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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宮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

嵇若昕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提　　要

本文除引言外分四節論述清代康、雍、乾、嘉四朝宮廷牙匠及其作品，即：

一、宮廷牙雕作坊、二、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宮廷牙匠、三、盛清宮廷

牙匠作品舉隅、四、結語。文中依據文獻詳略不同，以雍正、乾隆二朝為主，並

以乾隆朝為重心，康熙末期與嘉慶朝者僅略論述之。

目前已知此四朝宮廷牙匠至少三十二人，五人是北匠，其餘皆屬南匠。後者

又分成兩個群體，一來自江南，最少有十四人；另一來自廣東，有十三人。十八

世紀初期（1700-1735）宮廷牙匠多來自江南地區，乾隆五年（1740）左右逐漸

改變，乾隆十年（1745）以後的宮廷牙匠主要來自廣東。

清代牙雕工藝分成南北兩派，十八世紀北派的宮廷牙雕作坊因匠役來源不

同，在原有基礎上融入了江南與廣東地區的牙雕工藝特色，遂在當時牙雕藝術上

居領導地位。

關鍵詞：內務府造辦處、造辦處、活計檔、南匠、北匠、宮廷牙匠



一、引　　言

中國象牙雕刻工藝源遠流長，降及清代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學界多劃分成

南北兩派，北派指北京民間作坊和宮廷造辦處牙雕作坊，以保持象牙本色為特

點，注重磨工；南派也稱廣派，作坊主要在廣州一帶，側重雕工，講究漂白，多

以質白瑩潤、刀鋒裸露、精鏤細刻、玲瓏剔透見長，
1
牙絲編綴更是其絕活。關

於後者之成就，近人已曾概述，
2
至於所謂北派象牙雕刻工藝，實有進一步分析

之必要。

北派象牙雕刻工藝雖然被分成北京民間作坊與宮廷造辦處牙雕作坊，實際上

需分成前後兩期討論。由於內務府造辦處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方始設置作

坊，故而宮廷象牙雕刻工藝自十八世紀初始具規模，北派象牙雕刻工藝亦應始自

十八世紀，此時以宮廷造辦處為中心，十九世紀者則是民間作坊的天下。雖然如

此，雍正與乾隆兩朝，宮廷內的牙雕工藝因為皇帝品味的變化，由原來偏重蘇州

地區（或可擴大為江南地區）的藝術風格，逐漸轉向廣東地區的藝術風格，
3
故

而除了來自廣東地區的牙匠影響北派象牙雕刻工藝外，因為來自江南的雕刻匠役

也曾在康熙、雍正兩朝與乾隆初期的宮廷造辦處牙雕作坊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故也一定程度影響了北派象牙雕刻工藝。如此一來，十八世紀有那些牙匠曾

在紫禁城內服務，其來自於何處？工作內容為何？有何事蹟或作品傳世？這些都

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自古以來，囿於社會價值因素，雖然傳世或出土的古代匠役作品甚夥，但是

這些匠役生平事蹟往往不見於史冊。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工匠的社會地位逐漸

提昇，明代某些技藝超群的匠役受到皇帝的賞識而位至卿貳，明晚期某些著名的

匠役不但以自己的技藝建立家業，並與文人平起平坐，分庭抗禮。
4
雖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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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平梗概仍多仰賴明清筆記方得流傳於後世。相較於前輩，清代曾在紫禁城內

服務的匠役因為《活計檔》
5
的存世與公布，留下了較多的記載，並為後人的相

關研究提供了較多的第一手史料。

本文即以《活計檔》為主要依據，試析曾於紫禁城內服務而留下名姓之牙

匠，包括其來源、薪資，以及其服務於紫禁城時的工作內容與確實或可能之作

品。受限於檔案的詳略不同，本文所論述的宮廷牙匠以雍正、乾隆二朝為主，並

以乾隆朝為重心，康熙末期之宮廷牙匠可依據資料約略論述，嘉慶朝《活計檔》

除了清高宗以太上皇身份主政時期的檔案外，
6
僅有嘉慶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1806-1820）的檔案，缺乏嘉慶四年至十年（1799-1805）的《活計檔》，故本文

依據史料亦約略論述嘉慶朝的宮廷牙匠，以進一步顯示雍乾兩朝宮廷牙匠在北派

牙雕工藝方面的重要性。嘉慶朝以後，宮廷的牙雕工藝不再如清前期般具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活計檔》中所載錄之牙匠姓名亦鮮。

二、宮廷牙雕作坊

雖然康熙十九年（1680）內務府下已設置造辦處，康熙三十二年亦開始於造

辦處內設立作坊，但是因為資料的不足，至今尚不能確切說明康熙朝造辦處內有

那些作坊？但是雍正元年（1723）開始有系統地紀錄造辦處各項活計之成做，並

留下了《活計檔》，其內容是各作成做活計的紀錄，按年月日期，並依作坊類目

分別紀錄，因此如果雍正元年《活計檔》中已出現的作坊類目，其於康熙朝或已

設立。今詳查檔案，得知雍正元年造辦處已設置的作坊有牙作、硯作、玉作、鑲

嵌作、纍絲作、鍍金作、皮作、撒花作、匣作、裱作、畫作、雕鑾作、鏇作、木

作、刻字作、漆作、銅作、鋄作、雜活作、槍炮處、琺瑯處、大器作等廿餘作，

故康熙末年造辦處內應已設立牙作。

從雍正元年至十二年（1723-1734）的《活計檔》都有以「牙作」為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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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雖然雍正十三年（1735）的《活計檔》沒能覓得以「牙作」為類目的檔

案，但並不表示當時造辦處沒有牙作。終雍正一朝，牙作應一直存在。

茲檢視乾隆時期《活計檔》
7
中以「牙作」為類目的檔案後發現，從乾隆二

十四年（1759）以前，僅乾隆五年（1740）、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二十二年

（1757）與乾隆二十三年（1758）沒有以「牙作」為類目的檔案，乾隆二十四年

之後的《活計檔》也未再出現以「牙作」為類目的檔案。乾隆二十年（1755）三

月造辦處曾經一次大規模的裁併，牙作與鍍金作、玉作、纍絲作、鏨花作、鑲嵌

作、硯作歸併成金玉作，
8
雖然如此，不但乾隆二十一年（1756）與乾隆二十四

年的《活計檔》仍有以「牙作」為類目的檔案，而且遲至嘉慶十二年（1807）的

《活計檔》曾在述及牙匠楊秀、陳琛時，還出現其前冠「牙作」二字的情形，
9
可

見得「牙作」之名深植於紫禁城內相關執事人員心中。

依據嘉慶朝《大清會典》的記載：金玉作有鍍金匠、纍絲匠、磨玉匠、琢玉

匠，但是沒有牙匠，如意館中反而有牙匠。
10
如意館原僅是圓明園福園門內的一

處房屋之名稱，乾隆元年（1736）始將其設置成一地位較高的宮廷作坊，本文中

凡作「如意館」者皆指稱作坊，若作房舍之名則逕稱如意館。「如意館」內有畫

藝精湛的畫畫人與技藝高超的牙匠、玉匠、鑲嵌匠、
11
廣木匠

12
等等，終乾隆一

朝，「如意館」中以畫畫人較夥，其次當為牙匠，玉匠中以姚宗仁最受矚目，至

於鑲嵌匠與廣木匠等在如意館中的地位似又不如前三類。當皇帝駐蹕於紫禁城

時，在如意館中工作的人員移至紫禁城內啟祥宮服務，皇帝於初春遷往圓明園

時，所有在啟祥宮的人員又移至如意館中當差。英法聯軍火焚圓明園時，如意館

化為灰燼；同治年間（1862-1874）將紫禁城內的啟祥宮改名為太極殿，並於紫

禁城內北五所重建「如意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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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記事錄〉。

13 楊伯達，〈清代畫院觀〉，《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總第29期），頁62-67，「四、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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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到清高宗的重視，「如意館」的地位特殊，乾隆時期《活計檔》中以

「如意館」為類目的檔案甚多，從乾隆元年至嘉慶三年（1736-1798），除了乾隆

五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五十六年（1791）、

乾隆五十九年（1794）與乾隆六十年（1795）等外，皆有以「如意館」為類目的

檔案。至於現有的嘉慶朝《活計檔》其載錄方式與前朝不同，不再以作坊名稱或

以「記事錄」為類目，而是按時間先後，如流水方式記錄相關事宜，但是每年皆

可得見以「如意館」之名呈稿的檔案。

《活計檔》中曾出現「內廷」匠役換出至造辦處當差的檔案，
14
也曾一再出

現太監交出各類文物，輾轉交付匠役收拾、做樣、配製盒匣等等之史料，
15
甚至

有「叫造辦處」的匠役「進如意館」成做活計的檔案。
16
從這些記載分析，當時

所謂「內廷」，空間上指紫禁城之乾清門以北的範圍，有時甚而指稱皇帝本人，

若特別指稱造辦處作坊時，也可作為「如意館」的代稱，因為紫禁城內的「如意

館」在啟祥宮，緊依在皇帝寢宮—養心殿左後方；造辦處在慈寧花園旁，需出乾

清門（含內左門與內右門），離養心殿較遠。至於《活計檔》中提到「造辦處」

時，有時指單位組織，有時乃指設置在慈寧花園旁的辦公處所或作坊。本文所稱

「內廷」，包含前述幾種種含意，若指稱「如意館」時，將特別標明。

三、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宮廷牙匠

如前所述，康熙、雍正兩朝服務於內務府造辦處的牙匠應皆隸屬於牙作，乾

隆與嘉慶兩朝八十五年，「如意館」成為造辦處牙匠主要的隸屬作坊，乾隆前期

造辦處牙作雖然也有牙匠服務其中，但是隸屬於此作坊的牙匠受重視的程度遠不

14 例如《活計檔》，乾隆三年十二月初一日，〈記事錄〉，載：初三日奉旨「牙匠葉鼎新換出在造辦
處行走」。

《活計檔》中「內廷」往往作「內庭」。

15 例如同前書，乾隆三年正月初五日，〈油作〉，載：「太監毛團交洋漆盒內盛黃瑪瑙石硯一方，傳
旨著另配一文雅硯盒盛裝。其硯盒再配一方。欽此。」

16 例如：

同前書，乾隆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如意館〉，載：本月十五日郎世寧畫得大畫呈覽，「奉旨著叫
造辦處裱匠進如意館托裱。」

同前書，乾隆九年正月十九日，〈如意館〉，載：「將造辦處或鑲嵌匠、或牙匠，叫幾名進如意館
幫做。」

同前書，乾隆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記事錄〉，載：「叫造辦處南木匠一名、鏇匠一名進如意館幫
作輪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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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意館」中的牙匠。

（一）康熙朝宮廷牙匠

雖然並無康熙朝《活計檔》可資了解此時造辦處所雇用在紫禁城內服務的牙

匠之詳情，但是雍正元年元月的《活計檔》中曾記載：牙匠吳珩因病告假回家。
17
如果吳珩乃一南匠

18
，以雍正朝南匠中的牙匠多來自江南的情況看來，

19
吳珩

或也來自江南，於康熙朝即在造辦處服務。

清前期江蘇嘉定以善於刻竹聞名於時，而且聲震內廷，嘉定竹刻製品「與古

銅、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
20
除了當地產品入貢宮廷，擅長雕製竹器

的嘉定竹人也被選送入京，康熙朝有封錫祿（字義侯，晚號廉痴）與封錫璋（字

漢侯）兄弟二人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一「同侍值養心殿」造辦處。
21
他們進

入紫禁城後不久，封錫祿便以癲病回歸故里，歸家時「一時名流咸題詠，以誌其

遇」，
22
此時封錫璋可能仍留在京城為皇帝服務。

封錫祿的兒子—封始岐與封始鎬二人於雍正朝和同門師兄弟施天章一起服務

於紫禁城內，於宮廷中當差時封氏兄弟二人名為封岐與封鎬，他們三人進入紫禁

城後也都從事象牙雕刻。
23
由《活計檔》中可知封岐、封鎬與施天章三人後來以

牙匠身份在宮廷服務，封岐乃由雕竹匠身份晉升為牙匠，
24
施天章則常冠以「牙

作南匠」之稱。
25
因此，封錫祿與封錫璋服務於紫禁城內時或也從事象牙雕刻工

作，甚至就是以牙匠身份在紫禁城內服務，但是缺乏《活計檔》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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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前書，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流水檔〉載明「入記事錄」。

18 關於清代內務府造辦處對於南、北匠之歸屬，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北京：三
聯書局，1957），第一卷，〈六、內務府經營的宮內御用手工業作坊和手工工場〉，頁149。

19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
起〉。

20 錢詠，《履園叢話》，收於《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景印）第2編第5冊，卷12，頁2927。

21 金元鈺，《竹人錄》（杭州古舊書店據民國十一年〔1922〕嘉定張爾延校光明印刷社排印本景印，
1983），卷上，頁7。

22 同上註。

23 嵇若昕，《明清竹刻藝術》，第4章第1節，〈一、封氏一門與施天章〉，頁64-67。

24 《活計檔》，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記事錄〉，載：封岐為雕竹匠。其後有關封岐的檔案都稱
其為牙匠，包括：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記事錄〉；雍正九年五月十九日，〈記事錄〉；
乾隆元年四月二十一日，〈記事錄〉；乾隆三年三月十二日，〈記事錄〉；乾隆四年五月二十九
日，〈油作〉；乾隆六年六月十七日，〈匣作〉；乾隆七年十月十九日，〈如意館〉等檔案。

25 例如同前書，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流水檔〉。



26 同前書，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記事錄〉。

27 同前書，雍正六年正月十四日，〈流水檔〉與〈雜錄〉。

28 同註26。

29 同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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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1727）的《活計檔》即曾記載封岐與另一名牙匠朱栻同時告假回

籍，前者以回家省親與完婚為由告假半年，後者為葬母告假四個月。封岐告假離

京期間由其弟封鎬代他當差，同時也領取封岐的「月分錢糧銀」。
26
檔案中看不

出封岐、封鎬與朱栻何時進京，或許可早至康熙朝，也不排除封岐與封鎬原本乃

伴同叔父封錫璋於宮廷內服務！

除了前述南匠，雍正六年（1728）初《活計檔》還記載一位屬於北匠的牙匠

李懋德在造辦處「當差年久，人亦老實」，當時在總查活計房催查各作所成做活

計，並抄錄檔案已一年餘。
27
既然李懋德在造辦處當差已然「年久」，至雍正四

年（1726）開始負責催查活計之製作與抄錄檔案之工作，康熙朝他應已在造辦處

服務。

因此，依據《活計檔》的記載，牙匠吳珩與李懋德於康熙朝即進入造辦處服

務。此外，嘉定竹人封錫祿與封錫璋亦曾在康熙朝進入造辦處服務，前者短暫停

留後旋即回鄉，後者究竟在紫禁城內服務多久，待考。至於封岐、封鎬與朱栻不

排除其於康熙晚期已然進入造辦處服務。

（二）雍正朝宮廷牙匠

從雍正朝《活計檔》可覓得的牙匠除了吳珩、封岐、朱栻、施天章與李懋德

之外，尚有陳祖章、屠魁勝、葉鼎新、顧繼臣與陸曙明等人。吳珩於雍正元年元

月即因病不能當差，告假回家，也未見再回京城的紀錄，故他可不算是雍正朝宮

廷牙匠。其餘諸人皆在雍正朝先後於宮廷內服務，茲依據《活計檔》資料，略述

其在紫禁城內服務的情形。

朱栻於雍正五年十一月下旬由員外郎沈崳統籌為六位南匠撰寫一份漢字啟摺

啟呈怡親王為葬母事告假四個月，怡親王閱後准許他們告假，但是要求將此六人

的「籍貫地方、係何人養贍之處開寫明白」後送至其府中，因此此份啟摺中說明

朱栻「係杭州織造孫文成養贍」，
28
也就是他乃由杭州織造選送入京服務。

同一份啟摺中尚包括「雕竹匠封岐⋯⋯為省親完婚事」告假四個月，封岐

「係蘇州織造高斌養贍」。
29
當郎中海望開寫請假匠役的籍貫與養贍之人的啟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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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前書，乾隆元年四月二十一日，〈記事錄〉。

31 同前書，雍正九年五月十九日，〈記事錄〉。

32 楊伯達，〈清代蘇州雕漆始末—從清宮造辦處檔案看清代蘇州雕漆〉，《歷史博物館館刊》，1982
年第4期，頁123-127、138。

33 《活計檔》，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雜錄〉。

34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
起〉，《故宮學術季刊》，第14卷第1期（1996年秋季），頁91。

35 此次蒙賞銀十兩的匠役有洋漆匠李賢、洋金匠吳雲章以及牙匠施天章、屠魁勝、葉鼎新、顧繼臣
等六人。

36 《活計檔》，雍正七年十月十八日，〈庫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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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又為封岐表達其告假期間願由其弟封鎬代替當差，海望「看其手藝還好」，

欲暫時將封岐月份錢糧銀給封鎬食用，俟封岐回來時再由封岐當差；怡親王也准

許了封鎬代替之事。乾隆元年曾記載：當時封岐的月份錢糧銀是五兩，
30
但不能

確認雍正五年他告假時是否也領同等薪資。雍正九年（1731）五月，封岐曾因應

差做活甚勤，蒙賞賜銀六兩；此時封岐的職稱已是「牙匠」。
31
封鎬代替封岐當

差時，封岐是「雕竹匠」，故封鎬應也是以「雕竹匠」身份替代之，而且封岐以

正工匠人身份當差時，封鎬或許以副手或助手身份協助之，如此他才能於兄長告

假時，立刻替代之。封岐假滿回京，仍入宮服務，封鎬遂退回副手或助手的身

份，當封岐晉升為牙匠時，封鎬或也隨之協助象牙雕刻工作，但不能算是正式的

宮廷牙匠。除了雕刻象牙，封岐也會髹塗漆汁，他曾於乾隆初期成功地將雕刻與

髹漆技藝結合恢復造辦處的雕漆技藝，
32
雍正年間他也曾因為能髹塗漆汁，奉派

與漆匠離開紫禁城前往九鳳朝陽山去「漆靈芝」，怡親王還下命：路費與雇車所

需銀量動用造辦處錢糧發給。此批靈芝生長於九鳳朝陽山，尚未採摘，摘下蒸過

後與罩籠、罩漆一樣不會生蟲。最後怡親王僅下令前去看看，了解是否應摘取，

不必罩漆。
33
因此，此次封岐並未前去為新鮮靈芝髹漆，但是由此則檔案可知他

能髹漆，此技藝也深受怡親王重視。

施天章是封岐的同門師兄弟，乃其父封錫祿的弟子，可能生於康熙四十一年

（1702），工繪畫，擅長南宋馬遠、夏圭的畫風，
34
《活計檔》中未曾記載其何時

入宮服務，但是雍正九年五月封岐蒙賞賜銀六兩的同時，施天章蒙恩賞銀十兩，

乃同批賞賜匠役中賞銀最多的六人之一。
35
可見得在清世宗的心目中，施天章應

比封岐更受賞識。除了賞銀較高之外，在雍正朝的《活計檔》中尚曾記載施天章

受命認看「茄楠香數珠（隨鶴頂紅佛頭四個）」，結果他認看「係好的」。
36
除此

之外，他也身兼造辦處成做活計的管理工作，他曾因南匠製作活計的空間不夠，



轉述郎中海望傳達的旨意：「著將花兒作一間頂隔另新糊飾，給南匠等作活計。」
37
雍正十年（1732）的《活計檔》還多次記載皇帝交出玉石、象牙等器物要求配

置座子，也曾交出玉石盆景，不但需照其式樣另做幾件，還須為其配製一合牌

匣。除此之外，此年還兩次傳作備用之象牙茜色福祿壽陳設器以及龍油珀各式器

皿。這些旨意以及皇帝交出的器物都是「交牙作南匠施天章」。
38
乾隆元年的檔

案中也曾記載施天章轉交太監毛團交出的「海蘭松木筆格一件、筆格銘一張」，

並傳達皇帝旨意：「著配座子檀木匣一件，將銘刻在匣蓋上。」
39
因此，雖然金

元鈺在《竹人祿》中記載：「乾隆初，念其淹久且技之工也」，官九品職的鴻臚

寺序班，
40
但個人仍以為施天章在雍正晚期或已官鴻臚寺序班，

41
時人楊伯達也

認為施天章在雍正時期「紅極一時」。
42

施天章除了善於雕刻竹、牙等器，或亦擅長設計盆景，按：嘉定竹刻藝術的

創始者—嘉定三朱之父朱纓與其子朱稚征除了書畫雕鏤外，亦擅長栽種盆景，至

清代初年竹刻與盆栽都成為嘉定特產。
43
施天章承繼了嘉定竹刻中以竹子的地下

莖進行立體雕刻的傳統，或許也能設計盆景，因此乾隆元年二月曾交給他一批雍

正七年（1729）交出的玉石、瑪瑙原材，由他「持進擺山子用」。
44

37 同前書，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五日，〈流水檔〉，載：此則檔案「入表（裱）作」。

38 同前書，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流水檔〉，載：太監交象牙茜紅架⋯⋯，並傳旨「照此盆景式
樣另做幾件，再此盆景上配一合牌匣」。

同前書，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流水檔〉，載：圓明園來帖稱，司庫等持出紅瑪瑙缸式水盛一
件、⋯⋯，並轉達旨意：「座子俱不好，著另配座子。」

同前書，雍正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流水檔〉，載：圓明園來帖稱，司庫持出漢玉圓水盛一件附
碧玉匙烏木座子，並傳旨；「著另配做圓座子。」

同前書，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流水檔〉，載：圓明園來帖稱，司庫傳內大臣海望諭：著做備用
象牙茜色福祿壽陳設一件、龍油珀幢盒一對、⋯⋯。

同前書，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流水檔〉，載：員外郎滿毗、三音保傳做備用龍油珀帽架一對
⋯⋯。

在前述檔案每一則第一行下方都用小字寫「交牙作南匠施天章」。

39 同前書，乾隆元年七月初六日，〈木作〉。

40 金元鈺，《竹人錄》，卷上，頁8。

41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
起〉，《故宮學術季刊》，第14卷第1期（1996秋季），頁91。

42 楊伯達，〈清代蘇州雕漆始末—從清宮造辦處檔案看清代蘇州雕漆〉，《歷史博物館館刊》，1982
年第4期，頁124，右欄倒數第五行。

43 嵇若昕，〈明代雕刻家「嘉定三朱」〉，《故宮學術季刊》，第5卷第4期（1988年夏季），頁1-56。

44 計有《活計檔》，雍正七年四月三十日，〈雜活作〉；雍正七年五月初四日，〈雜活作〉；雍正七
年五月十三日，〈雜活作〉；雍正七年五月十五日，〈雜活作〉；雍正七年五月初四日，〈玉
作〉；雍正七年五月初八日，〈玉作〉；雍正七年五月十三日，〈玉作〉；雍正七年五月十五
日，〈玉作〉；雍正七年六月初七日，〈玉作〉；雍正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玉作〉；雍正七年
六月十七日，〈玉作〉等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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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廣東的牙匠陳祖章乃於雍正七年由當時署理粵海關監督的祖秉圭選送

進京，怡親王諭令送造辦處「行走試看」。
45
初入紫禁城的陳祖章並未受到太多

重視，因此雍正九年清世宗因造辦處內匠役工作勤謹，所做活計甚合聖意，下旨

賞賜，包括二十八名南、北匠與三名柏唐阿副手，南、北匠每名蒙賞賜的銀兩從

十兩遞減至三兩不等，柏唐阿每名賞賜官用緞一匹；
46
此次施天章與封岐都受到

賞賜，可是卻未列陳祖章之名。雍正朝《活計檔》再度出現陳祖章之名是在雍正

十年，祖秉圭之子陳情表示：父親祖秉圭已離開粵海關監督任所，當初他所送進

的牙匠陳祖章等五名，原係由祖秉圭處按月每人給飯銀三兩，如今其子不能照前

給發。已升任內大臣的海望遂諭令由造辦處庫餘銀兩先分給每月每人「飯銀三

兩，俟新官到任時令其按數補還」。
47
此時陳祖章的錢糧銀數在南匠中並不突

出，至乾隆二年（1737）底卻暴增至每月錢糧銀十二兩，
48
成為《活計檔》中有

錢糧銀紀錄的匠役中最高者，他也由雍正朝的普通牙匠躍升成為乾隆初年最重要

的牙匠。

陳祖章於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即因「年邁眼遲，不能行走，懇祈回

籍」，並懇請由其子陳觀泉陪同回廣東，
49
檔案中未曾說明陳觀泉進京時間，或

許雍正七年即開始如封鎬般以副手或助手身分陪同父親在宮廷內服務。

牙匠屠魁勝是雍正七年在江西督陶的年希堯選送入京的十六位南匠之一，當

時他以「雕刻匠」的身份進入造辦處，同時進入者尚有乾隆朝最重要的玉匠姚宗

仁。
50
雍正九年賞賜大批匠役時，他與施天章一樣蒙賜銀十兩，因此當時他的技

藝也相當受到推崇，可惜除了這兩則檔案，未能再於《活計檔》中覓得有關他的

史料。從前述兩則史料推知，屠魁勝來自南方，可能與姚宗仁一樣來自吳中地

區，進入造辦處後即甚受重視。

與施天章、屠魁勝同時蒙賞銀十兩的牙匠葉鼎新，檔案中稱其為「做牙活南

匠」。
51
雍正四年三月初七日他曾受命認看一塊重七觔的沈香究竟是伽楠香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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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同前書，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流水檔〉與〈記事錄〉都留下相同記載。

46 同前書，雍正九年五月十九日，〈記事錄〉。

47 同前書，雍正十年八月初四日，〈流水檔〉與〈記事雜錄〉。

48 同前書，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記事錄〉。

49 同前書，乾隆十四年七月二日，〈粵海關〉。

50 同前書，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流水檔〉與〈記事錄〉。

51 同前書，雍正九年五月十九日，〈流水檔〉與〈記事錄〉。



是沈速香，
52
可見得他於雍正四年三月以前已進入紫禁城服務，但無法覓得有關

選送其入京官員之史料。如前述他也是雍正九年同批蒙受賞賜匠役中賞銀最多的

六人之一，並與施天章同在圓明園長住，
53
可能在乾隆初年就成為「如意館」中

牙匠，但在乾隆三年（1738）卻被遣出「在造辦處行走」，每月錢糧銀還被減少

六兩。
54

除了葉鼎新，顧繼臣也是與施天章一樣在雍正九年蒙恩賞銀十兩，並也在圓

明園長住的牙匠。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顧繼臣受命認看一件「琥珀馬」，其

「若是琥珀，將馬嘴去些，若是假的，就罷」，結果「係龍油珀做的，不是琥珀做

的」。
55
因此他在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前進入紫禁城服務。乾隆初期，《活

計檔》一再記載造辦處內有硯匠顧繼臣
56
（也曾錄作「顧繼成」

57
），卻無牙匠

顧繼臣的紀錄。

雍正朝《活計檔》僅有一則關於牙匠陸曙明的史料，即是與施天章、屠魁

勝、葉鼎新、陸曙明、封岐等牙匠同時因應差做活甚勤蒙賞銀兩，但是陸曙明是

六名牙匠中所受的賞銀最少之人，僅五兩。在乾隆朝《活計檔》中無法覓得有關

陸曙明的史料，不知當時他是否仍在紫禁城內服務？

前述十名雍正朝《活計檔》所載宮廷牙匠都屬於南匠，北匠中有李懋德亦為

牙匠。雍正六年初，郎中海望呈報廿四名「造辦處當差柏唐阿、匠藝人」因「抱

養過繼，格退為民」，其中「革退匠藝」內之牙匠李懋德，因在造辦處催查各作

所成做活計，並抄錄檔案，人甚殷勤，遂奉怡親王諭：他與其他幾位手藝甚好的

北匠一併留下，並擬定每月錢糧銀一兩，月米折銀一兩，即每月給銀二兩。
58

《活計檔》中雍正六年正月十四日的〈流水檔〉與〈雜錄〉同時記載了李懋德被

留在造辦處服務，後者還進一步紀錄連李懋德在內十三名北匠的薪資，除此之外

無其他有關李懋德的紀錄。

52 同前書，雍正四年三月初七日，〈雜活作〉。結果是沈速香。

53 同前書，雍正九年五月十九日，〈流水檔〉與〈記事錄〉。

54 同前書，乾隆三年十二月初三日，〈記事錄〉。

55 同前書，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牙作〉。

56 例如同前書，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硯作〉。

57 同前書，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記事錄〉。

58 同前書，雍正六年正月十四日，〈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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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乾隆朝宮廷牙匠

清高宗主政時間超過一甲子，加上他個人對於文物之喜愛，有關造辦處活計

成做的檔案最多且最詳，乾隆時期《活計檔》述及的牙匠數目僅約比前朝多一

倍，前後共僅十九人，其中陳祖章、封岐、施天章與葉鼎新等牙匠乃前朝所留。

茲依據乾隆朝的《活計檔》分別略述當時紫禁城內牙匠活動情形。

雖然陳祖章於雍正七年進入紫禁城後並未受到重視，但於乾隆初年即受到賞

識，乾隆二年記載他蒙賞錢糧銀十二兩，是有相關記載的造辦處匠役中最高之

人。雖然如此受到重視，但他在乾隆七年十一月仍因年邁眼遲，不能行走，懇請

由其子陳觀泉陪同回籍。清高宗不但准許陳觀泉陪同父親回籍，並賞銀三十兩，

還規定陳觀泉於一年內「急速」回京服務，其父名下的安家銀也因此繼續賞給，
59
實可謂恩遇之至。（關於陳祖章之作品，見下節第2、13號文物）

陳觀泉原可能以助手或副手的身份伴同父親於宮廷服務，由於他參與了可能

完成於乾隆六年的「雕象牙月曼清遊冊」（下文第13號文物），並得留下名款，此

時他應已成為正工匠人。攜帶家眷再度進京後，陳觀泉每月食錢糧銀四兩，每季

衣服銀九兩，每年由粵海關監督處支給養贍家口銀八十兩。
60
除此之外，檔案中

還曾記載他受命照著畫畫人沈源所畫夔龍山水開其里（滿語「牙籤筒」音譯）紙

樣用鰍角做一件，同日也受命照太監持來的象牙火鐮盒用鰍角另做一件。
61
由於

前述史料乃「如意館」類目中的檔案，可見得陳觀泉應是隸屬於「如意館」的牙

匠，且因奉准攜帶家眷進京，他可能被提昇為「抬旗南匠」或「供奉南匠」。
62

《活計檔》所載錄雍正朝即服務於紫禁城內的牙匠，除了陳祖章來自於廣東

地區，封岐與施天章都由當時的蘇州織造養贍，進入乾隆朝後，師兄弟二人在紫

禁城內的地位互有消長，施天章在雍正朝深受重用，乾隆元年還持進一大批玉

石、瑪瑙以設計盆景，不久也還轉達皇帝旨意給木作中匠役，要求其負責照內廷

交出的筆格銘字紙樣，為同時送交出來的海蘭松木筆格配做一件紫檀木匣，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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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同前書，乾隆七年十一月初十日，〈記事錄〉。

60 同前書，乾隆十四年七月初二日，〈粵海關〉。

61 同前書，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如意館〉，所記為七月二十五日之押帖內容。一個月後（八
月二十七日）〈如意館〉再度記載此則押帖。

62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六、內務府經營的宮內御用手工業作坊和手工
工場〉，頁149，「抬旗南匠」乃不論種族，籍隸內務府，永不歸南；「供奉南匠」必年老始放回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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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便完成了。下節第3號文物即施天章的作品，第１號文物或亦出自其手

漬。

乾隆四年（1739）初，清高宗命太監拿出三百九十三方石章，交給施天章與

葉鼎新，命他們「隨做收拾，有字者磨去」，並為之設計、製作一個鑲嵌紋飾的

木箱來擺放它們。
63
如此經過了一年多，第二年五月皇帝傳旨將施天章送出「如

意館」，但是「仍在造辦處（牙作？）⋯⋯行走」，而且「每月賞給下等錢糧」。
64

如此殘酷的打擊，或許讓原先在匠役中地位崇高的施天章承受不住，遂在六

月十三日私自離開紫禁城，第二天內務府大臣海望經司庫劉山九與催總白世秀呈

報後，派出造辦處管理人員在京城內外尋覓了數日，仍不見蹤影。海望「恐其思

鄉南歸」，復遣多人分別由水陸兩路追尋，沿途各檢查站需「挨查糧船」，並「寄

字」蘇州織造安寧，命他派人到施天章家密訪，如果施天章回到家，立刻「拿送

來京」。
65
不久拿獲歸案，被判在瓮山（今頤和園萬壽山）鍘草養馬，幸賴忠勇

公傅恆斡旋轉圜，得以放歸回籍。此時他已得病，「不復鏤刻，偶成一物，隨即

焚棄，作畫亦然，故真跡流傳甚鮮」。
66
乾隆三十九年（1774），施天章卒，享年

七十三，
67
旋即葬於家鄉，至光緒初年，其墓尚在。

68

與施天章相反，進入乾隆朝的封岐，其雕刻技藝反而深受清高宗的賞識。乾

隆元年四月清高宗看到所呈送進來封岐的作品，直誇「好」，並下令「賞紗一

疋」，員外郎常保遂趁機奏說：牙匠封岐每月所食五兩錢糧銀，「不敷用度」。清

高宗聽聞後立刻下旨：封岐「每月加銀三兩」，
69
乾隆三年底，封岐因母喪告假

四個月回籍葬親並請接家眷來京，「永為報效」。清高宗不但准給假四個月，且

同意其攜家眷進京，並下旨賞銀三十兩，還命蘇州織造海保料理其往返盤費，
70

恩遇實隆。因奉准攜帶家眷進京，封岐可能也被提昇為「抬旗南匠」或「供奉南

匠」。

63 同前書，乾隆四年正月十四日，〈鑲嵌作〉。

64 同前書，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記事錄〉。

65 同前書，乾隆五年六月二十日，〈記事錄〉。

66 金元鈺，《竹人錄》，卷上，頁8。

67 王鳴韶，〈嘉定三藝人傳〉，轉引自金元鈺，《竹人錄》，卷上，頁10-11。

68 程其班，楊震幅等纂，《嘉定縣志》（光緒七年尊經閣刊本），卷三十一〈古墓〉，頁33。

69 《活計檔》，乾隆元年四月二十一日，〈記事錄〉。

70 同前書，乾隆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記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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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相當喜愛為「百什件」（《活計檔》中也作「百拾件」、「百式件」）設

計、製作內裝之珍玩，臺北故宮至今仍藏有乾隆朝收拾、設計、擺放的「百什

件」，
71
牙匠封岐於乾隆初年也曾受命參與協助滿足皇帝的這項嗜好。乾隆四年

封岐奉旨領去一對紅漆圓盒，命他先畫樣呈覽，核准後才能雕刻。至於這對紅漆

圓盒，乃是照「多寶格」內剔紅圓盒做的。
72
今日往往稱小型的「百什件」為多

寶格，但在乾隆朝「多寶格」是一件小型「百什件」的名稱。

皇帝除了在內廷玩賞大、小型「百什件」，即使離開紫禁城，臣工亦常需攜

帶「出外百什件桌」，
73
以供其興起玩賞。

74
封岐曾奉命為一個「出外百拾（什）

件」成做石質香盤。
75
除此之外，乾隆七年，當黃振效奉命為一件火鐮盒用鰍角

做罩時，封岐同時奉命照太監交來的香碟樣與墨床紙樣，用蝀石成做。
76
由於最

後這則檔案歸入「如意館」類目中，可見得封岐是隸屬於「如意館」的牙匠，但

在乾隆元年「如意館」初成立時，並不能確定封岐是否即歸隸「如意館」，蒙清

高宗賞識加薪後，應即成為「如意館」匠役中之一員。下節第7號文物乃其作

品，第1號文物或亦可窺見其技藝之精湛。

同時服務於雍正與乾隆兩朝造辦處的牙匠尚有葉鼎新，其際遇可與施天章相

提並論。雍正十年他們二人都蒙賞賜銀十兩，乾隆初年葉鼎新可能也是隸屬「如

意館」的牙匠，乾隆三年底他被「換出在造辦處行走」，而且每月錢糧銀革去六

兩。其實同年三月的《活計檔》即曾記載太監傳旨著葉鼎新為一件象牙臂擱刻

款，這則檔案就已收錄在「牙作」類目中。
77
換出在造辦處行走一個月後，葉鼎

新受命與施天章一同收拾三百九十三方石章，並設計、製作一個鑲嵌紋飾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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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嵇若昕，〈從文物看乾隆皇帝〉，收於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
物院，2002），頁231-240。

72 《活計檔》，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油作〉。

73 同前書，乾隆六年六月初八日、初九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七日、二十一日，〈匣作〉，連續記
載有關「出外百拾（什）件桌」之整理、內貯文物之設計、製作等情事。有時則逕稱為「出外桌
子」，例如同前書，乾隆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匣作〉。

74 臺北故宮也藏有一個「出外百什件」，品號：金一一六五，統一編號：故雜612，箱號：院1986，
原品名為「多寶匣」。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時貯於永壽宮，清文宗於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曾賞玩此
件百什件，並打破其中一面小玻璃鏡，因為隨著這件玻璃鏡拴一簽條，其上墨筆楷書：「咸豐元
年四月初十日，萬歲爺看庫內此桌囗（字不全）一張，失手摔小鏡子一面。」可見得永壽宮作為
養心殿庫房，所收貯文物乃為備與養心殿中文物替換。

75 《活計檔》，乾隆六年六月十七日，〈匣作〉。

76 同前書，乾隆七年十月十九日，〈如意館〉。

77 同前書，乾隆三年三月初七日，〈牙作〉，由於《活計檔》乃非當時原檔，而是內務府執事人員的
「清檔」，不知此則有關葉鼎新之檔案是否在謄錄時改變作坊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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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一年多後，施天章也被遣出在造辦處行走。若參閱施天章的際遇，葉鼎新或

也是來自江南的匠役。

乾隆初期宮廷內牙匠除了陳祖章與陳觀泉父子之外，蕭漢振也是來自廣東的

宮廷牙匠，他與另三位牙匠（李裔唐、黃振效、楊維占）都是乾隆二年年底由當

時的粵海關監督鄭伍賽選送入京的「好手牙匠」，
78
約二十天後即議定四人的薪

資，蕭漢振獲得賞錢糧銀四兩，李裔唐、黃振效、楊維占三人則賞錢糧銀三兩。
79
進入紫禁城服務的蕭漢振等四人可能立即被歸隸「如意館」，四年後蕭漢振曾

因奔父喪告假回籍。
80
關於蕭漢振在內廷（「如意館」）服務的情形，除了前述檔

案之外，《活計檔》中僅再紀錄：乾隆八年（1743）新近來自廣東的牙匠司徒勝

照蕭漢振的錢糧銀與衣服銀數目發給。
81
除此之外，未再能覓得其他檔案。雖然

檔案不多，傳世文物中仍可見其手漬，下節第6號文物即出自其手，另外他也參

與了第13號作品的雕製工作。

與蕭漢振同時進入紫禁城服務的黃振效，雖然初期被議定的薪資不如蕭漢

振，第二年就蒙賞每月增加錢糧銀為八兩，
82
可見得他的雕刻技藝受到重視，目

前所知在傳世有十八世紀宮廷牙匠名款的文物中，具黃振效名款者最多（見下節

第4、5、9、10、11、14號文物）。在《活計檔》中，其姓名亦一再出現，例如：

乾隆六年五月他奉命照內廷交出的一件鰍角帶頭的「大意」另做一件，
83
第二年

五月受命照內廷交出的香袋款式做兩件雕象牙鏤空香囊，
84
下個月又奉命為一件

火鐮盒用鰍角做罩，次月又傳旨命他將鰍角罩套配做成火鐮包。
85
此年底，陳祖

章因年邁奉准由其子陳觀泉陪同回籍，黃振效遂欲藉此機會，叩求「家眷附與送

陳觀泉返京之人一同來京，永遠報效」，清高宗傳旨將此事交由內大臣海望處

78 同前書，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記事錄〉。

79 同前書，乾隆三年元月十八日，〈記事錄〉。

80 同前書，乾隆六年十月十九日，〈記事錄〉，載：「如意館行走」牙匠蕭漢振⋯⋯。同年五月十六
日，〈如意館〉，載有關於黃振效的檔案；十一月初十日，〈如意館〉，載有關於楊維占的檔案；
僅未見有關李裔唐的檔案列入〈如意館〉者。

81 同前書，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記事錄〉。同年六月十四日，〈記事錄〉，再度記錄此項旨
意，並說明其乃五月二十一日的押帖傳來之旨意。

82 同前書，乾隆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記事錄〉。

83 同前書，乾隆六年五月十六日，〈如意館〉。

84 同前書，乾隆七年六月初二日，〈如意館〉，所載乃五月二十九日太監所傳旨意。。

85 同前書，乾隆七年十月十九日，〈如意館〉，所載乃六月十七日太監所傳旨意，接著又錄七月十五
日奉旨：「著黃振效將鰍角罩套配做成火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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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86
如果皇帝同意了黃振效的懇求，則黃振效可能也被提昇為「抬旗南匠」或

「供奉南匠」，但是檔案僅記載皇帝將他的懇求交由海望處理，並不像對於封岐之

同性質的請求，明確准許其攜帶家眷回京。

乾隆八年初，清高宗傳旨：將造辦處庫貯所有的琥珀、蜜蠟查出後呈覽，第

二天就將兩塊重達一百一十一兩的琥珀交進呈覽，皇帝傳旨「將此琥珀交黃振

效」，
87
應該是交給他設計、雕刻吧！

或許工作太勞累，不久黃振效便病得「難以行走」，休息十個多月仍未見好

轉，清高宗特別下旨：讓他自己決定是願意在京城調理，或回本籍修養？黃振效

選擇在京城調理三、四個月，並願意停止領錢糧銀，「如病少（稍）痊，即便當

差報效」。皇帝有鑑於黃振效「素日人還勤謹」，答應了他的請求，暫時停發他的

錢糧銀，但仍每個月賞給銀三兩作為調養費用，他的安家銀仍照常發給。
88
銀三

兩可謂乾隆朝造辦處內南匠每個月的基本錢糧銀，黃振效留京調養期間並未當

差，卻仍能領南匠的基本錢糧銀與安家銀，實可謂皇恩隆盛，但是黃振效調養了

三個月後仍不得不回籍養病，遂奉旨：俟病症大好時再進京當差。
89
此後（乾隆

九年五月）的《活計檔》中遂未能再覓得有關黃振效的檔案，或許從此未再返

京。

楊維占與蕭漢振、黃振效同時進入紫禁城服務，初期所受到的待遇與黃振效

相似，不但剛開始被議定的薪資與黃振效相同，第二年也同時加薪成每月錢糧銀

八兩，此外還同時與黃振效一起叩求「家眷附與送陳觀泉返京之人一同來京，永

遠報效」，皇帝也未置可否。前述這些楊維占服務於紫禁城時的事跡，在《活計

檔》中都與黃振效並記於同一則檔案中。除了這些與黃振效並記的檔案外，乾隆

五年初，清高宗曾命人將一塊蜜蠟交給他做暖手，但須「先畫樣呈覽，准時再

做」。
90
第二年十一月又命他將內廷交出的兩塊伽南香木「按香形勢酌量畫樣呈

覽，准時再做」。
91
乾隆九年（1744）初，楊維占再度奉命為一座佛龕成做二對

象牙燈，
92
下節第7號與第12號文物皆其傳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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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同前書，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日，〈記事錄〉。

87 同前書，乾隆八年二月初九日，〈記事錄〉。

88 同前書，乾隆九年二月十一日，〈記事錄〉，記載司庫郎正培二月初七日的奏摺，內提到黃振效久
病在家有十個月餘。

89 《活計檔》，乾隆九年五月十一日，〈記事錄〉。

90 同前書，乾隆五年二月初一日，〈記事錄〉。

91 同前書，乾隆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如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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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年底粵海關監督鄭伍賽選送入京的牙匠除了蕭漢振、黃振效和楊維占

外，尚有李裔唐，被議定的薪資與黃振效和蕭漢振相同，可是他的命運與前述三

人完全不同。在紫禁城內服務不到四個月，李裔唐便因「所（做）活計拙，年紀

亦老」，皇帝傳旨「賞給盤費銀幾兩，送伊回家」；遂擬定賞銀十二兩，於乾隆

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由內大臣海望將李裔唐交給粵海關在京城的家人設法帶回廣

東。
93

前述這幾位牙匠，除了陳觀泉之外，不論雍正朝即在紫禁城內服務的陳祖

章、施天章、封岐或葉鼎新，以及乾隆二年底同時進入紫禁城的廣東牙匠蕭漢

振、黃振效、李裔唐與楊維占，從乾隆十年（1745）開始就無法在《活計檔》中

覓得有關他們的記載，其中李裔唐留在紫禁城內的時間最短，但是另一位於乾隆

三年底進入「如意館」的牙匠顧彭年，在內廷（「如意館」）服務時間似乎比前述

諸人長。

當初葉鼎新之所以被「換出在造辦處行走」，起源於乾隆三年十二月初一

日，清高宗傳旨：「將造辦處現做未成之活計，伺候呈覽」，兩日後就將牙匠顧

彭年正在雕製的「象牙仙工背格（臂擱）」交進呈覽，清高宗看完傳旨表示：顧

彭年所做臂擱「甚好，著伊進內庭（廷）做活計，每月賞給錢糧八兩」，接著便

是指示將葉鼎新「換出」。從這則檔案可知，顧彭年在進入內廷（「如意館」）之

前，已在造辦處服務，可能隸屬於牙作。乾隆二十一年顧彭年曾奉准告假「回

南」，並由江寧織造的家人帶往，第二年仍要進京應差。
94
所以他應是來自江南

的南匠，可能由江寧織造選送進京，初僅在「牙作」服務，乾隆三年底才被拔擢

為隸屬於「如意館」的牙匠，至於顧彭年何時進入造辦處服務，《活計檔》失

記，不知他與雍正朝宮廷牙匠顧繼臣是否有關連？

進入「如意館」服務的顧彭年，因為受到清高宗的賞識，一再受命執行活計

成做之任務，例如：他曾帶領牙作中的牙匠在「如意館」照畫畫人金昆的畫稿用

象牙堆做十二副圍屏，
95
也曾受命照以前交進的盆景中之橋樑、亭榭、樹石、玻

璃水等裝飾景致配做小鰲山一對，
96
其中的輪子另「叫造辦處楠木匠一名、鏇匠

92 同前書，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如意館〉

93 同前書，乾隆三年五月初四日，〈記事錄〉。

94 同前書，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事錄〉。

95 同前書，乾隆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與四月十一日，〈如意館〉，兩則檔案記載相同：三月十六日太監
持來金昆畫稿並傳皇帝旨意。檔案中即載：「叫進造辦處牙匠三名」，「進如意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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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進如意館幫做」；
97
造辦處已完成的「木器假古玩」內的「法子」也需要顧

彭年與其他匠役合作。
98
除了能從事雕刻工藝外，顧彭年也能設計、畫樣，他曾

畫「紫檀木象牙堆人物小插紙樣」，
99
也曾與另一位匠役馮必華一起畫漁樵耕讀

盆景紙樣，
100
這兩次設計的稿樣呈覽後都奉准照樣製作。此外他也與陳祖章、蕭

漢振、陳觀泉等人一起參與「月曼清遊冊」的成做工作，這也是傳世作品中唯一

有其名款之文物（見下節第13號文物）。

由於不論成做活計的工作或設計工作都令清高宗滿意，身為南匠的顧彭年於

乾隆十一年七月蒙帝殊恩，賞「匠役分例飯一分」，
101
依《活計檔》的記載，造

辦處對於在紫禁城內工作的南、北匠役或西洋人分別提供「匠役分例飯」或「西

洋人分例飯」，
102
在紫禁城內工作時只有一頓早飯，晚飯則自行料理，移至圓明

園內工作時，因路途遙遠，方提供早晚兩餐。原則上一人一份分例飯，
103
但因分

例飯的份數固定，當匠役人數比較多時，甚至「二、三人分食一分」。
104
乾隆初

期，在造辦處工作的匠役甚夥，所以顧彭年能有一份自己的匠役分例飯，實乃恩

賞。

除此之外，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顧彭年奉旨至圓明園「堆山石」（即擺

設庭園中假山石），除了原發給的錢糧銀，另還每月額外由造辦處庫銀賞給錢

糧，並從次月就開始發給。
105
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這份額外的錢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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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同前書，乾隆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記事錄〉。

97 同前書，乾隆九年七月十七日，〈如意館〉。

98 關於「將做成木器假古玩六件內法子」著顧彭年與韓起龍等匠役成做之檔案共有三則：

同前書，乾隆九年八月十二日，〈如意館〉，載：八月初二日押帖內錄的旨意內容是命顧彭年等人
為六件木器假古玩做法子。

同前書，乾隆九年十月初七日，〈如意館〉，又再記錄八月初二日的旨意。

同前書，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如意館〉，也記錄八月初二日押帖，其內容也是傳旨著顧彭
年、韓起龍等為已「做成木器假古玩六件」做法子。

99 同前書，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如意館〉。

100 同前書，乾隆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油作〉。

101 同前書，乾隆十一年七月初二日，〈記事〉。

依據拖津等纂，《大清會典（嘉慶朝）》，卷七十三，頁3273-3274，所載廣儲司內匠役分例飯「每
人每日應領豆腐四兩，折銀二釐五絲六忽、老米七合五勺、羊肉二兩、鹽三錢、煤一斤、炭一
兩」。

102《活計檔》，乾隆六年十一月初四日，〈記事錄〉。

103 例如同前書，乾隆五年閏六月初十日，〈記事錄〉，載：為辦理檔案派出二名博唐阿，因無飯食，
奉怡親王諭：添給分例飯二分。但是。同年同月初四日，〈記事錄〉則載：「織匠在造辦處繡作
活計向兩人夥行官飯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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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被革去。
106
第二年五月重新核定顧彭年的薪資，每月由造辦處帳內發給錢糧銀

六兩，由圓明園帳內發給公費銀三兩。顧彭年初入如意館時每月有錢糧銀八兩，

乾隆二十七年重新核定薪資時，特別傳旨：「兩季衣服銀不必給」。
107
乾隆朝南

匠所領的衣服銀，一般每年少則十兩，多則十五兩，至多者有二十四兩，那也是

鳳毛麟角。因此，顧彭年若原領有衣服銀，至乾隆二十七年雖然停發他衣服銀，

但是錢糧銀與公費銀合起來比原僅錢糧銀的薪給，一年增加十二兩，與初入內廷

（「如意館」）所得相去不遠。

乾隆朝的第一個十年，《活計檔》所載造辦處內牙匠除了前述十人外，尚有

南匠司徒勝，以及北匠常存與四兒等。

司徒勝於乾隆八年五月從廣東「新來」到後即進入如意館服務，皇帝傳旨照

蕭漢振的薪資數目「一樣賞給」，
108
即每月錢糧銀四兩。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五

日陳觀泉奉旨照沈源所畫夔龍山水開其里紙樣用鰍角做一件，並照太監持來的象

牙火鐮盒也用鰍角做一件時，司徒勝亦一同受命各成做一件。《活計檔》中所錄

有關司徒勝當差成做活計的檔案僅此兩項，此後未能再覓得有關他的記載。

乾隆七年六月《活計檔‧如意館》中曾記載：「『領催』常存畫得魚樵耕讀

鑲嵌筆筒紙樣」，「呈覽」後「奉旨照樣准做」。
109
此乃常存的名字第一次出現

在《活計檔》，此時身份為「領催」，應屬於八旗中人，所畫者乃鑲嵌筆筒的紙

樣。此後有關常存奉旨成做的活計都與金銀絲鑲嵌有關，例如顧彭年奉旨帶領牙

作中牙匠在「如意館」照畫畫人金昆的畫稿用象牙堆做十二副圍屏時，圍屏中有

關鑲嵌的活計由常存負責帶領自造辦處叫進的鑲嵌匠成做。乾隆十六年正月常存

與張炳文、王裕璽、金松茂同時奉旨各自照交出之四份裝玉器的紫檀木匣合牌樣

上的字稿，各在一件紫檀木匣上用金銀絲嵌掐出玉器品名。
110 
乾隆四十三年

104 同前書，乾隆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記事錄〉。

105 同前書，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記事錄〉。

106 同前書，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五日，〈記事錄〉。

107 同前書，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記事錄〉。

108《活計檔》，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記事錄〉，載：催總韓起龍傳來太監高玉轉述的皇帝旨意

即司徒勝照蕭漢振所領錢糧銀與衣服銀的數目發給。約二十天後，乾隆八年六月十四日，〈記事
錄〉，又載五月二十一日押帖，其內容是太監傳達皇帝旨意，也是命將司徒勝的薪資照蕭漢振的薪
資銀兩數目發給。而且，蕭漢振一進宮即進入「如意館」，其薪資乃同行四位廣東牙匠中最高者，
司徒勝既照蕭漢振薪資標準，其應亦逕入「如意館」成做活計。

109 同前書，乾隆七年六月初九日，〈如意館〉，載：初六日押帖，內容是常存畫得漁樵耕讀鑲嵌筆筒
紙樣一張，交太監高玉呈覽，奉准照樣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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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五月，常存因為年邁，成做活計時「眼遲手慢」，奉准「退出去當差」。

在此則檔案中稱他為「牙匠」。
111 
從《活計檔》的相關記載分析，常存應屬於北

匠中的旗匠，而且是旗匠中的官匠，
112 
擅長金銀絲鑲嵌工藝，並能從事設計、畫

樣工作。有關常存的檔案大多歸入「如意館」類目中，可見得他在內廷服務三、

四十年後才離開「如意館」，但仍在乾清宮外造辦處的其他作坊中當差，至於他

確切進入內廷（「如意館」）服務的時間檔案失載。雖然《活計檔》中有關常存的

檔案最早是乾隆七年六月初記載他畫得魚樵耕讀鑲嵌筆筒紙樣，但他也參與「雕

象牙月曼清遊冊」的成做，而這套象牙冊頁可能於乾隆五年初開始成做（見下節

第13號文物），所以他在乾隆七年六月之前已進入內廷（「如意館」）當差。嚴格

而言，常存的身份是「領催」，雖曾被冠以「牙匠」之稱，但是並非一般從事象

牙雕刻的匠役。

另一位牙匠四兒在乾隆五年之前已在造辦處服務，
113 
乾隆七年黃振效受命

照內廷交出的香袋款式成做兩件雕象牙鏤空香囊時，四兒也奉命做一件「錠銀合

扇」，
114 
此時他已在「如意館」中當差；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十日，交給牙匠四兒

一件鑲嵌了三塊玉的木如意，命他鑲嵌金屬絲紋飾，檔案中特別指明是交給在

「如意館」服務的牙匠四兒。
115 
從檔案中所載名字—「四兒」，以及自乾隆五年晚

春之後每月錢糧銀數為二兩，
116 
四兒應是北匠，而且可能是北匠中的包衣匠，他

在「如意館」當差至何時為止，《活計檔》失記。

在如意館中從事鑲嵌工作卻具「牙匠」身份的匠役，除了常存與四兒之外，

還有張炳文與王裕璽二人。乾隆十五年，清高宗命令內務府大臣海望對在如意館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110 同前書，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如意館〉，載錄正月十一日押帖，內容為皇帝的旨意。另
外，乾隆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如意館〉，也載錄一件押帖，內容是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一日皇帝的
旨意，與前一則旨意相同。此四件玉器乃「白玉三希文翰冊」、「白玉五福德經冊」、「白玉洛神
十三行冊」、「青玉斧珮」。

111 同前書，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如意館〉。

112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六、內務府經營的宮內御用手工業作坊和手工
工場〉，頁149，北匠分旗、漢兩匠，旗匠又分官匠及包衣匠。官匠為八旗人及蒙古人，包衣匠為
內務府三旗人。漢匠則分食餉匠與招募匠兩種，食餉匠為長期之漢匠，招募匠為臨時雇賃的漢
匠。

113 《活計檔》，乾隆五年三月初七日，〈記事錄〉，載：「奉旨牙匠四兒原食錢糧一兩，再加賞給錢
糧一兩。欽此。」

114 同前書，乾隆七年六月初二日，〈如意館〉。

115 同前書，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廣木作〉，連續記載內廷交出一批玉器，乃為鑲嵌木如意之
用。

116 乾隆朝造辦處內南匠每月錢糧銀最少有三兩，北匠最少有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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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牙匠張炳文賞給「披甲、錢糧」，
117 
《活計檔》未記其錢糧銀數目，但他

可能是北匠，至於是旗匠或漢匠，目前尚難論斷。前已提及，常存、張炳文、王

裕璽與金松茂四人曾同時奉旨各自照交出的合牌樣用金銀絲各做一件紫檀木匣。

除了能鑲嵌金銀絲，張炳文也能鑲嵌象牙字，
118 
他還曾與另一位內廷（「如意

館」）牙匠黃兆（見下文）連同其他木匠一起奉命照太監胡世傑交來的一件蘭亭

插屏，另畫尺寸較小之紙樣，此時已是乾隆三十年（1765）。
119

乾隆十一年，王裕璽之名字已出現在《活計檔》中，
120
至乾隆四十三年五

月為止，至少有三十則檔案述及王裕璽，其內容大多為王裕璽奉旨為木質文物

（包含各式匣盒）用金、銀絲鑲嵌文字或紋飾，
121
亦曾命他用金、銀片鑲嵌者。

122
除此之外，王裕璽尚能從事文字雕刻，

123
也能指導或帶領他人雕做，

124
甚至

帶領其他匠役製作動物標本。
125
由於他擅長用金屬絲或片嵌成文字，他應也擅長

篆、隸等體字，所以皇帝才曾一再傳旨命他設計乾隆年款字樣。
126
乾隆三十八年

四月，清高宗曾傳旨要求閱看在「如意館」中服務的南匠之「錢糧名單」，「牙

匠王裕璽」獲得每月加薪錢糧一兩。
127
這些與王裕璽有關的檔案，大多收錄於以

「如意館」為類目的檔案冊中，即使乾隆四十三年常存因年邁眼遲，退出「如意

117《活計檔》，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記事錄〉。

118 同前書，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金玉作〉。

119 同前書，乾隆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如意館〉。

120 同前書，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如意館〉。

121 例如同前書，乾隆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如意館〉，載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傳旨命王裕璽在一
件紫檀木雙圓如意的正面用金司鑲嵌雙圓迴文字與吉祥花樣，背面掐銀絲字。

122 例如同前書，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如意館〉，載錄太監轉達皇帝旨意，命王裕璽在一件紫檀
木盒座上照萬年甲子字邊線樣做金片子。

123 同前書，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如意館〉。

124 同前書，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如意館〉，載錄皇帝傳旨要王裕璽將內廷所藏一件汝窯碟底
部的「蔡」字找補過字的李世金刻字。這件北宋末汝窯小碟今藏於臺北故宮。

同前書，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如意館〉，載：著王裕璽帶造辦處好手刀兒匠二名進如意館
成做帶鞘小刀。

125 同前書，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十日，〈如意館〉，載：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押帖中傳旨將熊
皮、木匠、雕匠交啟祥宮，著王裕璽指撥成做。結果於十二月十七日做得「熊一隻」，呈覽後清高
宗覺得熊原高有四尺餘，長有一丈餘，如今做成的標本，「尺寸不足」。遂於第二年正月十一日另
做成「大熊一隻」，皇帝滿意後又下令將「前做得小熊拆開」，另做九尺餘長大熊。。

126 例如同前書，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如意館〉，載：太監傳達旨意說：皇帝要求在一件紫檀
木雕夔龍嵌漢玉雙喜插屏鏡架用銀絲掐年款，木架周邊還需掐絲點綴紋飾，需先畫樣呈覽，當日
王裕璽就寫得年款的字樣，也畫得掐銀絲點綴紋飾樣，呈覽後奉旨：「年款周圍似扁形，掐雙銀
絲邊；靈芝上添芝草，其餘准做。」

127 同前書，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如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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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改在造辦處其他場所當差的同時，王裕璽也「既病不能當差」，由其子王喜

慶進入內廷（「如意館」）幫做銀片鑲嵌活計；此時王裕璽仍冠以「牙匠」之稱。
128
至於進入「如意館」後的王喜慶，似未如父親般獲得賞識，當差時間似也未

久，
129
《活計檔》中除了記錄他在父親不能當差時進入內廷（「如意館」）幫忙

外，無法覓得其他相關史料。身為南匠的王裕璽與王喜慶，因擅長金屬絲與金屬

片的鑲嵌工藝，或亦來自江南，因為十八世紀廣東工藝並不以此類鑲嵌工藝見

長。
130

雖然常存、張炳文、王裕璽與金松茂曾同時奉旨各自照交出的合牌樣用金、

銀絲各做一件紫檀木匣，而且四人都是隸屬於「如意館」的匠役，但是僅前三人

有「牙匠」身份；金松茂原為造辦處的「外雇廣木匠」，因內廷（「如意館」）需

要「商絲匠」，他「商得銀絲木樣」呈覽驗看後奉旨進入「如意館」當差，並以

「商絲匠」身份議得每月有錢糧銀五兩，每年衣服銀十五兩，
131
相當不錯的薪

資，但不具「牙匠」身份。

至此為止，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年先後在紫禁城內當差的南匠中之牙匠最少有

陳祖章、陳觀泉、蕭漢振、李裔唐、黃振效、楊維占、司徒勝、封岐、施天章、

葉鼎新、顧彭年，他們都是南匠，前七人來自廣東，後四人來自江南；另有擅長

鑲嵌工藝卻具牙匠身份的北匠常存、四兒。至於王裕璽與張炳文二人，在乾隆十

年以後其名姓方於《活計檔》中出現，王裕璽之名於乾隆十一年即出現，張炳文

於乾隆十五年也已在如意館中「行走」；王裕璽為南匠，張炳文因曾被議定賞給

「披甲、錢糧」，或為北匠。

乾隆朝前十年，來自江南的牙匠有四人，可是乾隆十年以後還留在紫禁城者

可能僅剩顧彭年一人而已，因此楊伯達曾說：乾隆時期廣東工匠在造辦處南匠中

地位漸高，尤其在畫琺瑯、牙、木等方面，由雍正時期附庸於蘇匠（江南工匠）

的地位，經過乾隆初年與蘇匠的反覆較量，「終於取得了優勢」。
132
若再仔細分

析乾隆朝前十年曾出入內廷（「如意館」）的牙匠，來自江南的四人中除了顧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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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同前書，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如意館〉。

129 同前書，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記事錄〉，載：此時內廷牙匠僅有黃兆一人。

130 楊伯達，〈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為《清代廣東貢品展覽》
而作〉，《清代廣東貢品》，頁10-38，文中列舉十類當時廣東工藝，計：金屬工藝、玻璃器工藝、
琺瑯器工藝、鐘錶工藝、盆景工藝、象牙工藝、玳瑁工藝、珊瑚工藝、彩石工藝、琥珀工藝。

131《活計檔》，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九日，〈記事〉。

132 楊伯達，〈十八世紀清內廷廣匠史料紀略〉，《中國文化研究學報》，1987年第18卷，頁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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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施天章於乾隆五年夏天放歸回籍；葉鼎新於乾隆三年離開如意館，可能換在

造辦處的牙作當差，翌年有關他與施天章共同奉命收拾石章，並設計、製作一個

木箱的檔案，是《活計檔》中與其相關的檔案中最後一則；有關封岐之檔案則以

乾隆七年他與黃振效同時奉命雕製活計之檔案為最晚者。因此，個人曾以為乾隆

五年左右是廣東牙匠與蘇州地區牙匠地位互易的轉折點，從此廣匠地位逐漸取代

蘇匠在宮廷內的地位。
133

《活計檔》所記載乾隆十年以後進入紫禁城服務的牙匠幾乎都來自廣東，首

先是乾隆十四年七月初二日傳旨粵海關監督碩色選送一名「會雕人物好手牙匠」

進京，當年底便有「好牙匠黃兆」送進內廷（「如意館」），經驗看得手藝與陳觀

泉相似，遂基本上比照陳觀泉的薪資標準發給其錢糧銀與廣東安家銀，但是「衣

服銀不必給」。
134

進入內廷（「如意館」）後的黃兆逐漸獲得皇帝的信任，除了奉旨製作牙雕品

與角雕品外，
135
也曾奉旨雕製木雕品，

136
甚至一再奉旨以天然樹根成做文物。

137
除此之外，《活計檔》中也有黃兆畫樣的紀錄，此項工作都是皇帝直接傳旨指

名由其設計稿樣，而且從這些檔案可知他在精雕象牙活計（仙工）或佛像木座、

佛龕形制等方面的設計功力深受清高宗信任。除此之外，他亦能從事金、銀絲或

金、銀片的鑲嵌工作。
138
黃兆進入內廷（「如意館」）後不斷地受命雕製牙、木

質器物，也經常設計稿樣，直至乾隆朝結束都未停止，乾隆四十九年黃兆還蒙皇

133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
起〉，頁100。

134《活計檔》，乾隆十四年七月初二日，〈粵海關〉。

135 同前書，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如意館〉，載錄七月初七日押帖，內容是著黃兆照養心殿東
暖閣瑯玕聚內象牙臂擱之樣也做一件。

同前書，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與六月十二日，〈如意館〉，皆記載黃兆雕製烏角刀鞘。

136 例如：

同前書，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如意館〉，載：二月初九日太監傳旨著黃兆為一件白玉葵花
碗「配紫檀木座」。

137 例如：

同前書，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如意館〉，載：黃兆奉旨成做天然樹根佛龕。

同前書，乾隆三十年七月十九日，〈如意館〉，載：黃兆奉旨為瓷達摩像配做木根座子。

同前書，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如意館〉，載：著黃兆成造樹根佛。

138《活計檔》，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記事錄〉，載：牙匠楊有慶病故，如意館內當時所需從
事的金、銀片與金、銀絲活計甚多，僅黃兆一人，不敷支應。

因此，黃兆亦能從事金、銀絲與金、銀片的鑲嵌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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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恩賞八品職銜。
139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六月牙匠楊有慶病故後（見下文），

「如意館」牙匠僅剩黃兆一人，雖然立刻由楊有慶的兒子楊秀頂替父親之職，
140

黃兆依然重要。從進入內廷（「如意館」）至乾隆朝結束為止，《活計檔》中有關

黃兆的檔案超過四十則。降及嘉慶二年（1797）六月，《活計檔》記載：署理粵

海關監督調任福州將軍福昌送到接替黃兆的牙匠；
141
可見得此時黃兆已不在造辦

處服務。總計黃兆在造辦處服務近四十七年，且可能全在「如意館」中當差。在

近半個世紀的不斷工作中，黃兆至少曾一度露出疲累之態，因為乾隆三十八年牙

匠王裕璽等四位匠役被議得每月加賞錢糧銀時，黃兆也可每月增加錢糧銀一兩，

但是因為他「近時5懶」，必須比其他三人晚兩個月加薪。
142
雖然如此，從《活

計檔》的內容看來，黃兆實為乾隆中、後期宮廷內最重要的牙匠之一，降及乾隆

晚期，黃兆的象牙雕刻技藝在內廷（「如意館」）中仍一枝獨秀，可惜傳世中有他

名款的文物目前僅發現一件，且為私人收藏（見下節第16號文物）。

乾隆二十三年，當時擔任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送到牙匠李爵祿，造辦處奉旨比

照黃兆之例，每月賞給錢糧銀四兩，每年另由粵海關監督支給安家銀八十兩，並

照黃兆之例不必發給衣服銀。
143
既然是比照黃兆之例發給薪資，李爵祿應亦逕入

「如意館」當差。乾隆三十五年，《活計檔》兩度記載他二人曾同時奉旨成做活

計，一次乃奉旨照內廷交出的黃楊木文殊佛與觀音，各做一尊，
144
另一次則奉旨

照所畫得西番草筒盒紙樣，做象牙筒盒。
145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活計檔》記

載：李爵祿已奉准回籍終養。
146
可見得李爵祿乃「供奉南匠」，被選送進京時應

已不算年輕。

總計李爵祿在「如意館」服務時間前後約十五年，雖然原核定的薪資比照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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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內務府堂人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081。

趙爾巽等編纂，《清史稿》，卷504，〈列傳〉，卷二九一，〈藝術三〉，頁13911，云：「清制，畫
史供御者無官秩。⋯⋯間賜出身官秩，皆出特賞。」因此，黃兆等人的品官職銜乃蒙恩特賜。

140《活計檔》，乾隆五十五年九年十九日，〈記事錄〉。

141 同前書，乾隆六十二年七月初一日，〈熱河隨圍信帖〉。

142 同前書，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如意館〉。

143 同前書，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記事錄〉。

144 同前書，乾隆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如意館〉，載錄九月十七日押帖一件，內容是的旨意。然
而，此則檔案錄於四月二十七日條目中，其前後所錄皆為同日所接得之押帖，其押帖內容都是
「本月」之旨意，故此則或為當初抄錄時誤書，應為「本月十七日」之旨意。

145 同前書，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如意館〉，載錄十月初九日押帖內容。

146 同前書，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記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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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之例發給，但是他並不如黃兆般受到清高宗的賞識，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清高宗

曾下旨要求閱看「如意館」南匠錢糧名單後，決定加賞四位如意館匠役，當時同

任牙匠的黃兆與王裕璽都蒙賞，名單中卻無李爵祿之名，不知他此時是已回籍終

養？抑或因為未得清高宗的賞識而未蒙賞賜？嗣後遂「呈請終養」！雖然如此，

傳世中仍有一套鏤空象牙套盒出自其手漬。（見下節第15號文物）

李爵祿回籍後，依所覓得《活計檔》的記載，此時仍在「如意館」中當差的

牙匠似僅有擅長雕刻的黃兆，以及擅長鑲嵌工藝的常存與王裕璽。或許深感牙匠

不敷支應皇帝所需，遂令粵海關監督德魁另選送「好手牙匠」進京。被選進內廷

（「如意館」）頂替李爵祿之牙匠即楊有慶，造辦處執事人員將其試做的一件象牙

盒呈覽，並說明李爵祿原食錢糧銀四兩，楊有慶「所食錢糧可否照（李爵祿）例

賞給」；清高宗下令將這件象牙盒收貯於養心殿，關於薪資部分，僅下旨：「餘

知道了」，
147
並不似他人般明示旨意，但是從後來的檔案中可知，楊有慶所得的

每月錢糧銀乃四兩，春秋兩季之衣服銀為十兩，
148
與李爵祿的薪資相同；所以清

高宗所謂「知道了」，也有同意之意。

進入「如意館」第二年的楊有慶，就蒙清高宗點名用象牙做一件「仙工陳

設」，五日後楊有慶先做了「合牌棋盤樣」，呈覽後奉准照樣成做。
149
乾隆四十

五年（1780），黃兆奉命設計了兩件象牙榴開百子仙工活計，畫好紙樣呈覽後奉

准由楊有慶成做。
150
當時如意館牙匠常存與王裕璽已於兩年前退出如意館，雖然

王裕璽之子王喜慶已進入「如意館」幫忙，似並不重要，內廷（「如意館」）牙匠

仍以黃兆與楊有慶二人為主。不知是否過於勞累，十年後（乾隆五十五年）楊有

慶病故，
151
他在「如意館」服務近十七年光陰。

楊有慶病故後，當時「如意館」內的牙匠僅剩黃兆一人，有鑑於當時「如意

館」內正進行的「商金銀片、金銀絲活計甚多」，「如意館」員外郎福慶認為楊

有慶的兒子楊秀多年來伴隨父親成做各項活計，「其手藝尚堪應役」，遂建議由

楊秀接替父親的職位與薪資，同時將他試做的「商銀字如意」呈覽，清高宗看過

147同前註。

148同前書，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記事錄〉。

149同前書，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如意館〉。

150同前書，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初八日，〈如意館〉。

151同前書，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記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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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不反對，楊秀遂正式成為隸屬於「如意館」的牙匠之一。
152

前述乾隆朝牙匠在《活計檔》中皆有他們奉命承製活計的紀錄，其記錄的多

寡與其在宮廷內的重要性有關。此外，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於八十年代初期

曾輯錄有關圓明園的檔案後重新編排出版上、下兩冊檔案史料，下篇主要收自雍

正、乾隆二朝的《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有關圓明園的檔案，其中乾隆十八年

（1753）五月十一日在〈木作〉類目中記載：牙匠德壽將一件西洋畫水邊掛屏持

赴水法殿，交給太監收訖。
153
德壽之名未能在《活計檔》覓得，而後者於乾隆十

八年檔案中亦缺以〈木作〉為類目的檔案，其原因不明。不過前述書中錄自雍

正、乾隆二朝《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其餘檔案多能於《活計檔》覓得，故該書

所錄檔案雖經重新編排，仍足徵引。因此，乾隆前期曾有牙匠德壽於宮廷內當

差，依其名姓及目前僅發現的資料所述其工作內容，或是一位隸屬於牙作的北

匠，乃當時造辦處「家內匠役」
154
之一。

（四）嘉慶朝宮廷牙匠

雖然嘉慶二年《活計檔》曾提到牙匠黃兆，但乃記載粵海關監督調任福州將

軍福昌派人送來代替黃兆之缺的廣東牙匠，而且此時造辦處服務的主要對象是太

上皇，所以嚴格而言，黃兆算不上是嘉慶朝宮廷牙匠。可惜檔案中未曾記載此次

送來之廣東牙匠的名姓，不知與嘉慶十一年以後出現在《活計檔》中的牙匠莫成

紀或陳琛是否有關？

嘉慶朝最重要的宮廷牙匠乃楊秀，他自乾隆五十五年接替父親在「如意館」

的職位後，一直在「如意館」當差，雖曾在嘉慶初年告假離開京城，但仍隨身帶

著「壽同山岳永犀角杯」之活計，以便繼續成做，並於嘉慶二年五月完工後呈進

內廷。
155
依據嘉慶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的《活計檔》的記載，此時有關活計之成做

頻率不如乾隆朝，相形之下關於宮廷匠役的紀錄也鮮，但是有關楊秀的紀錄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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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同前註。

15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圓明園》（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下編，頁1345。

154 在《活計檔》中，「家內匠役」乃與「南匠」對稱的匠役，往往是北匠中的包衣匠。例如乾隆九
年四月十二日，〈記事錄〉，載：清高宗傳旨查明南匠生病的處理原則。第二天得知造辦處南匠如
果「病兩個月，即行革退」，清高宗遂傳旨：「⋯⋯嗣後不拘南匠並家內匠役如病一個月將依所食
錢糧裁減一半。」

155 同前書，乾隆六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如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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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則，包括他成做活計的紀錄，
156
以及奉命設計、畫樣的紀錄，

157
這些由楊

秀本人或與其他牙匠成做的象牙活計包括仙工柘榴、仙工船、鏤空錦地活萬字紋

搬指、瓜瓞綿綿百子盒、群仙祝壽萬年喜扇，以及太平有象、萬國來朝、百子圖

等紋飾之象牙插屏。降及道光二年（1822）底，《活計檔》中仍記載牙匠楊秀畫

得安喜盒紙樣一張，交太監祿兒呈覽，奉旨照樣成做二對。
158
此後，《活計檔》

未再出現楊秀的姓名。

楊秀之外，莫成紀是嘉慶朝「如意館」中另一位重要的牙匠，他的名字於嘉

慶十五年（1810）兩度出現在《活計檔》後，至嘉慶末年止又出現三次，降及道

光初期仍有他畫樣、成做象牙活計的記載。
159
因此，限於檔案闕佚，雖然不能確

知莫成紀何時進入內廷（「如意館」），但可知其降及道光朝仍在內廷（「如意館」）

服務。嘉慶朝的《活計檔》有關莫成紀的檔案，除了嘉慶十五年六月初二日莫成

紀畫得榴開百子盒內百子圖紙樣，呈覽後照樣准作，同一天他又奉旨與楊秀一同

畫搬指樣，第二天畫成呈覽後准做之外，
160
其餘三次都是畫得插屏樣呈覽後，奉

旨照樣准做，計有三陽開泰五穀豐登象牙插屏、
161
九老祝壽象牙插屏

162
與壽山

福海象牙插屏。
163

156 同前書，嘉慶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匣裱作呈稿：太監得意交象牙茜色仙工柘榴一對，係楊秀新
做。傳旨配做雕紫檀木座，下配做雕紫檀木香几座。

同前書，嘉慶二十年十月初二日，匣作呈稿：太監如意交象牙仙工船一座，如意館楊秀做，傳旨
配紫檀木蓋板巴達嗎座四面玻璃罩。

157 同前書，嘉慶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如意館」呈稿：楊秀畫得太平有象百子插屏一座紙樣一張，
呈覽後奉旨照樣准做。

同前書，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如意館」呈稿：牙作楊秀、陳琛畫得瓜瓞綿綿百子盒子一
件、群仙祝壽萬年喜扇一對（隨匣座）畫紙樣二張，呈覽後奉旨照樣准做。

同前書，嘉慶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如意館」呈稿：押帖內開七月初十日楊秀畫得萬國來朝象牙
插屏一座紙樣一張，呈覽後奉旨照樣准做。

同前書，嘉慶十五年六月初六日，「如意館」呈稿：押帖內開六月初二日傳旨著楊秀、莫成紀畫
象牙搬指樣呈覽。於六月初三日畫得透地活萬字四喜錦花紋紙樣一張、透地五福活萬字錦花紋紙
樣一張，呈覽後奉旨准照樣每樣做四件，楊秀、莫成紀趕做。

同前書，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如意館」呈稿：押帖內開六月初五日牙匠楊秀畫得百子圖
象牙差屏一座，隨紙樣一張，呈覽後奉旨照樣准做。

158 同前書，道光二年十二年二十五日，「如意館」呈稿。

159 同前書，道光七年十二月初七日，作坊不明，或為「如意館」。

160 同前書，嘉慶十五年六月初六日，「如意館」呈稿，載錄六月初二日押帖內容。

161 同前書，嘉慶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如意館」呈稿。

162 同前書，嘉慶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未記錄呈稿單位，當日接得押帖，載錄開嘉慶二十三年二月
二十五日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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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莫成紀，牙匠陳琛也曾與楊秀共同畫得瓜瓞綿綿百子盒一件、群仙祝壽

萬年喜扇一對（隨匣座）之紙樣二張，呈覽後奉旨照樣准做。
164

莫成紀與陳琛二人雖然與楊秀同在嘉慶朝「如意館」成做象牙活計，但是楊

秀應技高一籌，他能做象牙仙工活計，又與莫成紀共同成做象牙活紋活計，這兩

類技藝皆屬上層的象牙雕刻工藝（象牙仙工與象牙活紋之內涵，本文結語中將進

一步討論）。

總計嘉慶朝《活計檔》中所錄此期奉核定的象牙活計之紋飾除了前文已述及

者外，尚有象牙仙工遐齡永禧元插牌等。
165
嘉慶朝內廷（「如意館」）所成做的

牙活紋飾寓意可歸納成福、壽、多子與國運（如：三陽開泰、五穀豐登、萬國來

朝等）幾項，從這些紋飾或可窺知清仁宗的喜好與品味。

相較於雍、乾兩朝《活計檔》的內容，嘉慶朝者較為簡略，加上嘉慶四年至

十年的《活計檔》闕佚，不但無法得知莫成紀與陳琛進入紫禁城當差的時間，更

無法覓得有關他二人的薪資檔案，不排除二人中之一人於嘉慶十年以前即進入宮

廷服務，若其來自廣東，
166
或即照楊秀薪資標準發給（每月錢糧銀四兩，春秋二

季衣服銀十兩），因為清代宮廷內匠役向例凡由粵海關監督送到的南匠，往往查

前一位技藝相近的匠役所食錢糧與衣服銀數目，連同試手活計一併奏聞。
167

嘉慶四年「如意館」中的匠役共有三十名，包括玉匠、甲身、裱匠、牙匠、

銅匠、寫字人、鏇匠、裁縫、油畫匠與蘇拉，
168
其中牙匠最少占兩名，即楊秀與

代替黃兆之牙匠。時人吳兆清認為檔案所記嘉慶四年造辦處工匠人數大體上能反

映乾隆後期的情況，乾隆中前期為適應經濟的高度發展，宮廷製造活計多，「匠

役人數也許比這時（嘉慶四年）多」。
169
若僅從《活計檔》所錄乾隆、嘉慶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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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同前書，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如意館」呈稿。

164 同前書，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如意館」呈稿。

165 同前書，嘉慶十八年十月初四日，錢糧庫、匣作呈稿：太監福祿交象牙仙工遐齡永禧元插牌一
件，乃如意館新做，傳旨著配五面玻璃罩盛裝。

166 今日廣州龍發行精雕工藝廠架設網站，述及清代晚期廣東地區牙雕歷史時，根據《養心殿造辦處
各作活計清檔》列舉雍正朝至咸豐朝十五位曾在內廷當差的廣東牙雕匠師，即有莫成紀與陳琛二
人。網址：www.gzlfh.com/gd/his.htm（檢索日期2005年2月27日）。

167 《活計檔》，乾隆六十二年七月初一日，〈熱河隨園信帖〉，此則檔案所錄雖然是粵海關監督送到
的南匠核定薪資之方式，實則其他織造、淮關監督所選送南匠亦如是。

168 吳兆清，〈清代造辦處的機構和匠役〉，《歷史檔案》，第4期（1991年），頁84，第三行，引嘉慶
四年十月《各處各作各房蘇拉匠役花名數目總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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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姓名的牙匠數目看來，確也頗符合吳兆清之推論。乾隆元年至十年宮廷內的

牙匠最多，以後逐漸減少，至乾隆三十八年底如意館中似僅有擅長雕刻的黃兆，

以及擅長鑲嵌工藝的常存與王裕璽；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如意館」內牙匠似僅剩

黃兆與楊有慶，乾隆五十五年楊秀取代父親楊有慶的職位；嘉慶十二年，「如意

館」中牙匠除了楊秀外尚有陳琛，嘉慶十五年以後可能僅是莫成紀與楊秀以牙匠

身份在內廷（「如意館」）服務了。

四、盛清宮廷牙匠作品舉隅

就現有資料統計，康熙、雍正、乾隆與嘉慶四朝曾進入紫禁城當差，成為宮

廷牙匠者有封錫祿、封錫璋、吳珩、李懋德、封岐、封鎬、朱栻、施天章、陳祖

章、陳觀泉、屠魁勝、葉鼎新、顧繼臣、陸曙明、蕭漢振、李裔唐、黃振效、楊

維占、顧彭年、司徒勝、常存、四兒、德壽、張炳文、王裕璽、王喜慶、黃兆、

李爵祿、楊有慶、楊秀、莫成紀、陳琛等三十二人，其中封錫祿、封錫璋乃兄弟

關係，封岐與封鎬亦是兄弟，其四人又有父子、叔姪關係；陳祖章與陳觀泉、王

裕璽與王喜慶，以及楊有慶與楊秀皆為子繼父職。至於顧繼臣與顧彭年若有關

連，則應是上下不同輩份的兩代，自古以來手工技藝傳承往往父子、師徒相承，

顧繼臣與顧彭年或許也是父子關係。

在這三十二位牙匠中，屬於北匠者乃李懋德、常存、四兒、德壽、張炳文四

人，其餘或許皆為南匠。後者又可分成兩個群體，一是來自江南的匠役：例如封

錫祿、封錫璋、吳珩、封岐、封鎬、朱栻、施天章、屠魁勝、顧繼臣、顧彭年等

十人，由文獻可確知來自江南，此外陸曙明、葉鼎新、王裕璽、王喜慶四人中前

二人於雍正朝即在紫禁城當差，後二人乃擅長鑲嵌工藝的牙匠，前曾述及：雍正

朝的牙匠多來自江南，廣東地區又不以鑲嵌工藝見長，故此四人也可能來自江

南；若然，康、雍、乾、嘉四朝來自江南的牙匠最少有十四人。另一群體則是來

自廣東的牙匠，有陳祖章、陳觀泉、蕭漢振、李裔唐、黃振效、楊維占、司徒

勝、黃兆、李爵祿、楊有慶、楊秀、莫成紀、陳琛等十三人。

據了解，現存留有上述牙匠款識的作品大多在乾隆年間雕製，而且比較集中

於乾隆朝前十年，此外個人亦曾推測一件出自盛清宮廷中來自江南牙匠之手的作

169 同前文，頁84，倒數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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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170
茲依據雕製時間先後簡介之，下文凡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皆稱「臺北故

宮」，北京故宮博物院則稱「北京故宮」。

（一）雕竹伏虎羅漢（圖1）

呂一六六二之十八 故雕171 院1959

高81公分 底長7.64公分 底寬3.28公分 （連原木座）通高9.1公分

臺北故宮藏

匠役選用竹子的地下莖，圓雕一羅漢坐於石上，雙臂下伸，交指下按，張口

睜眼，做打呵欠狀。人物右足倚於石上，左足置於一伏地虎背，口中牙齒歷歷可

數；老虎雙眼圓睜，張口露齒。人物身軀比例勻稱，形象生動，老虎則好似民俗

虎爺玩具造型，可見雕刻者精於人物，對於老虎之造型略顯生疏。

依據此器原始品號之「呂」字，可知其於民國十三年（1924）溥儀出宮時即

貯於養心殿的華滋堂或燕喜堂，該殿自清世宗起即為清帝寢宮。經查其原收在

「嵌螺鈿硬木匣」中，
171
並於民國十四年（1925）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魏春泉

（組長）、李宗侗（監視）、孫占魁（軍）、佟金德（警）等六人負責清點。
172
原

器無款，個人曾依據人物姿態、老虎造型與座石雕法，推測其出自於封氏第二代

—封岐、封鎬或施天章之手，
173
製作時間當在雍正朝或乾隆朝初期，因為此時前

述三人服務於內廷（「如意館」）。

（二）乾隆二年 陳祖章 雕橄欖核小舟（圖2）

呂二０六二補32 故雕182 院1971

高1.6公分 長3.4公分 寬1.4公分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170 北京故宮曾公布一件「莫紀成」雕製的「榴開百戲」，但在說明中未註明款識，2005年6月前往北
京故宮問詢當初撰寫此則文物說明者—劉靜，方知其乃依據《活計檔》的記載推測之，但姓名誤
植。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雕刻珍萃》，頁185，圖144。但在李久芳主編、劉靜副主編，《竹木
牙角雕刻》（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頁218，未標示雕製者姓名，僅說明：據《活計
檔》記載，其乃嘉慶十五年宮廷牙匠奉旨製作。此書乃楊新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之一。

171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景印，2004），第三編第四冊，卷
二，頁6-325，原清冊載此「嵌螺鈿硬木匣」「內盛玉石、瑪瑙、水晶、木根、琺瑯等小件頭，共
四十七件，原應五十二件，缺五件，又冊頁一冊、小摺扇三把」。

172 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頁6-428，記載負責點查人員。

173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
起〉，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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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故宮藏

作者選用一個橄欖核雕出一件核舟，舟上門窗具備，開闔自如，艙棚上雕刻

席紋，舟上椲杆直立，旁備繩索與帆，艙內桌案上杯盤狼藉，東坡與二客坐於艙

內，艙前童子三人，舟子一人，船尾舵手一人，舟上共計八人。舟底毫芒細刻

「後赤壁賦」全文三百餘字，行書刻款：「乾隆丁巳五月，臣陳祖章恭製」。乾隆

丁巳即乾隆二年，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時收貯在養心殿華滋堂或燕喜堂的「紫檀

多寶格提樑長方盒」中，
174
或許因為這件多寶格內所收貯的小文物有兩百餘件，

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下午至二十日共一天半，吳承仕（組長）、李柏榮（監

視）、竇傳照（軍）、關承善（警）（以上四人於十九日下午負責）、梁錦漢（組

長）、吳元凱（監視）、張自修（軍）、佟金德（警）（以上四人於二十日上午負

責）、吳同遠（組長）、羅雍（監視）、丁允福（軍）（以上四人於二十日下午負責）

等人負責清點時未曾發現這件小核舟，
175
離開紫禁城後再度點查遂發現之，故其

原點查號之分號加一「補」字。

陳祖章來自於廣東，於雍正朝時似乎不甚突出，但在此件核舟完成當年年

底，蒙加薪成為《活計檔》中有錢糧銀紀錄的匠役中每月所支錢糧銀最高者，不

知與這件核舟之成做是否有關？

自明代以來蘇州一帶即一再出現擅長雕製核舟之匠役，清初江南承繼明朝遺

緒，當地仍有擅長雕製核舟之匠役，
176
嘉定封氏雖以刻竹著名，亦擅長果核雕

刻，封錫祿供奉內廷時曾有人見他用桃核雕製核舟，舟底鐫刻兩行細字，乃蘇軾

〈後赤壁賦〉中的兩句：「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177
陳祖章是來自廣

東的牙匠，卻能雕製出如此精巧雅致的核舟，可見得自雍正七年進入內廷後，他

在當時宮廷內盛行蘇州地區雕刻藝術的氛圍下，
178
也不免受其影響，使得這件核

舟成為乾隆初期宮廷內「蘇州樣，廣州匠」
179
的實例。

174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第四冊，卷二，頁6-410，原清冊載此多寶格
長方盒維「硬木多寶箱」。

175 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頁6-431，上、下午共十二人左右。

176 嵇若昕，〈果核雕刻藝術〉，《器物藝術叢談》（鹿港：左羊出版社，1991），頁35-44。

177 金元鈺，《竹人錄》，卷上，頁6-7，「封錫祿、封錫璋」條，金元鈺的按語。

178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
起〉，文中個人以為清世宗比較喜愛具有文人品味而作工精緻的雕刻品，清高宗因逐漸偏好廣東牙
雕工藝的繁瑣、精巧等特色，內廷恭造的雕刻品遂在原有蘇州風格的基礎上，逐漸融入廣東地區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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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乾隆二年 施天章 雞血石赤壁圖未刻印（圖3）

天一二五九故雜297 院2041

印面5.1 x 2.3公分 高8.0公分 重126公克

臺北故宮藏

作者利用雞血石質材血紅的部位巧雕蘇軾泛舟赤壁故實，以繪畫中斧劈皴之

刀法巧雕出山石，陰刻水波紋，背面山壁間有一平臺，二士子對揖交談，較大片

山壁上陰刻清高宗御製詩：「赤壁我曾識，巉巖今復遊。千山木葉落，十月夜登

舟。寥寂吾良樂，風霜客不留。橫江一孤鶴，不與歲時留。」款識：「隱括蘇子

瞻後赤壁賦即用賦字。長春居士。」長春居士乃清高宗的號。除御製詩與款識

外，匠役署款：「乾隆丁巳孟冬月，臣施天章恭製。」孟冬月為十月。依據原始

「天」字品號，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時收貯在乾清宮西暖閣，民國十四年二月十

一日下午由王斧（組長）、顧大徵（監視）、蔣永盛（軍）、白桂亮（警）等十人

負責清點，
180
並名之為「昌化石玩器」。

181

傳世有施天章款識的作品多難確認出自其手，但是此印乃清宮舊藏，又貯於

乾清宮，其款識值得信賴。然而，施天章的雕刻技藝承襲自封錫祿，擅長以竹子

的地下莖圓雕人物，作品古雅渾厚，
182
這件雞血石印的紋飾為古代文人之雅言逸

行，雕工繁瑣，不見封氏的雕刻風格。
183
由於施天章的傳世作品甚鮮，這件石印

雖然不是他最擅長的竹根人物，
184
不過可作為雍乾兩朝皇帝對於竹、木、牙、角

雕刻文物品味轉變的輔證，也是從另一角度瞭解牙雕工藝「蘇州樣，廣州匠」的

參考。

（四）乾隆三年 黃振效 雕象牙御船（圖4）

崑一六九61之28 故124406

高1.7cm 長5.2cm 寬1.5cm

北京故宮藏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179 屈大均，《廣東新語》，收於《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出版社，1976），第24編第10冊，卷
16，頁458，「錫鐵器」條。

180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一編第一冊，卷三，頁1-386。
181 同前書，第一編第一冊，頁1-149，原清冊載：「代（帶）袱」。
182 金元鈺，《竹人錄》，卷上，頁8，「施天章」條：其刻竹作品「古香古色，渾厚蒼深，駸駸乎三
代鼎彝矣！」

183 嵇若昕，《明清竹刻藝術》，第四章第一節，〈一、封氏一門與施天章〉，頁64-67。
184 金元鈺，《竹人錄》，卷上，頁8。竹子之根乃其鬚根，一般所謂「竹根」實乃竹子的地下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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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器以小塊象牙鏤雕出一艘畫舫，船首雕出牌坊，其前立雕三人，一小僮蹲

坐烹茶，一人似正進行洗滌工作，第三人手背於後立於牌坊前抬頭望向艙篷。牌

坊後艙篷上七位船夫分成兩組合力安放船椲，艙篷編織紋歷歷如繪。十六扇窗戶

或橫或直，開闔自如，船尾鏤雕回文護欄，船底安活動舵。船底一側細線陰刻填

黑楷款：「乾隆戊午花月，小臣黃振效恭製。」乾隆戊午花月即乾隆三年二月。

此器形制因與「康熙南巡圖」中御船相似，故名。
185

來自廣東的黃振效於乾隆二年底進入「如意館」後，不久就完成這件雕象牙

畫舫，其窗戶雕刻方式與前述陳祖章所雕橄欖核舟相似，但雅緻稍遜。黃振效運

用其擅長的廣東地區精細的象牙雕刻風格，模仿蘇州地區匠役擅長的核舟雕製工

藝，雕製出這件畫舫，或許因此得以留下了匠役名款。依據其進入內廷時間，這

件象牙御船或是一件「試手」
186
之作。但是此件文物款字細弱，鏤雕技藝雖稱精

巧，但尚稱不上「鬼斧神工之作」，
187
故長久以來皆未曾引起學界注意。

依據這件文物原典查號以「崑」字為首可知，溥儀出宮時收貯於內右門內、

養心殿南方的南庫，崑一六九號是一個硬木櫃，
188
分號61則是收貯於硬木櫃中

的一個金漆盒，
189
這件雕象牙御船乃金漆盒中的第28號文物，當年得清點帳冊

僅記錄至金漆盒，盒內文物似未詳記。民國十四年七月七日下午由吳經明（組

長）、譚元（監視）、王得功（軍）、郝秉麟（警）等五人共同負責清點。
190

（五）乾隆三年 黃振效 雕象牙山水人物筆筒（圖5）

故124255

高12cm 徑9.7cm

北京故宮藏

從其舊貼號籤形式看來，此件文物原非置於紫禁城內，與臺北故宮收藏之原

國立中央博物院文物舊號籤相似，故此件文物原為北平古物陳列所收藏品，此件

185 李久芳主編、劉靜副主編，《竹木牙角雕刻》，頁209。

186 初入造辦處的匠役，為了解其手藝高低，多需試做一件活計呈核，《活計檔》中往往稱之為「試
手」，例如《活計檔》，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匣裱作〉，載：太監常寧交來「雕紫檀木葫蘆
盒一件，係新到廣木匠李庚『試手』成做」。

187 李久芳主編、劉靜副主編，《竹木牙角雕刻》，劉靜認為「此作品⋯⋯堪稱鬼斧神工之作」。

188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第二冊，頁6-47。

189 同前書，頁6-50。

190 同前書，頁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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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筆筒可能移自熱河行宮或奉天行宮，
191
曾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由留在

北平的工作人員負責復查。

全器高浮雕山水人物，一面有五漁人圍茗，其中三人戴笠，另二人將其笠置

於地，人物鬚、髮、眼皆染色，山水紋飾作繪畫中的北宗風格，有松樹與柳樹；

另一面松樹下作一漁舟，右方舟尾男主人正掌舵，舟首雕一婦人為小孩沐浴，衣

服曬於旁，婦人頭髮染深藍色，舟之前方圍茗五漁子旁之童子頭髮染淡黑色，近

口緣一片山壁上陰刻楷書填黑清高宗詩文：「網得魚蝦足酒錢，醉來蓑笠伴身

眠。漫言泛宅曾無定，一曲漁歌傲葛天。」款：「乾隆御題」，朱文篆印兩方，

分別為「宸」、「翰」字。圍茗五人之左下方山壁上作者陰刻楷書填黑款：「乾

隆戊午長至月，小臣黃振效恭製」。乾隆戊午乃乾隆三年，長至月即夏至之月，

亦即五月。原器應有木座，已佚，今遺留膠痕。

全器山水構圖完整，紋飾連貫一氣，未強分起訖，並藉著山壁留白處陰刻清

高宗的詩文與雕刻者款識，全然嘉定地區竹刻藝術風格。身為廣東牙匠的黃振

效，卻雕製出這件紋飾具有蘇州地區風格的筆筒，故而近人朱家溍曾認為他師承

嘉定封氏。
192

黃振效進入「如意館」後，第二年二月與五月分別完成前述御船與這件作

品，但是這兩件作品雕工皆稱不上精緻，與黃振效其他有款識作品不可同日而語

（見下文第9、10、11、14號作品）。他與蕭漢振、李裔唐、楊維占四人同時進

京，初議得的薪資不如蕭漢振，但是不久就受到重視，翌年四月獲得雙倍以上的

加薪，其每月錢糧銀成為蕭漢振的兩倍；乾隆八年得病，第二年被送回籍調養。

朱家溍認為這件作品「可能是他（黃振效）初到造辦處呈覽供審查是否合格

的作品」，並且以為他「雖是廣東人，但他的作品卻不是廣東牙雕的風格」。
193

其實若仔細審閱其他具黃振效款識之作品，全是廣東牙雕風格，除了前述雕象牙

御船外，成做時間都較此件雕象牙筆筒晚，故這件雕象牙筆筒與前述雕象牙御船

或皆是他初入內廷（「如意館」），在當時宮廷雕刻風格（尤其是象牙雕刻）充滿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191 關於古物陳列所之設置歷史、典藏來源等，可參閱：

譚旦冏，《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頁38-39。

段勇，〈古物陳列所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述評〉，《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頁15-39。

192 朱家溍，〈九五 象牙雕漁樂圖筆筒 清〉，朱家溍、王世襄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
11‧竹木牙角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圖版說明〉，頁31。

19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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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地區藝術風格的氛圍下，仿效為之的作品。或許並未得到清高宗的賞識，雕

象牙筆筒未被留在紫禁城內。

（六）乾隆三年 蕭漢振 雕象牙透花活紋連鏈小圓盒（圖6）

呂二０三三11  故雕260 院1948

盒高1.8公分徑2.2公分

臺北故宮藏

全器選用一小塊象牙分剖、雕刻而成，器身與器蓋的鏤空花紋間勾連靈活，

可上下活動。器內底坐一小犬，一長鏈與蓋內相連，另三小鏈與長鏈相連，鏈端

分雕一犬、一猴及一鏤空蒲蘆。器底陰刻填黑楷款：「乾隆戊午季夏，小臣蕭漢

振恭製。」季夏即六月。此件象牙小圓盒原為「戧金描漆龍鳳箱」（多寶格）中

的一件小珍玩，溥儀出宮時收貯於養心殿華滋堂或燕喜堂，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

八日下午由王斧（組長）、周承麟（監視）、王心田（軍）、佟金德（警）等五人

負責清點。
194
點查時記載此多寶格名：「嵌牙木盒」，雕象牙小圓盒名：「雕透

花象牙小盒」。
195

蕭漢振於乾隆二年底以「好手牙匠」身份進入內廷（「如意館」），並以技藝

出眾獲得同時四位牙匠中薪資最高者。翌年他完成這件作品，比前一件黃振效所

雕製的筆筒晚一個月左右，但其器壁與蓋面細緻的鏤空紋飾間勾連靈活而可上下

活動，是上乘的「活紋」作品。

依據其完成時間，這件作品與前一件黃振效的作品相仿，或也是一件匠役初

入「如意館」「試手」之作。

（七）乾隆三年 楊維占 雕象牙群仙圖小插屏（圖7）

呂一九八之二 故雕157 院2084

高9.8公分 寬4.1-4.4公分 厚0.3公分 （連木座）通高13.1公分

臺北故宮藏

全器形制呈一段竹節形狀，器背以對角式構圖淺浮雕六子放風箏圖，紋飾偏

向右下角，風箏高掛於左上方；正面高浮雕十八羅漢渡江圖，每一羅漢各騎一動

194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第四冊，頁6-430。

195 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卷二，頁6-398，原清冊載：「內象牙練（鏈）一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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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龍、龜、獅、鹿、牛與異獸，最上方有一羅漢斜臥毯上。左側竹肉部位下

方陰刻填黑細小楷款：「乾隆戊午初秋，小臣楊維占恭製。」初秋乃七月，故其

完成時間比前一件略晚。器之正面四隅雕製出四足，故可置於書案做臂擱，此時

器背反變為正面。

從原始品號可知，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時這件小插屏收貯於養心殿，民國十

四年七月十六日上午由俞同奎（組長）、王衡桂（監視）、李錫明（軍）、何恕

（警）等六人負責清點，
196
原名：「象牙刻山水竹節小屏」。

197

這件小插屏完成時間乃接續在前述黃振效、蕭漢振所做之後，或也是楊維占

「試手」之作。楊維占與蕭漢振同時進京，翌年初秋完成這件作品，其紋飾精

緻，款識細小，但是相較於黃振效所雕製尺寸接近之小插屏（見第11號作品），

其精緻度稍遜。

（八）乾隆三年 封岐 雕象牙山水人物小景（圖8）

呂一二四 故雕156 院2084

高6.8公分 長8.6公分

臺北故宮藏

全器取象牙一塊，雕製出叢山峻嶺，曲徑小橋，亭臺樓閣，一船三鶴，遊人

十六，或坐，或立，或垂釣，或弈棋。器背山壁上陰刻填黑楷款：「乾隆三年歲

次戊午冬日，小臣封岐恭製。」這件作品完成時間又比前一件稍晚，溥儀出宮時

亦收貯於養心殿，民國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吳經明（組長）、彭祖復（監視）、

賈順昌（軍）、白貴亮（警）等七人負責清點，
198
原名：「象牙山水人物」。

199

封岐雕刻技藝得自家傳，嘉定封氏以「竹根人物」最受推崇，但也擅長果核

雕刻，因此在牙材上從事類似這件山水小景的細微雕刻，當然勝任愉快。「封氏

家法專以奇峭生新為主」，
200
封岐秉承家法，追求新奇，或觀察到同在「如意館」

當差的兩位廣東牙匠—蕭漢振、楊維占，分別用整塊象牙雕製出透花連鏈活紋圓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196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第四冊，頁6-427。

197 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卷一，頁6-249，此件與本文第10號文物同時清點，故原清冊載：「邊有
乾隆款、一黃振效製、一楊維占製」。

198 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頁6-427。

199 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卷一，頁6-246，此件與本文第８號文物同時清點，原清冊載：「帶玻璃
罩」。

200 金元鈺，《竹人錄》，卷上，頁8，「施天章」條，金元鈺的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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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與群仙圖小插屏，一件玲瓏活動，一件細微精緻，遂因此設計、雕製出這件具

體而微的山水人物小景，以迎合清高宗的品味。

（九）乾隆四年 黃振效 雕象牙山水人物小景（圖9）

呂一二五 故雕155 院2084

高4.6公分 長8.8公分 寬7.2公分

臺北故宮藏

全器以一塊象牙雕成立體山水人物小景，山勢陡峭，亭臺樓閣、小橋流水、

茂密樹叢錯落其間，另有小舟九，或泊或泛；人物三十四，或坐於樓閣內，或立

於山石汀渚，另有一組人在水邊高坡上團坐煮茗。沿著水岸，蘆荻叢生。山石背

面陰刻填黑楷書款識：「乾隆己未花月，小臣黃振效恭製。」乾隆己未花月乃乾

隆四年二月，溥儀出宮時收貯在養心殿，當年清點時本件與前述第7號文物同時

由同一組工作人員負責。
201

若將這件雕象牙作品與前一件封岐所雕製的山水人物小景比較，雖然紋飾題

材都是山水人物，也都是將兩度空間的山水畫，具體而微地以三度空間表現出

來，然就象牙雕刻工藝而言，黃振效雕製之山水人物小景，其精緻與繁瑣遠勝封

岐所雕製者。黃振效運用己身的象牙精鏤細刻技藝表現出具蘇州地區藝術風格的

作品，此時他已在內廷（「如意館」）服務了一年多，或能充分體會清高宗的品

味，不知是否即因為這件作品呈覽後令清高宗相當滿意，再加上未完成的「雕象

牙透花長方套盒」的製作（見下一件第10號文物），遂於這件作品完成兩個月後

的四月下旬，獲得大幅度加薪之獎勵，每月錢糧銀由三兩增加為八兩。

（十）乾隆四年 黃振效 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圖10）（共十一件）

呂二０五八6之八 故雕119-129  院1959

最大盒長4.1公分 寬2.8公分 高1.7公分

臺北故宮藏

全器共十一個象牙盒，其中大小形狀不同的十個小盒，皆需裝入最大盒中，

十個小盒或附果盤，或連鏈附動物、瓜果，或僅連鏈而以鏤空葫蘆形小牙飾、磬

形小牙飾連接，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有數個小盒之蓋面、器身飾鏤空活

201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第四冊，卷一，頁6-246與頁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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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實可謂集精鏤細刻之極致。最大盒器身底面陰刻填黑楷款：「乾隆己未巧

月，小臣黃振效恭製。」乃黃振效在乾隆四年七月完成的作品，原為「『集瓊藻』

多寶格」中的文玩之一，溥儀出宮時這件多寶格收貯在養心殿華滋堂或燕喜堂，

原帳冊稱此多寶格為「嵌牙硬木匣」，而此雕象牙套盒原名「仙工雕牙盒」，
202

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上午由俞同奎（組長）、張煦（監視）、侯文有（軍）、李

文全（警）等七人負責清點。
203

這種連鏈、活紋小盒（尤其是套盒）乃廣東牙匠的絕活，由民國初期的點查

報告清冊所載名稱可知此類工藝屬於象牙「仙工」，海峽兩岸的故宮都不乏這類

藏品，其中以黃振效所雕製的這件套盒最精緻。從其繁瑣、精緻的紋飾而言，黃

振效應花費了相當時日，作品完成前三個月左右他已蒙加薪之獎勵，此時這件套

盒應正雕製中，其蒙加薪之獎勵或與這件套盒之成做亦有關。

（十一）乾隆四年 黃振效 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圖11）

呂一九八之一 故雕156 院2084

高9.2公分 寬3.3-3.6公分 厚0.2公分 連木座高12.7公分

臺北故宮藏

全器形制呈一段竹節形狀，器背採對角式構圖，淺浮雕六鳧嬉游於蘆荻水草

間，紋飾幾乎全在右下方半角；正面高浮雕書聖王羲之蘭亭脩禊的故實，數十人

物或流觴，或烹茶，或遠眺，或低吟，山林亭石，各盡其妙。左側竹肉部位之下

方陰刻填黑細小楷款：「乾隆己未季冬，小臣黃振效恭製。」故是黃振效於乾隆

四年十二月完成的作品，器之正面四隅雕製出四足，故可置於書案做臂擱，此時

器背倒成為正面。依其點查號可知，溥儀出宮時收貯在養心殿，當年與前述第7

號文物同時由同一組工作人員負責清點。
204

這件作品與前述第7號楊維占所雕製的小插屏形制相近，尺寸也差不多，但

是紋飾題材乃古代文人的雅言逸行，雕工亦較楊維占所雕製者繁瑣，一方面呈現

了黃振效象牙精鏤細刻的技藝，另一方面也展現出他融合蘇州地區風格的特色。

黃振效於乾隆三年二月與五月分別完成「雕象牙御船」與「雕象牙山水人物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202 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卷二，頁6-408至頁6-409，原清冊載：「內子盒十，貯牙器，以上四件一
屜，空二格」。

203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卷二，頁6-431。

204 同前書，第三編第四冊，頁6-249與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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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筒」後，或感覺到所受到的重視稍遜於同時進入「如意館」的蕭漢振，遂發憤

圖強，戮力於在廣東地區牙雕工藝中融入蘇州地區藝術風格，遂於乾隆四年連續

完成「雕象牙山水小景」（二月）、「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十一件）」（七月）、

「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十二月），卻也成為牙雕工藝「蘇州樣，廣州匠」的

實例。

（十二）乾隆六年 楊維占 雕沈香木香山九老（圖12）

天一二七八 故雕247 院1622

寬9公分、高18公分

臺北故宮藏

全器以唐代詩人白居易隱居洛陽香山時，邀九位老人會聚吟詩之故實為題，

雕刻者利用一整塊香木雕斫而成，峰壁巍聳，刀斧痕歷歷可見，頗具繪畫中「斧

劈皴」意，峰下巖間，九老分成三組：一老背對觀者而立，他的左手背於身後，

右手高舉，正提筆於巖壁題寫詩句，二老倚石立於旁觀看，石上置硯；觀看題壁

的二老身後有五老圍坐於一矮几前，或言談，或觀賞題壁老者，几上放置一套茶

具；山壁左側另有二老（其一為老僧）倚石言談。題壁老人的右下方有二童子烹

茶於一隅；巖壁上方陰刻填紅篆書引首印：「中和」，並陰刻填藍楷書清高宗御

題詩文：「風流少傅十年聞，結社香山共往還。漫道滄桑多變幻，試看常住是香

山。」款：「御題」，填紅篆印：「惟精惟一」與「乾隆宸翰」。全器左側下方陰

刻楷款：「乾隆辛酉年，小臣楊維占恭製」。乾隆辛酉年是乾隆六年，這首詩也

收錄在清高宗《御製詩》初集，詩題是：「題 刻畫伽南香山九老圖」，並記載此

詩乃乾隆六年收錄入詩集。
205
在臺北故宮的舊帳冊中所錄這件陳設器之器名為

「沈香木香山九老」，溥儀出宮時收貯於乾清宮西暖閣，民國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上

午由王如璋（組長）、高魯（監視）、吳天錫（軍）、白桂亮（警）等八人負責清

點，
206
當時僅名之為「香山九老」。

207

楊維占於乾隆二年底進宮，第二年初被核定薪資並不突出，但於乾隆四年四

月下旬與黃振效同蒙加薪，翌年二月初奉命雕製蜜蠟暖手。乾隆六年十一月初十

205 清高宗撰，《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二）‧御製詩初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5），卷
七，頁26。

206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一編第一冊，卷三，頁1-386。

207 同前書，第一編第一冊，卷三，頁1-150，原清冊載：「帶錦包、錦匣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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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楊維占曾奉命依據兩塊伽南香木的形狀酌量設計圖樣，呈覽核准後再做。此

外，《活計檔》中乾隆七年正月初四日檔冊中記載清高宗傳旨將一件「沈香九老

山子」收入乾清宮的頭等作品之列。
208
若從木質、色澤與香味考量，這件香山九

老木雕作品與舊藏清宮其他伽南香木接近，因此若乾隆七年正月初四日收入乾清

宮的「沈香九老山子」即此件文物，則楊維占從奉命設計到雕製完成這件作品所

用時間不足兩個月，呈覽後受到清高宗的讚賞，將其列為乾清宮頭等文物。或許

從此開始，至溥儀出宮為止，這件文物在乾清宮中陳設了近一百八十二年。

從前述第7號楊維占的作品—雕象牙群仙圖小插屏看來，這位來自廣東的牙

匠擅長象牙的精鏤細刻，但是這件「雕沈香木香山九老」並非精雕細琢的作品，

反而顯露斧鑿刀痕，紋飾題材也具有蘇州地區藝術風格，因此也是一件「蘇州

樣，廣州匠」的實例。此外亦可知，進入「如意館」後的楊維占也曾在內廷原來

的藝術氛圍中成做迎合皇帝品味的作品。

（十三）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圖13之

1~12）

成二四０15 古物館留平復查號：成二四五15 故124735~124746

長391公分 寬32.9公分 厚3.2公分

北京故宮藏

全套有十二冊，
209
左圖右史式，乃根據當時宮廷畫家陳枚的「月曼清遊

（冊）」為祖本，由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五位牙匠雕刻而成。

每冊左圖紋飾酌採西洋單點透視法構圖，有象牙、玉石、螺鈿、玳瑁、犀角等，

以象牙為主，其中數葉又以玻璃作池塘，玻璃下置彩繪紙本（？）金魚、砂石；

象牙仕女、屋牆、廊柱、階梯等有較大片平滑部分皆曾經仔細打磨，但象牙花

葉、藤竹紋飾則顯得繁瑣；每一位仕女耳部皆穿環，乃細金屬絲穿成，點翠、米

珠為飾，髮簪以點翠飾於象牙片上。

每冊右葉皆有一篇清高宗詩文，乃以大片螺鈿浮雕文字、印章，塗石青為地

色，印面朱文者乃陰刻文字後於筆畫內填紅彩，白文者浮雕文字，地填紅彩。
210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208《活計檔》，乾隆七年正月初四日，〈匣作〉。

209 2003年6月前往申請提件研究時，第一冊（正月）送至美國芝加哥展出，故從第二冊（二月）上手
目驗，據工作人員告知：此套文物正葉與副葉皆覆罩玻璃，乃原清宮之物，玻璃甚薄（厚2mm以
內），原皆脫落，於五０年代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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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原點查號為「成」字，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時這套雕象牙冊頁收貯於齋

宮，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徐協貞（組長）、李時品（監視）、朱德全

（軍）、溥祥（警）等七人負責清點時，
211 
僅登錄：「月曼清游，四匣十二冊，內

每冊雕象牙人物及螺鈿御題字」。
212
每冊右葉清高宗詩文皆收入其詩文集中，詩

題為「題十二月人物畫冊」。
213

民國二十四年（1935）的《故宮周刊》曾連續刊載這套雕象牙冊頁，
214
三

年前北京故宮再度發表全套冊頁，
215
其中「十月」與「十一月」景的次序與原作

裝幀次序和清高宗詩集內所列次序不同，今依原作與清高宗詩集所敘詩文月份次

序並引用北京故宮近年之訂名，分別是第一冊（正月）是寒夜尋梅圖；第二冊

（二月）是閑亭對弈圖；第三冊（三月）是楊柳鞦韆圖；第四冊（四月）是韶華

鬥麗圖；第五冊（五月）是水閣梳妝圖；第六冊（六月）柳塘採蓮圖；第七冊

（七月）是桐蔭乞巧圖；第八冊（八月）是瓊臺賞月圖；第九冊（九月）是重陽

觀菊圖；第十冊（十月）
216
是圍爐博古圖；第十一冊（十一月）

217
是文閣刺繡

圖；第十二冊（十二月）是踏雪尋梅圖。

在最後一冊左葉右下方的象牙製圍牆上陰刻楷書填藍款：「小臣陳祖章、顧

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恭製」，每一個字大約0.2-0.3cm。

這套冊頁被列為一級品，但是款識中並沒有留下年款。臺北故宮收藏兩開冷

枚所畫的冊頁，所繪就是「月曼清遊（冊）」中的兩開，細審後可知與「雕象牙

月曼清遊冊」正月與二月的景致與構圖皆相似，這兩開冊頁目前為「畫幅集冊」

210 關於此十二開雕象牙冊頁之詳細內容請參閱拙文，〈宮廷牙匠與畫家的對話──「月曼清遊」之
圖繪與雕刻〉，《故宮文物月刊》，第23卷第4期（總268，2005年7月），頁36-50。

211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二編第二冊，頁2-468。

212 同前書，第二編第二冊，卷一，頁2-459。

213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收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卷七，頁20至23，每首詩都標明月份。

214《故宮周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第416、425、433期（1935年1月至3月）、第442
（1935年4月）、第450、459期（1935年5、6月）、第468期（1935年7月）、第472期（1935年8月）、
第477期（1935年9月）、第481期（1935年10月）、第485期（1935年11月）、第490期（1935年12
月），皆在第一版。

215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雕刻珍萃》，頁193-215。

216《故宮周刊》，第485期（原1935年11月2日）第1版作「十一月景」。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雕刻珍萃》，頁212-213，亦將此冊列為十一月景。

但是雕象牙冊頁右葉詩文收錄在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七，頁23，後者標明為「十月」，原作
也裝幀為十月之冊。

217《故宮周刊》，第481期（原1935年10月5日）第1版即作「十月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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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開與廿五開，兩開都有楷書「臣冷枚恭畫」款。
218
（圖14、15）《活計檔》

中有關冷枚的檔案最晚者乃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他領取清高宗所賞賜的三十兩

銀之記載，
219
或可作為此兩開冊頁繪製時間之參考。

至於陳枚所畫的「月曼清遊（冊）」，《石渠寶笈續編》曾著錄
220
，目前藏

於北京故宮，
221
每開畫的對幅有梁詩正題的行書七言詩，在第十二月景致畫幅左

下繳有畫家楷書署款：「臣陳枚恭畫」，其對幅詩文後有「乾隆歲在戊午秋九月

朔，臣梁詩正敬題」，乾隆戊午年即乾隆三年。

陳枚所畫「月曼清遊（冊）」詩文乃梁詩正所題，「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每開右葉卻是清高宗御製詩，後者收錄於清高宗《御製詩初集》第七卷中，此卷

卷首標示為「辛酉三」，也就是乾隆六年將此套詩收錄入清高宗詩文集中。當時

收錄清高宗詩文時，有成詩數年後方收錄的情形。

總之，這套「雕象牙月曼清遊（冊）」應於乾隆四年至六年間在內廷（「如意

館」）進行雕製，若再依楊伯達所述，乃於乾隆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成做，乾

隆六年秋蕭漢振告假前完成。
222

經仔細比對陳枚所繪十二開冊頁、冷枚的兩開冊頁，以及陳祖章等人所雕製

的「月曼清游（冊）」，經比對後可知，雕象牙冊頁之二月與三月紋飾景致正好與

陳枚畫冊者互換，雕象牙冊頁之十月與十一月紋飾景致亦與陳枚畫冊者互換，陳

枚所畫這四開之題旨與梁詩正的詩文吻合，其二月「楊柳蕩韆」圖之題跋第一句

是「東風二月拂人和」，十月「文窗刺繡」圖之題跋有「十月微霜氣漸嚴」句。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雕刻珍萃》，頁210-211，亦將此冊列為十月景。

但是雕象牙冊頁右葉詩文收錄在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七，頁二十三中，並標明為「十一月」，
原作也裝幀成十一月之冊。

218 品號：成一七六18，點查號：故畫甲03.11.01279。

219《活計檔》，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記事錄〉。

22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4121-4122，此套冊
頁屬於「繪事羅珍」十八套冊頁中的一套。

221 此套冊頁於2003年曾選入「大清王朝北京故宮盛代菁華展」在臺灣展出，圖版見中華收藏家協會
編輯，《大清王朝北京故宮盛代菁華展》（臺北：藝聯國際出版社，2003），頁90-95，書中所印原
畫十二開冊頁次序未依正月至十二月景致排列。

222 關於此套雕象牙冊頁製作時間，近人朱家溍與楊伯達皆曾討論，見朱家溍，〈一０四 象牙雕月曼
清遊冊 清〉，收於朱家溍、王世襄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11‧竹木牙角器》，〈圖版
說明〉，頁34；與楊伯達，〈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為《清代
廣東貢品展覽》而作〉，《清代廣東貢品》，頁27-28；至於詳細論述見拙文，〈宮廷牙匠與畫家的
對話──「月曼清遊」之圖繪與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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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雕象牙冊頁隨著清高宗之詩句，共有四開紋飾景致與陳枚畫冊者不同。

若比較三者之「寒夜尋（探）梅」與「閑（閒）亭對弈」二圖，冷枚所畫者

與陳枚所畫者較接近，陳祖章等人因為所用材料為象牙、玉石等，雖然參酌了畫

家的稿樣，但是在運用原紋飾母題時曾加以重組、修正與簡化，以配合材料之限

制。

（十四）乾隆七年 黃振效 雕象牙雲龍紋火鐮盒（圖16）

崑二四二62之五 故12437

長8cm 寬7.4cm

北京故宮藏

高浮雕雲龍紋，蓋與身每面四龍，二大二小，蓋側壁各浮雕一行龍，故全器

共有龍十八尾；器身側壁各浮雕一鳳。器身兩側壁鳳紋上方分別陰刻雙行楷書填

黑：「乾隆壬戌」與「振效恭製」款識。乾隆壬戌即乾隆七年。

器內貯一繡荷包，有袋二，一貯隕石二，一貯金柄鐵器一；荷包外緝米珠壽

字，正、背各一字。器之上下穿有珊瑚荷葉式鈕，以起扣合、固定之用。

這件火鐮盒被列為一級品，其浮雕紋飾精細高聳。根據《活計檔》的記載，

乾隆六年五月黃振效曾奉命照內廷交出的一件鰍角帶頭的「大意」另做一件，第

二年五月又受命照內廷交出的香袋款式做兩件雕象牙鏤空香囊，下個月又奉命為

一件火鐮包（盒）用鰍角做罩，次月再傳旨命他將鰍角罩套配做成火鐮包，九月

則奉命成做象牙合符。黃振效這件完成於乾隆七年的雕象牙火鐮包（盒）與前述

檔案記載不完全一致，或乃一件檔案失記的活計！

這件象牙雕刻品是傳世有黃振效款識之文物中，雕製時間最晚的一件，第二

年（乾隆八年）他便得病，休養年餘仍不見起色，遂於乾隆九年初送回家鄉，此

後未見他返回京城當差的紀錄。

依據這件文物原典查號以「崑」字為首可知，溥儀出宮時收貯於內右門內、

養心殿南方的南庫，民國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上午由湯鐵樵（組長）、歐陽溥存

（監視）、李錫明（軍）、何恕（警）等七人共同負責清點，
223
當時的崑二四二號

僅記載是一個「木箱」，箱「內盛小把刀多柄，未計數；瓷料小鼻煙壺及皮葫蘆

223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第二冊，頁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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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件，未計數。此箱加釘帖（貼）封，件數未計」，
224
在「件數未計」的文物中

應有這件雕象牙火鐮盒。

（十五）乾隆二十八年 李爵祿 雕象牙鏤空活紋套盒（共十九件）（圖17）

歲四一四8 故124517附

最大盒長約5.4cm 寬約4.5cm

北京故宮藏

大盒內收貯十八個尺寸、形式不同之小盒，小盒內或連鏈，鏈端繫花果、動

物（犬、猴等），或貯單獨之瓜果、花籃等，大、小盒皆雕刻鏤空花卉等紋飾，

大盒蓋面飾連續活紋，有一小盒器身與蓋面皆飾活紋。大盒有傷缺，小盒局部亦

有傷缺。器底正中央直向陰刻單行楷書填黑款：「乾隆癸未季春，小臣李爵祿恭

製」。乾隆癸未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季春應為三月。

李爵祿於乾隆二十三年秋進入宮廷服務，這套盒是他進宮將近五年後完成的

作品，若與本文第10號黃振效所成做之套盒相比，雖然盒數較多（李爵祿所雕製

者共十九件，黃振效所雕製者僅十一件），但是最大盒尺寸大多了，雕工不如黃

振效雕製者精細。

依據其原點查號「歲」字，這套象牙鏤空活紋套盒於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時

收貯於永和宮，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吳承湜（組長）、俞澤箴（監視）、

王得功（軍）、章國華（警）等九人負責清點時
225
裝在一「玻璃匣」中，且登錄

為「雕刻象牙盒（內盛小雕牙盒無數，帶牙座，蓋原破）」，
226
未曾附記其款

識，或當時匆忙清點，並未發現款識。

（十六）乾隆二十八年 黃兆 雕象牙十八羅漢小插屏（圖18）

長9.7公分

原香港私人藏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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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同前書，第三編第二冊，卷二，頁6-88至6-89。

225 同前書，第二編第三冊，頁3-418。

226 同前書，第二編第三冊，卷二，頁3-233。

227 Susan Ribeiro ed. 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 (Hong Kong: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Fung Ping Shan Museum, 1986), pp. 128-129.該書中文書名：《文玩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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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文物正面與器背的紋飾與前述第6號楊維占於乾隆三年所雕製的「雕象

牙群仙圖小插屏」之正、背紋飾完全相同，器背亦呈一段竹節之形，以對角式構

圖淺浮雕六子放風箏圖，紋飾偏向右下角，風箏高掛於左上方；正面高浮雕十八

羅漢渡江圖，每一羅漢各騎一動物，有龍、龜、獅、鹿、牛與異獸，最上方有一

羅漢斜臥毯上；全器之正面四隅雕製出四足，故可置於書案做臂擱，此時器背反

成為正面。左側竹肉部位下方陰刻填黑細小楷款：「乾隆癸未仲秋，小臣黃兆恭

製。」故此件文物完成於乾隆二十八年八月。

從《活計檔》的記載可知：清高宗常常傳旨要求造辦處匠役依據所交出的文

物，或照樣成做，或依所交文物稍加修改後仿製，乾隆二十七年（1762）夏，他

曾命太監交出一件當時收貯在養心殿東暖閣「瑯玕聚」多寶格中的象牙臂擱，

「傳旨著黃兆照樣做一件」。
228
前述第7號楊維占所雕製小插屏原亦收貯在養心

殿，或即檔案所載交給黃兆做樣的臂擱？

黃兆在內廷（「如意館」）服務近半世紀，除了擅長雕刻外，鑲嵌與設計也相

當拿手，目前所知有其名款的文物僅此一件，可是其器形與紋飾構圖與同鄉前輩

楊維占的作品之一幾乎完全相同，無法充分顯現他的多才多藝。

五、結　　語

耙梳了雍、乾、嘉三朝的《活計檔》並參酌其他資料後可知，康熙、雍正、

乾隆與嘉慶四朝曾進入紫禁城成為宮廷牙匠者，至少有封錫祿、封錫璋、吳珩、

李懋德、封岐、封鎬、朱栻、施天章、陳祖章、陳觀泉、屠魁勝、葉鼎新、顧繼

臣、陸曙明、蕭漢振、李裔唐、黃振效、楊維占、顧彭年、司徒勝、常存、四

兒、德壽、張炳文、王裕璽、王喜慶、黃兆、李爵祿、楊有慶、楊秀、莫成紀、

陳琛等三十二人。其中李懋德、常存、四兒與張炳文四人應是北匠，其餘或皆屬

南匠。在此三十二位牙匠中，曾於乾隆元年至十年先後在紫禁城服務的牙匠有十

三人之多，嗣後逐漸減少。至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一度僅剩一位牙匠當差，雖然

此年九月新增一位牙匠，也僅是兩位牙匠同時在內廷（「如意館」）服務。降及嘉

慶朝，雖然曾經有三位牙匠同時當差的情形，大多時間仍僅有兩位牙匠在「如意

館」中服務。

228《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如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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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府造辦處所謂「牙匠」，雖然多是擅長象牙雕刻之匠役，但是部分技藝

精湛的鑲嵌匠役也曾以「牙匠」身份在內廷（「如意館」）服務，例如來自江南的

王裕璽與王喜慶父子，以及身為北匠的常存、張炳文。盛清時期宮廷內牙匠在雕

刻工藝方面並不僅從事象牙雕製的工作，亦包含其他質材，諸如竹、木、角（犀

角、牛角、鰍角等）、果核、琥珀（含蜜蠟）等等，個別擅長牙雕工藝的牙匠還

能從事髹漆、鑲嵌活計，前者有來自江蘇嘉定的封岐，後者有來自廣東的黃兆、

楊有慶、楊秀等人。雖然如此，基本上宮廷牙匠仍以象牙雕刻為主業，康雍兩朝

的牙匠都在牙作當差，從乾隆初期開始，技藝精湛的牙匠隸屬於「如意館」，若

無特出牙雕技藝的牙匠僅在牙作當差，遂產生等差之別。乾隆二十年三月牙作歸

併入金玉作，有牙匠身份的匠役都在「如意館」服務，其在宮廷匠役中的地位比

較尊崇。

十八世紀初期（康熙朝晚期與雍正朝）宮廷牙匠多來自江南地區，乾隆五年

左右逐漸改變，來自廣東的牙匠漸漸取代了來自江南的牙匠，乾隆十年以後，宮

廷內的牙匠（尤其是隸屬於「如意館」的牙匠）除了來自江南的顧彭年、王裕璽

及北匠常存、四兒與德壽外，其餘全是來自廣東的牙匠。《活計檔》所載嘉慶朝

宮廷牙匠有楊秀、莫成紀與陳琛三人，應皆來自廣東外，其中以楊秀最重要，可

作為當時內廷（「如意館」）擅長廣東牙雕工藝的代表人物。

在雍正朝《活計檔》中未覓得稱為「仙工」的檔案，但是乾隆元年即一再出

現有關「仙工」活計的紀錄，
229
顧彭年也是因為呈進所製「象牙仙工背格（臂擱）」

受到清高宗賞識而蒙恩進入「如意館」當差。《活計檔》中稱為「仙工」技藝者

不限於牙雕工藝，在乾隆時期《活計檔》所載有關「仙工」之活計，除了「白玉

仙工扇器」
230
外，還有「壽山石仙工硯山」，

231
但是仍以象牙仙工者為多。《活

計檔》中曾載能雕製象牙仙工的牙匠除了顧彭年外，尚有黃兆、
232
楊有慶、

233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229 例如：

同前書，乾隆元年三月初八日，〈匣作〉，載：「象牙仙工扇器」。

同前書，乾隆元年四月初九日，〈玉作〉，載：「太監毛團交白玉仙工扇器一件」。

同前書，乾隆元年四月十六日，〈牙作〉，載：「太監胡世傑交象牙仙工球一件」。

同前書，乾隆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牙作〉，載：「太監毛團交象牙仙工花藍（籃）二件」。

230 同前書，乾隆元年四月初九日，〈玉作〉，載：「太監毛團交白玉仙工扇器一件」。

231 同前書，乾隆九年八月十一日，〈匣作〉，載：「太監張玉交壽山石仙工硯山一件、象牙仙工船一
件、雕象牙葫蘆一件」。

232 同前書，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如意館〉，載：初八日傳旨著「黃兆想樣做仙工陳設一
件」，他當日就「畫得五百羅漢朝至尊象牙仙工插屏紙樣」，呈覽後奉旨照樣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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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秀
234
等人。或因象牙仙工活計耗費眼力，乾隆四十五年清高宗也曾傳旨著黃兆

畫象牙仙工活計樣，並下命稿樣需「呈覽，准時著楊有慶做」，結果黃兆「畫得

榴開百子紙樣二張」，
235
此時黃兆進入「如意館」已滿三十一年，或已步入中老

年，眼力不足以成做象牙仙工活計。前述《活計檔》中所載能成做象牙仙工活計

的四位牙匠中有三人來自廣東，或許象牙仙工技藝應為廣東牙雕工藝特色之一。

茲整理乾、嘉時期《活計檔》述及的「象牙仙工」活計，有船、
236
球、

237

扇器、
238
花籃、

239
臂擱、竹夫人、

240
蟈蟈籠、長方盒、

241
筆覘、（福壽）雙

圓盒、
242
（叫鵝圖）陳設、

243
（葡萄）陳設、

244
八方盒、

245
冊頁、腰圓盒、

246
圖章、

247
蓋罐、

248
（五百羅漢朝至尊）插屏、（茜色）柘榴、

249
（遐齡永

禧）圓插牌
250
等等。從前述這些檔案中提及的象牙仙工文物可知，「象牙仙工」

乃針對雕刻技藝而言，與紋飾和器形無涉。因此，茲參酌民國十四年點查時將臺

北故宮所藏「黃振效 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登錄為「仙工雕牙盒」（本文第9號

文物），以及清宮舊藏的象牙小舟（呂一九八六、故雕161、臺北故宮藏、圖19與

呂一九八七、故雕160、臺北故宮藏、圖20）、象牙球（稱五三０、
251
故雕55、

臺北故宮藏、圖21）與雕象牙葉形筆覘（呂二０六二36、
252
故雕177、臺北故宮

233 同前書，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如意館〉，載：初四日傳旨「著楊有慶用象牙做仙工陳設
一件，於初九日做得合牌棋盤樣一件，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

234 同前書，嘉慶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匣裱作呈稿，載：「交象牙茜色仙工柘榴一對，係楊秀新做。」

235 同前書，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初八日，〈如意館〉。

236 同前書，乾隆五年七月十九日，〈乾清宮〉。

237 同前書，乾隆元年四月十六日，〈牙作〉。

238 同前書，乾隆元年三月初八日，〈匣作〉。

239 例如同前書，乾隆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牙作〉；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匣作〉。

240 同前書，乾隆三年正月三十日，〈匣作〉。

241 同前書，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匣作〉。

242 同前書，乾隆五年八月十一日，〈匣作〉。

243 同前書，乾隆五年七月十九日，〈乾清宮〉。

244 同前書，乾隆六年五月初二日，〈牙作〉。

245 同前書，乾隆九年五月初二日，〈匣作〉。

246 同前書，乾隆九年八月十一日，〈匣作〉。

247 同前書，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匣作〉。

248 同前書，乾隆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匣作〉。

249 同前書，嘉慶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匣裱作呈稿。

250 同前書，嘉慶十八年十月初四日，錢糧庫呈稿。

251 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時貯慈寧宮，見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五編第二冊，
卷二，頁10-30，載：「雕刻象牙套球 一對 各帶木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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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圖22），後四者乃作為《活計檔》中所稱「象牙仙工船」、
253
「象牙仙工

球」、
254
「象牙仙工秋葉筆覘」

255
的參考，歸納這五件精雕細琢的象牙雕刻文物

之牙雕工藝可知，所謂「象牙仙工」應是在象牙質材上雕刻具有精細、微小、繁

密、寫實等特色之紋飾的工藝，細微是其必備條件。

至於所謂活紋，則是可上下活動的精細鏤空紋飾，此需用手指尖輕頂鏤空紋

飾部位乃能體會活紋之真諦。本文第6號蕭漢振所做「雕象牙透花活紋連鏈小套

盒」、第10號黃振效所做「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與第15號李爵祿所做「雕象牙

鏤空活紋套盒」，都是來自廣東的牙匠在內廷（「如意館」）所雕製的活紋作品，

其特徵即玲瓏剔透、上下活動。

因此盛清時期宮廷牙匠初期以來自江南地區的匠役居領導地位，進入乾隆朝

逐漸被來自廣東的牙匠所取代，牙雕工藝由初期具蘇州地區並帶有文人品味之風

格，紋飾母題常具故事性的山水人物為多，甚至是歷史上重要文人的雅言逸行，

逐漸偏向細微繁瑣、玲瓏剔透之特色，乾隆五年左右是其轉折點，黃振效於乾隆

三年成做的「雕象牙山水人物筆筒」（本文第5號文物）以及楊維占於乾隆六年成

做的「雕沈香木香山九老」（本文第12號文物）可為例。至於乾隆二年陳祖章雕

製的核舟（本文第2號文物）與施天章雕製的雞血石未刻印（本文第3號文物）則

是其先聲。

至於乾隆六年雕製完成的「雕象牙月曼清遊冊」（本文第13號文物），乃根據

宮廷畫家的畫稿，結合當時內廷（「如意館」）分屬南、北匠的牙匠之技藝而成。

五位成做牙匠中，陳祖章、陳觀泉父子與蕭漢振來自廣東，應擅長廣東牙雕工藝

的精鏤細刻，顧彭年來自江南，對於山水人物的刻鏤應具心得，又擅長象牙仙

工，遂使這套雕象牙冊頁集廣東、江南兩地區雕刻（尤其牙雕）藝術之長；至於

擅長鑲嵌技藝的北匠常存，則在這套雕象牙冊頁中展現其點翠、玉石等嵌黏工

藝。

除此之外，綜觀前一節所述盛清宮廷牙匠作品，若僅論雕象牙文物，凡南匠

獨自成做的作品多未染色，「雕象牙月曼清遊冊」乃參考畫稿後依據人物紋飾之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252 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時貯養心殿華滋堂或燕喜堂，見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
第三編第三冊，卷二，頁6-412。

253《活計檔》，乾隆五年七月十九日，〈乾清宮〉。

254 同前書，乾隆元年四月十六日，〈牙作〉。

255 同前書，乾隆五年八月十一日，〈匣作〉。

514



需要染色為飾，除了靛藍與朱紅兩主色外，尚有金、黃等色。雍正前期的《活計

檔》中即記載當時造辦處牙作曾成做象牙茜色器皿，
256
此時宮廷內牙匠除了北匠

外，多來自江南地區，因此象牙茜色工藝或為具北匠身份的牙匠所擅長。
257
若

然，則北匠常存在這套雕象牙冊頁中不僅擔負嵌黏工作，茜染工作或也在他的負

責、指導下完成。由是之故，這套「雕象牙月曼清遊冊」既有山水人物紋飾，又

見繁瑣雕工，大片平滑的象牙則顯露出細細的磨工，顏色的變化則展現出茜色的

功力，實乃當時宮廷牙匠們集大成的代表作之一，可作為管窺十八世紀盛清宮廷

牙雕工藝之實例。

初期象牙茜色工藝或僅為北匠所長，後來久在內廷（「如意館」）服務的南匠

也習得此藝，例如嘉慶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太監交出一對「係楊秀新做」的「象牙

茜色仙工柘榴」，傳旨配做雕紫檀木座。
258
來自廣東的牙匠楊秀自從隨同父親楊

有慶在內廷（「如意館」）成做活計，後來自己繼承父職成為正工匠人，再至完成

這對雕象牙柘榴，在宮廷至少服務了二十年左右，他在這對象牙柘榴上除了展現

出原有的象牙仙工技藝外，還展現了他在內廷（「如意館」）習得的象牙茜色技

藝。

十八世紀宮廷造辦處牙雕作坊內的匠役吸納了盛清前期江南蘇州地區的雕刻

藝術風格，又在廣東地區牙雕工藝基礎上融合北匠技藝，去蕪存菁後，遂於十八

世紀中後期在皇帝品味的引導下形成獨樹一幟的宮廷牙雕風格，其紋飾繁簡有

致，繁處重雕工，簡處重打磨，並視紋飾所需再茜染顏色，顯出一派皇家氣息。

十九世紀初期，宮廷造辦處牙雕工藝承繼之，楊秀乃其翹楚。

因此，雖然清代牙雕工藝分成南北兩派，但是十八世紀北派的宮廷牙雕作坊

256 例如同前書，雍正三年十月初一日，〈牙作〉，載：傳旨做「壽意小器皿」，當月二十九日做得一
批器皿，其中有一件「象牙茜綠香盒」。

在前述史料後一則，載：同一日又傳旨牙作匠役為一件花瑪瑙小碗「著配象牙座，或茜紅，或茜
綠。」也在當月二十九日「配做得象牙茜綠座一件」。

257 楊伯達認為廣東牙雕工藝「喜用茜色」，（見氏撰，〈從清宮就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
的特點與地位—為《清代廣東貢品展覽》而作〉，《清代廣東貢品》，頁28，第二段第六行），然從
早期（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廣東外銷歐洲象牙扇上的紋飾看來，當時廣東牙匠在象牙上乃
「彩繪」紋飾，而非在雕刻紋飾上染色（可參閱William Watson ed. Chinese Ivories from the Shang to the

Qing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84), p. 186, Fig. 246；Fans From the Fitzwilliam (Cambridge:
Fitzwilliam Museum, 1985), Fig. 35: Early Chinese trade fan. C. 1680-1720；Craig Clunas ed.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Londo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7), Fig. 75: Folding Fan）。十八世紀後半，廣
東牙雕工藝逐漸加入染色技法，其細節有待進一步研究。

258《活計檔》，嘉慶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匣裱作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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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了江南與廣東地區的牙雕工藝特色，並在當時牙雕藝術上居於領導地位。雖

然如此，在氣候條件的限制下，自始至終廣東地區牙雕工藝的牙絲編綴工藝皆未

進入宮廷，而成為南派牙雕工藝的絕活。
259

此外，就目前所知十八世紀造辦處匠役中，曾於紫禁城內服務時在其成做的

作品留下名姓者，除了畫畫人與畫琺瑯人外，餘皆為牙匠，以乾隆七年以前居

多，其後李爵祿的雕象牙活紋套盒（本文第15號文物）與黃兆的雕象牙十八羅漢

小插屏（本文第16號文物）又完成於同一年—乾隆二十八年，而且前者與乾隆四

年黃振效雕製的象牙活紋套盒屬於同一類技藝，後者紋飾與乾隆三年楊維占雕製

的象牙群仙圖小插屏相同。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259 由於北方氣候乾燥，象牙在劈削成薄片時勢必斷裂，更不可能進行編織。見周南泉，〈象牙席〉，
《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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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乾隆三年 黃振效：雕象牙御船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

木牙角雕刻》，頁209）

圖1：清 雕竹伏虎羅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乾隆二年：陳祖章 雕橄欖核小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乾隆二年：施天章：雞血石赤壁圖未刻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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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乾隆三年：黃振效：

雕象牙山水人物筆筒

北京故宮藏（採自

《故宮雕刻珍萃》，頁

164-165）

圖6：乾隆三年 蕭漢振：雕象牙透花活紋

連鏈小圓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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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乾隆三年：楊維占

雕象牙群仙圖小插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乾隆三年：黃振效：雕象牙山水人物小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乾隆三年：封岐：雕象牙山水人物小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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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乾隆四年：黃振效：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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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乾隆四年 黃振效 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乾隆六年：楊維占

：：：雕沈香木香山九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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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一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194-195）

圖13-2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二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196）

圖13-3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三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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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4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四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198-199）

圖13-5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五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200-201）

圖13-6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六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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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7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七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204-205）

圖13-8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八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206）

圖13-9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九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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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0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十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212-213）

圖13-11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十一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210-211）

圖13-12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十二月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雕刻珍萃》，頁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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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清 陳枚 月曼清遊冊（正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乾隆七年 黃振效 雕象牙雲龍紋火鐮盒

北京故宮藏（左：採自《故宮雕刻珍萃》，

頁179

右：採自《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竹木牙角雕刻》，頁200）

圖15 清 陳枚 月曼清遊冊（二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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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乾隆二十八年 李爵祿 雕象牙鏤空活紋套盒（共十九件） 北京故宮藏（採自《故宮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木牙角雕刻》，頁206-207）

圖18 乾隆二十八年 黃兆 雕象牙十八羅漢小插屏
香港私人藏（採自Arts from the Scholar’s Studio，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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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清 雕象牙葉形筆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清 雕象牙龍舟（附金漆雞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清 雕象牙人物小舟（附玉兔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清 象牙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