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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鉴藏有道吕子远

作者简介：中山大
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
事区域地方史研究。现
任职广东崇正拍卖有限
公司古器物部，从事研
究鉴定工作。

花觚是传统瓷器中的常见品种，
其造型源自商周的青铜器，侈口隆腹，
修身束腰，阔底圈足，原是上古的一种
酒器，长期以来被视为祭祀礼器的一
种，并称作“觚”。大约在宋代以后，
瓷器上才多见模仿。明代是觚形器大
发展时代，官窑烧造的品种遍及各朝，
长盛不衰，有青花、钧釉、白釉、五彩
多个类型，从早期的出戟觚，发展到嘉
万时期，还创制出海棠型、方形等新颖
的造型。除了官窑，民间也大量烧
造。这一过程，与觚形器在明代被利
用作为装饰文房的花器有莫大关系，
而“花觚”之名实际也是来自明人的叫
法。因为在明人眼中，觚这样拥有撇
口束腰的优美造型，是绝好的插花器
具。如今透过文献和图像资料，我们
仍可感受到明人是如何利用花觚作为
文房摆设的。

参考传世和出土的明代瓷花觚，
其中不乏较为大型的品种，但更多时
候身材矮小。官窑的出戟觚一般高
20厘米左右，民窑出品也在20厘米以
下，说明这类花器不是摆放中堂，而是
置于几案。晚明收藏家高濂、张谦德

品论各类瓶式，总是列花觚为插花首
选，并且指出，无论是铜瓶还是古窑
器，都得是“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

在明代对士大夫书斋的文字描述
中，花觚总是作为古雅的意象侧身其
中。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的《高子书
斋说》事无巨细地罗列了一理想书房
的必备摆设，像是书案上应具备的文
具、壁间应悬挂的卷轴，供石的尺寸和
品类等等，当说到室内所需陈设的瓶
尊时说道：“几外炉一，花瓶一，匙筋
瓶一，香盒一，四者等差远甚，惟博雅
者择之……瓶用胆瓶、花觚为最，次用
宋磁鹅颈瓶，余不堪供。”视花觚为第
一首选。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他
造访汪氏东雅堂所见墨华阁的摆设：

“列大理石屏四座，石榻一张，几上宋
板书数十函、杂帖数十种、铜瓷花觚、
罍洗之属，汪君所自娱弄，以绝意于外
交者也。”文字透过排比一系列雅玩
古董来勾勒出一座风雅高洁的文人
私人生活空间，从而营造出居住者超
逸绝尘的形象。而铜瓷花觚与石屏、
宋版书等物一道，被认为是高雅居室
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类似的描述也

大量出现在明末的小说中，并且更为
通俗，如东鲁古狂生编《醉醒石》的一
段场景描述：“有了厅楼，就要厅楼的
妆点；书房，书房的妆点；园亭，园亭
的妆点。桌椅屏风，大小高低，各处
成样。金漆黑漆，湘竹大理，各自成
色，还有字画玩器、花觚鼎炉、盆景花
竹，都任人脱骗，要妆个风流文雅公
子。”更直接点出花觚是文人装点书
房的必备一品。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提到花
觚的时候，总是和香炉互相前后。如
高濂提到香几上的摆设时，是炉、瓶、
匙筋瓶、香盒同时并举。而《醉醒石》
罗列书房雅玩，花觚和鼎炉互相前
后。由此可见，花觚和香炉在书房陈
设中是一组固定的搭配。这种陈设方
式可以在明代传世的图像中具体找到
印证。

明代有不少传世的画像，人物身
旁的装饰，多配一花几，花几上面摆放
花瓶、香炉等饰物，用来暗示被画对象
的品味和雅好。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
藏明万历沈俊绘《钱应晋像》轴。画像
主人坐旁摆放着一座红木花几，上面

窄小的空间摆放着一只插满鲜花的花
觚、箸筋瓶、哥釉开片蚰耳香炉连座以
及香盒。故宫所藏另一轴万历士中所
绘的《李流芳像》手执如意、意态闲暇
的李流芳坐旁，有张长条石案，石案的
后方摆着一只带座白瓷方形花觚，里
面供养着灵芝兰草。觚旁放着一只青
铜三足鼎炉和一个朱漆香盒。李流芳
是明代著名诗人画家，生活于万历崇
正年间，而方形或海棠式正是万历年
间开始流行的瓶型，出现在画像之中，
充满时代气息。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明代
士人家居陈设的固定成式，即是明人
在书房中，总将花觚摆放在花几之上，
并与炉瓶三事——香炉、筋箸瓶、香盒
搭配在一起。直立的花觚与躺卧的香
炉同时陈列，高低映衬，显得错落有
致。虽然摆放场景各异，但瓶与炉必
定同时出现，几乎很少有例外，两者共
同构成书房中雅致的一景。其中炉瓶
三事也是一组较为古老的搭配，在许
多传为宋人以及明代的绘画作品中已
可见到类似的摆设。但花觚搭配上炉
瓶三事则在明代才开始出现。明人周

祈撰《名义考》考证香炉和各类香料的
源流时，提到“佛氏有供花之说，亦未
闻用瓶，瓶似瓮但以汲水。今之炉，古
鼎也。今之瓶，古觚也。得二器者，无
所用，以爇香插花谓之炉瓶，后又仿而
为之，其制愈讹矣。”可见当时人即已
留意到，瓶炉搭配虽然被人们当作一
种古雅的风习，但实际上在文献上找
不到任何根据。反过来说，这种搭配
其实就是当时新的发明创造，是明代
晚期士人追求逸乐生活和好古风气影
响下的结果。

晚明收藏好古之风在士大夫阶层
流行，古老的器具尤其是商周鼎彝的
形制和纹饰都被利用成为日常生活
的装饰，并经过士大夫从新组合搭
配，复古风气体现出来的反而是种
种全新的创造。古老的觚形器正是
在此时成为瓷器仿古造型中的重要
品种，并在明代文人书房陈设中占
有着特殊的位置。某个时期流行的
器物，总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价值
和审美趣味，发掘这些器物背后的
故事和感受时代的迁变，正是收藏
的无限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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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清供必备 明人书房中的花觚

如意，古时又称“握君”、
“执友”或“谈柄”，是由笏和搔
杖演变而来，魏晋时期为“扪虱
谈玄”之用，南北朝时又在战争
中作为代麾指挥之物；至唐代
以道教为国教，如意又与拂尘
一起成了道士的常设之物。玄
宗也常随身携带，并被赋予了
趋吉避凶的涵义。而日渐兴起
的佛教也以此物为法器。张祜
《题画僧》云：“终年不语看如
意，似证禅心入大乘。”

从魏晋至明，如意更因其
特有的雅致，成为崇尚古风的
文人墨客文房玩赏之物。

清代，如意发展到鼎盛时

期，因其珍贵的材质和精巧的
工艺而广为流行，以灵芝造型
为主的如意更承载了吉祥如
意、祈福禳安等美好愿望。一
些重要场合，如皇帝登基大典
上，主管礼仪的臣下必敬献一
柄“如意”，以祝政通人和，新政
顺利；皇帝会见外国使臣时，也
要馈赠“如意”，以示缔结两国
友好，预祝国泰民安。

乾隆皇帝对玉如意十分喜
爱，制作了很多玉如意，作为宫廷
的吉祥物。清代的玉如意上多雕
琢吉祥图案，如龙纹、灵芝纹、三
多纹、双喜纹、万寿纹、鳄鱼纹
等，做工精巧，艺术价值甚高。

执此祥瑞 屈辟众魔
如意：明清玉器之热门题材

此如意长 43cm，以整块和
田白玉雕琢而成，玉质莹润无
瑕。整雕如意对玉料要求高、
耗材多，故清宫玉如意多系镶
嵌式，这样材质优良、体量大且
成对的珍品白玉如意十分罕
见，体现了乾隆时期清宫制玉
的最高水准。

此对如意首作云叶式，周

围留边，一端高浮雕展翼蝙蝠，
寓意吉祥。如意首上开光内浅
浮雕山林人物。古松枝繁叶
茂，对面山石上放有一盆万年
青，寓意松龄万年。树下又有
仙翁仙童，寓意仙人贺寿。器
柄状如灵芝，曲线优美流畅，正
面高浮雕万寿菊，末端雕万年
青和蝙蝠，寓意福寿万年。

此如意长 41cm，取整块
和田青白玉材雕琢而成，体
量巨大，玉质莹润，几无绺裂
瑕疵，造型规制严谨，雕工精
湛。如意首为标准的四瓣灵芝
云头，上面浮雕一条正面五爪
蟠龙，极尽威武森严之势。在
如意头下方，柄的上部阴刻填
金为乾隆作于1771年的御制
诗《咏白玉如意》。字体非常
见的宫廷馆阁体，而纯以中锋
运笔，朴拙生动。

白玉如意长 44cm，以整料原石雕琢
而成，作云叶式首，首面四周起如意云纹
边框，内琢浮雕正面卷体的穿云升龙，正
面龙首予人威不可犯的神武英姿、“春分
而升天，秋分而潜渊”的幻化莫测。柄身
正面浅浮雕三只作飞翔状蝙蝠，最上面
的蝙蝠并衔有磬佩。柄身背面打洼，表
面亦雕琢两只作翱翔状的流云蝙蝠，如
意柄身的五只蝙蝠意象连结，具“五福兆
庆”的吉祥寓意。这件白玉如意既有象
征帝王图腾的正面龙，而且又有“五福”
兆庆的美好想望，应出自皇家内府之手。

自古君子爱玉，赏玉佩玉蔚然成风。继上期《名家话收藏》高古玉
器收藏的话题，本期我们来探讨古玉收藏中的重头戏——明清玉器。

玉器历经唐宋的发展演变后，至明清时期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次
高峰，从规模到数量、品种，均达历史最高。无论是高雅大方的案头陈
设，或是贴身把玩、温润通透的精致之物，典雅精美的明清玉器不仅是
宫廷贵族、文人雅士的挚爱，更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礼尚往来的伴礼
佳器，也是人们交往的珍贵信物。明清玉器更因贴近当今收藏群体的
审美取向、存世量大、绝大部分质地优良、工艺精湛，备受藏家关注。

清乾隆 白玉雕正面龙纹福寿如意

清乾隆 白玉填金刻御题诗龙纹如意

清乾隆 白玉仙人贺寿双蝠如意（一对）

明清两代，集玉文化之大成

明清精品成拍场宠儿

专家对谈
古玉收藏为什么要从明清玉器开始？

（资料及图片/北京保利提供）

壹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古的

礼器到“比德于玉”的德玉文化，再到
宋元明清逐渐写实的玉雕风格……中
国几千年的玉文化悠远深厚。相比起
古朴雅致的高古玉器，明清两代玉器
集历代玉文化之大成，其玉质之美、品
种之多、雕琢之精、应用之广，可谓空
前绝后，清乾隆时期更达巅峰阶段。

明清玉器的材质以新疆和田白玉
为主，又有被视为“杂玉”的玛瑙、水晶、
翡翠、琥珀、绿松石等，其中清早期在宫
廷始见的翡翠应用更为历代之冠。

明代治玉工艺在新疆大量玉材运
往关内的有利条件下，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据考证，明代的皇家用玉由御
用监监制，而民间观玉、赏玉之风盛
行，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都开
有玉肆。彼时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玉
器生产已商品化，工艺最兴盛的地区
为北京、扬州、苏州等地。明代中晚
期，苏州的琢玉工艺发展迅速，作坊林
立，人才辈出，著名艺人见于记载的有
陆子刚、刘沧、贺四、李文甫、王小溪
等。其玉器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装饰
品、实用品、艺术品和仿古器四大类。

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了当时运
玉材的盛况：“凡玉由彼缠头面，或溯
河舟，或驾驼，经浪入嘉峪，而至甘州
与肃州，至则互市得兴，车入中华，卸
萃燕京。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
之”。明代玉器的纹饰和装饰手法丰
富，有动植物、花鸟、人物、山水题材
图案，还盛行以图案为底纹或边饰万

字、喜字、寿字、流云、朵云、波浪等。
因深受文人画艺术的影响，在玉器上
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诗书画印艺术。
同时，符瑞吉祥的谐音题材大为流行，
隐喻吉祥的纹饰在玉器上比比皆是。

及至清代，玉器得到了空前发
展。清代玉器的品种和数量繁多，以
陈设品和佩饰最多。新增的品种有玉
山子、浮雕图画式的玉屏风等，清“大
禹治水图”是重达 5300公斤的超级
玉器，堪称玉山子之最。清代玉器善
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
集阴线、阳线、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
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创造
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
工艺。

清代玉器制造的全盛时期是乾隆
时期。乾隆皇帝痴迷于玉，并将宫廷
玉作为一种文化推向极致，他在位六
十年，其间统一回疆，解决玉雕材料短
缺的问题；推行仿古之风，追慕先人；
首创画意玉器，将玉器引入观赏书画
的概念；亲自钦定玉器，设立玉器等级
制度。他更对夏、商、周三代的古玉进
行广泛收集，认真鉴别，对于制作较粗
糙的玉器，交由清宫造办处加工改制，
因此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玉器中常见
旧玉后刻花、旧玉新做工。此外，北京
造办处、扬州和苏州云集了众多的能
工巧匠，雕琢精益求精。从清代宫廷
玉器的数量、品种、加工技术、装饰纹
样来看，清代玉器达到了我国玉器发
展的顶峰。

贰
收藏界人士认为，古玉的价值体

现在“美”“好”“古”“稀”四字上。存
世少、价格高的高古玉虽然是实力藏
家的心头好物，但在玉器收藏拍卖市
场上，明清玉器却是主流拍品。

近两年，明清玉器精品频频见诸
拍卖市场，拍场上的高价玉器以“清代
宫廷御制”居多，确切地说，是乾隆时
期精美绝伦的代表作。

今年8月的中国嘉德春拍，“堂
皇——明清单色釉暨宫廷御瓷珍玩”
专场中便有清乾隆青白玉万福长寿
如意、清乾隆青白玉鱼化龙花插等多
件精品。2020香港苏富比秋拍“琼
肯?玉”专场，涵盖了60余件玉器珍

品，以明清玉器为主，成交额高达
4254万元。其中最让人眼前一亮
的，要属乾隆时期的一件黄玉瑞兽摆
件，雕工纯熟，瑞兽形象栩栩如生，引
来全场瞩目，拍前估价仅为20万-
30万美元，最终以170万美元高价
成交，约合人民币1160万元，溢价
5倍有余。刚刚结束的保利十五周
年拍卖，一对清乾隆白玉仙人贺寿双
蝠如意也拍出逾千万元。

除了价格高昂的清乾隆宫廷重
器，收藏市场也不乏小件精品 。
2020嘉德香港春拍“璧光盈袖——
居易书屋珍藏玉器”专场，有数十件
明清玉器成交，以小件把玩之物为

主，主体价格为十万至五十万元。
今年以来，各拍卖行的明清玉器网
拍专场也频频开拍，大部分藏品起
拍价为数万元甚至数千元，不乏名
人旧藏和国有文物商店旧藏，来源
较有保证，价格门槛不高。

业内人士认为，明清玉器受藏
家欢迎，原因除了工艺精湛、材质优
良外，其年代较近，大多传承有序，不
像高古玉那样年代久远，令人真伪难
辨，投资风险大。从总体上看，近年
来明清玉器的价格涨幅稳定，但价格
与高古玉相比较低，不少藏家出于保
值升值，降低风险的目的，也倾向于
选择明清玉器，令其日渐走俏。

羊城晚报记者：从近
年玉器拍卖成交情况来
看，明清玉器成交率普遍
较高，在古玉拍卖市场上，
明清玉器近年是否较受收
藏者追捧？主要原因是什
么？为什么说古玉收藏，
从明清玉器开始比较合
适？

李嘉伟：明清玉器可
以说一直有着较好的群众
基础，一方面是因为其题
材多蕴含吉祥意蕴和美好
祝 福 ，材 质 大 多 也 比 较
好，更贴近当今收藏群体
的审美取向；另一方面存
世量也相对较大，能形成
一定的收藏规模。说白了
就 是 大 家 看 得 懂 ，买 得
到。这也是我们建议收藏
者可以从明清玉开始收藏
的原因。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
玉器工艺的集大成时期，
明清玉器在材质、器型、
雕工、寓意等方面有什么
特点？

李嘉伟：明清玉材质
大多以白玉为主，题材寓
意吉祥，雕工精细，器型大
如各种瓶炉摆件，小如牌
饰把件，都很贴近生活，刚
开始收藏入手一些小东西
价钱也不贵，甚至比同样
品质的新玉还要便宜。

羊城晚报记者：一件
上佳的明清玉器，可从哪
些方面来欣赏鉴定？应如
何欣赏老玉之美？

李嘉伟：欣赏一件明
清玉雕，可以从材质、雕
工、年代、用图、寓意等多
方面入手，现在把材质雕
工放在前面，是因为它最
直观最容易让大家认可，
你先看到它、喜欢上它，
慢慢才会去进一步了解它

更深层次的内涵，这是大
家认识事物的规律。然
后，再去细品它所蕴涵的
文化。

羊城晚报记者：近年
在拍卖场上，哪些时期、哪
些题材与种类的明清玉器
特别具投资价值？建议藏
家可以关注哪类明清玉器
藏品？

李嘉伟：关于收藏，我
们还是建议要提前做一些
功课，刚开始多看少动，
多看博物馆，多关注市场
热点。

各个时期的玉雕其实
都有特定的收藏群体，我
们也建议藏家能有自己的
收藏主线和风格。收藏肯
定要谈到稀缺性，说到明
清玉雕的话，现在看首先
是材质，因为材质好的存
世少，而需求量大；再就是
要精，雕工造型都要精美，
这也是近几年宫廷玉雕受
推崇的原因，因为明清宫
廷收藏或出品的玉雕都汇
集了当时顶级的玉料和工
匠而成。

羊城晚报记者：据您
预测，未来古玉市场将有
哪些走势？

李嘉伟：以刚刚结束
的保利十五周年拍卖为
例，一对清乾隆白玉仙人
贺寿双蝠如意拍出逾千万
元佳绩，这对如意材质好，
体量大，出自宫廷顶级工
匠之手，寓意吉祥，还是成
对保存，每一项看都是不
可多得，而它集于一身，自
然会受到藏家的青睐。建
议收藏者关注国内外大型
拍卖公司的公开拍卖，刚
开始可以选择一些来源比
较清晰，或是大藏家递藏
的藏品。

采访嘉宾：北京保利拍卖 瓷器造像
工艺品部总经理 李嘉伟

叁

▼明中期 青花龙纹出戟觚

▲明万历 沈俊绘 钱应晋像

清乾隆白玉雕开光
璃龙捧寿纹龙凤执壶

清乾隆白玉
“太乙莲舟”牌

良玉美质 传世之作

明清玉器备受青睐
乾隆精品屡创佳绩

清乾隆青白玉鱼化龙花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