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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宗重視生活雅趣。他對於宮廷器用的風格，自有一套雜揉了帝王誇耀宏業

與文人雅實古典的品味。然而問題是，乾隆皇帝如何掌控其品質，讓為數眾多、品

類繁雜的宮廷作坊活計合於他的標準呢？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又稱「旨意題頭清檔」。

因為內容絕大部分是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房人員登錄皇帝交辦活計所下的旨意，此外

還有些各處奉旨製辦活計的來帖等等，所以這份檔案對於瞭解皇帝控管宮廷器用品

質的方式及相關問題，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本文爬梳乾隆六十年間的《活計檔》，依序羅列出宮廷活計製造的流程，從內

廷傳達旨意開始，直至最終完工呈進後的鑑等，乾隆皇帝積極掌控每一個環節。尤

其值得注意的，在他交辦活計的初期，清高宗就靈活地運用各類「樣」、「稿」等

具象的媒介，和工匠們進行有效的溝通，俾使匠人充分瞭解他的構思，或是先行掌

握匠人的意念及預備施做的方法。因此，本文擬將樣稿的種類、運用的範疇及其效

果做一個整理。此外，乾隆皇帝時有指名特定的畫樣者或成造者的情形。這樣的舉

措，意味著高宗十分清楚的掌握這些匠人特質，並且相信委交這些匠人設計、製

作，將比較容易得到合於其要求與品味的活計，是非常有效的管控方式。

乾隆皇帝、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清代宮廷藝匠、清代宮廷器用

*  本文初稿曾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11
月3~5日）上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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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祈美琴，《清代內務府》，頁9。
2 （清）崑岡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卷98，頁15。
3 吳兆清，〈清內務府活計檔〉，頁89-96。
4 （清）崑岡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卷98，頁15-16。
5 （清）崑岡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173，頁6。（清）不著撰人，《清代各部院則
例》，〈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頁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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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奉怡親王、內大臣海望、御前侍衛兼內務府大臣德保、乾清門侍衛兼管上大人福成、庫掌白世
秀、達子、常裕，仝傳與各作：將小式活計做些，以備端陽節呈進。」《活計檔》，乾隆十四年，2
月14日，記事錄。

7 乾隆元年即有規定，「嗣後凡有所造活計，已成、未成俱伺候呈覽。」《活計檔》，乾隆元年，9月
27日，記事錄。
而乾隆九年時，高宗對於「百什件」的興趣甚濃，遂「旨：將現做之百什件逢五、逢十預備呈
覽，如月小二十九日看。」並且非常嚴格地執行，「不准討限，應裝配者仍舊裝配，仍照五日一
次伺候呈覽，其糊裡子用添匠役之處著添匠役幫做。」《活計檔》，乾隆九年，8月10日、9月5日，
記事錄。

8 林姝，〈從造辦處檔案看雍正皇帝的審美情趣〉，頁90。
9 茲舉單純指定功能或形式例：「交青白玉硯臺大小十九方。旨：著將雲龍硯、蕉葉硯改做硯山；
石子硯劄開或做搬指、或改做硯山；青玉大硯改做長宜子孫佩；青玉硯三方改做鉞斧；白玉硯大
小七方、青玉硯大小五方或改斧佩、或改虎符，俱畫樣呈覽。」《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6月4
日，如意館。

10 茲舉單純指定紋飾例：「交漢玉圈。旨：改做喜或雙喜，先做樣呈覽，准時再做。」《活計檔》，
乾隆元年，3月12日，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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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計檔》，乾隆二十年，10月28日，記事錄。
12 「交紫檀木鑲玻璃罩。旨：將玻璃罩安活動些，換有破壞者，嗣後俱照此做法。」《活計檔》，乾
隆二年，5月9日，玉作。
「交紫檀木邊破玻璃罩。旨：將破玻璃拆下，照前先交出御製法改做過。」《活計檔》，乾隆二
年，5月24日，玉作。

13 《活計檔》，乾隆十六年，7月5日，玉作。
14 乾隆皇帝曾指示匠人「香几腿再做憨厚開懷些」，實在非常抽象。《活計檔》，乾隆六年，3月29
日，琺瑯作。

15 「旨︰著照蘇州做來白玉軟帶頭花樣一樣，配畫手巾束。畫得手巾束紙樣一張．做得手巾束石樣
一件，並將收貯原做花囊白玉坏片一持進呈覽。」《活計檔》，乾隆二十三年，1月12日，如意館。

16 「交董其昌字托裱。旨：先做小樣呈覽。」《活計檔》，乾隆元年，1月19日，表作。
17 郭興寬、王光堯，〈大雅齋瓷器與瓷器小樣〉，頁1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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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交銅蘇武牧羊一。旨：著照樣做掐絲琺瑯的一對，先畫樣呈覽，准時再

做。（琺瑯作）四月二十三日將畫得蘇武牧羊紙樣持去呈覽。旨：其紙

樣難以指示，著做木樣。19

20 

21 

2

22

23 

18 例如：乾隆二年，下旨將內廷交出的玉雙連環圈樣式做成琺瑯者，就叮囑要先畫樣呈覽。《活計
檔》，乾隆二年，3月21日，琺瑯作。

19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5月29日，琺瑯作。
20 由以下的例子可以推知，「合牌」是宮中製作錦匣的基本材料之一，例如：「交水晶寶一方。
旨：著刻「乾隆尊親之寶」，刻完配一合牌錦面匣。」《活計檔》，乾隆元年，7月23日，玉作。
「旨：匣子匠做的合牌匣子不能堅久，俱已虫蛀，令爾等學做木胎糊錦匣子。如有應用合牌做匣
子仍用合牌。現做百什件屜亦用合牌，俟後有虫蛀者另換木胎。再爾等想不能生虫之法。」《活計
檔》，乾隆六年，3月8日，匣作。

21 造形方正而要審核紋飾者，須做合牌樣呈覽的例子一：「交玻璃筆筒。旨：將筆筒刻花，須畫樣呈
覽。（玉作）做得合牌八方筆筒，上畫流雲四季花呈覽。」《活計檔》，乾隆元年，6月9日，玉作。
例二：「旨：著交御書處，將古墨內選細緻人物山水花卉，另改別樣款式成造，再或玉玦或玉佩
樣式，不拘大小，亦造些。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將御書處繪畫得合牌墨樣呈覽。旨：其玦珮
式樣上亦添墨名圖書，交海望寄與織造海保刻做墨模送來。」《活計檔》，乾隆二年，3月9日，織
造處。

22 《活計檔》，乾隆十年，11月6日，匣作。
23 蠟樣則用於形制、紋樣較複雜的活計。例：「交漢青玉乳丁元璧一，隨一楠木匣。旨︰著配磬
架，先做樣呈覽。將做得合牌架樣一呈覽。旨︰磬架上佔牙著撥墩龍蠟樣呈覽。將燙得合牌磬架
上撥得墩龍蠟樣持進呈覽。旨︰照樣往細緻裡做。」《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4月24日，廣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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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滑石佛等。旨︰佛著章嘉喇嘛認看，配護法四尊先畫樣呈覽，其護法

著通武成做。將護法佛像紙樣持進呈覽。旨︰照樣著通武成造，先撥蠟

樣呈覽。24

25 

26 

旨︰內庭交出紙樣一張，著傳予安寧照先做過三陽樓緙絲佛像尺寸、做

法一樣成做一軸，高寬各放一半再成做二軸，其佛像亦放大細緻裡要照

先一樣，緙絲放粗些。27

旨︰內庭交出木樣一個，著傳予江西照從前燒造過青花白地朝冠爐樣式

一樣，再燒造二件。28

旨︰著貼款樣呈覽，准時發予李永標，嗣後凡進琺瑯瓶罐器皿等，俱各

落款，欽此。將寫得「大清乾隆年製」篆字長方並橫款紙樣一張持進呈

覽。旨︰照樣准其發往。29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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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7月5日，廣木作。
25 佛像不論數量多寡，一律撥蠟樣例：「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傳旨：造般若品等佛六堂492
尊。七月十六日撥得蠟樣呈覽。」《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9月27日，雜錄。

26 楊伯達，〈清代宮廷玉器〉，頁53。
27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10月13日，行文。
28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10月18日，行文。
29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12月11日，行文。

50



5 30 

31 

二十一日接得員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四日，太監胡世傑交

青綠唐飛熊表一件……。傳旨：著交啟祥宮有收貯玉石子配做……。其

飛熊先做木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於十八日做得飛熊木樣一件。…

…隨白玉石子……，上畫得飛熊墨道……，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

照樣准做。……飛熊木樣、白玉石子二件俱交蘇州織造安寧處成做。得

時俱各配紫檀木座。飛熊上口刻「大清乾隆倣古」款，欽此。於十一月

十五日將蘇州送到……白玉飛熊表一件，隨紫檀木座持進，交太監胡世

傑呈進，訖。32

33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將九千斤大玉一塊，畫得大禹開山圖紙樣，

正背左右四張，具奏。旨：九千斤大玉准做大禹開山圖樣式，將內裡收

貯「大禹開山圖」發交舒，著賈詮照圖樣式在大玉上臨畫，准時發往揚

州，著圖明阿成做，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將撥得大禹開山圖玉山蠟樣，隨紙畫樣四

張呈覽。旨：准交兩淮鹽政圖明阿成照此蠟樣做法、紙樣大小成做。其

座子照玉形配做鑄料銅座。其大玉上所畫鑽心，照依大小並照紙樣所貼

30 「唐飛熊表座」，（清）梁詩正等纂，《西清古鑑》，38卷，頁28。
31 張麗端，〈從「玉厄」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頁82。
32 《活計檔》，乾隆二十五年，21日，如意館。
33 （清）高宗，〈大禹治水圖題語〉，《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文二集，18卷，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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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淺尺寸數目打取鑽心，俟打得時即送京呈覽，欽此。

……奉發蠟樣，恐日久熔化，故照發到蠟樣刻成木樣一座，咨送貴處呈

覽，敬謹辦理在案。34

總管太監張起麟交洋漆提梁方文具一件，內盛鼻煙壺二十件。傳旨：此

內屜四層空格三十二處俱配做琺瑯鼻煙壺安放，爾先做木樣與怡親王

看，准時再燒造，欽此。35

36 

1.  總管太監張起麟交琺瑯紅地白梅花鼻煙壺一件。旨：爾等照此鼻煙壺

畫下樣來，嗣後如做鼻煙壺俱照此樣燒造，欽此。37

2.  郎中海望奉旨：前日賞果郡王的硯一方，其硯盒漆水花紋大有像石一

樣。爾到果郡王府暫且取來留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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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徐啟憲、周南泉，〈大禹治水圖玉山〉，頁63。
35 《活計檔》，雍正二年，1月4日，琺瑯作。
36 雍正皇帝將活計完全交由怡親王控管、監造，茲舉一例：「怡親王交鵝子玉一塊。王諭：著畫
樣，遵此。於二十六日畫得雙鳩盒樣，呈怡親王看。奉王諭：准做，遵此。於七月初二日做雙鳩
盒一件，配珊瑚珠二個。怡親王呈進，訖。」《活計檔》，雍正元年，4月25日，玉作。

37 《活計檔》，雍正三年，5月19日，琺瑯作。
38 《活計檔》，雍正五年，閏3月3日，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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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旨：朕從前著做過的活計等項，爾等都該存留式樣，若不存留式樣，

恐其日後再做便不得其原樣。朕看從前造辦處所造的活計好的雖少，

還是內庭恭造式樣。近來雖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氣，爾等再做時，不

要失其內庭恭造之式。39

4.  本月初四日，怡親王、郎中海望呈進活計。旨：蓮艾硯做的甚不好，

做文雅素靜即好，何必眼上刻花？再書格花紋亦不好。象牙花囊甚

俗。琺瑯葫蘆式馬掛瓶花紋、群仙祝壽花籃春盛亦俗氣。今看琺瑯海

棠式盒，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琺瑯瓶花紋亦不好。欽

此。怡親王諭：先有皇上交出來著做樣的硯臺，並先做過的硯樣及舊

存好硯樣，俱令該作人員帶領匠役呈看，遵此。於本日郎中海望奉怡

親王諭：早呈進的活計內，有奉上諭誇過好的留下樣子，或交出著做

的活內存下的樣，細細查明送來。40

41 

42 

43

39 《活計檔》，雍正五年，閏3月3日，記事錄。
40 《活計檔》，雍正六年，5月5日，雜錄。
41 《活計檔》，乾隆二年，1月19日，江西燒瓷器處。
42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奴才接得暫管關務驛鹽道瑭琦一札，因景德鎮瓷器廠向存有歷
任大小樣器八千四百餘件，計一百一十餘桶，于三十二年二月間，經前監督舒善調取貯存，因念
事關留存樣器，隨繳該廠監造查催取回備樣。不期舒善監督總以業經呈進，餘者破損無存為辭，
合將廠存瓷冊一本咨送查照前來，奴才伏思此種樣瓷，雖非全美，但屬歷任留存，以備日後仿造
製造，不致失傳之意，未便移調離廠。硃批：看來舒善意大不妥……。」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四
日，伊齡阿奏摺，《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三十一輯，頁493。

43 蔡和璧，〈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衰的關係〉，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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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關於乾隆皇帝對其品味的堅持，請參考張麗端，〈從「玉厄」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
帝王品味〉，頁61-116。

45 高宗指定王玉璽成作鑲嵌金銀的例子甚多，僅舉一例：「交黑青玉鳩盒。旨：著王玉璽往好裡篆
用銀片鑲做。」《活計檔》，乾隆十五年，8月6日，廣木作。

46 例，「旨：著王澍照銅佛樣捏泥佛一尊。」《活計檔》，乾隆十六年，2月14日，如意館。
47 例，「交白玉乳丁臥蠶璧一至匣作。旨：璧上裡口著李世金按四方刻乾隆年製，配匣入乾清宮時
做上等。《活計檔》，乾隆十六年，12月5日，匣作。

48 高宗指定朱采刻字例子不勝枚舉。詳見下文。
49 「傳旨：將漢玉虎符玉盒蓋，著顧繼臣用端石做古硯一方。上刻淡氏收藏，係何字樣查明再刻。」
《活計檔》，乾隆九年，1月9日，記事錄。

50 「旨：著通武自萬壽節起，每節做活計一件。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活計檔》，乾隆十五
年，4月29日，雜活作。

51 「旨：將通武現做活計送進呈覽。」《活計檔》，乾隆十八年，1月2日，雜活作。
52 「內庭交出金星玻璃靶西洋小刀十一把、叉子一把。傳旨：將刀俱改做叉，欽此。隨交催總通武
監視改做。然而據通武回稱︰奴才因不知石性，將叉把安得，不意炸壞六件，奴才業已賠補做
完。但因外邊尋得金星玻璃實難配一樣。理合據實聲明。」而內務府大臣等看通武所賠六件，與
原交刀靶實不一樣，且究係其漫不經心所致，故擬請罰俸三個月……。結果，乾隆皇帝寬容「通
武著罰俸一個月」即可。《活計檔》，乾隆十九年，11月16日，記事錄。

53 「旨：通武患病，著陳志敬看治。」《活計檔》，乾隆十四年，1月21日，記事錄。
54 「旨︰通武此次姑從寬免，但伊所做活計俱屬遲慢，如仍前不改務，從重治罪。」《活計檔》，乾
隆二十年，10月15日，記事錄。

55 「旨︰通武係做活計之人，不必派他管事。」《活計檔》，乾隆十九年，2月4日，記事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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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旨︰劉山久甚巧，著伊想巧法將活計造幾件呈進。」《活計檔》，乾隆元年，9月14日，記事錄。
57 「旨：著造辦處司庫劉山久在粵海關畫款樣造辦活計，每年賞給養贍銀五佰兩。」《活計檔》，乾
隆八年，1月3日，記事錄。

58 例，「交琺瑯花盆。旨：著牙匠顧彭年配做橋樑、亭榭、樹石等。」乾隆九年，《活計檔》，乾隆
九年，4月18日，如意館，。

59 例，「交象牙背格。旨：著牙匠黃兆照樣做一件。」《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7月6日，如意
館。

60 例，「交漢玉槓頭。旨：著玉匠陳宜嘉旋大制子班指一。」《活計檔》，乾隆十八年，12月27日，
如意館。

61 例，「旨：著啟祥宮挑玉，畫觀泉圖山子，背後刻詩，著鮑德文做。」《活計檔》，乾隆二十五
年，11月30日，如意館。

62 例，「旨：著鏨花匠田文生做銅鍍金鞘小刀。」《活計檔》，乾隆二十年，8月4日，鍍金作。
63 例，「旨：著堆字人朱維勝想法堆做陳設一件。」《活計檔》，乾隆十三年，6月2日，鑲嵌作。
64 例，「旨：著西洋人沙如玉想法做自行轉動風扇一分。」《活計檔》，乾隆二年，6月13日，自鳴
鐘。

65 例，「呈覽西洋陳設紙樣一。旨：著楊自新做。」《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5月12日，如意館。
66 例，「旨：漢玉隱士煉丹上石陳設，著徐鳴彩做。」《活計檔》，乾隆二十九年，12月14日，如意
館。

67 「將西洋番花銅胎法瑯盒呈覽。旨：照樣再做一件，其盒上所燒番花著西洋人郎世寧畫。」《活計
檔》，乾隆二年，7月17日，雜活作。

68 「旨：松花石硯插屏著孫祜改正。」《活計檔》，乾隆八年，2月20日，硯作。
69 （清）高宗，〈玉盃記〉，《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15卷，12頁。
70 「下奏玉匠短少，活計甚多。旨：活計既多，家內玉匠做不開，著外僱幾個匠役成做。」見《活
計檔》，乾隆十一年，2月28日，玉作。
「交玉器數件，因造辦處無刻玉匠人，奉旨交南邊刻做。」見《活計檔》，乾隆十六年，12月25
日，蘇州。
「傳旨：向造辦處要玉匠一名，進內成做有金星青玉鞭靶，趕出外要得。如意館回稱︰造辦處僅
玉匠雷永舒，承辦活計甚多，請將鞭靶討出，在造辦處成做。」《活計檔》，乾隆十九年，閏4月5
日，如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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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交石子十二塊。旨：交造辦處認看。將玉匠雷永書（舒）認看得白拱石一、把渣石一、瑪瑙石
一、石子九持進呈覽。」《活計檔》，乾隆八年，2月25日，庫貯。

72 「旨：著認看漢玉花囊。由玉匠鄒景賢認看，此花囊係新燒。」《活計檔》，乾隆九年，5月27日，
記事錄。

73 「交玉三塊。旨：著認看。玉匠鄒學文認看，西碧、青玉係好的，彔水晶根平常。」《活計檔》，
乾隆九年，4月27日，玉作。

74 「交南山積翠圖。旨：掛在香山。交玉匠五兒送赴。」《活計檔》，乾隆十一年，7月14日，記事
錄。

75 「旨：著新來的玉匠顧覲光、金振寰在啟祥宮行走。」《活計檔》，乾隆十三年，3月18日，啟祥
宮。

76 「乾隆十九年10月29日押帖：郎正培奏稱，玉匠鮑德文每月錢糧並衣服銀兩。旨︰照陳宜嘉、鄒景
德錢糧一樣賞給。」《活計檔》，乾隆十九年，10月29日，如意館。

77 「粵海關送進櫻桃紅數珠一盤，旨：成做數珠一盤。玉匠蘇文學將珠配得蜜臘佛頭等持進。」《活
計檔》，乾隆十年，11月30日，粵海關。

78 「傳旨：挑老誠些好手玉匠一名，代（帶）進如意館做活計。挑得姚漢文進內承差。」《活計
檔》，乾隆六年，3月11日，記事錄。

79 清中晚期盛行的「時樣」、「新樣」主要分為四類：一、多加刻鏤，機巧之樣；二、裁花鏤葉，繁
縟之樣；三、量質就形，惜材之樣；四、摹寫山水，圖畫之樣。呈現一種纖巧、華麗、有體積感
的趣味，迎合一般富貴人士的喜好。從技術面論，是非常成熟而巧妙的工藝表現；從經濟面觀
察，是極具成本概念與吸引力的商品。但是，除了第四項外，這些樣式都過於隨機巧變，以至於
作品中或許帶些祝願吉祥的意味，但仍不免有欠缺主題、內涵的缺憾，這種世俗商品化的審美
觀，與中國文人要求「雋永」、「可思」的品味，大異其趨。乾隆皇帝是認同文人品味的，所以除
了「摹寫山水，圖畫之樣」外，餘皆視為「玉厄」，而為匡正時俗，他特意提出「仿古」以為因應
之道。關於此課題，見張麗端，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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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乾隆皇帝的旨意

交青玉一。旨：著玉匠姚宗仁

畫樣。

旨：格子內配做玉器二、凍石

器二。

交白玉、碧玉片各一。旨：或

珮或玦，著姚宗仁畫樣。

交青玉硯。旨：著姚宗仁畫荷

葉式筆洗紙樣。

交玉帶板。旨：著姚宗仁畫

樣。

旨：著姚宗仁將漢玉拱璧想法

做全分帶。

交漢玉石子。旨：著姚宗仁量

材畫樣。

交漢玉宜子孫佩一，漢玉璧

一。旨：著姚宗仁將漢玉璧中

間劄下，照宜子孫佩樣做一

件，其餘剩璧做鰲魚或雙龍

佩，先畫樣。

交漢白玉石子。旨：著姚宗仁

畫樣。

交漢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

樣。

交白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

樣。

交玉龍觥坯。旨：將花紋不全

處傍邊俱劄去。

姚宗仁設計的樣式

畫得鳧尊紙樣呈覽。

玉匠姚宗仁畫得鳴鳳在竹花插

紙樣呈覽。

姚宗仁畫青鸞獻獸陳設、雙喜

墨床紙樣呈覽。

畫得歲寒三友玦、聖壽萬年玦

紙樣呈覽。

畫得荷葉式路路清廉筆洗紙樣

呈覽。

畫得漢紋花紋紙樣呈覽。

畫得鳩陳設樣呈覽。

姚宗仁日月合璧合符陳設木樣

並甘黃玉一呈覽。

畫得英雄陳設紙樣一、漢紋斧

佩紙樣一呈覽。

畫得鶯（鷹）羊紙樣呈覽。

姚宗仁畫得如意仙人紙樣呈

覽。

姚宗仁畫得龍女受經紙樣呈

覽。

出處∕時間

《活計檔》乾隆∕06∕002∕
009，蘇州。

《活計檔》乾隆∕06∕003∕
008如意館。
乾隆∕06∕003∕005押帖。

《活計檔》乾隆∕06∕006∕
020如意館。
乾隆∕06∕005∕013押帖。

《活計檔》乾隆∕08∕003∕
025如意館。
乾隆∕05∕005∕017押帖。

《活計檔》乾隆∕09∕004∕
023如意館。

《活計檔》乾隆∕09∕008∕
017如意館。

《活計檔》乾隆∕10∕007∕
028如意館。

《活計檔》乾隆∕11∕009∕
008如意館。
乾隆∕10∕010∕026押帖。

《活計檔》乾隆∕12∕012∕
012如意館。
乾隆∕12∕012∕001押帖。

《活計檔》乾隆∕12∕001∕
027如意館。
乾隆∕11∕010∕016押帖。

《活計檔》乾隆∕14∕002∕
004如意館。
乾隆∕14∕001∕004押帖。

《活計檔》乾隆∕14∕011∕
010如意館。
乾隆∕14∕001∕010押帖。

《活計檔》乾隆∕15∕006∕
029蘇州。

《活計檔》乾隆∕15∕007∕
004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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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乾隆皇帝的旨意

交玉石子三。旨：著姚宗仁畫

樣。

交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

樣。

交漢玉素斧佩。旨：著姚宗仁

畫樣呈覽。

交漢玉石子。旨：著姚宗仁畫

暖手樣。

交白玉帶板三塊。旨：著姚宗

仁照做過白玉斧佩、漢玉斧

佩、漢玉斧佩花紋畫樣呈覽。

交漢甘黃玉一、漢玉回殘一。

旨：著姚宗仁畫樣。

交白玉石子二。旨：著姚宗仁

畫樣。

交漢玉小鑽心。旨：著姚宗仁

畫樣。

旨：著將漢玉虎、回回另畫樣

呈覽。

旨：白玉石子一交啟祥宮畫

樣。

交白玉石子一。旨：著姚宗仁

想好樣呈覽。

交漢玉同心玦。旨：著姚宗仁

將同心玦上畫紋。

交青玉五、水晶一、白玉一。

旨：著姚宗仁畫瓶罐樣。

姚宗仁設計的樣式

姚宗仁畫得石壁題詩、英雄刻

陰紋道、茂叔觀蓮紙樣呈覽。

姚宗仁畫得放鶴圖紙樣呈覽。

畫得漢紋紙樣呈覽。

畫夔龍樣呈覽。

姚宗仁將白玉帶照天字一號白

玉陽文斧佩樣，畫得洪字七號

斧珮樣一件；照黃字四號甘黃

玉陰文斧佩樣，畫得荒字八號

斧珮樣一件；照宙字六號漢玉

陰文斧佩樣，畫得日字九號斧

佩樣一件呈覽。

畫得松山及娃娃呈覽。

畫得李太白斗酒百篇及福壽壓

紙呈覽。

畫得爐頂樣呈覽。

姚宗仁將虎畫得熊紙樣一；回

回畫得龍佩紙樣一呈覽。

姚宗仁畫得三杯草聖紙樣一呈

覽。

畫淵明玩菊紙樣一呈覽。

姚宗仁將同心玦上畫四喜花

紋，邊上陰文漢文，軸上漢紋

花紋紙樣呈覽。

畫得雲龍甕、漢瓶、雷紋尊、

天保九如陳設、清廉筆洗紙樣

呈覽。

出處∕時間

《活計檔》乾隆∕15∕007∕
030蘇州。

《活計檔》乾隆∕15∕007∕
030蘇州。

《活計檔》乾隆∕15∕001∕
028如意館。
乾隆∕14∕004∕025押帖。

《活計檔》乾隆∕15∕001∕
028如意館。
乾隆∕14∕003∕029押帖。

《活計檔》乾隆∕15∕002∕
022如意館。
乾隆∕14∕012∕011押帖。

《活計檔》乾隆∕15∕002∕
02？如意館。
乾隆∕14∕012∕024押帖。

《活計檔》乾隆∕15∕005∕
005如意館

《活計檔》乾隆∕15∕012∕
015如意館。
乾隆∕14∕012∕010押帖。

《活計檔》乾隆∕16∕002∕
007如意館。
乾隆∕15∕008∕011押帖。

《活計檔》乾隆∕16∕004∕
029如意館。
乾隆∕15∕009∕030押帖。

《活計檔》乾隆∕16∕008∕
012如意館。
乾隆∕15∕007∕023押帖。

《活計檔》乾隆∕16∕011∕
015如意館。
乾隆∕16∕閏05∕025押帖。

《活計檔》乾隆∕18∕005∕
014如意館。
乾隆∕18∕004∕018押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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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6 7

8 81 

82 

9-1 9-2

9-3
83

84 10-1 10-2

10-3 85 11-1 11-2 11-3

80 同註44。
81 周南泉，《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42》，圖版122。
82 玉圭上琢有二首清高宗御製詩，一為〈題黃色辟邪玉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二集，7
卷，頁12。另一為〈再題黃色辟邪玉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三集，70卷，頁10。

83 乾隆皇帝稱之為「辟邪」的面紋，被廣泛的琢刻於乾隆時期新製玉器，已發表者詳後文，而在古
玉上加琢此面紋者亦多，已發表者有三件：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
圖版119、120。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國之重寶特展圖錄》，圖版10。

84 「清　乾隆　調字三十一號玉人面紋圭」，玉質青黃，而帶有大片深褐色斑，潤澤自然，即乾隆皇
帝所謂「和闐漢玉」。長9.8公分；寬5.9公分，體形甚小，兩側陰刻楷書「乾隆年製」及「調字三
十一號」。見張麗端，《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圖版28。

85 「清　乾隆　雲字三十三號玉人面紋圭」，玉質黃綠潔淨、潤澤。長17.8公分；寬7.7公分。一面陰
刻楷書乾隆六十年御製詩：「和闐水玉白如脂，夔首雷紋斧佩披。作器每教仿古為，絜乎政事卻
難之。」末署「乾隆乙卯仲冬御題」及「比德」、「朗潤」二印。詩錄於（清）高宗，〈詠和闐玉
斧佩〉，《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餘集，15卷，頁12。兩側陰刻楷書「乾隆年製」及「雲字三
十三號」。同上註，圖版27。



12
86 

87

88

86 「交漢玉大半璧，著朱彩照樣刻字。」〈活計檔〉，乾隆十四年，2月9日，如意館。
87 清高宗遣朱采在玉器上琢細密的地紋，例一「交青玉爵盤、漢玉爵。旨：在青玉爵上，照漢玉爵
上之錦地一樣做法，著刻字役匠朱彩進啟祥宮刻做。」〈活計檔〉，乾隆八年，12月19日，如意
館。例二「旨：著姚宗仁畫樣，朱彩刻細花紋。」〈活計檔〉，乾隆十年，4月13日，如意館。
關於乾隆皇帝好遣刻字匠在器物上雕琢細密的線性花紋，最明顯的一例，即是乾隆十二年，高宗
曾指定刻字匠李世金去雕琢一件小玉甕上的龍鱗，見其做的「甚好」，就再指定他到承光殿去參與
整理「瀆山玉海」的工作。「瀆山玉海」是件元代的大形玉作，但一度淪沒古剎中以貯菜虀，後
購進宮中置於承光殿前，除為起一小亭置之，命內廷翰林等，各賦一詩即刻於小亭楹柱。見（清）
高宗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初集，28卷，頁17。《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詩二集，9
卷，頁4。現在看甕上各種海獸的紋樣及海濤，都是以極其流暢而密集的線條為主。

88 《活計檔》，乾隆三年，4月25日，如意館。不過，此圖繪者〈活計檔〉與《石渠寶笈》登載上有所
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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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勤殿首領太監蘇培盛交壽山石夔龍紐寶一方，上書朱字「雍正御筆之

寶」。旨：篆樣呈覽過再鐫刻，欽此。正月十九日翰林張照篆樣一張、

藝人滕繼祖篆樣一張、南匠袁景劭篆樣一張、刻字人張魁篆樣一張，怡

親王呈覽。旨：張照篆樣文範，但筆畫微細，照袁景劭篆書的筆畫另

篆。再滕繼祖篆樣上「之」字篆法好些，問張照「之」字篆法有何講

究，欽此。正月二十二日翰林張照篆樣二張、技藝人滕繼祖篆樣三張、

南匠袁景劭篆樣三張、刻字人張魁篆樣三張，怡親王呈覽。旨：准張照

古篆「雍正御筆之寶」，將「之」字下橫取平，選吉時照樣鐫刻。欽

此。正月二十九日照翰林張照篆樣鐫刻得壽山石「雍正御筆之寶」一

方，怡親王呈進訖。旨：將此寶樣好生收著，欽此。89

89 《活計檔》，雍正元年，1月17日，刻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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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雅齋」款荷花鷺鷥紋魚缸畫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郭興寬、王光堯，〈大雅齋瓷器與瓷器小樣〉

圖2 明　永樂　青花朵蓮梵文大杓　附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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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清　乾隆　玉熊尊　附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2 清　乾隆　玉熊尊　

頸背「大清乾隆仿古」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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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漢　銅熊尊　附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唐　飛熊表座」

《西清古鑑》 卷38頁34

清乾隆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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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清　乾隆　「洪字七號」仿古玉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玉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圖7 清　乾隆　「荒字八號」仿古玉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玉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圖8 「洪字七號」、「荒字八號」仿古玉圭　附紫檀木長方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玉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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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 新石器時代晚期　龍山文化至夏代

人面紋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3 人面紋圭之具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2 人面紋圭之抽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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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清　乾隆　「調字三十一號」仿古玉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2 「調字三十一號」仿古玉圭之抽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3 「調字三十一號」仿古玉圭之具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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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3 「雲字三十三號」仿古玉圭之具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

圖11-1 清　乾隆　「雲字三十三號」仿古玉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2 「雲字三十三號」仿古玉圭之抽象面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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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新石器時代　半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