樣，而

且其表現情態也極其精彩。這件漢代玉熊堪稱典範樣本。

玉熊為黃玉質地，色澤溫潤，包漿自然均勻，局部有沁色。

圓雕。呈坐蹲之姿，兩隻眼睛圓而有神，口微張，雙耳後

抿，體態肥碩渾圓。玉熊右手探至腦後，作瘙癢狀，左手扶

於左髀，右膝半蹲，左膝跪地，神態逼真傳神，作者巧妙地

捕捉到了這一瞬間的情境。

單就這件玉熊的雕工而言，作者選取一整塊玉仔“量料取

材”，精心構思，注重整體表現，造型洗練。以圓雕、浮

雕、綫刻等多種手法結合使用，著重刻畫了熊的眼睛、動

態，在寫實的基礎上力求神似。需要指出的是，這件玉熊的

動作與安思遠舊藏的一件“西漢·鎏金銅熊形擺件”極為相
似，在紐約佳士得2015春季亞洲藝術週“錦瑟華年——安
思遠私人珍藏”夜場以高出十倍的預估價格成交，由此可見

這件玉熊的可貴所在。

來源：台灣私人舊藏，1992年購於香港，流存至今

A sMAll russet JAde figure Of A 
kneeling BeAr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3.5 cm. (1 3/8 in.) high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by the present 
owner in Hong kong, 1992

HKD: 800,000-1,200,000
USD: 103,200-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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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遼/金 玉鏤雕海東青飾件

玉為青白色，帶有黃褐色沁斑，質地溫潤，有光澤。體呈圓

形，片狀，背部較平。正面用浮雕、透雕、去地三種技法雕

刻出鵠攫天鵝圖，鵝圓眼，細頸，尖嘴，頭向上，雙翅展

開，鵝上部有一回鶻，俯衝而下，作追逐狀，構圖和諧，比

例適中，主體突出，層次分明。用陰紋飾羽翼之紋理，用單

陰綫雕畫出眼睛，雕刻嚴謹，生動有力。鵝、鵠的背面有四

個從背面進，背面出的橫穿小孔，用以穿系佩帶。該器秀潤

工整，風格華麗，是一件反映了北方女真族特點的佩飾。

A CelAdOn JAde retiCulAted 
‘gOOse’ plAque
liao-Jin dyansty (Ad 960 - 1234)

5 cm. (2 in.) wide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1129宋 白玉飛天

飛天是佛教諸神之一，大約在漢代傳入中國，但玉質飛天形

象晚至唐始出現。飛天傳入中國後，逐漸中國化，形象由最

初的男身演變成女身或童子，其作用為從事音樂和為兒童消

災，變為采百花雨露，向人間撒播幸福。本器白玉飛天，為

童子形象，童子頭梳雙髻，頭部揚起，表情喜悅，手托蟠

桃，飄舞的衣裙中顯現出圓潤可愛的四肢，雙腳併攏處巧妙

地形成一個圓孔，或為佩戴之物。

來源：美國賓西法尼亞州藏家 John.k.fong博士

A wHite JAde figure Of An ApsArA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3.5 cm. (1 3/8 in.) wide 

Provenance:  
dr. John.k.fong Collection, pennsylvania, usA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遼 黃玉瑞獸

圓雕瑞獸，造型質樸活潑。身形矯捷，呈匍匐之狀，前肢蜷

臥，後肢蹲地，四肢收於腹下，頭似蛇頭，微抬回望，雙目

圓睜，嘴微微張開，微露憨態，獸尾上卷、盤於背部，形態

生動，刀法嫻熟。整體刀工流利順暢，肌理圓潤飽滿，體態

自然協調，綫條曲轉流暢，全器以神取勝。瑞獸為神靈動

物，自古即為人們所尊崇寶愛，更認其有護衛之功能，故玉

雕作品自古即多有引用，以求其神力，作為庇護。

展覽：knapton and rasti Asian Art exhibition，2007年11月

A YellOw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liao dynasty (Ad 907 - 1125)

3.7 cm. (1 1/2 in.) high

Exhibited:
knapton and rasti Asian Art exhibition,november 2007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1130 the present jade carving relates closely to amber carvings of 
mythical beasts attributed to the liao dynasty. A small amber 
carving of a lion dated liao dynasty is illustrated by emma C. Bunker 
and Julia M. white, adornment for the Body and Soul: ancient 
Chinese Ornaments from the Mengdiexuan Collection,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p. 191, 
no. 77.



宋 玉雕臥狗

玉色柔潤如脂，局部有黃赭的沁色。圓雕犬蜷臥於地，回

首將頭置於一側腿上，尾巴蜷曲，肋骨、爪子等細部雕刻

逼真，整體造型逸趣橫生，閒情斐然。宋代玉器更多地在

意立體形態的塑造，而非平面紋樣的雕琢，且文房陳設用

玉增多。其中動物形態的擺件，也兼可做鎮紙、筆擱之

用，受到文人們的青睞。這些動物形態的擺件多見鹿、

羊、犬、馬等現實動物，而少見龍、鳳等瑞獸，形態上也

比較寫實，往往充滿妙趣和情味。這件玉雕臥狗，從題材

到造型，再到雕工，都有典型的宋代文房動物擺件的特

徵，是一件難得的佳品。

A YellOw And russet JAde figure 
Of A reCuMBent dOg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6.7 x 6.7 x 5 cm. (26 3/8 x 26 5/8 in.)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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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 黃玉臥犬

玉質青黃色，局部有黃褐色沁斑。狗作趴伏狀，雙目圓睜，

雙耳自然低垂，前肢擁抱其下頜，尾巴微向上卷貼於臀部。

周身素面少飾，脊柱凸顯，腹側有短直刻綫表現肋骨。此玉

狗小巧精緻，神態形象，四肢比例協調，將狗閒在與機警巧

妙捕捉，刻劃生動，不失為玉飾精品。

玉狗早在商代就已出現，此後一度消失，至唐宋時期又再度

出現。此器年代或可能為宋至明之間。類似器物見《中國傳

世玉器全集·4·明》。

A YellOw JAde CArving Of A 
reCuMBent dOg
song-Ming dynasty, 10th-17th Century

5 cm. (2 1/8 in.) wide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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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玉雕動物兩件

玉雕小獸皆臥姿，玉質瑩潤凝練，以最簡潔的方式雕琢，構

思精巧，風格簡約。其一沁色古樸，體態修長，側首回視，

雙耳垂下，尾巴蜷曲，神情閒適；另一體態肥碩，背脊健

碩，四肢粗壯，前足直伸，後足撑起臀部，尾巴由下向上捲

曲，頭部微微昂起，目視前方，闊嘴，以陰綫刻畫眼鼻，背

部穿孔可供佩系。這兩件立體圓雕，造型生動小巧、材質溫

潤純淨、包漿溫潤古雅，入手盈握極具質感，打磨光鮮平

滑，整體工藝細膩而嫻熟，是難得的文房擺件。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

1133 A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And 
A JAde CArving Of A reCuMBent dOg
Ming - qing dynasty (1368-1911)

the largest, 6.9 cm. (2 6/8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宋 玉虎

白玉質，用圓雕技法刻畫一隻曲肢俯臥，張嘴瞠目，似乎

正要一躍而起的老虎，利用天然的黃色玉皮打磨雕琢成虎

背及虎尾的形態，背部穿孔，或為裝飾用佩玉，足部細緻

地雕出爪子和肉墊，整體器形渾然天成，瑩潤可愛，令人

不禁把玩。

A russet And wHite JAde ‘tiger’ 
pendAnt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5 cm. (2 in.) wide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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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金 玉雕舞人

此件玉雕，玉質細膩溫潤，沁色自然。圓雕一舞人，頭梳高

髻，神態怡然，身著舞衣，衣帶飄飄，左臂高揚，右手下

垂，造型簡潔生動，綫條流暢嫻熟，寥寥幾筆勾勒出栩栩如

生的優美舞姿，工藝細膩雅致，富有神韻。

遼金時期玉器藝術風格沉鬱渾樸，剛勁俊偉，看似平淡無

奇，仔細琢磨又覺得韻味無窮，造型不拘一格，神態自然，

不以誇張形態來吸引人，具有一定審美價值，是中國古代藝

術品的重要代表的體現。

A pAle CelAdOn JAde figure Of A 
dAnCer
liao-Jin dyansty (Ad 960 - 1234)

7.8 cm. (3 1/8 in.) high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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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宋 白玉高浮雕螭龍紋穀紋出廓璧

玉質整體呈黃色，局部有赭色沁斑。璧為圓形，體扁平，中

有孔。兩面雕飾不同，一面之內外緣均飾有弦紋，肉部為淺

浮雕而成的穀紋；另一面璧面平素，在其上有高浮雕相向作

匍匐爬行狀的螭龍一對，兩螭龍之身形均局部出廓，并形成

對稱呼應之勢，與圓璧的回轉之形巧妙結合。螭龍身姿矯

健，充滿力量感，身形曲綫流暢優美，凸目圓睜，警覺而又

躍躍欲試，神態逼肖。

穀紋璧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較早，春秋中期以後的穀紋璧，

其上穀紋排列稀疏不規則，春秋晚期至戰國，穀紋排列有

序，穀粒如旋渦，漢代的穀紋璧排列稀疏，穀粒較小，有較

高凸起。戰國至兩漢魏晉，出廓璧較為流行。此類玉璧在設

計上凸顯工匠巧思，因其相較一般玉璧要偏小，文獻中稱其

為“系璧”，即可佩挂之璧。其一面裝飾一、二螭龍紋，另

一面裝飾穀紋的經典形制，在宋元之後多有仿作，尤其明清

時期同類玉璧頗夥，久為世人所珍愛。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CHilOng’ JAde disC, Bi
six dynasties-song dynasty (Ad 220-1279)

7.5 cm. (3 in.) wide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50,000-350,000
USD: 32,300-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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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白玉猴子

玉質瑩潤潔白，小猴容貌清秀，陰綫勾飾眉頭紋，眼眶向內

微凹，圓眼，蹲坐於地，雙腿交叉，左臂垂在膝足上，右手

伸向右腿下，似在一邊撓癢，一邊側耳傾聽四周動靜，身量

輕巧，姿態閒適愜意，將猴子之頑皮可愛和聰明機警，刻畫

地呼之欲出，著實惹人愛憐；淺褐留皮點綴小猴臉頰、雙臂

上，頗肖毛色斑駁，把玩於手，妙趣橫生。

A White JAde CArving of A SeAted 
Monkey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4.5 cm. (1 3/4 in.) high

HKD: 70,000-100,000
USD: 9,000-12,900

1137 清乾隆 白玉猴

玉質瑩潤潔白，玉猴屈膝并足，尾巴蜷曲於身後，呈蹲坐

狀，坐姿輕鬆隨意，左臂垂在膝足上，右手伸向額頭，似

在一邊撓癢，一邊側耳傾聽四周動靜，懷抱蟠桃一顆，個

頭碩大，桃枝伸於猴身之下。陰綫勾飾眉頭紋，及後脊鬃

毛，圓耳向後，貼於頭兩側，臉部尖瘦，嘴部向前突出，

眼眶向內微凹，圓眼，聚精會神，將猴子之頑皮可愛刻畫

地惟妙惟俏。

A LArge White JAde CArving of A 
Monkey And PeACh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10 cm. (3 7/8 in.) high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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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白玉猴

玉猴一大兩小，大猴做半蹲立狀，仰首直視，咧嘴而笑，以

陰刻綫描繪猴額上皺紋，圓耳向後，貼於頭兩側，懷抱蟠桃

一顆，一腿盤於桃下，一腿半曲；一手置於桃上，一手撫肩

上小猴。兩隻小猴其一攀於大猴之背，亦仰頭直視，左手撫

大猴額頭，另一膝下小猴，趴於蟠桃之上，與大猴相對，懵

懂可愛。靈猴獻壽是明清玉雕中常見的題材，以靈猴捧壽

桃，寓意加官進爵，長壽百歲。此件取材和田白玉，瑩潤無

暇，打磨精到，刀工俐落，寓意吉祥，實爲賞玩佳品。

A White JAde Monkey grouP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6 cm. (2 1/2 in.) high

HKD: 160,000-260,000
USD: 20,600-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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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瑞獸

玉質白色，帶褐色玉沁。以圓雕手法作匍匐瑞獸，三腿著

地，後右腿撑於右耳一側，尾分叉，夾於兩後腿之間，四

腿關節處有渦紋，并於四肢外側底部飾短直陰綫紋。頭上

有獨角彎曲，圓眼，如意鼻，口微盒露齒，有鬍鬚貼頸下

垂。兩前肢相合處形成穿孔，為系挂之用，由此可知該類

瑞獸多為佩戴、把玩之物。此器造型簡潔明快，刀工精

湛，形象生動，古風猶存。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figure 
of A reCuMbent MythiCAL beASt
Ming dynasty (1368-1644)

6.4 cm. (2 1/2 in.) wide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1140

明 舊玉瑞獸

本器為圓雕瑞獸，表面光澤度較强，玉質呈半透明狀，顏

色墨綠偏黑。瑞獸盤臥回首，做張嘴吞咬狀，脊骨清晰可

辨，造型生動，神采奕奕。

A MottLed broWn JAde CArving 
of A reCuMbent MythiCAL beASt
Ming dynasty (1368-1644)

6.7 cm. (2 5/8 in.) wide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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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黑白玉巧雕閤家歡

本品以整塊玉料雕成，采取圓雕俏色之手法，巧雕雙獾首

尾相咬，追逐嬉戲的神態被刻畫地栩栩如生，黑白玉巧雕

雙獾常見，本品白玉獾身上還以黑玉巧雕了一隻小獾，特

為殊勝，其新意立現。三獾皆肥圓，其中兩隻大獾首尾相

接，足部相抵，獾首回望，互相凝視。兩腰外躬，整體成

橢圓形。腿部的肌肉輪廓及獾尾用寫實的手法表現，滿飾

陰刻毛髮，琢工精細。

A bLACk And White JAde CAt 
grouP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4.5 cm. (1 7/8 in.) wide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1142



清中期 青白玉銜荷鴛鴦

圓雕鴛鴦一對，兩隻鴛鴦相向而視，翅膀貼身，游於碧波

之上，回首互望，共同銜一枝蓮花花枝，枝葉扭轉披於

背上，互相交纏。枝葉舒展，葉脈刻工清晰。全器刻工精

細，流暢自然，造形古撲典雅，兩隻鴛鴦神態惹人喜愛，

雌雄相隨，寓意“鴛鴦富貴，夫婦和諧”。唐代詩人盧照

鄰在《長安古意》有曰：“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

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以自然之

景，寓美好之義，盡顯古人對美滿愛情的神往。此類擺件

應為宮內居室陳設之用。

A PALe CeLAdon JAde ‘MAndArin 
duCkS’  grouP
Qing dynasty, 18th/ 19th Century

6.8 cm. (2 7/8 in.) wide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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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帶皮童子

玉質潔白，帶黃褐色玉皮。圓雕，童子面相飽滿，小眼、

寬鼻，嘴角上翹，笑態可掬。頭梳丫髻，四肢戴鐲。赤

身，體態豐腴，肌膚尤顯光澤質感。童子為側臥狀，左手

持鼓架，右手向頭後舉起，肩扛靈芝，一副頑皮之態。此

玉純潔，溫潤細膩，以精細之雕工表現了孩童天真可愛的

瞬間，是少見的玉雕珍品。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 reCuMbent boy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5 cm. (2 in.) wide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1144



18世紀 白玉太獅少獅

白玉質地，并有幾式象牙座。立體圓雕大小雙獅，二獅呈

前後圍合之形，雖雙獅頭尾朝向相異，但雙首相顧。大獅

匍匐趴臥，凸目大鼻，張口仰首，右後蹄斜支於右耳側，

小獅則騰空躍起，回首顧望大獅，二獅呈嬉戲玩耍之姿。

雙獅一大一小、一靜一動，頗顯生動活潑之態。在工藝

上，此作品多處采用鏤空雕刻，對二獅形象的設計也隨形

就勢，根據玉石的高低起伏的不同，巧妙將小獅設計為騰

躍之狀，并用大獅之尾與小獅之前蹄、小獅之尾與大獅之

前蹄進行連體構型，頗顯匠心。

來源：香港私人收藏

A White JAde ‘buddhiSt Lion And 
Cub’  grouP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7 cm. (2 7/8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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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 青白玉太獅少獅

玉質為青白色。圓雕並行大小雙獅。大獅俯臥，作回首狀，

脊背碾磨有凸顯的珠狀椎節骨，前足持綬帶綉球，沉穩神

閒，小獅緊貼大獅，仰首吻觸大獅下頜，眼望大獅，雙耳直

垂，前足呈攀爬之勢，似借力於大獅向上，搶夠綉球，憨態

可掬。此作品集玉雕之綫刻、浮雕、圓雕、透雕工藝於一

體，尤其對雙獅的形象及神態特徵刻畫精准。玉石局部有黃

色瑕散佈，被工匠巧妙隱藏於雙獅趴臥的底部，凸顯玉石之

巧做之工。

來源：香港私人收藏

A PALe CeLAdon JAde CArving of A 
buddhiSt Lion And Cub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8 cm. (3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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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童子

玉質白色，圓雕。童子頭圓身小，體態豐腴。身著長衣肥

褲，衣褶簡潔。五官雕刻精緻，頭梳丫髻。一手置於胸

前，一手扛過肩穀穗，其頭顧視左下方，作凝視狀，似在

尋找田野中之穀穗。其一側有雕刻一隻小狗傍其腿而立，

活潑生動。此作品雕刻刀法簡練有力，童子姿態生動自

然、憨厚傳神，玉質純潔溫潤，有較高的藝術效果。

A White JAde CArving of A Boy 
And CAt
Ming dynasty (1368-1644)

7 cm. (2 6/8 in.) high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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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白玉羊

白玉，玉如凝脂，溫潤無瑕，帶有天然黃褐色玉皮。整體圓

雕一隻臥羊，羊首微微上揚，羊角呈弧形而下，緊貼軀幹。

四肢屈於腹下呈臥姿。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figure 
of A rAM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5.5 cm. (2 1/4 in.) wide

HKD: 500,000-800,000
USD: 64,500-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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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青白玉龍紋葵口盞托

玉質青白，局部有黑色沁斑。盞托外形呈八瓣葵口形，器壁

寬厚，淺腹，帶四個聯弧狀矮足。盞托沿面有隨葵口彎曲之

形而淺浮雕的變形夔鳳紋飾。盞托中部有圓雕須彌座式仰覆

蓮台，可承杯，蓮台邊緣及束腰處有凸雕聯珠紋飾，蓮花表

面有以縱向細陰刻綫作出的花脈紋飾。蓮台四周為兩條相向

的游龍，高浮雕而成，二龍首尾相接處有火球，間有雲紋。

清代玉質盞托為數不少，注重樣式變化，美觀與實用并重，

此器玉質瑩潤，造型厚重別緻，紋飾精美，為品質較優者。

A greyish-White JAde LoBed 
‘drAgon’ Cup stAnd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15 cm. (5 7/8 in.) diam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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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 青白玉花卉紋碗

碗圓形侈口，深腹，四足，青白玉質。碗壁磨製精到，拋光

細膩，造型柔美而不失規矩，顯現一種溫潤、內斂的質感。

碗內外側以陰刻及浮雕手法飾花卉紋，花葉掩映，競相怒

放，巧用沁為花枝，製作工藝難度極大，可見工匠心獨運。 
此碗玉料潤澤細膩，如膏如脂，極富樸素、文雅和莊重感，

是以秀、雅、高潔的品質取勝，加之精工細作，構思精巧，

雕刻逼真生動，妙趣橫生，給人更多感官的享受。

A pALe CeLAdon JAde ‘fLorAL’ BoWL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6.3 cm. (6 3/8 in.) diam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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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螭龍水盂

白玉質，玉色晶瑩透亮，類冰似雪，斂口，鼓腹，器底部

平整光滑。器身浮雕螭龍紋，雕工疏朗大氣，龍身沿器身

盤繞，龍爪張開，做飛舞狀，為案頭把玩趣品。

來源：香港私人收藏

1151 A White JAde ‘Chilong’ WAterpot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6 cm. (2 1/2 in.) diam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清中期 白玉海螺

玉質溫潤，光澤柔和，白中泛青，器形乖巧，盈盈一握，表

面雕刻出海螺之螺旋形螺角，輔以圈點紋、篦紋，使得海螺

的形態更加立體生動，中空，即可作為觀賞之用，又可作

為文房案頭之水盂，兼具觀賞與實用價值，清雅可愛，富

有旨趣。

A White And russet JAde ConCh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4.5 cm. (6 in.) wide

HKD: 550,000-850,000
USD: 71,000-1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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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黃玉三陽開泰水盂

水盂黃玉質，呈扁圓形，小唇口，豐肩，直腹，圓雕三羊分飾三角為足，曲

腿，短尾，形態各異，清晰可見，或伏臥，或昂首，或回望，眼部以上下雙

綫勾勒而得，眼珠浮雕感强，炯炯有神。雕工洗練，惟妙惟肖，具有典型乾

隆玉雕的特徵，皮表拋光柔和細膩，內腹玉作掏膛工藝清晰可觀。羊，多以玉雕

擺件形式出現，本件拍品，構思巧妙，三羊圍繞圓形而布，“羊”諧音“陽”，

寓“三陽交泰”，又作“三陽開泰”。“三陽”意為春天開始，冬去春來，萬物

復蘇；“開泰”則表示吉祥亨通，“三陽開泰”常用以稱頌歲首或寓意吉祥，成

為歲首人們用來互相祝福的吉利話。水盂，又稱水丞，為文人案上用於貯硯水之

器，多呈扁圓狀，小器大樣，方寸之間使書齋增添儒雅之氣。帶木座。

來源：法國重要家族收藏，1914年以前購入

A fineLy CArved yeLLoW And russet JAde 
‘three rAMs’ WAterpot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8.3 cm. (3 1/2 in.) wide

Provenance: 
An improtant french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before 1914

HKD: 90,000-150,000
USD: 11,600-19,400

1153



清中期 黃玉螭龍海棠洗

洗黃玉質，玉質潤潔，周身光素，呈海棠花瓣之形，曲壁，

筋棱綫條流暢圓潤，下承四半圓形足，形製規整，口沿厚

實，側出螭龍狀雙耳，所雕螭龍頭短寬，圓眼大耳，背脊筋

凸，四肢有力，兩爪搭於口沿之上，兩爪蹬於外側洗壁，尾

巴卷向一側，姿體遒勁有力，威武異常。洗內沿高浮雕飾一

火球，引兩龍伸首爭看，形成二龍戲珠主題，動感十足。此

黃玉螭龍海棠洗造型端莊，雕刻嫻熟，綫條犀利，紋飾靈

動，閃發幽然之光澤，若承以清水，則裊裊凝韻，娉婷流

霞，極富藝術感染力。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

A yeLLoW JAde ‘ChiLong’ Brush 
WAsher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2.4 cm. (5 1/8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Compare to a very similar yellow jade washer sold at 
Christie’s hong Kong, 28th May 2014, lot 3375.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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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 黃玉菱花洗

洗作小盂形制，以黃玉琢成，四瓣海棠花口凸起內收，鼓

腹，腹部隨花口起棱綫，器小璧薄，玉質溫潤勻淨，沁色如

晚霞，施以高超打磨工藝，綫條給人輕盈可愛之感。花口均

勻古拙，通體端莊，沒有繁雜裝飾，淨雅質樸，意蘊悠長。

花口洗又稱“菱花洗”、“葵式洗”、“海棠洗”，形狀通

常為五至十個花瓣形，洗壁向內斜，沿著高低起伏的花瓣形

口，腹壁亦做出凹凸的棱綫，傳世品中宋代汝窯、鈞窯、哥

窯、官窯等均有花口式洗。明清以後，玉質文具漸為風行，

玉筆洗傳世數量增多，多為植物樣式，如荷葉形、蓮蓬形、

桃葉形、瓜形等。此件玉質花口洗取材矜貴，費工費時，匠

心獨運，以仿古樣式，亦不失創新之意。

A yeLLoW And russet JAde LoBed 
BrushWAsher
20th Century

9 cm. (3 3/4 in.) high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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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黃玉葫蘆瓶

玉質，潤如膏澤，局部有紅沁。帶橢圓形蓋，子母口，圓

鈕，上有對稱如意蝠紋綬帶。瓶橢圓口，整體圓雕為葫蘆

型，工藝細膩精湛，曲綫玲瓏圓潤，掏膛勻淨，深圈足，雙

層台底，束腰處亦飾有蝠紋兩耳，上下巧呼應；“蝠”、

“蘆”諧音福祿，寓意福祿雙全。又因葫蘆多籽，象徵著多

子多福，故葫蘆造型成為明清常用吉祥圖案。此瓶集良材精

工於一身，器型規整，用料考究，黃玉沉靜，質若凝脂，瓶

身打磨精細，不加任何紋飾，襯以玉色之素雅，明快怡人。

黃玉是古代極為珍貴的軟玉品類，古人稱“黃精”、“黃雅

虎”，明代高濂《遵生八箋》：“玉以甘黃為上，羊脂次

之；黃為中色，且不易得，以白為偏色，時亦有之，故而

令人賤黃而貴白，以見少也⋯⋯”；《玉說薈刊·燕閒清賞
箋》雲：“蓋黃玉不易得，故為正色。”其中最為珍貴的品

種是棕黃色，細膩晶瑩，溫潤而通透。玉工加工黃玉以簡練

的雕工和單純的裝飾甚至光素無紋見長，以彰顯玉材本身特

有的溫潤瑩晶之美。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

A yeLLoW JAde douBLe-gourd vAse
Qing dynasty (1644-1911)

19.5 cm. (7 5/8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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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旭日東升龍紋擺件

玉雕擺件，玉質細密厚重，玉色凝膩如脂，正面右下方帶

小片沁色，立體圓雕扁橫長形，附木座。隨形雙面雕琢，

以“旭日東升”為主題紋樣，並以“蒼龍游水”烘托意

境：右半側雕“旭日東升”圖景，底部海水紋飾，波濤

滾滾，波浪卷起，迎接從海平面剛剛升起的旭日，營造出

一幅清晨幽靜，破曉時朝氣蓬勃的氣象；左半有五爪龍淩

空騰飛，五爪龍瞪目張口，鬃毛濃密，長角長須，氣勢淩

厲，神態威風，屬乾隆時期風格。遠觀下有海浪滔滔，上

方卷雲氤氳，細看背部蒼龍尾部盤桓，山岳隱隱；旭日以

外的部分構圖豐富，綫條緻密，曲綫繁多，以浮雲、巨浪

填滿空間，與琢磨光滑圓潤的旭日形成强烈對比。玉工選

取玉質最精的部分用來刻劃“旭日”，突出主題，獨具匠

心，並以金沁點綴海波之上，猶如朝霞映射海面，波光粼

粼，碎金點點，美不勝收。工藝精湛，加工精巧，以端

莊、形美、玉潤取勝，整個擺件富有情境，寓意深遠，是

畫與意完美的結合，體現了當時製作工藝的水準，是乾隆

時期的佳品。

旭日，初升的太陽。日升始於東。旭日多以海水紋樣為陪

襯，表現的是海闊天空、一往無前的氣勢與境界。“旭日

東升”象徵光明與上進，寓意事業蒸蒸日上，功名榮達，

家族繁榮昌盛。清晨七點至九點屬辰時，天氣多容易起

霧，傳說龍喜騰雲駕霧，常於此時出行，又值旭日東升，

蒸蒸日上，故龍又稱“辰龍”。古人喜以雲霧及巨浪中

“旭日東升”之景，伴有象徵天子的五爪龍，祝禱天下昌

隆興盛，國體千秋萬世。

1157 龍作為人們心目中的祥瑞之獸，自古在民間大量使用，商

周時期的青銅器上已有相當數量龍之造型為裝飾。漢代

時儒家開始强調“龍象至尊”之說，但朝廷至民間龍紋的

使用並無禁忌；從宋代始將龍紋變成君王專用，而禁止臣

民隨意使用；此時民間如祈福、求雨時都需描繪龍形，常

用無角之螭代替其形象；及至元朝開始以律令、典章之形

式，三令五申除皇帝及其一定服屬內的親屬外，旁人不

得穿戴龍紋樣的袍服，龍紋亦開始出現三爪、四爪、五

爪之分，《元史 · 順帝紀》：“禁服麒麟、鸞鳳、白兔、
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赭黃等

服。”據此可知元代五爪龍紋的使用僅限於皇室，民間不

能使用五爪龍圖案。明朝中期後才出現減一爪為蟒的情

况。清朝廷明文規定“五爪龍、四爪蟒”的服飾規格，可

見五爪龍成為“九五之尊”之天子之專用紋樣經歷了一個

相當長的時期。

A White JAde ‘drAgon And sun’ 
BouLder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14.5 cm. (5 3/4 in.) wide

HKD: 1,300,000-2,300,000
USD: 167,700-296,800





明 白玉佛

此玉佛玉質上佳，緻密細膩，溫潤如凝脂，瑩澤通透。佛

像頭飾螺發，肉髻平緩，闊額方頤，面龐豐腴飽滿，神態

嫻靜。雙手相合結禪定印，結跏趺坐，如入禪境。著交襟

寬袖長袍，以陰綫刻畫衣紋，衣褶轉折自若，細膩且流暢

自如，技藝嫻熟。

佛像與台座整塊雕琢，自成一體。工藝精細，雕工精妙，

尺寸雖小，法相謹嚴。細部表現較充分，衣服邊緣刻細

碎的花紋，這也是明代造像的常用手法。整體造型立體感

强，實為不可多得的精品。

A White JAde seAted figure of 
BuddhA
Ming dynasty (1368-1644)

4.5 cm. (1 3/4 in.) high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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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白玉獸鈕印

白玉印章，玉質溫潤細膩，宛若凝脂，玉色冰潔無瑕，純

淨清冽。雕瑞獸為鈕，端正厚重，形貌高古，伏臥姿態，

昂首前視，長角後探，其上陰綫雕飾渦紋，闊鼻吻，身體

健碩，肌肉隆起，四爪粗壯，尾部上揚貼於臀，尾鬃垂於

一側，細節刻劃均一絲不苟。角於獸脊相接處留有穿系

孔。印面長橢圓形，琢磨光滑平整，光素無紋，為難得一

見之白玉印。整印佈局沉穩，氣韻高雅，精光內斂。

A White JAde ‘MythiCAL BeAst’ 
seAL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3.1 cm. (1 1/2 in.) high

HKD: 85,000-120,000
USD: 11,0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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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黑白玉巧雕子辰佩

玉佩采用立體圓雕、浮雕等技法琢子辰形象。整器扁圓

形，蒼龍蟠卷盤呈環形，首尾相接，巧用黑色玉皮，於龍

尾部反向另琢一鼠，小巧機靈。龍盤曲騰挪，虬勁剛猛，

俯首回望，表情沉靜威猛，龍脊琢出鬣紋，龍身點綴卷雲

紋樣，仿若穿梭天際；鼠嬌小，伏於龍背，機警活潑，匠

工將龍、鼠合為一體，顧盼呼應，强烈對比中不失行雲流

水、渾然一體之感。整器質地細膩溫潤，豐盈亮澤，造型

古樸雅致，刀工嫻熟，打磨精細，頗耐玩賞。

子辰圖樣屬十二生肖紋之一種，既是對生辰崇拜觀念的延

續，又是對人生的重視和生日的紀念。中國傳統曆法中以

天干地支為年月日期記錄之法，以地支十二生肖代表一天

十二時辰，古人認為世間生老病死多集中於子、辰兩個時

辰，十二生肖中，鼠為子，龍為辰，故將二者合雕佩戴於

身，保人平安。此風始於漢代，至明清之際，更寓有望子

成龍之願。明清流行的子辰佩多為方形牌，環佩甚少，環

佩中亦多體扁，更顯此佩之形制別緻獨特。

A BLACK And White JAde drAgon 
And Mouse ‘ZiChen’ pendAnt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5.2 cm. (2 in.) high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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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火珠龍紋扳指

玉扳指質地堅密，色澤純美自然，通透純淨。外壁一周陰

綫刻飾龍紋，局部以淺浮雕雲紋、火焰紋映襯，游龍昂首

前視，穿梭雲中，身姿矯捷，綫條流暢自然，婉轉靈動。

刻工技法嫻熟，精湛利落，體小趣足且具皇家氣息，自然

飄逸，貴氣逼人。

清代宮廷對扳指製作非常重視，常甄選上等玉料琢製，既

出於對傳統騎射的維護，也以之為賞玩珍品，頌揚玉的廉

潔品德如君子。乾隆皇帝將詩句、吉祥語和圖案鐫刻在扳

指上是前朝所未見。皇帝對扳指的推崇，帶動了皇親貴族

佩戴扳指的時尚潮流。

A White JAde ‘drAgon’ thuMBr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3 cm. (1 1/8 in.) diam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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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鳳首山水樓閣詩文子岡牌

白玉質地，細膩溫潤，潔白潤澤。正面刻繪漁翁垂釣圖，

背面刻行書詩文及“子岡”題款。牌首高而方整，透雕

雙龍搶珠，龍吻呈如意狀，龍目以四刀刻成三角狀，銜珠

相視，鬃毛奮張，孔武有力，龍角上卷相搭成如意形橋，

以供穿帶佩挂。正面垂釣圖佈局疏朗，意境清遠，只見江

上煙波浩渺，遠山如黛，島渚浮現左右，近處岸邊垂柳依

依，幾葉扁舟，漁人頭戴斗笠，身披蓑衣，怡然自得。柳

無細葉，人乃點景，岸石、遠山刻綫硬而短，均是明代風

格。背面詩曰：“綠柳不動春江水，然數煙波把釣人。”

陸子岡，明末最為著名的琢玉巨匠，尤其擅長平面減地之

技法，時之表現出類似淺浮雕的藝術效果。

1162 A CArved White JAde pendAnt
Ming dynasty (1368-1644)

4.7 cm. (1 7/8 in.) long

HKD: 90,000-150,000
USD: 11,600-19,400



清乾隆 青白玉太平有象牌

此牌青白玉質，玉質純淨溫潤。牌上下雕如意雲頭紋為首

尾，一面雕太平有象，一面雕獅子繡球。

太平有象為漢族傳統吉祥圖案，借諧音寓意天下太平、五穀

豐登；獅子繡球亦為傳統吉祥圖案之一，本身為民間喜慶活

動，寓意驅災祈福。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

A CArved White JAde pendAnt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7 cm. (2 7/8 in.) long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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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荷塘牌

本品以白玉雕琢而成，双面減地阳琢，飾如意雲紋牌頭。

一面出水清蓮，一只蝴蝶俯冲向水面，蓮叶田田，或浮於

在水面之上，或在風中搖曳，荷花或綻放或含羞，一切都

自然而富有情趣。另一面陽雕靈芝賀壽紋飾，一隻蝙蝠從

左上角翩翩而至，寓福壽之意。本品白玉質地上佳，凝若

白脂，可佩可攜，值得納藏。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

A CArved White JAde pendAnt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6.5 cm. (2 3/4 in.) long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55,000-85,000
USD: 7,10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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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白玉垂釣圖詩文子岡牌

玉佩呈橢圓形，雙面凸起，圓熟柔美，典雅別緻，玉質細

膩潤澤。無框，減地雕琢“松溪垂釣圖”，瀑布之下，溪

流緩緩，一人獨坐山溪之間，水岸之畔，悠然垂釣。瀑間

山崖上生髮怪松一樹，姿態蟠曲，松針如輪，溪水、瀑流

綫條皆以點帶綫，渲染出波光粼粼之感，筆工樸拙中自帶

野趣，風骨立現。背面繪峭壁古松，山澗隱於其間，呼應

前景。留白處落“松溪獨釣圖”、“子岡”題款。

元明之際，隨著文人畫及其審美情趣的流行，獨釣成為詩

畫樂於表現的題材，諸如“松蔭獨釣”“寒江獨釣”“松

溪獨釣”等，是士人個人意趣融匯於山水畫境的一種典型

表達。元代王蒙傳世作《松溪獨釣圖》，明代唐寅三十六

歲時繪《松溪獨釣圖》，其上自題曰：“煙水孤篷足寄

居，日常能辨一餐魚。問溪知當平生事，不弄輪絲更讀

書。”古人常以獨釣抒發對仕途功名倦怠之意，縱情山水

之志，一葉孤舟，閒居不問平生往事，一切煩惱都置之度

外，已臻妙境。  

1165 A CArved ovAL White JAde pendAnt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5.4 cm. (2 1/8 in.) long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清早期 白玉人物詩文子岡牌

牌選上等白玉雕琢而成，玉質溫潤如凝脂，牌呈長方形，

大小適中，方圓得度，為典型子岡牌樣式。兩面雕工，正

面額首浮雕夔龍紋，牌緣凸起綫條交會底端，圍成長方形

開光；上部鑽孔供穿系。開光內地平整，淺浮雕高士圖：

高士一人，長鬚眉，褒衣博帶，頭帶兜帽，仗藜前行，四

落茫茫，衣袂迎風飄舉，有遺世獨立之姿，高潔拔俗之

質。其人物描繪傳神，筆觸細膩流轉，有“吳帶當風，曹

衣出水”之神韻。背面行書詩文：“靈衣兮被被，玉佩兮

陸離，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餘所為。”語出屈原《楚辭 
· 大司命》。落款“子岡”。

An insCriBed reCtAnguLAr White 
JAde pendAnt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5.5 cm. (2 1/8 in.) long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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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白玉高士圖子岡牌

此牌玉質上佳，取材方整厚實，造型古樸端莊。四周打磨

圓潤，如君子威儀，正立四方。牌首浮雕夔龍紋為飾，相

對而視，綫條方折硬朗，龍首之間鑽有通孔，以供穿系配

挂。龍尾延伸而下，圍成長方形開光，邊緣打窪，立邊隱

起，開光內減地浮雕高士身著廣袖長衫，盤腿而坐，人物

神情刻畫精細入微，神態怡然自得，衣紋婉轉流暢，絲絲

必現。背面開光外裝飾與正面相似，開光內減地浮雕楷書

詩文，落子岡款。此牌構圖簡潔，章法考究，碾琢精良，

可佩可珍，頗具收藏價值。

An insCriBed White JAde 
reCtAnguLAr pendAnt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5.8 cm. (2 3/8 in.) long

HKD: 400,000-600,000
USD: 51,600-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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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扳指

扳指，亦指“板指”，古稱韘，是套在拇指上專供射箭鉤

弦的器具，以保護射手右拇指不被弓弦勒傷，後來多用

作裝飾品，引申為能夠决斷事務，具有身份和能力的象

徵。清代扳指盛行，多以玉翡翠、金銀為之。此件扳指圓

筒形，白玉玉質，溫潤通透，手感細膩和煦，上端口沿磨

圓，下端口沿直平，器身內壁掏膛勻淨，外壁一周減地刻

陽文“素位而行，為善最樂”。“素位”而行出自《中

庸》：素位而行，安分守己。素位而行是說君子按照自己

所處的地位行事，不會逾越本分行事。“為善最樂”出自

《後漢書 · 東平憲王蒼傳》：“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
樂？王言為善最樂。” 之意為行善是最快樂的事，常用為
勸人多行善事的格言。本品文字刻畫精湛、佈局有序。此

件扳指玉質上乘、設計精妙，玉工精湛，令人愛不釋手。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

A CArved White JAde thumbr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3 cm. (1 1/4 in.) diam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hong Kong Collectio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168 清乾隆 玉別子兩件

兩件玉別子，一件為白玉，一件為碧玉。白玉別子玉質潔

白潤澤，正面雕夔龍紋，為典型乾隆時期風格，背面刻有

楷書“乾隆御賞”、“弘旿三友圖”。該器造型古樸，雕

飾淡雅，別具風格。弘旿，清宗室，字卓亭，號恕齋，一

號醉迂，別號瑤華道人，又號一如居士。滿州人，封固山

欠子，能詩，工書畫，以三絕稱。 碧玉別子正面亦刻夔
紋，與白玉別子風格相近，背面刻有楷書“乾隆御賞”、

“唐寅畫蘭亭，文征明書序真囗”

乾隆皇帝愛玉成癖，經常親自參與玉器的製作，風格鮮

明。據清宮等級制度載，此玉別子形制乃乾隆朝特有規制

造型，乾隆帝在其最喜歡、最為重要的書法、繪畫作品手

卷中才會用此形制玉別子，并在其上刻乾隆詩文或文字。

來源：香港蘇富比，2016年4月，拍品1756

tWo imperiAl insCribed JAde 
sCroll ClAsp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6.8 cm. (2 5/8 in.) wide, large

Provenance: 
sotheby's hong Kong, April 2006, lot1756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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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龍紋筆

毛筆一支，筆鋒羊毫，筆管以白玉和青金石製作而成，筆

管外壁均以減地淺浮雕之手法雕琢龍紋。筆管首尾均嵌飾

青金石並陰琢弦紋，中間琢一條螭龍，其闊口瞠目，身形

矯健狹長，由下而上騰空而起，威猛異常；餘地琢刻有花

卉，雕琢非常精美，生動地詮釋了玉雕藝人高超嫻熟的技

藝。縱覽此件玉筆，其呈相滋潤含蓄，包漿盈實，值得納

藏。

A CArved White JAde And lApis 
lAzuli brush
Qing dynasty (1644-1911)

27 cm. (10 5/8 in.) high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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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白玉雕雲龍紋壺

壺兮壺兮出誰手，鬼斧神工原不朽。此白玉壺用一整塊

玉料雕成，玉質凝潤，色澤瑩白。壺身飽滿，綫條流

美，簡潔大氣，壺蓋與壺身渾然一體，整體各部比例恰

到好處，壺身圓潤飽滿，張力十足，環形把手與壺身貫

氣相通，規則有序，相扣合縫，整體綫條明暢,一氣呵
成。造型雖簡潔，卻在綫條處理上極為到位，勻稱的同

時又顯出秀雅之美，質樸而高雅。玉鏈環環相扣，精妙

絕倫。整綫條處理上極為到位，喜慶吉祥又顯出秀雅

之美。

徐展堂，江蘇宜興人，1941年出生於江西吉安，是香港
著名商人，是實業家也是慈善家，更是藝術文物收藏大

家，被稱為“薈集中國文物最快、數量最驚人”的收藏

家，也是全球五大收藏家中唯一的華人。本品為徐展堂

先生舊藏，藏於徐氏博物館，如此精品，實屬難得。

來源：徐展堂舊藏

              倫敦佳士得2011年5月10日，拍品246

A CArved White JAde teApot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9.5 cm. (8 1/8 in.) wide

Provenance: 
t. t. tsui Collection, hong Kong
Christie's, london, 10th may 2011, lot 246

HKD: 1,200,000-2,200,000
USD: 154,800-2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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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紀 碧玉插屏一對

插屏碧玉質，有斑狀紋，長方形，片狀，雕凸起的層次圖

案，一面雕山林松鹿圖，另一面飾竹鳥圖，集陰綫、陽

綫、平凸、隱起等多種傳統做工於一體。插屏配鏤空花紋

木質底座。碧玉在清朝為宮中普遍使用的玉種，以其鮮艶

美麗翠綠的顏色，質地細膩的玉質，柔和滋潤的光澤而深

受人們喜愛。此對插屏工藝至精至美，刀工精到嫻熟，既

像“行雲之飄渺於太空”那樣自然，又像“水潤大地，雪

融山巒”那樣毫無雕痕，正可謂一氣呵成，渾然天成，古

樸雅致，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較高的藝術造詣。

來源：佳士得倫敦，2014年11月7日，拍品654。

1172 A pAir of CArved spinACh JAde tAble 
sCreens
19th-20th Century

44 cm. (17 3/8 in.) high 

Provenance: 
Christie's london,7th november 2014, lot 654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清 碧玉觀音

觀音坐像，以碧玉琢成，玉質油潤細膩，碧綠通透，緻

密度高。觀音神情和藹慈祥，法相飽滿，雙目低垂，微

微張開，高鼻，雙頰綫條柔潤，下頜飽滿，雙耳長而寬

厚。神態憫而不悲，威而不怒，十分沉靜安詳。發如細

絲，其髮鬢高束，頭戴風帽，身批長巾，長至腳踝，下

擺與襯邊紋飾流暢如水，胸前衣結。右手抬起，左手自

然下垂至膝頭，皆結說法印，似在啓迪衆生。視之即感

祥和寧靜，心中雜念頓消。

出版：《清代玉雕之美》，台灣歷史博物館，1997年，
第205頁，圖35

A spinACh-green JAde figure 
of guAnyin
Qing dynasty (1644-1911)

14 cm. (5 1/2 in.) high 

Literature:
huang Kuangnan, Jade Ch'ing dynasty treasures, 
taiwan,1997, p. 205, no. 35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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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 青白玉太獅少獅

玉質青白色，有褐色瑕，玉質溫潤細膩。圓雕大小雙獅，

大獅呈俯臥狀，前肢交合，體型肥碩，頭部側扭，雙目

圓睜，鼻作如意形，口闊而微張露齒，威猛中略見祥和之

神，鎮定中又含起躍之勢。小獅與大獅相向而行，頭與前

肢微抬，尾部上揚，有跑動之姿，與大獅呈親昵嬉戲之

態，活潑生動。

“太獅少獅”取諧音為“太師少師”，古時“太師少師”

為古代官職稱謂，周有三公，太師居首。“太師少師”為

古代文人大夫從政為官的最高理想。

來源：香港私人收藏

1174 A pAle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 buddhist lion And Cub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7 cm. (2 7/8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19世紀 青白玉鴛鴦擺件

擺件以青白玉為材，玉質白中略青，圓雕一對鴛鴦，子母

相隨，回首深情互望，圓眼尖喙，母鴛鴦眼珠碧色，炯

炯有神。冠羽溫順垂於腦後，翅膀貼身，以粗陰綫表示翅

羽紋路，其綫條流暢自如，十分精美。二者皆口銜花枝，

花朵盛放，花瓣立體浮凸，枝葉舒展。配隨形木座，飾以

陰刻及浮雕卷雲紋、水波紋飾，子母鴛鴦似並游於碧波之

上，層次豐富，造型精緻。整器玉質潤澤溫厚，雕工精

細，鴛鴦體態優美，神情溫馴祥和。此鴛鴦擺件造型別出

心裁，寓意子孫昌盛，意藴吉祥，為居室陳設佳器。

來源：威爾士私人收藏，購于20世紀50年代

A lArge White JAde mAndArin 
duCKs group
Qing dynasty, 19th Century

18 cm. (7 1/2 in.) wide

Provenance:
A Welsh private Collection formed in the 1950s

HKD: 400,000-600,000
USD: 51,600-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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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玉子母獸

子母獸，寓意子母情深，同時傳遞長壽富貴的美好願景，

在古代又被認為可起到鎮邪驅魔、護佑平安的作用，常用

以作為佩飾或擺件。此件子母獸為白玉質，瑩潤光潔，純

淨無瑕。圓雕一瑞獸，昂首，頭似龍，披髮，長角服貼、

垂於後頸，寬鼻粗眉，管鑽圓眼直視前方，炯炯有神，脖

頸處一撮鬚髮與獸身相連，神態安寧祥和。身軀飽滿，四

肢精壯有力，呈伏臥態，長尾卷翹貼於身側，鬚髮刻畫細

密，絲絲分明，繁而不亂。另一側攀附一小獸，形體與大

獸相似，憨態可掬，十分圓潤可愛。

A CelAdon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And young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8 cm. (3 3/8 in.) wide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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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龍鳳佩

玉質白色，局部有褐色沁斑。玉牌呈環狀，扁平，中有圓

孔，形制仿古玉玨，龍頭尾相接，似斷而連，連接處有

小孔，可系挂。以陰刻綫對龍之眼、須、鰭、角等部位進

行雕琢，紋飾簡潔、結構清晰。龍口微張，脊背有作連續

凸起之關節，龍尾內卷。玉牌內緣，有四個凸出“幾”形

飾。此佩造型別緻古雅，為清代衆多玉佩中之不多見者，

雕工裝飾均有古意，風格迥異。

來源：意大利私人舊藏

An ArChAistiC White And russet 
JAde ‘drAgon And phoenix’ 
pendAnt
ming dynasty (1368-1644)

10.5 cm. (4 3/8 in.) long

Provenance: 
An italian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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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玉辟邪

玉色青白，圓雕而成，辟邪首微昂，前視立姿，呈挺胸前

進狀；水滴眼，頭立雙角，小立耳，闊鼻開口，牙齒齊

整排列，雙目圓睜，下頜垂短須，胸前有對稱鬣毛，前足

上生雙層羽翼，其上以細陰綫勾勒羽毛紋路，四足踏於地

面，以陰刻弧綫勾勒足心，肌肉結實有力，背部拱曲，尾

分歧。黑褐沁色點綴於耳部、臀部，更添威風。整體包漿

潤澤，圓潤靈動，古意十足，頗具漢代風韻。

辟邪，古代神獸名，關於辟邪的形狀，說法不一，大多認

為它是一種似獅，有獨或雙角、身有翅的瑞獸。《小爾

雅 · 廣言》：“辟，除也。”《十册記》：“聚窟册有辟

邪、天鹿。”《急就篇》：“射魃、辟邪，除群凶。”可

見其辟邪之義為驅走邪穢，被除不祥，古代織物、軍旗、

帶鉤、印鈕等物，常用辟邪為飾，漢以後主要做玉鎮，或

在陵墓中鎮墓用。

A grey And CreAmy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Bixie
ming dynasty (1368-1644)

5.5 cm. (2 1/4 in.) wide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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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鏤雕香囊

香囊作扁瓶式，造型小巧，玉質白潤，分為蓋與底兩部

分，均以鏤空飛鳥花卉紋飾而成，香囊滿飾荷花，花朵開

合搖曳，佈局獨具匠心，香囊可開合，既可盛放香料，亦

可盛鮮花等，香味可從鏤空處溢出，懸挂於腰帶，步履緩

行之時香氣似有似無，令人心儀。

檢閱公私諸藏，可見清宮舊藏玉鏤雕雙魚香囊和玉蓮花紋

香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24-25號）各
一件，形製更為特殊，可資比較。

參閱：《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玉器 · 下》，張廣
文，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4-25號

A White JAde openWorK 
pomAnder
Qing dynasty (1644-1911)

5.8 cm. (2 3/8 in.) wide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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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生活圖典》，第118頁
palace museum, beijing

清乾隆 乾隆御題紫檀青白玉龍紋帽架

冠架是宮廷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放在炕桌或案上，便於

放冠。此件由冠傘、梃手、底座三部分由紫檀連接為一體。

冠呈覆傘形，以整塊青白玉雕琢而成，其間以祥雲蒼龍盤繞

“乾隆御製”四字。挺手以細密紫檀製，陰刻填金隸書乾隆

御製詩文“夫誠者，萬物之原，萬事之本，天所賦，物所受

之，正理也。故在天則為幹元坤元，而萬物資始資生在人，

則為能盡其性，參天地而贊化育。然人鹹其”；下部“是

理，而鮮能全之。故日蔽於私、溺於習，而天理幾乎失矣。

聖人者出，作君作師修道，以立教立人，由誠之，之道以馴

致，至誠之。丁巳御題”鈐印“古香”。本銘文源自《四

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皇請文穎·卷首十一二立身以至誠為本
論》，字體法度工整。其中段以竹節狀玉托分作兩部分。圓

形底座亦以整塊青白玉雕成，玉面雕雲龍紋，二龍首尾相接

呈追趕狀，龍身隱現雲間。與帽傘遙相呼應。

參閱：《清宮生活圖典》，故宮出版社，2007年，第118頁

An imperiAl insCribed Zitan And 
CelAdon JAde hAt stAnd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28 cm. (11 in.) high 

HKD: 800,000-1,200,000
USD: 103,200-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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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南紅瑪瑙荷葉靈芝擺件

南紅為玉之名貴品種，因出產在中國新疆南部而得名，顏

色艶麗，觀感潤澤渾厚，按照顏色深淺可分為錦紅、柿子

紅、玫瑰紅、櫻桃紅、朱砂紅、紅白料、縞紅料等。中國

人尚紅，將紅色視作吉祥色，本器屬南紅中的紅白料，依

玉料之天然色彩分佈雕出靈芝與荷葉，白色部分為荷葉，

展現荷葉清雅、素淨之美，紅色部分紅如鶏血，鮮艶欲

滴，雕琢出靈芝若干朵，自底部拱托荷葉，蔓延上來，大

小相依，拱衛在荷葉一邊，底部雕一隻蝙蝠，寓意福氣如

意，整體造型婀娜，姿態自然，富貴吉祥。

A CArneliAn AgAte vessel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5 cm. (6 1/4 in.) high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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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瑪瑙杯

瑪瑙為玉髓類礦物，因混入蛋白石、石英等而呈現條塊狀不

規則紋理，顏色美麗，質地溫潤，歷來受到人們追捧，是較

為名貴的寶石。本器敞口、弧腹，圈足，底部刻有“雍正年

製”四字款，造型優雅，碗腹的弧度恰到好處，略呈鬱金香

花型，手感極佳。琥珀色，半透明，隱現帶狀、團狀紅色花

紋，紋理自然流暢，層次感强，光潔細潤，自然的紋理給人

凝重、高雅之感。

A very rAre AgAte Cup
incised yongzheng four-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23-1735)

10.6 cm. (4 3/8 in.) diam

HKD: 300,000-500,000
USD: 38,700-64,500

1182
Agate was highly prized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appears to 
have risen to particular prominence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as evidenced by a number of extant examples of agate bowls of 
different forms bearing yongzheng imperial marks. the closest 
example to the present bowl appears to be an unmarked bowl dated 
to the 18th century in the fitzwilliam museum illustrated by C. s. 
lin, the immortal Stone, london, 2009, p. 129. A mallow-form agate 
bowl bearing a yongzheng mark was sold at sotheby’s hong Kong, 
Water, pine And stone retreat Collection, scholarly Art ii, 4th April 
2012, lot 125.
seven yongzheng agate bowls of various forms in the palace 
museum, taiwan, are illustrated by feng mingzhu, Harmony and 
integrity: the Yongzheng emperor and His times, taipei, 2009, cat. 
nos. ii-61-70; for an agate cup and dish from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see yang boda, Zhongguo yuqi quanji, hebei, 2005, pp.553 
and 550, nos.10 and 62. A shallow yongzheng-marked bowl in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is illustrated in Chinese Jades throughout 
the ages, vol. 11, hong Kong, 1996, pl. 28.
A Qianlong-marked agate bowl-stand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is illustrated by m.Wilson, Chinese Jades, london, 
2004, pp.96-97, pl.95.



清中期 瑪瑙俏色松鶴紋小山子

俏色瑪瑙是雕刻中利用瑪瑙的顏色、紋路、形態等來進行創

作，這件瑪瑙山子，質地潤透，顏色豐富，巧妙借助材質自

身的天然顏色、紋理以及外形，在前後兩面雕琢出山、松、

鶴、鹿之紋飾，山巒層次豐富，松樹茂盛挺拔，鶴鹿姿態端

秀，極富美感。松鶴圖案是我國古代常用來表示吉祥的紋

飾，蘊涵益壽延年之意。整件用色用形準確、乾淨、大氣，

賦予創作的主題以生動的情態，景色搭配，十分精妙，極有

生命力，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配隨形木座。

An AgAte CArving of Birds And 
Pine Among roCkwork
Qing dynasty, 18th-19th Century

7 cm. (2 3/4 in.) 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1183 清乾隆 瑪瑙龍鳳紋雙聯煙壺

異形雙聯煙壺，瑪瑙質地，造型奇特，作卷軸狀瓶形。兩

瓶各配紅、綠碧璽蓋，紋樣一致，膛各為一體。瓶身上下

琢出繩紋兩道，繩紋之內上下各雕鳳紋、蠶紋兩道，腹部

開光繪以抽象螭虎紋，綫條流暢，風格典雅，饒有古意，

雕工精湛，細處如絲，掏膛精緻，體積雖不大，然端莊大

氣，為收藏精品。足底刻“乾隆”、“年製”四字篆書款。

雙聯形式是18世紀宮廷瓷器中最經典的御用樣式。雙聯煙
壺也成為鼻煙壺中比較常見的樣式，携帶者可將兩種不同

的鼻煙放入煙壺中，不會混雜一處，賞心悅目之同時又不

失實用。

A rAre CArved AgAte ‘drAgon 
And Phoenix’ douBle snuff 
Bottle
incised Qianlong four-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6.5 cm. (2 1/2 in.) high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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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瑪瑙俏色望潮圖牌

牌四方倭角，以瑪瑙為質，用料精選考究，溫潤細膩。依

料施為，利用瑪瑙的天然巧色，雕山石、亭台、樹木及高

士、童子二人：高臺之上，高士攏袖而坐，遠眺海潮，正

在沉吟忘機之間，背後童子高舉蕉扇，為其遮陰納凉；台

下樹木葱蘢，背景淺浮雕以氤氳雲氣，襯托意境，畫面外

壯闊之景，如銀山雪嶺、勢如萬馬，仿若盡收眼底；背面

雕海天一色，礁石堆浪，留白處落“望潮圖”三字行書，

意氣崢嶸，錯落有致。

An AgAte figurAl PendAnt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5.8 cm. (2 1/4 in.) high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1185

清中期 瑪瑙雕童子

瑪瑙巧雕童子形象逼真，活靈活現。瑪瑙純正通透，其上

有蜜糖色及紅、褐俏色。其所雕兩孩童嬉戲，面如滿月，

兩童皆身朝前，一蹲跪於地，頭頂髻發，身著交領短袍

衫，衣袂垂於膝上，側視同伴，一手執如意，一手執雙頭

靈芝草一束，連枝帶葉，搭於對方臀背之上，另一童頑皮

地匍匐於地，以頭點地，後臀翹起，憨態可掬，令人忍俊

不禁。靈芝祥瑞與頑童髮髻恰利用瑪瑙的黑、紅俏色部分

雕就，構思精妙，渾然天成。

An AgAte CArving of two Boys At 
PlAy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4.5 cm. (1 3/4 in.) high 

HKD: 70,000-100,000
USD: 9,000-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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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民國十四年留影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筆名黃中黃、青
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於湖南省善化縣。曾
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
總長，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
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
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清末任上海《蘇報》
主筆。1911年後，曾任同濟大學教授，北京大學
教授，北京農業學校校長，廣東軍政府秘書長，
南北議和南方代表。新中國成立後為著名民主人
士、學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曾任中
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第二任館長，第二、三屆
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章士钊旧藏翡翠炉和佛像



民國 翡翠爐

爐為三足鬲式爐，帶覆碗式蓋，圓口，有如意雲紋形紅木

器座。蓋頂透雕一盤龍鈕，龍頭較大，龍眼圓睜，口微

張，有雙須分搭於左右龍身，龍身交細。其下方分別有呈

三點分佈的龍首銜活環為鈕飾。爐頸較短，於唇肩處有鏤

雕左右對稱龍首銜活環雙耳，腹部平素無飾，腹下為獸吞

式三足，足腿較細，有五爪為形。此爐所用翡翠，質地絕

佳，翠色艷而清潤，整體造型厚重端莊，雕刻精細，工藝

複雜，線條流暢，帶有清代宮廷制玉工藝的遺風，當是民

國時期玉雕藝術的高水平之作。

來源：章士釗舊藏，由章士釗的後人提供

A JAdiete triPod Censer
republic Period 

 15.5cm. (6 1/8 in.) high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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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翡翠佛

此造像為觀世音菩薩，造像仿魏晉金銅佛之形制，觀音雙

手合十跣足而立於四足高台之上，其後為高起舟形背光，

菩薩身後有以雙凸弦紋形成的頭光、身光，其左、右分別

有兩位帶翼童子，其上有結跏趺坐佛像一尊。背光以陰刻

線作出火焰紋，並泥金為飾。觀音菩薩寶相莊嚴，頭戴花

冠，身著僧祗衣，衣紋流暢，袖口及裙擺呈八字形外撇，

頗顯動感。

造像背光後中央靠下有豎行篆體題記：“南無大慈大悲觀

世音菩薩”。底座背面有隸書題記：“俗家弟子章士釗， 
攜親眷供養，民國十四年。”兩處題記均陰刻泥金。此觀

音造像，底座、背光及局部紋飾仿魏晉造像之風格，而菩

薩造像則為明清以來常見之觀音形象，古今形制結合自

然，雕工精細，為清末民國以來民間造像之精品。

來源：章士釗舊藏，由章士釗的後人提供

A JAdiete figure of BuddhA
republic Period

 29.5cm. (11 5/8 in.) high

HKD: 300,000-500,000
USD: 38,600-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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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紀 翡翠蓋瓶

蓋瓶以整塊翡翠精雕而成，方口帶蓋，束頸，折肩，腹下漸

收，高足外撇。頸部帶螭龍雙耳，腹部雕饕餮紋，側面出

戟。配紅木座。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

A CArved JAdeite vAse And Cover
19th-20th Century

22 cm. (9 1/8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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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水晶螭龍紐印

本印章取上等水晶方切而成，質地細膩，純淨明亮，玲瓏

剔透。圓雕螭龍鈕，三條螭龍盤臥於地，雙目圓睜，寬嘴

闊鼻，四肢雄壯，氣勢威猛。通體磨製光滑，綫條流暢。

印章在文房用品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歷來受到文人重視，

造型古樸，意境悠遠。此件印章形大質優，以雕盤螭龍為

印鈕，印面平整，印文字體流暢、舒展，更為難得。印

文：“親賢勤政”。

來源：2000年購於巴黎

A smAll roCK CrystAl 'Chilong' 
seAl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3.5 cm. (1 3/8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Paris, 2000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1190

清乾隆 水晶天鷄尊

本器為白色水晶質地，以天鵝造型為基礎，天鵝揚首抬

頭，鵝背上雕尊，尊有一隻雲雷紋耳，敞口，頸部收細，

鼓腹，造型仿古。尊底部與天鵝背上的羽毛融為一體，鵝

足部及尾部作為尊的支撑，底部中空，支點平穩。整個造

型活潑生動，構思靈巧，晶瑩可愛。

An ArCHAistiC roCK CrystAl 
Goose-sHAPed vAs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8.2 cm. (3 1/4 in.) wide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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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白玉馬上封侯

圓雕手法雕刻臥馬，馬身壯碩，馬首回望，鬃毛濃密整

齊，分散兩側，四蹄蜷臥身下，肌肉綫條清晰。背部一隻

頑猴戲耍，蹲坐於馬背上，手撫馬首，似與馬嬉戲。一馬

一猴，其樂融融，皆姿態生動，栩栩如生。白玉質地純白

無點瑕，色澤瑩潤柔和，觸手細膩。器物大小適宜，既可

置於手中把玩，又可陳設觀賞。

馬上封侯為寓意紋樣，是唐宋以降至明清時期玉雕中的

常見題材，將馬與猴融於一個場景中，取其諧音，寓意

“馬上封侯”。《禮記 · 王製》：“王者製祿爵，公、
侯、伯、子、男五等。”侯爵，是五等爵位的第二等，

泛指高官厚祿，“馬上”既有戎馬功勞之意，亦寓意功

名指日可待。

A WHite JAde Horse And monKey 
GrouP
Qing dynasty, 18th-19th Century

5.1 cm. (2 1/8 in.) wide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192

清 青白玉耄耋

白玉圓雕雙猫俯臥於地，大猫圓臉闊嘴，鳳眼修長留有細

眼綫，人字形嘴，陰綫刻劃眉毛及須，前肢叠放，雙耳後

靡，躬身而臥，背脊略突，四爪收於身下，長尾後卷，體

形豐滿肥碩，鬍鬚微張，神態悠然，與小猫首尾相環，小

猫立姿，身體舒展，正於大猫身前嬉戲，不時回望，憨態

可掬。母子雙猫，戀戀情深，引人憐愛。猫兒面部佈局舒

朗，五官刻畫逼真，綫條簡潔流暢，打磨精細，拋光講

究，乃上乘之作。雙猫、雙歡等均是清代玉雕動物的典型

題材，成雙成對寓意吉祥。

A PAle CelAdon JAde CAt And 
younG GrouP
Qing dynasty (1644-1911)

5.5 cm. (2 1/4 in.) wide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193

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192-Lot1203)



清 青白玉帶皮太平有象

把件取材青白玉，潤澤光滑。圓雕瑞象，作站立姿，四平

八穩，神態悠然祥和，杏眼圓目，雙耳自然垂擺，耳上分

佈瓜絡狀網紋，象牙短直，長鼻微卷，鼻部彎向一側，鑽

有鼻孔，尾部側貼於臀部造型正方。玉匠觀察細緻入微，

方寸之間將動物本身紋理描摹盡出。象身覆長方錦毯，錦

毯兩端垂下流蘇，其上隱起琢刻海水江崖、祥雲、壽桃，

寓意壽山福海。巧留點點灑金皮於象背，美不勝收。整器

料細質潤，技藝精湛，手法寫實，雕琢細膩，料美工佳，

形圓意滿而顯盛世氣象。

A PAle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n elePHAnt
Qing dynasty (1644-1911)

3.6 cm. (1 1/2 in.) wide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194 清早期 青白玉劉海戲金蟾

圓雕劉海戲金蟾。白玉瑩潤，質地無瑕，劉海臉形渾圓，

眼角額首描繪皺紋，高鼻深目，微側其首，注視右手中金

蟾，闊嘴微張內窪，逐笑顏開；髡頂，發縷披散肩上，身

著開襟長袍，袍袖委地，袒胸露乳，腹下結衣帶，左手舉

握帚過頭頂。人物造型生動，衣紋雕刻細膩。傳世劉海形

象多為蓬頭童顏之長壽老者，即俗稱劉海仙人。因其撒金

錢的形象流傳最廣，使劉海成為財源興旺、財路綿綿之象

徵，廣受民間喜愛。

劉海原名劉操，天資聰穎，十六即中進士做官，後為道人

點化，拜於八仙之一呂洞賓門下為徒弟，道號海蟾子，是

五代時的著名道士。據《陝西通志》載，劉海名操，號海

蟾子，五代時人，好黃老之學，弃官，從正陽子漢鐘離隱

修終南山成仙，後世奉其為福仙。至宋元，民間始有劉海

撒錢之戲，一直流行於明清時期。

A PAle CelAdon fiGure of liuHAi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9.5 cm. (4 in.) high

HKD: 30,000-50,000
USD: 3,90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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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From An Important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192-Lot1203)



清早期 黃玉帶皮雲龍紋洗

筆洗以黃玉為材，溫潤細膩，隨形掏膛雕琢而成。底部呈

現黃褐色皮，古樸雅致。洗口小而內收，腹呈橢圓，兩端

略窄微翹，宛如綉履，玲瓏別緻。內裏掏膛勻淨，外壁以

雲龍紋為主題紋飾，前後陰刻龍首伏於洗口處，龍身抽象

描繪，與卷雲紋水乳交融，矯健靈動，可謂氣象萬千，大

氣雄渾。

A CArved yelloW And russet 
JAde WAsHer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9.5 cm. (4 in.) wide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196 清中期 青白玉人物山子

白玉山子，上描繪高士圖。玉質通體純淨，打磨光亮細

膩，依玉材形狀隨型雕琢，頂部為聳立山峰狀，山石陡

峭，凹凸有致，與整體形態配合天衣無縫、恰到好處。通

體巧雕亭臺樓閣、山崖峭壁、蒼松長階，高士峨冠博帶策

杖在前，一僧隨行其後，兩人趁興拾階而上，衣袖隨山

風拂動，觀之不禁令人心胸暢然。山背後小階幽邃，山勢

險峻，崖邊天梯蜿蜒隱約其間，直達山頂，山澗底別有洞

天，生髮靈芝一束，靈動可愛。背面、底部點綴一抹瑕斑

皮色，如蘊煙霞之氣。整體佈局妥當，碾工細膩，刻工嫻

熟、佈局清新脫俗，神韻盎然，宛如一幅立體畫卷。下配

隨型木座，堪為陳設。

A PAle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Boulder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11 cm. (4 5/8 in.) high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197

香港重要私人珍藏 (Lot1192-Lot1203)



清早期 青白玉龍紋觥

觥以青白玉琢磨而製，上寬下窄，隨形呈柱形，中空。器

底浮雕龍紋，龍首仰面朝上，眉心裝飾如意紋，羽形眉蹙

起，雙目凸出，目光炯炯有神，高鼻卷耳，短角向後，腦

後鬃毛飄拂，如騰挪雲間，包繞器底，設計巧妙。器型端

莊，雕工細膩，玉皮深及肌理，宛如雲霞蒸騰，似幻似

真，更添威武神秘之感。

觥是明清仿古玉的一個重要器形，其原為商周時期常用盛

酒器。《說文》雲“兕牛角，可以飲者”。《左傳》中有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之語，故觥也稱之“兕觥”，原

指犀角製成的酒器，《詩》有“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和

“我姑酌彼兕觥”等句，可知兕觥與青銅觥使用類同，其

蓋亦多飾為獸頭形。

A PAle CelAdon JAde rHyton
early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9.8 cm. (4 1/8 in.) 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1198

 Property From An Important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192-Lot1203)



明 白玉瑞獸

瑞獸狻猊，以白玉圓雕而成，作伏臥回首狀。其頭部琢刻

極為細緻，雙目圓睜炯炯有神，上飾粗寬卷眉，鼻頭肥

大，張口露齒，下顎留長須，肥寬雙耳隨意舒張。背部脊

綫挺拔起伏，尾鬣毛髮如焰，分梳兩瓣，蜷於身側，以陰

綫渦紋點綴四肢、軀幹，更添神異之感。瑞獸四肢壯碩，

臥趴地上，腹下四蹄亦刻劃無遺；獸身無做過多矯飾，僅

以灑脫的刀法刻劃陰綫表現肢體動向和表情，使得神態靈

動，憨態可掬，圓柔趁手，實為不可多得的玩賞佳品。

狻猊，形似獅子，龍九子中排行第五，其形象隨佛教傳入

中原，為文殊菩薩坐騎，為歷代推崇的祥瑞之一。因其喜

坐，常以之蹲坐佛寺、宮殿門前，又以其喜好煙火，人們

便常將其塑於香爐蓋上。宋代狻猊形象尤為受上層官貴喜

愛，北宋汴京皇家苑囿裏飼養有各種珍奇異獸，多為海外

進貢，其中便有狻猊；《玉海》引楊侃《皇畿賦》載當時

玉津園中豢養珍禽奇獸：“則有麒麟，含仁騶虞，知義神

羊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狻猊來於天竺，馴象貢於交

趾。孔雀翡翠，白鷳素雉。”

出版：《中國玉雕》，葉義，1983年，第176頁，圖161

展覽：香港藝術館，1983年10月21日-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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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ite And russet JAde CArvinG of A 
mytHiCAl BeAst
ming dynasty (1368-1644)

6.2 cm. (2 5/8 in.) wide

Literature:
ip yee, Chinese Jade Carving, Hong Kong, 1983, p. 176, no. 161

Exhibited: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21st oct. -24th dec.1983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中國玉雕》，第176頁，圖161  
Chinese Jade Carving, p. 176, no.161



清早期 白玉瑞獸

玉質無暇，通靈澄澈，清瑩溫潤，圓雕瑞獸蹲臥，闊鼻大

嘴，弓背卷尾，憨態可掬。胸前勾勒渦紋以示鬃發，腦後

長鬃飄拂，毛髮柔順，以細密陰綫描繪盡出，獸角、獸耳

下垂，神情憨然質樸，溫馴喜人，四肢收於腹下，圓刀以

示其飽滿豐腴，體態健碩。器物邊緣打磨潤滑，形象飽

滿，精緻而頗具古韻，撫之圓潤可愛，俏皮討喜。整器雕

琢刀法精緻細膩，瑞獸指爪、鬃毛，瑞獸肢體語言表達清

楚，著重突出神態與情趣，渾圓豐滿，頗為罕見。

瑞獸鎮邪保平安，吉兆也。明清兩代，瑞獸被人們賦予了

更多吉祥、吉慶含義，瑞獸紋樣更加流行於民間生活的各

個層面。清代玉瑞獸多選料講究，造型富於想像力，注重

細部表現，碾琢精緻，刀法多變，器表打磨圓潤光，祥瑞

題材也更加豐富，如“海馬負圖”、“麒麟吐書”、“麒

麟送子”、“狻猊呈瑞”、“瑞獸銜芝”等，都是極為流

行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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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ite JAde fiGure of A mytHiCAl BeAst
early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6 cm. (2 1/2 in.) wide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清早期 白玉雙歡

玉色，猶雨霽晴空，令人心曠神怡。雙獾兩眼圓睜，首尾相對，親昵嬉戲，互以口輕噬對

方之身。獾身未琢紋飾，只雕出靈動雙耳及面部、尾部細節，但於獾整體身形處理上卻頗

費功夫夫，雙獾琢成一正一反形，弧度流暢自然，富於動感，亦隱含乾坤、天地、圓融無

礙、陰陽和諧之意境。造形靈動，雕工集圓雕、鏤雕於一體，玲瓏剔透，刀工乾淨俐落、

層次分明、繁而不亂，打磨光潤，樸實可愛，佳美和諧，實為珍品。

獾性機警忠貞，其傳世藝術形象多成對出現，且“獾”、“歡”同音，雙獾即為“雙歡”

之義，寓意幸福吉祥，闔家歡樂。陝西鳳翔所出土秦代雙獾紋瓦當中，雙獾身形機靈，站

立交頸，尾上卷，形容親昵，將雙獾刻畫於屋室之上，體現了古人藉此祈福求祥之意。明

清時期玉雕雙獾多見貼身配飾，人們以美玉潔白無瑕、堅韌瑩潤的特性，寓意愛情堅定長

久；有時亦以大小雙獾形象比喻父子同氣、君臣和諧，如清代女詩人顧太清《長相思 · 詠
雙獾佩》：“大獾歡，小獾歡，白玉裁成兩個獾。常隨佩帶間。肱相連，股相連，肱股相

連心自安。君臣父子全。”

A CArved WHite JAde ‘tWin CAt’ GrouP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6.8 cm. (2 7/8 in.) wide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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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一團和氣印盒

印盒取材白玉，玲瓏精巧，質地溫潤，為裝盛小型印章所

用。器體蓋上下子母口相合而成，做工精細，嚴絲合縫雙

蓋面皆淺浮雕“一團和氣”紋樣為飾。佛祖大耳垂肩，坦

胸露乳，盤膝而坐，手執展開之卷軸，笑口常開，其體態

團圓完滿，象徵“一團和氣”或“一團福（佛）氣”。此

作品刻劃簡潔流暢、自然嫻熟，刀工極為寫實，雕者運刀

如筆，生動靈活，妙趣橫生。

一團和氣，其典故相傳已久。宋代朱熹《伊洛淵源錄》卷

三引《上蔡語錄》：“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

是一團和氣。”此圖樣多以裝飾圓形器物為宜，圖中人物

團形盤坐，眉眼舒展，呈令人可親狀，有勸人接人待物善

良謙和，和氣和睦之美意。

出版：《中國玉雕》，葉義，1983年，第290頁，圖275

展覽：香港藝術館，1983年10月21日-12月24日

A CArved WHite JAde CirCulAr 
Box And Cover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4.1 cm. (1 3/4 in.) diam

Literature:
ip yee, Chinese Jade Carving, Hong Kong,1983, p. 290, no. 
275

Exhibited: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21st oct.-24th dec. 1983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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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玉雕》，圖275
Chinese Jade Carving, no.275



宋 黃玉狗

圓雕臥狗，取材黃玉，玉色如蒸栗，玉質溫潤無暇，打磨

圓滑，手感極佳。狗呈頭尾相依之蜷曲狀，四足伏地，回

首以待，嘴瘦削，細頸，長耳下垂，橄欖形眼，長尾盤曲

於前側，僅雕琢身體重要部位及四肢肌肉綫條，並無毛髮

等細紋刻劃。⋯⋯整器雕飾簡略，綫條明快，朴質無華，

而威武雄偉，具有濃郁的宋代玉作風格。

狗的形象在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些陶器上也有反映，

表現了先民的審美意識。降至春秋戰國時代，有關狗的造

型藝術日趨成熟，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出土的玉狗，渾

樸的形態中又有幾分對人的恭順之情，屬墓葬隨葬品中的

珍品。宋、明玉器中出現了較多的玉狗，大多具有寫實風

格，造型簡練。唐宋以後玉石雕刻動物造型全面地走向寫

實，動物造型清秀典雅，玲瓏可愛，對動物各方面特徵的

觀察細緻入微，雕琢時注意表現細節特徵，起到畫龍點睛

之效果。

出版：《中國玉雕》，葉義，1983年，第150頁，圖138  

展覽：香港藝術館，1983年10月21日-12月24日

A Well-CArved yelloW And 
russet JAde fiGure of A 
reCumBent doG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7 cm. (2 7/8 in.) wide

Literature:
ip yee, Chinese Jade Carving, Hong Kong, 1983, p. 150, 
no.138

Exhibited: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21st oct.-24th dec. 1983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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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玉雕》，第150頁，圖138
Chinese Jade Carving, P. 150, no.138



 Property From An Important Hong Kong Collection (Lot1192-Lot1203)



文化期 玉豬龍

黃玉材質，局部帶褐色沁斑，整體圓雕呈C形，中部用管
具對鉆打出壹大圓孔，孔沿作斜坡狀，圓孔線條圓滑，頸

際鑿有壹小圓孔可用於系掛佩戴。玉豬龍外形呈豬首狀，

大耳尖端朝上豎立，陰刻蛋形大圓眼眶，闊嘴口略張開，

鼻梁上有多重皺褶，身體呈龍形卷曲，光素無紋。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JAde 'drAGon' PendA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5 cm. (2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800-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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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白玉鳳首佩飾

玉質呈青白色，局部有紅白斑，似為沁蝕形成，有光澤，

體扁平，片狀，較薄。鳳作側身回首狀，頭大冠長，鉤喙

向下，胸部內收，短翅長尾，羽翼向後揚并向前旋轉，尾

尖上卷，尾翎分開。喙與胸之間和眼部有鏤空。此器表面

飾以陰刻紋輪廓綫，并以簡單的勾雲紋刻出鳳身與鳳尾的

翎毛，兩面紋飾基本相同。紋飾雖較簡單，但綫條舒展，

婉轉自如，工藝精細，各部位輪廓清晰，造型優美生動，

頗有立體之感，是一件藝術水平較高的裝飾品。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JAde Bird-
sHAPed PendAnt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5.5 cm. (2 1/8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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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玉雕龍紋璜

本品為白玉材質，玉質潔白細膩，一端有沁色。璜體扁平

片狀，兩端雕龍首，龍首五官清晰，共用一龍身，龍身陰

綫刻雲紋，頂端有一小穿孔供穿孔佩戴，璜下出廓，有兩

蛇共用一頭。

璜在漢代呈現出衰落之勢，西漢初年尚有一定數量發現，

中期以後少見，本品在繼承春秋戰國龍紋玉璜遺韻基礎

上，具有漢代楚風玉器的浪漫主義風格，實為精品。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drAGon’ 
PendAnt, huang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10 cm. (3 7/8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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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玉雕螭龍紋韘形佩

螭龍紋為古代器物典型裝飾紋樣，常見於瓷器、玉器等。

螭是古代傳說中一種動物，屬蛟龍類，《說文•蟲部》有
釋：“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其形盤曲而伏

者，稱蟠螭。螭龍紋最早見於商周青銅器，受古風影響，

宋代瓷器也曾大量出現螭紋。而玉器上出現螭的形象，出

現於戰國時期，文獻中也得到過印證，此後一直延續至明

清，唯唐宋略少。本玉佩玉質為白玉，略泛青黃色，玉佩

作鶏心狀，雙面雕琢，螭龍紋纏繞器身四周雕刻，共有3
只，鶏心尖端雕有一隻，玉佩左右兩側各雕一隻，鶏心底

端留出玉佩本身的一段弧形，未做裝飾，玉佩中部偏鶏心

尖部留一大圓孔，靠底端一側刻畫花紋。拋磨精細，造型

規整、別緻。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1207 A CelAdon JAde ‘drAgon’ PendAnt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4 cm. (1 5/8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漢 玉雕螭龍紋韘形佩

整體形狀近圓形，體扁，中心穿一圓形孔，陰刻流雲紋，

兩側雙面透雕龍鳳紋，龍鳳形象生動，姿態靈活，身上細

節以陰綫刻的手法表現。白青色玉料，底部有黑色沁。韘

是射箭時套在射手右手拇指上，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有效

射程，同時保護射手右拇指不被弓弦勒傷，屬武器型玉

器。韘又是佩飾，“韘”這個字第一次出現於古文獻裏是

在《詩經 • 衛風》有“童子佩韘”之句，因“射”為六藝
之一 ，所以佩韘，應該是掌握射藝的象徵。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1208 A CelAdon JAde ‘drAgon’ PendAnt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7.4 cm. (2 7/8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漢 白玉咬尾龍環

白玉為料，玉質溫潤。玉龍通身盤旋成圓形，做口尾相銜

貌。龍低首下視，滴水目，猫耳，頭頂龍角，眼圓而微

突，眼角稍長。毳羽做抽象化處理，繪卷雲紋樣，並以陰

刻細綫刻畫出皺褶紋飾。尾部雕為魚尾狀，上琢出細紋，

為漢代典型龍環特徵。龍足部肌肉突起，蹬地有力。綫條

嚴謹有序，刻畫生動，屈曲有度，張合有力，是一件藝術

造詣極高的漢代玉佩。

龍是古代權威的象徵，隨時代的演變，龍的造型亦不斷變

化。此白玉咬尾龍屬漢代常見的龍佩造型。

來源：台灣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209 A PAle CelAdon JAde drAgon PendAnt, 
Hua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4.8 cm. (1 7/8 in.) diam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戰國 玉雕龍鳳佩

此佩為戰國時期S形龍形佩，龍背弓起，龍首回顧，龍尾
上揚。龍足部、尾部、陰刻綫條裝飾，軀幹部分一面陰綫

刻穀紋，另一面飾剪地浮雕穀紋，背弓部有一細小穿引。

本品為典型戰國時期楚國玉器風格，楚式龍形佩瑰麗複

雜，龍形綫條流暢、奔放有力，紋飾繁密但有規律，流

行穀為、雲紋等，龍首、足、尾一般用若干條陰綫表現

其形態。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210 A CArved CelAdon JAde ‘drAgon And 
PHoenix’ PendAnt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7 cm. (2 3/4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330,000-530,000
USD: 42,600-68,400



漢 玉螭龍紋觹

觽為玉器的一種造型，其首如龍而尾尖，有扁身和圓身兩

種，扁身造型如半玉璧，圓身造型如象牙，為祭祀和祈福

時之禮器，東漢後漸漸消失。本器為扁身觹，呈青綠色，

間或夾雜墨綠色土沁。尾部瘦長，尖銳而鋒利，整體以螭

龍紋為裝飾主題，器身以一犀角狀玉框為基礎，框內雕一

隻螭龍，框外頂端雕一隻體型稍大的螭龍，盤踞在頂部，

龍首雕刻嚴肅生動，具威儀。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1211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BroWn-
Coloured JAde ‘drAgon’ PendAnt, Xi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11 cm. (4 3/8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漢 玉螭龍首觽

觽，古代玉器的一種，祭祀、祈福時所用禮器。有扁身和

圓身兩種，扁身造型如半玉璧，圓身造型如象牙。本器為

扁身觹，白玉質地，尾部偏黃褐色。器身整體為龍形，頭

部昂起，怒目圓睜，龍角上揚，下頜與龍鬚之間鏤空一金

鎖形空洞，凸顯器形之靈動，龍鬚隨著尾部的方向下垂，

共同構成優美的弧綫，尾部修長尖銳，與龍角之間形成呼

應的弧綫兩端，使得整體造型頎長飄逸，龍身刻畫點綴幾

處龍鱗，整體雕刻嚴肅生動，具威儀、飄逸之感。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1212 A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drAgon’ 
PendAnt, Xi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7.3 cm. (3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220,000-320,000
USD: 28,400-41,300



文化期 玉雕馬蹄形器

玉質呈青綠色，星星點點狀白色沁。器體作橢圓形筒狀，上

大下小，中空無底，呈倒置的馬蹄形，器壁較薄，筒外光潤

平滑。上端稍撇為斜坡狀，邊緣磨成鈍刃，下端平齊。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elAdon JAde Hoof-SHAped 
TubulAr ornAme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7.7 cm. (3 1/4 in.) high

Provenance: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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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期 玉雕獸面紋磬

此玉磬為扁平半圓形，厚薄均勻，由於埋藏關係，略有不

平，色澤斑駁，沁色自然，包漿自然，深沉凝厚。兩面中

心均用細綫陰綫刻神人獸面紋，神人頭戴倒梯形羽冠，冠

下為倒梯形人臉，圓目，闊嘴刻平齊牙齒，上臂平舉，下

臂內彎。獸眼位於兩肋間，以浮綫搭配直綫紋盒雲渦紋勾

出獸面眉脊和鼻，下為血盆大口，顯露獠牙，人腿呈盤膝

狀置於獸嘴下。本品對深一步研究良渚文化，有著不可估

量的史料價值，值得收藏。

來源：台灣私人珍藏，1980年代購於香港，留存至今

A reddiSH-brown JAde Semi-
CirCulAr pendAnT
neolithic period, c. 4th-3th millenium bC

17.8 cm. (7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acquired in Hong 
Kong, 1980s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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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1216 商 象牙色玉唇璧

玉唇璧，通體光素，呈象牙白色，中間部分凸起作唇。整

體簡潔自然，不加過多雕琢，具有玉器的天然美感。玉唇

璧主要流行於商代。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n ivory-Coloured JAde diSC, Bi
Shang dynasty, 12th-11th Century bC

17 cm. (6 3/4 in.) diam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100,000-200,000
USD: 12,900-25,800

商 玉環

玉料呈牙黃色，局部帶沁。環形，薄而厚度均勻，表面光

滑平整，邊緣處略薄。此種類型的玉環多出現於商朝。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JAde CirCulAr pendAnT, Huan
Shang dynasty, 12th-11th Century bC

9.5 cm. (3 3/4 in.) diam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private Collection, Hong Kong, acquired in 
the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商 玉魚佩

商代尚玉，相關考古發現中即多見骨石玉器等手工業生產

作坊，可見此時的製玉已經成為獨立的手工行業，製作規

模大，玉器雕琢精細，形成簡約質樸的時代特色，中國玉

器也由此發展走向一個高峰。

本品為商代典型的玉魚造型。玉色青褐，局部略帶石灰

沁，呈深淺不均的鶏骨白色，古意盎然。器身為規整的薄

片狀，以一圓形穿孔作魚眼，可供穿系，大斜刀雕魚鰓，

陰刻極簡綫條做魚鱗及魚鰭，尾部作刀削狀。勾綫遒勁利

落，簡潔而形意全出，結構緊凑，飄逸灑脫。該品歷經數

千年保存至今而完好無缺，實為難得。

來源：美國malcolm mcpherson夫婦舊藏，購於2000年
以前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brown-Coloured JAde fiSH 
pendAnT
Shang dynasty, 12th-11th Century bC

5.6 cm. (2 3/8 in.) wide

Provenance:  
mr & mrs malcolm mcpherson Collection, uSA,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18,000-28,000
USD: 2,30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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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 玉魚三件

此組玉魚為一組三件，皆作扁片狀、嘴部穿一小孔，可佩

帶。其中兩件如璜，一件平直。其一玉色黃褐，邊緣局部

石灰沁。大口，歧尾，以簡潔的單陰綫刻劃出圓形大眼、

鰓和鰭，形體微曲，作游動狀。其二為青玉質，表面潤

澤，魚大頭，體肥，曲身似新月形，口大張，以單陰綫琢

菱形眼及卷雲狀紋飾。其三青玉質，通體鶏骨白沁色。身

平直，吻部前伸，下腹兩側魚鰭凸出，歧尾。

來源：南非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舊
藏，編號A60，A61，C20，購於2000年以前

出版：《精神見於山川》，S. Howard Hansford，倫敦大
學，第52-53頁

THree JAde fiSH pendAnTS
Shang - western Zhou dynasty, circa 11th-10th Century bC

The largest, 9.5 cm. (3 3/4 in.) wide

Provenance:
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Collection, 
South Africa no.A60; no.A61; no.C20, acquired prior to 
2000

Literature: 
S. Howard Hansford, Jade - Essence of Hills and Streams, 
Johannesburg, 1969, pp. 52-53

HKD: 35,000-55,000
USD: 4,500-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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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玉帶鉤

玉質白色，帶鉤為琵琶形，鉤端為夔龍首，鉤柄光素，鉤

首扁圓，中部有一圓雕夔龍，一首雙身。腹部有變形夔龍

紋相交呈十字形，局部有綫刻紋飾。鉤背有素面圓形鈕。

此類帶鉤，造型飽滿，紋飾高古，於戰國至漢晉時期較為

常見，亦有以金銀質作之。後代多有仿其造形、紋飾而做

者，頗顯古韻。

來源：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pAle CelAdon JAde belTHooK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6 cm. (2 1/2 in.) wide

Provenance: 
Acquired in 1990s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1219

春秋 玉雕臥蠶紋璜

玉料呈青綠色，玉質溫潤。半透明，器表光潔。扁平體，

環形，約當圓的三分之一。兩端雕琢成對稱的夔龍首形，

龍首上下緣雕琢齒脊，軀體向中間伸延。器表雕琢隱起的

臥蠶紋。玉璜中部內外輪廓皆有凸起的弦紋邊。兩端及背

部各鑽有一小圓孔，可供系帶。此璜表面琢磨光潔，器型

規整，紋飾精美，製作工藝精湛。

玉璜，在中國古代與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

被《周禮》一書稱為是“六器禮天地四方”的玉禮器。玉

璜，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玉璜具有祭

祀、覲見、饋贈、佩飾等多種用途。

來源：台灣私人舊藏，購於 20世紀 90年代

A CArved CelAdon JAde ArC-
SHAped pendAnT, Huang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 - 453 bC)

8.3 cm. (3 1/4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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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玉穀紋劍璏

劍璏青白玉質地，局部石灰沁，呈鶏骨白色，造型規整精
緻。璏面較平，為長條方形，兩端內卷。下方貫孔較大，
呈長方形，便於革帶穿過，穿聯繫於腰帶上，即可將劍固

定於腰間。邊緣飾凸弦紋，璏面雕刻剔地谷紋，紋飾排列
整齊，打窪精細，氣勢莊重不俗。漢代玉劍飾乃貴族特有

的配飾，是地位和權力的象徵。

來源：南非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舊
藏，編號b56

出版：《精神見於山川》，S. Howard Hansford，倫敦大
學，第89頁

A pAle CelAdon JAde SCAbbArd 
Slide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8.5 cm. (3 1/2 in.) wide

Provenance:
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Collection, 
South Africa, no. b56

Literature: 
S. Howard Hansford, Jade - Essence of Hills and 
Streams, Johannesburg, 1969, p. 89

HKD: 18,000-28,000
USD: 2,30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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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 玉勾連劍璏

此件劍璏為青玉質，溫潤通透，邊沿局部黃褐色沁。造型

規整，璏面微弧，呈長方形，兩端下垂內卷，一側有方形

貫孔，孔徑較大，孔壁與璏面等厚。璏面剔地為飾，琢勾

連穀紋，紋飾排列整齊，刻畫精細，工藝精湛。

來源：南非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舊
藏，編號b53

出版：《精神見於山川》，S. Howard Hansford，倫敦大
學，第88頁

A pAle CelAdon JAde SCAbbArd 
Slid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8.5 cm. (3 1/2 in.) wide

Provenance:
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Collection, 
South Africa, no.b53

Literature: 
S. Howard Hansford, Jade - Essence of Hills and 
Streams, Johannesburg, 1969, p. 88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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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玉穀紋劍珌

劍珌是安在劍鞘尾端的玉製品，《詩經·小雅》對此有記載
曰：“君子至止，鞆琫有珌。”珌與劍格、玉瑑和玉劍首

同為玉具劍上的裝飾品，統稱為玉劍飾。玉劍首鑲嵌在玉

具劍的柄端，始見於西周，隨後又在劍鞘上出現玉瑑和玉

珌，流行於戰國秦漢時期。本器外形做扁梯形狀，中空，

便於劍鞘插入，用來保護劍鞘。兩側雕滿穀紋，左右兩側

和底部鑿成淺垛口形，玉色偏黃，造型端莊古樸。

來源：香港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n  A lT e r e d  o pA q u e  b e i g e -
Coloured JAde Sword CHAp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770 - c. 475 bC)

5.5 cm. (2 1/8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90s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223 戰國 玉穀紋劍首

玉劍首為嵌於劍柄端部的玉件。此劍首玉色青黃，有微

沁，圓形扁體。正面紋飾分內外兩區：中心弧面凸起，上

以細綫陰刻四股水波渦紋；外區以減地法雕穀紋，邊緣環

刻一道弦紋。近劍柄一面光素無紋，僅琢一環形深槽以納

劍莖。整體刀法隨性樸拙。

來源：南非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舊
藏，編號 C13

出版：《精神見於山川》，S. Howard Hansford，倫敦大
學，第98頁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brown-Coloured JAde CirCulAr 
Sword HilT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1 cm. (3/8 in.) high

Provenance: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Collection, South Africa, no. c13

Literature: S. Howard Hansford, Jade - Essence of Hills 
and Streams, Johannesburg, 1969, p. 98

HKD: 25,000-35,000
USD: 3,2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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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玉雕龍紋出廓環

玉料呈黃色，不透明，器表光潔，無浸斑。扁平體，呈圓

環形，中有一孔，孔徑大於寬邊，環外等距離出四廓。出

廓式玉環是戰國時期大量出現的一類形構複雜器型，所謂

“出廓式”玉環就是在傳統玉環“母本”形體之外以鏤空

透雕等技法加飾龍、蛇、螭、鳳、變體雲紋等“附屬”造

型而形成的一種形構，是戰國玉環中最具特色的創新品種

之一。該玉環雙面雕琢陰綫龍紋，製作工藝極精。

來源：台灣私人珍藏，購於20世紀90年代

A CArved JAde noTCHed CirCulAr 
pendAnT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 - 453 bC)

8.5 cm. (3 3/8 in.) wide 

Provenance: 
A Taiw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9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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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鏤雕夔龍佩

此玉佩青玉質地，玉質溫潤，整體鏤雕雙夔龍紋飾，左右

對稱，二龍背部相向，兩目圓瞪，細身長尾，肢體皆捲曲

成S形，角長且後披至身體一側，角的端頭卷起相接成環
狀。龍身皆飾短陰刻網格綫、勾雲紋表示關節和龍鱗，琢

刻綫條流暢銳利，以簡潔的造型刻畫出夔龍起伏翻卷、靜

中思動的靈巧身軀，兩面紋飾相同。形象生動逼真，瑞意

之間，霸氣十足。

A pAle CelAdon JAde openworK 
‘drAgon And pHoenix’ pendAnT

10 cm. (3 7/8 in.) wide 

HKD: 10,000-20,000
USD: 1,3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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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或以前 玉劍璏

此件玉劍璏為漢代標準器。青白玉質地，局部帶褐色沁，

玉色富於變化。璏面平整，以高浮雕手法，琢一大一小兩

隻螭龍：大螭作“S”形，細身長尾，匐於璏面，正視前

方，動感十足；小螭匍匐於大螭面前，與之對視。兩螭龍

不僅有動作上的呼應，還有眼神上的交流，生動而有趣

味。璏面兩端下垂內卷，一側有方形貫孔，孔壁減地淺浮

雕鳥形裝飾。

來源：南非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舊藏

出版：《精神見於山川》，S. Howard Hansford，倫敦大
學，第105頁

A pAle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CHilong’ SCAbbArd Slide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or earlier

9 cm. (3 3/4 in.) wide

Provenance: 
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Collection, 
South Africa

Literature: 
S. Howard Hansford, Jade - Essence of Hills and 
Streams, Johannesburg, 1969, p. 105

HKD: 35,000-55,000
USD: 4,500-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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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至明 玉劍璏四件

本組古玉雕飾共4件，器形均為劍璏，年代各不相同。
 其一為戰國時期。青玉質，局部石灰沁。造型規整，璏面較平，
呈長方形，兩端下垂內卷，一側有方形貫孔。璏面剔地 飾，琢斜
方格乳釘紋，紋飾排列整齊，規矩有度。

 其二為漢代玉劍璏。玉色青黃，通體覆鶏骨白及褐色沁皮。造型
與戰國劍璏大體相同，璏面變寬，兩端勾度及下方穿孔加大。面
起挖邊棱，刻卷雲紋裝飾。

其餘兩件為明代玉劍璏。其一與戰國時期大體相同，但體型更
大。白玉質，打磨光潔，瑩潤通透。璏面琢兩道減地凸弦紋，簡
潔清晰，恰到好處地體現出白玉的質感。另一形制變化較大，為

兩端略窄的扁筒形。玉色青白帶黃色皮，通體素面無紋飾。

來源：南非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舊藏，
編號, no.c10 and b55; 美國華盛頓Tacoma藝術博物館，購於
2000年以前

A group of four JAde SCAbbArd 
SlideS
warring States period - ming dynasty (475 bC - Ad 1644)

The largest, 9 cm. (4 1/2 in.) wide

Provenance:
baroness irene von oertzen (1908-2007) Collection, South 
Africa, no.c10 and b55; the others, Tacoma Art museum, 
washington, uSA,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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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六朝 玉印四枚

此拍品為一組玉印，共四枚，均為私印，年代從漢至六

朝。漢代私印可分姓名印、吉語印、肖形印三類，形狀主

要有正方、長方、圓形幾種，方形印邊長多在1.2∼2.3厘
米之間，普遍比官印小。漢姓名印所用紐式均為覆鬥紐，

紐式則主要有三類：鼻紐、龜紐和獸紐，有的鼻紐兩端立

於印背中央，呈覆瓦狀，後人稱瓦紐，有的印紐兩端鑄於

印背邊緣，呈橋狀，後人稱橋紐。獸紐則流行虎紐、辟邪

紐等。

玉印一：白玉質，辟邪紐，玉質偏黃，柔和瑩潤。

玉印二：青玉質，瓦形紐，紐下部到器身之間呈梯形，玉

質偏褐，清澈透亮。

玉印三：黃玉質，瓦形紐，印面有四字篆刻，玉色偏褐色。

玉印四：黃玉質，辟邪紐，紐頂部有一圓孔，玉質偏褐

色。印面無篆刻。

1229 A group of four JAde SeAlS
Han dynasty - Six dynasties period (206 bC - Ad 589)

The largest, 2.7 x 2.7 x 2.3 cm. (1 1/8 x1 1/8 7/8 in.)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商-戰國 玉虎和玉帶鉤

本組古玉雕飾共2件，器形、年代各不相同。
其一為戰國時期玉帶鉤。此件帶鉤玉料呈黃褐色，溫潤光

澤，玉色有漸變之感。用料厚重，通體平素無紋，碾磨光

潔。斷面作四棱形，側視為“S”形。鉤頭稍扁平作鴨首狀，
鉤身下端有圓角方形鈕，可納入革帶。

另一為商代玉虎形佩。白玉為材，玉質通透溫潤。形制為扁

平片狀，以極簡的單陰綫刻劃出各部位輪廓。虎伏臥，張口

圓目，雲形耳外凸，肢前屈、足著地，長尾上翹，動態十

足。眼部對鑽一圓孔，可穿系佩戴。此器雖紋飾簡樸，卻形

象生動，體現了殷商時期的琢玉水平和藝術風格。

來源：香港私人舊藏，購於20世紀80年代

An AlTered opAque beige And 
green-Coloured JAde belT 
HooK And A CelAdon JAde ‘Tiger’ 
pendAnT
Shang dynasty, 12th-11th Century bC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The largest, 5.6 cm. (2 1/4 in.) wide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the 1980s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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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明 玉人、印、扳指、環、鼻塞
各一件

其一為漢代人形佩，作直立態，頭部較大，寬袍廣袖，雙

手自然下垂叠置於腹前。

其二為戰國時期玉印，玉色黃褐相間，印體扁方形，其上

圓雕龜形鈕。印面陰刻“徙都庚鈢”四字戰國古文字。

其三為明代玉扳指。圓筒形，一端平齊，一端微斜。

其四為宋代玉瑗。為仿古形制，圓形，圓孔，表面以寬陰

綫雕變形夔龍紋。

其五為漢代玉鼻塞。玉色青黃，帶褐色絲狀沁，扁柱形、

一端略細，表面經過拋光，平素無紋飾。

來源：玉人形佩：mcpherson舊藏； 玉鼻塞：香港私人
舊藏；其他：美國華盛頓Tacoma美術館，均購於2000
年以前

A group of five JAde CArvingS
warring States period - ming dynasty (475 bC - Ad 
1644)

The largest, 6.5 cm. (2 1/2 in.)

Provenance:
Jade figural pendant: mcpherson Collection; Jade nose 
plug: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others Tacoma Art 
museum, washington, uSA, all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25,000-35,000
USD: 3,2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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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 玉魚璜

本品圓雕，以白玉為料，年代高古，通體有不均勻的輕微

褐沁。舌狀，以陰綫勾勒出小頭，圓目，口微張，頭與身

體相交處以弧綫刻劃出腮；魚身通體陰綫刻細密的鱗片，

排列整齊分明；尾部以平行的單陰綫刻畫出尾鰭。刀法簡

潔又精細寫實，造型古樸，意趣盎然。背部中心穿兩孔通

於腹部，可供穿系佩戴。高古玉魚多為片狀且造型抽象簡

練，如此品者極為少見。

來源：美國malcolm mcpherson夫婦舊藏，購於2000年
以前

A finely CArved CelAdon JAde 
ArC-SHAped fiSH pendAnT, Huang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

11 cm. (4 5/8 in.) wide

Provenance:
mr. and mrs. malcolm mcpherson Collection, uSA, 
acquired prior to 2000

HKD: 180,000-280,000
USD: 23,20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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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白玉春水嵌飾

玉質白青色，在聯珠組成的橢圓形框內多層鏤雕天鵝穿蓮

的春水圖案，其間雜有水草、蓮蓬和荷葉。天鵝驚恐地穿

梭於蘆葦叢中，可能是在躲避海東青的獵殺。天鵝的翅羽

以及荷葉、花瓣的經脈用長短不一的陰綫紋表示，畫面優

美。背面向內平凹，可知是用於裝飾的嵌飾。“春水玉”

表現的是春季狩獵的場面。“春水”活動即“春捺鉢”，

是在每年的初春利用訓練有素的海東青，在水泊之地去捕

捉鵝雁，是皇帝帶領群臣參加的大型狩獵活動和儀式。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

An OpenwOrk white JAde ‘GOOse’ 
plAque
Yuan dynasty (1271-1368)

9.7 cm. (4 in.) wide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1233 金 玉雕汀渚鷺鷥秋山爐頂

圓柱體，采用立雕多層次鏤空技法雕琢而成。頂部由茂密

的枝葉組成，葉片蓬勃向上，陰綫刻出莖脈。枝幹高大挺

直，根部長有靈芝，正面樹叢中伫立鹿一對，一作垂首姿

態，正在覓食樹下，一作昂首瞭望狀，姿態警覺，身姿靈

動；背面樹下栖息鶴一隻，斂羽靜立，長喙，作回首狀。

三個山間生靈姿態各異，彼此呼應，綫條疏朗圓渾，以寥

寥數筆勾勒出北方秋季山林間靜謐光影，生動寫實，頗富

生活氣息。琢出橢圓底座，座下有四對象鼻眼。

秋山一詞，始見於《遼史》，指遼代皇帝秋獵的地方。

金、元繼承遼製，風俗依舊，還把這一題材雕琢在玉器

上，始有“秋山玉”之稱，是我國北方民族特有的地域性

文物。宋元兩代，玉“禮”性大減，“玩”味大增，玉器

更接近現實生活，玉雕表現手法從簡單的反映動物的特

徵、習性，到對動物的整體刻畫，以及賦予其吉祥的寓

意，由簡到繁，自淺至深，生動傳神。

A CelAdOn JAde OpenwOrk FiniAl
Jin dynasty (1115-1234)

3.5 cm. (1 3/8 in.) 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1234



元 白玉秋山爐頂

秋山題材玉雕盛行於金、元，器作一般由柞樹、山石、雙

鹿組成，本器用立體鏤空手法雕琢而成，反映了雙鹿在林

中溪邊悠然自得的情景，局部巧妙利用了玉皮本來的褐

黃，略帶俏色，底部平整，鑿有四個小圓孔是為爐頂，與

香爐蓋接綴。

An OpenwOrk white JAde ‘deer’ 
FiniAl
Yuan dynasty (1271-1368)

3.8 cm. (1 1/2 in.) 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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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玉雕荷塘鷺鷥爐頂

玉質溫潤，有赫色沁，多層透雕鏤刻而成。雙鷺隱現於荷

塘間，尖喙圓眼，羽翅刻劃簡潔，以長短陰刻綫裝飾。頂

部和側面雕以微卷的蓮葉，似是迎風翻卷，葉面以陰綫刻

劃脈絡，綫條細韌。底座橢圓形，座下有四對象鼻眼。鷺

鷥在古代屬吉祥鳥，曾是六品文官的服飾標識。“鷺”與

“路”同音，“蓮”與“連”同音。蓮花常常棵棵相連，

成片生長，故諧音“連科”，謂之“一路連科”。此語是

對應試生的祝頌，寓意連中三元、金榜題名。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

A retiCulAted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FiniAl
Yuan dynasty (1271-1368)

4.9 cm. (2 in.) high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120,000-220,000
USD: 15,500-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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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 黑沁玉牛、黑沁玉虎各一件

本組古玉品共2件，均為宋代圓雕動物形玉飾件，工藝及
雕刻技法似出於一人之手。其一為牛形，玉色黃褐，局部

黑沁。牛作跪臥狀，以陰綫深刻出各部位輪廓：口微張，

棗核形目，雙角後伏，拱背，前肢呈跪狀驅於頸下，後

肢前屈，短尾拂於後腿之上，似在驅趕蚊蟲，神態和順安

詳。背正中一穿孔直通腹部，可供穿系。另一為虎形，亦

作匍匐之狀。腹部垂頭張口，雙耳伏貼，四肢蜷收，肌肉

飽滿有力，似躍躍欲動、蓄勢待發，寥寥數筆，刻畫生動

傳神。腹部中央對鑽兩孔，用以穿系佩戴。

來源：玉牛購於法國巴黎；玉虎購於香港

A JAde CArvinG OF A tiGer And A 
JAde CArvinG OF A BuFFAlO
song-Jin dynasty, 10th-13th Century

the tiger, 5.5 cm. (2 1/8 in.) wide

Provenance:
Jade Buffalo: acquired in paris, France; Jade tiger: 
acquired in hong kong, both prior to 2000

HKD: 48,000-68,000
USD: 6,2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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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六朝 玉璧、玉獸鈕印各一件

本組古玉雕飾共2件，器類、年代均不相同。
其一為漢代玉璧。《周禮·大宗伯》中載：“以玉做六器，
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已青圭禮東

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此

件玉璧為青玉質，圓形，圓孔，肉內外各以一周凸弦紋

為界，璧面減地淺浮雕穀紋，整體形制規整周正，琢磨精

細，為漢代玉璧之典型器。

另一為六朝時期玉獸鈕印。玉呈青黃色，包漿光潤。方形

底座，印面光潔無字。其上圓雕一瑞獸為鈕，獸昂首直

立，頭面似獅，四肢粗壯健碩，短尾上翹，通體光素，卻

栩栩如生，體現出匠師高超的技藝。

來源：香港私人收藏1980s

A JAde disC, Bi And A JAde 
‘MYthiCAl BeAst’ seAl
han dynasty - six dynasties period (206 BC - Ad 589)

the seal, 6.5 cm. (2 1/2 in.) high

Provenance:
A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acquired in 1980s

HKD: 25,000-35,000
USD: 3,2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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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 玉鵝、唐宋  玉鹿和玉馬各一件

本組雕飾共3件，均為唐宋時期圓雕動物形飾件。其一為
鵝形，白玉質，微有褐色絲狀沁，包漿油亮。伏臥狀，圓

眼尖喙，曲頸回首，口銜靈芝仙草，纏繞鵝身，蘊意“玉

鵝獻壽”。鴨身肥碩，翅面及尾部以陰綫雕刻出羽翼，綫

條整齊細密，雙爪雕蹼，并排屈於腹下。整件造型飽滿，

雕刻技法嫻熟，刻畫生動，意趣盎然。其二為鹿形，白

玉質，有微沁，作匍匐之態。昂首尖嘴，花朵形角伏於腦

後，體態豐滿，安靜溫順，寓意祥和福祿。背部一圓形穿

孔，可供穿系佩帶。其三為馬形，玉色白中閃青，局部黑

色沁。馬亦呈跪臥之狀，四肢蜷於身下，通體光素無紋，

僅尾部與馬鬃施細密的陰綫勾勒。整體造型生動，別有意

趣，背部有穿，可供佩戴。

唐宋時期，玉器的現實主義風格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開

創了玉文化世俗化的嶄新面貌。這一時期圓雕佩飾玉水準

極高，質地優良，琢磨精細，裝飾題材極為廣泛，其形象

無不栩栩如生，是宋朝玉器藝術及其時代特色的一幅縮

影。

參閱：《中國玉器全集》，楊伯達，河北美術出版社，

2005年，第849頁

來源：玉鹿和玉馬2005年前購於阿姆斯特丹蘇富比

1239 A GrOup OF three JAde CArvinGs OF 
AniMAls COMprisinG A duCk, A hOrse 
And A deer
tang - song dynasty, 7th-13th Century

6.7 cm. (2 5/8 in.) largest

Provenance:
sotheby's Amsterdam,acquired before 2005

HKD: 70,000-100,000
USD: 9,000-12,900



清乾隆 白玉童子

童子以白玉雕成，玉質溫潤。童子笑面，騎坐於葫蘆之

上，其面容刻劃細緻傳神，身姿、手勢以及衣褶表現自

然，為清代乾隆時期玉雕精品之作。

A white JAde FiGure OF A BOY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5.3 cm. (2 1/4 in.) high

HKD: 40,000-60,000
USD: 5,200-7,700

1240 18 世紀 青白玉和合二仙

和合二仙是中國民間傳統神仙，主婚姻和合，其形象為兩

個蓬頭、笑面、赤腳的小孩形象，一個手持盛開的蓮花，

另一個手捧圓蓋盒。此青白玉和合二仙擺件，對於二仙的

面部表情、衣服褶皺均有很好的刻劃表達。

來源：法國重要家族收藏，1914年以前購入

A white JAde ‘hehe erxiAn’ GrOup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5.1 cm. (2 1/8 in.) high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French Collection, acquired before 1914

HKD: 13,000-23,000
USD: 1,7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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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青白玉鏤雕龍紋插牌

插屏中央嵌以青白玉鏤雕龍紋牌，牌雙層鏤雕，下層為纏枝

花，上層為海水江崖龍紋圖。龍昂首向前，身軀舒展，為明

代較為典型的側面龍形象。

A retiCulAted pAle CelAdOn JAde 
reCtAnGulAr plAque
Ming dynasty (1368-1644)

17 cm. (6 3/4 in.) high 

HKD: 50,000-80,000
USD: 6,50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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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紀 青白玉雲龍洗

舊時文人書齋案頭的文房用具中，筆洗是不可或缺的器具

之一，屬文房四寶筆、墨、紙、硯之外的一種文房用具，

是用來盛水洗筆的器皿，以形製乖巧、種類繁多、雅致精

美而廣受青睞，傳世的筆洗中，有很多是藝術珍品。筆洗

除了實用價值之外，因其雅致精巧、造型裝飾各有千秋，

深得追求優雅和精緻生活情趣文人墨客的喜愛。此雲龍洗

取上等整材青白玉雕琢而成，體型碩大，其玉色飽滿，質

地潤澤，曲壁、洗身收口，深弧腹，內膛掏挖規整，洗外

壁高浮雕起螭龍若干，巧用利沁色為雲紋及龍身鱗片，龍

身矯健，姿體遒勁有力，威武異常，底部雕琢漩渦波紋，

紋飾細密。龍在密雲中穿行，其身隱於雲海之中，龍首伏

於洗口沿處，神態生動，威嚴而有氣魄，靜中有動，頗為

巧妙。此洗造型端莊，雕琢工藝繁縟巧妙，層次豐富，洗

身外壁、底部皆有不同紋飾，可謂設計複雜精妙，美輪美

奐，其技藝令人嘆為觀止，屬同時期的上品佳作，不僅材

質上乘，工藝更加令人折服。

A lArGe And FinelY CArved 
CelAdOn And russet JAde 
'drAGOn' wAsher
qing dynasty, 17th-18th Century

21 x 18 x 14 cm. (8 1/4 x 7 1/8 2 5/8 in.)

HKD: 800,000-1,200,000
USD: 103,200-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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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dragon’ washer belongs to a group of large jade 
boulders, often retaining their original form, powerfully carved in 
high relief depicting five or nine vivid dragons weaving in  and out 
of clouds beside rocks rising from foaming waves. the imagery is 
rich with auspicious symbolism alluding to imperial power. the five 
dragons represent the emperor in the middle  of the four cardinal 
points, the entire expanse of the world with the emperor’s authority 
at the centre. the number five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five 
belssings, wealth, health, age, virtue and peaceful death. 
the wonderfully skillful inclusion of the different brown and beige 
colourations of the skin of the jade, clever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is testament to the skill of the lapidary artist. the earliest 
known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vessel is the dushan dayuhai, a 
massive 3500 kg. jade wine basin carved with mythical creatures 
emerging from waves thought to have been commissioned by kublai 
kha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who placed it on an island in Beihai 
lake. the vessel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lost with the transition to 
the Ming dynasty until it was rediscover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emperor composed a number of poems on the discovery 
and it is conceivable that he also commissioned jade washers to 
commemorate the Yuan washer. 
A number of related large jade washers are recorded in important 
private and institutional collections including an example from the 
Bishop Colle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illustrated 
in "Chinese decorative Art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 55, no. 1, summer, 1997, p. 30 and a jade ‘dragon’ brush 
washer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illustrated 
in Zhongguo Yuqi Quanji, hebei, p. 226, no. 333. Compare, also, with 
an important white and russet jade example from the edward 
Farmer and Alan and simone hartman collections sold at Christie’s 
hong kong, 27 november 2007, lot 1504; and a large celadon jade 
exampl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3rd Baron Alington of Crichel 
sold at woolley and wallis, salisbury, 17th november 2010, lot 343. 
A mottled grey jade example was sold at sotheby’s new York, 5th 
October 2015, lot 3704 and a large spinach-jade washer was sold 
at Christie’s hong kong, 29 May 2007. the present washer and the 
above examples all share dynamic deep relief carving depicting 
the dragons among clouds and turbulent waves emerging from a 
swirling whirlpool forming the base.





清 碧玉香爐、瓶、香盒一組

玉質為墨綠色，三件造型均呈方形，方中帶圓，均配紅木底座。爐帶

蓋，子母口，四角為圓瓶式拐角，足部內收呈四柱圈足。雙龍首耳銜

活環。蓋上為圓雕立龍。爐腹飾交錯螭龍組成的菱形紋，脛部飾浮雕

變形蟬紋及“壽”字紋。瓶之形制、紋飾與爐相仿，無蓋，瓶唇起浮

雕雕刻如意雲紋。盒為方形，帶蓋，子母口。四角為如意形拐角，上

飾如意雲紋，蓋中央淺浮雕隨角彎曲的螭龍。

瓶、爐、盒三式組合興於清代，有青玉、碧玉、白玉之分，紋飾與造

型也多有殊異，多是文房用具，爐可以燃香，盒可以貯存香料，瓶內

一般插鏟灰所用之著。做工精細、玉質上乘的瓶、爐、盒還多用於陳

設，既是財富價值的體現，也是文化品味的標榜。此碧玉三式組合，

玉質上乘，造型別緻，設計精巧，雕工精湛，是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

文房陳設品。類似器物，見《中國傳世玉器·清》，167頁

A spinACh JAde three-pieCe inCense 
GArniture set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vase, 15 cm. (5 7/8 in.) high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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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天祿扳指

《說文》曰：“韘，射也”，韘即是扳指的前身，說明此

器起初是為騎射之具。清代各種規製日趨完善，扳指雖

小，卻也是森嚴等級的一種象徵。扳指的大小薄厚，依使

用者文武身份定奪，武扳指多為素面，文扳指多於外壁精

刻詩句或花紋，此拍品即為文扳指，故更為精美。扳指白

玉質地，狀如膏脂，外壁浮雕天祿，口銜千年靈芝，天祿

鎮邪保平安，靈芝增壽寓如意。此扳指玉質純然，色澤溫

潤，整體效果顯得古樸、莊重，瑞獸預示祥瑞，有祝禱世

間太平如意的美好期待。

來源：香港重要私人舊藏

A CArved white JAde thuMBrinG
qing dynasty (1644-1911)

3 cm. (1 1/4 in.) diam

Provenance:
An important hong kong private Collection

HKD: 20,000-30,000
USD: 2,600-3,900

1245 18世紀 白玉蟹形盒

玉質白色，細膩廣潤。盒作蟹形，盒蓋、合身作子母口。

蟹呈駐足狀，采用浮雕、圓雕、鏤雕工藝，對蟹殼、蟹

爪、蟹腹部等進行生動雕刻，蟹之口眼清晰可辨。蟹足與

背甲和為盒蓋，其腹甲為盒身，整器構思巧妙，獨具匠

心，是一件奇巧精緻的文房玩物。

來源：倫敦古董商Ben Janssens

A retiCulAted white JAde CrAB-
FOrM BOx And COver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6.5 cm. (2 3/4 in.) wide

Provenance:
Ben Janssens, london

HKD: 80,000-120,000
USD: 10,300-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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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黃玉鼻煙壺

鼻煙壺短頸，溜肩，深腹，兩肩雕琢獸面銜環耳，橢圓形

淺圈足。足部巧留金褐皮色，蜿蜒如山石。造型規整端

莊，形體飽滿圓潤，配紅珊瑚蓋。壺身黃玉質地，質地緊

實渾厚，細膩油潤。壺周身除雙肩鋪首外不施繁縟雕飾，

僅有天然玉皮，更顯勻淨無瑕，出落天然之美。

自清代以來，相對於白玉，黃玉一直出產極少，所以頗為

珍貴，受世人青睞。此壺秉承了清代玉石類工藝品所奉承

的“良玉不琢”，純以原料質地取勝的風格特點。通觀此

器造型典雅，配色貴氣逼人，韻致古雅，絕非一般凡俗之

品可比。歷經百年摩挲，包漿古樸凝重，頗為珍罕。

來源：美國西海岸私人舊藏

A YellOw And russet JAde snuFF 
BOttl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7.5 cm. (3 1/8 in.) high

Provenance:
An American west Coast private Collection

HKD: 60,000-90,000
USD: 7,700-11,600

1247



China Guardian (HK) Auctions Co., Ltd. 3001 Cosco Tower, 183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中國嘉德 (香港 ) 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30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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