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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雅
藏
珍●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李秀恒

◆《大清嘉慶年製》
六字篆書款

◆清嘉慶粉彩江西十景碗一套十件

◆「上清勝境」碗

◆「上清勝境」碗身圖案

◆

元
代
劉
秉
謙
《
竹
石
圖
》

◆

清
代
朱
耷
《
荷
塘
雙
鳧
圖
》

◆

唐
代
花
鳥
畫
斷
片

◆

明
代
陳
嘉
言
《
梅
竹
寒
禽
圖
》

◆

清
代
趙
之
謙
《
歲
朝
清
供
圖
》

▲

清
代
虛
谷
《
花
果
圖
》

▼

清
代
石
濤
《
松
菊
圖
》

◆

清
代
沈
銓
《
柏
鹿
圖
》

◆

清
代
高
其
佩
《
鷹
木
圖
》

◆

明
代
周
之
冕
花
卉
扇
面

1010����
花
鳥
畫
是
以
動
、
植
物
為
主

要
描
繪
對
象
的
東
方
傳
統
畫

科
。
追
溯
歷
史
，
其
總
是
伴
隨
中

華
文
化
的
傳
承
而
發
展
。
花
鳥

畫
通
過
對
花
、
果
、
鳥
、
獸

的
描
繪
，
既
裝
點
了
生
活
，

又
抒
發
了
畫
家
的
思
想
感

情
，
表
達
了
對
自
然
的
熱

愛
，
在
各
種
題
材
的
繪
畫

中
表
現
出
十
分
鮮
明
的

特
點
。
早
前
，
在
大
連

旅
順
博
物
館
舉
辦
的

《
無
意
爭
春
—
—
中
國
古

代
花
鳥
畫
展
》
，
透
過
45

件
古
代
花
鳥
畫
孤
本
、
精

品
，
意
在
讓
觀
眾
體
會
中
國

傳
統
繪
畫
的
文
化
內
涵
，
共

品
生
活
之
斑
斕
。

◆

文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宋
偉 花

鳥
畫
中
品
味
中
國
文
人
畫
的
內
涵

看
朝
代
變
遷
下
繪
畫
風
格
的
轉
變

旅
順
博
物
館
書
畫
部
副
研
究
館
員
、
策
展
人
劉
兆

程
表
示
，
早
期
中
國
的
彩
陶
、
青
銅
器
、
玉
器

上
都
出
現
大
量
花
卉
、
鳥
禽
等
圖
案
，
而
花
鳥
畫
正

式
成
為
一
個
繪
畫
門
類
，
始
於
唐
代
。
此
後
，
院

畫
的
富
貴
、
文
人
畫
的
野
逸
、
士
大
夫
的
即
興

抒
情
、
職
業
畫
家
的
精
雕
細
琢
，
各
具
特

色
，
相
映
成
趣
。
在
此
過
程
中
，
不
但

留
傳
下
來
大
量
有
形
的
花
鳥
畫
作

品
，
也
形
成
了
無
形
的
多
種
繪
畫
技

法
，
這
些
都
是
中
國
畫
的
寶
貴
財
富
。

宋
元
盛
行
竹
石
題
材

在
唐
代
，
花
鳥
畫
已
經
趨
於
成
熟
，
成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畫
科
。
劉
兆
程
說
，
這
一
時
期
的
花
鳥

畫
不
僅
表
現
在
紙
、
絹
上
，
也
表
現
在
壁
畫
上
，

讓
唐
代
的
花
鳥
畫
更
加
異
彩
紛
呈
。
同
時
，
新
疆

地
區
出
土
的
具
有
裝
飾
性
的
絹
本
花
鳥
畫
，
極
其

罕
見
，
既
豐
富
了
唐
代
花
鳥
畫
的
樣
式
，
也
對

研
究
工
作
增
添
重
要
意
義
。

兩
宋
是
中
國
花
鳥
畫
發
展
史
上
的
鼎
盛

時
期
。
宋
徽
宗
的
花
鳥
畫
，
具
有
極

強
院
體
畫
藝
術
特
色
。
在
畫
院
之

外
，
以
水
墨
表
現
為
主
的
寫
意
花
鳥

畫
已
經
出
現
，
以
梅
蘭
竹
等
抒
發﹁
性

靈﹂
，
亦
稱﹁
文
人
畫﹂
或﹁
士
大
夫

畫﹂
，
成
為
與
院
體
畫
迥
然
不
同
的
繪
畫
格

調
。

到
了
元
代
，
文
人
畫
替
代
院
體
畫
成
為
主
流
，

一
直
影
響
至
明
、
清
以
及
近
現
代
的
花
鳥
畫
。﹁
歲
寒

三
友﹂
、﹁
四
君
子﹂
等
題
材
風
行
一
時
，
以
竹
喻
高

風
亮
節
、
以
蘭
示
超
塵
脫
俗
、
以
梅
宣
凌
寒
鬥
雪
、
以

菊
表
傲
骨
冰
霜
，
這
與
當
時
多
數
文
人﹁
堅
韌﹂
、

﹁
有
節
氣﹂
的
文
化
內
涵
緊
密
相
連
。
與
此
同
時
，
內

心
的
情
感
通
過
題
畫
詩
來
表
現
，
則
賦
予
了
花
鳥
畫
更

多
的
內
涵
。

此
次
展
出
的
國
家
一
級
文
物
︱
︱
元
代
劉
秉
謙
︽
竹

石
圖
︾
，
乃
是
畫
家
傳
世
的
孤
本
。
全
圖
以
墨
色
和
汁

綠
為
主
，
繪
湖
石
及
掩
映
石
後
的
雙
勾
竹
篁
。
結
構
靈

秀
多
姿
，
勾
染
精
妙
利
落
。
畫
心
自
題﹁
至
正
乙
未
春

壽
陽
劉
秉
謙
為
克
明
憲
掾
作﹂
。
鈐﹁
秉
謙﹂
、﹁
劉

氏
之
益﹂
、﹁
冰
雪
相
看﹂
三
印
。
畫
心
題
寫
的﹁
至

正
乙
未﹂
即
公
元1355

年
。
作
為
元
晚
期
作
品
，
劉
秉

謙
的
︽
竹
石
圖
︾
曾
被
中
國
近
代﹁
甲
骨
四
堂﹂
之
一

的
羅
振
玉
收
藏
，
並
著
錄
於
所
編
的
︽
丙
寅
稿
︾
中
，

後
被
旅
順
博
物
館
收
入
。

在
元
代
，
秀
石
、
枯
木
、
翠
竹
，
或
一
枝
數
葉
的
獨

特
構
圖
方
式
構
成
了
中
國
畫
竹
題
材
作
品
的
基
本
形

式
，
進
而
出
現
了
許
多
以
竹
石
為
題
材
的
繪
畫
作
品
和

大
批
專
擅
表
現
竹
石
的
畫
家
，
如
李
衎
、
高
克
恭
、
趙

孟
頫
等
都
是
元
代
畫
竹
石
的
名
家
。
他
們
不
僅
賦
予
了

竹
石
圖
新
意
，
也
影
響
了
明
清
畫
家
竹
石
的
畫
法
。

明
代
宮
廷
畫
成
主
流

明
代
前
期
，
以
崇
尚
宋
代
院
體
畫
風
的
宮
廷
繪
畫
為

主
流
，
代
表
人
物
有
林
良
、
呂
紀
等
。
作
為
明
代
著
名

的
宮
廷
畫
家
，
呂
紀
在
花
鳥
畫
的
題
材
上
十
分
講
究
，

他
描
繪
最
多
的
就
是
代
表
榮
華
富
貴
、
吉
祥
如
意
以
及

象
徵
權
力
的
花
卉
和
禽
鳥
，
並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繪
畫
風

格
，
在
明
代
前
期
影
響
巨
大
。

明
中
後
期
，
蘇
州
逐
漸
成
為
江
南
的
經
濟
中
心
，
活

躍
於
蘇
州
地
區
的﹁
吳
門
畫
派﹂
開
始
興
起
。﹁
吳
門

畫
派﹂
的
周
之
冕
將
勾
花
點
葉
法
嫻
熟
地
應
用
於
畫
作

中
，
真
、
妙
兼
顧
，
給
明
代
花
鳥
畫
增
添
了
一
筆
濃
艷

的
色
彩
。

展
品
中
的
周
之
冕
︽
四
季
花
卉
卷
︾
，
以
勾
花
點
葉

法
畫
四
季
花
鳥
，
用
筆
精
細
、
設
色
艷
麗
。
所
繪
花
間

翎
毛
造
型
準
確
、
神
態
生
動
。
周
之
冕
是
一
位
活
躍
於

明
代
萬
曆
年
間
的
花
鳥
畫
家
，
他
以
勾
勒
法
畫
花
，
以

水
墨
點
染
葉
子
，
兼
工
帶
寫
，
形
成
了
自
己
獨
特
的
花

鳥
畫
法
︱
︱﹁
勾
花
點
葉﹂
。
這
種
畫
法
又
被
稱
為

﹁
勾
花
夾
葉﹂
，
之
前
從
未
出
現
過
。
憑
借﹁
勾
花
點

葉
派﹂
創
始
人
的
身
份
，
周
之
冕
奠
定
了
他
在
花
鳥
畫

史
中
不
可
動
搖
的
江
湖
地
位
。

與
周
之
冕
不
同
，
在
明
代
，
陳
淳
創
作
出
清
新
雋
雅

的
新
一
派
大
寫
意
花
鳥
畫
。
徐
渭
的
出
現
，
則
將
大
寫

意
花
鳥
畫
又
推
向
了
一
個
新
的
高
度
。
他
筆
墨
更
加
縱

放
，
大
膽
創
新
，﹁
不
求
形
似
求
神
韻﹂
，
與
陳
淳
一

同
被
後
人
稱
為﹁
青
藤
白
陽﹂
。
他
們
對
後
世
大
寫
意

花
鳥
畫
的
發
展
有
着
深
遠
影
響
。
如
明
末
清
初
的
石

濤
、
朱
耷
，
清
代
李
方
膺
的
繪
畫
風
格
都
深
受
其
影

響
。

清
代
畫
作
流
派
紛
呈

時
至
清
代
，
花
鳥
畫
流
派
紛
呈
，
名
家
輩
出
。
作
為

先
朝
遺
民
，
清
前
期
的
朱
耷
因
朝
代
更
迭
，
借
筆
墨
抒

發
胸
臆
，
給
清
初
畫
壇
帶
來
了
新
的
生
機
。
常
州
派
惲

壽
平
的
沒
骨
畫
法
，
也
影
響
巨
大
。
清
初
的
指
畫
，
在

高
其
佩
的
發
展
下
形
成
了﹁
指
畫
派﹂
，
所
作
花
鳥
畫

可
謂
獨
樹
一
幟
，
豐
富
了
清
初
花
鳥
畫
的
形
式
。

作
為
明
寧
王
朱
權
後
裔
，
朱
耷
曾
出
家
為
僧
，
後
又

返
俗
，
不
久
又
在
南
昌
建
青
雲
譜
道
院
做
道
士
。
朱
耷

的
花
鳥
在
沈
周
、
陳
淳
、
徐
渭
水
墨
花
鳥
基
礎
上
，
樹

立
特
殊
風
格
，
簡
單
奇
異
，
而
用
筆
用
墨
，
於
豪
放
中

有
溫
雅
，
於
單
純
中
有
含
蓄
，
能
用
極
少
筆
墨
表
現
極

複
雜
事
物
，
與
石
濤
畫
風
異
曲
同
工
，
影
響
清
代
花
鳥

畫
極
大
。
朱
耷
畫
鳥
只
畫
一
足
，
畫
眼
則
眼
珠
向
上
，

所
謂
白
眼
看
青
天
，
以
寓
其
不
平
之
氣
。
這
一
點
可
從

展
品
︽
荷
塘
雙
鳧
圖
︾
中
略
窺
一
二
，
朱
耷
以
焦
墨
渴

筆
繪
荷
塘
一
片
，
殘
荷
數
株
，
兩
隻
水
禽
單
足
立
危

石
，
成
對
應
姿
勢
，
不
平
之
氣
躍
然
紙
上
。

而
清
中
期
，
活
躍
在
揚
州
的
一
批
畫
家
形
成
獨
具
特

色
的
繪
畫
風
格
，
被
後
人
稱
為﹁
揚
州
畫
派﹂
。
這
批

畫
家
的
花
鳥
畫
多
注
重
自
我
個
性
的
發
揮
，
風
格
迥

異
，
但
由
於
他
們
的
獨
創
精
神
和
藝
術
造
詣
，
對
後
世

花
鳥
畫
的
發
展
產
生
了
深
遠
的
影
響
。

清
晚
期
，
上
海
經
濟
迅
速
發
展
，﹁
海
上
畫
派﹂
應

運
而
生
。
代
表
人
物
有
虛
谷
、
趙
之
謙
、
任
頤
、
吳
昌

碩
等
，
他
們
積
極
吸
收
金
石
學
的
成
就
，
進
一
步
強
化

了
筆
墨
語
言
。
以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
陳
樹
人
等
為
代

表
的
嶺
南
畫
派
也
獨
樹
一
幟
，
自
有
面
貌
。﹁
海
上
畫

派﹂
、﹁
嶺
南
畫
派﹂
共
同
推
動
了
寫
意
花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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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經歷了康雍乾的盛世之後，到了嘉
慶一朝，御窯廠多循前朝遺風，推陳出新
之作並不多見。然而，惟獨有一款取材江
南景致的嘉慶粉彩碗，氣質婉約清新，細
緻地描繪了山水名勝，極具文人雅氣，為
雍正朝之後絕無僅有的雅器。
許之衡所著的《飲流齋說瓷》曾言：
「嘉道之間所畫樓台之畫書有地名者，大
約繪西湖景為多，繪廬山十景者亦有
之。」相對於常見的龍紋、鳳紋、吉祥紋
飾、纏枝花卉紋，尤其是乾隆朝御窯習慣

通過堆疊不同的紋飾與色彩，營造華麗富
貴的氛圍，嘉慶朝的這款十景碗雅致、不
落俗套，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得名十景碗，對於藏家來說，最希望的

自然是擁有全套十件，因成對或成套的瓷
器，相對於單獨一件孤品，價值不止是單
純地相加，反而可能是幾倍甚至是十幾倍
增加。而筆者亦十分有幸，能夠在拍賣行
拍到傳世整套的粉彩江西十景碗，分別為
「潯陽九派」、「藤閣高風」、「徐亭烟
柳」、「百花春曉」、「上清勝境」、

「麻姑仙壇」、「廬山瀑布」、「西山疊
翠」、「庚嶺積雪」及「南浦飛雲」，與
歷史文獻相脗合，暫未見他例。
在輕薄的胎體之上，細膩地繪製上瑰麗

的山巒與綿長的流水。蒼翠的山林中若隱
若現可見亭台樓閣，空中雲霧繚繞，雖然
布局豐滿、用色豐富，卻濃淡相宜、錯落

有致。最後在留白之處再書上名山勝水之
題，彷彿讓一幅春意盎然的秀美山水畫復
刻至碗身上。內壁仿照乾隆礬紅三清茶碗
的構圖，口沿處繪有如意雲頭花瓣紋，底
款所用的紅彩明艷鮮紅，無論是用以擺
設、裝飾、賞玩，都不失為嘉慶朝的精
品。

嘉慶朝絕無僅有雅器——十景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