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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广义解释为文人书斋或画室，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

读书的文具。文房雅器既是书房的用具，亦是文人雅客赏玩之物，悠

悠历史长达千年。古人亦称文房清供，所谓“供”，即供奉，自然是

圣洁高贵之物；所谓“清”，可以是清雅不俗，可以是清逸不浊，也

可以是清心寡欲。所以，文房清供，其本来含义是文人书房中那些表

达文人高雅气息与悠然古意的物品。

文房用具，在笔墨纸砚的基础上，相应的出现了数量众多、品类

繁杂的辅助用具。有笔筒、笔插、笔匣、笔掭、笔洗、笔格、笔床；

墨盒、墨床、水注、水丞；镇纸、臂搁、裁刀；砚滴、砚屏、印章、

印盒、帖架、文具箱等等，可谓包罗万象、琳琅满目。

所用材质极其丰富，包括陶瓷、玉、石、金、银、铜、铁、水晶、

玛瑙、漆器、玻璃、珐琅、景泰蓝以及竹、木、牙、角、珊瑚、犀角、

紫砂等无所不备。

制作工艺繁复，包括绘画、铸造、烧造、雕刻、镶嵌等，几乎包

含了制作工艺中的全部工艺。

文房雅器已远远超出了其实用价值，而更多的成为文人赏鉴之物。

文人对其追捧，更多是在诉求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一种古雅的生活

态度，一种闲隐的生活追求。古人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文房清

供作为文化遗产，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的人文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

证，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古代文人雅士丰富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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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房雅器的形成与发展

文房雅器的形成是继笔、墨、纸、砚成型以后，到汉代逐渐展露出世，

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概括为四个发展阶段。

1．东汉时期的形成阶段

“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常用的文房用

具。关于文房四宝的起源，考古发现，最早源于汉代。1975 年湖北江陵

凤凰山发现的西汉初年婴遂墓中出土存放文具的一件竹笥，里面有笔一

支、圆形砚板一方、研石器一块、墨数锭、青铜书刀一把、无字木牍若干。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在纸张发明之前最早的文房用具，可以说是“文

房四宝”的雏形。

汉代笔、墨、纸、砚用具已完成了从发生至初步成型的过程。以笔、

墨、纸、砚为主的书写用具，逐渐确立了其相辅相成的地位。在长期的

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此后，辅助笔、墨、纸、砚的文房器

具相继出现。现知最早砚的辅助用具应是汉代的砚滴。如江苏扬州老虎

墩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白玉飞熊砚滴，形制小巧，主要用于滴水研墨。这

一时期，彩绘漆器成熟发展，并有大量官作制品，用于调色的辅助文房

实用器具也有少量出现。这时文房器具从实用上逐渐完善，相应的辅助

用具也初具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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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

“文房”一词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南北朝时期，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

翰的地方。《梁书·江革传》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

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这里的“文房”，有点

类似今天的档案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房用具得到全面的发展，出现多种形制的辅助

用具，其质地和造型出新，并形成定式，对后世形制的发展颇有影响。

文献史籍多有记载。如西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述：“晋灵公冢……其

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

如新，王（广川）取以为书滴。”记载了广川王盗墓得玉蟾蜍，改制为

书滴，即砚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注水用具，如水盂、水

注等。造型小巧精致，一般为小口，圆腹。材质有陶、瓷、玉、铜等。

两晋时期，以越窑的青瓷水盂最具特点，并在各地广泛制作，其中蛙形

青瓷水盂成为独特的造型，一时流行于世，并争相效仿。文房清供呈现

发展趋势。

3．唐宋时期的兴盛阶段

文房一词，在唐代以前是指官府掌管文书之处。到了唐代，文房的

概念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成了文人学士书斋的同义词了。如元稹在《酬

乐天东南行》诗中提到“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陆龟蒙在《石笔

架子赋》中提到：“叨居谈柄之列，辱在文房之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文人士大夫圈子里开始兴起给自己的居室或

书斋取室名之风，历史上有记载的如白居易的“池北书库”、刘禹锡的 “陋

室”、司空图的“休休亭”、李林甫的“偃月堂”、杨国忠的“四香阁”

等，特别是晚唐宰相李泌给自己书斋取号“端居室”并琢成印章的做法，

标志着文房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地位正式得到了确认。至于文房一词

最早见诸印记，当推南唐李后主的“建业文房之印”，他常在收藏的法

书名画中钤有此鉴藏印。所谓的建业文房，是指他在金陵宫中蓄藏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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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的澄心堂，当时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和龙尾砚（即歙砚）曾被誉为“南

唐三宝”，为文人士大夫所珍视，北宋年间已是不易求取。当时著名书

法家蔡襄在得到一方质地极佳的端砚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特地“以

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诸葛高鼠须笔为之记”。

唐代文学家文嵩曾作有《四侯传》，将笔、砚、纸、墨分别予以拟

人化，不但有名有姓，而且封侯拜相。其中笔为管城侯毛元锐（字文锋），

砚为即墨侯石虚中（字居默），纸为好畤侯楮知白（字守元），墨为松

滋侯易玄光（字处晦）。晚唐文学家韩愈也将笔、墨、砚、纸拟人化，

称之为中山毛颖、绛人陈元、弘农陶泓和会稽楮先生。北宋太宗年间，

翰林学士苏易简第一次将历史上有关笔、砚、纸、墨的记载汇编成《文

房四谱》一书，苏本人在后序中提到：“吾见其决泄古先之道，发扬翰

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传之无穷乎。”文学家徐铉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

提到苏学士“退食之室（当指文房），图书在焉，笔砚纸墨，余无长物，

以为此四者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者也。由是讨其根源，纪其故实，

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有条不紊，既精且博”。

此书一问世，文房四宝的概念乃正式确定无疑。

有意思的是文房四宝的排列次序。现在通常是按笔、墨、纸、砚顺

序排列，不但朗朗上口，而且很能体现出其实用价值的重要程度。而在

唐宋时代，习惯上是按笔、砚、纸、墨次序排列的，如宋代苏易简的《文

房四谱》便是如此，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清高宗在为《西清砚谱》所

作的序中，也是这样认为：“向昧文房四事，谓笔砚纸墨，文房所必资也。”

如果从各自的创始时间相考，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实物证实，笔、砚创始

于战国时期，砚应稍晚于笔，墨创始于秦代，纸创始于西汉，故应按笔、

砚、墨、纸顺序排列。而从其收藏、欣赏价值角度来说，当以砚、墨、 笔、

纸为顺序。文房四宝中以砚与墨最具赏玩价值，历史上以藏砚、藏墨知

名的文人墨客代不乏人，文人学士尤其对于砚有着特别的情愫，明代高

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写道：“砚为文房最要之具。”同时

代另一位隐士陈继儒写来更具感情色彩 :“文人之有砚，犹如美人之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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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相亲傍。”宋代书画家米芾素有砚癖，他在回答一位向他索取藏砚的

友人书帖中这样写道：“辱教须宝砚，去心者为失心之人，去首者乃项

羽也，砚为吾首，谁人教唆，事须根究。”将藏砚视作自己的首级和生命。

这可视为文人爱砚的最生动写照。

文房四宝中，纸的文化意蕴和赏玩价值相对来说最为低下，但不可

否认，纸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文房四宝中最重要的发明。

它不但给书写、绘画材料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带动了其他文房器具

的更新进步。纸虽然创始于西汉，但真正达到一定光洁度从而便于挥洒

书画，还是在两晋南北朝。

文房四宝尽管创始很早，但是一直发展到唐宋时期，即传统书画艺

术趋向成熟和文人士大夫集团形成以后，它们才真正找到并且实现了自

己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成为文人书斋案头不可或缺的器用。

唐代是一个文化昌盛的时代，科举制的最终奠定，使文人的地位得

以确立和尊崇，文人学士的审美情趣随之也得以弘扬光大。特别是文房

概念和地位的正式确定，从而使得“我辈自有乐地”（南宋赵希鹄《洞

天清禄集》序）。当时，文房器具已由纯粹的实用器具发展成为观赏把

玩的对象。以唐代的笔、砚为例。据宋代郭若虚《国画见闻志》等的记载，

唐代德州刺史王倚有一支竹刻笔管，上刻《从军行》诗二句：“庭前琪

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并有诗意刻绘：“人马毛发，亭台远水，

无不精绝。”这段文字是竹刻艺术见于著录之始，这支笔管大概也是见

诸笔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件文玩了。至于石砚，晚唐诗人陆龟蒙在 《袭

美以紫石砚见赠以诗迎之》中提到：“霞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

是为赞美端砚的琢工。

宋朝建立后，中央集权政治削弱了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而采用重

文轻武的治国方针，致使宋代的军事力量一直积弱不振，而文化却得到

了欣欣向荣的发展。书法、绘画、雕刻等各门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文学家、书法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文风鼎盛。

宋徽宗在政治上昏庸腐败，受尽屈辱，在文化艺术方面却有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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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本人酷爱书法，创造出“瘦金体”这一书体，是书法史上极具个

性的一种楷书书体，他喜欢画花鸟画，自成“院体”。由于他本人对绘

画书法艺术的喜爱，因而扩充翰林图画院，提高画工的社会地位。他搜

集天下奇石，将江南的奇花异石运至京城，来装点宫廷园林。此时兴起

的金石学之风，又带动文人雅士对文房四宝、文房雅玩的收藏。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陆续出现了许多文人鉴赏家赞誉文房器物的诗句和著作。

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

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此书“笔谱”二卷，“砚谱” 

“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

“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

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文房四宝之名，最早出现于北宋诗人梅尧臣的笔下，他在《九月六

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一诗中曰：“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

后来还有人将这四件物品称为文房四物，北宋文学家陈师道《寇参军集》

曰：“张、李氏之墨，吴、唐、蜀、闽、两越之纸，端溪、歙穴之砚，

鼠须、栗尾、狸毫、兔颖之笔，所谓文房四物。”到了南宋，大诗人陆

游将它称为文房四士，他在《闲居无客所与度日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

诗中写道：“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北宋文人雅士营建庭园，建造书屋，布置书房，以挑选精良的笔墨

纸砚，并制作相关的文房辅助用具为乐趣。苏东坡酷爱良墨与歙砚，其《东

坡题跋》曰：“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然终无墨者，其间不

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又《孔毅甫龙尾石砚铭》

曰：“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穀里，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

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说明苏东坡对文房用具的喜

爱与研究。宋著名书法家苏沧浪，原名苏舜钦，曾在苏州建沧浪亭而得名，

有诗曰：“明窗净几，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可知

苏舜钦以拥有优良精美的文房用具为人生一大乐趣。另外，还有欧阳修

的《砚谱》、唐询的《砚录》、米芾的《砚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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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承袭北宋玩赏文房用具之风气，延续而得到发展，南宋都城在

南方的杭州，经济繁荣、鱼米之乡，文人荟萃。南宋文人赵希鹄撰写了《洞

天清禄集》，载“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

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

崖泉，焦桐鸣玉佩，不知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说明了

赵希鹄在文房雅玩中所享受到的乐趣。此书别具一格，第一次将文人雅

士玩赏的各种文房雅玩分成十大类，并将每类加以详细说明。这十大类

分别为：古琴、古砚、怪石、古钟鼎彝器、砚屏、笔格、水滴、古翰真迹、

古画、古今石刻。这十类文房实用功能意义已经不大，已经从实用转向

文人赏玩的器物，同时也说明了文房雅器的概念，正向更大的范围扩展。

南宋赵希鹄撰写的《洞天清禄集》有“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

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

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

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宋林洪

的《文房图赞》中有臂搁的记录。在宋代的《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

等绘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

“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

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

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由此可见，宋代在流行文房雅玩的同时，

也开启了文房雅玩收藏的先河。

淳熙年间，宋高宗爱好文玩，在龙大渊编著的《古玉图谱》一书中，

全部是宋高宗收藏的“燕几清玩”的古玉器等，全书共一百册，里面所

有的图谱，全部由当时的宫廷画师马远、李唐、刘松年、夏珪等人所画。

全书按照古玉器的用途共分为国宝部、压胜部、舆服部、文房部、薰燎

部、饮器部、彝器部、音乐部、陈设部，全书共收录了古玉七百余件，

其中文房部共收录了七十九件玉器。最早为秦汉时代，最晚为宋徽宗时，

器类有砚、笔管、砚山、笔床、水丞、水注、书镇、书尺、裁刀、贝光、

搔劳、界尺、如意等十六种。这是将文房器玩单独作为一个门类出现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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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录之中，由原先的文房四宝扩大到了文房四宝所衍生的器具。

唐宋时期，文房清供的兴盛发展，主要表现在造型、质地不断出新，

其不仅形制种类多样，而且还出现有成套组合或一器两用的形式，成为

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1981 年在浙江诸暨发现的南宋嘉定元年董康嗣合

葬墓中出土了一套成组的石质文房用具，有蕉叶白端砚一方，石雕山峦

笔架，犀牛镇纸两件，龟钮水盂，其石质色泽黝黑，细腻滑润，造型别

致，可谓罕见。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间史绳祖墓中出土了多件文房器具，

其中有青玉笔架、水晶笔架、白玉兔形镇纸、玉荷叶形洗、白玉印等，

呈现多件组合的形式，反映了这一时期文房清供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器两用的形式，如江苏无锡兴竹宋墓出土了一件

影青瓷笔架水注，造型为双兽形，兽体中空为水注，其上出角形似笔架，

为一器两用的形制。此外，在长沙窑中也有大量的瓷笔掭、水注、镇纸

发现。上述这些实用器具，笔架、镇纸、水注、笔洗等均为宋代流行器具。

这一时期，文房清供器具的形式种类多样，并不断创新发展。

4．明清时期的繁荣阶段

文房清供发展到明清之际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文房四

宝的兴盛发展，与之相应发展的辅助用具更出奇精巧，形式多样。如水

丞、砚滴、水注、笔洗、笔筒、笔格、墨床、砚屏、镇纸、臂搁、印盒、

印章等用具，在书斋文案上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日臻完善，成为文人

必备之物。文房清供的种类、材质、形制等方面发展到了极致。

明清之际文房清供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休戚相关。

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迅速扩大，对于书斋文房清供的需求也日益

增强。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传统手工艺人的创造能力，使文房清供的制

作得到全面发展，可以说是集多种工艺之大成。

如果说宋代是文房器具制造的勃兴时期的话，那么明代中晚期就是

其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这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动当然有着密切的关

系。这在明代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出现专门的著述。明代初年，曹昭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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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要论》一书问世。该书“使玉石金珠琴书，图画古器异材莫不明其出处，

表其指归，而真伪之分了然在目”大致也是承续了南宋赵希鹄的《洞天

清禄集》一书，与之稍为不同之处在于新增了珍宝、古铜、古窑器、古

漆器、古锦、异木、竹等杂项。后来明末王佐又增补了文房论，其中有笔、

墨、纸、印泥、浆糊、灯油等杂项。

明代中后期，由于文人学士对闲情逸致的追求和对古董珍玩的搜藏，

出现了许多描绘“艺苑之闲情，山家之清供”的鉴赏类著述，其中大多

有对文房器玩的专门论述，计有屠隆的《考槃馀事》、高濂的《遵生八

笺》、文震亨的《长物志》、张应文的《清秘藏》、李渔的《闲情偶寄》

等。其中屠隆在《考槃馀事·文房器具笺》中，罗列的文房器具名目竟

有 45 种之多，计有：笔格、研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

水中丞、水注、研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

压尺、秘阁、贝光、叆叇、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布泉、钩、

箫、麈、如意、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禅灯、数珠、钵、

番经、镜、轩辕镜、剑等。至此，文房器玩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界定。

明代文学家、鉴赏家高濂的《高子书斋说》中，巨细靡遗地罗列了：

“书斋……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

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

明代朱守城墓出土的文房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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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

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

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

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 ；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

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

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上奉乌思藏 金佛一，或倭漆龛，

或花梨木龛以居之。上用小石盆一，或灵壁应石，将乐石，昆山石，大

不过五六寸，而天然奇怪，透漏瘦削，无斧凿痕者为佳。次则燕石，钟

乳石，白石，土玛瑙石，亦有可观者。盆用白定官哥青东磁均州窑为上，

而时窑次之。几外炉一，花瓶一，匙箸瓶一，香盒一，四者等差远甚，

惟博雅者择之。然而炉制惟汝炉，鼎炉，戟耳彝炉三者为佳。大以腹横

三寸极矣。瓶用胆瓶花觚为最，次用宋磁鹅颈瓶，余不堪供。壁间当可处，

悬壁瓶一，四时插花。坐列吴兴笋凳六，禅椅一，拂尘、搔背、棕帚各一，

竹、铁如意一。右列书架一，上置……此皆山人适志备览，书室中所当

置者。画卷旧人山水、人物、花鸟，或名贤墨迹，各若干轴，用以充架。

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

由此可见，高濂描述的书斋内各种文房用具完备，能在这样的书房内，

“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

可以说是文人毕生的追求。

同时代另一位著名鉴赏家文震亨在《长物志》一书中，有一段描述“文

具箱”内放置器玩的文字。这种文具箱是为了方便文人雅士出游访友而

设计的，其雏形至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如 1957 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

发掘的 1 号楚墓中，随葬有一只文具箱，里面放置了毛笔、笔管、铜削

刀、竹简以及制作简牍的铜锯、铜锛、铜刻刀、铜夹刻刀、铜锥等器具。

到了明代文震亨的笔下，文具箱的内涵和外延均有了很大的变化。

文震亨笔下的文具箱：“三格一替（屉），替中置小端砚一，笔觇

一，书册一，小砚山一，宣德墨一，倭漆墨匣一。首格置玉秘阁一，古

玉或铜镇纸一，宾铁古刀大小各一，古玉柄棕帚一，笔船一，高丽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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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次格古铜水盂一，糊斗、蜡斗各一，古铜水杓一，青绿鎏金小洗一；

下格稍高，置小宣铜彝炉一，宋剔盒一，倭漆小撞（提盒）、白定或五

色定小盒各一，倭小花尊或小觯一。图书匣一，中藏古玉印池、古玉印、

鎏金印绝佳者数方。倭漆小梳匣一，中置玳瑁小梳及古玉口匜等器，古

犀玉小杯二。他如古玩中有精雅者皆可入之，以供玩赏。”上述高濂所

述的几案清供和文震亨所述的箱盒器玩，均可视为当时文房器玩中常见

的品种。

虽然文房器具的品类发展至晚明已大致齐备，不过，从传世实物可知，

不论是质量之精，还是数量之众，乃至器形之丰、材质之全，清代宫廷

制造的御用文房清供，都远远超过前代。

笔筒、镇尺、印盒、臂搁、砚屏、墨罐等大量出现，极大地丰富了

文房用具的种类，也使各项辅助用具的功能更为完备。各种材质如陶瓷、

竹木、象牙、玉石、玛瑙、水晶、金银、珐琅、铜、铁等，都被用来制

作各式文房清供器具，成为书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清代宫廷御

用文房器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清代康熙时期内廷作坊林立，招募各地能工巧匠，专门承做内廷室

内陈设器具，文房清供的制作也极为讲究，皇帝所居之处，斋堂轩室，

书房需有大量的清供陈设。据记载，清代皇帝根据个人的喜好，都有增

设和更换各处陈设，特别是在乾隆时期，宫廷文化生活极为丰富，制作

有大量的陈设器具并传于后世。清代嘉庆、道光以后，开始禁止扬州贡玉，

或酌减贡物，其制作规模逐渐缩小，各地进贡物品的数量也明显减少，

其质地、种类也日渐式微。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制作，均为造办处各作

坊承办，特别是乾隆时期，其制作规模、数量庞大，内廷器具的制作过程，

均有档案记载，这些不仅反映了内廷作坊管理的极其严格，从中也可得

知其制作的规模。如乾隆三十五年内廷档案“匣作”记载所列配匣文具

有“白玉佛手笔掭一件，（木座）腰元洗，青花白地小水盛一件，青绿

哈蜊笔掭，青玉瓜式水盛，白玉双鱼洗，掐丝珐琅水注，霁红笔洗一件，

青绿马纸镇，青花白墨罐一件，哥窑小笔洗一件，白玉合卺觚，配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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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座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还有“定窑

有盖墨罐一件，定窑水注，青绿龟式水注，汉玉鸳鸯水注，哥窑葵花笔洗”，

其中所列清供器具有水丞、墨罐、笔掭、笔洗、水注、镇纸均按不同功

用分别命名，其质地、种类多样，造型也出奇精巧。

清代内廷书斋陈设更为讲究，文房清供器具制作精美。康、雍、乾

时期承袭旧制并不断创新。特别是乾隆皇帝对文房清供更是珍爱备至，

不仅大量制作陈设或赏玩，而且有大量御制诗篇题咏，如《咏乌玉笔筒》

《咏和田玉荷叶洗》《咏玉天鹿砚》等。乾隆时期制作数量也极为可观，

内廷造办处活计档多有记载，除地方各织造承办的年例贡品外，内廷造

办处各作坊还有大量的制品，多遵照皇帝的旨意设计样式，有成组多宝

格形式或成套制作的文房清供，还有便于外出使用的旅行用文具箱等，

都是典型的内廷造办处制品。这些均体现了乾隆时期文房清供制作的繁

荣发展。

乾隆皇帝写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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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乾隆皇帝在养心殿西暖阁辟出的三希堂为例，其面积仅八平方米，

但文房器具的陈设却相当丰富。今天还能见到嘉庆七年十一月所记录的

《养心殿西暖阁陈设档》，基本可以反映乾隆时期风貌，仅就其中紫檀

木炕桌上下所摆放物件以见一斑 。

紫檀木炕桌上：汉玉九喜筒一件（紫檀木座，内插笔二支、钱维城

字无名画扇一柄）；青白玉葫芦洗一件（有缺紫檀木座）；青白玉三羊

一件（有缺紫檀木座）；青白玉钟一件（有缺紫檀木座）；汉玉筒一件

（紫檀木座）；白玉螭虎花插一件（有缺紫檀木座）；刻字澄泥砚一方

（紫檀木刻字匣盛）；汉玉水盛一件（珊瑚匙、紫檀木座）；冻石图章

笔山一件（上刻诗紫檀木座）；汉玉乳钉璧墨床一件（紫檀木座）；“茹

古涵晖”紫檀木罩盖盒一件，内盛：《御临三希文翰》册页一册（汉

玉六件）。

案下设 ：《三希堂法帖》八套（ 潄木套铜母子）。

清代宫廷文房器

具之所以取得极高的

工艺成就，在于皇帝

本人通过一套行之有

效的机制进行严格的

管理。早在雍正五年，

雍正皇帝就曾明确提

出要求：“朕看从前

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

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

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内廷恭造之式”指的就是宫廷工艺的理

想范式。乾隆继承乃父之风，对于“恭造式样”的倡导与推动更加不遗

余力。从档案记载看，一件作品在设计阶段就要经反复推敲，确定样稿。

样稿包括平面的画样及立体的木样、蜡样、合牌样等数种，以画样应用

最为普遍。使用样稿的目的在于令工匠能直观地理解活计的器形、纹样，

清　贴黄几式文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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