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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曆  谢启光题子石带白端砚

规格：纵 16.5 厘米 宽 12 厘米 高 3.5 厘米 原配硬木桐木砚匣

砚作天成子石随型，墨池深峻，砚堂开阔，线条流畅挺拔，风格古朴浑厚。砚背平缓，镌刻

谢启光草书铭文，书法飘逸洒脱。此砚奇妙之处与其砚边，留白条数道，名曰：古溪带白砚。

砚背铭文：厚重寡言 温润而栗 任雕龙绣虎之才 含豪妙然 悉从此出 万曆丁未季春谢启光题

砚匣铭文：大正龙集乙未孟春琼山逸欣赏并题

谢启光：万曆三十五年进士，授吏部验封司郎中。天启二年，升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南京大

理寺寺正。天启五年，升任左寺丞、南京兵部侍郎。崇祯元年，升任刑部左侍郎、大理寺右寺丞，

官至南京兵部左侍郎。明亡後降清。顺治元年，授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顺治五年，升户部尚书，

加太子太保，顺治八年，改工部尚书。

江上琼山：名景逸，字希古甫，号琼山。日本著名南画家，与晚清时期中国画家吴昌硕，罗振玉，

陆恢等尤为深交。跟守山湘学习中国绘画，跟冈田篁所学习书法，与富冈铁斋，桑名铁城，

犬养毅交往甚密。

A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Xie Qiguang

Ming dynasty, Wanli period (1572-1620)

HKD: 68,000 - 88,000
USD: 8,800 - 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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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歙州雨丝金星门字砚

规格：纵 17 厘米 宽 15 厘米 原配硬木砚匣

砚作长方敞池门字样，砚面平坦开阔，歙石螺纹质地，色泽苍碧，其纹理犹如斜风细雨，散落

片片金星。砚首浅浮雕水浪纹，气息流畅，风格古雅飘逸。

砚匣铭文：古坑歙州枣真螺纹石 回文门字砚 兰径签

附笺铭文：歙州金磊螺纹门字研 大正壬午一月于北京 石农

山中兰径：日本美术研究家。秋田县生人，自学绘画，通过江户时代的文人画以及富冈铁斋的

研究而驰名于世。善南画，对于砚台的研究也造诣颇深。与文学、绘画、书道界的名流交往颇深。

后藤朝太郎：是日本的明治时代后半期至昭和时代前期的语言学家，著名的汉学家。 日本大

学教授，东京帝国大学讲师。 被称为昭和初期的“中国通”的第一把交椅。也是书法家，号“石

农”其着录介绍当时的中国的风俗以及文化，在日本引起中国热。

A She Inkstone in the Shape of a ‘Men’ Character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28,000 - 38,000
USD: 3,600 -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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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螭龙纹海棠池洮河砚

规格：纵 18.6 厘米 宽 14.2 厘米 高 3.8 厘米

砚作椭圆蝉型样，砚堂周边起挡水边线。置海棠墨池，墨池两侧浮雕双螭对峙，螭龙身形矫健，

神态威猛，栩栩如生。砚背圈足覆手，制作工整，风格雄浑端庄。此砚以甘肃老坑洮河石

为质地，质地温润坚密，色泽青碧可人，颇为难得。

洮河砚：产于中国甘肃省洮砚乡洮河之滨，是水成岩的一种，又名辉绿岩，以其细密晶莹、

清丽动人、石纹如丝，似浪滚云涌等特点，为历代皇家所珍藏，备受文人雅士青睐。

A Taohe ‘Chilong’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120,000-140,000
USD: 15,500 - 1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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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  朱芾铭文老坑敞池端砚

规格：纵 20 厘米 宽 11.5 厘米 高 3 厘米 原配硬木砚匣

砚作长方敞池样，制作规整，线条洗炼流畅。老坑端石质地，坚密温润，周边砚背镌刻名家铭文，

书法笔意具有强烈文人气息。

砚首铭文：贞为体静为用 濡墨染毫天下逾重 十芴居铭 振公 

砚侧铭文：玄晖玉棉 同社金浦朱芾赏鉴勒 太后

砚背铭文：端溪紫岩天下第一 亲手而润 扣之清远有玉声 所谓不费笔不退墨深紫若猪肝者 此

也 殆此石者山人龚九成 天启甲子九月二小研笔墨相从 素知其精妙 后避地尚半片 藏封山井十有

七年 出而琢磨再谓此砚 诚文房世之宝也 珍重 时辛丑春王吉日 振公制砚大小三块各有铭 子子孙

孙永宝用

朱芾：字孟辩，自号沧洲生，华亭人。洪武初以征聘至官编修，改中书舍人。工词章、翰墨之学，真、草、

篆、隶，清润犹劲，风度不凡。以所书瘗之细林山中，题曰“篆冢”。善画芦雁，极潇湘烟水之致。

兼善山水及白描人物。《画史会要》《书史会要》《明史赵撝谦传》《赖良大雅集》《松江志》。

A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Zhu Fu

Ming dynasty, Tianqi period (1620-1627)

HKD: 50,000 - 60,000
USD: 6,500 -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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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七星垂露太史端砚

规格：纵 19.5 厘米 宽 11.5 厘米 高 7.5 厘米 原配硬木砚匣

砚作一字池抄手太史样，线条挺拔，墨池深峻。砚墙高耸，抄手内作星柱七枚，柱顶留有石眼，

气息雄浑端庄。端溪水岩质地，细密坚润，且留大片黄骠于砚额，色泽艳丽美观。

太史砚：《砚之形制》中提到砚有“四直”，源于宋，是宋代主要砚式。太史砚显得端庄肃穆 ,

气势威严 , 可谓古代砚样中宁直不屈的巍巍君子。

A Chaoshou Duan Inkstone with Seven Pillars in the Form of Taishi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38,000 - 48,000
USD: 4,900 -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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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久庵铭麒麟纹旭日端砚

规格：直径 9.7 厘米 高 2.3 厘米 原配瘿木砚匣

砚作圆形旭日样，风格圆浑规整，砚面外缘浮雕卧虺纹。砚背覆手内高浮雕崖水麒麟纹，海涛

翻滚之间，瑞兽须爪皆张，神态威猛，生动传神。老坑端石色泽灰紫，品质莹润，是为文案不

可多得之佳品。

砚侧铭文：章徽著精 扬辉吐英 藏威数名 久庵

黄山寿：原名曜，字勖初，号旭迟老人、丽生、鹤溪渔隐、裁烟阁主，江苏武进人。官直隶同知。

幼年贫困，专志书画，五十岁后在上海卖画为生。善画人物、山水、花卉、走兽，尤擅画墨龙。

凡写人物仕女，喜用工笔重彩，隽雅研秀，有改琦遗韵；山水以青绿为多，气韵古逸，亦见功力；

双钩花鸟神态逼肖，笔力精劲；间作墨梅、竹石，挥洒自如，亦具韵致。书法工唐隶、北魏及郑燮、

恽寿平，得其神韵。

A Duan ‘Qilin’ Inkston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120,000 - 150,000
USD: 15,500 - 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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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采之铭老坑中洞敞池端砚

规格：纵 13 厘米 宽 9.7 厘米 高 1.8 厘米 原配铭文黄花梨砚匣

砚作长方敞池样，砚堂平整开阔，素雅无工。老坑中洞端石，留金线于砚面，色泽澄稳。

气息清雅。此砚砚体砚匣，用料考究，有诸多先贤名士题跋镌刻，为文案难得清雅之物也。

砚匣铭文：1. 缄默渊识 抱素怀璧 砚之德惟君子之则 采之弟铭 小素宜 唐氏

2. 中洞青花石精也 尚为千古上品 子子孙孙永保之 采之 

3. 文苑长者 亦人

砚背铭文：石尚书 铁其面 章美内含而英 丵外见出水 入墨雷动风声 一受其成 不可更

之 溪主人

A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Caizhi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48,000 - 58,000
USD: 6,200 -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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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袁枚藏井田城池端砚

规格：纵 10 厘米 宽 8 厘米 高 2.3 厘米 原配朱漆砚匣

砚作长方城池样，开环渠，砚首浮雕勾云纹，气息古雅端庄。砚背覆手作井字纹饰，线条挺

拔流畅。水岩端石制砚，色灰紫，坚密温润，砚侧留随园居士镌铭，颇为难得。

砚侧铭文：随园居士袁枚藏于小仓山房

袁枚：号简斋，钱塘人，字子才，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清朝乾嘉时期

代表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袁枚倡导“性灵说”，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乾

嘉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直隶纪昀齐名，时称“南袁

北纪”。主要传世的著作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补遗》，《随园食单》、《子

不语》、《续子不语》等。

A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Yuan Mei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88,000 - 98,000
USD: 11,400 - 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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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敞池双柱太史端砚

规格：纵 18 厘米 宽 10.5 厘米 高 7.5 厘米 配硬木砚匣

砚作长方敞池抄手样，四面内敛，砚侧边墙高耸，落潮弧面浑厚宽广，线条刚劲有力。端溪

水岩为质，色泽赤灰，质地细腻坚密，并留大片黄膘于其上。砚背抄手内留双柱，上大下小

呈圆锥状，具有南宋典型特征，风格洗练洒脱。

太史砚：《砚之形制》中提到砚有“四直”，源于宋，是宋代主要砚式。太史砚显得端庄肃穆，

气势威严，可谓古代砚样中宁直不屈的巍巍君子。

A Duan Inkstone in the Form of Taishi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HKD: 38,000 - 48,000
USD: 4,900 -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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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纵 24 厘米 宽 16.5 厘米 高 3.5 厘米  原配黄花梨铭文砚匣

砚作敞池方正，砚面墨堂开阔，起眼柱留天然石眼十九枚，间隔勾云纹。砚背平坦，留大小石眼十七枚，前后合计三十六眼之数，

取其最大者作旭日图。祥云缈缈之中，众星捧月，有天人合一，妙法自然之神韵。此砚纹饰典雅，气势磅礴，自明清至民国，

众多先贤名士留铭题镌，流传有序且保存完好，为中华爱砚惜砚之人文精神的优良体现。

砚盒铭文：月朗星明 印心石屋 端溪之宝 安化陶氏珍藏。

砚背铭文：端溪温润石 价重百车渠 一滴元潭水 蝇头万卷书 山水主人 不独雄文阵兼能助笔耕 留石 余于端溪 债工凿之千仞 乃

得斯石 温润而佳美 又能发墨 兼有三十六眼 天然众星拱月之势 嗣觅良工作庆云以佐之 复观斯砚 其体则静 其质则坚 琴书雅契 

山水深绿 随风珠玉 肤寸云烟 文士常居此矣 君子愿与邻兮 余终日不离左右 凡古之高贵者 价值连城非虚也 乙卯岁初冬谨识。

余于端溪 债工凿之千仞 乃得斯石 温润而佳美 又能发墨 兼有三十六眼 天然众星拱月之势 嗣觅良工作庆云以佐之 复观斯砚 其

体则静 其质则坚 琴书雅契 山水深绿 随风珠玉 肤寸云烟 文士常居此矣 君子愿与邻兮 余终日不离左右 凡古之高贵者 价值连

城非虚也 乙卯岁初冬谨识

砚侧铭文：明坑端溪宝砚 安化陶氏印心石屋旧藏 已巳冬月怀宁马梦庄得于长沙 大数刻记

陶澍：字子霖，一字子云，号云汀、髯樵，湖南安化县小淹镇人，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嘉庆七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

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病逝于两江督署，赠太子

太保衔，谥文毅。著有《印心石屋诗抄》、《蜀輶日记》、《靖节先生集》、《陶文毅公全集》等。

 马梦庄：又名马孟庄，安庆市人，生于光绪八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入皇城武备学堂读书。光绪三十三年，东渡日本，在日本

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专业。宣统二年，学成回国，在北洋政府陆军部任职；宣统三年，到内蒙古担任“改良马牧委员长”，1925 年，

在中华民国陆军部当参议。1927 年又回到安庆家中住闲，并在家中汇编《中国文字学》特刊。

A Duan Inkstone with 36 Stone Eyes, Inscribed by Taoshu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750,000 - 780,000
USD: 96,800 - 100,600

清  陶澍铭三十六眼月朗星明端砚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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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杨谦镌刻真武图文老坑端砚

规格：纵 23.7 厘米 宽 15.7 厘米 高 3.5 厘米

砚作长方敞池样，落潮浑圆规整，线条素雅流畅。砚背浅覆手，其内精镌真武大帝绣像及偈语诗文，

书法秀雅端庄，人物神态娴静生动。此砚以老坑端石入砚，青花火捺胭脂晕满布砚堂，是为文房佳器。

砚背铭文：降伏诸魔 常住不坏 明相精纯 或无障碍 清净本肰 身得自在 筠谷子集楞严经题 杨 吉人 

暚山道人写 华

杨谦：清朝篆刻家，字筠谷，号吉人，别署益斋、疁城小隐、扫花客、冷清人等。其篆刻作品章

法严谨，笔意奇古。杨谦的篆刻当时极负盛名，“扬州八怪”之中，金农白文“金吉金”印、朱

文“金氏寿门书画”印都是杨谦刻的，罗聘所用的“罗聘私印”也出自杨谦之手。杨谦与罗聘过

从甚密，和金农亦互有诗词唱和。杨谦的篆刻对后世影响颇深，著名的“西泠八家”中的赵之琛

都有仿他的印作。杨谦家学渊源，继承父业，善书画、治印，精竹刻、制砚，为一时名家。著有

《寓意集》、《竹章印谱》二卷。卒年七十有一。

A Duan ‘Zhenwu’ Inkstone by Yang Qian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98,000 - 100,000
USD: 12,600 - 12,90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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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刘宇铭敞池天然长方砚

规格：纵 19.1 厘米 宽 12.5 厘米 高 3.6 厘米 原配铭文桐木砚匣

砚作长方敞池样，砚堂平坦开阔，墨池深峻，落潮高耸。砚首镌刻卷云纹，笔意舒展流畅。老坑

端石质地色褐紫，品质细腻温润，且有中外先贤名家镌题诗文佳句，是为难得之文房佳器。

砚侧铭文：其文其物 其宝其珍 元章淋漓 质怀天根 蕴藏兰匣 恐洒风尘 益尔后士 莫把沉沦 正

德丙寅卯月刘宇识 文章千古

砚匣铭文：此砚端溪水岩 大西洞石佳也 蕉叶白墨堂全面显出 温润如玉 微尘青花满面 翡翠纹数

点添砚品 胭脂火捺绕回 长方天然砚也 昭和十四年六月上浣 贯山题

刘宇：成化八年进士。由知县入为御史，坐事谪，累迁山东按察使。弘治中，以大学士刘健荐，

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召为左副都御史。正德改元，吏部尚书马文升荐之，进右都御史，总

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

坂东贯山：日本文房收藏家，德岛县人，二十岁时师从日本书画大家山元春举学画，一生酷爱文

房雅玩，特别是对砚台有独特的研究和见解，有日本战前中国砚石研究第一人之称。与吴昌硕，

王一亭，犬养毅等为故交。

A Rectangular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Liuyu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50,000 - 70,000
USD: 6,500 -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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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端溪水岩玄武砚

规格：纵 17.3 厘米 宽 10.8 厘米 高 2.2 厘米 原配红木砚匣

砚作长方敞池样，砚面开阔，四面线条挺拔流畅。背浅覆手，浮雕玄武纹，神龟伏卧一隅，

海涛中吐纳祥瑞。端石质地温润异常。此砚设计典雅端庄，纹饰秀美，颇为难得之佳品。

玄武：是中国古代四灵之一，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玄武亦称玄冥，龟蛇合体，

为水神，居北海，龟长寿，玄冥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冥间亦在北方，故为北方之神。

A Duan ‘Xuanwu’ Inkston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18,000 - 28,000
USD: 2,300 - 3,600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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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砚铭文：秀野堂黄献子 乾道昭阳大荒落 喜获奇砚 叙而铭之 缜密以纹 温润而确 邃哉兴

平 孕此遗璞 伏羲画卦 素王笔经 宏济盛美 贻训后人 藤角聿煤 益者三友 作铭鉴之 昭示不朽

注解：1. 乾道昭阳大荒落：即乾道癸巳年（应为乾道九年），乾道是南宋宋孝宗赵昚的第二个年号，

共计 9 年。“昭阳”为古代岁星纪年法，十干中癸的别称，用于纪年。《尔雅·释天》：“（太

岁）在癸曰昭阳。”《淮南子·天文训》：“亥在癸曰昭阳。” “大荒落”亦作“大荒骆”“大

芒落 ”。 太岁运行到地支“巳”的方位，这一年称大荒落。《尔雅·释天》：“（太岁）在巳

曰大荒落。”《史记·天官书》：“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因以为十二地支中“巳”

的别称。

2. 素王：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是真正的王。所谓“素王”，是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

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

3. 藤角聿煤：纸笔墨的别称。藤角是以藤角为材料制成的纸张，聿原为笔的本字。聿者，所用

书之物也。指事字。煤指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灶，取西湖九里松作煤。

紫
英
青
璲

黃
獻
子
秀
野
堂
雙
足
風
字
樣
歙
硯 

注
解



紫
英
青
璲

南宋  黄献子秀野堂双足风字样歙砚

规格：纵 19.5 厘米 前宽 9.4 厘米 后宽 10.2 厘米 高 2.6 厘米 日本藏家旧藏 

砚堂开阔微凸，墨池深峻，线条挺拔流畅，背留双足，背脊镌刻大片铭文。其质地坚密细润，

歙石暗细螺纹丝光闪动，品质极佳。此砚铭文书写工整流畅，其纪年赞誉之词藻尽显文人爱

砚之胸怀，可谓珍罕。

宋代文人对书斋之物至为讲究，砚台被赋予更多文化内涵，不仅藏砚玩砚者众，给砚台写铭

作赋也成了一时风尚。孔毅甫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厚

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寥寥几句，道尽歙石砚材的美妙和珍贵。

A She Inkstone in the Shape of a ‘Feng’ Character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HKD: 350,000 - 380,000
USD: 45,000 -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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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重光葵藏端溪水岩双龙争珠对砚

规格：纵 21.8 厘米 宽 14.6 厘米 高 2 厘米 原装红木砚匣

此对砚以端溪水岩佳石为质，做板样对砚，砚额浮雕云龙纹，首尾呼应，云涛中双龙游动穿梭。以翠斑巧

色火珠，且留大片浮云冻与砚堂，色泽娇艳，端溪水岩，质地极佳。

砚匣铭文：端溪水岩双龙争珠研 藤 石农

重光葵：日本大正昭和时期外交官，日本外相。1911 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外务省，1929 年

起历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本驻中国大使。1932 年在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被炸断右腿，导致终身跛行，

其后，历任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 年 9 月 2 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

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很快于 1950 年假释，且再次任职为外务大臣。任内完成和

苏联恢复邦交的工作。重光葵活跃于一、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幕后参与甚至主导了诸多日本侵略各国、

统治及外交政策制订。

后藤朝太郎：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时的学友，为

近代日本研究中国学术最著名学者之一，其众多著录中《砚与笔》祥尽阐述了中国研史及在日本的发展，

并藏有名家佳砚若干方，此砚是为其一。

A Pair of ‘Dragon’ Inkstones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120,000 - 150,000
USD: 15,500 - 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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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银釦风字样抄手澄泥砚

规格：纵 13.8 厘米 宽 8.5 厘米 高 2.7 厘米 日本藏家旧藏

砚作风字抄手样，四面内敛，前窄后宽，风格儒雅端庄，线条挺拔流畅。澄泥质地，色泽灰绿，

品质温润坚密。此砚边缘及边墙均釦以银片，品种颇为少见。

《说文·金部》：“釦，金饰器口。”釦器，始于战国，盛于汉代。汉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釦器的记载。

用金属釦镶嵌，本来是出于实用功能目的对器物的口沿加以处理，保护器口不至于过早损坏，又

能起到装饰作用，还能显示出使用者的不凡身份。

A Chaoshou Chengni Inkstone in the Shape of a ‘Feng’ Character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60 -1127)

HKD: 18,000 - 28,000
USD: 2,300 -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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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崇宁五年贡墨及索纹古墨一对

规格：崇宁墨纵 10.5 厘米 宽 2.1 厘米 索条墨纵 13 厘米 日本藏家旧藏

宋墨其一：圆锥状，遍身旋索纹，入手沉重，墨质油亮坚密，品质极佳。其二者：牛舌状，墨面

铭文崇宁五年制，圆弧背面饰阳文锦地菱形格，原应通体泥金，字口深处残留片金，为当朝贡墨，

足见昔日之辉煌。

参阅：《扬州馆藏文物精华》 第 21 页，2001 年，北宋 . 东山贡墨。墨为牛舌状，正面阳文楷书“东

山贡墨”四字，四面饰阳文平行双线方格，此墨锭模铸松烟，从残存金痕看，此墨锭铭文皆为泥金，

墨质无光。质料精细，铭文字体遒劲雄健，锋芒峻历，圭角晰然。千年古墨保存至今殊为罕见。

A Pair of Inksticks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60 -1127), one dated 1106 

HKD: 48,000 - 68,000
USD: 6,200 -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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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端溪水岩作霖雨云龙砚

规格：纵 19.5 厘米 宽 16.5 厘米 高 2.5 厘米 原配紫檀砚匣

砚作椭圆随型样，开敞池，过墙浮雕云龙纹。砚首龙头高悬，怒目圆睁，穿行云气间，

生动传神若隐若现。砚背满工，瑞霭祥云间篆书作霖雨三字，书法古意。砚质水岩端石，

青花火捺满布其上，极为温润细腻，此器物构思精妙，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龙伸五爪，

应为清宫照办之遗宝。

砚背铭文：作霖雨

作霖雨：《尚书·商书·说命上》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

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旧题汉·孔安国传：

霖，三日雨。霖以救旱。

A Duan ‘Dragon’ Inkston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170,000 - 190,000
USD: 21,900 - 24,500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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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开元歙石出，一时天下风从，至宋时，砚式样制古雅者，已不下几十种，如：圭样、龙

眼样、瓜样、瓢样、琴样砚等。从实物来看，琴样砚宋代就有，且造型多样，形态各异。琴

样砚，不同寻常，设计巧妙，不饰琴弦，简洁而含蓄，似有东晋陶渊明诗句“但得琴中趣，

何劳弦上音”之境界，琴而无弦，以抒心曲……是历代文人砚中之佳品。宋砚的经典造型不

是简单具体地描摹实物，而是以实物为基础，经过概括提炼后，删繁就简，线条造型，形象

简练，整体感突出，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它的品味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

成为我国砚文化发展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宋人尚意，本指书法而言。纵观宋时的绘画、音乐、诗词、瓷器、饮食、建筑、赏石，莫不“尚意”。

苏东坡有《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时风使然，这种理念反映在制砚上。宋代的《歙州砚谱》和《端溪砚谱》都载有“琴样砚”，

以琴式入砚，题材取于乐器，经过抽象提炼后，略去了大部分琴的构件，只留下琴的整体修

长外形，砚额仅用一优美的弧线代表龙龈，点出琴的主题。简洁的线条非常准确传神地勾勒

出这一文房雅具特有的高贵与典雅，砚面石质纯净、莹洁，是实用佳品，也是玩赏雅物。七
弦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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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七弦琴样刷丝歙石大砚

规格：纵 22.3 厘米 宽 6.8 厘米 高 2.2 厘米 日本藏家旧藏

砚作古琴样，四面内敛，开一字池，背覆浅抄手。制作线条挺拔流畅，风格古雅秀美。刷丝螺

纹质地，宛若七弦，若隐若现，纵贯砚身。

琴砚，又叫琴样砚或琴式砚，源于宋代。琴棋书画素有文人四艺之称，既高雅又为文人所喜闻

乐见。与诗词歌赋、笔墨纸砚、金石碑刻、梅兰松竹这一类文化皆属中国风雅文化的范畴，是

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四项技艺为士大夫所创导，自隋唐以来，被逐渐定位为古代文人必具

的学识修养，不少古书称颂文人时皆言“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古人对砚极为重视，凡获美石，必择良工施作。石材之形象、尺寸之大小、纹理之疏密、石眼

之高低，都是考虑的因素。无论材质大小，加工务求精美，取名必致典雅。或取端正方直，或

随形之态，都能制作得体，宛如天然。

A She Inkstone in the Shape of a Q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60-1127)

HKD: 130,000 - 150,000
USD: 16,800 - 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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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熊廷弼汪苕文铭塔景砚 

规格：纵 23.8 厘米 宽 12.4 厘米 高 2.5 厘米 原配紫檀天地砚匣

以角石为砚，自明已成风尚，取其银毫塔影之吉意，故曰塔景研。此砚打磨精致，取名题款卓尔不群，有

明末清初文武大家手泽题意，珍罕非常。

砚首铭文：塔景研

砚侧铭文：自渡辽携汝伴 草军书恒夜半 我之心惟汝见 天启四年甲子三月 熊廷弼 芝冈 

砚侧铭文：帝鸿氏之墨海 元和初之柔桑 不及此君之腻而且肪 子孙永宝斗牛胜光 汪苕文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人，明末名将，万曆进士，由推官擢御史，巡按辽东。与东林党关系

密切，且与东林六君子也关系匪浅。乾隆帝仰其英德，称赞熊廷弼“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晓

畅军事，为明代巨擘”，亲为批识云：“观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下诏

起用公五世孙，在江夏修贤乡建享堂，于纸坊广坊岭修祠墓。

汪苕文：汪琬，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

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

刑部郎中、编修，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

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Xiong Tingbi and Wang Tiaowen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100,000 - 120,000
USD: 12,900 -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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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永受嘉福端溪老坑瓦当砚

规格：直径 15.8 厘米 高 6.2 厘米 原配红木砚匣 

此砚以汉瓦当为样，圆池环渠，取意擗踊。檐口周边，剔地浅浮雕海天云龙纹，其装饰风格富丽华美。

深峻覆手内缪篆“永受嘉福”气相端庄。以端溪名石入砚，其质地细润纯净，品质上乘。此器物设计灵巧，

纹饰精妙，为乾隆朝不可多得之仿古官造之宝。

砚背铭文：永受嘉福

秦砖汉瓦，为中国古代建筑之奇迹，亦是中国古代文人抒情摹古之钟爱对象。对其金石文字之偏好，

自唐至今，杰出艺术品层出不穷。唐朝吴融《古砚瓦赋》中描述的：“无谓乎柔而无刚，土埏而为瓦；

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断而为砚”。可见唐就珍藏残瓦当为砚。

永受嘉福：西汉瓦当，面“永受嘉福”四字凸起，缪篆书体。缪篆书体在汉代铜器和印章文字中时有所见。

《汉书·礼乐志》：“其诗曰：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

下民安乐，受福无疆。”“永受嘉福”为祈福之语。

A Tile-Shaped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with the Characters ‘Yong Shou Jia 
Fu’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58,000 - 78,000
USD: 7,500 - 10,100

620

永
受
嘉
福
端
溪
老
坑
瓦
當
硯 

圖
解



紫
英
青
璲

元  双乳足海棠池圆形歙砚

规格：直径 20 厘米 高 3.8 厘米

砚作圆形，砚面起开海棠池，背作双乳足。歙州眉纹坑石，剔眉留纯净之底板，

遇水折光如丝缎飞舞，其质地坚密滋润，品质玉德金声。此器物制作规整，线条

挺拔流畅，三乳足浑圆厚重，气势古拙磅礴，是为元时期制砚之佳品。

A Round She Inkstone

Yuan dynasty (1271-1368)

HKD: 58,000 - 78,000
USD: 7,500 -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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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文征明自用河图洛书行囊端砚

规格：纵 11.7 厘米 宽 6 厘米 高 1.5 厘米

 砚作长方敞池，留宽边。落潮处波涛翻滚，浮雕神龟驮书，雕琢手法精湛娴熟，瑞兽生动传神。砚背

下方浅覆手，剔地浅浮雕龙马献图，使图纹前后呼应，相映成趣。砚背上方镌刻铭文：山袛吐秘 河灵

孕宝 海马嘶风 轩物重造 丁丑春月停云镌；砚一侧镌刻：偶得衡山居士之砚甚幸濠叟珍藏；另一侧留铭：

水竹村人藏。此砚上下挂角处略有漆灰残补，可见主人对此随身佳物之喜爱。

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上古伏羲氏时，洛

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

来源。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

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

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An Inscribed ‘Hetu and Luoshu’ Duan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380,000 - 420,000
USD: 49,000 - 5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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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首铭文：山袛吐秘 河灵孕宝 海马嘶风 轩物重造 丁丑春月停云镌

砚侧铭文：偶得衡山居士之砚甚幸 濠叟珍藏

砚侧铭文：水竹村人藏

文征明：原名壁（或作璧），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汉族，

长州人，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因官至翰林待诏，私谥贞献先生，故称“文待诏”、“文贞献”。为人谦和而耿介，宁王朱

宸濠因仰慕他的贤德而聘请他，文征明托病不前往。正德末年因为岁贡生荐试吏部，授翰林待诏。他不事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

官作画，任官不久便辞官归乡。留有《甫田集》。文征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

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

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杨沂孙：清代书法家。字子舆，号泳春，晚号濠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至凤阳知府。工钟鼎、石鼓、篆杨沂孙、

隶与邓石如颉颃。气魄不及，而丰神过之。偶刻印，亦彬雅迈伦。少学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于篆籀。着《文字

解说问伪》，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又考上古史籀、李斯，折衷于许慎，作《在昔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

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

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曹营街寓所。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互为同道；

光绪三十一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颇得袁世凯的器重，在袁世凯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民国五年 3 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起用

他为国务卿。民国七年 10 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民国十一年 6 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徐一生藏砚颇多，

身后多捐与天津博物馆，并著有《归云楼砚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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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木叶花卉子石端砚

规格：纵 21 厘米 宽 18.5 厘米 高 6 厘米

砚式子石随形，作木叶花卉样，取花叶一片为砚堂。砚首镂空圆雕老桩幼叶，其造型生动写实，

纹饰华美，工艺十分精湛。选老坑佳石入砚，细腻纯净，品质极佳。此砚用料考究，器型较大，

造型儒雅，纹饰精美，是为不可多得之文房佳器。

木叶：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一个常见意象。出处：屈原的楚辞《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A Duan Inkstone Carved with leaves and flowers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240,000 - 260,000
USD: 31,000 - 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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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岁寒三友海日腾云绿端砚

规格：纵 21.3 厘米 宽 12.3 厘米 高 2 厘米 原配铭文桐木砚匣

砚式长方，作旭日堂，开新月池，以取意日月合璧。砚面满工精琢海涛仙石，及岁寒三友图，其纹

饰华美，雕琢手法极为精湛，非巧将不可为也。端溪绿石，其色泽绿如翠璧，坚密细润，颇为少见。  

砚侧铭文：一片青葱绿 不让端溪紫 海日腾云处 犹有傲雪枝 梁溪坐观老人张祖冀

砚匣铭文：青端溪 后藤

张祖翼：字逖先，号磊盫，又号磊龛、濠庐。因寓居无锡，又号梁溪坐观老人，安徽桐城人。近代

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

后藤朝太郎：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黄现荪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时的学

友，为近代日本研究中国学术最著名学者之一，其众多着录中《砚与笔》祥尽阐述了中国研史及在

日本的发展，并藏有名家佳砚若干方，此砚是为其一。

A ‘Sui Han San You’ Green Duan Inkston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65,000 - 85,000
USD: 8,400 -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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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海天旭日端砚

规格：纵 25.3 厘米 宽 22.8 厘米 高 3.3 厘米

砚作椭圆随型样，以喷薄升起之旭日为圆堂，砚面下端高浮雕海水波涛纹，旭日之上，

云雾缭绕，气象万千。端溪水岩佳石入砚，其石色纯净，自然美观。砚背过墙浮雕祥云

纹，起伏跌宕，反转有度，气势磅礴。此砚设计制作工艺精湛，为清初制砚之上品。

海天旭日：明清沪城八景之一。远处海滨一片丛生的芦苇，极目远眺，极远处的海洋和

天空连成了一线，清晨东方欲晓，海天相连处露出微微曦光，渐白，呈红，旭日冉冉升

起的景象。

A Duan Inkstone Carved with Waves, Sun and Clouds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HKD: 80,000 - 100,000
USD: 10,300 - 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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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敞池长方圭样端砚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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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纵 17.8 厘米 宽 11.2 厘米 高 3.4 厘米 配红木砚匣

砚作长方敞池样，砚堂平整开阔，落潮高耸，墨池深峻。背做圭样纹饰，气

度典雅端庄，老坑端石质地，色泽灰紫，坚密温润。此砚用料考究，制作工

艺精湛，风格典雅端庄，颇有官砚之风。

圭：古玉器名，长条状，上圆或剑头形，下方。中国古代贵族朝聘、祭祀、

丧葬时以为礼器。依其大小，以别尊卑。又作珪。

A Gui-Shaped Duan Inkstone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HKD: 28,000 - 38,000
USD: 3,600 -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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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思想活跃，文化事业蒸蒸日上，文字书写的需要与日具增。

在这种情况下，砚台开始逐步形成并得到了显着发展。

西汉时期的石砚，尤如秦制，多附研纽。可分两种类型：一是饼形砚，由自然扁平

形研磨器变为磨制较为规范的圆饼形砚。二是板形砚，即以长方形薄石板做底，再

配以石研钮和陶研钮。

到了东汉后期，由于制墨工艺已较成熟，墨成锭状可手握研磨，研纽才逐渐消失，

砚也由平面改变成挖有砚池。到这时，才可以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砚。而且除石

砚外，玉砚、漆砚、陶砚仍至铜砚也应运而生。当时的铜砚，并非是铜质砚，而是

精美绝伦的铜砚盒中嵌入砚石。

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青铜器展》相关展品 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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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铜鎏金瑞兽暖砚

规格：纵 12 厘米 宽 8.3 厘米 通高 4 厘米 日本藏家旧藏

此砚砚体青铜铸造，外鎏金水，虽有脱落，仍可见昔日席上之华美神采。砚体腹置中

空，上嵌青石板，使用部坚密光润，朱砂残存。瑞兽首似龙形，轩眉瞪目，鼻似如意，

张口伸舌，其四肢蹲踞，似仰天怒吼，状如玄武神兽。此砚设计精妙，石板与砚体巧

妙地构成贮水墨池，实用与观赏出现出完美的统一。

暖砚：两汉之前，砚的制作注重实用性，较为粗率。直到汉代，人们才开始关注砚台

的装饰性，不仅制砚的材料多种多样，而且琢磨更趋细致，造型生动而充满想象力。

自此，砚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新阶段。其造型，铸造，镶嵌，

鎏金工艺的复杂程度，使该件鎏金兽形暖砚成为汉代砚品中的佼佼者。

玄武：是中国古代四灵之一，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玄武亦称玄冥 ，龟蛇合体，

为水神，居北海，龟长寿，玄冥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冥间亦在北方，故为北方之神。

A Gilt Bronze ‘Auspicious Beast’ Warming Inkstone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220)

HKD: 180,000 - 200,000
USD: 23,200 -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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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龙德在田御制松花石砚

规格：纵 17.5 厘米 宽 11.5 厘米 高 2.5 厘米 原配嵌玉硬木砚匣

此砚以老坑松花石琢成，色泽青碧，砚呈委角长方式，开砚池，池内高浮雕如意云龙纹，砚堂

残留大片朱砂痕。所存传世宫廷松花石砚，砚池浮雕如意龙纹者，较为罕见。素背覆手。当为

清宫之旧物。

松花砚：清圣祖于康熙二十八至四十一年间独具慧眼，将产于东北「龙兴之地」的松花石提升

为砚材，命工匠雕琢后，取墨试磨，发现其发墨效果远胜绿端，清宫于康熙朝开始用松花石制

砚，但集中于康、雍、乾三朝，此后砚材质差，且清宫亦无力经营。松花石砚被清代帝王视作「品

埒端歙」，在清宫诸类艺术品中地位殊高，仅为皇室御用或赏赐功臣。

参阅：《品埒端歙松花砚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西清砚谱古砚特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

出版

An Imperial Songhua ‘Dragon’ Inkstone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HKD: 150,000 - 170,000
USD: 19,400 - 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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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竹所铭文敞池端砚

规格：纵 15 厘米 宽 9 厘米 高 3.3 厘米 原配红木砚匣

砚作长方，修长厚重，开淌池阔边，光素无纹饰。石色紫，纯净坚润，砚堂处可见青花等石

品，锋芒内蕴，下墨爽利，可为文房之一助，覆手镌先贤名款，是为古文人砚之佳品。

砚背铭文：砚正奇姿 而何铭刻 余谓不然 慧镫所口 内蕴青花 柔肌莫饰 宝之非人 毘蓝消

泐 勖哉云仍 穷经有得 竹所篆

竹所：王初桐，原名王丕烈，字于阳，清上海嘉定方泰人。室名字号计有赓仲、耿仲、无言、

竹所、巏堥山人、红犁翠竹山房等。乾隆四十一年授四库馆誊录，后担任齐河县县丞。在山

东为官，历署新城、淄川、平阴、寿光知县，宁海州同知。他的署中悬有对联：“案牍劳形

乃以诗书为案牍，山林适性且将城市作山林”。

A ‘Zhusuo’ Inscribed Duan Inkston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50,000 - 70,000
USD: 6,500 -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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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残荷听露青州红丝石砚

规格：纵 18 厘米 宽 16 厘米 高 2 厘米 配红木砚匣

砚作随型子石样，浮雕残荷一柄，枝叶翻转，包裹砚体。其设计风格生动写实，雕琢妙法自然，

极具宋元写实之意。老坑青州红丝石。质地坚密，留数抹红霞于砚堂，色泽极为艳丽动人。

青州红丝石：产于山东青州黑山，居四大名砚之首。其质嫩理润，色泽华缛而不浮艳，手试如膏，

似有游液渗透，与墨相亲，发墨如发油，墨色相凝如漆，谓稀世珍宝。且细润如玉，温嫩而不滑，

扣之有声，聍水不耗，发墨不损豪，久用笔锋不退。至宋末石源枯竭，历朝虽有产出，但数量相

当稀少。

A Qingzhou Hongsi ‘Lotus’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200,000 - 230,000
USD: 25,800 - 2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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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老坑大西洞古树秋潭端砚

规格：纵 28.6 厘米 宽 16.5 厘米 高 2.7 厘米

此砚为光绪期间张之洞所开大西洞之名石，其石质细腻滋润，入手细嫩，摸之如小儿肌肤，

叩之木声。砚堂天青铺地色泽微泛宝蓝，其上蕉叶白，青花火捺满布，张坑西洞砚石之

品质一览无遗。其设计雕琢随型就式，周面浅浮雕古树苍劲，风格幽远宁静，是为遗宝也。

端溪老坑：又称为下岩、水岩，历史上曾被作为“皇岩”，有规定的数量进贡朝廷。关

于老坑自开坑采石后，以何时所采得的砚石为佳，历来古人各有说法。正如清代计楠所说：

“昔人论研多矣。所见异辞、所闻异辞者，何也？盖以研坑之出，有古今之不同、上下

之各别。一代有一代之优劣，一时有一时之好尚。古不必尽胜于今，今不必远逊乎古也”。

A Duan Inkston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48,000 - 68,000
USD: 6,200 -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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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西番莲纹松花砚

规格 : 纵 11.8 厘米 宽 8.8 厘米 高 2.3 厘米

松花石质地，色泽艾绿，质地坚密，细润可人。砚作品字式，砚面剔地浮雕缠枝西番莲纹，纹饰华美端庄，西

洋气息浓郁，具有强烈的法国洛可可雕塑风格。砚首藤蔓翻转，将墨池一分为二。砚背平坦，镌刻小山款铭文。

此砚式设计风格奇特，为乾隆朝宫廷制砚，仿西洋风格之特例。

砚背铭文：水溪精兮 吾珍藏兮 小山刻

松花石：又名松花玉，康熙帝慧眼独具，认为松花石，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溢毫，故其宝也，用以

制作砚台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弗能出其右，自康熙三十年之后，松花石成为清朝宫廷专用砚，入贡宫廷充

作“皇帝”御批专用砚，并成为赏赐功臣，驾驭群臣的思物。

邹一桂：清代官员，画家。字原褒，号小山，晚号二知老人，江苏无锡人。雍正五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

院编修。历官云南道监察御史、贵州学政、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官至内阁学士。乾隆七年，转

礼科给事中，二十一年，左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诣京师祝上寿，加礼部侍郎衔，在籍

食俸。三十七年，归，卒于东昌道中。加尚书衔。擅画花卉，学恽寿平画法，风格清秀。曾作《百花卷》，而

书己作于后，藏于家。著有《小山画谱》、《大雅续稿》。

十八世纪的乾隆王朝，在中国的宫廷装饰领域里，有一股清新但不强大的“西洋风”，十八世纪中法两国的文

化艺术的交流，让乾隆皇帝认识了来自欧洲文化中心法国的另一个古典艺术的高峰 - 洛可可风格。从而在皇家

建筑，宫廷艺术品中，开始呈现出乾隆朝所特有的中西合璧的装饰艺术，乾隆洛可可风格。在众多以中国传统

元素为主导的宫廷制砚中，也具有了这种特例，洛可可风格。

参阅：《品埒端歙松花石砚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 《西清砚谱古砚特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A Songhua ‘Lotus’ Inkston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220,000 - 240,000
USD: 28,400 -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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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灵芝池板样图文澄泥砚 

规格：纵 23 厘米 宽 13 厘米 高 6 厘米 原配硬木天地砚匣

砚作长方板样，开灵芝卷云池，线条舒展极富张力。鳝黄澄泥质地，

坚实细密，受墨处墨锈深厚，砚背精篆宋元山水图意，远山近木，小

桥流水，极富文人情趣。

A Chengni Inkstone Carved with a Landscape Scene

Ming dynasty (1368-1643)

HKD: 28,000 - 48,000
USD: 3,600 -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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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星云柱琴样端砚

规格：纵 20.4 厘米 宽 9.8 厘米 高 2.3 厘米 日本藏家旧藏

砚呈仲尼古琴样，四面内敛，前窄后宽以便聚墨。琴首落潮处矗立眼柱三根，琴尾亦留祥云

拱柱，参差布局，错落有致，覆手留双足，线条挺拔。星柱云火飞舞，气象万千。精选端溪

水岩佳石，色朱赤，温润异常。此器设计精妙，制作工整，线条洗练流畅，平添文人气息，

为宋琴之珍品。

琴砚：又叫琴样砚或琴式砚，源于宋代。琴棋书画素有文人四艺之称，既高雅又为文人所喜

闻乐见。砚至宋，呈现造型多样，形态各异。琴样砚，不同寻常，设计巧妙，不饰琴弦，简

洁而含蓄，是历代文人砚中之佳品。宋砚的经典造型不是简单具体地描摹实物，而是以实物

为基础，经过概括提炼后，删繁就简，线条造型，形象简练，整体感突出，极富想象空间。

A Duan Qin-Shaped Inkstone with Pillars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9-1279)

HKD: 100,000 - 120,000
USD: 12,900 -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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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  吴宽铭文俏色青鸾献寿端砚

规格：纵 21 厘米 宽 15.8 厘米 高 3.5 厘米 原配紫檀砚匣

端石质地，温润细腻，整砚雕作青鸾献寿图，砚额俏色雕琢青鸾口衔灵芝一柄，双翅围拢，环抱砚堂，翎毛翅羽丝

理规整，纤毫毕现，刻画十分精美。砚堂平坦，墨池深峻。砚背平凹舒展，上端浮雕祥云纹，祥云繁复，错落有度。

空隙处镌刻诗句铭文。

砚背铭文：中洞石难天然不正 更难左则残右则滩 殆化工之若 刊尔形不完 尔神独完 君子览观 得处世之安 弘治年

秋八月之望 题于匏系庵 原博 吴氏

吴宽：字原博，号匏庵、玉亭主，明代名臣、诗人、散文家、书法家，世称匏庵先生。吴宽生于明宣宗宣德十年，

成化八年会试、廷试获第一，为明朝苏州第二位状元。后入翰林，授修撰。曾侍皇太子朱佑樘，秩满进宫为右谕德。

弘治八年升吏部右侍郎，后入直东阁，专典诰敕，并侍从皇太子朱厚照。弘治十六年升礼部尚书。他虽众望所归，

谢迁曾两次荐举他入内阁，但终未能入内阁。吴宽七十岁时，多次因病请辞，都被慰留，后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卒

于礼部尚书任上，谥文定，赠太子太保，葬于木渎西花园山。事见《明史》卷一八四本传。

青鸾献寿：为传统吉祥图案。青鸾，鸟名，古称似凤，五彩而多青色。《广雅·释鸟》：“鸾鸟，凤凰属也”。故

传统纹样常画鸾鸟，环绕一“寿”字或桃子，表示祝寿。吉晤谓“青鸾献寿”。

A Duan ‘Mythical Bird’ Inkstone Inscribed by Wu Kuan

Ming dynasty, Hongzhi period (1487-1505)

HKD: 58,000 - 78,000
USD: 7,500 -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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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清乾隆  汪节庵制唤卿呼子谓多事墨 

规格：纵 10.8 厘米 宽 10.4 厘米

墨呈正方，通体漆衣。一面浮雕幽林雅居图，内容丰富，紊而不乱；一面浮

雕花卉，枝繁叶茂，中部描金正方框内书“唤卿呼子谓多事”。侧面阳文刻

楷书“大清乾隆年制”款。此墨造型规整，保存如此之好，殊为不易。

汪节庵：安徽歙县人，为“清代四大墨家”之一，乾隆中期崭露头角，嘉庆、

道光年间为鼎盛时期。汪节庵善制集锦墨，装潢精致，典雅华贵。此砚或为

其做，亦或为寄托款识。

An Inkstick by Wang Jiean Inscribed with the Characters 
‘Huan Qing Hu Zi Wei Duo Shi’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80,000 - 90,000
USD: 10,300 - 11,600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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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老坑古瓦样端砚

规格：纵 22 厘米 宽 14.5 厘米 高 3.5 厘米 原配红木砚匣

砚作长方卷瓦样，新月池，椭圆砚堂。雕琢手法精细，线条挺拔流畅。端溪

老坑佳石，色泽灰紫，质地坚密细润。此砚制作规整，风格古雅端庄，置文

案可为清雅实用之佳器。

A Duan Tile-Shaped Inkstone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HKD: 18,000 - 20,000
USD: 2,300 -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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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九如灵芝纹老坑端石大砚

规格：纵 26 厘米 宽 21 厘米 高 4 厘米 带硬木底托

砚作子石随型样，依型就势高浮雕九如灵芝纹。其间取大片灵芝者为砚堂。大小灵芝翻转伸曲，神态

生动，相得益彰。取端溪老坑佳石为质，其肉色灰紫，留大片火捺胭脂晕于其上，入水察知金线，青花，

胭脂晕满布其中，品质极佳。此砚造型构思之巧妙，纹饰雕琢之精美，规格形制之巨硕，品质用料之优良，

可谓之神品。

老坑：又称水岩，因它开坑采石年代久远，历史较长，故称老坑；又因洞内长年累月为泉水浸渍，故

称水岩。自唐代开采至今。石色紫蓝，其石品花纹为鱼脑冻、蕉叶白、青花、玫瑰紫、火捺及石眼等，

为端溪各名坑之冠。

九如：语出《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

以莫不庶。天保定尔，俾尔戬谷。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天保定尔，以莫不兴。

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

万寿无疆。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本为祝颂人君之语，后推而广之，泛指为长寿之辞。

A Large Duan ‘Lingzhi’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780,000 - 800,000
USD: 100,600 - 1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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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李公麟《西园雅集》局部

宋代文人对书斋之物至为讲究，砚台被赋予更多文化内涵，不仅藏砚玩砚者众，给砚台写铭作赋也成了一时风尚。

孔毅甫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

南北。”寥寥几句，道尽歙石砚材的美妙和珍贵。

龙尾砚：即歙砚，以采自婺源县龙尾山而得名，其石质坚韧，石纹美丽，磨墨时柔润无声，发墨如油，曾被南唐李

后主誉为“天下冠”。当蔡襄友人徐虞部有幸得到一方龙尾石砚，蔡襄欣然为之题诗，而留下“玉质纯苍理纹清，

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问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的诗句。诗中将龙尾砚比拟为价值连城的和氏璧，适足以说

明此砚在当时是何其珍贵而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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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刷丝纹敞池抄手歙砚

规格：纵 18.5 厘米 宽 7.8 厘米 高 3.2 厘米 日本藏家旧藏

砚作敞池抄手样，四面内敛，墨池峻峭，砚堂前窄后宽，砚体比例清瘦脱俗，

制作打磨，工艺娴熟精湛，线条极为挺拔流畅。其选歙石中螺纹坑佳品，色

泽苍灰，质地坚密细润，刷丝条纹纵贯砚身，其砚墙两侧，丝光闪动，十分

美观。

A Chaoshou She Inkston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60 – 1127)

HKD: 150,000 - 180,000
USD: 19,400 - 2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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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陈元素铭文澄江秋月端砚

规格：纵 10 厘米 宽 9.8 厘米 高 2.8 厘米 原配紫檀砚匣

砚近方样，作圆堂以为秋月，周遭精雕卷浪纹，构图画面恬静清远，此砚由其铭文可

知为宋时期之古砚残器遗宝，明人依《澄江秋月》图卷画意，而改之宝之作此，弥足

珍贵。

砚背铭文：余所藏宋时旧砚 惜其不完因为改制 曾见澄江秋月图 遂取之意以成砚 兴

之所至勿计工拙也 愿与同志者心赏焉 元素 古白

陈元素：字古白、孝平、金刚，号素翁、处廓先生，私谥贞文先生，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人，

万历诸生。早负才名，工诗文，尤善书法，楷类欧阳，草入二王。画工山水，意致清远。

尤善墨兰，超然出尘，有楚畹清芬之致，得文征明之秀媚而更气厚力沉，为王谷祥、

周天球所不及，寸缣尺素，人争宝之。有《古今名将传》、《南牅日笺》。  

A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Chen Yuansu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58,000 - 78,000
USD: 7,500 -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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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黄元秀镌铭菊垒双龙纹澄泥砚

规格：纵 18.8 厘米 宽 12.7 厘米 高 1.8 厘米 原配铭文红木砚匣

砚作长方，开椭圆池，边缘精雕回形纹饰，砚首浮雕双龙夺珠纹，其纹饰雕琢手法华

美精湛，颇具乾隆之风。此砚色泽朱赤，质地坚密温润，品质颇为少见。

砚匣铭文：菊垒 黄元秀 英雄肝胆佛心赐 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

黄元秀：字文叔，号山樵，中年以后改名元秀。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元老，与黄兴、

秋瑾、徐锡麟、蔡元培、章太炎等交游，为光复浙江，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在浙江军

政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黄元秀学识渊博，书法自成一格，杭州名胜，还保留着他的碑题。

如灵隐的“灵鹫飞来”、断桥的“南无大日如来”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A Duan ‘Dragon’ Inkstone Inscribed by Huang Yuanxiu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68,000 - 88,000
USD: 8,800 - 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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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高眼玉兰花样水岩端砚

规格：纵 18 厘米 宽 10 厘米 高 1.5 厘米 原配红木砚匣

砚式随形作玉兰花卉样，取花叶一片为砚堂，落潮浮雕小花一柄，置高眼于其上，

色泽娇艳可人。砚首镂空圆雕老桩幼叶，其造型生动写实，纹饰华美，工艺十分精湛。

选水岩佳石入砚，细腻纯净，品质极佳。此砚用料考究，造型儒雅，纹饰精美，

是为不可多得之文房佳器。

A Duan Magnolia-Shaped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18,000 - 28,000
USD: 2,300 - 3,600

642

高
眼
玉
蘭
花
樣
水
岩
端
硯 

圖
解



紫
英
青
璲

御
題
鳳
池
松
花
硯 

圖
解

康熙：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 (1654-1722 年 )，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

熙 。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或阿木古朗汗 ( 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 )。

康熙帝 8 岁登基，14 岁亲政，在位 61 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成年后先后平

定三藩、收复台湾（郑氏台湾）、亲征噶尔丹、保卫雅克萨（驱逐沙俄侵略军），以尼布楚条约确保清王朝在黑龙江流

域的领土控制，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

康熙帝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被后世学者尊为“千古一帝”，

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

松花石：又名松花玉，康熙帝慧眼独具，认为松花石，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溢毫，故其宝也，用以制作砚台

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弗能出其右，自康熙三十年之后，松花石成为清朝宫廷专用砚，入贡宫廷充作皇帝御批专用砚，

并成为赏赐功臣，驾驭群臣的思物。



松花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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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御题凤池松花砚 643

规格 : 纵 11.5 厘米 宽 7.5 厘米 高 0.7 厘米 原配锦囊桐木砚匣

松花石质地，砚作长方式，精雕凤池，砚体细密滋润，清碧可人，刷丝纹清晰美观，其用料及雕刻风格康熙朝特

点明显，背镌有“以静为用是以永年”铭文。钤印：龙元主人 万几余暇。“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后来在一代盛

世之君康熙皇帝亲作的砚台上刻了如是铭文。文房四宝当中，笔多动而夭，纸无骨而碎，墨常磨而折，唯砚淳朴

厚重，静对沧桑，可得永传。原配锦囊套盒，殊为难得。

砚背铭文：以静为用是以永年 龙元主人 万几余暇

此砚为和敬堂所藏：和敬堂是以经营中国文房四宝及日本茶道具为主的日本著名古董商。至今已有 80 多年历史。

由森田二郎创立。森田二郎 (1913-2001) 生于日本广岛。通过经营文房四宝，与犬养木堂，坂东贯山、松丸东鱼、

白州次郎、王一亭等中日各界名人交往。曾经手过许多收录在《西清砚谱》《広仓研录》《沈氏砚林》等著作上

的古名砚。以后多为著名书法家、收藏家的纪念馆所藏。为《古名砚》（1976 年 二玄社）、《中国名砚展》（1977

年 五岛美术馆）等出版物提供大力协助。也是东京美术俱乐部的古砚鉴定专家。

参阅：《品埒端歙松花石砚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 《西清砚谱古砚特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An Imperial Songhua ‘Phoenix’ Inkstone Inscribed by the Kangxi Emperor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HKD: 800,000 - 1,000,000
USD: 103,200 - 1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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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云龙纹老坑敞池端砚

规格：纵 23.4 厘米 宽 15.3 厘米 高 4.3 厘米

砚作长方敞池样，砚堂平整开阔，落潮高耸，墨池深峻。砚面周边精雕云龙纹，风格

华美异常。背做圈足覆手，气度典雅端庄，老坑端石质地，色泽灰紫，坚密温润。此

砚用料考究，制作工艺精湛，风格典雅端庄，颇有官砚之风。

砚侧铭文：端方而泽 湿润而贞 封印墨候 伴楮先生 知白守黑 为天下珍 乾隆五十三

年仲春月 小山邹一桂题 一桂之印 小山

A Duan ‘Dragon’ Inkston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18,000 - 28,000
USD: 2,300 -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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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黄花梨铭文白瓷调色器

规格：直径 12.5 厘米 高 2.2 厘米 原配黄花梨铭文砚匣

此器物为景德镇所制白釉连珠调色盘，其胎骨坚密，釉色滋润光洁，原配黄

花梨铭文砚匣，精刻钟鼎文十五字，其用刀犀利，书法古意盎然。

砚匣铭文：□孝故公作宝 子子孙孙永宝用 秋亭王燮光刻

A White Glazed Palette, together with an Inscribed Fitted 
Huanghuali Box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18,000 - 28,000
USD: 2,300 - 3,600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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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朱赓铭文宣和二年抄手端砚646

规格：纵 22 厘米 宽 13.5 厘米 高 6.5 厘米 原配硬木砚匣

万曆三十年，朱赓捐一年俸禄与朝廷修筑大殿，修御苑掘池得宋砚 2 方，据此当知此砚即为其一，

宋砚作太史样，制作工整风格古雅雄浑，因挂角残损，遂以灰漆补之以呈朝廷，受恩赐得此神品，

题名曰宣和二年，且镌铭文记之。

砚侧铭文：宣和二年 赓于入厥之明年奉旨督建御苑 掘地为池和古砚二块上坏 归秘府 一赐老

臣 赓拜而受之 阮温诸犊后志以铭铭曰 贵则当王器维求旧岩石钟灵神奇 护守辱在泥涂沉埋最

久 经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臣赓谨铭

朱赓：字少钦，号金庭，浙江山阴人。卒后赠太保，谥文懿。隆庆进士，后改庶吉士，后被授

翰林编修。万曆六年因为侍读改任日讲官。适逢宫中大兴土木，修建园林。赓讲解宋史极力言

说“花石纲”之危害，皇帝为之震动。后历礼部左、右侍郎。万曆二十九年，皇帝下诏朱赓以

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第二年四月进京，上捐一年的俸禄来助修大殿。朱赓被授

予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去世后，赠太保，谥文懿。

A Chaoshou Duan Inkstone Inscribed by Zhu Geng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58,000 - 78,000
USD: 7,500 -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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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一字池抄手眉纹太史砚

规格：纵 21.8 厘米 宽 12 厘米 高 8 厘米 原配硬木砚匣

砚作一字池抄手太史式，墨池深峻，砚面开阔。作高墙抄手，风格俊朗雄浑。眉

纹坑歙石质地，色泽青碧，数条眉纹横贯砚身，盈动可人。此砚设计规整，雕琢

工艺精湛，用料考究，是为上品。

眉纹：又称眉子。呈黑色长条状，如女子之柳叶眉，眉纹的底色青莹，石质坚细

温润，既发墨，又雅静，深受历代文人雅士推崇。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有眉

子如甲痕，或如蚕大的记载。宋曹继善《辩歙石说》：石纹横如眉子，间有金晕。

眉纹细小繁密的，常被人们形象地称作牛毛纹。主要品种有虎皮眉纹、雁对眉纹、

角浪眉纹等。

A Chaoshou She Inkstone in the Form of Taishi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120,000 - 140,000
USD: 15,500 - 18,100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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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孙星衍铭汉长生殿瓦当砚648

规格：直径 19 厘米 高 2.7 厘米 原配紫檀铭文砚匣

砚取西汉瓦当，背留“长生无极”四字，风格浑朴端庄，砚面开月牙池，包浆黝黑古亮。原配紫檀砚匣满刻铭文，

尽书此砚之来历，书法俊美端庄。

砚匣铭文：向客长安游北斗城 寻汉宫故址 旷然瓦唯 俞竹居处士得瓦当甚富 均制为砚载归 北樵颜其斋曰百二十

瓦当斋 余则分赠故人 雪江老渔得其一 越廿载余居白下之五松园 雪江假榻蔡月潭吟青阁 朝夕过从 得共赏之 古

雅绝伦 真稀世宝也 爰为记其颠末如此 癸亥秋分阳湖孙星衍

孙星衍：字伯渊、渊如，阳湖县人。生于观子巷，后迁居双桂坊。清乾隆五十二年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

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嘉庆十六年，他在任代山

东布政使时称病请假回乡。3 年后他客居扬州，参与校刊《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他主持南京钟山书院。先

后主讲泰州安定书院、绍兴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乐育英才。嘉庆二十三年，他 66 岁时病逝。生平钻研

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 , 工篆隶书，尤精校勘，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

堪称善本。他勤于著述，积 30 多年之功，集古今各经学家成就，刊成《尚书古今文注疏》，标志清代古文经学

达到高峰，孙星衍因此成为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派 ) 的重要人物。他还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

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瓦当：汉代瓦当在继承沿用秦瓦当形制和纹饰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字瓦当，从而成为当时一大特征。如属于建

筑物专用的有“长乐未央” “上林”，“左戈”、“右空”等；属于陵墓建筑用瓦有“万岁冢当”、“长陵瓦当”、“来

谷宫当”等；属于颂扬吉祥语的有“汉并天下”、“千秋万岁”、“延年益寿”、“长乐无极”、“亿年无疆”

等，可谓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A Tile-Shaped Inkstone Inscribed by Sun Xingyan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240,000 - 260,000
USD: 31,000 - 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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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  张字款双足风字样澄泥砚

规格：纵 14.8 厘米 宽 9.8 厘米 高 3 厘米 日本藏家旧藏

砚澄泥质，履样砚，形体美观。砚面开大淌池，饱满而富有张力。两侧砚边弧棱，深蕴精劲

气韵。整体线条古朴，宽而朗阔。此砚以澄泥团烧琢刻而成，拙朴大气。且烧结坚实如盘，

砚背带有张姓名戳，为当时制砚之名家印记，极为难得。此砚通体呈相褐熟，包浆密实，古

意浓郁。当为澄泥砚中之优秀作品。

唐宋之间，端歙尚处初创阶段，人们评价澄泥砚为砚中第一。宋代李之彦《砚谱》载：“虢

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今人罕用。”澄泥砚细腻坚实，形色具佳，发墨而不损毫，滋

润胜水可与石质佳砚相比肩。

A Chengni Inkstone in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 ‘Feng’, Signed by 
Zhang

Late Tang dynasty, 9th-10th Century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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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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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唐坑眉纹桃实风雨歙砚650

规格：纵 22.8 厘米 宽 13.4 厘米 高 3.1 厘米 原配铭文桐木砚匣

砚作长方板样，砚面平坦开阔。开桃池，浮雕叶柄桃叶数片，随风舞动，生动传神。唐坑眉纹歙石，

质地坚密，玉德金声，品质极佳。此砚眉纹通透，斜贯砚体，颇似斜风细雨，具有强烈文人气息。

砚匣铭文：明末歙州石 桃实长方砚 紫瑞

相浦紫瑞：日本著名研究中国砚台及文房专家，相关著作众多。著有《洮河绿石 澄泥砚 诸砚》《端

溪砚 - 历史 特质 余话》《歙州砚 - 历史 特质 余话》《端溪砚鉴定法》《图说端溪砚》以上中国

名砚研究专著。

A She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38,000 - 58,000
USD: 4,900 - 7,500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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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仿宋天成风字澄泥砚

规格：纵 13.3 厘米 宽 11.8 厘米 高 3.2 厘米 原配紫檀嵌玉砚匣 

砚呈风字形，开新月池，以朱砂红澄泥质地为之，质地坚密，色泽极为艳丽。此砚为乾隆

仿前朝六式之一，用料考究，线条挺拔流畅，风格儒雅端庄，是为宫廷照办之佳作也。

御砚六式：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清廷曾分别以端石、歙石、澄泥大量仿制古砚，用来赏赐

宗室大臣，每套六件。有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汉石渠阁瓦砚、仿唐八棱砚、仿宋徳

寿殿犀纹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宋玉兔朝元砚。此砚应为其中之一。

A Chengni Inkstone in Imitation of a Tiancheng Inkston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420,000 - 450,000
USD: 54,200 - 5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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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阮亭款凤鸟纹端砚

规格：纵 16.8 厘米 宽 12.8 厘米 高 2.5 厘米 原配紫檀砚匣

端石质地细腻温润，包浆古厚。砚面精雕青鸾祥瑞图，青鸾双翅环抱砚堂，翎毛翅羽刻划

精美。砚堂平坦，自然过渡到墨池。青鸾为传统吉祥图案。青鸾古称似凤，五彩而多青色。

《广雅·释鸟》：“鸾鸟，凤凰属也”。砚背瑞鸟曲足，祥云拱绕。

砚背铭文：承寰翰墨 报国文章 振凤毛于池上 俾沐浴乎古香 砚为吴门顾二娘所制也 感其工

之精 思之深 挥洒之下宛如凤舞鸾翔于毫楮间耳 阮亭铭 士禛

王士祯：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谥文简。

山东新城人，常自称济南人。清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四十三年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

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诗论创“神韵”

说，于后世影响深远。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好为笔记，

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A Duan ‘Phoenix’ Inkstone Inscribed by Ruan Ting (Wang Shizhen),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HKD: 140,000 - 160,000
USD: 18,100 - 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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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寒江秋月端石板样砚

规格：纵 22.6 厘米 宽 13.8 厘米 高 2.5 厘米 配硬木砚匣 

砚作长方平板样，受墨处平坦开阔，砚首留眼丘，置翠黄高眼一枚，如明月高悬。

砚体石纹隐约，似秋水寒江，意境深远。

石眼：是一种天然生长在砚石上，有如鸟兽眼睛一样的名贵石纹。《端溪砚史》

记述：圆晕相重，黄黑相间，翳睛在内，晶莹可爱……清末潘次耕的《端石砚

赋》更是生动地描述：人唯至灵，乃生双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睛朗朗，

碧晕重重；如珠剖蚌，如月丽空。红为丹砂，黄为象牙；圆为鸲鹆，长为鸟鸦。

或孤标而双影，或三五而横斜；象斗台之可贵，唯明莹而最佳。

A Duan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18,000 - 28,000
USD: 2,300 -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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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卷瓦样眉纹歙砚654

规格：纵 21.7 厘米 宽 13.2 厘米 高 6.3 厘米 原配硬木砚匣

砚作古瓦样，上下侧内敛，开月牙池，砚堂浑圆高耸，南宋时代气息彰显。砚取老坑眉纹歙石为材，

石质细腻温润，包浆润泽，眉纹自上而下，纵贯砚堂，银黑相间，美观异常。

歙砚：产于安徽黄山山脉的古歙州，为四大名砚之一，南唐后主李煜评说‘歙砚甲天下’，苏东

坡评其‘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

眉纹，又称眉子，为歙砚五大名品之一，石纹呈黑色长条状，似女子之柳叶眉。宋赵希鹄《洞天

清禄集》有‘眉子如甲痕，或如蚕大’的记载，宋曹继善《辩歙石说》：‘石纹横如眉子，间有

金晕。’底色靑莹，纹路天成，坚质发墨，深受历代文人雅士推崇。

A She Tile-Shaped Inkston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HKD: 120,000 - 150,000
USD: 15,500 - 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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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仿汉石渠阁瓦澄泥砚

规格：纵 16 厘米 宽 9.4 厘米 高 1.5 厘米 原配紫檀砚匣

澄泥质地细腻匀净，砚作板瓦形，圆形砚池较浅，边缘起棱，形制俊巧，制作规整。砚上题刻

乾隆御题诗，曰：“炎刘瓦研称石渠，汾沙搏埴其式具，以昔视今旧新殊，由今视替讵异乎”，

并署“乾隆御铭”款，砚额“仿汉石渠阁瓦砚”字样。其字体端庄公正，刻法婉转流畅，雕刻规范，

并于文尾钤刻“征观”印款。

砚首铭文：炎刘瓦研称石渠 汾沙搏埴其式俱 以昔视今旧新殊 由今视替讵异乎 乾隆御铭 征观

砚侧铭文：仿汉石渠阁瓦砚

石渠阁：为西汉皇家藏书之处，是一座按照礼制设计的建筑。《三辅黄图》记载：“石渠阁，

其下垅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汉宣帝甘露三年，刘

向等五经诸儒讲论五经于石渠。石渠砚缩大为小，墨水注于其中，促使帝王在临池挥墨时观天地，

明古今，以微观的器物表达了“铜乎石乎泥乎，合一相阅千秋”的寓意。

A Chengni Inkstone in Imitation of an Ancient Shiqu Inkstone

Qing dynasty, Qianlong four character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HKD: 180,000 - 200,000
USD: 23,200 -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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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朱砂红青鸾衔桃澄泥砚

规格：纵 16.5 厘米 宽 11.5 厘米 高 2.3 厘米 原配硬木砚匣

砚作随型，浮雕青鸾衔桃样。大桃为堂，小桃作池，仙鸟羽翼丰满，神态华美生动。此砚以朱

砂红澄泥精质，色泽艳丽悦目，质地坚密温润，是为乾隆朝澄泥砚之上品。

青鸾：古代汉族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赤色多者为凤，青色多者为鸾。多为神仙坐骑。北周

庾信《谢赵王赉干鱼启》文鳐夜触，翼似青鸾。唐 李白《凤凰曲》嬴女吹玉箫，吟弄天上春。

青鸾不独去，更有携手人。

A Cinnabar Chengni Inkstone Carved with a Mythical Bird Carrying a 
Peach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1736-1795)

HKD: 58,000 - 78,000
USD: 7,500 - 10,100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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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眉子石太史歙砚

规格：纵 25.3 厘米 宽 15.5 厘米 高 5.3 厘米

砚作长方太史式，砚堂开阔，墨池深峻。其线条挺拔流畅，双墙高耸，制作风格

雄浑端庄。以歙州眉纹石入砚，底色烟灰细密温润，砚体宽眉子纹，随型舞动，

纵贯砚堂。其眉色如漆，入水银光闪烁，随光浮动，为歙石太史砚之佳品。 

A She Taishi-Form Inkston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140,000 - 160,000
USD: 18,100 - 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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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歙州眉子石浮鹜砚658

规格：纵 25 厘米 宽 12.3 厘米 高 4.3 厘米

砚以歙州眉纹石为质，玉德金声。眉子石质地坚密，遇水折光宛如丝缎，砚堂纵列眉纹

数条，极为美观。浮鹜侧身蜷伏近椭圆形，以背作砚堂，墨池处项颈围合而成，匠心独具。

此砚体态较大，包浆浑厚凝重，堪为难得之佳品。

A She Inkstone Carved in Relief with a Bird

Yuan dynasty (1279-1368)

HKD: 120,000 - 150,000
USD: 15,500 - 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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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蓬莱阁海水瑞兽端砚

规格：纵 21.8 厘米 宽 13 厘米 高 6.5 厘米

此砚作长方形，形体硕大，质感厚重。中央作长方砚堂，上部刻蓬莱仙山楼阁图，楼阁耸于山

石间，方正厚重，浅开砚堂，作淌池。五面雕工，墨池处浮雕蓬莱仙阁，砚身四周浅雕层层海浪，

刻满了应龙、夔牛、赢鱼等异兽，整体画面夸张有力。砚背深作覆手，内雕赑屃负碑图案。

蓬莱阁：是中国汉族民间和道教传说中神仙住所和人间仙境。史载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来此寻

求仙药，著名的“八仙过海”神话故事传亦在此，自古为文人墨客雅集之地，历来是道教炼士

修真之境。

A Duan Inkstone Carved with a Scene of Peng Lai Ge and Auspicious 
Beasts

Ming dynasty (1368-1644)

HKD: 38,000 - 48,000
USD: 4,900 - 6,200 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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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龙鳞刷丝纹歙石砚

规格：纵 18.3 厘米 宽 5.2 厘米 高 4.5 厘米

砚作敞池抄手样，四面内敛，墨池峻峭，砚堂前窄后宽，砚体比例清瘦脱俗，制作打磨，

工艺娴熟精湛，线条极为挺拔流畅。其选歙石中螺纹坑佳品，色泽苍灰，质地坚密细润，

刷丝条纹纵贯砚身，其砚墙两侧，密布龙鳞石品，丝光闪动，十分美观。

龙鳞：纹理如龙身上的鳞片，折光较强，看上去起伏不平，实则平整光滑。优质龙

鳞因数量少，纹理奇特而成为罗纹中一种特殊石品。

A She ‘Dragon Scale’ Inkston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60 - 1127)

HKD: 120,000 - 130,000
USD: 15,500 - 16,800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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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荷叶柄眉纹蝉形歙石大砚

规格：纵 33.5 厘米 宽 21.7 厘米 高 5.8 厘米

眉纹歙石为材，整砚琢为蝉形，蝉首镌墨池，以蝉腹为砚堂，砚面密布长眉纹，纹理清

晰，自然美观，砚堂边饰卷荷纹，砚背莲柄承足。此器取蝉之形，造型抽象，状物摹态，

砚堂打磨平整，砚池掏挖规矩，砚边其线优美，背面观之繁缛细腻，构思巧妙，布局合理，

典雅非凡。

蝉形：登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蝉以居高、饮露、声远，自古被誉为君子之德，寓意高雅。

将其置于桌畔案头，即是文房中实用的四宝之一，亦是供观赏的艺术珍品，从其考究的

选材及精巧的制作工艺分析，当为达官显贵所致。

A She Cicada-Shaped Inkstone

Yuan dynasty (1279-1368)

HKD: 120,000 - 150,000
USD: 15,500 - 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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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双龙纹水岩端石大砚

规格：纵 36 厘米 宽 33.5 厘米 高 3 厘米

砚作长方敞池样，砚面开阔平坦，面缘高浮雕云龙纹，风格华美富贵。水岩端石质地，色

泽赤灰，质地细腻温润，触之如婴肤，娇嫩异常。

此砚为和敬堂所藏：和敬堂是以经营中国文房四宝及日本茶道具为主的日本著名古董商。

至今已有 80 多年历史。由森田二郎创立。森田二郎 (1913-2001) 生于日本广岛。通过经营

文房四宝，与犬养木堂，坂东贯山、松丸东鱼、白州次郎、王一亭等中日各界名人交往。

A Large Duan ‘Dragon’ Inkston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KD: 90,000 - 100,000
USD: 11,600 - 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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