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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玉器

李树基

古城锦m皇甫朝建立孤竹国以来，已有三千多年光辉魁煌的

文化，这掏韶多彩的文化使这片孤竹古撞在中华大撞上闪闪发

光。而使这片神奇孤竹古地熠瘤生辉的体现之一是那璀琛夺吕的

必锦JIJ石"布用锦J!I石雕琢的玉器。

锦州地区九?可十八川，盛产锦JII石。这锦JII石搭名叫火石，

学名叫玛璀石。锦州石在上古称孤特王，所以商朝时称锦割地区

为孤11"窟。

清同治年间，锦州第1月守文告曾说: "吾邑玉石铺地，锦JII石

乃吾邑一大瑰宝……拧，洁白、晶莹、坚硬的器JlI石为锦州主器生

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并孕育出许许多多的能工巧匠，为锦

州玉器的发展开拓出一条色彩缤纷的珠玩之路。

摆《生之硅》、 《碍地》记载: "东方之美者，有医巫j圈，

南、琪、瑜焉. .. . ..η 。又据《逸周书》中记载: "周灭裔，俘获商

摄竹玉万四干、何玉纪有八万，宝气琼先吉洋也……纱。古代称辽

西锦州、i地区为 u罢巫肆"，所以从上面文史书中可证明，古代锦

扑i地区就以盛产玉石萄名。

有玉必有器，商玉不琢不成器i

锦JIl石和锦予1'1玉器是一对同启姐妹。握民国 6 年(1 917年〉

李维世、高绍辛、高医光等人辑录《锦县志路》时，曾搜

集大量的有关锦J!I石及锦州玉器制品的资抖。握这些资料记载z

u锦州地这早在秦〈辽西部〉汉〈徒河县〉时期，就有能工巧匠

根据天然玉石的形状，磨岳1m主琢成蜀玉、饼玉、方玉、条玉……。

据《五胡书》中记载，安禄山曾献给唐玄宗、杨贵妃一对"梅域

〈锦州〉玛瑶牛头爵杯"。又据《薄黯广记》载自 辽金时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契丹族、女卖捷常说腰坦〈用玛瑶割成线坠状，系腰带上n4腰

Ða 或叫石坦〉诗宫。当时棒州脑海军已有玛草草雕岳Ij的石刀和箭头

…这些说明白辑到玉器制品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特别是到了元世远忽必烈统治时期〈中统~至元NP1260年至

1294年〉中央设立了玛瑾局，专门管理采集玉石和玉石雕刻生

产。

元定宗丁未年七247年〉著名金石学家、雕琢大师、玉石业

程郎一一丘处机〈玉石业工人尊称王处机为丘祖〉的第三代弟子

自道然在锦州肇建了离陪宫〈摇称火掉在) ，将大部〈北京〉的

玉雕技术也带到了锦则，并把凌JII芸〈锦州仆的玉雕技艺揉和在

一起，王三成了5虫树一帜的"关东锦JII冠市派纱。丘纯机亮后，国

锦外i 离阳宫是丘处书1三代弟子肖道然剑建，所以大得殊荣，朝廷

患赐土木，增建前鼓，殿内彩塑丘祖掉{象。借此机会离阻宫住持

高棒、莲在锦j+\吉或永安il (南门〉内重地买房开了个玉石锚，专

{故饼玉、王替、串珠、Jjl彩珠、耳王军子、耳坠子……，这家玉石

铺是诲州地方志文字记载中最早的玉石黯刻律坊。

民flt玉器重巧匠插子离曾经在广宁左中宅卫〈锦州〉本去门内

开一玉石铺，西玉石铺带挂一个木雕"大如意纱，所以人们呼之

为"如意玉石椅吁，久商久之人们把这条胡同就叫"如意胡

同"，一直流传至今。陆子岗中年睡割的"玉JjjIJ子"，珑玲碧透，

玉洁冻洁，是铺子1'1 明代玛瑶雕刻中最佳的工艺品之一。

关于插子甫的建远很多，因插子岗，心灵手巧，技艺高超，所以

他做出的玉石活诗是关内外首屈一指的。这样陆子岗的如意玉石

铺买卖兴隆， 131此有"辽东第一家"之称。古语说得好: "再行是

冤家! "插子离曾受过陷害。后经各人指点，决心重摄锦州域的玉

石业，他把锦州所有的玉石作坊的东家、掌柜、Jfifi付、学徒，全部洁

~J家里，大摆宴席，陆子岗表示自己嚣布锦州f城所有同行窍夺目

德，不计各、不计莉，重探梅域玉器业。离行的都很受感动，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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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域十八户玉石作污持人聚集在白衣道丘福大殿敢血为盟=也有玉

窍采，有器同作，价钱一样，不计岳，不计莉，富帮穷，巧帮插

……谁怀有异心，天沫地灭! "从此锦州玉器在藻关内关外。

清初，锦分i玉器有了更大的发展，最熙己未年锦扑In守知府刘摞

溥撰写《锦，'f>I府主、》中记载z 付自勋……;在锦水，水夹崖石子始

烂……著《锦石斌》日: "医巫闰尺咫兮， ~爵王每、琪、瑜之子若

亮，技琼琳琼兮，按得强差美夫昆仑……纱，对错JII石给草草多彩

赞绝天下。

为r]i原搏莉;辑判进玉器为必锦州第一各户"。

清代著各学者郝章运行在 《尔正义疏》 里引用邵晋涵《尔

雅正义》里的语文中说: "六凌商有锦川石，美者莹润如玉，大

者可敬几...η 。

从上可见辑剧的锦JII石及锦111石房璋琢的玉器当时在清朝的

康、菇、乾、嘉时期，在辽西及关内外己家喻户晓了。

当时最有名的玉石铺是锦州宵东街的"玉云斋"。雕琢玛荒草

制品有z 玉到子、王替、腰胆、耳环、耳坠……。

洁道壳、或丰、同i台年间，锦翔的采王业及玉石作坊有了新

的发展，玉石作坊遍布古城四街， r可旦发展到城外。

到了光绪末年、宣统年阔，及民国韧年，锦分i 出现了"琢

玉热"。据当时玉器业行会统计，锦州当时共有玉石作坊68家，

从事玉石业工人达738人。当时锦州最大的玉石作坊是必福p康

德"，掌柜马汉驰、马汉民兄弟锅，老玉石匠有安老夏、杨莉祥、常

德满、杨青春、田永仁……，有28各学徒，共计 67 人。主要

石制品有z 锦川石坦坦、佛手熠袋、鼻娼壶、玉别子、王智、耳

环、耳坠、扇坠、 E要坦、 顶彩珠、串珠、手铺、手玩画饼、浮

雕结鉴尺……，在这些玉石制品中，锦11\石娼咀已突出歹Ij于首位，

是锦州拉有的产品。

锦JIl石姻也又称大石烟旦、江石摇咀、玛瑶熠咀，誉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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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为"擂王军z尚，彩光 3号人，进揭弯道，恋竟 1主持，硬玛

舒口，止渴生津。"所以锦JII石熠咀行销东北三江西省，内

蒙、热河、及关内诸省，并杨销国外。宫绅、甚至外国人都以

使用锦州石嬉哩为荣i

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锦JIl右熠咀v.J "造型美

砚，作工精细，光彩夺目，适口生津丹等特点，荣获了二等奖。

民国 6 年(1917年〉黯善格、朱显庭、高结辛、离国光等人篡

修《错县志、路》时在《物产》卷中写道& "尔雅右之美者，有医

巫岛之琦琪瑜，今不再有此，幢小凌河出锦州石，有文彩可为

玩，人往往得之。按锦州石不产子县境，而聚于县境。黠琢艺

术，以锦县为强精，远远行错，工业之最著者。"写出了民国

初年，锦JII石制品是锦州第一各产品。

员国初年，超过50人以上的玉石作坊共有17家。低于50人的

玉石作坊共有51家。可见当时锦州玉石业是相当发达的。

由于宝石业的发展，采玉业也有了发展e 民国年间锦州石的

开采已不ùz.限于大、小i支持沿岸，商开始向黑山、新立屯及边外

大黑白、泡子、武峰……等地发展。

当时有这样的民谣E

福颐德 玉石铺

五十伏计摇钱树

卢个娼程一斗未

有儿送到玉石铺

年终有钱订媳妇

….…….. •.. .. ~ .". 
]927年是辑;'HE号史上玉石业发展的全盛时期，玉石作坊有z

冯老虎开的《虎漂永)) ，雇甸人最多达70余人。另外还有《庆摞

成》、 《福报德》、《文瑞东》、《庆源义》、 《庆源魁》、 《生

玉发》等70余家，玉石工人达~j700多人。这时的锦州玉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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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锦州手工业行业中人数最多、最赚钱、最兴旺的行业。当咛搏冽

的玉石作坊从古城西街扩展到东门外，南门外热闹街，西门外i日

街及太和街。当时辑JII右摆咀年产6万余支。

搓着"九一J\." 事变，锦州人民沦为亡嚣妓，兴旺发达的锦

州玉石业也黯着走向了下坡路。据信满《锦:1+1省普通工业现势一

宽》记载 "1934年著各的语1+1玉石业工广仅存13家，只剩工人

90人。"又提1937年T月至1111月 《锦县经济事情》和《辽亘事情

》日文运载: "锦县玉石加工品是锦县特产，用锦JII石〈嚣于玛

瑶类〉耕作娼捏在锦县加工商成的因而取各锦州石题咀。这些生

产原石是从凌掠、黑山等地运来。用锦JII石做烟咀的玉石作坊

有40多家，其中较大的有2号家，玉石工人有400多人，姻程年产

量4万支"。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到1940年锦州玉石作坊逐

年倒闭，到1945年幻飞一五纱光复后，锦州玉石作坊在剩1 2家，
工人90多人。玉石工艺品种哥哥少，提多产品失传，工人大多数弃

行谋生，辅之锦州著各的锦J!I石'幢咀一一这一名产也就衰藩下来

了。

从1945到1948年国民党统治的三年中，锦州玉石作坊仅乘~6

家，工人减少到15人。曾经列为锦州各产的第JII石玉石制品面临

艺绝人亡的境地i

1948年 10 J.J锦州、i解放了 p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

扶持下，锦JII石姐姐生产得到了被复和发展。到1950年裙锦州的

王右手工业铁复到8家，生产锦JII石坦坦的工人达到40多人。

1955年12月在党的领导下，锦刑《东兴成》、 《新玉成》、

《云成久》、《全盛久》、《全盛东》、击巨兴东》、《荣盛长》等

8 家王石{乍坊80各工人组织起来，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成立了

"锦州玉石供销生产合作社"。锦州的玉石制品如枯木逢春，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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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6 年 1 月锦:1'1'1玉石手工业者热烈确应党的号召实现了全行业

合作化。((万易太》、 《合记》、 《太振东》三家作站， 共35

人加入了 G锦'用玉石供销生产合作社纱， 全社职工达到

115各。

不久， "锦州玉石供销生产合作社n 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必锦

州玉石生产合作社"，改为集体生产。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自 1955

年的7万元，提高到12万7干元。实现了销售利润1万5千元。1958

年在保证锦 111石姐咀正常生产下，又试制生产了萄萄珠、葡

萄叶、戳料、纸烟臣等新产品。

1958年8月 llE 玉石生产合作社发展成锦州市玉器合作工

厂。(后改各为锦则玉器厂〉经过多次改进生产技术，原来的手

工磁料、错棱、磨沟、磨圈、磨光、划脖、钻眼.......等生产工

序，全部变成了机械化。电机代替了几干年的手工操作:

锦州玉器合作工厂的全体玉石工人在保证锦州名产一一锦川

石嬉程的正常生产下，生产了玛瑶仪表轴承、玛瑶天平刀垫、玉

露主、砂轮……。特别是工业玛璀仪表轴承达到E 产万茬，

为了继承和发展锦州古老的玉雕艺术，锦如i市玉器合作工厂

特聘北京工艺美术研究研所长、全国玉雕著名老艺人潘炳垣来

锦揣进行玉雕艺术指寻， "天津玉器飞厂'1" 著名玉雕老艺人张云会

也来锦;'11进行王蘸艺术指导。又在京津各县招聘了有丰富经验、

技艺精熟的玉雕老艺人陈福祥、龚奇……等各蹄。从此锦;'1'1玉

器合作工厂在生产锦JII石娼哩的基础上，开始向"人物纱、 "花

卉"、"鸟兽\必素洁" (香炉、花慧、彩瓶〉、及玉杂件发展。

1958年10月锦州、i玉器厂工人将自己稽必雕琢的"二龙戏珠酒

杯"送往北京蹭给毛泽东主席，获得了国务院的嘉奖。

1960年，全嚣王雕同行业评比，锦州玉器厂的玉雕产品跃E

全国第二位。

从1960年至1965年锦州玉器厂的玉器生产出现了突飞猛进，

一§一



自新月异均局面， 44自玉四曹操入纱、 "白玉对海戏金瑭沙、 a 

玛瑶天女散在P 、 i'JIi喃玉白蛇盗他草纱……成为中外{rp 慕的嚣

宝:

"史无前部的文化大革命纱使锦州4玉器厂来个"玉碎宫

伊;"。

锦州玉器生产降到了历史上最低的水平。

1969年周总理提出了: "我国的工艺美术产品是中华民族的

瑰宝，是民族魂，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我的民族前工艺美术产品…

…"，周总理的讲话为全国工艺美术品的创作、生产带来了新的

生机。锦州玉器厂的工人含着热泪近: "周总理的讲话，如春E

大边! "当时已被调到市毛巾厂的 130 名玉雕工人又高高兴兴地

回到了锦州玉器厂，从商为梅州玉器广的玉雕生产奠定了一个新

起点。

当年离元公、王成卓合作雄刻成了"二龙戏珠白玉瓶纱，是

少见的优质产品，获得了墨家外贸部的好评，表扬。

锦外i玉器厂从1969年以来先后创造的新产品还有幸 付自玉四

节三层球董白玉提梁双进兢纱、 "自玉飞天提瓶"、 "珊珊佛境

超凡"、 "玛瑶吹萧主i凤纱、 必玛瑾天女散花"、 "玛瑶黛玉戏

鹦鹉"、 "玛瑶蚌伯人"等先秀玉制品，各具巧妙的梅息，奇特

的设计，精细的雕琢，良苦的创作。真可谓 α匠心强运，飞来佳

作" 1 

1978年，在全国同行业评比中，锦1-'"均"玛疆人物雕刻"

名列第二， "人物、花卉、鸟兽、素活"四大品种恙分评为全省

第一。

1980年全省评比中，锦州、!玉器广有11件产品被评为省内使震

品 i

80年摄制的科教片《玉雄》中，把锦州玉器厂雕甜的何马

通俏色花瓶"、 U玛3撞他神鱼"、 "玛瑶仕女人纱、 "提铲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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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玉转瓶"、 "玛瑶唐马"……摄入了这片，受到了中外观众的

好评1

锦州玉器厂z雕刻的"花果山水帘拇万、 "水胆玛瑶泉"、

"水犀玛璀韶山"、"蝶恋花"被誉为"嚣宝纱。有的被陈列

在"人民大会堂"，有的被陈列在"广交会纱上。

锦州的玉器享誉国内外，锦拙的玉器在辽西地区已遍地开

花1 锦州玉器厂先后从人力 ~J物力帮助市、县〈区〉建立了8个玉

器重厂，其中有z 锦县阁家乡月牙村玉黠厂飞双羊乡玉雕厂、义县红

墙子乡玉雕户、车拉乡玉露在厂、太布区东方红玉器重厂L 扬兴电五商量

尸、锦1'1i市古玩商店玉雕厂等。

锦外i 的玉iIJll品已从锦JII石娼咀发展到全面的玉器戴刻工业

品，从过去单纯用科《锦JH石)) ，现在已发展成多种玉石生产

〈白玉、青玉、碧玉、萄翠、珊瑞、孔雀石等几十种原料〉。

综上贤达，锦州的玉雕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锦州的传统工艺，

而且辑极地吸收了木刻、青E石刻、和象牙雕刻等艺术表现手

法。在设计上做到量科取材，ß1材施艺，茹tl班去缮，澄清找俏，

作工精细，尽善尽美。在制作产品中采取以小求大，以窄求宽，

以矮求高，以垣求长，以一求二，富珍去搭，和应为绢，利废为

宝，明巧暗用等方法展现出精湛的艺术手法。

在锦州玉黯工艺品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锦州的玉雕工人

努力攀登艺术上的更高峰，露为中华民族创造出更多的"琼楼玉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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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之宝一一六合玛瑶

黑ùl芸六合乡 李铁先

在黑山北部，丘陵起住在专六合乡一帝，盛产一种银名贵的玉

石一一玛王筐。

玛瑶，当地人称为必火石"，是玉石中的上品，质地细鼠，

是一种晶莹有先译的半透弱石头。皇军色有红色、黄色、白色、黑

色、紫色、还有花色的等等，色样齐全、十分美丽。琢玉人有

必千样玛瑶，万样玉"之说，实为确论。玛璀的硬度银高，多在

7度之上。玛瑞的形状多样，大小不一。超过10公斤重以上的红

玛主盏是比较少见的。玛瑶的种类有江石、扫盒子、青皮子、黄蛤

摸、紫品、松树石，还有"本盟"等等。玛瑶石的用途很广，

是玉器生产的重要原料，不仅可以露在琢成为具有很高价值的、精

美玲珑的工艺品，也可以做航天后的高精密轴承滚珠，手表、仪

表的宝石跟，化工研究使用的研钵及黑于高硬度金属磨光的玛瑾

粉等等。

六合乡新产的玛瑾是玛海中的上品。有二种z 一种是具有色

红、无瑕二大优点的唐泡、后出 α火石'F ，它带有黄色石皮，人

称"黄蛤摸纱，质量最佳，是如工生产用的住上等原料，深受全

国各地使用厂家的欢迎。另一种是河东产的，外皮呈择窝状的白

色"火石纱，产量较小，原地稿次于上者。

六合乡的玛瑶埋藏分布很广，唐泡、后白山坡上，因地中，

洼句边，方塘底都有。据培质人员估计这里的玛瑶理藏量在百万

吨以上，埋藏的深度一般在宣米以下。

采挖玛瑶的生产是一种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强壮的身

体，熟练的技巧，丰富的经验，是不能胜任的。打害要靠用锻一下

~一



下往上部土和黄运〈这里的玛瑶是与卵石和黄粘诧夹杂在一起

的，在"]莲纱处的火右运只有一尺多厚。再往下见到自淀，便是

真正的底了) ，起京后，还要向四百结荫，深者达五、六丈

远。据很矮，只能坐着或弯接"作活"，有时还要冒着塌方的危

险。深害还得不断的往上吕水。有时拉凡个害也不一定能采到

呢!可克玛瑶的珍贵，就在于得来不易 I

早在200多年前，勤劳的六合人就已采拉玛瑶了。据当地老

人讲，在清朝末年，困山子村东有一个凡十户人家的小屯叫"火

石甸子" , (后国大水，河道变迁，原挂现已不复存在了〉盛产玛

踏，质量最好，很快就出了名。当地的"火石贩子"与北京收购

"老客"，便在那里建立了收购点，开始了大量收购。从此，这

里挖"火石纱的人多了，新的埋藏线不断被发现，开采的范围也

就越来越大，使这里的收揭业兴隆起来了。当时的"大石藏子n

发了家，有的便成了当地的财主。

解放以后，这里的玛珞开采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 1976年

秋，六合人民公社组织了采挖队，挖方塘，进行了集体开采。还

在唐福建立了玛王茧政璃半成品加工点。 1977年4月正式成立了

六合玉器产，六合人实现了用自己双手加工自产的宝石一一攘刻

玛璀工艺美术品了。从此，古老的琢玉工艺，就在六合安了家。

当时的玉器厂分采拉队和玉雕车间。采出的玛瑾，除自己加工

外，还供应锦州、阜新和关内各大厂家。玉雕车闰主要生产花

鸟、人物、主瓦炉、走兽、珠等多种玛道工艺品。产品主要是通过

外贸部门改购后，再销往世养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高年产

值21万3千元，年获纯和 15万元。几年来，为国家换取了外汇，

为乡村增却了积累，工人提高了收入。(其中玉件最高价，一

件产品卖拾2650元〉。

自农村改革，落实了农业生产卖任制以来，农民致富的大门

敞开了。六合乡的玛瑶开采又有了更大发展。仅以1985 年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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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六合村后ÚJ屯农民挖 U火石"收入，一段都超过了干元，最

多者可收入5、 6干元。 1985年六合乡的玛瑶产量达30多吨。当地

农民的生活有了不断的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黑白的宝藏一一六合玛瑶定会得

到更大的开发租和南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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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皮货
李树基

锦m这块历经十四国、十四朝、九个民族统摇过的主幽燕之

埠，右有拉特的历史，有拉特的经济，也有~ð!虫特的地方各产一一

锦扑i皮货。

提起锦州、i皮赁，人们就会想起锦州皮毛生产源远流长的历

史。

追溯3000多年韵，唐虞时，古其、幽之麓， W民野果政渔以

食，树叶茂毛以衣……可兑我的的祖先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开

始黑兽皮做衣这体御风寒。但是当时这种用兽皮傲的衣服，只能

是菌皮币蜀，既不切割裁剪，也不注铲摄制。

那么皮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草案制的呢?锦州古城东门外有一

座巍殴高大的担那窟，庙里供奉着七十二行的祖师，每住桓如后

面都有一幅壁画，每蝠壁画都绘出祖师的生平布对本行业的巨大

发明及贡献。我们可从皮罩租用意丐的世系图中，得茹苦案。

皮匠提那去丐本是燕园的一个乞丐，身背一个生皮缝制的皮

袋，纪讨来的残i蒋莉饭装在里边，天长日久，茄皮袋竟变得非常

柔软。这件事启远了意丐，于是她便以软皮为主。开始时他自步、王是

汤弟j假软皮，后来逐渐发明了居硝、盐、黄米面……揉和熟隶，

并且开始铲皮、洗皮。因此春秋战国时，燕以反货为贵，齐燕交

兵时，燕放，常以熟皮进贡于齐。

文字中最早记载锦州皮货的要j言宋沈括的《上京道兑需

录)} ，文中写道: "汉辽西太守邦言，以辽西轻装献帝，帝试之

顿觉身暖三春，隔音玉?在一双……P 可兑汉代辽西庭货己誉满天

下，名冠九判了:

唐书中记载"太宗李世民缸东，以营外i轻袤黯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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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可见当年辽西的皮货成为封建统治者赏赐的"佳品纱。

宋辽时期锦州!在海军的皮货吕臻齐全。当时辽宋之间时战时

和， {B迂宋经济联系，并没有因离北对立高割断。尤其是渲掬结

盟以后，豆豆方经济联系不断坦强，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宋辽经济

联系的加强，主要是通过经济交流程质的聘使往来，官办的榷场

费易和民间的走在买卖九军中影式。

"j亘古替之盟"以后辽宋之间，互派使亘祝贺正旦、帝后牛.辰

等活动，成为定告11，宋朝包拯、注括……都曾出使辽，辽耶律仁

先、写j)律庶士、……都曾出使隶。宋常以金银酒器、锦绪纱缝为

赠，市辽常Q1.皮革主IJ旦、马具弓箭为赠。iI所腾送的皮革击IJ 占71多

以锦州!岳海军的皮货为主，如当年辽太后蹭包拯的 G拯接金钱

装"，耶律仁先蹭宋仁宗赵祯的"虎背山王椅芳，皆为锦州脑海

军的精告IJ皮货。这足可见锦州在辽代时期皮毛业己何等发达，皮

毛产品己何等珍贵。

在辽宋榷场贸易和民间走在买卖中，辽多以皮毛等物和宋交

易，是见当时锦州!届海军皮毛制品的数量之多，几乎垄断王个

榷场。

全世宗大定年间，锦州;自海军软雨水潦瀑，节度使移肃!温躬

督民夫修西坡门，域内发生哄拴皮错，破首鸟林庆怀提"给ffñ干

1页裴纱被擒，移剌温怒轩鸟林皮子西门外。可见金世宗时锦安1'1 1在

海军皮铺作坊己不少了，而且能制做和生产珍贵的毛皮制品了。

元朝串律楚材、王踌常渭凌]If皮装、皮帽相赠友人。脑海军

节度使胡蝶曾贼诗谢军律楚材。

主北朔风影云~

万刃宝到黯征衣

惑君轻裴春三月

兵进三域雪罗溪

到了明朝广宁左中屯卫〈锦扑1) 两大行业 (玉石、皮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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