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滨国际拍卖重要官方声明：

尊敬的客户朋友，您好！

为了客户朋友更安心及顺利参拍本公司拍卖，公司作以下声明。

客户参拍前可通过电子图录或纸质图录（不印制纸质图录的场次不提供）索取细节图、

视频等手段充分了解拍品的品相包括磕碰瑕疵、修补痕迹等等在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参拍。

拍品图录资料中的一系列文字说明包括拍品的年代、估价、参考文献出处等均为公司对

此拍品提供的参考，不代表公司所对拍品进行保真的依据。请各位客户朋友在竞投之前对拍

品进行充分确认（包括是否存在瑕疵、破损、年代、材质等）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判断和

认知慎重参加竞投。

特别注意：公司只对拍品能拍到的部分进行细节提供，对于拍品内部看不清的地方不做

任何判断和品相提供。（例如说本体与局部链接处看不到部分的判断）

竞买人在结算完毕按客户要求交割实物到客户手中，即表明此次竞拍行为的结束。客户

在收到实物后所提出的任何异议均不以受理。

请各位竞买人在拍卖前仔细检查拍品的保存状态，并对您的竞买行为负责。图录中未说

明的拍品保存状态，并不代表此件拍品没有缺陷或瑕疵。拍卖时标的状况以标的的实际保存

状态为准，数量以实物为准。

本公司作为艺术品拍卖中介公司，给客户朋友们提供交流平台，不是艺术品鉴定机构，

敬请各位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参拍。

已竞投拍品的取消、返品均不予受理。拍卖过程中误举牌及发生金额争议时由横滨国际

拍卖决定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解释权属于主办方日本株式会社横滨国际拍卖所有。

※涉及到更详细的规则问题时均以横滨国际官方网站买家拍卖细则为准。

日本横滨国际拍卖公司

重要提示： 

日本政府自2019年10月1日起正式將消費稅從8%提高至10%，競買

人競投成功後所需支付的手續費及手續費所需的消費稅變更如下：

(例) 落槌价100万日元：

落槌价 1,000,000 日元

落槌價格手續費 (１5％ ) 150,000    日元

手續費所需的消費稅 ( 10％ ) 150,000×10%=15,000 日元

总支付金額 1,165,000 日元



【1002】

【1001】

1001
《今世紀的法隆寺》《平等院王朝的美》

《佛舍利和寶珠》《古密教》等日本古美

術佛教圖錄 共22冊

内含：��《古密教》《东寺文书十万通的

世界》《古寺巡礼京都》《中宫

寺菩萨像》《达拉克》《国宝法

隆寺金展堂》《法隆寺�日本佛

教美术的黎明》《佛舍利和宝

珠》《山岳信仰的遗宝》《美术

院纪要》《经冢遗宝展》《国宝�

十二天像和密教法会的世界》

《神仏习合》《平等院王朝的

美》《今世纪的法隆寺》《东大

寺的全部》等日本古美术佛教图

录�共22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02
《禪》《日本的美術》《王朝貴族的美術》

等日本古美術書畫圖錄 共31冊

内含：�《禅》《日本的美术》《王朝贵族

的美术》《日本美术名宝展》《京

都一》《妇人画报社》《日本传统

工艺展》等日本古美术书画图录�

共31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03
《大繪卷展》《波士頓美術館 日

本美術的至寶》《日本的美與心》

等日本古美術綜合類圖錄 共31冊

内含：�《大绘卷展》《波士顿美

术馆� 日本美术的至宝》

《日本的美与心》《狩野�

永德》《三十六歌僊绘和

王朝的美》《铁斋》等日

本古美术综合类图录�共

31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04
80年代

佳士得蘇富比日本古美術拍賣圖錄 

共36冊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06】

【1005】

1005
《王雪濤畫集》《范曾》《宋文治新

作選》等 共38冊

内含：��《 王 雪 涛 画 集 》 《 范 曾 》

《宋文治新作选》《齐白石

画集榊莫山》《劲松画集》

《韩天衡书画篆刻集》《张

迪 平 画 集 》 《 邵 希 平 书 法

集》等近现代名家早期画册�

共38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06
《細川家傳來蒔繪 漆藝》《香合》

《雕漆》等 共15冊

内含：�《细川家传来莳绘� 漆艺》

《茶的漆艺香合》《雕漆》

《 琉 球 的 色 和 型 漆 器 和 红

型》《香合》《故宫雕漆选

粹》《林原美术馆名品选》

《根津美术馆藏品选》《南

禅 寺 》 《 室 町 将 军 家 的 至

宝》《古美术56》《田中本

家传来的漆器》《中国漆工

艺展》《古美术51》《唐物

漆器》共15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04】

【1003】



1007
《故宮博物院》 全16冊

包含：日本放送协会出版《故宫博物院�南北朝~北宋的绘画》《故宫

博物院�南宋的绘画》《故宫博物院�元的绘画》《故宫博物院�

明的绘画》等各朝代绘画�全十五册�以及故宫博物院特别附录

《故宫文物�艺术年表》一册�共计16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L:31�W:24cm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008
《故宮的書寶》 5函50冊

备注：�以實物為準

L:36.5�W:25.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09
日本同朋舍出版《中國真蹟大觀》 全27冊

备注：�以實物為準

L:36�W:25.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0
《故宮的至寶》《故宮博物院》

《故宮藏書精選》等 共20冊

包含：NHK出版《台北故宫博

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故

宫的至宝》1函2册，精

装版《故宫博物院》16

册，豪华限定版《故宫

博物院》1册，《故宫藏

书精选》1册�共20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0】

【1009】

【1008】

【1007】



【1012】

【1011】

1011
1978年日本東京堂出版《中國歷代法書名蹟全集》全10冊

包含：从梁、唐、宋代至清代法书名蹟全10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L:38�W:27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2
《中國古陶磁展》《中國歷代陶磁展》

《中國的三彩陶磁》等 共16冊

备注：�各式日本出版中國陶磁圖錄�共16冊 

   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3
《正倉院御物圖錄》 共14冊

内含：第一，二，三，八，九，

� 十，十一，十二，十三，

�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 十八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L:43�W:31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3】

1014
《有鄰館精華》《故宮鼻煙壺》《正倉院展》等 共40冊

内含：�《东洋古代玻璃》《国画精华》《正仓院的陶器》

《桂林百景》《东洋陶磁》《李朝绘画》《故宫法书

选粹》《山东省博物馆藏品选》《保利香港拍卖图

录》《正仓院展》《第三十七回正仓院展》《第四十

回正仓院展》《第四十一回正仓院展》《第四十四回

正仓院展》《第四十七回正仓院展》《平成七年第

四十七回正仓院展》《第五十七回正仓院展》《第

五十四回正仓院展》《第六十回正仓院展》《金东铉

翁搜集文化财》《山水画墨法特展图录》《春景山水

【1014】

画特展图录》《夏景山水画特展图录》《秋景山水画

特展图录》《冬景山水画特展图录》《龙门石窟》

《有邻馆精华》《中国的响铜》《清朝陶瓷》《徐明

义画集》《东洋陶磁展》《清玩器物特集号》《云冈

石窟》《东洋陶磁名品展》《中日书法交流展》《故

宫鼻烟壶》《西洋美术中国古陶磁展》《中国的陶

磁》《中国宋元美术展目录》《故宫文物月刊》�共

40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6
《故宮名畫三百種》上下函 共6冊

备注：�以實物為準

L:44�W:31.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7
日本講談社出版《東洋陶磁大觀》精裝本 全12冊

备注：�一冊沒有外封皮�以實物為準

L:37�W:27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8
《中國美術》精裝版 共4冊

内含：�《 第 二 卷 � 绘 画 Ⅱ 》

《第三卷�雕塑》《第

四卷�铜器�玉》《第五

卷�陶磁》�共4册

备注：�以實物為準�

L:39�W:27.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6】

【1017】

【1018】

1015
《支那名畫寶鑒》1冊

备注：�以實物為準

L:31�W:24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15】



1019
奈良美智(b.1959)

Y.N. Lamp YOSHITOMO NARA X HOW2WORK 臺燈

说明：�附原包裝

备注：�以實物為準�

D:21�H:47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0
李劍華(b.1936)

粉色城堡風景 水彩畫

签名：�Li�Jianhua

说明：�附鏡框

25.5×37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1
丁紹光(b.1939)

①morning flower 版畫

②櫻之雨 版畫 2幅

签名：�①TingShaoKuang�丁紹光

� ②TingShaoKuang�丁紹光

版数：�①248/275� ②cvi/a�

说明：�②附鏡框

①100×82.5cm�②88.5×8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2
巴勃羅·畢加索 Pablo Ruiz Picasso

思考的婦人 石版畫

監修簽名：Collection�Domaine�Picasso

版数：�305/500

说明：�附鏡框

60.5×47.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0】 【1022】

【1019】

【1021】



1023
克勞德·莫奈 Claude Monet

池塘 石版畫

版数：A�37/200

说明：�附鏡框

50×63.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4
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 

Pierre·Auguste Renoir

艾琳的畫像 石版畫

版数：�250/300

说明：�附鏡框

69×51.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5
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

Pierre·Auguste Renoir

戴帽子的少女 石版畫

签名：Renoir

版数：�188/200

说明：�附鏡框

62.5×51.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6
保羅·塞尚 Paul Cézanne

靜物 石版畫

版数：�161/200

说明：�附鏡框

49×60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6】

【1025】

【1024】

【1023】



1027
保羅·塞尚 Paul Cézanne

美西橋 石版畫

版数：�161/200

说明：�附鏡框

49×59.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8
保羅·塞尚 Paul Cézanne

風景 石版畫

版数：�161/200

说明：�附鏡框

49×59.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29
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i

人物 銅版畫

1970年

签名：Dali

版数：�S�173/200

说明：�附鏡框

45×29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30
巴勃羅·畢加索 Pablo Picasso

人物 石版畫

版数：�16/200

说明：�附鏡框

34.5×46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30】

【1029】

【1028】

【1027】



1031
文森特·威廉·梵高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河邊風景 石版畫

版数：�279/480

说明：�附鏡框

44×51.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32
丁紹光(b.1939)

美的旋律 絲網版畫

1998年

签名：�TingShaoKuang�丁紹光��

版数：DX�423/1000

说明：�附鏡框

备注：�國連世界人権宣言50週年紀念

34×21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33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瑪麗蓮夢露 版畫

说明：�附鏡框

来源：Lot�1033-1034为日本著名财团创始者�

大久保家旧藏品

90×90cm�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33】

【1032】

【1031】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

被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波普艺

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

术家。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

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沃霍尔除了是

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他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

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

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

丁绍光（b.1939），著名美籍华人画家。现

定居美国加州洛杉矶。杰出的现代艺术家，11岁

时就显示出不凡的创造力和才华，曾任教云南艺

术学院，开创出闻名中国现代画坛的云南画派。

是以中国现代重彩画之神韵领世界画坛之风骚的

艺术家。

Lot 1033-1034 为日本著名财团创始者 大久保家旧藏品



1034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金寶湯罐頭 版畫 10幅

说明：�附鏡框

来源：�Lot�1033-1034为日本著名财团创始者�

大久保家旧藏品

88×57cm×10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035
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

Pierre·Auguste·Renoir

持扇少女 石版畫

版数：�13/200

说明：�附鏡框

43×35cm�

JPY: 10,000-20,000
RMB: 600-1,100

1036
莫里斯·尤特里羅 Maurice Utrillo

風車 石版畫

版数：�137/900

说明：�附鏡框

43×52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36】

【1035】

【1034】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被

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波普艺术的

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

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

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沃霍尔除了是波普艺术的

领袖人物，他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

者、出版商，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

式艺术家。

Lot 1033-1034 为日本著名财团创始者 大久保家旧藏品



1037
瑪麗·羅蘭珊 Marie Laurencin

少女 油畫

签名：�Marie�Laurencin1923

说明：�附證書�附鏡框�附參考資料

44×36.5cm�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38
卡米耶·畢沙羅 Camille Pissarro

街景 油畫

签名：�C�Pissarro

说明：�附框

69×91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38】【1037】



1039
文森特·梵高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巴黎近郊的小道 油畫

签名：�Vincent

说明：�附巴黎奧賽爾美術館1969年8月16日展簽�

附奧賽爾館藏火漆�附鏡框

23×32cm�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40
關紫蘭(1903-1985)

女子座像 油畫

签名：�紫蘭�1949

说明：�附框

95.5×77.5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41
彼得·安東尼奧·赫曼·布勞威爾 

Petrus Antonius Hermanus Brouwer

街景 油畫

签名：�Petus�Brouwer

说明：�附鏡框�附作家簡介

71×89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40】

【1039】

【1041】

布勞威爾（1935-2010），全名Petrus Antonius Hermanus Brouwer（彼得·安

東尼奧·赫曼·布勞威爾），荷蘭著名現代具象派藝術家，曾任教於阿姆斯特

丹皇家學院。在美國紐約及德國等地舉辦過個展。國際自由繪畫協會會員。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 l l em van 

Gogh，1853-1890)，中文又称“凡高”，荷兰后印

象派画家。出生于新教牧师家庭，是后印象主义的先

驱，並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

表现主义。作品受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影响。梵

高的作品目前主要收纳在法国的奥赛美术馆，以及苏

黎世的kunshaus美术馆。



1042
吳冠中(1919-2010)

春景 油画

题识：�荼，一九八五。

说明：�附镜框

来源：Lot�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71×59cm

JPY: 150,000-250,000
RMB: 8,300-13,800

吳冠中（1919-2010），江苏宜兴人，当代著名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

致力于风景油画创作，並进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他力图把欧洲油画描绘自然的直

观生动性、油画色彩的丰富细腻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审美理想融合到一起。油

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北国风光》、《小鸟天堂》、《鲁迅的故乡》等。

整体图

【1042】

Lot 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Lot 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1043
刘巨德(b.1946)

双鹭图

设色纸本� 镜心

钤印：归一(朱文)

题识：�德。

说明：�附镜框

来源：Lot�1042-1046、1058、1129为

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65.5×65cm� 约3.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44
柯 良(b.1949)

寒梅

设色纸本� 镜心

钤印：柯良(朱文)

题识：�梅花香自苦寒来，丙子年于东

京柯良写。

说明：�附镜框

来源：Lot�1042-1046、1058、1129为

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60×44cm� 约2.4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43】

【1044】

整体图 整体图

刘巨德（b.1946），出生于内蒙

古商都，蒙古族。擅长装饰绘画。

197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

美术系。曾任云南人民出版社美术编

辑。1978年考取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

究生。留校任教至今，师从庞熏琴、

吴冠中。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书籍艺术系副教授。作品

有油画《“水”、“木”、“金”、

“火”、“土”》、插图《夹子救

鹿》，美术片设计《夹子救鹿》等。

柯良(b .1949 )，原名

柯良顺，山东掖县(今山东

莱 州 ) 人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北京军区文化部创

作员。现任北京大学资源

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中国

画及书法。中国画作品有

《万马奔腾》、《东海觅

师》、《百虎图》等。

Lot 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Lot 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吳清源（1914-2014），出生于福建

省福州市的名门望族，后举家迁入北京，

很早即在围棋上表现出过人的天分。因为

在十番棋擂台击败了当时所有超一流高

手，被称为“昭和棋圣”。他一生雄踞

“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提出了新布局

思想以及以大雪崩内拐为代表的吴清源定

式，晚年又将毕生精力放在了提攜后进、

促进围棋国际化和中国围棋的发展上，他

更以毕生之体悟，融汇古老的中华文化，

提出21世纪的围棋——六合之棋。

1046
张德馨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清河德馨(朱文)

� 桂亭氏印(白文)

� 雁沁得手(白文)

题识：�光绪丙午仲春，辽阳五十六

岁邑绅桂亭氏张德馨。

来源：Lot�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130×68cm� 约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45
吳清源(1914-2014)

“紫气东来”书法

水墨纸本� 镜心

钤印：吴清源(白文)、平息(白文)

题识：�吴清源。

说明：�附镜框

来源：Lot�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33.5×27cm�约0.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整体图

【1045】

【1046】

整体图

Lot 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Lot 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1047
北京榮寶齋玉版宣 一刀

备注：�約96枚�以實物為準

每枚：69×138cm� 约8.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48
紅星牌綿料綿連尺八平 紅星牌綿連 紅星牌四呎羅

紋等宣紙 一批

内含：��红星牌绵料绵连尺八平�红星牌绵连�红

星牌四呎罗纹�红星牌净皮罗纹半切�加

工紫式部半切�加工野菊笺等宣纸约8刀

备注：�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49
紅星牌棉料重四呎單宣 38盒

备注：�以實物為準�每盒10枚

每枚：69×138cm� 约8.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48】

【1049】

【1047】



1050
馮鏡如 葉伯常 施楨 王子筠 潘瑯圃 等名家

賞石圖 冊頁 16開

水墨/設色紙本

钤印：

正面：①縮(白文)、堂(朱文)、樂山(白文)

� ②木畫軒印(白文)、名(朱文)、造(朱文)

� ③詩畫癖(白文)、米齋(朱文)、環(朱文)、石支(白文)

� ④鏡如書畫(白文)、瓊渚(朱文)

� ⑤臣榮私印（朱、白文）

� ⑥湘帆(朱文)、堯肅(白文)

� ⑦造齋(朱文)、尚古(朱文)、古泉(朱文)、秋(白文)、香(朱文)

� ⑧海城(白文)、縮(白文)、堂(朱文)、樂古(白文)

背面：①石埭(朱文)、林中人(朱文)

� ②無(白文)、盫(朱文)、石雲(朱文)

� ③堯池(朱文)、周(朱文)

� ④惚得捷(朱文)

� ⑤楨(朱文)、花爰(朱文)

� ⑥子筠(朱文)

� ⑦瑯公(朱文)、琳(朱文)、瑯圃(朱文)

� ⑧清(白文)

【1050正面】

【1050背面】

题识：

正面：��①新己孟冬囗田題；

� ②壬午春日秋堂，碎巌廷史並題舊偈；

� ③米齋，石支；

� ④戊寅小春月馮鏡如，瓊渚戲畫；

� ⑤積薪山樵，熊府漢孟海；

� ⑥戊寅小春月湘颯，壬午春日旭堂；

� ⑦雲之圃，壬午春日寫於青煙山房中秋香山人；

� ⑧時癸未春海城，雨田。

背面：①唐牛僧儒，永阪寫；

� ②乙卯立春前一日作於石雲山房，疇卻；

	 ③石埭七十一オ；

� ④伯常葉經寫之；

� ⑤施楨作；

� ⑥王子筠；

� ⑦乙卯春，潘瑯圃；

� ⑧李清。

备注：以实物为准

5.5×7.5cm×25� 约0.04平尺(每幅)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52
王成喜(b.1940)

紅梅 冊頁 12開

設色紙本

钤印：�洧川王氏(白文)、成喜(朱文)、成喜(白文)

题识：�妹尾仁先生惠存，辛未年之仲秋中州王成喜寫於北京龍

潭之畔香雪齋；辛未之秋中州王成喜寫於北京香雪齋。

題簽：一九九一年秋月成喜	洧川(白文)、成喜(朱文)

备注：以实物为准

31.5×21.5cm×22� 约0.6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52】

【1051】

1051
溥 傑  邢士廉  于琛澂 等

書法 冊頁 7開

水墨/設色紙本

钤印：�①秉藩(白文)	

	 ②邢士廉(朱文)、于琛澂印(白文)

� ③秋鵬私鉥(白文)、孫維珍印(朱文)

� ⑥壽雲(朱文)、林讓治印(白文)

题识：�①溥傑；②壬午秋邢士廉，于琛澂；

� ③壬午初冬秋鵬，孫維珍；⑤潤麒；⑥壽雲。

24×18cm×13� 约0.4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53
泰山金剛經“滿金”二字 拓片

紙本� 鏡心

说明：�附框

80.5×48cm� 约3.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53】

【1054】			

1054
①北魏賈智淵妻張寶珠造像

②千佛龕 拓片 2幅

紙本� 鏡心

钤印：�益都縣印(朱文)、益州縣知事范家祜印(朱文)

題簽：拓本�六朝石佛�山東省青州府(現益都縣治)大

魏正光六年刻石

说明：�附題簽原盒

备注：�有傷�以實物為準

①227×136cm� 约27.8平尺�②208×132cm� 约24.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55
程 淓

書札 1通2幅

水墨金箋	 鏡心

题识：�箕山程淓。

25×15cm×2� 约0.3平尺(每幅)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56
趙國麟

書札 3通 共8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①國(朱文)、麟(朱文)、存存堂(朱文)

� ②重整舊生涯(朱文)、跛道人(白文)

� ③趙國麐印(白文)、存存堂(朱文)

题识：�①期弟麟拜手具；

【1055】

【1056】

� ②眷囗弟趙國麟頓具；

� ③弟名正具，慶長。

备注：以实物为准

①19×12.5cm×2� 约0.2平尺(每幅)�

②19.5×12.5cm×2� 约0.2平尺(每幅)�

③整體：21×52cm� 约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57
庚午（1930年）

趙古泥題《缶廬印稿存真》原石手鈐本 1冊

钤印：趙(白文)

题识：�庚午十一日古泥趙石記。

备注：以实物为准

整體：L:17�W:26cm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57部分】

【1057部分】

此谱赵古泥署名题签，收缶翁治印50方，每页朱泥钤印一方，前有赵古泥墨笔书序。序曰：“余入先生门下数

载，独见治印雄魄复归于朴也。先生多印谱行世矣，然学生尚存原拓，爰为搜集以寿其之传。先生有知，亦将乐乎？

庚午十一月古泥赵石记。”印谱为1930年缶翁逝世三周忌年时，弟子赵古泥手拓成书，收录甚精谨，传世亦少而罕见。

赵古泥（1874-1933），名石，字石农，号古泥，又号慧僧、泥道人，以号行。江苏常熟人，后移居上海，清末民

初篆刻家、书法家。艺术风格受吴昌硕影响颇大。



1058
《晚香堂苏帖》拓片 册页 1函12册

木盒：第叁拾九函

说明：�附木盒

备注：�以實物為準

来源：Lot�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每頁：L:26�W:13cm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58部分】

【1058部分】

整体图

Lot 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Lot 1042-1046、1058、1129 为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1059
端方舊藏

朱拓 三條屏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陶齋藏書(白文)、端方之印(白文)

题识：�鑄方仁兄大佐雋鑒，甲辰正月浭陽端方題記。

135.56×44cm×3� 约5.4平尺(每幅)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060
溥 佐(1918-2001)

①墨蘭 ②蘭蝶 扇面 雙挖

①水墨金箋	 鏡心�②設色金箋	 鏡心

钤印：�①②溥佐印信長壽(白文)

题识：�①愛新覺羅溥佐；②溥佐。

说明：�附鏡框

①20×55.5cm� 约1平尺�②18.5×55cm� 约0.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溥佐（1918-2001），满族，北京人，号庸斋、

松堪。自幼在父爱新觉罗·载瀛，及兄溥雪斋、溥敦

斋、溥松窗熏陶下，酷爱书画。1937年加入溥雪斋创办

的松风画会。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展、联展，出版有

《溥佐画集》，与孙其峰、张其翼合作出版《花鸟画

范》，与孙其峰等人编绘出版《翎毛参考资料》等。

【1059】

【1060】

整体图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

陶斋，谥忠敏。满洲正白旗人。历官陆

军部尚书、直隶总督。光绪三十三年

（1907）创办江南图书馆。收藏彝器瑰

物颇丰。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

敏公奏稿》等。



1062
蕭 愻(1883-1944)

山居訪友圖 扇面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蕭愻(白文)、謙中父(朱文)

� 龍樵五十以後作(朱文)

题识：�己卯夏日蕭愻寫。

说明：�附鏡框

20.5×54cm� 约1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63
華鏡宇

蘭石 扇面

水墨金箋	 鏡心

钤印：�鈐印漫漶不識

题识：�癸酉仲夏倬雲大兄大人雅屬即

正，華鏡宇作於藝經齋南窗。

说明：�附鏡框

18×52.5cm� 约0.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62】

【1063】

1061
①林大任 書法  

②梁于渭 松溪泛月 扇面 雙挖

①水墨紙本� 立軸�②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①頑生(朱文)

题识：�①戊午冬日錄東游舊稿以應子超先生大雅之屬，大任；

� ②梁于渭寫意。

題簽：梁于渭林大任字畫橫幀�寓目(朱文)

说明：�附木盒

①23×18cm� 约0.4平尺�②16.5×48cm� 约0.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61】

整体图

林大任，林则徐后代，举人出身。民国7年

（1918）出任广东省五华县知事。

梁于渭，字杭雪，广东番禺人。清代画家。清

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十五年（1889）进士，

职礼部祠祭清吏司司员。精研金石，善画，喜作花

卉，晚嗜山水，师法元人，意境宕逸。

萧谦中（1883-1944），原名萧逊

(愻)，字谦中，号大龙山樵。安徽安庆

市杨桥镇龙山村人。早年师从姜筠学习

山水画，成绩显著。后出游西南、东北

名胜，行万里路，开阔艺术视野。萧氏

初从临“四王”山水起步，后涉宋元诸

家，受明清之际黄山画派影响较大。对

于前贤，最推崇龚半千，从龚半千遗法

中融汇、提炼，使其皴、擦、点、染、

干、润、浓、枯综合表达极为优美，笔

下境界气势苍莽，雄浑深秀所作山水往

往山重水迭，构图饱满，但层次分明，

用墨及赋彩（包括浅绛、青绿）皆相当

精致。



1065
李  育(1843-?)

柳塘雙雀 扇面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梅生(朱文)

题识：�李育。

19.5×60cm� 约1.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李育（1843-?），清代，字梅

生，甘泉（今江蘇揚州）人。嘗師

事朱本，與李紱塵稱“南北李”。

1066
林崢明(b.1958)

①大富貴圖  ②雙鶴美人  ③芭蕉美人

④執花美人 4幅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①崢明造像(白文)、家住椰林(白文)

  ②林崢明(朱文)

� ③林(朱文)、崢明造像(白文)

� ④明(白文)

题识：�①己卯年初春瓊州崢明寫並記；

� ②崢明作；③崢明；④崢明。

①137×35cm� 约4.3平尺

②63.5×66.5cm� 约3.8平尺

③64×67cm� 约3.9平尺

④64.5×66.5cm� 约3.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67
程意亭(1895-1948)

花鳥 四條屏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程印(白文)

� 意亭(朱、白文)

题识：�橅新羅山人大意程意亭寫

於佩古齋之南窗；雨後南

窗遺興佩古齋主人；戊寅

春二月翥山意亭寫；戊寅

仲春翥山樵子程意亭。

87×25cm×4� 约2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65】

【1066】

【1067】

1064
①沙  耆  雙駿

②黃葆戉 書法 扇面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①沙耆(朱文)

  ②�黃葆戉印(白文)

� � 望八老農(朱文)

题识：�①沙耆於異安舍；

� ②�丙申冬十月於蔗香館，

青山老農黃葆戉。

说明：�附朵雲軒包裝

19×51cm×2� 约0.9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64】



1068
徐照海(b.1929)

寒山寺詩意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徐(白文)、照海(白文)

� 錦繡山河(朱文)

题识：�加納勝三先生正，中

原 照 海 ， 囗 之 玄 子

一九九二年三月。

120.5×68cm� 约7.4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069
溥 佐(1918-2001)

松鶴延年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溥佐印信長壽(白文)

� 庸齋書畫(朱文)

� 春常在(朱文)人

� 間重晚晴(朱文)

� 凝碧堂主人(朱文)

� 瘦骨銅聲(朱文)

题识：�戊辰秋月愛新覺羅溥佐寫。

129×65cm� 约7.5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068】 【1069】

整体图 整体图

1070
紫 珊

蘭石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紫珊(朱文)、喻囗之章(白文)

题识：�戊辰冬月倣山樵老人筆法以

應，存䍩山房寫意。

说明：�附木盒

129.5×32.5cm� 约3.8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071
佚 名

花柳飛燕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楊建功印(白文)、范達(朱文)

107×44.5cm� 约4.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70】 【1071】



1073
柯 良(b.1949)

百舸爭春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柯(朱文)、良(白文)

题识：�甲子年仲春柯良寫。

说明：�附鏡框

55.5×65.5cm� 约3.3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074
周之林(b.1946)

比翼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周之林印(白文)、野草(朱文)

题识：�己巳春寶坻之林。

说明：�附鏡框

68×68cm� 约4.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72
高逸鴻(1908-1982)

富貴長春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臨安高氏(白文)、逸鴻書畫(朱文)

� 花好月圓人長壽(朱文)

题识：�乙巳長夏作於蘭香館高逸鴻。

说明：�附鏡框

来源：�Lot�1072为日本美宝会宝屋出品

87.5×178cm� 约14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高逸鸿（1908-1982），生於浙江

省临安县青山苕溪高家殿，别号兰香馆

主。本名崇尧，浙大文科毕业。台湾著

名画家。

【1072】

【1073】

【1074】整体图

整体图

整体图

Lot 1072 为日本美宝会宝屋出品



1075
張世簡(1926-2009)

春濃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張(朱文)、世簡(白文)

� 活潑(朱文)

题识：�庚午三月世簡於北京。

说明：�附鏡框

49.5×82.5cm� 约3.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76
張 憑(b.1934)

夜之森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張憑(白文)

题识：�張憑。

说明：�附盒�附鏡框

59×72cm� 约3.8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77
岑學恭(1917-2009)

萬里長城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岑(白文)

题识：�辛未仲夏。

27×24cm� 约0.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78
張天奇

五色繽紛 指畫 橫幅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張(白文)、天奇指畫(朱文)

� 指頭生活(朱文)

题识：�乙酉中秋節前數日梁溪張

天奇指畫於上海存天閣。

说明：�附框

33.5×125cm� 约3.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75】

【1076】

【1077】

【1078】

整体图

张凭（b.1934），

别名张有道，河南省

新乡人。1951年于新乡

市文化馆从事群众美术

工作。1962年毕业于中

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后留校任教。1984年创

作《漓江胜境图》由国

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

丹麦首相；1985年创作

《江峡帆影》由国家领

导人作为国礼赠送巴西

总统。

张世简（1926-2009）国

画家。1926年1月出生于浙江

省浦江县礼张村，这是一个有

画家之乡美称的村子，叔父

是中国著名的水墨画家和美

术教育家张振铎先生（1908-

1 9 8 9），堂兄张书旂 先生

（1900-1957）是中国近代著

名的花鸟画大师。还有几位伯

父、兄长也都擅长花鸟画。童

年时代的张世简常常出现在他

们的画案旁，为他们磨墨理

纸，直到看他们画完为止。

岑学恭（1917-2009），

“三峡画派”创始人，满族，

1917年6月出生於绥远新城（呼

和浩特）。曾为一级美术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名人协

会会员、中国诗书画研究院院

士、北京大学东方书画家协会常

务理事。



1079
譚昌鎔(b.1933)

孔雀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譚昌鎔(白文)

题识：�一九八三年秋於錦城

沒名堂，昌鎔。

说明：�附鏡框�附展簽

136×68cm� 约8.3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譚昌镕（b.1933），齋

號沒名堂，四川人。中國傑

出的花鳥畫家。他的作品有

獨特的個人風格，幾十年的

藝術實踐使他的藝術創作日

臻完美，且畫路極廣，花鳥

走獸一一涉獵、山水、人物

也能自成一家。

1080
謝天成(b.1947)

山色空濛與亦奇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謝(朱文)、天成(白文)

题识：�癸酉年潑墨謝天成。

说明：�附鏡框

131.5×64.5cm� 约7.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謝天成（b.1947），著名

世界級旅美畫家、書法家、藝

術家。廣東信宜縣人。畢業於

廣州美術學院附中，早年學習

油畫、雕塑、書法等，1982年

拜劉海粟為師，1994年旅居美

國。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他

對傳統水墨畫有重大創新，創

立了“豎立潑墨”和“現代重

彩”，融匯中西，他主張中國

畫家以氣度、氣格、氣質三為

一體，強調作品的傳統性、民

族性、民俗性與國際性。

1081
韓美林(b.1936)

馬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韓美林印(白文)、魯人(朱文)

� 金丹換骨(朱文)

题识：�海石人美林。

说明：�附鏡框

44.5×69.5cm� 约2.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韩美林（b.1936），生於山东，

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天才造型艺术

家，在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

计乃至写作等诸多艺术领域都有很高

造诣，大至气势磅礴，小到洞察精

微，艺术风格独到，个性特征鲜明，

尤其致力於汲取中国两汉以前文化和

民间艺术精髓，並体现为具有现代审

美理念和国际通行语汇的艺术作品，

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者和开拓

者。国家一级美术师，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中央文史馆研究员。

【1079】 【1080】

【1081】

整体图



【1083】【1082】

1082
戴元俊(1912-1982)

春滿玉堂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張克龢(朱文)、元俊(白文)

题识：�志雲先生大雅正之，辛巳

仲冬弟張克龢謹贈戴元俊

作於堅白齋。

说明：�附木盒

129.5×66cm� 约7.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戴元俊（1912-1982），江蘇武

進人，精繪事，工畫花鳥，題材極

廣，舉凡花卉、蔬果、蟲魚、飛禽、

走獸，無所不能，尤長畫牡丹，有

“戴牡丹”之譽。所作色彩明麗，工

寫結合，形神兼備，雅俗共賞，獨具

風格。近現代著名海派畫家。張石園

（1898-1960），江蘇武進人，名人

玄，字克龢、靄如，號石園、麻石

翁，亦署和，室名硯雲山館。是海上

著名的書畫家、鑒賞家。

1083
吳䍩木(1920-2009)

①書法 ②石樓覓句

①水墨紙本� 立軸�②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①吳彭之印(朱文)

	 ②䍩木(朱文)、東園(朱文)

题识：�①小鋗；

	 ②�乙丑十二月畫於括蒼亭，吳

䍩木。

①21×44cm� 约0.8平尺

②67×44cm� 约2.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吳䍩木（1920-2009），名彭，

別號小鋗，祖居浙江崇德縣（今改

崇福鎮）。畫家之祖父名吳滔，字伯

滔，為清末同治、光緒年間著名畫

家，與近代書畫、篆刻家吳昌碩為至

友。其父名吳徵，字待秋，別號袌鋗

居士。

整体图 整体图



整体图

1085
王西京(b.1946)

正道在身邪魔驚逝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西京(白文)

说明：�附鏡框

67.5×56.5cm� 约3.4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85】

王西京（b.1946），生于中国西

安，中共党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

专家，画家、一级美术师。现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

画艺委会委员，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西安中国画院

院长，西安美术家协会主席，第九届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西安市第十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荣获“中国时代先锋

人物”、“第四届中国改革十大最具

影响力新锐人物”、“陕西省红旗

人物”、“陕西省行业领军人物”、

“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劳

动模范”等称号。在国内外报纸、杂

志发表作品五千余幅，先后出版作品

集、论文集等60余种。

整体图

1084
齊良遲(1921-2003)

花開益壽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齊良遲(白文)、大匠之門(白文)

题识：�白石四子良遲畫於補讀齋晴窗下。

94×35cm� 约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84】

齐良迟（1921-2003），字子长，1921年

生于湖南湘潭，系齐白石第四子。十岁起在其

父指导下学习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二十四岁毕

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继而从事美术教育

工作。后遵周恩来嘱托，辞职专门侍奉白石老

人並研习“齐派”绘画艺术。1945年毕业于北

京辅仁大学美术系。后任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

科学校。去世前为北京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湘

潭齐白石纪念馆名誉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

术品鉴定研究室顾问、委员。擅长花鸟画。



整体图

1087
王明明(b.1952)

早春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家在蓬萊閣畔(白文)

� 王明明印(朱、白文)

题识：�明明畫。

说明：�附鏡框

68.5×137cm� 约8.4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86
林風眠(1900-1991)

雁飛蘆塘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林風眠印(朱文)

题识：�林風眠。

来源：�Lot�1086为书道家石桥犀水旧藏

44.5×54.5cm� 约2.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林风眠（1900-1991），初名凤鸣，

又名绍勤，广东梅县人。1920年赴法国勤

工俭学，先后入迪戎美术学院、巴黎高等

美术学院学习，受业师杨西斯启迪，遂有

沟通中西艺术之志向。1925年回国，历任

北平国立艺专校长，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

院长，国立杭州艺专校长。1949年后，任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美协副主席。文

革中受迫害，晚年居香港。

【1086】

【1087】

王明明（b.1952），山东蓬莱人。王明明擅长人物画，又兼花

鸟、山水。王明明的人物画可分两类：时装人物与古装人物。时

装人物以描绘女性为主，古装人物以男性为多，在人物画的题材

中，他的美学观和技法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王明明的古装人物，有

“逸”之境，像豪放的古代文士一样，画家沉迷在没有拘束的古代

生活之中。为了表达他的人文思考和现代精神，王明明吸取了明代

绘画的一些特点，注重配景以强化氛围的表现，这不仅区别了当代

其它画家的风格，而且在多种技能的交织中表现出了他自己的个性

特色。除题材选择外，其显著风格主要表现在笔墨上。图中的线

条，生动而富有变化，结合传统的表现方式组合在他所营建的现代

雅集的意境中，特别是类似“铁丝”的线条，具有现代造型的特

点。他的画显示了传统绘画样式在新世代的生命力。

Lot 1086 为书道家石桥犀水旧藏



整体图

1088
焦可群(b.1930)

松鶴延年 橫幅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焦可群(白文)

题识：�七七年冬可群寫。

93×178.5cm� 约14.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89

陳大章(1930-2015)

黃山迎客松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陳(白文)、大章(朱文)

� 壯麗山河(白文)

题识：�己未秋日陳大章作於北京。

说明：�附鏡框

134.5×68.5cm� 约8.3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88】

【1089】

焦可群（b.1930），陜西西安人，現為中

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老教授協會會員、中

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學術顧問、中國書畫函授

大學教授、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創作指導委員

會委員、中國農民書畫研究會顧問、中原書畫

研究院名譽院長。

陈大章（1930-2015），1930年9月

出生于北京书画世家，自幼酷爱丹青，

被称为“中国画坛巨匠”。国画创作早

期以人物为主，后以画山水、松、竹、

梅著称于世，多幅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

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日本长崎现代美

术馆、加拿大多伦多墨泉博物馆收藏，

和作为国礼赠送德国、加拿大、泰国、

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元首。



1090
吳昌碩 題  胡公壽

溪亭論古 長卷

①③水墨紙本�②設色金箋

钤印：�①倉碩(白文)

� ②公壽(朱文)、敬華堂(朱文)、梅孫(朱文)

� ③吳俊之印(白文)、吳昌石(朱文)

题识：�①丙午二月，昌碩；

� ②己卯夏六月，華亭公壽；

� ③丙午二月試鼓目居士手製墨於扈上，吳昌碩。

①21.5×87cm� 约1.7平尺

②21.5×173.5cm� 约3.4平尺

③25.5×46cm� 约1.1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

老缶、缶道人等等，浙江湖州安吉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

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

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绘画题材以花卉为

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画法，並博

采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用篆、隶、狂草

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其作品重整体，尚气

势，主张“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

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吴昌

硕热心提攜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

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

胡公寿（1823-1886），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初名远，号

瘦鹤、小樵，别号横云山民，以字行，寓上海。工画山水、兰竹、

花卉，萃古今诸家之妙，成一大家。江、浙名士无不倾服。书法出

入於平原、北海间，独具体势。诗宗少陵，清健遵练。为海上画派

代表画家之一。传世作品有《桂树图》、《香满蒲塘图》等。 整体图整体图

题跋

引首

【1090】 【1090】



1091
《式熊印稿》1冊《高振霄臨禮器碑》1冊《茶經印譜》

1冊《式熊印稿》1冊 《高雲麓太史梅蒼詩二百首墨蹟》

2冊《般若心經印譜高式熊刻》1卷 共7件

说明：�部分帶佈袱�一件帶盒

尺寸不一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91】

1092
①孫 揚 雁蕩小景 高式熊 書法 成扇 

②高式熊 書法 共2件

①設色/水墨紙本�②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①孫(朱文)、式熊(朱文)

� ②式熊私鉥(白文)

题识：�①�孫揚作於海上，佐藤房雄先生雅正，己巳八

月高式熊；

� ②佐藤房雄先生教正，高式熊。

扇骨：①己巳八月式熊刻

说明：�①附盒�附佈袱�附扇骨拓片

①15.5×48cm×2� 约0.7平尺(每幅)�②27×24cm� 约0.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92-2】

【1092-1】



1093
①②③高式熊 書法 

④羅玉祥 洛陽牡丹 共4幅

①②③水墨紙本� 鏡心④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①式熊私鉥(白文)

� ②式熊私鉥(白文)、赤堇高氏(朱文)

� ③式熊八十五以後作(朱文)

� ④玉祥(朱文)、羅(白文)、天道酬勤(白文)

题识：�①戊辰四月高式熊；

� ②佐藤房雄正之，高式熊；

� ③己丑三月高式熊；

� ④一九八六年玉祥。

说明：�附鏡框

①29×34cm� 约0.9平尺�②66.5×36cm� 约2.2平尺�

③60×37cm� 约2平尺�④54×32cm� 约1.6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1094
高式熊(b.1921)

書法 對聯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式熊私鉥(白文)、赤堇高氏(朱文)

题识：�戊辰三月高式熊。

123×23.5cm×2� 约2.6平尺(每幅)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93】

【1094】

高式熊（b.1921），浙江鄞县人。

擅书法、篆刻及印学鉴定，其书法楷、

行、篆、隶兼擅，清逸洒脱，尤以小篆

最为精妙，与篆刻並称双美。现为中国

书协会员、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书法楹联委员

会主席、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棠

柏印社社长，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1095
①孟昭興   ②趙梅岑   ③呂輿如

書法 3幅

①②水墨紙本� 立軸�③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①孟昭興印(白文)、潤生之章(朱文)

� ②趙氏伯子(白文)、梅岑(朱文)

� ③�遵㐶義縣公署警察所所長呂輿如

印(朱文)

题识：�①紫山教官詣前紀念，孟昭興；

� ②紫山教官雅正，趙梅岑；

� ③�庚辰季冬學書為紫山仁兄指正，

弟呂輿如學書。

说明：�附照片�②附木盒

备注：�同一上款紫山教官

①108×30cm� 约2.9平尺

②129.5×30.5cm� 约3.6平尺

③31.5×34.5cm� 约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96
馬維騏(1846-1910)

書法 對聯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馬維騏印(白文)

� 介堂(朱文)

题识：�相田君雅屬，滇南馬

維騏書於四川提署。

146×39.5cm×2� 约5.2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095】 【1096】

整体图



1097
吳佩孚(1874-1939)

書法 對聯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吳佩孚印(白文)、子玉(朱文)

题识：�吳佩孚。

备注：�有傷�以實物為準

130×32cm×2� 约3.7平尺(每幅)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098
陳天然(b.1926)

“瑞圖”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陳天然(朱文)、天趣(朱文)

题识：�癸亥年陳天然書。

99.5×33.5cm� 约3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099
呂榮寰(1890-1946)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呂榮寰印(白文)

� 呂氏維東之印(朱文)

题识：�千葉先生正，呂榮寰。

135.5×33cm� 约4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097】

【1098】 【1099】

吴佩孚（1874-1939），字子

玉，山东蓬莱人。民国时期著名的

军事家、爱国者、中国国民革命

军一级上将、官至直鲁豫两湖巡阅

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秀才

出身，后投效北洋，並成为直系军

阀首领曹锟的第一战将和智囊，有

“常胜将军”名。

陈天然（b.1926），

生于河南省巩县（现巩义

市）河洛镇柏沟岭。现为

当代中国书画家，版画

家，诗人。历任河南省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

主席，河南省书画院院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版

画家协会、书法家协会常

务理事，第六、七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2

年起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吕荣寰（1890-1946），

字维东，奉天省抚顺人，中华

民国时期著名政客。在中国

画的创作中始终坚持深入生

活、继承传统、不断创新、以

工入画、工写兼备，作品酣畅

奔放、气势宏大、水墨淋漓、

画风清新、艳而不俗、体裁广

泛、形式多样。坚实的绘画基

础，深厚的中国画传统功力，

又融西画、版画于一炉，特别

在花卉枝干表现上追求立体视

觉效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

格，得到普遍认可。



1100
段祺瑞(1865-1936)

“凌雲意”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段祺瑞印(白文)、芷泉(朱文)

题识：�段祺瑞。

102×37cm� 约3.4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01
趙冷月(1915-2002)

“妙手回春”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趙冷月印(白文)

题识：�森田勝醫師，惠存，甲子仲秌趙写作。

说明：�附框

33×97cm� 约2.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00】

【1101】

整体图

整体图

段祺瑞（1865-1936），曾用名启

瑞，字芝泉，晚年号称“正道老人”，清

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生，

安徽合肥人，人称“段合肥”，出生于安

徽省六安县太平集（今安徽省六安市金安

区三十铺镇太平村）。民国著名政治家，

号称“北洋之虎”，皖系军阀首领。孙中

山“护法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

赵冷月（1915-2002），名亮，

堂号缺圆斋，晚号晦翁，浙江嘉兴

人。生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历任上海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副

主席、顾问。幼从祖父赵介甫习文

学，攻书法。



1102
王 垿(1857-1933)

“魚幽鳥閒”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王垿(白文)覺、生(朱文)

题识：�甲子五月王垿。

说明：�附鏡框

32.5×126.5cm� 约3.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王垿（1857-1933），字觉生，一字爵生，号

杏村、杏坊、望石山樵，晚号昌阳寄叟，山东省莱

阳县（今市）人，清翰林院编修王兰升之次子。光

绪十五年已丑科进士，由庶常授翰林院检讨，累迁

刑部右侍郎，至弼德院顾问大臣。精书法，尤善隶

书，当时北京民间有谚云：“有榜皆有垿，无腔不

学潭，”意指北京重要匾额书迹多出於王垿之手。

1103
劉炳森(1937-2005)

“至誠如神”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劉炳森(白文)、海邨農(朱文)、甲子(朱文)

题识：�飯田茂穗先生，劉炳森。

说明：�附框

32×130.5cm� 约3.8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刘炳森（1937-2005），字树庵，号海

村，幼年自号刘五先生。1962年夏於北京艺

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山水科本科毕业，同年

秋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法书绘画的临

摹复制和研究工作。

【1103】
【1102】

整体图
整体图



整体图

1104
恭親王(1833-1898)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恭親王寶(白文)

题识：�恭親王。

备注：�無軸頭

132×33cm� 约3.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05
劉炳森(1937-2005)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炳森書畫(白文)、古雍陽人(白文)

题识：�唐孟浩然詩，己未冬劉炳森。

96.5×44.5cm� 约3.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刘炳森（1937-2005），字树庵，号海

村，幼年自号刘五先生。1962年夏於北京艺

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山水科本科毕业，同年

秋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法书绘画的临

摹复制和研究工作。

【1104】 【1105】

整体图

恭亲王（1833-1898），道光帝六

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

绪三朝的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领导者，

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

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

建议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

正轨並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

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

治中兴。



整体图

1106
何應欽(1890-1987)

“慈航普度”書法

水墨紙本  鏡心

题识：�何應欽。

说明：�附名片

27×24cm� 约0.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07
溥 傑(1907-1994)

書法

水墨金箋� 立軸

钤印：�愛新覺羅溥傑(朱文)

题识：�歲次甲子冬日中澣書溥傑。

说明：�附盒�附證書

62×39.5cm� 约2.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07】

【1106】

爱新觉罗·溥傑，字俊之，清朝末

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父亲是

第二代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1929

年留学日本，1937年与日本皇族姻亲

（“亲善婚姻”）、嵯峨家的女儿浩

（婚后名爱新觉罗·浩）作权宜婚姻。

自幼精习书法、诗词，具有坚实雄厚的

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

在书界可谓自成一家。由于身世独特，

有感而发，感情真挚，意境求新，诗词

也很有特点。

何应钦（1890-1987），

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

之，贵州省兴义人。



1108
王冬齡(b.1945)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王冬齡印(白文)

题识：�王冬齡。

67.5×44cm� 约2.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09
溥 傑(1907-1994)

書法

水墨金箋� 立軸

钤印：�愛新覺羅溥傑(朱文)

题识：�歲次甲子冬日中澣書溥傑。

64.5×40cm� 约2.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08】 【1109】

爱新觉罗·溥傑（1907-1994），字俊之，清朝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父亲是第二代醇亲

王爱新觉罗·载沣。1929年留学日本，1937年与日本

皇族姻亲（“亲善婚姻”）、嵯峨家的女儿浩（婚

后名爱新觉罗·浩）作权宜婚姻。自幼精习书法、诗

词，具有坚实雄厚的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

法家，在书界可谓自成一家。由于身世独特，有感而

发，感情真挚，意境求新，诗词也很有特点。

王冬龄（b.1945），别署冬令，

悟斋，江苏省如东马塘人。著名书法

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书协理事，浙江省书协副主

席、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副院长、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

整体图 整体图



整体图

整体图

1110
袁希濂(?-1950)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袁氏希濂(白文)、字曰仲濂(朱文)

题识： 季林仁兄雅屬，背臨淳化閣帖弟袁希濂。

说明： 附木盒 附參考資料

132×33cm  约3.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11
楊守敬(1839-1915)

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楊守敬印(白文)、星吾七十以後書(白文)

题识： 宣統三年八月楊守敬。

说明： 附鏡框

33.5×129.5cm  约3.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杨守敬（1839-1915），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

人，谱名开科，榜名恺，更名守敬，晚年自号邻苏老

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

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杨

守敬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以长於考证著名於

世，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

版目录学之大成於一身的大学者。他一生著述达83种

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水

经注疏》，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1110】

【1111】

袁希镰（?-1950），字仲濂，江苏宝山（今属上

海）人。与兄袁希洛、袁希涛号为“宝山三袁”。佛

教居士，其友李叔同出家后名弘一，谓希镰前生亦系

和尚，劝令念佛。辛亥（1911）返国，任天津法官。

光绪丁酉（1897）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与李叔同、

蔡小香、张小楼、许幻园结金兰之谊，号天涯五友。

组织上海书画公会。



整体图

整体图

1112
段祺瑞(1865-1936)

“富貴如浮雲”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段祺瑞印(白文)

题识： 段祺瑞。

说明： 附框

24.5×96.5cm  约2.1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13
啟  功(1912-2005)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啟功之印(白文)、元白(朱文)、長慶(白文)

题识： 一九八七年夏日，啟功。

104.5×40cm  约3.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符

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雍正皇帝

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

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

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

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

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

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1113】

【1112】

段祺瑞（1865-1936），曾用名

启瑞，字芝泉，晚年号称“正道老

人”，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

年3月6日）生，安徽合肥人，人称

“段合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

太平集（今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三十铺镇太平村）。民国著名政治

家，号称“北洋之虎”，皖系军阀

首领。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

讨伐对象。



整体图 整体图

1114
鄭孝胥(1860-1938)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鄭孝胥印(白文)、蘇戡(朱文)

题识： 辛酉仲冬，孝胥。

106.5×53.5cm  约5.1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115
梁啟超(1873-1929)

書法

水墨絹本  立軸

钤印： 梁啟超印(白文)、任父(朱文)

题识： 大澤君屬錄，梁啟超。

说明： 附木盒

123×38cm  约4.2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郑孝胥（1860-1938），中国

近代的政治人物、书法家。福建省

闽候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举人，

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

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

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

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善楷书，取径

欧阳询及苏轼，得力於北魏碑。所

作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

导者之一。

【1114】 【1115】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

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

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

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

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整体图整体图

1116
陳寶琛(1847-1935)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陳寶琛印(朱文)、太傅之章(白文)

  御賜永綬吉劭(朱文)

题识： 壬戌二月書陳寶琛。

117×36cm  约3.8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17
羅振玉(1866-1940)

“臨臧公碑”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上虞羅氏(白文)、振玉印信(白文)

题识： 上虞羅振玉臨。

说明： 附長尾甲題簽雙重木盒

130.5×32cm  约3.8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

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

人、松翁。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

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

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

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1116】 【1117】

陈宝琛（1847-1935），字伯潜，号弢

庵、陶庵，福建省福州人。清末进士，授翰林

院庶吉士，与学士张佩伦、通政使黄体芳、侍

郎宝廷等好论时政，合称“清流四谏”。官至

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顾大臣，辛亥革

命后仍为宣统帝溥仪授读，深得溥仪信任。

一九三五年卒于京寓，得逊清“文忠”特谥及

“太师”觐赠。



整体图

【1119】

1118
吳昌碩(1844-1927)

石鼓文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蒼石(朱文)、吳俊卿(白文)、削觚廬(朱文)

题识： 莭臨阮刻北宋本石鼓字，吳昌碩。

说明： 附木盒

146×39.5cm  约5.2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19
吳昌碩(1844-1927)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吳昌石(朱文)、吳俊之印(白文) 

缶翁(白文)

题识： 安吉吳昌碩書於維揚。

备注： 無天桿

69.5×34.5cm  约2.2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吴昌硕（1844-19 2 7），原名

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老

缶、缶道人等等，浙江湖州安吉人。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

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

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

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

“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

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

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

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

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

诣。讲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

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吴昌

硕热心提攜后进，齐白石、王一亭、

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

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

【1118】



【1120】

整体图

1120
劉炳森(1937-2005)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劉炳森(白文)、庚申(朱文)

题识： 唐祖詠詩一首，劉炳森書。

说明： 附長江製作團信封複印件

来源：Lot 1120-1124为中日合作

电视片“长江”製作团 佐

田企画旧藏

65.5×32.5cm  约1.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21
林散之(1898-1989)

“長江”書法 橫幅

1981年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江上老人(白文)、大年(朱文)

题识： 八十四叟，林散之。

说明： 附長江製作團信封

来源：Lot 1120-1124为中日合作电视片

“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32×86.5cm  约2.5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刘炳森（1937-2005），字树

庵，号海村，幼年自号刘五先生。

1962年夏於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

画山水科本科毕业，同年秋至北京故

宫博物院从事古代法书绘画的临摹复

制和研究工作。

林散之（1898-1989），草圣。

名霖，又名以霖，字散之，号三痴、

左耳、江上老人等。安徽省和县乌江

镇人。自幼喜欢书画。1972年中日书

法交流选拔时一举成名，赵朴初、启

功等称之诗、书、画“当代三绝”。

林散之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也正

因为其出大名很晚，数十年寒灯苦

学，滋养了其书之气、韵、意、趣，

使之能上达超凡的极高境界。也因其

书具有超凡脱俗的境界、深邃隽永的

意韵，才能使书界中人对之品赏愈

久，得益愈多，感受愈深，认识愈

深。他对现代中国书法艺术事业的贡

献，真可谓“功莫大焉”。

整体图

【1121】

Lot 1120-1124 为中日合作电视片“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Lot 1120-1124 为中日合作电视片“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整体图

整体图

1123
林散之(1898-1989)

“中日友好”書法 橫幅

1981年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江上老人(白文)、大年(朱文)

题识： 八十四叟，林散之。

说明： 附長江製作團信封複印件

来源：Lot 1120-1124为中日合作电视片

“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32×44cm  约1.3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22
林散之(1898-1989)

“揚子江”書法 橫幅

1981年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江上老人(白文)大、年(朱文)

题识： 八十四叟，林散之。

说明： 附長江製作團信封複印件

来源：Lot 1120-1124为中日合作电视片

“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30×84.5cm  约2.3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林散之（1898-1989），草圣。名

霖，又名以霖，字散之，号三痴、左

耳、江上老人等。安徽省和县乌江镇

人。自幼喜欢书画。1972年中日书法交

流选拔时一举成名，赵朴初、启功等称

之诗、书、画“当代三绝”。林散之是

“大器晚成”的典型。也正因为其出大

名很晚，数十年寒灯苦学，滋养了其书

之气、韵、意、趣，使之能上达超凡的

极高境界。也因其书具有超凡脱俗的境

界、深邃隽永的意韵，才能使书界中人

对之品赏愈久，得益愈多，感受愈深，

认识愈深。他对现代中国书法艺术事业

的贡献，真可谓“功莫大焉”。

【1122】

【1123】

1980年至1981年，日本青年音乐人佐田

雅志与中国合作拍摄完成了震撼两国的纪录

片《长江》。当时的拍摄路线是从上海开

始，沿长江溯流而上，记录沿线各大城市及

历史名迹。在途经南京时，佐田雅志慕名拜

探访了被日本书坛推崇备至的“当代草圣”

林散之。时年84岁的散翁慨然为拍摄组写下

“扬子江”与“中日友好”两幅书法，旨在

为《长江》佐田企划拍摄组万里溯源之举以

壮行色。此二幅书法用笔清健硬朗，“力量

凝蓄于温润之中”，气息清雅而含质朴古拙

之韵，为散翁少见行楷珍作。

Lot 1120-1124 为中日合作电视片“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Lot 1120-1124 为中日合作电视片“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整体图

1124
林散之(1898-1989)

“揚子江”書法

1981年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江上老人(白文)、大年(朱文)

题识： 林散之。

说明： 附長江製作團信封複印件

来源：Lot  1120-1124为中日合作电视片

“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68×31.5cm  约1.9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25
陳康侯(1866-1937)

秋菊 四條屏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康侯(白文)、錫蕃(朱文)

  陳(朱文)、陳氏中子(白文)

题识： 錫蕃寫生，錫蕃，康侯畫。

143×38.5cm×4  约5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25】

【1124】

陈康侯（1866-1937），字锡蕃。江

苏扬州人。海派名家之一。工山水、人

物、花鸟，笔致秀洁。尤擅画草虫，常捉

小虫置瓶中，观其动态，並直接引入西画

的透视关系，写其形神，栩栩如生。

Lot 1120-1124 为中日合作电视片“长江”製作团 佐田企画旧藏



整体图

1127
李苦禪(1899-1983)

高瞻遠矚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李(朱文)、踏天割雲(朱文)

题识： 己未初春苦禪。

来源：Lot 1126-1127为同一日本藏家旧藏

35.5×22.5cm  约0.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26
李苦禪(1899-1983)

高瞻遠矚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李英(白文)、踏天割雲(朱文)

题识： 己未初春苦禪，青雲女士正之。

来源：Lot 1126-1127为同一日本藏家旧藏

34.5×22cm  约0.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28
王友石(1892-1965)

富貴圖

設色紙本

钤印： 友石(朱文)、王道遠(白文)

题识： 子超仁兄先生雅屬，友石王道遠。

说明： 附作者簡介

116×230.5cm  约24.1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王友石（1892-1965），別名

道遠，號履齋，又號羅峰山人。山

東省招遠市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

員，從北京高等師范畢業後，一直

從事教育工作。曾任山東歷城師范

及中學教師。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國

共產黨。擅長花鳥畫，受陳師曾、

吳昌碩影響較深，風格渾厚雄健。

北京畫院院委和畫師。

李苦禅（1899-1983），男，出身贫寒。现

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李英杰，改名英，

字励公。山东高唐人。1923年拜齐白石为师。曾

任杭州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

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擅画花鸟

和鹰，晚年常作巨幅通屏，代表作品：《盛荷》

《群鹰图》《松鹰图》《兰竹》《晴雪图》《水

禽图》。1978年出版《李苦禅画辑》。

【1128】

【1127】【1126】

Lot 1126-1127 为同一日本藏家旧藏



整体图

整体图

整体图

1129
徐義生(b.1943)

臨溪石色圖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義生之印(朱文)

题识： 乙亥孟春，義生畫並題。

说明： 附鏡框

来源：Lot 1042-1046、1058、1129为

日本关东同一藏家旧藏

68.5×67.5cm  约4.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30
秦劍銘(b.1942)

古柏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秦(朱文)、可得神異(白文)

  日月新工(朱文)

题识： 一九七九年五月寫蘇州司徒西溪

柏劍銘。

说明： 附鏡框

65×65.5cm  约3.8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31
白雪石(1915-2011)

春江放筏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雪石(朱文)

  老白六十以後作(白文)

题识： 庚申雪石。

说明： 附鏡框

35.5×43.5cm  约1.4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白雪石（1915-2011），斋号

何须斋，北京市人。他的山水画师

宗北派，旁及南派，广采博取，兼

收各类画种之精华，具有宋画之严

谨，元画之轻快，水彩画之秀润，

版画之纯净而具装饰美；其中尤以

桂林为题材创作的青绿山水画最能

体现和代表白雪石的绘画风格。

【1129】

【1130】

【1131】



整体图

整体图

1132
賈又福(b.1942)

歸牧 橫幅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福(朱文)、賈(白文)、問岳(朱文)

题识： 又福。

说明： 附鏡框

29.5×97cm  约2.6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1133
白雪石(1915-2011)

奇峰聳翠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雪石長年(朱文)、雪石(朱文)

题识： 丁卯春雪石。

说明： 附鏡框

44.5×52.5cm  约2.1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32】

【1133】

贾又福(b.1942)，河北省肃宁

人，196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1965年毕业，师承李可染先生，以

中国北方太行山为创作基地，从事

山水画创作以及美术理论研究。

白雪石（1915-2011），斋号何须

斋，北京市人。他的山水画师宗北派，旁

及南派，广采博取，兼收各类画种之精

华，具有宋画之严谨，元画之轻快，水彩

画之秀润，版画之纯净而具装饰美；其中

尤以桂林为题材创作的青绿山水画最能体

现和代表白雪石的绘画风格。



【1135】

整体图

整体图

1134
霍春陽(b.1946)

雙鴨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霍春陽印(白文)

题识： 辛酉之春春陽寫亦畫。

67×45cm  约2.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35
宋文治(1919-1999)

洞庭春雨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文治(朱文)、宋灝之印(白文)

  太倉人世(朱文)、師造物(白文)

题识： 一九七九年深春得稿寫之文治於北京。

说明： 附鏡框 附盒

26×50cm  约1.2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宋文治（1919-1999），现代画家。江苏太仓

人。早年从张石园学习山水，后得陆俨少指授並拜吴

湖帆为师。1951年入江苏省国画院受傅抱石影响，致

力於山水画创新。其早年作品风格疏秀；中年笔墨劲

健，意境灵奇，时代气息浓郁；晚年变法，尝试没骨

泼彩，格调清新，意境空蒙迷茫。曾任南京大学教

授、江苏美协副主席、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等职。出

版有《宋文治画集》《宋文治作品选集》等。

【1134】

霍春阳（b.1946），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李庄乡

李庄村，1969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並留校任教至

今。霍春阳在他30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固守“以淡寓

浓，以简寓繁，以疏寓茂，以轻寓重”的创作理念，

结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参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

画风，为画界所赏。他的作品不求繁芜，不重尺幅，

寥寥数笔，一桿劲竹、几株兰草便跃然纸上，给人一

派幽远沉静、古雅端庄之美。



整体图

1136
秦嶺雲(1914-2008)

秋山遠帆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嶺雲(朱文)、秦(朱文)、乙丑(白文)

题识： 大岳望教授正，七一叟秦嶺雲畫於北京。

68×39.5cm  约2.4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36】

秦岭云（1914-2008），生于河南汲

县（今卫辉市）；曾用名维新等；画室

堂号五瓜草堂、闻鸡楼；字岭云；秦岭

云在画行作坊度过童年，从小对传统造

型艺术有浓厚兴趣；1934年入北平国立

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学习；先后在中央

美术学院、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国画创

作研究。



1137
朱屺瞻(1892-1996)

雨竹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朱屺瞻(白文)、八十七歲涉筆(朱文)

题识： 戊午秋月屺瞻。

说明： 附簽

47.5×59.5cm  约2.5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37】

整体图

朱屺瞻（1892-1996），号起哉，二瞻老

民，室名梅花草堂、癖斯居，江苏太仓人。山

水大气磊落，花卉以韵为主，不重形似，酣畅

淋漓。亦善人物瓜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

问、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西泠印社社员。



1138
尹天民

腥風嘯雄虎飛瀑瀉長空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天民之印(白文)

题识： 希明先生道長法正，虎癡

尹天民，時在乙亥秋九月

於澂江君山寫。

143.5×79.5cm  约10.3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139
武曾保(1867-1945)

枇杷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劼齋書畫(白文)

  年開八秩(朱文)

题识： 壬午冬老蕉山人武曾保並識

時年七十又五。

69.5×34cm  约2.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38】

【1139】

整体图

尹天民，名觉，字云仙，

号从龙，后改号天民，湖南宝

庆人，功丹青，擅画虎，得者

宝之，曾为军阀吴佩孚的门

客，后委任为少将军需长，尹

擅作雄鹰，猕猴，公鸡等具有

岭南派画风的动物画，尤精画

虎，有“昭陵虎痴”之誉。当

时与同在李明扬所部任职的许

乐的书法堪称双绝。

武劼斋（1867-1945）号曾

保、苦禅，别署老蕉山人，杭州

人，久居淮上，晚归杭州。清光

绪间浙江乡闱副榜。善粗笔设色

花卉，似吴昌硕，而别饶奇趣。

八分书功力亦深。



1140
何海霞(1908-1998)

西岳崢嶸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何瀛畫印(白文)

  海霞(朱文)

题识： 一九八七年冬月何海霞。

112×59.5cm  约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41
何  震

竹石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何震私印(朱文)、黟山之農(白文)

题识： 倣黃花老人筆法，東樵居士。

161.5×56cm  约8.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40】 【1141】

何海霞，名瀛，

字海霞，以字行。北京

人。早年从师张大千学

画，1946年随张氏入川

写生。1956年调入陕西

美协从事专业创作，为

“长安画派”代表画家

之一。擅长山水，亦能

花卉。其创作往往将青

绿工笔与水墨笔意融为

一体，立意新奇，笔力

雄健，风格浑厚而不失

秀丽。

整体图整体图



1142
黃  胄(1925-1997)

①麻雀 ②雙馿 雙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①雨石居(白文)、梁黃胄印(白文)

  ②黃胄之印(白文)

题识： ①黃胄寫，癸亥年之秋；②黃胄寫。

33.5×45cm×2  约1.4平尺(每幅)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143
溥  儒(1896-1963)

行舟徑遠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溥儒(白文)、丘壑中人(白文)

题识： 心畬。

说明： 附木盒

70×33cm  约2.1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42】

【1143】

整体图

整体图

溥心畬（1896-1963），原名爱新觉

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畲，自号

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

为清恭亲王奕欣之孙。曾留学德国，笃

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

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

“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並称

“南吴北溥”。

黄胄（1925-1997），中国画艺术大师，社

会活动家，收藏家。黄胄擅长中国人物画和动物

画，人物画善于运用速写的表现手法来抓住人物

特征，风格奔放，生活气息浓郁。黄胄习惯画西

北少数民族的生活。他笔下有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藏族等。在近现代画家中，能把少数民族的

人物刻画得那么生动的画家实在不多见。



1144
巫達齋

望松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同悟居士(朱文)、巫達齋印(白文)

  清心室(朱文)、人生一樂(白文)

  清心室主人(朱文)

题识： 擬六如居士，巫達齋寫於清心室。

说明： 附木盒

74.5×30cm  约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45
袁松年(1895-1966)

雲壑泉聲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松年畫印(白文)

题识： 乙酉秋九月袁松年。

说明： 附木盒

84×33cm  约2.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44】 【1145】

整体图 整体图

袁松年（1895-1966），广东番禺人，毕业于

圣约翰大学，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学习过西画並想

到洋为中用，创造新的中国画。后来放弃西画，力

求“国画的合理化”，所谓合理化就是想摆脱传统

绘画中僵硬的笔墨模式，运用较写实的方法来表现

山水和风景，袁松年早年学习过西洋画，素描根基

很扎实。后来改学中国画时，正值“四王”萎靡柔

弱和软甜俗赖的画风遭到批判。袁松年便把目光投

向了“水墨苍劲”的南宋院画。他从临习李唐、刘

松年、马远、夏圭的作品入手，旁及荆浩、关仝、

李成、范宽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

画汲取了西洋画的养分，讲究透视，比例。色彩丰

富，层次感强。他的画也吸收了宋画的优点，可

行，可望，可居，可游。风格厚实，高古。



1146
呂  萬(1885-1951)

古木清泉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呂萬萬年(白文)、十千待沽(朱文)

题识： 自讀數過覺多荒率之趣海昌呂萬並記。

说明： 附木盒

132×34cm  约4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47
康同璧(1880-1969)

幽窗習靜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南海康氏(朱文)、康同璧(白文)

题识： 庚午冬月，南海康同璧。

备注： 少一個軸頭

140×46.5cm  约5.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46】 【1147】

整体图

吕万（1885-1951），原名丕英，

字十千，一字选青，别署青无尽斋，浙

江海宁人。寄居上海。画家，山水宗宋

元。民国初年曾办停云书画社。

整体图

康同璧（1880-1969），字文佩，号华

鬘，广东佛山人。康有为次女。为我国第一

位女留学生。精史籍，通晓英文。康同璧曾

随父到印度灵鹫山朝拜，宣统二年与梁启超

弟子罗昌结婚。归国后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

长、山东道德会副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

北京人民代表。工诗词书画，晚年从事整理

其父遗作，出版有《万木草堂遗稿》、《南

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1148
黃  胄(1925-1997)

五馿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映州梁氏(朱文)、黃胄之印(白文)

题识： 庚申梅雨時節黃胄書於杭州。

说明： 附資料

68×44.5cm  约2.7平尺

JPY: 300,000-500,000
RMB: 16,500-27,500

【1148】

整体图

黄胄（1925-1997），中国画艺术大师，

社会活动家，收藏家。黄胄擅长中国人物画

和动物画，人物画善于运用速写的表现手

法来抓住人物特征，风格奔放，生活气息浓

郁。黄胄习惯画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活。他笔

下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在近现

代画家中，能把少数民族的人物刻画得那么

生动的画家实在不多见。



1149
黃逸儒

清供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聽竹居士(朱文)

题识： 法元人遺意，逸儒寫於燈前。

说明： 附木盒

123.5×35cm  约3.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50
王一亭(1867-1938)

松鶴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王震大利(白文)、一亭(朱文)

题识： 美意延年，白龍山人寫。

说明： 附題簽木盒

136×33.5cm  约4.1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150】【1149】

黄逸儒，字益如，号墨岑，别

署“听竹居士”，晚年又号黄柏。

浙江绍兴人，工汉隶，善花卉竹

兰，喜博古，名于时，亦善诗。

整体图整体图

王一亭（1867-1938），号白龙山人、梅花馆

主、海云楼主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

州市），生于上海周浦。清末民国时期海上著名

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

界名士。对海派书画艺术的繁荣和对外交流贡献卓

绝。王一亭作品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意识。早年学画

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从任伯年，画艺大进，继承任

派风格。晚与金石派大师吴昌硕亦师亦友，趋向阔

笔写意，设色浓艳，笔墨酣畅，气势雄阔而不失写

实本色。



1151
吳昌碩(1844-1927)

水僊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昌碩(白文)、俊卿大利(白文)、虞中皇(朱文)

题识： 戊午乘秋抄吳昌碩年七十有五。

说明： 附木盒

128×39cm  约4.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51】

整体图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

庐、苦铁、老缶、缶道人等等，浙江湖州安吉人。晚清

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

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

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

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绘

画题材以花卉为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

后又参用赵之谦画法，並博采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和

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用篆、隶、狂草笔意入画，色酣

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其作品重整体，尚气势，

主张“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

气。讲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

重，配合得宜。

1152
王石香

賞菊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聚菴(朱文)、石香(朱文)

题识： 壬申春三月上澣，聚菴王石香寫。

说明： 附木盒

135×37.5cm  约4.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52】

整体图



1153
陳  年(1876-1970)

①長松 ②清荷 ③傲菊 三條屏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年(白文)

题识： ①長在天地間，陳年；

  ②八大山人有此境意，陳年；

  ③菊花能傲霜葫蘆賣得藥，陳年。

说明： 附鏡框

36×7.5cm×3  约0.2平尺(每幅)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53】

整体图

陈半丁（1876-1970），即陈年，画

家。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家境贫寒，自

幼学习诗文书画。拜吴昌硕为师。40岁后到

北京，初就职於北京图书馆，后任教於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擅长花卉、山水，兼及书

法、篆刻。擅长花卉、山水，兼及书法、篆

刻。写意花卉师承任伯年、吴昌硕，又师法

陈淳、徐渭、石涛、李复堂、赵之谦诸家。

书法以行草见长。



1154
潘天壽(1897-1971)

紅荷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壽(朱文)、潘天壽印(朱文)

题识： 壽者。

89.5×32cm  约2.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54】

整体图

潘天寿（1897-1971），原名天

授，浙江宁海人。为人朴讷，友朋戏呼

曰阿寿，因以为号。又以性懒别署曰懒

秃，曰朽居士。擅书、画，能诗，兼工

治印。书则篆、隶、行、草俱能，尤以

行草，疏疏斜斜，有黄石斋之风。画则

初学吴昌硕，继则融合天池（徐渭）、

八大（朱耷）、石涛（原济）、石溪

（髡残）而独具风格，着墨不多而古朴

奇肆，超然物表。晚年又擅指画。

1155
王濟遠(1893-1975)

紫玉蘭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王濟遠印(白文)、濟遠游藝(朱文)

题识： 戊辰花朝，王濟遠。

102.5×41cm  约3.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55】

王济远（1893-1975），近代画家。原籍

安徽，生于江苏武进。1912年毕业于江苏第

二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于上海参加西洋画

社团“天马会”，后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

授、教务长。1926年赴欧洲旅行，考察西洋

美术，1927年创办“艺苑绘画研究所”，数

次赴日考察。1941年赴美国，创办华美画学

院，传授中国画和书法。



1156
齊白石(1864-1957)

墨蝦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齊大(朱文)

题识： 白石。

说明： 附盒 附文物商店簽

99.5×38cm  约3.4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56】整体图

齐白石（1864-1957），生於湖南

长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人。原名纯

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

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

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

印富翁。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

文化名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

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擅画花鸟、

虫鱼、山水、人物，笔墨雄浑滋润，色

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淳厚

朴实。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齐白

石书工篆隶，取法於秦汉碑版，行书饶

古拙之趣，篆刻自成一家，善写诗文。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

家协会主席等职。



1157
何海霞(1908-1998)

松瀑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何瀛(白文)

题识： 丙戌春二月自平來渝寫奉，心

禮二兄教正，海霞何瀛。

99.5×31.5cm  约2.8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158
林  紓(1852-1924)

環岸峭䟱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畏廬(朱文)、林紓之印(白文)

题识： 用石谷法寫此遣懷，畏廬老人

林紓。

说明： 附木盒

92.5×43.5cm  约3.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58】【1157】

整体图 整体图

何海霞（1908-1998），名瀛，字海霞，以字行。

北京人。早年从师张大千学画，1946年随张氏入川写

生。1956年调入陕西美协从事专业创作，为“长安画

派”代表画家之一。1983年任陕西省国画院副院长，不

久调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工作。擅长山水，亦能花卉。其

创作往往将青绿工笔与水墨笔意融为一体，立意新奇，

笔力雄健，风格浑厚而不失秀丽。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

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

（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

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煙云楼等。

复肆力於画。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

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

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

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

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

致生动。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

则不复作矣。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

跋及小说笔记等。



1159
李可染(1907-1989)

柳塘牧牛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可染(朱文)

题识： 可染。

63.5×44.5cm  约2.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59】

整体图

李可染（1907-1989），江苏徐州人。

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诗人，画家齐白石的

弟子。李可染自幼即喜绘画，13岁时学画山

水。43岁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49岁为变革

山水画，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72岁任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晚

年用笔趋於老辣。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

擅长画牛。



1160
來楚生 題  孫  卓

瀑下賞月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來氏(朱文)、楚生小鉥(白文)、孫卓(白文)

题识： 庚辰春來楚生題記，戊寅孫卓。

93×31.5cm  约2.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60】

整体图

来楚生（1903-1975），原名稷，号然犀。别号很

多，有负翁、一技、木人、非叶、楚凫、怀旦等，晚处

易字初生，亦作初升。书斋名有然犀室、安处楼。浙江

萧山人。是诗、书、画、印四绝的著名艺术家。其画清

新朴茂、笔墨简练、格调隽逸，在现代花鸟画坛上独树

一帜。书法拙中寓巧，草书和隶篆最为人称道。篆刻远

师秦汉，近踵吴熙载、赵之谦、吴俊卿、齐璜等大家，

而能不落前人窠臼，自出新生意，开创了一代印风。西

泠印社副社长，当代书画篆刻大家钱君陶先生曾云：

“来氏刻印七十岁前后所作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

古，得未曾有。虽二吴（按：指吴熙载、吴俊卿），亦

当避舍，齐白石自谓变法，然斧凿之痕，造作之态犹难

免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唯楚生

一人而已。”可谓最恰当的评论。



1161
劉光城(1891-1975)

獨釣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劉(白文)、子久(朱文)

题识： 戊寅夏日子久劉光城。

60.5×25cm  约1.4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劉光城（1891-1975），原名劉子久，別

名飲湖、光城，天津人。初學測量，繼嗜國

畫。1920年在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學山水、花

卉。1927年參加湖社畫會，任導師。1937年以

來任天津市美術館秘書，創辦國畫研究班，

從事國畫創作和教學20余年。曾任天津市美

術館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天津分會副主

席、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作品有《支援前

線》、《長城放牧》等。

【1161】

整体图



1162
齊白石(1864-1957)

海棠新雨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木居士(白文)、白石翁(白文)

题识： 春風用意勻顏色，消得攜觴與賦詩，艷

麗最宜新著雨，嬌妖全在欲開時，莫愁

粉黛臨窗懶，便作丹青點筆遲，朝醉暮

吟看不足，羨他蛺蝶宿深枝，偕鄭谷詩

題畫，白石山翁。

说明： 附木盒

134.5×33.5cm  约4.1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1162】整体图

白石老人居京华，于海棠情有独钟，所居

东城区雨儿胡同13号院中即植有海棠一株，老

人得以经年赏对，于花理、花姿深谙熟记，是

以能下笔有神，穷花之妙。本作取唐末诗人郑

谷《海棠》诗意，画柔枝、盛叶、繁花，笔酣

墨畅，写就一派绿肥红瘦、绚烂纷披之景。海

棠品类有数种，此作所画品种情理兼备，诚如

清代徐珂《清稗类钞·植物》中所记：“早春

即开，花小，深红，紧着枝上者，谓之贴梗海

棠。”可见白石翁于入画物事，若非仔细研

究，绝不妄自下笔，臆造为之。

齐白石（1864-1957），生於湖南长沙府

湘潭（今湖南湘潭）人。原名纯芝，字渭青，

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

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

人、三百石印富翁。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

世界文化名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

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擅画花鸟、虫鱼、

山水、人物，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

造型简练生动，意境淳厚朴实。所作鱼虾虫

蟹，天趣横生。齐白石书工篆隶，取法於秦汉

碑版，行书饶古拙之趣，篆刻自成一家，善写

诗文。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

家协会主席等职。



整体图

【1163】

1163
朱良材

彭澤高風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朱梓書畫(白文)、良材(朱文)

题识： 新甫仁兄先生大雅正之，壬戌二

月下旬朱良材繪於海上瀟碧齋。

150×40cm  约5.4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64
王  雲(1888-1934)

秋月明秋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夢白(朱文)、天壤王郎(白文)

题识： 乙丑中秋寫於一盉齋，王雲。

说明： 附木盒

131.5×30.5cm  约3.6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整体图

【1164】

朱梓(清)，字良材，以字行，江苏吴县

人。工书，善画人物，兼作花鸟、山水，皆

秀逸，为海派名家之一。

王梦白（1888-1934），中国现

代中国画画家。名云，字梦白，号破

斋主人，又号三道人，江西丰城人。



1165
啟  功(1912-2005)

行書“秋塘小景”七言詩

1981年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啟功之印(白文)、元白辭翰(朱文)

  功在禹下(白文)、長慶(白文)

题识： 一九八一年秋借榻同樂園作冬日

書，啟功。

说明： 附木盒

129.5×64.5cm  约7.5平尺

JPY: 1,000,000-2,000,000
RMB: 55,000-110,000

【1165】

释文：艳说朱华冒绿池，西园秋老几多

时。赏音最是尧章叟，爱看青芦一两枝。偶写秋

塘小景，戏拈二韵。抱劲青梦一南枝，白石道人

句也。一九八一年秋借榻同乐园作，冬日书。启

功。

1981年辛酉，时启功69岁。是年秋冬，启先

生借榻钓鱼台国宾馆，内有宋徽宗婿金章宗所筑

“同乐园”旧址，先生于斯偕友作诗书，乐而游

之。本诗即作于此际，应秋塘小景，脱于曹子建

及姜白石诗词意，清新蕴借。至冬日，复行书此

诗成是帧。此幅行书，全帧布局大气，精神奕

奕，行笔清雅俊健，收放有度，富有大家风范。

书法界尝评启功书法：“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

学者之书、诗人之书。”是作正是“启体”的最

好映证。

注：此诗著录于《启功丛稿·诗词卷》，

中华书局，1999年版。

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

字符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

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

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

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

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

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

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

问，西泠印社社长。

整体图



1166
趙雲壑(1874-1955)

三果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臣趙雲壑(白文)

  雲翁(白文)、鶴道人(朱文)

题识： 甲子夏趙雲壑。

135.5×67cm  约8.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整体图

【1166】

1167
殷錫梁(1909-1984)

秋山萬木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殷錫梁印(白文)

  梓湘(朱文)

  青照樓(朱文)

  居樂畫屋(白文)

题识： 庚辰春仲以應綞石先

生雅屬並請教正梓湘

殷錫梁。

备注：无天桿

87×47cm  约3.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殷梓湘(1909-1984)，名

錫梁，字梓湘，以字行，又字

子驤，號青照廔主，室名青照

樓，江蘇淮安人。工畫，目力

奇佳，能於月下繪畫，運筆如

飛，賦色古麗，士林重之。山

水、人物，筆墨清雅，元氣淋

漓，遠追唐宋。精研六法，山

水人物遠追唐宋元明，四十年

代以畫馬聞名於世。為海上名

家之一。

【1167】

整体图

赵云壑（1874-1955），江苏苏

州人。字子云，原名龙，改名起；号

铁汉、壑山樵子、云壑子、壑道人，

晚号壑叟、秃翁、半秃老人、秃尊

者、泉梅老人。斋名有：日畊心草

堂、十泉十梅之居、云起楼、还读

楼。善绘花卉，山水，兼擅篆刻，亦

能草书。书、画、篆刻皆得吴昌硕之

神韵而不徒袭其貌，博采徐渭、石

涛、石溪、八大山人之法，是以画益

豪迈，声誉日隆。



【1168】

整体图

1168
吳昌碩(1844-1927)

菊殘猶有傲霜枝 扇面

設色金箋  鏡心

钤印： 昌囗(白文)、吳俊(朱文)

题识： 乙卯年秋九月為子瑜仁兄雅屬，安吉吳昌碩時年七十五並識。

说明： 附鏡框

备注： 上款子瑜仁兄，即時寓滬上、與王一亭及吳昌碩時相過從的味

清廬主孔子瑜。

18.5×52.5cm  约0.9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老缶、

缶道人等等，浙江湖州安吉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

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

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

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

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绘

画题材以花卉为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画

法，並博采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用篆、隶、狂

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其作品重整体，尚气势，

主张“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求用笔、施

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吴昌硕热心提攜后进，

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

授。

孔子瑜（1873-1926），又名孔宣，以字行，善写兰，精于陶瓷、青铜

器及秦砖汉瓦等的藏鉴，为海派博古画代表画家，名逾东洋。



1169
趙雲壑(1874-1955)

東籬秋菊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子雲書畫(朱文)、吳中布衣(白文)

题识： 辛己麥秋吉日，六十八叟趙雲畫並寫。

135.5×33cm  约4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170
溥  佐(1918-2001)

葡萄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溥佐(白文)

题识： 溥佐寫。

说明： 附題簽木盒

77×46.5cm  约3.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赵云壑（1874-1955），江苏苏州人。字子

云，原名龙，改名起；号铁汉、壑山樵子、云壑

子、壑道人，晚号壑叟、秃翁、半秃老人、秃尊

者、泉梅老人。斋名有：日畊心草堂、十泉十梅之

居、云起楼、还读楼。善绘花卉，山水，兼擅篆

刻，亦能草书。书、画、篆刻皆得吴昌硕之神韵而

不徒袭其貌，博采徐渭、石涛、石溪、八大山人之

法，是以画益豪迈，声誉日隆。

溥佐（1918-2001），满族，北京人，号庸

斋、松堪。自幼在父爱新觉罗·载瀛，及兄溥雪

斋、溥敦斋、溥松窗熏陶下，酷爱书画。1937年

加入溥雪斋创办的松风画会。多次在国内外举办

个展、联展，出版有《溥佐画集》，与孙其峰、

张其翼合作出版《花鸟画范》，与孙其峰等人编

绘出版《翎毛参考资料》等。生前历任天津美术

学院副教授。

【1169】

【1170】

整体图

整体图



1171
吳昌碩(1844-1927)

東籬野色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 缶翁(白文)、倉碩(白文)、雄甲辰(朱文)

题识： 庚申嘉平月為延慶仁兄大雅屬即正之吳

昌碩並錄金句時年七十有七。

149.5×80cm  约10.8平尺

JPY: 500,000-800,000
RMB: 27,500-44,000

【1171】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

缶庐、苦铁、老缶、缶道人等等，浙江湖州安吉人。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

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

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诗、

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

“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

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

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绘画题材以花卉为主，亦偶作

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画法，並

博采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

用篆、隶、狂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

创新貌。其作品重整体，尚气势，主张“奔放处不离

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求用笔、

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

吴昌硕热心提攜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

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



1172
楊守敬(1839-1915)

書法 對聯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楊守敬(白文)

  星吾七十以後書(白文)

题识： 光緒戊申五月楊守敬。

说明： 附木盒 附火漆

来源： Lot 1172-1177为日本东京

同一藏家旧藏

130.5×30.5cm×2  约3.6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72】

整体图

1173
吳昌碩(1844-1927)

書法 扇面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吳俊之印(白文)、倉石(朱文)

题识： 湘泉先生大雅屬，安吉吳昌碩。

说明： 附題簽木盒

来源： Lot 1172-1177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18.5×51.5cm  约0.9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73】

整体图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

号缶庐、苦铁、老缶、缶道人等等，浙江湖州安吉

人。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

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

后的高峰”。其作品重整体，尚气势，主张“奔放

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

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

配合得宜。吴昌硕热心提攜后进，齐白石、王一

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

均得其指授。

Lot 1172-1177 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Lot 1172-1177 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1174
吳昌碩(1844-1927)

自敘詩二首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夏笙(朱文)

题识： 缶翁詩稿就余商訂，蒙盦見而喜之即以

奉貽此必非贗鼎也，甲子歲暮蕙風記。

说明： 附火漆

来源： Lot 1172-1177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21×54cm  约1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74】

整体图

整体图

1175
王一亭(1867-1938)

坐亭望遠圖

水墨絹本  立軸

钤印： 一亭(朱文)、白龍山人(朱文)

题识： 辛酉夏王震。

说明： 附木盒

来源： Lot 1172-1177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142.5×43cm  约5.5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75】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

缶庐、苦铁、老缶、缶道人等等，浙江湖州安吉人。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

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

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其作品重整

体，尚气势，主张“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

魄”，富有金石气。讲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

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吴昌硕热心提攜后

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

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

王一亭（1867-1938），号白龙山人、梅花馆

主、海云楼主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

湖州市），生于上海周浦。清末民国时期海上著

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

宗教界名士。对海派书画艺术的繁荣和对外交流

贡献卓绝。王一亭作品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意识。

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从任伯年，画艺大

进，继承任派风格。晚与金石派大师吴昌硕亦师

亦友，趋向阔笔写意，设色浓艳，笔墨酣畅，气

势雄阔而不失写实本色。

Lot 1172-1177 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Lot 1172-1177 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1176】

整体图

1176
趙之謙(1829-1884)

花鸟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趙撝叔(白文)

题识： 撝叔之謙。

说明： 附火漆

来源： Lot 1172-1177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112×40.5cm  约4.1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整体图

1177
鄭板橋(1693-1766)

菊石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橄欖軒(朱文)、濰夷長(白文)

  燮何力之有焉(白文)

题识： 板橋鄭燮。

说明： 附木盒

来源： Lot 1172-1177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175×46cm  约7.2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77】

郑板桥（1693-1766），原名郑燮（xiè音：

谢），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

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

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画擅花卉木石，尤

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

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为

“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

画兰竹。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

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赵之谦（1829-1884），中国清代著名

的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

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

庵、无闷等。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

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

都从他处受惠良多。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

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擅人

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画风工丽，后取法

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

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

浓艳，富有新意。

Lot 1172-1177 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Lot 1172-1177 为日本东京同一藏家旧藏



1178
錢瘦鐵(1897-1967)

觀瀑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錢厓(白文)、石癖(朱文)

题识： 已巳九月瘦鐵錢厓。

说明： 附木盒

备注： 少一個軸頭

132.5×32.5cm  约3.9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179
唐  雲(1910-1993)

山茶水僊靈鵲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唐雲私印(白文)

  唐花盦(白文)

题识： 己丑十一月大石居士

唐雲寫於邏州。

67×29.5cm  约1.8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钱瘦铁（1897-1967），名崖，一字叔崖，号瘦

铁，以号行，别号数青峰馆主、天池龙泓斋主等，江

苏省无锡市鸿声里人。斋名有瘦铁宦、梅花书屋、峰

青馆、磅礴、契石堂、一席吾庐、煮墨盦、临江观

日、天池泷泓砚斋等。中国画会创始人之一。擅长中

国画及书法、篆刻 。山水画师法石涛，曾被誉为“江

南三铁”（吴昌硕称“苔铁”、王冠山称“冰铁”）

之一。

唐云（1910-1993），字侠尘，别号药

城、药尘、药翁、老药、大石、大石翁，画

室名“大石斋”、“山雷轩”。唐云是他成

为画家后用的名字。浙江杭州人，其性格豪

爽，志趣高远，艺术造诣颇高，擅长花鸟、

山水、人物，可谓诗书画皆至妙境。生前曾

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

上海分会副主席，名誉院长等职。

整体图 整体图

【1178】 【1179】



【1180】

1180
朱良材

桃源問津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良材(朱文)

说明： 附木盒

155×38.5cm  约5.4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81
陳大羽(1912-2001)

年年有余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老陳(朱文)、大羽(白文)、大年(朱文)

题识： 大羽筆。

说明： 附證書

47×55.5cm  约2.3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181】

整体图

整体图

朱梓，清，字良材，以字

行，江苏吴县人。工书，善画

人物，兼作花鸟、山水，皆秀

逸，为海派名家之一。

陈大羽（1912-2001），著名大写意

花鸟画大师，书法家、篆刻家。以大写意

花鸟而著称，尤擅画雄鸡，兼及山水、人

物，作品气势宏伟，笔力雄健，浑厚酣

畅。他对大写意花鸟最大的贡献，是一改

传统写意文人画温文儒雅的气质，而代之

以豪放的个性风格和雄强的时代特征。他

在吴、齐画风基础上，强化了笔墨的表现

力，尤其善于运用浓墨浓彩，形成墨彩相

撞相融的强烈效果，开合充满视觉张力。`



【1182】 【1183】

1182
秦仲文(1896-1974)

竹石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河北秦裕(白文)

  梁子河邨人(白文)

题识： 秦仲文寫。

备注：少一个轴头

135.5×66cm  约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83
张善孖(1882-1940)

草泽雄风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泽(白文)、阿孖(朱文)

题识：  博源仁兄法家正之，癸酉

夏蜀人虎癡張善孖。

136.5×67.5cm  约8.3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整体图 整体图

秦仲文（1896-1974），原名秦裕

荣，号仲文，后又以秦裕为笔名，河北

省遵化县人，近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

论家、美术教育家，是著名山水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山水画宗法

清初“四王”，上溯元代四家，兼擅墨

竹，亦精书法。解放前曾在北平大学艺

术学院、京华美术学院、北平国立艺术

专科学校任教，编写了中国绘画学史一

书。解放后任北京画院画师及院委。出

版有秦仲文作品选集。

张善孖（1882-1940），

男，中国四川内江人，名泽，

字善，一作善子，又作善之，

号虎痴。现代名画家，张大千

的二哥，画虎大师。



【1184】整体图

1184
赵之谦(1829-1884)

蔬果图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赵之谦印(白文)

题识： 人世莫嫌滋味淡，英雄曾咬此根来，撝叔。

题签： 柳外道人毅题眉 毅寿(白文)、柳外(朱文)

说明： 附題簽木盒

151×44.5cm  约6平尺

JPY: 500,000-800,000
RMB: 27,500-44,000

赵之谦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33岁起，至同治八

年（1869）己巳年间，大约有三次客寓温州、中途避走福

州、两度寄食黄岩的人生经历。此期除了传统题材之外，他

还喜画温州、福州两地的奇花异卉，如葵树、绣球、铁树；

並扩大到日常菜蔬，如白菜、萝卜、地瓜、蒜头等。今东京

国立博物馆藏赵之谦咸丰辛酉年所作《花卉图四屏》《瓯中

草木图四屏》，即为此时期传世代表作。

本件蔬果图立轴也具此风格，当为此段时期所出。全幅

画白菜、萝卜及南瓜等蔬果，以淡墨加彩没骨法大写意而

成，运笔酣畅淋漓，似直取园中之景精准写生得来，极得自

然生态灵动的韵味。兼之画面布局经营独特，构图饱满，诗

书画印有机结合，使整幅作品充满着一种生机勃勃而又淡泊

从容的内在精神及墨彩交融的雅淳之趣，使观者有“万物静

观皆自得”的会心感受，耐人寻味。

赵之谦传世作品並不多，但因其在日本金石书划界的崇

高地位，故东渡流藏者颇多精作佳构。其作品经河井荃庐、

西川宁、青山杉雨、小林斗盦等美术界领军人物的倾力推

崇，得以在日本研究、收藏、展览、出版诸领域都产生了重

大影响，声名鼎盛。是作曾为20世纪初期著名篆刻家梛川玄

寿旧藏，保存完好，是赵之谦早期难得存世之作。

题签及藏者：

梛川玄寿（1847-1914），名玄寿、毅寿，字九如，号

云巢、柳外道人、听竹轩、扫石山房等。尾张人。日本明治

维新至大正时期篆刻家。著有《扫石山房印谱》。

作者：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

叔，号铁三、憨寮、悲盦、无闷、梅庵等，浙江会稽（绍

兴）人。咸丰举人，历官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等知县。晚

年蛰居上海写字作画，从者甚众，被尊为“前海派”领袖。

兼备绘画、书法、篆刻及金石之学，擅花卉蔬果，宏肆古

丽，开清末写意花果以金石入画之先河。



1185
徐世昌(1855-1939)

秋景山水 橫幅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水竹邨人(朱文)

  景梁父字囗人(朱文)

题识：辛未秋八月水竹邨人。

备注：裱紙有傷

50×250.5cm  约11.3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185】

【1186】

1186
童中燾(b.1939)

秋色正清華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童(白文)、中燾(白文)

题识：  七九年一月中燾。

69×46cm  约2.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徐世昌（1855-1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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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河

北）天津人。

童中焘（b.1939），别名童孟火亨，浙江

鄞县人。擅长中国画。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

1939年出生于浙江省鄞县。1962年毕业于中国

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原浙江美术学院）並留校

任教。曾为陆俨少的助教，李可染基金会艺委

会委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

的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应邀参加浙江省十大

画家首都展。擅长山水画，林无静树、川无停

波，骨气清刚、风神秀发，奇崛与豪隽共济，

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浙派山水画家。

整体图



【1187】

整体图 整体图

1187
王一亭(1867-1938)

葡萄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王震長壽(白文)、一亭師古(朱文)

题识： 己巳冬仲白龍山人寫。

说明： 附鏡框

134.5×34cm  约4.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88】

1188
吳長鄴(1920-2009)

富貴花開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吳長鄴(白文)

  湖州安吉縣(朱文)

题识：  己巳秋吳長鄴。

67.5×33cm  约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王一亭（1867-1938），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主

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上海周浦。清

末民国时期海上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与宗教界名士。曾两次任上海总商会主席。加入中国同盟会，资

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分部部长。上海光复

后，历任军政府交通部长、商务总长、中华银行董事。后任南京

国民政府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

员兼常委，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致力于慈善事业。对海派书画

艺术的繁荣和对外交流贡献卓绝。王一亭作品具有近代人文主义

意识。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从任伯年，画艺大进，继承

任派风格。晚与金石派大师吴昌硕亦师亦友，趋向阔笔写意，设

色浓艳，笔墨酣畅，气势雄阔而不失写实本色。

吴长邺（1920-2009），国画

家， 浙江安吉人。吴昌硕长孙。

擅长大写意花鸟画，以葫芦、茶

花、蔬果见长，继承家法而有新

意。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

协会员、西泠印社理事、吴昌硕研

究会副会长。吴昌硕先生开创了海

派绘画，其绘画事业代代有传人，

其三子吴东迈、长孙吴长邺、第四

代吴超、吴越，不但统统精于绘

画，祖孙四代还都是西泠印社成

员，这在西泠印社史上绝无仅有。



1189
關松房(1901-1982)

寒林讀書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翕齊畫記(朱文)、恩棣之印(白文)

  御賜持道兩進(朱文)

题识：己巳暮春雪霽主人誨正，恩棣。

说明： 附文物商店簽 附火漆

备注：溥伒上款，此作为关松房画赠溥伒之作。

86×29.5cm  约2.3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1189】 【1190】

1190
劉棣堂

紫藤鶯鴿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棣堂(朱文)

题识：棣堂寫於春申江上時甲戌十月。

165×44.5cm  约6.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关松房（1901-1982），满族。原名

枯雅尔·恩棣，字雅云，又字植耘，以号

行，号松房，曾用笔名翕齐、夕庵和夕庵

主人。擅长山水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山水画研究会副会长。 别署夕

庵、翕斋。十五岁学画。1925年与溥心畲组

织松风画社。1949年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院

编纂，北京中国画院画师。1956年加入中国

美协。

整体图 整体图



1191
齐白石、徐悲鸿 合作

夜烛貓鼠图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木人(朱文)、悲鸿(白文)

题识：白石老人年六十八，己巳春仲悲鸿，补貓。

92.5×45.5cm  约3.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齐白石（1864-1957），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今湖

南湘潭）人。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璜，

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

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是近现代中国绘画

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

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擅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

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淳

厚朴实。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齐白石书工篆隶，

取法于秦汉碑版，行书饶古拙之趣，篆刻自成一家，善

写诗文。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席等职。

徐悲鸿（1895-1953），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

兴市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

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

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

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

张现实主义，于传统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

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

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

中国画坛影响甚大，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

的‘金陵三杰’。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

世。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主张发展‘传

统中国画’的改良，立足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美术，提出

了近代国画之颓废背景下的《中国画改良论》。

【1191】整体图



整体图【1192】

1192
徐邦達(1911-2012)

三閭大夫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邦達(朱文)

题识：摹元人本，鹽官徐囗。

27.5×20cm  约0.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93】

整体图

1193
蘇曼殊(1884-1918)

心經觀音像

泥金絹本  立軸

钤印：蘇(朱文)、曼殊(白文)

题识：蘇曼殊。

备注：少一個軸頭

99.5×40.5cm  约3.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徐邦达（1911-2012），字孚

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蠖叟，

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早年从事

美术创作，1947年曾在上海中国画

苑举办个人画展。

苏曼殊（1884-1918），初名宗之助，字

子榖，更名元英，亦作玄瑛，别字雪蝶，号

超风。法名博经曼殊。又署曼殊居士，沙门

曼殊等，室名燕子庵等。广东香山人。生于

日本。生父日本望族宗郎，随母嫁苏姓，后

返广东，1898年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横滨

大学。南社社员。通英、日文及梵文，工诗

文、善绘画，为清末著名文学家，著述丰。



1194
王一亭 錢化佛 合作

紅衣羅漢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王震大利(白文)、一亭(朱文)

  化(朱文)、佛(白文)、化佛畫記(白文)

题识：相對梅花又一年，白龍山人補景，

化佛，畫佛。

说明： 附題簽木盒

107.5×40.5cm  约3.9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194】

1195
清代

織錦滿文聖旨 4幅

泥金絹本  立軸

钤印：製誥之寶(朱文)

说明： 附木盒

备注：有傷 以實物為準

①30×60cm  约1.6平尺

②30×59cm 约1.6平尺

③30×54.5cm 约1.5平尺

④30×27cm 约0.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195】

整体图

装裱图



【1196】

【1197】

1197
王 翬(1632-1717)

擬趙文敏江山攬勝圖 長卷

設色絹本

钤印：王翬之印(白文)、石谷(朱文)、上下千年(朱文)

题识：趙文敏江山攬勝圖長卷為婁東王奉常家藏，癸

巳中秋秋山齋坐雨背擬其意真無一毫腳汗氣也 

劒門樵客王翬。

34.5×456.5cm  约14.2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196
陳 樸

書法 長卷

水墨紙本

钤印：陳樸(白文)、四明山人(朱文)

题识：庚寅之冬四明山人樸為川大亨書於昌山客舍。

28.5×216.5cm  约5.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整体图
整体图

王翬（1632-1717），字象

文、石谷，号臞樵、天放闲人、雪

笠道人、海虞，山樵、清晖主人、

鸟目山人、耕煙外史、清晖老人、

耕煙老人、耕煙散人、剑门樵客，

江苏常熟人。画有家学，初拜张珂

为师，专摹元代黄公望的山水画。

后转师王鉴，画艺大进。经王鉴推

荐，他又师王时敏。在名师的指导

下，他悉心临摹历代佳作且游历山

川，画艺终登堂入室，声誉益着。



【1198】

【1199】1198
董邦達(1696-1769)

五湖煙色 長卷

設色紙本

钤印：臣邦達(朱、白文)、恭畫(白文)

题识：董邦達。

26×149cm  约3.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整体图

整体图

1199
清代

花卉 長卷

設色絹本

钤印：何以(白文)

备注：有傷

41×179cm  约6.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董邦达（1696-1769），清代官员、书画

家。字孚闻、非闻，号东山，浙江富阳人。雍

正十一年进士，乾隆二年授编修，官礼部尚

书，谥文恪。好书、画，篆、隶得古法，山水

取法元人，善用枯笔。其风格在娄东、虔山派

之间。与董源、董其昌並列。作为画家的董邦

达，他又确实擅长此道，尤其以山水画闻名，

是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其画风远师“元

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近学

“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

祁）。他的山水画作品水墨疏淡，设色淡雅，

用笔轻柔，皴法松秀，文人情趣极浓。



整体图

【1200】【1200】

1200
董其昌(1555-1636)

“贈陳仲醇徵君東佘山居詩”書法 長卷

水墨綾本

钤印：寶研齋主(朱文)

  北平李氏季雲珍藏圖書(朱文)

  董其昌(朱文)

题识：子曰，董其昌。

27×338cm  约8.2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

思白、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

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擅画山

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

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

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

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

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

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1201
《妙法蓮華經卷》 八冊

泥金紺紙 
说明： 附木盒

备注：以实物为准

每頁：L:9  W:28.5cm

JPY: 300,000-500,000
RMB: 16,500-27,500

【1201】

【1201局部】



整体图整体图

【1203】【1202】

1203
文龍題

石榴雀鳥 扇面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護國(白文)

题识：文龍題。

说明： 附鏡框

19×52.5cm  约0.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02
馮學灃

寒松閣圖 扇面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學灃(朱文)

题识：公之束先生同年教正，壬辰五月子因弟學灃。

说明： 附鏡框

19×53.5cm  约0.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冯学沣，字子因，一字紫

因，仁和（今杭州）人，培元

子。道光（1821-1850）钦赐

举人，官知县。善画山水，兼

工墨拓。（参见《中国美术家

人名辞典》1133页）



1204
郭青塏 題  孫克弘 畫

瑤圃長春 冊頁 16幅

書法：水墨紙本/金箋  鏡心 畫：設色絹本  鏡心

钤印： 1.東郭草堂(朱文) 4.孫允執(白文)、漢陽太守章(朱文)

 5.漢陽太守(白文) 6.嗜古(白文)、知樂子(朱文)

 7.漢陽太守(白文) 8.恥興萬囗(白文)、嗜古(白文)

 9.漢陽太守(朱文) 10.寶善堂(朱 文)

 11.漢陽太守(白文) 12.青塏之印(白文)、心地芷蘭(白文) 

 13.漢陽太守(白文) 14.酉父(朱文)、囗松(白文)、清苑(朱文) 

 15.漢陽太守(白文) 16.郭青塏印(白文)、岱瞻(朱文)

   竹西居士(白文)

题识： 4.雪居克弘書；5.克弘；6.雪樵青塏題；7.克弘；

 8.囗西山人漫草；9.克弘；10.己卯荷月岱瞻青塏；

 11.克弘；12.上谷澐民草；13.克弘；14.己卯秋初雪樵題；

 15.孫克弘；16.己卯冬初郭青塏。

备注： 部分有傷 以實物為準

書法：23.5×21cm×10 约0.4平尺(每幅) 

畫：23.5×21cm×6 约0.4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04】【1204】

郭青垲，字岱瞻，号青圃，晚年自号香山

老人，清苑人。郭棻之孙。学品为时人所推崇，

乾隆间，钦赐举人。善书，得其祖笔法，长笺巨

幅，世争宝贵。亦工诗，著有《雪樵诗稿》。

孙克弘（1532-1611），明书画家、藏书

家。一作克宏，字允执，号雪居，松江（今属上

海市）人。礼部尚书孙承恩子。以荫授应天治

中，官至汉阳知府。生性巧慧，声音洪亮，状貌

疏野。所居四壁皆画苍松老柏，崩浪流泉，有一

种澄泓萧瑟之意萦绕其间。他喜交友，陈继儒谓

其“好客之癖，闻于江东，履綦如云，谈笑生

风，坐上酒尊，老而不空”。



1205
馬 荃

花卉草蟲 冊頁 12開

畫：設色絹本 書：水墨紙本

钤印： 1.馬氏荃(白文)、意在筆先(朱文)、沈燾之印(白文)、豐士(朱文) 

 2.忠閒(朱文)、無心道人(白文)、沈燾(白文) 

 3.活潑(朱文)、燾印(白文)、豐士一字古愚(朱文) 

 4.馬荃(白文)、江香(朱文)、江花(白文)、燾印(白文)、仲子(朱文) 

 5.馬氏荃(白文)、陶情(朱文)、沈燾私印(白文)、古愚(白文) 

 6.馬氏荃(白文)、沈燾之印(白文)、古愚(朱文)、寄傲(朱文) 

 7.馬荃(白文)、江香(朱文)、天放(白文)、古愚(朱文) 

 8.馬氏荃(白文)、筆花墨雨(白文)、沈古愚名燾(朱文)、行曰阿二(白文) 

 9.馬荃(白文)、讀書揮劍(白文)、江香(朱文)、豐士(朱文) 

 10.馬氏荃(白文)、養拙居(朱文)、吳興豐士(白文)、家在橫山弟一邨(朱文) 

 11.馬氏荃(白文)、莊籧(朱文)、豐士(白文)、古愚(朱文) 

 12.馬氏荃(白文)、豐士一字古愚(白文)、吳囗書畫囗一印(朱文)

题识： 甲子小春既望，琴川女史馬荃寫，古愚沈燾。

木盒題簽：貞子樣御遺物，大正二年九月鍋島樣舊藏

说明： 附有傷木盒

23×17cm×24 约0.4平尺(每幅)

JPY: 150,000-250,000
RMB: 8,300-13,800

本作绢本工笔设色花卉草虫，为清代画家马荃於乾隆九年

（1744）甲子时作。作品以精谨独到的鉤染手法描绘庭院壟間常見

閒花靜草及蟲蝶之屬，设色清丽妍雅，花草姿態端莊靜逸，蟲蝶描

繪逼真生動，尺幅小品，工寫結合，饒具幽雅之趣。

马荃，江苏常熟人，字江香，元馭（1669-1722）之女（一作元馭

孫女），龔充和妻。自幼聰慧，妙得家法。工花草，勝鉤染。夫亦善

畫，夫婦曾同游京師，以賣畫自給。歸里後，仍事繪畫，自謂寫生師法

陸治、沈周，晚年名日高。當時惲冰（惲壽平族曾孫女）以沒骨著名，

而江香則以鉤染為勝，合稱為江南常州畫派“雙絕”。其傳世作品無

多，約有二十餘件，多散落於博物館及私人藏家手中。由題簽木盒可

知，本作來源於日本皇室所藏，曾由江戶時期佐賀藩主及明治大正期間

顯赫貴族鍋島家舊藏。

【1205】



【1205-1】【1205-2】



1206
郭都賢(1599-1672)

箕山詩札 書法 10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郭都賢印(白文)、頑禿(朱文)

 軍司馬印(白文)

题识： 僧隱頑石原石郭都賢拜手。

整體：18.5×345.5cm 约5.8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06】

【1206】

郭都賢（1599-1672），字天門，

號些庵。湖南益陽人。明末清初政治人

物。幼聰慧異常，十六歲中秀才，十九

歲中舉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曆

官行人、郎中，出為江西學政，後以僉

都禦史兼任江西巡撫。他博學強記，學

者稱“天門先生”，工詩文，書法瘦

硬，體勢遒勁。兼善繪事，寫松、蘭、

竹尤妙，有“高風千古”之評。著有

《衡嶽集》《些庵集》《些庵雜著》

《湘痕秋聲吟》等多種。



1207
黃檗木庵(1611-1684)

書法 六折屏 一對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釋戒瑫印(白文)、木庵氏(朱文)、臨濟正宗(朱文)

题识： 黃檗木庵書，黃檗山僧木庵書，木庵老僧寫，

黃檗木庵老僧寫。

137×51.5cm×12 约6.3平尺(每幅)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07-2】【1207-2】

【1207-1】【1207-1】

黄檗木庵禅师（1611-1684），名性瑫，俗

姓吴，晋江县人，明末清初泉州开元寺僧。清

初由泉州赴日本弘法，並成为日本黄檗宗第二

代祖师。

整体图



1208
翁同龢(1830-1904)

書法 對聯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翁同龢印(朱文)

题识： 翁同龢。

144×36.5cm×2 约4.7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09
即非如一(1616-1671)

“花開大地春”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即非(朱文)、如一之印(白文)

 臨濟三十三世(白文)

题识： 黃檗即非書。

122×26.5cm 约2.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08】 【1209】

整体图

翁同龢（1830-1904），

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

瓶笙、瓶庐居士、並眉居士

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

居士，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

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

家。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

名世，幼学欧、褚，初学董其

昌、米芾，中年后由钱沣上追

颜真卿，又不受颜字束缚，结

体宽博开张，笔画刚劲有力，

风格苍浑遒劲，朴茂雍容。

即非如一（1616-1671），俗姓林，

福建省福清县人，明末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住持、临济宗三十二代高僧隐元隆琦重要

弟子之一。隐元东渡日本后，即非应本师

之召赴日。在日教化十五年中，即非中兴

长崎的华侨寺院崇福寺，协助隐元开创日

本黄檗宗，並开创了广寿山福聚寺，即非

和他的法繫后来被称为广寿派。



1210
黃檗木庵(1611-1684)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戒瑫之印(朱文)、木庵氏(朱文)

题识： 黃檗木庵書。

说明： 附木盒

139.5×30.5cm 约3.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11
謝 曦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謝曦之印(白文)

 發川(朱文)、夢草軒(白文)

题识： 發川謝曦。

备注： 少一個軸頭

128×63.5cm 约7.3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10】 【1211】

整体图 整体图

黄檗木庵禅师（1611-1684），

名性瑫，俗姓吴，晋江县人，明末

清初泉州开元寺僧。清初由泉州赴

日本弘法，並成为日本黄檗宗第二

代祖师。

谢曦，字发川，福建闽县人。乾

隆时期曾辅佐朱景英守鹿港，为著名

幕僚。与王道复擅长丹青，谢曦以书

法称道，声名显著。嘉庆元年，诏举

孝廉方正。归乡里后致力程朱理学，

著作等身，推为文学祭酒。



1212
良 寬(1758-1831)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说明： 附森哲四郎題簽木盒

11.5×14cm 约0.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13
詹仲和

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詹仲和(朱文)、開國伯世家(白文)

题识： 仲和。

23×47.5cm 约1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詹仲和，字僖和，號鐵冠道人，四

明（今寧波人），寧波誌作詹禧，弘治

時初為縣諸生，書學王右軍、趙子昂，

皆逼真，年七十余，仍做蠅頭小楷，高

潔自如，又擅寫墨竹和白描人物。

【1213】
【1212】

整体图

良宽（1758-1831），日本曹洞宗

僧。俗姓山本。字曲，号大愚。越后国

（新潟县）三岛郡出云崎人。安永三年

（1774），入同国尼濑光照寺，随玄乘破

了剃发受戒。七年，从备中国（冈山县）

玉岛圆通寺国仙穷究曹洞宗旨，並嗣其法。

其后游历诸国。宽政九年（1797），於长冈

国上山结五合庵，后於山下乙字祠畔庵居。



1214
王緝植

書法

水墨金箋 立軸

钤印： 王緝植印(朱文)、建伯(白文)

题识： 王緝植。

38.5×43.5cm 约1.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15
良 寬(1758-1831)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题识： 沙門良寬書。

说明： 附木盒

186.5×88.5cm 约14.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14】

【1215】
整体图

整体图

王缉植，清，昆山人。字建伯，

號默庵。王誌慶孫。康熙十五年（1676

年）進士。初授中書舍人。二十五年以

咨送吏部被謗革職。購得顧錫疇邸，建

別業栩園，奉繼母至孝。與盛符升及從

弟喆生輩吊古賦詩，養高樂誌。



1216
隱元隆琦(1592-1673)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臨濟正宗(朱文)、隱元(白文)

 檗立主人(白文)

题识： 黃檗隱元。

57.5×23.5cm 约1.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17
趙 光

“克己銘”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趙光之印(朱文)、蓉舫翰墨(白文)

题识： 子鶴三兄大人雅鑒趙光。

26×107.5cm 约2.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趙光，字蓉舫，雲南昆明人。嘉慶

二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禦

史、給事中，轉光祿寺少卿，五遷內閣學

士。擢兵部侍郎，調戶部。歷兼署工部、兵

部、戶部、吏部尚書。謚文恪。工詩文，書

法筆意凝練圓潤，海內知名。

【1216】

【1217】

整体图

隐元隆琦（1592-1673），明末清

初禅宗僧人。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人。

隐元曾与道者超元一起远赴日本传播

佛法，为当时日本的禅宗界临济、曹

洞二宗的复兴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

他也是日本禅宗黄檗宗的始祖以及煎

茶道的始祖。



1218
良 寬(1758-1831)

“野渡無人船自橫”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题识： 良寬書。

说明： 附雙重木盒

115.5×28.5cm 约3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218】整体图

良宽（1758-1831），日本曹洞宗僧。俗姓山

本。字曲，号大愚。越后国（新潟县）三岛郡出云

崎人。安永三年（1774），入同国尼濑光照寺，随

玄乘破了剃发受戒。七年，从备中国（冈山县）玉

岛圆通寺国仙穷究曹洞宗旨，並嗣其法。其后游历诸

国。宽政九年（1797），於长冈国上山结五合庵，后

於山下乙字祠畔庵居。



1219
董其昌(1555-1636)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董其昌(朱文)

 宗伯學士(白文)

题识： 華亭董其昌。

说明： 附木盒

121.5×54cm 约5.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20
道霈為霖(1615-1702)

書法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釋道霈印(白文)

题识： 石鼓主人道霈書。

备注： 有傷 以實物為準

138×69.5cm 约8.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19】 【1220】

整体图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

白、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

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擅画山水，师法董

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

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

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

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

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

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道霈為霖（1615-1702），清代曹

洞宗禪僧。福建省建安人。字為霖，法

諱道霈，號旅泊、非家叟。14歲在白雲

寺出家，跟隨永覺元賢禪師參道。順治

15年（1613）任福州鼓山湧泉寺第65代

住持。康熙41年（1702）圓寂，終年88

歲。著《為霖禪師還山錄》《旅泊庵稿

語錄》196卷等。



1221
良 寬(1758-1831)

良寬和尚俚謠裂

水墨紙本 立軸

说明： 附出版物複印件 附題簽木盒

15×15.5cm 约0.2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21】

整体图

良宽（1758-1831），日本曹洞宗

僧。俗姓山本。字曲，号大愚。越后国

（新潟县）三岛郡出云崎人。安永三年

（1774），入同国尼濑光照寺，随玄乘破

了剃发受戒。七年，从备中国（冈山县）

玉岛圆通寺国仙穷究曹洞宗旨，並嗣其法。

其后游历诸国。宽政九年（1797），於长冈国

上山结五合庵，后於山下乙字祠畔庵居。



1223
俞 冕

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冕印(白文)

题识： 古越俞冕。

说明： 附框

28×113cm 约2.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俞冕，順天大興（北京）人。榜

名俞長贊，字冕臣、仲思，號子襄，

芷湘。道光二十一年（1841）進士，

散館授編修。歷任會試同考官，河南

學政，翰林院侍學士，詹事府詹事，

內閣學士。工書法。

【1223】

整体图

1222
傅 山(1607-1684)

書法

水墨綾本 立軸

钤印： 傅山印(白文)、青主(朱文)

题识： 傅山書。

313.5×39.5cm 约11.1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22】

傅山（1607-1684），入清后又名

真山，山西阳曲人，一作太原人。善诗

书画。其书自篆、隶、正、草无不精。

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效，及得松雪

（赵孟俯）、香光（董其昌）墨迹，爱

其圆转流丽，稍临之遂乱真。康熙十八

年（1678）诏举鸿博，称疾固辞，有司

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既至京三十里，

以死拒不入城，乃以老病上闻。诏免试

放还。特加内阁中书。

整体图



1224
沈德潛(1673-1769)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沈德潛印(白文)、歸愚(朱文)

 御賜吳下老詩翁(朱文)

题识： 歸愚沈德潛。

37×56cm 约1.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25
鄭嘉訓(1767-1832)

“虎嘯”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鄭嘉訓(白文)、紹德堂(朱文)

 爾方(朱文)

题识： 鄭嘉訓。

说明： 附木盒

115×49cm 约5.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24】

【1225】整体图

整体图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

号归愚，江苏苏州人。乾隆四年进士。

授编修，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

士、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十四

年，以原品休致。善书法，圆润温茂，

苍健有法，为时所重。著述颇丰。

郑嘉训（1767-1832），

通称古波藏亲方，名尔方，号

泰桥，琉球国官僚、书法家。

他是19世纪琉球的代表书法

家，擅长行书和草书。今日冲

绳县和鹿儿岛县留有许多他的

笔迹。



1226
東皋心越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越頭陀印(朱文)、景雲彭身(白文)

题识： 東明心越書。

说明： 附木盒

38×56cm  约1.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27
王安石(1021-1086)

“䛦觀”書法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明窗一日百回看(朱文)

  懷煙閣陸氏珍藏書畫印(朱文)

  延齡心賞(朱文)

说明： 附鏡框 附參考資料

19.5×28.5cm  约0.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26】

【1227】

整体图 整体图



1229
道者超元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香雨齋(朱文)

  崇福山房(朱文)

题识： 道者元。

说明： 附題簽木盒 附參考資料

31.5×52cm  约1.5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28】

【1229】

整体图

整体图

1228
獨立性易(1596-1672)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遺世獨立(白文)

  天外一閒人(朱文)

  就老菴(朱文)

题识： 天閒獨立。

67×29.5cm  约1.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独立禅师（1596-1672），俗姓

戴，原名观胤，号曼公。号天外一闲

人、荷锄人。初习儒叶，兼工篆隶，

又学医术，顺治十年泛舟东渡日本，

次年受隐元影响而削发为僧，释名性

易，字独立，又号天涯戴笠人、就

庵、天外老人等，行医游禅，飘然异

国，不靳东西南北。

超元，字道者，莆田人。生

于明万曆二十七年(1599年)。出家

后，礼拜福州雪峰寺亘信禅师为

法嗣，后居住黄巷（今国欢镇黄

霞村）国欢寺。清顺治七年(1650

年)，超元东渡日本，住持日本三

大寺之一的长崎崇福寺，弘扬佛

法，创日本“盘圭禅”派。顺治

十五年(1658年)回国。著有《南山

道者禅师语录》行世。超元是莆

田第一位传法于日本的高僧，对

日本禅界所受的影响不可低估，

无 论 是 他 律 方 面 ， 或 是 自 律 方

面，在江户时代的各种禅风中，

堪称独具一格。



【1230】

1230
良  寬(1758-1831)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题识： 良寬。

说明： 附相國寺有馬賴底題簽木盒 

附參考資料複印件

37×16cm  约0.5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良宽（1758-1831），日本曹洞宗僧。

俗姓山本。字曲，号大愚。越后国（新潟

县） 三岛郡出云崎人。安永三年（1774），

入同国尼濑光照寺，随玄乘破了剃发受戒。

七年，从备中国（冈山县）玉岛圆通寺国仙

穷究曹洞宗旨，並嗣其法。其后游历诸国。宽

政九年（1797），於长冈国上山结五合庵，后

於山下乙字祠畔庵居。

整体图



1231
費隱通容(1593-1661)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釋通容印(白文)、費隱(白文)

  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白文)

题识： 臨濟三十一世徑山費隱老人。

说明： 附雙重木盒 附參考資料

109.5×36cm  约3.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32
良  寬(1758-1831)

書法

水墨紙本  鏡心

说明： 附鏡框

15×32cm  约0.4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31】

【1232】

整体图

良宽（1758-1831），日本曹洞宗

僧。俗姓山本。字曲，号大愚。越后

国（新潟县）三岛郡出云崎人。安永

三年（1774），入同国尼濑光照寺，随

玄乘破了剃发受戒。七年，从备中国

（冈山县）玉岛圆通寺国仙穷究曹洞宗

旨，並嗣其法。其后游历诸国。宽政九年

（1797），於长冈国上山结五合庵，后於

山下乙字祠畔庵居。

费隐通容（1593-1661），费隐

为其号，亦被称费隐容和尚，明末清

初临济宗僧，俗姓何。十四岁出家，

博通经论。历参无明慧经、湛然圆澄

诸师。天启二年（1622），参谒密云

圆悟，遂顿释知见，並嗣其法。其后

历住黄檗山万福禅寺、莲峰院、浙江

天宁寺、江苏超果寺等诸剎。法嗣

有：隐元隆琦等六十四人。著有《五

灯严统》、《五灯严统解惑编》、

《祖庭钳锤录》等。

整体图



1234
道者超元

“急水”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崇福山房(朱文)、香雨齋(朱文)

题识： 道者元。

说明： 附題簽木盒

25×33cm  约0.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33】

【1234】

1233
費隱通容(1593-1661)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釋通容印(白文)、費隱(白文)

  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白文)

题识： 容老人。

说明： 附題簽木盒 附題簽盒 附參考資料

135×47cm  约5.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费隐通容（1593-1661），费隐为其号，

亦被称费隐容和尚，明末清初临济宗僧，俗姓

何。十四岁出家，博通经论。历参无明慧经、

湛然圆澄诸师。天启二年（1622），参谒密云

圆悟，遂顿释知见，並嗣其法。其后历住黄檗

山万福禅寺、莲峰院、浙江天宁寺、江苏超果

寺等诸剎。法嗣有：隐元隆琦等六十四人。著

有《五灯严统》、《五灯严统解惑编》、《祖

庭钳锤录》等。

超元，字道者，莆田人。生于明万曆

二十七年(1599年)。出家后，礼拜福州雪峰

寺亘信禅师为法嗣，后居住黄巷（今国欢

镇黄霞村）国欢寺。清顺治七年(1650年)，

超元东渡日本，住持日本三大寺之一的长

崎崇福寺，弘扬佛法，创日本“盘圭禅”

派。顺治十五年(1658年)回国。康熙元年

(166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圆寂于国欢寺，

终年63岁。著有《南山道者禅师语录》行

世。超元是莆田第一位传法于日本的高

僧，对日本禅界所受的影响不可低估，无

论是他律方面，或是自律方面，在江户时

代的各种禅风中，堪称独具一格。

整体图

整体图



1235
費隱通容(1593-1661)

書法

水墨絹本  立軸

钤印： 費隱容(白文)、徑山老人(朱文)

  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白文)

题识： 徑山客書。

说明： 附題簽木盒

169.5×37cm  约5.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36
道者超元

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崇福山房(朱文)、香雨齋(朱文)

题识： 道者元。

说明： 附題簽木盒 附參考資料

29.5×50.5cm  约1.3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35】

【1236】

整体图

整体图

超元，字道者，莆田人。生

于明万曆二十七年(1599年)。出家

后，礼拜福州雪峰寺亘信禅师为

法嗣，后居住黄巷（今国欢镇黄

霞村）国欢寺。清顺治七年(1650

年)，超元东渡日本，住持日本三

大寺之一的长崎崇福寺，弘扬佛

法，创日本“盘圭禅”派。顺治

十五年(1658年)回国。康熙元年

(166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圆寂于国

欢寺，终年63岁。著有《南山道

者禅师语录》行世。超元是莆田

第一位传法于日本的高僧，对日

本禅界所受的影响不可低估，无

论是他律方面，或是自律方面，

在江户时代的各种禅风中，堪称

独具一格。

费隐通容（1593-1661），费隐为其号，

亦被称费隐容和尚，明末清初临济宗僧，俗姓

何。十四岁出家，博通经论。历参无明慧经、

湛然圆澄诸师。天启二年（1622），参谒密云

圆悟，遂顿释知见，並嗣其法。其后历住黄檗

山万福禅寺、莲峰院、浙江天宁寺、江苏超果

寺等诸剎。法嗣有：隐元隆琦等六十四人。著

有《五灯严统》、《五灯严统解惑编》、《祖

庭钳锤录》等。



1237
悅山道宗(1629-1709)

“杏林萬古春”書法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釋定珠印(白文)、悅山氏(朱文)

  清悅室(白文)

题识： 黃檗悅山書。

说明： 附題簽木盒

126×27.5cm  约3.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38
姚元之(1773-1852)

清供 四條屏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元之(朱文)

  姚氏伯印(朱文)

题识： 戊戌初秋作於象庽之小

紅鵝館，竹葉亭生姚元

之作。

173.5×45.5cm×4  约7.1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37】

【1238】

整体图

整体图

黄檗悦山（1629-1709），又称悦山道

宗，福建省泉州府人，俗姓孙，1657年东

渡，师事木菴。1661年参与黄檗经营，1670

年于山内建慈福院退休。1672年嗣法，1676

年为大阪舍利寺，西海寺开山。1705年为黄

檗山第七代住持。1707年，隐栖慈福院。



1239
夏慶荃

①戲鸚憶王圖 ②閒理如意圖 雙幅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①慶荃(白文)、香草(朱文)

  ②天淡一簾秋(朱文)、誦芬(白文)

题识： ①秣陵誦芬；②愛閒雲閣主人。

说明： 附木盒

63.5×21cm×2  约1.2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40
牧  谿（傳）

龍虎圖 雙幅

水墨絹本  立軸

说明： 附題簽木盒

116.5×61cm×2  约6.4平尺(每幅)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39】

【1240】

整体图

整体图

牧谿，俗姓李，佛名法常，号牧

溪，四川人，生卒年月不祥。善作龙

虎、人物、芦雁、杂画，枯淡山野，

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

耳。”其画笔墨淋漓，颇具禅意。遗迹

多流日本。其《远浦归帆图》真迹藏于

京都国立博物馆。其《松猿图》对日本

禅画尤有影响。甚至被评为“日本画道

的大恩人”。代表作《潇湘八景图》。



【1241】【1241】

1241
李朝民畫 共30幅

設色紙本/絹本  立軸

说明： 附參考資料

备注： 以實物為準

尺寸不一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42
①周錫元  書法  佚  名  雲氣滿山 

②佚 名 書法  華  敏 水客聯唫 雙挖 雙幅

書法：水墨絹本  立軸 畫：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①品名梅古(白文)、時囗(朱文)

  ②千古囗情真囗囗(朱文)、華敏之印(白文)

题识： ① 琦爵仁兄大人屬，周錫元，橅大癡本時

囗敏寫於汪養齋；

  ② 丁酉立冬日，溯人氏，琦爵大兄大人雅

正華敏。

26.5×39.5cm×4  约0.9平尺(每幅)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43
金  城(1878-1926)

江天春雨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北樓(白文)

题识： 吳興金城畫。

说明： 附證書 附發票

127.5×31.5cm  约3.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42】

【1243】

整体图

整体图

金城（1878-1926），中国近现代画家。字

巩北，一字拱北，原名绍城，号北楼、又号藕

湖，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於北京，1926年9月

6日卒於上海。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天性喜爱绘

画，山水花鸟皆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

辞。因没有老师传教，就在家里临摹家藏古代

名人画迹，到后来所临字画几可乱真。



1244
張士保(1805-1878)

人物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張士保印(白文)

题识： 歲在丙卯清和月中浣偶寫於芝

蘭室之南窓下，菊如張士保。

129.5×30cm  约3.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45
沈  銓(1682-1760)

花鳥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南蘋書畫(白文)

题识： 乾隆丁丑六月既望南蘋沈銓寫。

131.5×40cm  约4.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44】 【1245】

整体图 整体图

张士保（1805-1878），字鞠如，号菊如。山东掖县

（今莱州市）掖城人。清代画家、学者。1832年（道光

十二年）选为副贡生。同治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

历下李清照故居设尚志堂，遍请“齐鲁穷经之士”来济

讲学，他“巍然居首”。1878年（光绪四年），被选任

临淄教谕，卒於任上，终年73岁。

沈铨（1682-1760），字衡之，号南苹，浙江

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人。少时家贫，随父学扎纸花。20岁左右，从事绘

画，並以此为生。其画远师黄筌画派，近承明代吕

纪，工写花卉翎毛、走兽，以精密妍丽见长，也擅

长画仕女。创“南苹派”写生画，深受日人推崇，

被称为“舶来画家第一”。其绘画作品设色妍丽，

工致精丽、赋色浓艳，极尽构梁之巧。画人物得不

传之秘。注重写实，画风谨严工细，造型准确生

动。尝写《花蕊夫人宫词》为图，笔意殊极巧妙。



【1246】 【1247】

1246
吳天章

花鳥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天章之印(白文)、詔安吳氏(朱文)

  比上不足(朱文)

题识： 吳織雲擬白陽山人畫意。

说明： 附木盒

155×34.5cm  约4.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吳天章，是清初徽州休寧派的製墨高手，

尤其擅長製作集錦墨，字織雲，齋名鳳山，詔

安人。歷官縣丞、同知，善書畫詩文，長寫意

花鳥,間作山水，兼工書法、篆刻。其筆意恣

縱，墨花飛舞，妙趣橫生。他與謝穎蘇、沈瑤

池、許釣龍合稱“詔安畫派花鳥四大家”。

1247
鄒一桂(1686-1772)

秋菊雙蝶圖

設色灑金  立軸

钤印： 天恩八旬之寶(朱文)、石渠寶笈(朱文)

  寶笈重編(白文)、寶笈三編(朱文)

  宜子孫(白文)、石渠繼鑑(朱文)

  天祿繼鑑(白文)、臣一桂(白文)

  恭繪(朱文)

题识： 臣鄒一桂恭繪。

说明： 附清代原盒

99.5×44cm  约3.9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整体图 整体图

邹一桂（1686-1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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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画花卉，学恽寿平画法，风格清秀。曾作

《百花卷》，每种赋诗，一经进呈，皇上亦赐

题绝句百篇，一桂复写一卷，恭录御制於每种

之前，而书己作於后，藏於家。



整体图

1248
翁綬琪

山下村莊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翁(朱文)、鳳池清暇(白文)

题识： 甲午十一月將有關外之以裝

束征衣勿促寫此應滋泉仁兄

世大人雅令，印若弟翁綬琪

畫並識。

84×40.5cm  约3.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49
王原祁(1642-1715)

林間瀑布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王原祁印(白文)、麓臺(朱文)

题识： 康熙戊子小春倣大癡筆，麓臺王原祁。

77.5×48cm  约3.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江苏

太仓人，王时敏孙。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

人称王司农。以画供奉内廷，康熙四十四年奉旨与孙岳颁、宋骏

业等编《佩文斋书画谱》，五十六年主持绘《万寿盛典图》为康

熙帝祝寿。擅画山水，继承家法，学元四家，以黄公望为宗，喜

用干笔焦墨，层层皴擦，用笔沉着，自称笔端有金刚杵。主张

好画当在不生不熟之间，自出心裁，不受古法拘束，熟不甜，

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书卷之气盎然纸墨外。王原祁既承董

其昌及时敏之学，又受清代最高统治者之宠，山水格局面目影响

后世，弟子颇多，形成娄东派，与王时敏、王鉴、王翚合称“四

王”，加上吴历、恽寿平又称“清六家”。

【1249】

【1248】

整体图

翁绶琪，字印若，江苏吴江人。

工诗文。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后

官广西梧州、平安等。酷嗜金石、书、

画，尤精鉴古，善画山水。印摹秦、

汉，古拙中含有秀润。画法四王，进窥

宋、元妙境。着汉铜印范考。



整体图

整体图

1250
林  伯

三聖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泉石之身難老(白文)

题识： 林伯寫。

说明： 附木盒

159.5×55.5cm  约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51
秦祖永(1825-1884)

蒼渾神逸圖 橫幅

水墨紙本  鏡心

钤印： 祖永(朱文)

题识： 己巳嘉平月倣董北苑蒼渾神逸之趣

為醉軒仁兄大人疋屬，祖永並記。

说明： 附鏡框

33.5×90.5cm  约2.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50】

【1251】

秦祖永（1825-1884 ），江苏梁溪

(今无锡)人。字逸芬，又字撷芬，号桐

阴、桐阴生、逸道人、楞煙、邻煙、

邻煙外史等。道光三十年（1850年）拔

贡，曾于河南开封为官，后任广东碧甲

场盐大使。工诗古文辞，善书，而于六

法力深研究。山水以王时敏为宗而神理

並化。补图小品，逸笔点缀，颇尽妙

谛，尽擅胜场。



1252
陸潤庠 題  慈禧御筆

松鶴延年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大雅齋(朱文)

  慈禧皇太后之寶(朱文)

  鳳沼恩波(朱文)

  長春宮精鑑璽(白文)

  鑑空衡平(白文)

题识： 光緒庚寅季夏下浣御筆，

陸潤庠敬題。

127.5×66cm  约7.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53
邊壽民(1684-1752)

芭蕉葉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頤公(白文)

题识： 邊壽民。

106.5×32cm  约3.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陆润庠（1841-1915），字云

洒，又字凤石，别号固叟，江苏苏州

人。工书法，意近欧、虞。同治十三

年状元，歴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

士、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职。辛

亥革命后为溥仪师傅。

慈禧（1835-1908），即孝钦显

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

同治帝的生母。晚清重要政治人物，

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

【1252】 【1253】

整体图 整体图

边寿民（1684-1752），清代著名花

鸟画画家。初名维祺，字颐公，又字渐

僧、墨仙，号苇间居士，山阳人（今淮安

区），晚年又号苇间老民、绰翁、绰绰老

人，江苏淮安秀才。善画花鸟、蔬果和山

水，尤以画芦雁驰名江淮，有“边芦雁”

之称。其泼墨芦雁，苍浑生动，朴古奇

逸，极尽飞鸣、食宿、游泳之态。泼墨中

微带淡赭，大笔挥洒，浑厚中饶有风骨。

又善以淡墨干皴擦小品，更为佳妙。因他

画芦雁，称其所居名“苇间书屋”。他又

工诗词、精中国书法。和郑板桥、金农等

人齐名。



1254
錢家驤 題  方鏗 畫

參禪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方鏗印(白文)、致味(朱文)

  錢家驤印(朱文)

题识： 丙子三月志壺為慧根道兄寐象。

123.5×43.5cm  约4.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55
王子筠

孟浩然踏雪尋梅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松峻之印(白文)、王子筠(朱文)

题识： 甲寅春二月倣老蓮居士法王子筠。

134×34.5cm  约4.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54】 【1255】

整体图 整体图

方铿，字志壶，清末上海青浦

人。工诗文，善书画。幼嗜笔墨，

劲秀洒落。隽逸之气，令人意爽

王子筠（清），字松峻，浙江人。

光绪末年举人。工山水，兼作人物设色淡

雅，有高古气息。



1256
趙孟頫(1254-1322)

洗馬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趙孟頫印(朱文)

题识： 至正二年春三月，皇

帝洗馬於內河時稱八

駿上命承㫖，臣趙孟

頫繪圖恭呈御覽，臣

趙孟頫恭繪。

备注： 無天桿 少一個軸頭

100×52.5cm  约4.7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1257
王原祁(1642-1715)

片帆搖掛夕陽天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王原祁印(白文)

题识： 戊辰秋日麓臺王原祁。

说明： 附木盒

84×40.5cm  约3.1平尺

JPY: 20,000-40,000
RMB: 1,100-2,200

赵孟頫（1254-1322），字

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

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

孟俯。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

人。宋太祖赵匡胤的11世孙、秦

王赵德芳的嫡派子孙。赵孟俯博

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

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

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

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

称为“元人冠冕”。他亦善篆、

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

书著称於世，创“赵体”书，与

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並称

“楷书四大家”。著有《松雪斋

文集》等。
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

麓台、石师道人，江苏太仓人，王时敏

孙。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官至户部

侍郎，人称王司农。擅画山水，继承家

法，学元四家，以黄公望为宗，喜用干笔

焦墨，层层皴擦，用笔沉着，自称笔端有

金刚杵。主张好画当在不生不熟之间，自

出心裁，不受古法拘束，熟不甜，生不

涩，淡而厚，实而清，书卷之气盎然纸墨

外。王原祁既承董其昌及时敏之学，又

受清代最高统治者之宠，山水格局面目影

响后世，弟子颇多，形成娄东派，与王

时敏、王鉴、王翚合称“四王”，加上吴

历、恽寿平又称“清六家”。

【1257】【1256】

整体图



【1259】

1258
王  翬(1632-1717)

春山幽居圖

設色絹本  鏡心

钤印： 王翬(白文)、石谷(朱文)

题识： 己亥嘉平月，石谷山人王翬。

备注：以实物为准

88×103cm  约8.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59
宋  雲

春山行旅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宋雲之印(白文)、雨金(朱文)

题识： 雨金宋雲題。

107.5×38cm  约3.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王翬（1632-1717），字象文、石谷，号

臞樵、天放闲人、雪笠道人、海虞，山樵、清

晖主人、鸟目山人、耕煙外史、清晖老人、耕

煙老人、耕煙散人、剑门樵客，江苏常熟人。

画有家学，初拜张珂为师，专摹元代黄公望

的山水画。后转师王鉴，画艺大进。经王鉴推

荐，他又师王时敏。在名师的指导下，他悉心

临摹历代佳作且游历山川，画艺终登堂入室，

声誉益着。

【1258】

整体图



1260
張宗蒼(1686-1756)

山居悠閒圖

設色絹本  鏡心

钤印： 臣張宗蒼(朱文)、恭畫(朱文)

题识： 篁村張宗蒼謹畫。

214×53.5cm  约10.3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61
佚  名

深山茅屋圖 橫幅

設色紙本  鏡心

说明： 附鏡框

30×60cm  约1.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张宗苍（1686-1756），字默

存，一字墨岑，号篁村、蔗翁、

太湖渔人，晚称瘦竹，江苏吴县

人。学画於娄东派的黄鼎，对倪

瓒、黄公望心领神会，擅长淡墨

干皴和焦墨点簇。

【1260】

【1261】

整体图



1262
錢  載(1708-1793)

秋菊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錢載(白文)、籜石書畫(白文)

  萬松居士(朱、白文)

  慈溪韓氏桐花僊館珍藏(朱文)

题识： 辛亥上元後日寫於枕流齋，八十四歲

老人錢載。

軸頭收藏印：虛明軒(白文)、瑕丰秘笈(朱文)

        友永敏匡(白文)

说明： 附木盒

67.5×31.5cm  约1.9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萚石，又

号匏尊，晚号万松居士、百幅老人，秀水（今浙

江嘉兴）人，清朝官吏、诗人、书画家。乾隆

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授内阁

学士兼礼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四库全书》总

纂，山东学政。官至二品，而家道清贫，晚年卖

画为生。工诗文精画，善水墨，尤工兰竹，著有

《石斋诗文集》。钱载为乾嘉年间秀水诗派的代

表诗人。

【1262】整体图



1263
王  翬(1632-1717)

山水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王翬之印(白文)

题识： 癸酉秋九月倣唐解元筆意，耕煙散

人王翬。

说明： 附題簽木盒

109.5×57.5cm  约5.7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王翬（1632-1717），字象文、石谷，号臞

樵、天放闲人、雪笠道人、海虞，山樵、清晖

主人、鸟目山人、耕煙外史、清晖老人、耕煙

老人、耕煙散人、剑门樵客，江苏常熟人。画

有家学，初拜张珂为师，专摹元代黄公望的山

水画。后转师王鉴，画艺大进。经王鉴推荐，

他又师王时敏。在名师的指导下，他悉心临摹

历代佳作且游历山川，画艺终登堂入室，声誉

益着。

【1263】整体图



1264
董其昌 題

雲岫響石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其昌之印(朱文)、倉碩(白文)

  朱鷺(白文)、並齋(朱文)

题识： 董其昌，髤道人。

说明： 附木盒

129.5×27cm  约3.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65
張賜寧(1743-1818)

荷塘清韻 橫幅

設色紙本

钤印： 桂崖(朱文)、賜寧(朱文)

说明： 附作者簡介

96.5×178cm  约15.5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張賜寧（1743-1818），

字坤一，號桂巖，清代畫家，

直隸滄州（今河北滄縣）人。

初遊京師與羅聘齊名，為南通

州判官。曾僑居揚州。書齋名

“十三峰草堂”，故亦稱他為

“十三峰”。官江蘇南通州管

河州判及邵伯巡檢。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

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

桥）人，明代书画家。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

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

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

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

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

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

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1264】

【1265】

整体图

整体图



1266
李  鱓(1686-1756)

老松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復堂(白文)

题识： 乾隆五年前二月復堂李鱓寫。

说明： 附木盒

23.5×31.5cm  约0.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李鱓（1686-1756），字宗扬，号

复堂，别号懊道人、墨磨人，江苏扬州

府兴化人，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第六世

孙。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李

鱓工诗文书画。曾随蒋廷锡、学画。后

受石涛影响，擅花卉、竹石、松柏，早

年画风工细严谨，颇有法度。中年画风

始变，转入粗笔写意，挥洒泼辣，气势

充沛，对晚清花鸟画有较大影响。

【1266】

整体图



1267
譚洪范

墨竹 橫幅

水墨紙本

钤印： 譚洪范印(白文)、野漁(白文)

  畫外(白文)、清時畫史(白文)

题识： 虞廷大兄先生清拂一囗譚洪范。

说明： 附作者簡介

107×188cm  约18.1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譚洪范，字獻廷，又字易亭，

號野漁。安徽省壽州（一作毫州，

即今毫縣）人，活動於咸豐之光緒

年間，是一名著名畫家。諸生。工

花卉，尤善畫竹。初學畫折枝竹，

以燈光照影為之。遂悟其法，無不

入妙。

1268
陳  淳 題  胡庭暉

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詩意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陳淳之印(白文)

  陳氏道復(白文)

  庭暉(白文)

题识： 白陽山人題，大德三年

夏月，吳興胡庭暉。

212.5×105cm  约20.1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陳淳（1483-1544），字道復，後

以字行，更字復甫，號白陽，又號白陽

山人，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明代繪

畫大師。經學、古文、詩詞、書法、繪

畫咸臻其妙。善詞翰，尤工草篆，筆法

灑脫。畫師文徵明，並以宋元為法。善

畫花卉，偶作山水，皴法極簡潔。畫花

卉淡墨欹毫，極盡疏斜歷亂之致。

胡庭暉，生卒不詳，吳興（今浙江

湖州）人，元代畫家，與趙孟頫同里。

畫青綠山水及花鳥，甚精密，尤善補

畫，技藝高超。嘗作《白雲出岫圖》，

著錄於《靜居集》；《紅槿花圖》、

《素馨花圖》、《雁來紅圖》等，著錄

於《繪事備考》；《草亭對弈圖》、

《青綠春山圖》，著錄於《吳其貞書畫

記》。傳世作品有龍舟奪標圖軸，圖錄

於《中國歷代名畫集》。

【1267】

【1268】整体图

整体图



1269
翰碧潭

蓬萊山居圖

設色綾本  立軸

钤印： 翰白顯屏(朱文)、碧潭(白文)

题识： 山高有僊水深有龍蓬萊閬苑更上一重。

说明： 附木盒

169.5×41.5cm  约6.3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269】整体图



整体图 整体图

1270
陸  治(1496-1576)

秋山村居圖

設色絹本  鏡心

钤印：�陸治之印(白文)

� 百日一山十日一水(朱文)

说明：�附鏡框

120×41cm� 约4.4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1271
彭  年

松鶴延年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子壽(朱文)、惟靜故壽(朱文)

题识：�春亭十七兄大人鑒正，時壬寅

秋九月子壽弟彭年寫。

说明：�附木盒

127×59.5cm� 约6.8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70】 【1271】

陆治（1496-1576），明代画家。吴县（今江苏苏

州）人，字叔平，因居包山，自号包山。倜傥嗜义，以

孝友称。好为诗及古文辞，善行、楷，尤心通绘事。游祝

允明、文征明门，其于丹青之学，务出其胸中奇，一时好

称，几与文埒。工写生得徐、黄遗意。点染花鸟竹石，往

往天造。山水受吴门派影响，也吸取宋代院体和青绿山水

之长，用笔劲峭，景色奇险，意境清朗，自具风格，在吴

门派画家中具有一定新意，与陈淳並重于世。晚年贫甚，

衣处士服，隐支硎山，种菊自赏。有贵官子因所知某以画

请，作数幅答之。其人厚其贽币以谢。治曰：吾为所知非

为贫也。立却之。求其画者，请之而强必不可得，不请之

乃或可得。卒年八十一。



整体图 整体图

1272
郎世寧(1688-1766)

雙兔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臣世寧(白文)

� 恭畫(朱文)

� 天恩八旬之寶(朱文)

� 宜子孫(白文)

� 寶笈三編(朱文)天

� 祿繼鑑(白文)

� 寶笈重編(白文)

题识：�臣郎世寧恭繪。

98.5×53.5cm� 约4.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73
孫紹修 題  周  炳

墨荷圖

水墨紙本� 立軸

�書：孫紹修印(白文)

畫：小筠(白文)

�書：懼齋孫紹修拜稿；

畫：周炳。

说明：�附木盒

書：25×40cm� 约0.9平尺

畫：83.5×40cm� 约3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周炳，字斗山，湖北蒲圻人。

官浙江同知。

【1272】 【1273】



1274
翟大坤(?-1804)

坐亭遠看圖

水墨絹本� 立軸

钤印：�翟大坤(白文)、子厚(朱文)

题识：�擬米元章筆意，雲屏翟大坤。

备注：�少一個軸頭

129.5×39cm� 约4.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75
李  詁

崖下高士圖

設色紙本  鏡心

钤印：�順南李詁(白文)

题识：�歲在癸至嘉平月中浣作畫為

馮祥仁兄鑒，仰亭李詁。

86×39cm� 约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74】 【1275】

整体图

翟大坤（?-1804），字子垢，号云屏、从病

耳、无闻子，本籍浙江嘉兴人，寄居吴门（今

江苏苏州）。性萧散好书、画，书学十七帖、孙

过庭。山水兼宗宋、元，下笔深秀，奄有诸家之

长。任意挥洒，皆成妙构。于倪、沈尤合度。写

生亦得沈周、陈淳遗意。间作墨竹巨幅，亦绝

妙。其沙访友图最工。故宫博物院藏有其乾隆

三十七年（1772年）作秋林曳杖扇。

李诂，清，字仰亭，昆明布

衣。杨畹亭弟子，见古名画辄临

摹，几逼真，後遂以老画师名。

嘉庆二十三年绘诸夷人图，神采

酷肖，称善本。



1276
王  翬(1632-1717)

山川佳氣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王翬(白文)

� 石谷子(朱文)

� 錢塘許氏珍藏(朱文)

� 西昌襄氏家藏(白文)

题识：�康熙歲次丁卯夏五月

師 古 人 筆 法 得 此 小

幀，烏目山人王翬。

说明：�附木盒

80.5×46cm� 约3.3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77
包世臣 題  王學浩

松蔭對論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慎伯(白文)、椒畦(朱文)

� 胡園秘玩(白文)

题识：�安吳包世臣記，辛酉冬日倣北苑

法於吳門寒碧莊之尋真閣，杏江

二兄先生正之，椒畦王學浩。

91.5×40.5cm� 约3.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76】

【1277】

整体图

整体图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一

字诚伯，号倦翁、慎斋、小倦游阁外史，

安徽泾县人。1810年移家扬州。嘉庆十三

年举人。工书法、篆刻，为邓石如入室弟

子，得邓派真传，尤精行、草、隶书，为

时所重。

王学浩（1754-1832），字孟养，号椒

畦，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

举人。为人恬澹旷适，绝意干禄。遍历

燕、秦、楚、粤。山水得原祁正传，结体

精微，笔力苍古。着有《山南论画》，立

论精当。于书无不工，篆、隶古劲，直接

秦、汉而不自谓能。真书从欧入褚，晚探

二王秘。



1278
蔡  嘉(1686-1779后)

翠疊重山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松原(白文)

题识：�丁卯夏四月，松原蔡嘉。

备注：�少一個軸頭

154×45cm� 约6.2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79
戴  熙(1801-1860)

山水 橫幅

水墨絹本� 鏡心

钤印：�戴熙(白文)、醇士(朱文)

题识：�道光丙辰冬月，醇士戴熙。

说明：�附框

23×201cm� 约4.2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78】

【1279】

整体图

戴熙（1801-1860），清代官员、画家。钱

塘（今浙江杭州）人，字醇士（一作莼溪），

号榆庵、松屏，别号鹿床居士（一作樚床）、

井东居士。道光十一年（1831）进士，十二年

（1832）翰林，官至兵部侍郎，后引疾归，曾在

崇文书院任主讲。工诗书，善绘事。四王以后的

山水画大家，被誉为“四王后劲”，与清代画家

汤贻汾齐名。山水早年师法王翚，进而摹拟宋元

诸大家，对於王蒙、吴镇两家笔意更有所得。晚

年观摩巨然真迹，在用墨方面有深切的领会。道

光时宫廷书画多出於其手。又能画花鸟、人物，

以及梅竹石，笔墨皆隽妙。

整体图

蔡嘉(1686-1779后)，字松原，一字岑州，

号雪堂，一号旅亭，又号朱方老民，清朝江苏丹

阳人，侨居扬州。所居曰高寒旧馆。与高翔、汪

士慎、朱冕为诗画友。花卉、山石、翎毛、虫鱼

乐逸品，尤善青绿山水。尝画扇面豆棚闲话图，

村落溪山，茅屋里舍，人物须眉，神理真足。善

诗，工草书。倪璨(1764－1841）曰：嘉幼习银

工，不屑就，弃而学画。年未三十，即得名。著

松原题跋。乾隆四年（一七三九）作山水图，现

在日本，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作听泉图。（扬

州画舫录、扬州画苑录、清画家诗史、肥遁庐名

人山水册、画人补遗）



整体图

整体图

1280
佚  名

牡丹雙雀圖

設色絹本� 立軸

35×33cm� 约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81

佚  名

墨竹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東陽(朱文)

� 廣陰(朱文)

� 醫倘(朱文)

90.5×48cm� 约3.9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80】

【1281】



1282
王道亨

百鹿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题识：�政和三年癸巳春三月師，忘機隱士筆

意於永康寓所，逸民王道亨。

说明：�附舊裝裱題簽

备注：�無軸頭�

147.5×92cm� 约12.2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王道亨，北宋時期畫家、詞人。字逸民，

初為僧，名紹祖。郫（今四川郫縣）人。大觀

（1170至1110年）間置畫學 ，道亨入學，試官

以“蝴蝶夢中家萬裏，杜鵑枝上月三更”二句為

題。乃畫蘇武牧羊於北海，被氈枕節而臥，雙蝶

飛揚其上。又畫林木扶疎上有子規，月正當中，

木影在地，果入首選。宋徽宗命為畫家錄。

1283
佚  名

撫琴鶴舞圖

設色絹本� 立軸

说明：�附木盒

备注：�無軸頭

115.5×49.5cm� 约5.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82】

【1283】

整体图

整体图



1284
張  紳 題  王  蒙

高松寒泉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王蒙印(白文)、張紳私印(白文)

� 雲門山房(朱文)、臣犖(朱、白文)

� 唐氏家藏(白文)

题识：�黃鶴山中人王蒙並題，高郡張紳題

於雲門山房。

说明：�附木盒

128×32.5cm� 约3.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85
文徵明(1470-1559)

消夏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徵仲父印(白文)、衡山(朱文)

� 李氏珍藏(白文)、公博鑒藏(朱文)

题识：�嘉靖丁巳夏五月畫於玉蘭堂。

说明：�附木盒

130×57cm� 约6.7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1284】 【1285】

整体图 整体图

张绅，字士行，一字仲绅，元代末期胶

州人（（宣统）《山东通志·艺文志》于其

著《法书通释》下云绅为登州人）。元至正

七年（1347年）与弟经、缉同领乡荐。张咏

乖崖之孙。

王蒙（1308-1385），元代著名画家，

字叔明（一作叔铭），晚年居黄鹤山，号黄

鹤山樵。又自称香光居士。浙江湖州（今吴

兴）人。王蒙是元初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外

甥，出身书画世家，曾一度任官。绘画主要

师法董、巨，与倪瓒、黄公望、吴镇齐名並

有交往，后人称“元四家”。



1286
袁  瑛

春色悠然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袁(朱文)、瑛(白文)

题识：�壬辰三月中澣二峯袁瑛。

124×49cm� 约5.5平尺

JPY: 100,000-200,000
RMB: 5,500-11,000

1287
仇  英(1498-1552)

天人樓閣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十州(朱文)、仇英之印(白文)

题识：�仇英製。

说明：�附木盒

97×35.5cm� 约3.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86】 【1287】

整体图 整体图

仇英（1498-1552），字实父，号

十洲，明代著名画家，汉族，江苏太仓

人。后移居吴县。擅画人物，尤长仕

女，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

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或圆转流

美，或劲丽艳爽。偶作花鸟，亦明丽有

致。与沈周、文征明、唐寅並称为“明

四家”。

袁瑛，字近华，号二峰，元和（今

江苏苏州）人。钺侄。童时侍其叔习山

水，既长从徐北山学花卉，写意之笔，

颇有骨力。居京师四十年，后官粤东开

平县沙冈司，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

归隐葑溪，筑赐诗堂以居。



1288
江稼圃

墨梅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江大來印(白文)、稼圃(朱文)

题识：�嘉慶乙丑桃月寫於長嵜山之瞻雲樓稼

圃，文化甲戌八月廿七日摸成寓畫齋

收藏囗堂。

说明：�附木盒

130.5×36cm� 约4.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89
王  鑑(1598-1677)

秋溪小隱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王鑑(朱、白文)

题识：�甲寅冬日寫邵曉。

说明：�附題簽木盒

109×31cm� 约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88】 【1289】

江稼圃，生殁年不祥，

清乾隆时代临安（浙江省）

人、名泰交、字大来，於

1804年赴日，与伊孚九、张

秋谷、费晴湖並称渡日四大

家，日本名画家管井梅关、

日高铁岭、木下逸云曾受教

其门下。

王鑑（1598-1677），字元照，一字

圆照，号湘碧，又号香庵主，江南太仓

人，明末清初画家，“四王”之一。工

画，早年由董其昌亲自传授，董其昌向

王鉴表示“学画唯多仿古人”，“时从

董宗伯、王奉常游，得见宋元诸名公墨

迹”，与同族王时敏齐名，王时敏曾题

王鑑画云：“廉州画出入宋元，士气作

家俱备，一时鲜有敌手”。

整体图 整体图



1290
崔  白(1004-1088)

谿柳茀菉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項(朱文)、皇六子印(白文)

� 匏菴(朱文)、績溪胡澍川沙

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

之謙同時審定印(白文)

� 梅鹤草堂林遵氏印记(朱文)

题识：�崔白。

題簽：二金蜨堂藏珍品鄭齋題

119×65.5cm� 约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291
閔  貞(1730-1788)

題壁圖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閔貞(白文)、正齋(朱文)

� 蓼塘居士(朱、白文)

� 寶觚樓考藏金石書畫之記(朱文)

� 昆臣過目(白文)

� 倫敘堂珍藏(朱文)

� 李燦印(白文)、雲亭(朱文)

� 近水齋(朱文)

题识：�閔貞畫。

117.5×57.5cm� 约6.1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1290】

【1291】

整体图

闵贞（1730-1788），字正

斋，湖北武穴人，扬州八怪之一。

其画学明代吴伟，善画山水、人

物、花鸟，多作写意，笔墨奇纵，

偶有工笔之作。人物画最具特色，

线条简练自然，形神逼肖。传世作

品有《蕉石图》、《花卉图》等。



【1292】

1292
李世倬(1687-1770)

春遊晚歸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天濤(朱文)、世倬(白文)

题识：�李世倬臨。

117.5×66cm� 约7平尺

JPY: 500,000-800,000
RMB: 27,500-44,000

全幅寫黃昏夜幕低垂之際，主僕四人春遊歸來場景。畫面筆致秀雋，

烘染細膩，色調蒼古沉森，人物情態生動形象，邊角式佈局類南宋馬遠

《踏歌圖》，取意則源自宋人、明初戴進及明中期仇英等人開啟的“春遊

晚歸”主題。

本作設色絹本立軸，為清初李世倬(1687-1770)所作，署款“李世倬

臨”，鈐印“天濤”(朱文)、“世倬”(白文)。李世倬出身世家，官至左副

都御史，與輔國公永璥有詩畫交往。少時隨父宦遊江南，受王翬畫學講論

影響，與青綠山水畫家馬昂(退山)交遊甚密，並悟吳道子人物畫法門及得舅

氏高其佩指畫親授，宗法純正，工寫兼擅。今故宮博物院藏有其《清舒山

館圖》《皋塗精舍圖軸》等作品。是作據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仇英《春遊

晚歸圖》而作，然人物刻畫別具逸氣精神，設色似更古雅精謹，尤其是夜

色渲染極見幽微。

拍賣紀錄參考：

1. 夏山行旅圖，立軸 絹本設色拍賣成交价格：RMB 268,800，中貿聖佳

十五週年慶典藝術品拍賣會，2009年10月18日。

2. 溪山清遠，立軸 水墨紙本，拍賣成交價格：RMB 287,500，中貿聖佳

2015秋季拍賣會，2015年11月22日。

3. 寒梅，立軸 設色紙本，拍賣成交價格：RMB 345,000，中國嘉德2013

春季拍賣會，2013年5月13日。

4. 雪景山水，立軸 設色紙本，拍賣成交價格：RMB 437,000，江蘇滄海

2012秋季拍賣會，2012年12月20日。



整体图



1294
黃  鉞(1750-1841)

煙雨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臣(朱文)、黃戉(白文)

题识： 臣黃鉞恭畫。

126.5×31.5cm  约3.6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94】

整体图

黄钺（1750-1841），字左田，一字左军，号

左君，安徽当涂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

官户部尚书，谥勤敏。工诗文、书画。善山水，所

作层峦叠嶂，不使人一览而尽，深得其乡萧云从遗

韵，晚年专学王原祁，笔更苍厚。兼善花卉，尤长

画梅。进呈画幅，每邀御赏，与董邦达时称董黄。

内府所藏名迹俱经其鉴定，一时士大夫好六法者多

执贽其门。年九十余，目失明，自号盲左，犹能作

书。摹印师承秦汉，秀妩中具刚劲之致。著《左田

诗钞》、《左田画友录》、《画品》。

1293
許榮勛(1875-1908)

秋影煙痕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許(朱文)、心唵(朱文)、勛(朱文)

题识： 寫宋人句，希齋逸史擬元天游生

荒寒之筆於蠖園。

说明： 附火漆

81×28.5cm  约2.1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293】

整体图

许荣勛（1875-1908），

字 欣 庵 ， 别 署 希 斋 逸 史 ，

浙 江 绍 兴 人 ， 居 杭 州 。 善

书画。书法二王，画宗宋、

元。后喜仿戴熙，可乱真。

初习人物，晚专攻山水，亦

能花鸟。



1295
藍  瑛(1585-1664)

松下高士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藍瑛(白文)、曾園鑒賞(朱文)

  李氏受吾廬考藏書畫記(朱文)

题识： 仿宋人畫法，蜨叟藍瑛。

118.5×46.5cm  约5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96
陳洪綬(1599-1652)

溪山幽居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養心殿鑒藏寶(朱文)、蓮子(朱文)

  李氏受吾廬收藏書畫記(朱文)

  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柯庭鑒定(白文)

题识： 陳洪綬。

备注： 少一個軸頭

169×49.5cm  约7.5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95】 【1296】

整体图 整体图

陈洪绶（1599-1652），明末清初著名书

画家、诗人。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

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又号

悔僧、云门僧。汉族，浙江绍兴府诸暨县（今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人。一生以画见

长，尤工人物画，与顺天崔子忠齐名，号称

“南陈北崔”，人谓其人物画成就“力量气

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

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当代国际学者推尊他

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

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

蓝瑛（1585-1664），明代画家。

字田叔，人物画像号蝶叟，晚号石头

陀、山公、万篆阿主者、西湖研民。

又号东郭老农，所居榜额曰“城曲茅

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浙派

后期代表画家之一。工书善画，长于山

水、花鸟、梅竹，尤以山水著名。其山

水法宗宋元，又能自成一家。师画家沈

周，落笔秀润，临摹唐、宋、元诸家，

师黄公望尤为致力。晚年笔力蓊苍劲，

气象峻，与文征明、沈周並重。



1297
文  嘉(1501-1583)

泛舟游趣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文嘉之印(白文)、休承子(朱文)

题识： 丁卯冬日休承子文嘉。

143×43.5cm  约5.6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98
唐  寅(1470-1523)

煮茶圖

設色絹本  立軸

钤印： 鈐印漫漶不識

题识： 吳趨唐寅。

118.5×52cm  约5.5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97】 【1298】

整体图 整体图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又字子畏，

以字行，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

逃禅仙吏等，吴县吴趋里人。明朝著名的画

家、诗人。唐寅玩世不恭而又才华横溢，诗文

擅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並称“吴中

四才子”（即民间所说“江南四大才子”），

画名更着，与沈周、文征明、仇英並称“吴门

四家”，又称为“明四家”。擅山水、人物、

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

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复，以小斧劈

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

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

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

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

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於水墨写意，洒

脱随意，格调秀逸。

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明

湖广衡山人，系籍长州（今江苏苏州）。文征明

仲子。吴门派代表画家。初为乌程训导，后为和

州学正。能诗，工书，小楷清劲，亦善行书。精

于鉴别古书画，工石刻，为明一代之冠。画得征

明一体，善画山水，笔法清脆，颇近倪瓒，着色

山水具幽澹之致，间仿王蒙皴染，亦颇秀润，兼

作花卉。明人王世贞评：“其书不能如兄，而画

得待诏（文征明）一体。”詹景凤亦云：“嘉小

楷轻清劲爽，宛如瘦鹤，稍大便疏散不结束，径

寸行书亦然，皆不逮父。”



1300
奚  岡(1746-1803)

雨窗寫寄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奚岡之印(朱、白文)

  蒙泉外史(白文)

  用松圓墨(白文)

  虞山蔣氏燕園書畫記(朱文)

题识： 乙卯仲春冬花庵雨窗寫寄伯

生大兄雅鑒，鐵生奚岡。

131.5×34cm  约4平尺

JPY: 60,000-120,000
RMB: 3,300-6,600

【1300】

整体图

奚冈（1746-1803），清代篆刻家、书画家。

原名钢，字铁生、纯章，号萝龛、蝶野子，别号鹤

渚生、蒙泉外史、蒙道士、奚道士、散木居士、冬

花庵主，原籍歙县（今属安徽），一作黟县（今属

安徽），寓浙江杭州西湖。不应科举，寄情诗画，

山水花石，逸韵超隽。曾游日本，名噪海外。乾隆

时，征孝廉方正，辞不就。刻印宗秦、汉，与丁

敬、黄易、蒋仁齐名，号西泠四大家。並与陈豫

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合称西泠八家。奚冈，

工书法，擅篆刻治印，宗秦汉，9岁就能隶书，后

来行、草、篆、隶，无一不精，而以绘画名於世。

他的山水画潇洒自得，花卉兰竹超逸脱俗。师法丁

敬，並有发展，风格清隽，为浙派印人之杰出者。

与丁敬、黄易、蒋仁齐名，为杭郡四名家。

1299
馬  麐

行旅望鶴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尹簡堂家藏書畫之章(朱文)

  大明安楚昭勇將軍李氏珍玩(朱文)

  廷雍家藏書畫(朱文)

  楊氏家藏(朱文)

题识： 馬麐。

題簽：光緒丙戌年仲秋廷雍題簽 廷雍家

藏書畫(朱文)

说明： 附題簽木盒

96.5×44.5cm  约3.9平尺

JPY: 200,000-400,000
RMB: 11,000-22,000

【1299】

整体图



1301
張  穀

高士出行

設色金箋 立軸

钤印： 張穀(白文)、公綺(朱文)

题识： 乙巳嘉平月寫祝，詞兄

十初度，張穀。

74.5×39cm  约2.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302
屠  倬

待客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屠倬(白文)、琴塢(白文)

题识： 琴塢屠倬。

说明： 附木盒

112×41.5cm  约4.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01】 【1302】

整体图整体图



1303
顧  嵒(1872-1940)

歲寒勁節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吳江顧碞(白文)

题识： 乙亥冬墨畦呵凍。

说明： 附簽

79×35cm  约2.5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04
黃  綬

夏山欲雨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黃綬之印(白文)、晉封(朱文)

题识： 上歲執徐仲呂月摹宋米友仁筆秋露。

163×41cm  约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03】 【1304】

整体图 整体图

顾嵒（1872-1940），名碞，字墨

畦，一字品石，别号南塘旧隐、畏磊山

民，吴江八尺人。早年寓居苏州，为同

邑陆廉夫高足，与沈蕴石、刘陌青、

沈研荷齐称陆门早期四弟子。能诗词、

通文辞，尤擅书画。作山水，笔意追宗

元代四家及明代沈石田、董其昌法。用

笔浑朴沉雄，画气清澈明净，丘壑布置

稳妥，设色朗洁可爱。晚年喜写巨幅长

卷，並题以自作长诗，生机勃勃，颇有

气势；书法圆劲流畅，沉雄恣肆，大气

磅礴，独往独来。尤其古籀、行楷，为

世所重，深得汉魏六朝晋唐各家堂奥。



1306
佚  名

鯉魚圖

設色絹本  立軸

说明： 附木盒

106×52cm  约5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306】

整体图

1305
鄭文焯(1856-1918)

達摩授經圖 指畫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補梅指墨(白文)

题识： 辛己秋大梁月瘦碧生指墨。

56.5×33cm  约1.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05】 整体图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

小坡，又号叔问等，自号江南退士，别

号瘦碧、冷红词客、大鹤山人等，山东

高密人。曾任内阁中书，后在苏州授学

于存古学堂。晚岁以业医卖画为生。精

通音律，为晚清著名词人，兼擅书画、

金石、医学。



1307
佚  名

水月觀音像

水墨絹本  立軸

75×30cm  约2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08
佚  名(唐代)

藥師淨土脇士像

設色紙本  立軸

题识： 法隆寺金堂壁畫藥師淨土脇

士，京都帝室博物館藏。

162×53cm  约7.7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07】 【1308】

整体图 整体图



1309
無準師范(1179-1249)

蘆葉達摩圖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佛鑑禪師(朱文)、無準(朱文)

题识： 徑山師范拜手。

说明： 附木盒

备注： 少一個軸頭

81×36.5cm  约2.7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310
林道春

達摩像

水墨紙本  立軸

钤印： 梅關(白文)

题识： 林道春。

103×32cm  约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09】 【1310】

整体图 整体图



1311
唐代

阿彌陀佛聖眾來迎圖 佛畫

設色絹本 鏡心

说明： 附鏡框

83×56cm  约4.2平尺

JPY: 300,000-500,000
RMB: 16,500-27,500

【1311】

整体图

公元5-6世纪，净土宗在中国兴起，到唐代，阿弥陀佛的信仰已相当流行。传说净土宗

的善导大师，就在长安附近的寺庙里造有大量阿弥陀佛经变画。敦煌壁画中也出现了壮丽精

美的阿弥陀佛造像。本幅绢本立轴阿弥陀佛圣众来迎图，也是唐代净土宗美术的典型样式。

来迎图的作用主要是为在念佛行人临命终时作观想和引导。图中根据《观经》上品上生章的

内容，绘制了阿弥陀佛与无量大众二十五菩萨前来接引亡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场面。

阿弥陀佛，梵文Amita Buddha，意无量光、无量寿，故又称无量寿佛、无量光佛，简称

弥陀。系西方极乐世界之教主，于彼国土说法，接引念佛之人，往生西方净土。据《观无量

寿经》，佛身金色，眉间白毫宛转右旋，眼睛似海水澄澈，遍照十方世界，摄取念佛之众

生。其相式常见有坐像和立像两种，手印以接引（来迎）印为常式。据《观无量寿经》，阿

弥陀佛接引（来迎）印分上、中、下三品，各品又分之为三，总有九种印式。佛之常随菩萨

左侍为观音菩萨，右侍为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



【1312部分】

1312整体图

1312
朱  沆

羅漢十八身之像 共18幅

設色紙本  立軸

钤印： 朱沆之印(白文)、浣岳(朱文)

  壺天風月(白文)

题识： 1.第一賓度羅墮闍尊者；

  2.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3.第三跋釐墮闍尊者；

  4.第四蘇頻陀尊者；

  5.第五諾誆羅尊者；

  6.第六跋陀羅尊者；

  7.第七迦哩迦尊者；

  8.第八伐闍羅弗多羅尊者；

  9.第九戍博迦尊者；

  10.第十羅怙羅尊者；

  11.第十一半託迦尊者；

  12.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道光二十二年

秋八月既望淮陰古郡朱沆敬識，真；

  13.第十三因竭陀尊者；

  14.第十四伐羅婆斯尊者；

  15.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16.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17.第十七慶友尊者；

  18.第十八賓頭廬上座尊者。

说明： 附題簽木盒

备注：以实物为准

145×78.5cm×18  约10.2平尺(每幅)

JPY: 300,000-500,000
RMB: 16,500-27,500

朱沆，清，字达夫，号浣岳，一作完岳，一号浣芳，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籍，浙江

绍兴人。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任两淮泰州分司。性豪纵，喜观剧。善狂草，兴酣落笔，

几欲夺索靖之席。善画水墨人物，腴润有骨。山水下笔风捷，尤宜大幅。兼工画马，曾写八骏

图巨幛。纵逸雄伟，脱去时史蹊径，应推北地第一手。性喜画壁，扬州桃花庵、香阜寺、万寿

寺，或人物或马尤妙。城南真一堂既写离骚十二幅。又于黄鹤楼壁画十弟子，极有风骨。亦长

墨竹，浑灏淋漓，魄力极大，得鲁孔孙遗韵。乾、嘉以来，罕有其匹。



1314
佚  名

觀音像

水墨絹本  立軸

92×56cm  约4.6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13
佚  名

觀音像

水墨絹本  立軸

说明： 附木盒 附參考資料

53.5×33.5cm  约1.6平尺

JPY: 50,000-80,000
RMB: 2,800-4,400

【1313】
【1314】

整体图
整体图



1316
佚  名

布袋和尚像

設色絹本  立軸

说明： 附木盒

87×29cm  约2.3平尺

JPY: 30,000-50,000
RMB: 1,700-2,800

【1316】

整体图

1315
佚  名

不動明王尊像

設色絹本  立軸

说明： 附雙重木盒

130.5×65.5cm  约7.7平尺

JPY: 80,000-150,000
RMB: 4,400-8,300

【1315】

整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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