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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豫之门服务网上鉴定报名影青瓷器 

它里边出土了与我们这件底部支烧非常相似的这种盘子。还有在河南许昌文峰路的M3号墓，它是一个蒙
元时期的墓葬，也出土了类似的这种支钉痕的这种盘子。结合以上的考古资料，我认为可以把这只盘子
生产的年代，大概卡在金代的中晚期到蒙元时期这么几十年之内。 在运笔上，铁线描行笔慢，压力匀，
中锋用笔，线条变化小，实起实收。粗细一致、细劲，这种线条的特点画面制作简练而工致，运用流利
而挺劲的线条。描述:一罐瓷器，装饰着飞行中的鹤.和云朵：，明朝，万历年间，年.陶瓷，蓝色和白色
；百只鹳穿过云层的装饰.装饰图案没有完全用蓝色填充，而是用平行线阴影显示。 粉彩的描绘，着色技
法是比较复杂细致的，一般如画，彩，填，洗，扒，吹，点等技法。其所用工具有画笔，填笔，洗笔，
彩笔，笃笔，赤金笔，金水笔，玛瑙笔，扒笔等许多笔。乾隆时期的粉彩瓷，在雍正瓷的基础上又有新
的突破。 

《华豫之门》 栏目的鉴宝流程如下:  

1 嘉宾鉴定:嘉宾由丰富的宝石、古董等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会对宝物进行认真观察、分析并给出鉴定
结论。  

2 拍照留存:如果嘉宾认为宝物需要留存现场照片他们会现场拍照并将照片留存在节目组的电脑中。  

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绞胎的斗笠盏，它这种绞胎的工艺其实是受到了汉代的漆器以及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这个绞胎瓷也称为是透花瓷，因为它的里外也就是内外，它的纹饰、花纹是一致的，所以说在古陶瓷界
也被称为是瓷中君子。这个绞胎瓷早出现在瓷器里面是我们唐代的巩县窑，到了宋金时期应该是绞胎瓷
的一个高峰，到了元代之后这种工艺就逐渐地消失了。 这些东西现在原材料成本都非常低，那么有了高
的市场价格，有了这种低的仿制成本和仿制工艺，所以这个利润获取空间大，这样的话使这类东西仿品
非常多。再加上因为很多良渚玉器，我们能够在民间见到的都是小件，这些小件作为组合器来说还能看
到，像这么大器物的属于单体器，这种大件的话比较少见。 目前一个碳14呢，但是它只能测有机物。就
是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它的误差一下子2000年，所以这个，一是瓷器不能测，它是无机物。另外就是
能测出2000，那咋受得了。一下子能把瓷器发展历史都给测没了，是不是。 



 初步估价:在嘉宾初步鉴定后节目组会为宝物进行初步估价。估价结果将会公布在节目网站和社交媒体
平台上。  

深入鉴定:在观众面前展示的宝物只是初步鉴定的结果真正的鉴定还需要在摄像机的记录下进行。嘉宾会
对宝物进行更深入的鉴定和分析并给出更加专业的鉴定结论。  

结论发布:鉴定结果将会发布在节目平台上并且会通过电视媒体向公众宣传。同时节目组也会对鉴宝进行
公开公正的剪辑和播出。  

这只花盆一个器形古拙，第二包浆熟旧，第三上面的这些题诗刻画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脉相承的，从
晚清到现代宜兴紫砂刻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妙的。经我鉴定，这是一件任淦庭�刻紫砂花盆的真品
。观察席意见：在1977年我们的考古学家对河姆渡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就发现了一个陶片上刻画
有一株盆景。 令人扼腕的是，重中之重的-“北宋定窑黑釉鹧鸪盏”遭遇滑铁卢，仅以美元$350万(RMB2,
180万)落槌，远远低于行预期，也未达到美元$400万的估价下限。加上佣金，买家需支付421万美元，大
约2667万元。 这个盘里面写的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种天干和地支，盘子的壁上写着“乾坤气
象”，其实乾坤气象上边还有一句是“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是表示美好的吉祥语。巨鑫点评：
这位藏友带来一件五彩的文字盘，那我个人认为这件瓷器也是有漳州窑风格的。 《金史》中记载，将有
鹘攫图案的服饰称为“春水之饰”，将有虎鹿山林图案的服饰称为“秋山之饰”，故将此种玉器定名为
“秋山玉”。「华豫�玉器专场」库出——文物公司旧藏精品预览（一）21:24�华豫之门守护珍宝传承
文明华豫之门玉器“欣于所遇，暂得于己”语出《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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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漠点评：这个玉兽的造型，无论是它这种钩形的双耳，这种近似于这个菱形的双眼，很宽、很高的鼻
梁，然后很大的嘴龇着牙，这个胡须都翘着这种的神态，这种工艺特征基本上可以把它定为东周晚期，
甚至可以说是战国中晚期。 赏赐的品种也特别得丰富，原则上除了黄釉瓷器和祭祀瓷器以外，都是可以
用来赏赐的。被赏赐的臣子也往往会把这个官窑（瓷器）摆在家中一个明显的位置，以便实时地感受皇
恩。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皇权的时代，所以很难想象在当时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拥有一件官窑瓷器是
多么的遥不可及。 靠近剑把的尾部地方，有我们在玉璧上常常能见到的那种谷纹；另一面剑格的部位是
波曲纹，剑柄的部位是米字格纹，剑首部位是抽象的动物纹饰。这样的纹饰既不像骆越族的，和古滇国
也对不上号，更不是巴蜀的文化，而是古夜郎国所产的。 还有一个就是从古人的审美观点上来讲，如果
我把它改成挂件，磬虽然有它的一个青铜制式，但是还有一种比如像太平有象，这个在清中期的时候是
一个很流行的题材，它们也会做成挂起来，它并不一定非按青铜的礼制来做了。 东汉�青釉刻花三足瓷
樽藏于故宫博物院三国两晋南北朝后，南方和北方所烧青瓷开始各具特色。南方青瓷，一般胎质细腻，
呈淡灰色，釉色晶莹纯净，常用“类冰似玉”来形容。北方青瓷胎体厚重，玻璃质感强，流动性大，釉
面有细密的开片，釉色青中泛黄。 

  它的胎如果说是成化本年的，应该是非常、平糯的胎质。因为明朝的胎和清朝不一样，清朝的胎非常
致密，表面有一层糯质光泽。它的山石的铺染上边，所用的笔法应该是小笔触的填染。这个上面也体现
出小笔触的感觉，但是即便成化时期的画面比较平，填进去的笔触也应该是按照山石的结构来填笔的。 
而汉族人，特别喜欢吃葡萄，那么所以这个葡萄引进来了。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吃葡萄了，
是喝酒了。有一首诗是王翰的很有名，就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吧。所以这个葡萄对的玉器也有这个影响，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纹饰，主要是少数民族。 德化窑的瓷塑工艺，在明代取得了杰出的成就。1，胎骨胎
土是白色，质细瓷性较短，经窑烧后，容易变形，所以德化窑的胎壁较厚，薄胎的非常少。在白色的胎
骨中带有颗粒状的闪光，也称“糯米胎”，胎质稍显，敲打时声音很脆，发出叮叮的金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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