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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
清乾隆  窑变釉灵芝花插

花插以一大灵芝作为瓶身主体，周身辅以多株小灵芝，构思巧妙。整体施

窑变釉，色呈紫红色，间以蓝色、月白色，色彩流淌自然，变幻多姿。

乾隆五十七年清册记载“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初一日立寿意瓷器……收景福

交……鈞釉灵芝花插二件。”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富贵美好的象征，

有“仙草”、“瑞草”之称，被人们赋予吉祥长寿的美好寓意，灵芝的出

现预兆着国泰民安，世事昌达。故此一题材反映于清宫诸艺术门类之创

制，而珠山御窑亦不例外，此为其中一例，流传较为少见。北京故宫及法

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造型、尺寸相仿者，同属精巧之作。

参阅：《巴黎华彩：1730-1930 中国精神·法国品味》第221页，图96。

A FLAMBE GLAZED LINGZHI FLOWER HOLDER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12.1cm

RMB: 无底价

2151（另面图）





2152
清康熙  青花如意莲瓣花卉小蒜头瓶

款识：“大明嘉靖年制”款

此物青花为饰，大器小做。型制精巧，成型难度大，此类器物较为少

见。此物置于多宝阁之中，可赏可玩。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几乎相

同之藏品（见附图）。

 

A BLUE AND WHITE 'FLOWER' GARLIC-HEAD VASE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H：7.1cm

RMB: 无底价

2152（底部图）

附图：台北故宫博物院「集琼藻—院藏珍玩精华展」

中的多宝格陈设展览



2153
明末清初  仿哥釉小葫芦瓶

拍品作葫芦式，器身施黄哥釉，开片呈深浅两色，颇具意趣，釉质肥

厚，葆光内蕴。整器造型小巧，掌玩于手，古意盎然。

A GE-TYPE GLAZED GOURD VASE
Late Ming Early Qing Dynasty

H:8.6cm

RMB: 无底价



2154
清早期  黄哥釉象耳炉

此炉造型饱满端庄，炉身两侧饰双象耳，器身及底皆施黄哥釉，其上有深浅两色开片，形成“金

丝铁线”，纹片自然，错落有致。整器釉色莹润古朴，宝光内蕴，妙趣天成，案头佳器。

故宫博物院三希堂内景陈设三供中的香炉与本拍品相似，另见上海文物商店藏雍正仿哥窑双戟耳

炉一例，形制与本拍品相类，皆可作参照。

参阅：《清代瓷器赏鉴》，钱振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页76，图81。

A YELLOW GE-TYPE GLAZED CENSER WITH ELEPHANT EAR
Early Qing Dynasty

L:21.5／H:8.6cm

RMB: 无底价



2155
清中期  紫檀木起线如意足器座

器座以紫檀制成，口沿雕莲瓣式起线，呈六方倭角式，雕六如意足。座身

亦作如意形起线。包浆莹然，整体设计精巧，线条流畅，有古朴沉穆之

感。

A ZITAN RUYI-FOOT STAND
Mid Qing Dynasty

L:21cm

RMB: 无底价



2156
清雍正  霁红釉小杯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霁红釉烧成温度不易掌握，烧造出颜色纯正均匀者较为难得，本品即为一

例。以盘、碗、瓶类较为多见，小杯存世较少。

拍品即为雍正时期作品，整体沉静肃穆，口沿有一线“灯草”装饰，釉面

微现橘皮纹，颇具明初永宣时期宝石红釉特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胤禛行乐图·围炉观书》及《雍亲王十二美人图》中都有此种霁红釉小

杯的出现，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此类品种的喜爱。

A SHINY RED GLAZED SMALL CUP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D:7.3cm

RMB: 无底价

2156（底部图）





2157
清康熙  郎窑红釉高足杯

郎窑红釉为康熙时仿明代宣德宝石红釉的品种，釉色如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

艳，乾隆御制诗曾有“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的吟咏，乃清代

单色釉中的名品，一直为藏家所重，小件少见，故该拍品十分难得。

杯里外皆施鲜红釉，釉面现玻璃光泽，色彩艳丽，恰如初凝牛血一般鲜浓，

口沿露白色灯草口，垂釉近足。型制亦仿明初官窑样式，堪可玩味。

记录：伦敦佳士得，E.T.Hall收藏专场，2004年6月7日，Lot.87（其中之一）

来源：英国E.T.Hall旧藏 

A RED GLAZED STEM CUP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Auction Record: 
Christie's London, E.T. Hall Collection, June 7th, 2004, Lot.87 (1 of 2)

Provenance: 
E.T. Hall Collection, UK

H:9.5cm

RMB:120,000-180,000

2157（俯视图）

附图：明永乐  甜白高足杯

◎台北故宫博物院  原清宫旧藏





2158
清雍正/乾隆  青花缠枝西番莲纹豆

青花瓷豆出现于明代宣德朝（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页139，

图131），造型取材于高古青铜器“豆”。

此拍品花纹古朴典雅。以青花瓷结合仿古器型，怀古犹见新颖，传世品较少见。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香港），2000年，页139，图131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PASSIONFLORA' STEM BOWL
Qing Dynasty Yongzheng/Qianlong Period

H:12.6cm

RMB: 无底价 





2159
清乾隆  粉彩花鸟诗文葫芦式壁瓶

壁瓶是专为悬于墙壁的瓶式，又称“挂瓶”。乾隆皇帝十

分钟爱壁瓶器类，曾多次下旨命御窑烧造，作为轿舆及宫

廷室内装饰。拍品造型雅致，呈葫芦形，瓶身两处开光，

上作诗文，下绘花鸟，牡丹雍容，喜鹊登枝，全器秀美端

庄，线条圆润流畅，颇可赏玩。

记录：伦敦佳士得，2006年6月21日，Lot.426（其中之一）

A FAMILLE ROSE 'FLOWERS AND BIRDS' GOURD 
SHAPED WALL VAS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uction Record: 
Christie's London, June 21st, 2006, Lot.426 (1 of 2).

H:21.7cm

RMB: 无底价

2160
清雍正  斗彩凤穿花弦纹长颈瓶

斗彩创烧于明代宣德时期，而盛于成化朝，至清康、雍、

乾三代官窑皆有摹制，雍正帝好古而创新，于原彩上加入

粉彩色料，使得呈色愈加秀美清逸，造型纹饰也更显雅致

端庄。

本品造型挺拔，周身以斗彩为饰。主体纹饰为凤纹，形态

优雅，畅游于缠枝花卉间，构图疏密得当，笔法酣畅，虽

有残损，但仍可看出原器的精美隽秀。拍品烧造技术、绘

画功力俱佳，可称雍正朝斗彩佳作。故宫博物院有相同造

型设计的窑变釉品种。

A DOUCAI LONG-NECK VASE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H:33.8cm

RMB: 无底价





2161
清嘉庆  霁蓝描金“吉庆连年”缠枝花卉纹蒜头瓶

款识：“大清嘉庆年制”款

蒜头瓶，因口若蒜头而得名，始于战国晚期，流行于秦汉，有铜制与陶瓷制之别。宋以后为仿古

器式，历代皆有，明清景德镇御窑烧造有青花、五彩、粉彩及单色釉等品种，供宫廷陈设之用。

此件霁蓝釉描金蒜头瓶型制秀美端庄，线条圆润流畅，彩饰鲜妍，为典型宫廷陈设器。

A SHINY BLUE GLAZED 'INTERLOCKING FLOWER' GARLIC-HEAD VASE
Qing Dynasty Jiaqing Period

H:29cm

RMB: 60,000-100,000

2161（款）





2162
明末清初  宜兴窑仿钧天蓝古铜釉小蒜头瓶

蒜头瓶仿自古代铜器，流行于明清，以景德镇窑制品多见，宜兴窑少见。拍品蒜头口，婉细长颈，器形秀美，通体施天兰

釉，淡雅鲜丽，别具韵味，尤为难得的是器身局部发色作锈斑状，甚为少见。两岸故宫博物院有相同釉色品种的宜钧釉桃形

砚滴可作参考。

A YIXING-WARE JUN-TYPE BLUE GLAZED SMALL GARLIC-HEAD BOTTLE
Late Ming Early Qing Dynasty

H:14cm

RMB: 无底价

2162（包装图） 附图：明 宜钧釉桃形砚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163
明末清初  宜兴窑仿钧天蓝釉盏托

明清时期宜兴紫砂挂釉器，见北京故宫藏有该窑接宫廷指派任务而烧造者。此盏托六方花口，满施宜钧釉，胎骨敦厚坚致，釉水滋润肥腴，乳浊

感强，仿照宋钧支钉烧造，呈现较高的艺术水平，属宜钧作品中较为精细者。

记录：巴黎苏富比，2008年12月18日，Lot.208

A YIXING-WARE JUN-TYPE BLUE GLAZED CUP STAND
Late Ming Early Qing Dynasty

Auction Record: 
Sotheby's Paris, December 18th, 2008, Lot.208

D:11cm

RMB: 无底价

2164
清初  宜兴窑仿钧天蓝釉三峰笔山

宜钧窑小笔山，三峰式，小巧可人。通身施宜钧釉，色泽古雅。器底亦

满釉，有支钉痕迹三处，细如芝麻钉，亦属宜钧作品中较为精细者。北

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宜钧文房类作品多件，可比较参考。

A YIXING-WARE JUN-TYPE BLUE GLAZED BRUSH REST
Early Qing Dynasty

L:6.5cm

RMB: 80,000-100,000



2165
明  蓝哥釉四方小洗

哥釉一色古雅，备受明清两代帝王喜爱，御窑厂多有烧制，此件仿哥釉小洗呈四方形，通体满施蓝哥釉，釉层肥厚润泽，开片错落有致，淡雅隽

永，颇得宋器遗韵，是为一件难得的文房雅器。

著录：1.《卢芹斋中国艺术展览图册》纽约，1941-1942年

   2.《中国及其他远东艺术》，阿波罗出版社，波基普西，纽约，1988，Lot.523（1988年纽约苏富比出版山中商会与卢芹斋展览合订本）

来源：卢芹斋旧藏

A BLUE GE-GLAZED SQUARE BRUSH WASHER
Ming Dynasty

Publication:
《Chinese and other Far Eastern Art》,Published By APOLLO,Poughkeepsie,NY,1988,Lot.523 

Provenance: 
C.T.Loo Collection

L:6.5cm

RMB: 200,000-300,000

《卢芹斋中国艺术展览图册》

纽约，1941-1942年

《中国及其他远东艺术》

纽约，1988

前两出版物相同之内页

附图：本拍品重要出版著录



2166
清代  青花缠枝花卉双叶池圆砚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款

砚圆台形，四壁平直，砚堂浅挖，琢树叶纹砚池。圆砚外壁及台面边沿用淡青描装饰缠枝莲纹，

笔触细腻，图案规整。底落“大清道光年制”篆款。

记录：北京翰海，1996年6月30日，Lot.1119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FLOWER' INKSTONE
Qing Dynasty 

Auction Record: 
Hanhai Auction Beijing, June 30th, 1996, Lot.1119

D:14.5cm

RMB: 150,000-200,000 2166（款）



2167
明万曆  青花江崖海水云龙纹葫芦式壁瓶

款识：“大明万曆年制”款

壁瓶，因挂于壁面而名，又称“轿瓶”、挂瓶。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中载，壁瓶造型最早出现在明代万曆时

期。壁瓶清代多见，明代则数量稀少。该瓶背面平整，落有“大明万曆年制”楷书款。胎体细腻白润，釉层肥厚

光洁。通体以釉下青花装饰江崖海水云龙纹，万曆时期壁瓶以人物纹饰为主，而本品以龙纹为饰则极其鲜见。

A BLUE AND WHITE 'DRAGON' GOURD SHAPED WALL VASE
Ming Dynasty Wanli Period

H:30.6cm

RMB: 20,000-100,000

2167（款）





2168
明隆庆  青花五彩莲池鸳鸯满池娇纹碗

款识：“大明隆庆年造”款

《古今注》中说鸳鸯为“鸟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必思而死，古曰匹鸟”，故古人视鸳鸯为爱情之象征。瓷器装饰中鸳鸯皆成双成

对出现，且多与莲池荷塘相配，自宋代起就普遍采用，元、明、清时景德镇窑更为多见。

拍品为明隆庆御窑作品，形制规整，绘连池鸳鸯，颇有意趣。荷叶田田，荷花娇艳，清波环绕，鸳鸯戏游，神态惟妙惟肖，画面生机盎然，充满

自然情趣。此作品彩饰鲜妍，勾绘精准，极其鲜见，属隆庆御窑佳作。

来源：美国著名藏家C. Philip Cardeiro先生旧藏。

Cardeiro先生于1930年生于美国波士顿，自幼着迷艺术与文化。耶鲁大学毕业后参军，归国后，与好友创办著名的精密零件公司Universal Interloc。出于

对艺术品的热爱，Cardeiro先生45岁时毅然将公司出售，开始了其著名的收藏历程。

Cardeiro先生早期专注于希腊及古罗马艺术，后来逐渐被神秘的中国艺术品吸引。在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方面，Cardeiro先生可谓是收藏家与鉴赏家之典

范，他收藏了数量颇为可观的瓷器、玉器、珐琅器、文房珍玩及家具等。他曾前往欧洲及亚洲各国做相关的文物调查研究。

A BLUE AND WHITE WUCAI 'MANDARIN IN THE LOTUS POND' BOWL

Ming Dynasty Longqing Period

Provenance: 
Collection of the Renowned American Collector Mr. C. Philip Cardeiro

D: 22.5cm

RMB: 720,000-900,000

附图：C. Philip Cardeiro先生像





2168（碗心图）





2169
明初  黄釉“内府供用”铭太白坛式罐

此作品制作时间大约在明代早期。通体施黄釉，肩部落款“内府供用”，该款识表明了其皇家器

用的属性。其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内府供用”款蓝釉罐系出同源，仅釉色相异，然各见

其妙，大维德基金会出版的《IMPERIAL  TASTE》一书中就把该蓝釉罐作为封面展示，可见其珍贵。

此器能完好保存至今，殊为不易。

A YELLOW GLAZED JAR WITH MARK OF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ONLY'
Early Ming Dynasty

H:23.5cm

RMB: 680,000-900,000

附图:明  “内府供用”款蓝釉罐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IMPERIAL TASTE》封面





2170
清康熙  娇黄釉牺耳尊一对

本品之式样源自明弘治年间宫廷礼器黄釉描金双兽耳罐，罐身施以静穆柔

亮的矫黄釉，釉质厚腴光润，浓妍深沉，双肩对称饰以一对兽首耳，雕工

精细，栩栩如生。据《皇朝礼器图示》记载，祭祀时用尊，源于周礼，这

种黄釉尊用于天坛正位的祭祀。

参阅：1.《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第353页

	 2.《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第40页，图36

A YELLOW GLAZED COW SHAPED ZUN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H:25.5cm

RMB: 60,000-100,000 附图：乾隆三十一年钦定《皇朝礼器图式》「黄瓷尊」画样





2171
清康熙  豇豆红釉镗锣洗

款识：“大清康熙年制”款

红为清代颜色釉中名贵品种，倍受历代藏家珍视。镗锣洗为清康熙时期典型宫廷文房用具。拍品

造型饱满，手可盈握，制作精细规整。器外施豇豆红釉，里施粉白釉，釉面光洁明亮，玻璃质感

强。红釉呈幻变之感，红与淡绿相间，色比桃花，娇若粉妆，柔和悦目。

据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各作成做活计清文件》记载：“库掌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

交，……霁红笔洗一件（木座）（入寿意）……，传旨将小格并六方盒内古玩俱下槽安稳……，

着交三和在热河摆……”；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梨花伴月收存不在印档瓷器清册》：“……素尚

斋二层迭落围房存康熙年款：……霁红笔洗四十件（同治十年上传四件现存三十六件）……。”

及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宁寿宫福字木根、瓷铜、雕漆等陈设账》：“……江豆红水盛一件

（八十六号）……。”当为此类镗锣洗之清宫各宫内之贮藏情况，且可得知光绪以前并无“豇豆

红”之说，统称其为霁红，光绪32年后，档案现“江豆红”之记载，系当时太监受时下社会风气

及命名所影响而新创，屡现于清末鉴藏家及文人笔记内而形成概念并逐步流行。

A COWPEA RED GLAZED BRUSH WASHER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D:11.5cm

RMB: 400,000-600,000





2172
清康熙  豇豆红釉太白尊

款识：“大清康熙年制”款

此太白尊外施豇豆红釉，肩部暗刻三组团螭纹，胎细釉润，其釉色红绿相间，呈现出桃花春浪般

的奇趣，正如清人洪北江诗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

据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梨花伴月收存不在印文件瓷器清册》记载：“……素尚斋二层迭落围房存

康熙年款：……霁红花囊一百六十件（咸丰十一年上传五十件，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运京

八件，现存一百零二件）……。”另据宣统二年五月初六日立《春字瓷器陈设账三册》：“……

江豆红瓷大水盛十二件（内有毛边）……。”当知此类豇豆红太白尊清宫贮藏情况，亦可得知光

绪以前并无“豇豆红”之说，而是统称其为霁红。光绪32年以后档案才现“江豆红”之记载，而

后屡现于清末鉴藏家及文人笔记内而形成概念并逐步流行。虽然清末以后的鉴藏家对其有水盂一

类等命名，但据档案资料可知，其实则为文房花器之用，有“花囊”之称。

A COWPEA RED GLAZED 'TAIBAI' ZUN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H: 8.6cm

RMB: 550,000-800,000 2172（底部图）





2173
清康熙  青花缠枝莲纹碗

款识：“大清康熙年制”款

青花缠枝莲纹碗为清代官窑传统品种，其纹饰承袭自明代，而布局更为疏朗、规整，笔法更为细

致。

拍品器形端正，碗心双圈内饰折枝莲纹，外壁绘缠枝莲纹，胫部饰莲瓣纹。构图疏朗，青花发色

纯正鲜丽。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LOTUS' BOWL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D:16cm

RMB: 无底价

2173（款）





2174
清康熙  青花“海棠”东坡诗意庭院仕女图碗

拍品敞口，弧壁渐收，圈足。外壁青花通景绘庭院仕女图，衬以远山祥云，所绘意境正是宋代诗

人苏轼《海棠》诗意：“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

妆。”青花发色青翠浓艳，画工潇洒肆意，为康熙御窑仿永宣青花上乘之作。

此碗为康熙御窑对照内廷所藏明宣德蓝本青花庭院仕女图碗所制，其原型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

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有一清康熙青花仕女游园图碗，造型、纹饰与拍品相类，可兹比

较。

参与：1.《明代宣德官窑青花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页343，图144；

	 2.《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页

157，图149

A BLUE AND WHITE 'LADY IN THE GARDEN' BOWL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D:19.4cm

RMB: 230,000-300,000





2175
清康熙  青花西园雅集图炉

款识：“大明成化年制”款

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画风之精细，意境之清新静逸，均开一代未有之奇。此时的钴料精研，出色

绚丽，分水技法娴熟自然，用笔飘逸潇洒，构图严谨且多富于情节性，极具赏玩意趣。拍品敞口

鼓腹，釉质细腻莹润，釉色纯净光亮。通体绘西园雅集图，布局考究，绘画娴熟，青花发色纯

正，为康熙时期青花之佳器。

A BLUE AND WHITE 'WEST GARDEN' CENSER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H:12.2cm

RMB: 150,000-200,000
2175（款）





2176
清康熙  青花五彩八仙祝寿图花觚

此件花觚器形高大挺拔，通体以青花五彩装饰，纹饰

分为三层，颈部绘八仙祝寿图，画面栩栩如生，中间

腹部绘各式花卉，腹下绘折枝瑞果，寓意“多福多

寿”，“多子多孙”。造型及纹饰特征时代气息明

显，为康熙时期典型之器。

A BLUE AND WHITE WUCAI 'EIGHT IMMORTALS' 
FOWER VASE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H: 52.6cm

RMB: 无底价

2176（整体图）



2177
清康熙  乌金釉地堆白加青花魁星点斗图笔筒

乌金釉是高温颜色釉，始创於清代康熙朝。此笔筒外壁堆白上青花绘以

魁星点斗。“魁星点斗”为康熙时期文房器皿的经典题材，魁星原指北

斗星，《史记》曰：“魁，斗第一星也”。魁也为第一的意思，魁星点

斗，独占鳌头是旧时对高中科举状元的美称，这一装饰题材的出现也是

清初学子对仕途追求的直接反映。笔筒色黑如漆，光润透亮。青花发色

纯正。

A MIRROR BLACK GLAZED BRUSH POT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H:15cm

RMB: 120,000-180,000

2177（另面图）





2178
明崇祯  青花芭蕉麒麟纹大笔筒

直壁形笔筒，胎质细腻，口部一周涩胎无釉。外壁口沿及近足处浅刻弦纹，通景绘青花麒麟芭蕉

图，并以疏密有致的皴点表示地面。麒麟细线勾勒流畅洒脱，青花色分三层，浓淡有致，画面生

动赏心悦目。青花发色浓翠，明朗清新，釉色白洁均净，可赏可玩，文房佳器。

A BLUE AND WHITE LARGE BRUSH POT
Ming Dynasty Chongzhen Period

H:21cm

RMB: 200,000-300,000

2178（另面图）



2179
明  三彩观音坐像

琉璃釉三彩，北魏已开始用于宫廷建筑，唐宋开始流行并复兴，在辽代时有一个重要的发展，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易县十六罗

汉，然而在其盛名之下还有一个被埋没的品种，那就是明三彩，明三彩的艺术成就并不亚于辽三彩，相对于辽三彩，明三彩的

釉色更为艳丽，造型更加生动，人物雕塑更加细腻。拍品观音姿态优美，法相祥和，神情娴雅平静，视之宁神清心，极具禅意

之境。制作工艺复杂，集堆塑、剔刻等主要装饰技法于一身，并使用得淋漓尽致，人物刻划细腻，开脸生动传神，古韵十足。

A THREE-COLOR SITTING STATUE OF GUANYIN
Ming Dynasty

H:38.5cm

RMB: 30,000-80,000

附图：三彩观音坐像

◎英国埃斯肯纳齐（Eskenazi）旧藏





2180
清乾隆  粉彩持经观音坐像

此尊观音开脸饱满，法相端严。观音盘腿屈膝而坐。左手轻搭於膝上，右手

持经书。整器造型大方，气质娴雅安详，粉彩艳丽鲜妍。

观音是宫廷及民间较为常见的佛教供养菩萨，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

曾多次降旨景德镇御窑督陶官唐英，要求其烧造各种瓷塑观音。

A FAMILLE ROSE SITTING FIGURE DEPICTING AVALOKITESVARA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26.5cm

RMB:180,000-300,000

2180（侧面图）





2181
明  林子信制德化窑观音立像

款识：“林子信制”款

此件渡海观音立像，头发盘髻，戴风帽披肩长巾。面庞丰

腴，丹凤眼微垂，樱桃小口，颈脖及上胸袒露，胸前横贯一

串璎珞珠饰。身着宽袖长衣，双手藏于袖内作左拱之势，圆

肩修身，右部衣纹简明丰满，左侧折迭密集流畅，衣裳下摆

翻卷，若迎风飘拂。长裙曳足，赤足踏立波浪卷之上。观音

体态娴静秀丽，手足刻画细腻传神，形态逼真，通体施白

釉，釉质肥厚，底削釉露胎，胎质坚实细腻，格调高雅，肃

穆大方，为明代德化立像佳作；背部阴刻“林子信制”四字

篆书款。

林子信，福建德化城关岭兜人，明代德化陶瓷艺术家，其作

品造型简朴雅致，融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

来源：香港望星楼藏

A DEHUA-WARE GUANYIN STATUE MADE BY LIN 
ZIXIN
Ming Dynasty

Provenance: 
Sing's Antique Gallery Collection, Hong Kong

H:47cm

RMB: 800,000-1,000,000

2181（款）





2182
清雍正  霁红釉小碗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霁红釉烧成温度不易掌握，以盘、碗、瓶类较为多见，小杯存世较少。

拍品为雍正时期作品，整体沉静肃穆，口沿有一线"灯草"装饰，釉面微

现橘皮纹，颇具明初永宣时期宝石红釉特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胤禛行乐图·围炉观书》及《雍亲王十二美人图》中都有此种霁红釉

小杯的出现，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此类品种的喜爱。

参阅：《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

限公司，1999年，页108，图133

A SHINY RED GLAZED SMALL BOWL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D:11.6cm

RMB: 20,000-80,000

2182（款）





2183
清雍正  霁红釉卧足碗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霁红釉烧成温度不易掌握，烧造出颜色纯正均匀者极为难得，清雍正官

窯在严格的制度下，烧造技术成熟，拍品即为一例佳作。

拍品卧足，线条流畅秀美，胎质细腻。外壁满施霁红釉，釉色纯正浓

艳，釉面微现桔皮现象，具有雍正御窑典型特徵，传世较为少见。玫茵

堂旧藏有一与拍品造型相同的清雍正红釉卧足碗，两者皆属御窑佳作。

参阅：《玫茵堂藏中国陶瓷》第二卷，伦敦，1994年，页183，图825

记录：1.香港苏富比，1992年4月29日，Lot.71；

	 2.香港苏富比，1995年10月31日，Lot.420

A SHINY RED GLAZED BOWL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Auction Record: 
1. Sotheby's Hong Kong, April 29th,1992, Lot.71;

2. Sotheby's Hong Kong, October 31st, 1995, Lot.420

D:13.2cm

RMB: 250,000-350,000

2183（款）





2184
清雍正  粉彩蝶恋花纹碗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雍正粉彩以清新脱俗、柔丽淡雅而著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评价有：“雍正时瓷质极佳，设色亦极精致。有称为雍

正彩者，其绿、蓝、红等色均灿烂有光，为雍正一朝之独擅”。拍品为雍正御窑作品，勾描点染精致细腻，设色柔美淡

雅，画风秀逸，富有中国绘画的风韵。改变了传统的五彩用笔古硬和料色浓重的画风，配合精到的笔法以及丰富的色彩，

将装饰性与绘画性交融在一起，具有中国水墨画的美感。

A FAMILLE ROSE 'FLOWER AND BUTTERFLY' BOWL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D:18cm

RMB: 60,000-120,000

2184（另面图）





2185
清雍正  青花忍冬纹小杯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此式杯于清宫旧档称为“酒盅”，目前仅见于雍正时期，除青花外尚见斗彩品种，其杯体轻巧，瓷质莹洁，足底细腻光滑，器形隽

秀。外壁留白为饰，口沿绘一周月牙纹，近圈足处绘饰忍冬纹一组，茎细叶狭，笔触圆润流畅，布局极为疏朗，更见灵空别致，折射

出雍正皇帝高雅的艺术品味。

A BLUE AND WHITE SMALL CUP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D:6.7cm

RMB: 无底价

2185（底部图）





2186
清雍正  青花螭龙捧寿开光山水人物松鹿图砚屏

此砚屏以瓷板为屏心，瓷板以青花绘双龙捧寿为边框，中央开光，一侧粉彩绘山水景致，另一侧则绘松鹿同春图，整器敷彩艳丽，

颇具中国水墨画之韵味，格调高雅。下配雕夔龙紫檀座，整器搭配和谐，为文房佳作。

记录：香港苏富比，1975年11月17日，Lot.116

A BLUE AND WHITE 'KUI-DRAGON' CONSECRATED 'LANDSCAPE AND FIGURE' TABLE SCREEN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Auction Record: 
Sotheby's Hong Kong, November 17th, 1975, Lot.116.

H:23.5／W:21cm

RMB: 280,000-500,000

附图：本拍品拍卖纪录图录









2187
清雍正  青花云龙纹盖钵

款识：“雍正年制”款

此器当属宫廷御用的陈设用瓷。器身以青花绘通景云龙图，鬃发迎风飘展，龙爪遒劲有力，凶猛

矫健。青花发色深翠艳丽，器型规整，肥腴温润，为雍正朝御窑盖钵之隽品。

雍正朝此种制式钵系按明宜兴钵式样烧制，据清宫《活计档》载：“（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

日，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另寻宜兴钵一件，交与烧造磁器处仿样将均

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送来，其均窑的要紧，钦此。”“（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据圆

明园来帖内称太监沧州传旨，着将磁钵送进来，钦此。”可知此种式样盖钵深受雍正皇帝钟爱。

清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至雍乾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至盛，其亦是“佛心天子”虔诚礼佛的见证。

但目前所见包括故宫收藏在内，只见单色釉及青花缠枝花卉品种，而若此绘青花云龙者则目前所

仅见。盖面署“雍正年制”四字楷书款，殊为难得。

记录：香港苏富比，1998年4月28日，Lot.782

A BLUE AND WHITE 'DRAGON' BOWL WITH COVER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Auction Record: 
Sotheby's Hong Kong, April 28th, 1998, Lot.782

H:10.6cm

RMB: 1,600,000-2,000,000









2188
元  青花云龙纹小梨壶

拍品整体造型呈梨状，故名“梨壶”。梨壶为元代新出现的瓷器造型，是

明初梨壶的前身，是西亚地区长柄执壶与蒙藏地区铜质酒壶相结合的产

物。壶釉色白中闪青，青花发色深翠浓艳，青料浓厚处闪烁星点铁锈斑，

时代特征鲜明。腹部主体云龙纹绘制凶猛矫健，笔法之精妙与所见元青花

大器皿龙纹相同，而寻常所见元青花龙纹则不可企及，难以望其项背。元

青花梨形壶较为少见，其中以龙纹为饰者则更为少见。整体构图饱满、四

面可观，笔触流畅灵动。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元代瓷器（上）》，故宫出版社，2016年，页46，

图11

A BLUE AND WHITE 'CLOUD AND DRAGON' PEAR SHAPED KETTLE
Yuan Dynasty

H:9.6cm

RMB:550,000-800,000











2189
清雍正  青花宝相花纹杯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拍品品种与故宫博物院藏品相同，系仿自成窑蓝本。雍正帝十分偏爱秀雅清逸的成化瓷器，清宫

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雍正曾多次下旨烧制。

拍品胎体轻薄，迎光可透，釉面清莹润泽。里、外皆以青花为饰，杯心双圈内绘变形轮花纹，内

壁均匀分布五组莲纹，外壁绘缠枝花卉纹。造型精巧，笔触纤柔优美，青花色泽淡雅，格调清

新，颇具成窑神韵，为雍正仿“成窑”佳作。

参阅：1.《成化瓷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年，页53，图27；页54，图28

	 2.《孙瀛洲的陶瓷世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页206、207，图125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PAIR OF BLUE AND WHITE CUP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D:7.2cm

RMB: 450,000-600,000 2189（款）



2190
清雍正  娇黄釉小杯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雍正时期单色釉烧制水平为历史巅峰时期，以匀净、不事雕琢之美闻名于世。拍品形制隽秀小

巧，胎质坚细，轻盈灵透。内施白釉，外壁施娇黄釉，釉色莹润淡雅，釉面光洁亮丽，为雍正颜

色釉之隽品。

《清档》中有与此黄釉小杯相同或相类器的记载：“（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茶房笔帖式

金大鹏送来黄瓷碗样二件、黄瓷钟样一件，内大臣海望看过。着将黄瓷碗、钟交内务府总管年希

尧家人郑天赐转发江西烧造瓷器处...”。

A PAIR OF YELLOW GLAZED CUPS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D:6.2cm

RMB: 680,000-800,000

2190（款）







2191
清雍正  斗彩缠枝花卉莲瓣纹碗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雍正斗彩器以制作工艺精致、式样秀雅清逸著称。此碗纹饰创烧于雍正，汲取借鉴西洋因素，尤

以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最具特点，引领了官窑器装饰的新风尚。

拍品外壁以斗彩绘缠枝西番莲纹，枝叶翻卷阿娜，以青花勾勒花枝边缘，以彩料填描花叶。胫部

绘变形莲瓣纹一周。碗心亦绘缠枝西番莲纹，与外壁之纹饰相得益彰。整器造型端庄典雅，纹饰

填彩准确，衬以匀细硬朗的胎釉，益显宫廷之气。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PAIR OF DOUCAI 'INTERLOCKING FLOWER' BOWLS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D:17.8cm

RMB: 550,000-800,000
2191（款）











2192
清雍正  青花八鹤同春图碗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此作品造型典雅端庄、隽秀婉约，外壁通景绘八鹤同春图，仙鹤翩跹飞翔，姿态各异；碗心绘九

桃纹，寓意桃实千年、福寿延绵。胎釉细腻莹白，青花色泽纯正，幽静恬淡。笔法细腻灵动，仙

鹤俨然活脱。

拍品的烧制工艺极为精美，体现出雍正御窑青花的极高造诣。此种作品存世极为少见，可流通者

似仅为两对。此为其中之一对，另一对于1978年经伦敦佳士得售出，后在1981-1982年的“求知雅

集藏中国古陶瓷展”及1992年的“中国陶瓷两千年精华中国名陶展”展览中展出。经对比可知，

两对作品所绘系出一人之笔，款书亦然。

A PAIR OF BLUE AND WHITE 'CRANE' BOWLS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D:14.8cm

RMB: 1,200,000-1,800,000 2192（款）









2193
清雍正  青花内外梵文盘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此式盘不仅为明代所流行，且备受清代雍乾二帝的喜爱追捧。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精陶韫

古》之五中有关于此品种之收录，可见雍乾时期此类盘式之盛，亦是清宫礼佛之见证。拍品胎体

轻薄，制作精良。盘心书一青花梵文，内外壁各书梵文三层，上下加饰青花双圆线。青花发色浓

艳雅致，绘工精细，釉面莹润，属雍正官窑精品。

参阅：《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页226、227，图105

A BLUE AND WHITE SANSKRIT DISH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D:15cm

RMB: 130,000-180,000

附图：清乾隆《精陶韫古》之五「明万曆窑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 原清宫旧藏





附图：乾隆元年二月十一日，清宫《活计档》资料

2194（局部图）





2194
清乾隆  甜白釉暗花缠枝莲纹靶碗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此式高足碗于清代内廷被称作“填白暗花靶碗”，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元年二月

十一日，太监毛团交...填白暗花靶碗二件，传旨着将...填白暗花靶碗二件配做铜镀金双层架”。

此式高足靶碗为乾隆御窑著名品种，系仿自宣德同类高足碗所制。胎体轻薄，釉面晶莹，积釉处微泛青

色。碗内外壁及高足外壁以暗刻缠枝花卉纹装饰，刻工精湛，线条纤细清晰。完整保存，实为难得。相

同藏品见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有藏。

参阅：1.《清康雍乾名瓷》，台北故宫博物院，1986年，页113，图83；

	 2.《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230；

	 3.《明宣德瓷器特展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0年，图112

A SWEET WHITE GLAZED 'INTERLOCKING LOTUS' STEM BOWL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9.5cm

RMB: 550,000-700,000





2195
清雍正  甜白釉暗刻八吉祥纹靶碗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拍品通体施甜白釉，外壁暗刻莲托八吉祥，近足处刻如意云头一周，高足凸出一道弦纹。底青花书“大清雍正

年制”楷书横款。此式雍正高足碗于清宫被称作“高足靶碗”。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十年

（1733）二月二十二日，内大臣海望奉上谕：可将霁红、霁青、黄色、白色高足靶碗每样烧造些。

年希尧于雍正四年正月出任内务府造办处总管，兼理景德镇窑务，世称“年窑”。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年窑：

“选料奉造，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实其于

此。”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御窑瓷器制作的严格要求，此器正是其中之一。

A SWEET WHITE GLAZED STEM BOWL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H:12.3cm

RMB: 480,000-600,000

2195（局部图）

2195（款）





2196
清康熙/雍正  甜白釉暗刻九龙纹盘

此盘胎体极薄，釉质洁白，温润似玉。此品种或为清宫档案中所称之“白釉

锥花器”，烧造难度极大，因其胎薄稍有不慎即破，全赖工匠精准之经验控

制而成。在薄胎上暗刻龙纹，更是不易，体现出御窑厂工匠精绝高超的工艺

水准。

A SWEET WHITE GLAZED 'NINE DRAGONS' DISH
Qing Dynasty Kangxi/Yongzheng Period

D:16cm

RMB: 350,000-450,000
2196（平视图）



2197
清乾隆  粉青釉花口碗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此类碗的斜腹造型源自宋代的斗笠碗，清代雍、乾官窑将斗笠碗的口沿改作花口折沿的造型，并将圈足的

比例稍加放大，形成此种折沿花口碗而成清代官窑规制。拍品内外皆施淡雅粉青釉，洁净莹素。

参阅：《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A LIGHT BLUE GLAZED LOBED BOWL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D:25.7cm

RMB: 20,000-30,000 2197（款）



2198
清乾隆  柠檬黄釉折腰小盘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柠檬黄釉又称蛋黄釉或淡黄釉，为雍正朝御窑厂受西洋影响而创烧的品种之一，历来为海内外收

藏家所钟爱。

造型隽美秀巧，胎体细腻轻薄，内施白釉，外壁施柠檬黄釉，颜色滋润匀净，亮丽可人。

参阅：《五色琼霞·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5年，页215，图139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LEMON YELLOW GLAZED SMALL DISH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D:11.2cm

RMB: 220,000-300,000





2199（底部图）

附图：明宣德 青花缠枝莲纹钵

◎北京故宫博物院 原清宫旧藏



2199
清雍正  明式青花里外缠枝花卉纹钵

此青花缠枝花卉盖钵，器型浑圆，属仿明初永宣器，独特之处在於器身内外满绘缠枝花卉图案，

其纹饰精细，整体雍容典雅。此钵系按明宜兴钵式样烧制，据清宫《活计档》载：“（雍正十一

年）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另寻宜兴钵一件，交与烧造

磁器处仿样将均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送来，其均窑的要紧，钦此。”“（雍正十二年）十

月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沧州传旨，着将磁钵送进来，钦此。”可知此种式样盖钵深受

雍正皇帝钟爱。清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至雍乾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至盛，其是“佛心天子”虔诚

礼佛的见证。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FLOWER' BOWL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D:16／H:9.5cm

RMB: 200,000-300,000











附图：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及初七日，清宫《活计档》资料

附图1：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纹纸槌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附图2：清乾隆 磁胎洋彩纸槌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 原清宫旧藏

图片出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

里红（下）》，耿宝昌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8月，页136，图

122

图片出处：《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廖宝秀主

编，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9月，页106、107，

图版30

(常规尺寸的此类彩瓷纸槌瓶品种另见于同年同月

的此页档案中)





2200
清乾隆  青花如意莲瓣缠枝西番莲纹「放大纸鎚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据相关典籍资料，此式大瓶即为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所载“宣窑青花放大纸鎚瓶”：“乾隆

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宣窑青花放大纸鎚瓶一

件...传旨着交与烧造磁器处唐英...”。其造型硕大恢宏，青花色泽鲜艳，纹饰富丽堂皇，绘工

精细无匹，底落“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堪称乾隆宫廷陈设大器，于同年同月的此页档案中另

可见当时内廷常规尺寸的彩瓷纸槌瓶品种（见附图2）。

查阅相关公私收藏，与本拍品相同的传世作品目前仅见两例：一例现藏于青岛博物馆（见《彩瓷

聚珍·馆藏明清瓷器陈列》展览），另一例则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见附图1）（参阅：《故宫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耿宝昌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香港），2000年8月，页136，图122）。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耿宝昌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8月，页136，图122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BLUE AND WHITE RUYI LOBED 'INTERLOCKING PASSIONFLORA' MALLET VAS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H:61.5cm

RMB: 2,200,000-2,800,000

2200（款）









2201
清乾隆  冬青釉六孔花插

款识：“乾隆年制”款

此品造型奇特，六瓶相连，俯视宛若梅花绽放，中央高瓶恰似花蕊高起，

周围五瓶类梅瓣相拥。中间瓶底足有青花“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

雍乾之际，御窑厂摹古创新，极力烧造“玲珑转心瓶”、“六孔花插”和

“七孔花插”等同时融合烧造技术与想象为一体的新瓶式。关于此种冬

青釉六孔花插，翻阅档案可见相关之记载，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载：

“乾隆六年十月初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交...冬青釉六孔

瓶一件，传旨将...各式磁器等俱配座...于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司库刘山

久、白世秀将配得紫檀木座冬青釉六孔瓶一件持进...”。另，传世品中尚

见有青花、茶叶末、炉钧、粉青、仿官等品种，从质釉、款书等来看，所

见均系乾隆朝早期唐英榷陶期间御窑作品，本品亦然。

此式六孔花插，清宫资料中另可见数处记载，诸如：“乾隆五十四年五月

初一日，收董诰官釉六孔花插一件”。《宣统十五年十月立装箱草册》

载：“宣统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第八箱瓷器：…冬青釉六孔瓷花插一

件…”。《清档》载：“乾隆三年五月初六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

来说太监高玉交……厂官釉六孔瓶一件、月白釉六孔瓶一件……传旨着

将……交与唐英照此釉水烧造另改花样……其余八样(六孔瓶在内)照样烧

造……钦此。”

此六联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乾隆茶叶末釉六连瓶及香港天民楼所藏

天蓝釉六联瓶造型一致，是代表乾隆朝制瓷工艺水平和新颖设计的独特

佳作。

参阅：《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326

来源：徐展堂（在望山庄）旧藏

	 	 	 （现藏家直接购自于徐展堂家属）

A CELADON GLAZED SIX JOINT BOTTL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Provenance: 
T.T.Tsui Collection (purchased directly from Mr. Tsui's relative)

H:16.5cm

RMB: 800,000-1,200,000

2201（底部图）

附图：乾隆六年十月初八日，清宫《活计档》资料













2202
清乾隆  仿汝釉无纹六方贯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六方贯耳瓶为清代官窑经典陈设器，因不能直接拉坯成型，烧造不易。造型于清宫旧档称为“双

管六方瓶”，始烧于雍正朝，乾隆前期，唐英继续榷陶烧造，此件即属乾隆早期作品，其烧制水

准几乎与雍正朝作品无异。同类仿官釉作品，可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雍正仿官釉贯耳六方

瓶（《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

公司，1999年，页226，图204），其外型、釉质、尺寸几近与本拍品无异。此品种除单色釉外，

亦见有青花者。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

限公司，1999年，页226，图204

A GUAN-TYPE GLAZED HEXAGONAL VAS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45cm

RMB: 660,000-1,000,000

2202（底部图）







2203
清雍正  天蓝粉青釉“飞脊”式出戟龙耳六方尊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尊作六方形，肩上“飞脊”式攀附四尾螭龙为饰，整器施天蓝粉青釉，

天蓝粉青二色浑融交织，迷离迤逦，妙不可言。釉质肥厚均匀，呈色淡

雅隽永。足沿饰酱釉，略有露胎，胎质坚白。此尊器形端庄娴雅，属雍

正御窑上品细器。

A LIGHT GREEN GLAZED HEXAGONAL ZUN WITH DRAGON 
EARS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H:20.1cm

RMB: 650,000-800,000







2204
清乾隆  窑变釉石榴尊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窑变釉石榴尊始烧于雍正时期，为清代仿宋钧釉的创新品种。尊呈六瓣

石榴状，造型饱满，全器满施窑变釉，紫色为主，诸色晕散交融，色彩

斑斓，意趣盎然。釉面晶莹明亮。底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

款。

参阅：《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

页395。

A FLAMBE GLAZED GUAVA ZUN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19.9cm

RMB: 180,000-300,000

2204（底部图）







2205
清乾隆  豇豆红釉椭圆洗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豇豆红釉创烧於康熙时期，是清康熙单色釉中的经典品种，雍乾之际偶有所制。拍品外壁通体施淡桃红豇豆红色

釉，居若浓若淡之间，呈均匀开片，堪可玩味，妙不可言。最难能可贵之处是本品的椭圆式造型，乾隆官窑作品

此种造型洗极为少见，是在康熙豇豆红镗锣洗的基础上演变创新而来，按目前所见此为孤例。

来源：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旧藏

A COWPEA RED GLAZED ELLIPSE BRUSH WASHER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Provenance: 
Collection of The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L:17cm

RMB: 300,000-400,000











2206
清乾隆  松石绿地洋彩缠枝花卉螭龙开光群仙祝寿西园雅集图龙耳大尊

拍品形体硕大，纹饰繁缛华贵，器内施松石绿釉，颈部两侧饰双螭耳，肩部及胫部分别饰如意云纹和变形莲瓣纹等纹饰。瓶腹两

面以夔龙描金作开光，内绘西园雅集图及群仙祝寿图。制作难度之大，体现了当时乾隆官窑制瓷高超的工艺技巧，可谓陈设佳

器。

西园为北宋驸马都尉王诜之第，宋代的大文豪苏轼、黄庭坚、秦观、晁无咎等文人墨客多雅集於此。元佑年间，京中文人学士围

绕在苏轼周围，拥戴他为文坛盟主，史称“西园雅集”。

A FAMILLE ROSE SPEARMINT GROUNDED 'INTERLOCKING FLOWER' CONSECRATED ZUN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73.5cm

RMB: 600,000-1,000,000





2207
清乾隆  洋彩粉蓝地双龙衔瑞芝洋花黄地万寿纹狮首尊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乾隆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生产，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历史高度，

造型精美、色彩缤纷，纹饰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拍品为宫廷陈设瓷

精品，存世珍稀，堪称乾隆彩瓷佳作。

作品以淡蓝釉铺地，饰螭龙衔瑞芝洋花、黄地万寿等纹饰，填彩准

确。色彩之描绘精细，富贵华丽。外壁自口沿向下依次为花卉纹、蕉

叶纹、黄地“卍”字纹、双螭龙衔瑞芝洋花纹、莲瓣纹、朵花纹。花

叶婆娑婀娜，色彩艳丽，花蕊、花心点绘精细，侧视隐隐隆起，富有

立体感。腹部上下的一圈黄地“卍”（万寿）字纹使作品更加清丽隽

逸，益显皇家气派。此种纹样在其他彩瓷上鲜有出现，更加突显出本

件乾隆御瓷之秀雅独特。

作品造型隽永秀美，折肩及束胫的“卍”字纹将腹部显得更加富于层

次变化。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与拍品腹部纹样类似的

清乾隆蓝地珐琅彩双螭龙衔洋花纹碗，可作参照。

A FAMILLE ROSE BLUE GROUNDED ZUN WITH 'SHOU' 
CHARACTER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31.1cm

RMB: 1,600,000-2,000,000

2207（款）









2208
清乾隆  紫金釉弦纹浅碗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紫金釉又称酱色釉，北宋时定窑所烧制的酱色釉明《格古要论》中称为“紫定”，清景德镇御窑

厂所制则被称为“紫金釉”。其呈色颇不稳定，直至清代其烧造技术方完全成熟。紫金釉品种在

清宫廷中颇受重视，雍乾时期御窑厂烧制的十二色菊瓣盘中便有紫金釉一色。

拍品浅弧腹，外壁腹部饰两道突起弦纹，内外均施紫金釉，釉色明亮匀净，晶莹润泽，楷字款

书，殊为难得，工笔隽秀有力，为其时之佳作。

参阅：《天津博物馆藏瓷》，文物出版社，2012年，页176，图152

A VIOLET GOLD GLAZED SHALLOW BOWL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D:17cm

RMB: 220,000-300,000





2209
清乾隆  青花杂宝花卉纹爵杯一对

明清宫廷礼仪档案中均有“天子用爵，群臣饮盏”之礼制。为乾隆御窑

厂模仿嘉万时期作品，故从纹饰到青花发色均与明代相似，这种仿明的

青花爵存世较少，故宫博物院有类似藏品可供参考。

拍品造型仿自商周青铜爵之造型，口沿前后两侧为弧形长流，左右两侧

各有立柱耳，腹部一边有回纹形环把，便于手持，设计灵巧。下承三个

尖状长足，器身青花为饰，通身绘花卉杂宝，三足以如意纹装饰，构思

巧妙。以青铜器古朴瑰丽的造型与清代纹饰相结合，焕发出新颖的艺术

魅力。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2000年，页163

来源：上海敬修堂旧藏（文革时期原存上海博物馆、后退还之物）

A PAIR OF BLUE AND WHITE 'FLOWER' JUE CUPS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Provenance: 
Jing Xiu Tang Collection in Shanghai (returned from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ld collection of Shanghai Museum)

H:10.3cm

RMB: 750,000-1,000,000 2209（包装图）







2210
清道光  粉彩团花纹碗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款

拍品外壁白地，四面圆形开光内以粉彩绘制花卉图案牡丹、荷花、秋菊、冬梅等四季花卉。全器

制作考究，为道光官窑佳器，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相同器。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真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页231

A FAMILLE ROSE 'FLOWER' BOWL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D:13cm

RMB: 60,000-100,000 2210（款）



2211
清乾隆  粉彩皮球花纹墩式碗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皮球花纹样于是雍乾时期见于清宫诸类御用装饰，以不规则的布局与丰富的色彩来传达别致而清

新的华贵美感。这件皮球花粉彩墩式碗设色典雅明快，组合布局自由、疏密有致，整个画面散点

式构图错落有致，此品种不为多见。

参阅：《孙瀛洲的陶瓷世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页252、253，图155

记录：纽约苏富比，1989年12月6日，Lot.236

A FAMILLE ROSE MOUND BOWL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Auction Record: 
Sotheby's New York, December 6th, 1989, Lot.236

D:15cm

RMB: 700,000-1,000,000 2211（款）





2212
清乾隆  斗彩暗八仙折腰盘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本品为乾隆官窑创烧的经典品种，盘心绘月华锦纹，四周以菊花、寿桃纹相捧，寓意吉寿。内壁

绘暗八仙图案，并附以胭脂红料及蓝料彩填彩，勾绘精准，外壁绘斗彩缠枝花卉图案，下饰如意

云头纹，色彩艳丽。盘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方章款。

本拍品附“金才记古玩店”的出售发票。“金才记”是民国时期上海大古玩商号，该店由金才宝

创立于民国初年，其子金从怡接手经营后，以买卖出土石器、青铜器、唐三彩、宋元名瓷为主。

金才记名声在外，其商标“T.Y.KING”被国外古玩收藏者熟知，并与北京彬记（岳彬）齐名，闻名

海内外。本拍品附于金才记购买之发票。

参阅：《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302

来源：1.金才记旧藏（20世纪50年代购于香港“金才记古玩店”）

      附50年代于金才记购买之发票（见附图）

      2.Old  Melbourne私人旧藏

A DOUCAI 'AN BA XIAN' DISH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Provenance: 
1. T.Y. King Collection (purchased at T.Y. King Antique Store in 1950s). Purchase receipt is attached; 

2. Old Melbourne Private Collection.

D:20.3cm

RMB: 210,000-300,000

2212（款）

2212（包装图） 附图：50年代本拍品购于香港金才记古玩店之发票





2213
清乾隆  茶叶末釉描金仿青铜饕餮纹双耳尊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此尊是乾隆时期仿古创新的品种，用茶叶末釉描金模仿古铜彩。拍品造

型与香港苏富比1987年11月24-25日拍品乾隆茶叶末釉双耳尊相同，其

器型、釉色为仿拟古铜器所制，造型古朴。上海文物商店原藏有一件乾

隆仿铜器金彩牺耳尊，著录于《清代瓷器赏鉴》122页，其装饰手法与

拍品相同。

参阅：《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页122，图

151

A TEA DUST GLAZED 'TAOTIE' EARED ZUN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28.1cm

RMB: 650,000-800,000

2213（底部图）





2214
清乾隆  仿官釉杏圆贯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仿官釉又称“仿铁骨大观釉”，据唐英《陶成记事》载：“兹举其仿古

采今宜于大小盘碗盅碟瓶罍尊彝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一仿铁骨大

观釉，有月白、粉青、大绿等三种，俱仿内发宋器色泽”，将其置于

五十七种供御瓷器品类之首。

该贯耳瓶器形仿古代投壶式样，倭角双贯耳造型，通体施仿官釉，釉质

莹润，底部书写“大清乾隆年制”款。开片舒朗有致，饶有宋韵。

A GUAN-TYPE GLAZED ROUND VAS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30cm

RMB: 650,000-800,000

2214（底部图）





2215
清中期  仿匏器矾红釉瓶

此种造型倭角式瓶，见有匏器、瓷器、料器等，此类造型极具玩味，同时又因形制奇巧，制作精

细，深受文人推崇。本品形制虽小，然其成型工艺较为繁复，甚为难得。

记录：香港佳士得，2015年10月15日，Lot.163

来源：香港家族珍藏，于1970 年代前入藏

A PAO-TYPE IRON RED GLAZED VASE
Mid Qing Dynasty

Auction Record: 
Christie's Hong Kong, October 15th, 2015, Lot.163

Provenance: 
Hong Kong Family Private Collection by 1970s

H:15.4cm

RMB: 500,000-700,000





2215-1
清乾隆 茶叶末釉兽足双耳炉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茶叶末釉是铁结晶釉的重要品种之一，其烧制始见于唐宋。以清雍正、乾隆

时所制为最好。据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可知，清代茶叶末釉形成于雍乾之

际，亦称“厂官釉”。

拍品色泽古朴，炉身圆腹，直口，两耳，三兽足，造型规整。于1924年施密

特·罗伯特所著《中国陶瓷》中有同类作品，可作参照。

A TEA DUST GLAZED TRIPOD CENSER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23cm

RMB: 300,000-500,000

2215-1（款）

2215-1（整体图）





2216
青釉内外剔花纹盘

耀州窑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属北方青瓷代表。彼时窑业兴盛，且为朝

廷所重，兼烧“贡瓷”专供内廷使用，尤以剔花工艺闻名遐迩。此件剔

花盘即为耀州窑剔花工艺之佳作，内外满工，布局得当，将花叶婀娜矫

健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整器色泽青翠，剔花工艺精湛，纹饰清晰，

深浅有致，在釉色映衬下浓淡相间，视觉效果极佳。

A BLUE GLAZED TIHUA DISH

D:18.7cm

RMB: 60,000-100,000

2216（底面图）

2216（平视图）





2217
青瓷刻花盏托

中国古代瓷器发展源远流长，对世界陶瓷影响巨大，高丽青瓷乃受中国唐宋青瓷影响而发展起

来，是高丽王朝瓷器中的代表作。

此盏托造型独特，胎质细腻，满施青釉，边缘部分刻连续几何纹样，并刻四朵花饰。此类器物以

釉色取胜，向为高丽上层人士所爱重，高丽诗人李奎报赋诗赞赏高丽青瓷：“影影绰绰如青玉，

玲珑剔透如水晶”，“致密的玉如嫩肤，触手犹如抚玉肤”。可见中国北方汝窑和南方龙泉窑对

高丽瓷器影响深远。

A BLUE GLAZED 'KE HUA' CUP STAND

D:13cm

RMB: 无底价

2217（包装图）





2218
元  朱漆盏托

宋代是文风兴盛的一个时代，有宋一代的

各类艺术品在诸多文人高度品味与修养的

感召下都体现出一种简雅的趣味。无论是

宋瓷、漆器都能从中寻觅到至精、至微、

至雅的艺术面貌。在漆器当中，以薄胎、

单色为主。此件盏托内外无文，下部托呈

现葵花瓣状，以单色朱红漆髹饰。展现出

宋代器物线条简雅之美。

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由南宋周季常、

林庭珪等作《五百罗汉图》中的点茶场景

就有此种朱漆盏托的身影，表明黑釉茶盏

与朱漆盏托为宋代普见的茶器。

A CINNABAR LACQUER CUP STAND
Yuan Dynasty

D:15.5cm

RMB: 60,000-100,000

附图：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等《五百罗汉图》

◎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





2219
林恭助制曜变天目盏

天目瓷器(建盏)属中国宋代名瓷之一。建窑始于唐、盛于宋，建盏天目为宋朝时的皇室御用珍品，至今传世并藏于日本的四只国宝级建盏“曜变天

目”是享誉世界的稀世珍宝。

“曜变天目”斑周围晕散出一圈蓝色曜眼的彩虹斑，光芒四散，故而得名。它会根据光线的反射方向而改变顏色，历来曜变斑的出现均属偶然，

难以复制。前文几只建盏“曜变天目”源自中国建窑，现收藏在日本的静嘉堂、藤田美术馆和大德寺龙光院,均被列为日本国宝。世人认为曜变可

遇不可求，虽然有无数代陶艺家跃跃欲试，然而因为此种黑釉作品的制作技术难于把握，在那些不畏艰难的探索者中，日本陶艺家林恭助先生是

极少数能够取得成功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赞叹。

本拍品即为林恭助先生所研制再现的作品，展现出与建窑曜变茶盏的胎、釉、造型和曜变斑相类之艺术效果，同时在器物的形、神、色方面也极

为相似。在灯光的照射下，各个色彩斑斓、熠熠生辉，透射出华贵典雅，令人赏心悦目。

林恭助先生于2007年6月向故宫博物院捐赠其烧制的“曜变天目”茶盏，并被故宫博物院永久珍藏，捐赠仪式见附图。

来源：日本私人藏家

A YOHEN TENMOKU TEA BOWL BY LIN GONGZHU

Provenance: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D:12cm

RMB: 120,000-180,000

附图：林恭助向故宫博物院捐赠其作品仪式照片2219（拍品底部及包装上作者落款图）





2220
金兔毫盏

建窑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器物胎骨乌泥色，釉面多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称“兔毫盏”，别

致美观。釉下毫纹，是利用酸性釉料所形成的酸化痕迹作装饰，因建窑瓷皆仰烧，釉水下垂，成

品口缘釉色浅。由于器壁斜度不同，流速快，成纤细毫纹，流速稍慢则粗。

此件建盏形制规整，口沿一圈包银，小圈足呈玉环状，胎体坚致，色泽紫黑。器内外施釉，底部

露胎。口沿釉层较薄，成棕色。釉汁垂流厚挂呈金柿釉色，渐下而凝黑，釉质流挂而成金毫细

丝，熠熠生辉。

A HARE'S FUR GLAZED TEA BOWL

D:12.5cm

RMB: 5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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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金釉银毫盏

拍品内外壁皆施乌金黑釉，釉层越厚则黑色越为浓郁，略有褐色结晶析出，釉质流挂而成细毫，

熠熠生辉。由于正烧法的运用，其口沿釉层较薄，而内底聚釉较厚。其造型端庄俏丽，为建窑黑

釉精品之作。

A MIRROR BLACK GLAZED TEA BOWL

D:12.5cm

RMB: 200,000-300,000





2222
黑釉双系线条罐

此罐乃北方瓷窑典型。其制作方法是在半干的胎体上先刻出棱线，形成有韵律的深浅起

伏，再施以黑釉，高温一次烧成，由于釉料在高温下的自然流动，使得黑釉也随着棱线

的起伏呈现浓淡黑白的对比，简约而丰富，朴素而典雅。本品的线条自然而有力，深具

天然淳朴的气息，釉汁乌黑光亮，流釉自然，与浅黄色的胎体对比鲜明而愈显黑釉的浑

朴质感，大方而庄重。

A BLACK GLAZED JAR

H:24.5cm

RMB: 28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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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黑搔落）剔绘仙人图如意式枕

此磁州窑白地黑花剔绘毛女树精纹如意式瓷枕，其呈如意云头造型，枕面中凹，前高后低，上尖下圆，左右飞檐，平底而后留有一气

孔。枕面缁素，于绵薄均匀的白色化妆土上用黑彩刻绘纹饰，白与黑交相辉映，画面对比强烈，上绘毛女与小树精图景，毛女束发圆

簪，面颊丰韵，细眼柔眉，神态自若，身披叶服，其倚松跣足，咸握羽扇，目光平视前方之小树精，身前老松虬枝盘错，长于枯石之

中，而小树精玄色亲躬，头聚树梢，双手合于胸前，似在低语。毛女者，原避秦乱而居山中，因食松叶不知饥寒，长寿延年，形体长

毛，身轻如飞，初见西汉刘向《列仙传》。后至唐宋，愈为神圣，宋人笔记多典其事，谓其知未来，明吉凶，于人指点迷津，遂成宋时

祈福避凶之仙者。

观此磁州窑如意枕，气如殿宇，上势飞拔，下收柱岳，堪为枕中经典。今检存世公私收藏同类者，似仅见二者可与之相并论：一例为大

英博物馆藏北宋磁州窑白地黑花熊纹如意枕，尺寸相近，但较本品如意云头略显平缓，枕面刻绘为麻绳束缚于柱而站立的玄色熊纹，边

饰增加剔花纹样，是为磁州窑动物纹枕之神品，录于《宋磁》，大阪，朝日新闻社1999年，P137，图号98；另日本出光美术馆藏一例磁州

窑白地黑花鹊纹如意枕，造型与大英藏品相近，云头亦呈桃心型，比本品之出廓势同，却无三度转折，枕面绘一喜鹊爪握枝头，凝视前

方，仍见《宋磁》，P138，图号99。此三者俱是白地黑绘纹样，而动植物题材常见，又多为装饰性纹样，唯本品刻绘道家人物题材，黑白

笔墨，人物线条纯熟，简练而不失气韵，当世似无出其右者，难得可贵。

参阅：1.《宋磁：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大阪，朝日新闻社1999年，P137，图号98；

 2.《宋磁：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大阪，朝日新闻社1999年，P138，图号99

A WHITE GROUNDED 'FAIRY UNDER THE TREE' RUYI PORCELAIN PILLOW

L:34.3cm

RMB: 300,000-500,000

附图1：北宋 磁州窑白地（黑搔落）剔绘熊纹如意式枕 附图2：北宋 磁州窑白地（黑搔落）剔绘喜鹊登枝如意式枕

◎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图片出处：《宋磁：神品とよば

れたやきもの》，大阪，朝日新

闻社1999年，页137，图98

图片出处：《宋磁：神品とよば

れたやきもの》，大阪，朝日新

闻社1999年，页138，图99





2223（另面图）

2223（另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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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另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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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釉大琮式瓶

瓶为琮式，圆口方身，口与足大小相若，器身四面以仿玉琮式凸起为装

饰，造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宋龙泉窑青釉琮式瓶及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南宋到元龙泉窑青瓷琮式瓶几近相同。全器满施龙泉青釉，釉色

苍翠如玉，古韵迭起。

琮式瓶是仿高古玉琮造型制作的陈设用瓷，其烧制一般认为始出现于南

宋，其器口圆而外方，以象天圆地方之说。《周礼》记载：“以玉作六

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

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瓷质琮式瓶沿袭了玉琮的基

本形制，只是玉器之内圆，上下通透，而瓷制者加了圈足和底，演化为

一种瓶。

参阅：《故宫陶瓷馆·上编》，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页200，图138

著录：《北京光华路五号艺术馆馆藏瓷器（第一集）》，2009年，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页102

记录：香港佳士得，2003年7月7日，Lot.638

来源：T.T.Tsui Collection

A LONGQUAN GREEN GLAZED CONG-STYLE VASE

Publication:
《Beijing Guanghua Road No.5 Art Muserm Collection - Ceramics (Volume 1)》, 
2009, China Youyi Publish, Page 102

Auction Record:
Christie's Hong Kong, July 7th, 2003, Lot.638

Provenance: 
T.T.Tsui Collection

H:38cm

RMB: 2,000,000-2,500,000

2224（包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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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  龙泉窑梨式壶

梨形壶始于元代，流行于明，因形状似梨而得名。梨形壶的造型源自阿拉伯民族使用的铜器，元

时期借鉴这种造型稍作艺术创造而成，拍品釉厚腴温润，碧翠怡人。其品质上乘，当属处州龙泉

之佳器。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页

9，图7

A LONGQUAN-WARE PEAR SHAPED KETTLE
Late Yuan Early Ming Dynasty

H:15cm

RMB: 380,000-600,000







2226（底部图）

附图：此拍品的英国牛津热释光检测报告



图片出处：《宋磁：神品とよば

れたやきもの》，大阪，朝日新

闻出版社，1999，P91，图号54

图片出处：《特别展-中国の

陶瓷》，东京，东京国立博物

馆，1994，图号109

图片出处：《特别展-中国

の陶瓷》，东京，东京国立

博物馆，1994，图号108

附图3：《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

物展》日本出光美术馆 1997年

图片出处：日本出光美术馆《中

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

展》（见附图3）

附图1：北宋 定窑 绿釉波纹净瓶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定

州博物馆藏

图片出处：日本出光美术馆《中

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

展》（见附图3）

附图2：北宋 定窑 黄釉鹦鹉形水注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定州博

物馆藏

附图5：唐 三彩凤首水注

◎日本·兵库·白鹤美术馆藏

附图6：唐 三彩凤首水注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附图4：北宋 白瓷唐草纹凤首壶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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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黄绿釉波浪纹凤首执壶

是例黄绿釉凤首壶，色幻青黄，上妍下沉，中变云锦交融，光焕灿烂。其顶冠衍为注水口，下连凤首，昂

头仰姿，弯喙长出，劲力硬朗。狭目外凸，浅塑浮雕，长圆面，首后有短羽上弯。头势斜昂而起，力拔霄

汉，做贵傲世间姿态。长颈，瓜棱腹，颈肩部划双线弦纹数周。前后各连其壶流与执柄。瓜棱饱满，起伏

润圆。腹身浅刻连刀，似为羽毛纹样，间歇与半月纹相隔，动静衬比，更显精神高扬，力道含蕴中，直有

一举入青云之动势。

1969年，中国河北静志寺地宫出土大量北宋早期高等级瓷器。之中即见数例彩釉器，被认为是北宋定窑产

品。其装饰风格，刻画工艺，胎釉制作等，皆与本品相同。亦有黄绿釉产品，色彩融融变化，与本例极为

相似。此外，尚有绿釉净瓶一只，平底素胎，身罩绿釉，胎体刻画波状纹样，与本品所用纹饰一致。另见

一例黄釉鹦鹉执壶，同为禽鸟壶类，动态生动，可兹参照。上述诸品，皆录于《地下宫殿の遗宝》，东

京，出光美术馆，1997，图号83~84。故相参照可知，本例亦应属定窑之作品。

此类凤首壶型，原始西域胡地，自丝绸之路传来，数脉兼并，中西交互。本为金银制器，后衍为陶瓷，

唐时已为蔚然之风，多见三彩窑器，色彩烂漫殊寻。如参见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一例三彩贴塑羽柄凤首

壶，体态丰硕，装饰繁复华丽，数层贴塑，瑰色憾神，录于《特别展-中国の陶瓷》，东京，东京国立博

物馆，1994，图号109。同书编号108亦见一例三彩凤首壶，扁身开光，腹起珍珠地为饰。后经五代，风气

仍续至北宋时期。如大英博物馆藏一例白瓷刻花凤首壶，锐利逼人，气势淋漓。此即为北宋时期之绝妙神

品，见《宋磁：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大阪，朝日新闻出版社，1999，图号54，P91。本品参较定州

静志寺塔基出土遗物，应同为北宋早期制作，并见有一定辽风。

此黄绿釉凤首壶，原为英国Eskenazi雅蓄，后见于其2001年个人展览，编号14。此壶色妍鲜丽，体态典方，

精神昂扬，塑造精工。刻划捏叠，蕴气如生，令人见之赞叹。定窑早期色釉产品本即稀少，又若如此造型

样式，罕匹晨星，宝为世珍。

著录：《Chinese ceramic vessels 500-1000AD》,ESKENAZI,November,2001,LONDON,p36、37, Lot.14

来源：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Eskenazi）旧藏

备注：附英国牛津热释光检测报告（见附图）

A YELLOW GREEN GLAZED PHEONIX-HEADED KETTLE

Publication:
《Chinese ceramic vessels 500-1000AD》,ESKENAZI,November,2001,LONDON,p36、37, Lot.14

Provenance: 
Eskenazi Collection, London, UK

H:22.2cm

RMB: 800,000-1,500,000

附图：北宋 定窑绿釉“曲阳县 龙泉镇”铭款器（私人收藏）
（定州曲阳定窑遗址所在，唐宋时称“龙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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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模印花卉纹花口碗

此碗作六瓣花口，内外壁施白釉。碗内壁模印缠枝花卉纹，纹饰清晰，画面生动，颇具情趣。

定窑白瓷在北方白瓷中出类拔萃，尤以生产精细白瓷著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此类花口碗为

宋代定窑经典品种。

来源：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Eskenazi）旧藏

A WHITE GLAZED LOBED BOWL

Provenance: 
Eskenazi Collection, London, UK

D:17.7cm

RMB: 220,000-280,000 2227（底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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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模印狮戏绣球云龙纹盘

盘敞口，口沿包铜扣。里外匀施莹洁白釉，釉色沉静厚润，胎体轻盈。纹饰纤毫毕现，足见印模刻制精细。线条婉转自如，流畅飘逸，为北宋定

窑之佳作。

定窑为赵宋名物，色莹而质润，千百年来备受文人士大夫之推崇，谷应泰《博物要览》卷二《志窑器》云：“定窑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

时为御府烧造。色白质薄，土色如玉，物价甚高。”

A WHITE GLAZED 'LION PLAYING WITH SILK BALL' DISH

D:17.1cm

RMB: 450,000-700,000

附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与拍品纹饰相同的
宋 定窑白釉模印狮戏绣球纹盘及此类模印盘线描图



2229
白釉执壶

邢窑是唐代时中国北方著名的窑场，主要烧制白

瓷。此邢窑白釉执壶，唇口直颈，丰肩，斜削

腹，平底，短把短流。通体施白釉，釉层细腻莹

润，造型清秀挺拔，釉面光洁如镜，造型简洁明

快。印证了陆羽《茶经》所说的话，邢瓷类银似

雪。此类执壶，瓶身略长，或为装煮沸水点茶的茶

瓶。

A WHITE GLAZED KETTLE

H:20.6cm

RMB: 80,000-150,000





2230
青釉单把洗

龙泉窑青瓷素负盛名，窑址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宋元时期烧造盛极一时。此单把洗器形端

正，通体施青釉，发色明丽均匀，釉面莹润肥腴，极具龙泉窑厚釉青瓷的独特魅力。

A CELADON GLAZED BRUSH WASHER WITH HANDLE

L:12.8cm

RMB: 160,000-300,000





2231
明初  龙泉窑青釉刻花菱口盘

龙泉窑以厚釉青瓷著称，鼎盛于南宋，延续至元明，明初龙泉窑产品

甚多，并有一批制作精良的产品流传于世。此盘菱花口，盘内壁刻缠

枝花卉纹，盘心刻芍药纹。釉层肥厚滋润，釉色纯美，纹饰线条流

畅，沉稳大气而不失秀雅，为明代龙泉窑佳作。

A LONGQUAN-WARE GREEN GLAZED LOBED CHARGER
Early Ming Dynasty

D:25cm

RMB: 5,000-10,000

2231（底部图）





2232
元  龙泉窑粉青釉外莲瓣内剔花模印龙纹盘

盘造型较大，胎色灰白，胎质细密，里外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盘心模印云龙纹，龙身盘旋

蜷曲，龙鳞片颗粒可见，印纹清晰；内壁刻划卷草纹。整体纹饰挥洒流畅，釉质温润如玉，时代

特征鲜明。

A LONGQUAN-WARE LOBED 'DRAGON' CHARGER
Yuan Dynasty

D:36.5cm

RMB: 250,000-380,000

2232（平视图）





2233
元  官釉长颈瓶

宋代金石之学兴盛，收藏三代鼎彝风尚流行，以之陈设，装饰居室，遂

有瓷制陈设应运而生，此瓶古拙敦实，所施官釉色泽淡恬苍雅，温润如

玉，开片颇为古朴雅致，于穆穆之中透出高贵浑雅之气，历久而精光未

泯，愈见宝光内蕴。釉汁淡薄脱落之处，露出紫黑胎骨。此类官釉琢器

对后世审美影响深远。

记录：伦敦苏富比，2010年5月12日，Lot.49

A GUAN-WARE LONG-NECK VASE
Yuan Dynasty

Auction Record: 
Sotheby's London, May 12th, 2010, Lot.49

H:17cm

RMB: 260,000-400,000

2233（底部图）





2234
影青釉瓷塑孩儿头像

拍品以青白瓷塑孩儿头像，髪丝清晰，脸颊肥润，神态自然。宋时童子

造型题材喜庆，参照当时七夕传统，孩童模仿佛祖之子磨喝乐，祈求子

孙满堂。

A CELADON GLAZED PORCELAIN STATUE HEAD

H:8.5cm

RMB: 7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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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  黄釉小杯

款识：“大明嘉靖年制”款

此杯造型小巧秀雅，通体施黄釉，釉面匀净，色调沉稳，是典型的嘉靖

官窑器。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页49，图44。

记录：香港佳士得，2012年11月28日，Lot.2289（其中一只）

来源：日本藏家旧藏

2235（款）

2236（款）

2235
清雍正 矾红描金双龙纹小杯

款识：“大明成化年制”款

此式矾红龙纹杯始创于明代，入清后发展为经典品种，自康熙时期一直沿续烧造至清晚期。小杯精巧雅致，外壁以矾红描金作腾龙，纹饰描绘细

致，红白对比强烈，属赏玩小品。

参阅：《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图169

AN IRON RED GLAZED 'TWIN DRAGON' CUP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H:8.5cm

RMB: 无底价

A YELLOW GLAZED SMALL CUP
Ming Dynasty Jiajing Period

Auction Record:
Christie's Hong Kong, November 28th, 2012, Lot.2289 (1 of 2)

Provenance: 
Japanese Private Collection

D:6cm

RMB: 无底价



2237
明嘉靖  五彩凤穿花纹大盘

款识：“大明嘉靖年制”款

盘内外壁均以红、黄、绿彩绘穿花凤纹，色彩斑斓，繁缛华丽，底落“大

明嘉靖年制”楷书刻款。

A WUCAI 'FLOWER' CHARGER
Ming Dynasty Jiajing Period

D:38.5cm

RMB: 20,000-50,000

2237（底部图）



2239
清康熙  青花开光西厢记笔筒

款识：“成化年制”款

本品形制为康熙笔筒典型造型，广口直腹，玉璧底足。笔筒腹部主体两

面分饰长方形开光，分绘《西厢记》场景，整器青花发色浓艳，纹饰描

绘细腻，实为文人瓷佳品。笔筒底心青花书“成化年制”四字双行楷书

寄托款，款识时代特征明显。

《西厢记》为元代剧作家王实甫著名作品，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

记》。康熙时期瓷器作品流行以历朝戏曲故事版画为本，《西厢记》为

此时最为流行的题材之一。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BLUE AND WHITE 'STORY OF WEST WING' BRUSH POT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H:16.6cm

RMB: 180,000-220,000

2238
清康熙  青花竹林七贤图插屏

铭文：明月花间宵酌酒，熏风竹下画鸣琴，和靖居士

款识：“玩”篆书款

此插屏嵌圆形青花瓷板，瓷板胎质细腻坚密，釉面肥润，并以青花五色的分

水技法绘竹林七贤图，绘画颇见意趣。松下高士诸人，或赏花，或访友，或

品茗，或吟诗，意境深幽清逸，一派清新雅逸之气，为康熙时期小品。

A BLUE AND WHITE 'SEVEN WISE MEN IN BAMBOO FOREST' TABLE 
SCREEN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D:22cm（瓷板）

L:34.8、W:17.6、H:44.2cm（整器）

RMB: 无底价

2239（款）





2240
明万曆  青花高仕图兽足炉

此香炉直腹，底足作三兽，青花浓艳，纹饰为标准明末特征，描绘高士幽居，怡然自得，颇有意

境，为典型明代香道香器佳品。

A BLUE AND WHITE 'SCHOLAR' CENSER
Ming Dynasty Wanli Period

H:19cm

RMB: 无底价



2241
明嘉靖  青花仙人松竹梅纹罐

朱明嘉靖以降，道教兴隆，世风日炽，道教信物祥符与神仙图像深入当时几乎所有器物的装饰主

题，祈福求祥的心态同样反映在景德镇陶工笔下的瓷器画片上。此罐绘四仙捧寿，神态逼真，笑

容可掬，画法潇洒，为明嘉靖官窑典型器。

A BLUE AND WHITE 'PINE TREE, PLUM AND BAMBOO' JAR
Ming Dynasty Jiajing Period

H:10cm

RMB: 160,000-200,000



2242
明正统  青花龙凤纹花觚

花觚原为佛堂五供之一，器形为仿商周青铜器所制。拍品通

体青花装饰，由上至下分别绘蕉叶纹、云龙纹、云凤纹、莲

瓣纹、回纹等。拍品外壁所绘云龙纹饰与湖北省博物馆藏明

宣德青花龙纹梅瓶相似，应为一脉相承之作。此外，在1988

年珠山御窑遗址出土过一件正统青花龙纹大缸，其纹饰亦与

拍品相似。明代空白期花觚甚为少见，对空白期官窑的研究

有着重要意义。

参阅：1.《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

年，页166，图90；

 2.《古代瓷器·湖北省博物馆藏瓷器选》，文物出版

社，2007年，页63

A BLUE AND WHITE 'DRAGON AND PHEONIX' FLOWER 
VASE
Ming Dynasty Zhengtong Period

H:40cm

RMB: 180,000-300,000

2242



2243
明弘治/正德  青花莲托八吉祥纹葫芦瓶

此葫芦瓶形制硕大，纹饰布局繁密，腹部主题纹样为青花莲托八吉祥纹。“葫

芦”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被视为充溢灵气的民间辟邪镇妖之物，又是多籽之物，

寓意“多子多福”；又因“葫芦”谐音“福禄”，有福禄万代之意。明代皇帝喜

好黄老之道，因使葫芦瓶烧造盛极一时。

A BLUE AND WHITE DOUBLE GOURD VASE
Ming Dynasty Hongzhi/Zhengde Period

H:50cm

RMB: 280,000-400,000

2243（包装图）



2244
清雍正  青花祥云龙凤纹胆瓶

胆瓶又称锥把瓶，源于宋代。因其形似垂胆而得名，器形秀美，古时多用作插花之器，清代康熙

时期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即有“轻风吹到胆瓶梅”之名句。器腹部龙凤穿梭于云纹之间，构图疏

密有致，绘制极为精细，绘画一丝不苟，甚是难得。

A BLUE AND WHITE 'CLOUD DRAGON AND PHEONIX' VASE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H:46.5cm

RMB: 无底价





2245
清中期  青花福禄万代葫芦瓶

此撇口式葫芦，有别于常见的带盖设计直口式。以“福禄万代”主题为装饰，造型饱满，线条圆润，当为清代中期之器。

葫芦瓶之式样创烧于南宋龙泉窑，有福禄万代、大吉大利之寓意。发展至明清两代，此类瓶式有极为盛行，器形丰富多样，有方

形、圆形、上圆下方及多棱形等多个品种。

A BLUE AND WHITE DOUBLE GOURD VASE
Mid Qing Dynasty

H:39cm

RMB: 120,000-200,000



2246
清雍正  冬青釉贴塑福禄万寿葫芦瓶

青釉为中国传统釉色之一，清代景德镇继承宋代龙泉窑的优良技术，工艺技术已臻炉火纯青，对青釉颜色控制自如，烧制出釉色、质感不同的青

釉品种。本拍品施冬青釉，匀净苍翠，细腻光润，如初熟的葫芦，于其上贴塑福禄万寿纹样，更显吉庆。

记录：德国纳高，2004年11月12日，Lot.1694

来源：欧洲私人收藏

A CELADON GLAZED GOURD VASE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Auction Record:
Negal Auction, November 12th, 2004, Lot.1694

Provenance: 
European Private Collection

H:16.5cm

RMB: 260,000-380,000



2247
清雍正  青花缠枝莲绳耳尊

拍品腹部凸饰四道竹节式弦纹，将器身纹饰分作五层，主体纹饰为连环

纹与缠枝莲纹，附以如意云头及卷草纹，枝叶舒卷自如，绘笔生动。肩

部三出绳纹耳与腹部连环纹借鉴自青铜器，极具特色。此尊造型颇为少

见，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见有相类作品可供参考。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LOTUS' ZUN
Qing Dynasty Yongzheng Period

H:20cm

RMB: 180,000-300,000

2247（包装图）



2248
清雍正/乾隆  青花缠枝莲纹梅瓶

拍品通体以青花为饰，腹部主题纹饰为缠枝莲纹，枝叶翻卷，构图饱

满丰盈，胫部绘一周覆蕉叶纹。全器釉面光润，青花发色鲜艳，局部

重笔点染，刻意追仿明代永宣时期青花特征。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LOTUS' PLUM VASE
Qing Dynasty Yongzheng/Qianlong Period

H:20cm

RMB: 150,000-180,000



2250
清道光  松石绿地粉彩福寿番莲通景开光九秋同庆纹双
耳瓶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款

此瓶釉彩、造型、纹饰承袭嘉庆时期，风格华丽。其造型见载于耿宝

昌著《明清瓷器鉴定》页301“道光器型示意图之一”，名为螭耳撇口

瓶。造型、纹饰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慎德堂制"款道光粉彩洞石花卉纹

双耳瓶风格相近。

拍品胎体细腻，粉彩亮丽。瓶身上以绿彩为地，上绘缠枝莲托寿纹，腹

部主体以粉彩绘九秋同庆图，当为道光官窑佳品。

A FAMILLE ROSE 'FLOWER' LONG-NECK VASE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H:28cm

RMB: 80,000-150,000

2249
清咸丰  黄地粉彩云龙纹镫

款识：“大清咸丰年制”款

拍品粉彩绘制，以云龙纹为饰，高足内书“大清咸丰年制”六字款。

镫为古代盛熟食器皿。《礼记·祭统》注：“镫，豆下跗也。”《尔

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咸丰一朝制

瓷数量极其稀少，传世不多。

参阅：�《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著，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图518

之7

A YELLOW GROUNDED FAMILLE ROSE 'DRAGON' DENG CUP
Qing Dynasty Xianfeng Period

H:35.5cm

RMB: 无底价

2250（款）2249（款）





2251
清道光  粉彩蝶恋花纹碗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款

拍品胎体细白轻盈，釉面匀润光洁，迎光可透。外壁以粉彩绘花卉三两簇，用色柔妍，花叶画法

简练；花丛中蝴蝶成双，深浅相映，尤为悦目。绘笔精细，富有诗意美感。

A FAMILLE ROSE 'FLOWER AND BUTTERFLY' BOWL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D:11.8cm

RMB: 450,000-600,000 2251（款）





2252
清道光  青花缠枝莲纹高足盘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款

盘外壁绘缠枝花卉纹，足部蕉叶纹，绘画点染。青花发色纯正，釉面泛

青，器型规整。圈足壁“大清道光年制”青花单行篆书款。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LOTUS' STEM DISH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H:9.1／D:15.7cm

RMB: 50,000-100,000

2253
清同治  黄地粉彩喜鹊登梅纹杯一对

款识：“同治年制”款

本品黄釉为地，凝厚艳丽，其上绘粉彩喜鹊登梅图，群鹊飞翔於梅枝

间，姿态各异，生机盎然。碗口及圈足饰以金彩，富丽堂皇。咸丰五年

（1855），景德镇御窑厂毁於太平天国战火。同治五年（1866），李鸿

章筹银重建御窑厂。同治七年（1868）皇帝大婚，江西巡抚景福为此烧

造“大婚礼造器”，其中以黄釉粉彩器为主，即包括此类喜鹊登梅杯。

此杯图案可见于清宫瓷器设计稿。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PAIR OF YELLOW GROUNDED FAMILLE ROSE CUPS
Qing Dynasty Tongzhi Period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D:8.2cm

RMB: 80,000-150,000

2252（款）

2253（款）







2254
清道光  仿官釉八卦纹琮式瓶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款

琮式瓶是南宋官窑、龙泉窑烧造的一种瓶式，因其形从玉琮变化而来，

故称琮式瓶。又因腹部有凸起的八卦纹，又有“八卦瓶”之称。此件满

施仿官釉，釉质肥厚，开片交错自然，形如冰裂，器形周正，乃是道光

仿官之典型器。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GUAN-TYPE GLAZED 'EIGHT TRI-GRAMS' CONG-STYLE VASE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H:28.5cm

RMB: 200,000-300,000

2255
清乾隆  炉钧釉菱形八卦纹瓶

炉钧釉盛行于雍正，乾隆二朝，因低温炉内烧成仿宋钧釉而得名，其自

然流淌的釉色，反映了清代瓷艺的独特风貌。拍品为菱形八卦纹设计，

全身满施炉钧釉，别具特色。

A LUJUN-GLAZED 'EIGHT TRI-GRAMS' VASE
Qing Dynasty Qianlong Period

H:33.3cm

RMB: 18,000-50,000

2254（款）



2256
清道光  青花缠枝莲纹赏瓶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款

赏瓶创烧于雍正时期，其器形为雍正督窑官唐英“参古今之式，动以新

意，备储巧妙”而奉旨审定的款式，初名“玉堂春瓶”，后赏瓶成了玉

堂春瓶的专指代称，传世品形制基本相同。乾隆后每朝相袭，名称、器

形及用途从未改变，延用至宣统时期，成为清代瓷器生产中的一个传统

器型。

拍品器型规整，青花发色鲜艳，自口沿而下分绘海水波涛纹、如意云头

纹、蕉叶纹、回纹、缠枝花卉纹、如意云头纹、缠枝花卉纹、莲瓣纹、

卷草纹等多层纹饰。布局层次清晰，绘画流畅，笔触细腻，为道光官窑

典型器。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LOTUS' VASE
Qing Dynasty Daoguang Period

Provenance: 
A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LOTUS' VASE

H:37.5cm

RMB: 550,000-650,000

2256（局部图）

2256（款）





2257
建国初  粉彩开光花鸟瓶

拍品通身绘缠枝花卉开光，呈现出繁缛富贵的独特

风格。开光内绘花鸟纹饰。整器纹饰华丽，设色富

丽堂皇，工艺细致，为建国初粉彩佳器。

A FAMILLE ROSE CONSECRATED 'FLOWER 
AND BIRD' VASE
Early Period of PRC

H:32.5cm

RMB: 160,000-200,000

2257（局部图）





2258
民国  粉彩群雀图瓶

款识：“浮梁县陶校制”款

器型由康熙棒槌瓶改进而来，胎体较轻，釉面细润。瓶身主题图

案绘群雀飞鸣于高枝，细致传神。画面文人气息极强，可谓民国

瓷器中之佳作。

A PAIR OF FAMILLE ROSE 'SPARROWS' MALLET VAS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H:34.5cm

RMB: 无底价

2258（局部图）

2258（款）



2259
民国  粉彩亭台楼阁山水人物瓶

款识：“敬畏堂制”款

翻口，束颈，折肩，圈足。瓶身通景绘山水楼台纹饰，远山近景，楼

台亭榭，意境悠远，为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之作。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A FAMILLE ROSE 'LANDSCAPE AND FIGURE' VASE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venance: 
National Antique Store Colletion

H:33.4cm

RMB: 90,000-120,000
2259（款）

2259（局部图）



2260
民国  汪大沧绘雪景山水人物瓷板

题识：彬石田笔意为仲培先生大人粲正，时在丙寅夏清和月。

落款：汪大沧作

钤印：笔意生（白文）、大沧（朱文）、桃源老农（朱文）

汪大沧（1899－1953），字沧生，号一粟，别号桃源老农、甫艺。安徽黟县人。尤擅以秃笔绘画

粉彩山水、技法娴熟、用笔简练、豪放浑厚，专以细笔精描取胜，其笔墨独树一帜，秃笔山水堪

称一绝。自幼随伯父汪藩学艺，1913年进入第一陶业学堂学习，后留校任教。1924年，加入“瓷

业美术研究社”，并任教。其后，常参加王琦创办的“月圆会”。期间汪氏多与珠山八友配制成

堂瓷画，是民国时期与珠山八友齐名的最杰出的陶瓷画家之一。

A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PLAQUE BY WANG DACA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37.6cm／W:24.2cm

RMB: 110,000-150,000 2260（款）







2261
民国  张志汤画古铜彩开光山水人物如意耳尊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钤印：张志汤画（白文）

张志汤（1893-1971年），斋名亦陶，江西婺源人，1901年入景德镇余立卿红店学绘粉彩，后被袁

秋舫聘至南昌彩瓷，因而得见宋、元绘画的珂罗版印刷品，技艺大进。1935年入浮梁陶瓷职业学

校任饰瓷教师。1945年后，先后任教于江西省立陶专、景德镇陶瓷学院。张氏擅长山水，早年多

参照宋元画印刷品绘彩瓷，笔法工细、构图谨严，40年代受郎世宁绘画影响，大量绘制骏马，形

象逼真，姿态生动，颇受欢迎。晚年在教学之余，偶作粉彩花卉小品，姿态轻盈，设色淡雅，尤

为精妙。

AN ANCIENT BRONZE COLORED CONSECRATED 'LANDSCAPE AND FIGURE' ZUN BY 
ZHANG ZHITA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31.7cm

RMB: 350,000-500,000



2262
民国  矾红描金开光花鸟纹扁瓶

款识：“乐善堂制”款

此瓶矾红地，扁圆腹，肩附对称螭龙式双耳，因瓶腹似圆日，两侧有附耳，故成“抱月瓶”之

式，通体釉色滋润，金彩作边饰，瓶身两身开光内均为花鸟图，底有“乐善堂制”四字楷书款。

AN IRON RED GLAZED 'FLOWER AND BIRD' FLAT VASE 
The Republic of China

H:15cm

RMB: 60,000-90,000

2262（包装图）



2263
民国  粉彩春宴图胆瓶

题识：春夜宴、桃李图。时戊午年孟秋为瑞轩仁弟清玩。

落款：懋初表意。

款识：“挂绿主人造”款

胆瓶因其形似垂胆而得名，器形秀美，古时多用作插花之器，清代康熙时期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即有“轻风吹到胆瓶

梅”之名句。

瓶身通体以粉彩绘制春宴图，疏朗有致、人物刻画细腻丰富，属民国时期粉彩精品。

A FAMILLE ROSE 'SPRING FEAST' VASE
The Republic of China

H:21.5cm

RMB: 100,000-150,000

2263（款）
2263（另面图）





2264（另面图）

2264
清  少泉、胡炎铭款浅降彩人物花鸟纹花盆一对

自清末开始的近代艺术瓷画，与传统的陶瓷纹样相比有着独立的绘画语

言，其多样的艺术风格是20世纪初中国瓷业的最大成就，足以与同时期

的画作相媲美。其中的浅绛彩瓷画最为典型，其技法源于中国画中的山

水画，以淡墨勾勒再用淡赭、浅绿渲染，表现出恬淡深远的文人画意

境。

作品笔调清疏秀润，极具中国水墨画效果，意境深远，舒展自如，画面

展示出清末浅绛彩山水画的无穷魅力。

A PAIR OF QIANJIANGCAI FLOWER POTS INSCRIBED BY SHAO 
QUAN AND HU YANMING
Qing Dynasty

L:36.9cm、W:29cm、H:30cm

RMB: 190,000-230,000



2265
清光绪  粉彩籁瓜纹竹节钮盖缸一对

款识：“大清光绪年制”款

此罐气息清秀，外壁在白釉地上绘癞瓜竹枝，画工细腻不落俗套。雕塑竹节作钮、耳，作品成对

保存，器盖及器身完好，较为难得。

A PAIR OF FAMILLE ROSE BAMBOO JOINT SHAPED JARS WITH COVERS
Qing Dynasty Guangxu Period

H:26.5cm

RMB: 无底价

2265（款）





www.sungari1995.com


	4-瓷器fmfd-C6
	DA17040237E-3-2-29-cs6
	DA17040237E-4-p30-59-c6
	DA17040237E-5-p60-89-c6
	DA17040237E-6-p90-121-c6
	DA17040237E-7-p122-149-c6
	DA17040237E-8-p150-185-c6
	DA17040237E-9-p186-211-c6
	DA17040237E-10-p212-242-c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