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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神雕铜文化博物馆

浙江民间优秀艺术收藏馆名单
活动组委会专家组经过多次审议和严格甄选，在考虑了各个地区平衡、收藏门类、场馆规模、专业性、艺术性和公益性等综合因素，最终确

定了11家作为我省民间艺术收藏馆的优秀代表予以公布。

（排名不分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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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
十周年纪念展——“五侯鲭”在浙江
省博物馆西湖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
同时也是《浙江日报》主办的第二届
浙江民间典藏精品大展的组成部分，
为期 5 个月的展览将于 10 月底收官。

汉代娄护为成帝舅父王氏五侯
（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
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时）
上客，每旦，五侯家各遗饷之。娄护
将五侯所馈美食合以为鲭，竟至奇
膳佳肴。从“家有宝藏——浙江民
间收藏珍品大展”算起，浙江省博物
馆举办“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
物 馆 系 列 特 展 ”已 有 十 个 年 头 ；从

《瓷典》算起，《五侯鲭》也是浙江民
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图录第
十本。在这“双十”纪念之际，浙江
省博物馆荟萃本省孙海芳、许国文、
狄秀斌、周晓刚、徐其明 5 位收藏大
家的收藏精品合以为古代艺术品大
餐，以飨广大观众和关心、支持博物
馆事业的同仁们。

此次展出遴选的 5 位收藏大家均
为 2011 年度社会公众评选“浙江十大
收藏家”的当选者，他们虽不能涵盖浙
江收藏，却足以代表浙江的收藏文
化。他们在创业之余，将散落在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烙有中华文明印记
的文物蒐集起来，欣赏研究之余，又反
哺社会。5 位藏家中有 3 位曾在浙江
省博物馆举办过收藏精品展，一位创
办了颇具规模的民营博物馆，一位正
在申办民营博物馆，这充分体现了他
们“独乐乐，不若众乐乐”的收藏理
念。为此，浙江省博物馆为本次纪念
展编撰了《五侯鲭——浙江民间收藏
精品走进博物馆十周年纪念展特集》，
以弘扬大众共享的收藏文化。

浙江省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
物馆和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
有责任引导民间收藏健康发展。为
此，该馆自 2003 年在全省举行为期半
年的巡回为民义务鉴宝活动，希望通
过义务鉴宝帮助收藏者提高鉴赏水
平。2004 年举办的“家有宝藏——浙
江民间收藏珍品大展”就是在鉴宝活
动的基础上推出的。通过鉴宝活动，
专家们发现民间收藏为利所趋的盲
目性投机收藏现象非常普遍，缺乏对
收藏品的正确认知。为此，浙江省博
物馆搭建了“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
博物馆系列特展”这一平台，利用国
有博物馆的人才、平台优势，聘请专
业人员鉴定藏品、挑选展品，并帮助
陈列设计、撰文著书，展现高水准的、
别具特色的民间收藏品，以期拨开收
藏的迷雾，传播正确的收藏理念，引
导 民 间 收 藏 向 正 确 的 方 向 发 展 。
2011 年，《浙江日报》联合省博物馆发
起了第一届民间典藏大展活动，全省
各地反响热烈，从近百位藏家藏品中
征集到 1000 多件藏品，经筛选参加展
览的精品达 300 余件，现场参观人数
有几十万人次。据现场反映这是近
几年来看到的民间收藏规格最高、展
品最精的一次，省博相关领导也表示
此次民间藏品正好弥补了浙博收藏
上的不足，让更多民众能够看到平时
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活动最后根
据公众推选和专家评审，评出了“浙
江省十大民间藏家”、“浙江省十大民
间收藏精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
公众对文化的需求也更为强烈而多
样，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陈列
展览是国有博物馆的责任和义务。然
而国有博物馆的收藏虽然丰富，但也
有自身的局限性，而丰富多彩的民间
收藏正好填补了这一缺憾。十年来，
这一系列特展展示的文物有许多都是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弱项，如徐其明

“瓷典”的明清官窑瓷器、许国文“玉
蕤”的明清及宫廷玉器、中国铜镜研究
会“古镜今照”的历代铜镜精品、方肖
鸣“百砚千姿”的历代古砚等，这些民
间收藏资源经过主办方的整合，融入
到为观众服务的系列特展之中，更好
地满足了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
系列特展”的协办藏家基本为浙江省
博物馆的“博物馆之友”，他们在完善
自身的收藏、展览之余，不忘国家博物
馆的藏品建设，不断有博物馆之友
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文物，以弥补
馆藏文物之缺环。在“五侯鲭——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十周
年 纪 念 展 ”开 幕 之 际 ，浙 江 中 翔 集
团董事长狄秀斌先生在去年捐赠 3
件宋代漆器的基础上，向浙江省博
物 馆 再 捐 赠 一 件“ 宋 银 剔 犀 漆
盒”，以纪念此次展览。同时也是对
该馆在建的“中国古代漆器艺术馆”的
贡献。

“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
系列特展”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如民
间收藏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民间
收藏的出路，民间收藏文物真伪的
鉴别问题，回流文物的进出境政策
等。此次参展的 5 位收藏家在这些
方面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观物及
人，从而对收藏活动中的诸多问题
进行思考，一起推动浙江收藏事业
的发展，将浙江的收藏文化发扬光
大。

《浙江日报》联合浙江省博物馆
成功举办第一届浙江民间典藏精品
大展之后，社会反响热烈，也很好地
梳 理 了 浙 江 省 民 间 收 藏 的 脉 络 。
此次第二届大展，主办方旨在更好
地 推 进 浙 江 文 化 建 设 以 及 民 间 收
藏的有序发展，征集民间优秀藏品
集中展示，再现中国文人的精神追
求 、文 化 品 位 ，推 动 对 传 统 文 化 艺
术 的 回 顾 和 继 承 。 此 次 大 展 活 动
还推出了“浙江当代民间优秀艺术
收藏馆”、“第二届浙江民间典藏精
品 ”大 型 系 列 公 众 推 选 活 动 ，受 到
了 全 省 各 地 民 办 收 藏 馆（所）的 热
烈 欢 迎 ，经 过 各 地 主 管 部 门 推 荐 ，
民 众 推 选 ，一 大 批 来 自 全 省 各 地 、
各 有 所 长 的 优 秀 民 办 收 藏 馆（所）

涌现出来。活动组委会召集专家组
经过多次审议和严格甄选，在考虑了
各个地区平衡、收藏门类、场馆规模、
专业性、艺术性和公益性等综合因
素，最终确定了 11 家体现我省民间
艺术收藏馆水平的优秀代表予以公
布。

而民间典藏精品的推选竞争更
为激烈，全省各地征集到的各类藏
品 过 千 件 ，各 地 藏 家 参 与 踊 跃 ，最
终专家组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名单
从 参 与 今 年 收 官 展 览 的 展 出 精 品
中产生，今年的典藏精品暂不包含
书画作品，以示说明。展览时间应
公众要求最终延期到十月底结束，
到 目 前 为 止 现 场 参 观 的 人 数 有 数
十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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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系列公众推选活动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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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对前
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遗存进行
研究，我们今天所讲的文物的意义
和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时期。那时对“文物”的理解和我
们今天不完全一样。“文物”一词见
于《左传》，“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
之”。这个“纪”和我们今天说的记
录的“记”是一个概念。“文”和“物”
是两样东西，“文”就是文字，“物”
就是古人所遗留下来的器物。到
了隋唐时期，对于文物的理解基本
上和我们今天一样。明清时文物
被称为古董。古董有两种写法，一
种是“古董”，还有一种是“骨董”，
这两个词是一个意义。近代邓之
诚 先 生 有 一 本 书 就 叫《骨 董 琐
记》。今天有人管收藏叫古玩，那
是从乾隆以后开始的，称之为“古
玩”或“文玩”。文物是一个物件，
记录着曾经的历史，可是被称为古
玩、文玩以后，就开始重视它的玩
赏性质，而且逐渐成了一个阶层的
时尚。

我国自汉代开始，历代皇宫中
都收藏有珍贵的图书并设有“秘
阁”用来收藏，同时在皇宫中还收
藏着大量的奇珍异宝、书画和工艺
美术等珍品。到了宋代，宋徽宗所
收藏的古器物达 6000 多件，分别收
藏于崇政殿和宣和殿。士大夫们
也是竞相收藏。欧阳修、赵明诚等
都曾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赵明
诚与夫人李清照一起鉴赏古物，著
有《金石录》。清代，无论是在文物
的收藏或者是研究方面都大大地
超过了前代。清朝初期，文物大多
集中在内府，历代的精品、珍品，如
古代的青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
器，大都藏于建福宫、乾清宫、养心
殿、宁寿宫、御书房以及圆明园等
地，乾隆时建的“三希堂”则是人尽
皆知的书画宝库。

民间收藏也是一支重要的收
藏力量，浙江收藏也因为经济发展
的因素风生水起。以下我们介绍
一下此次“五侯鲭”展览中展出藏
品涉及的常见门类和相关的文物
知识。

玉器：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

和良渚文化，都是以精彩的玉器文
化闻名于世。夏商周时期，玉器作
为礼器在祭祀中占有重要地位，

《周礼》、《穆天子传》、《尔雅》和《吕
氏春秋》诸书都述及昆仑山玉作为
贡品运入中原地区生产玉器的情
况。殷妇好墓就出土了不少珍贵
的玉器，其中许多器物用新疆玉做
成。因此，昆仑山玉，最迟在商代
后期就可能作为我国琢玉用料。
春秋战国的玉器中，装饰品占了
70%以上，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对
玉高度崇拜。汉代“玉有五德”这
一说法深入人心，玉器成为身份等
级的象征，汉代诸侯王墓葬出土大
量的玉器，材质精美，琢制精细。
如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玉器，
几乎全系新疆玉做成。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是玉器的衰落期。隋
唐五代，玉器虽然没有金银器那么
耀眼，但是已经显示出复兴的迹
象。宋辽金时期，玉器走下神坛，
步入民间，是古代玉器发展中的重
要转折期。由此，玉器制作也开始
有了官作和民作的分野。北宋的
统一带来了文化经济的繁荣，特别
是宋徽宗赵佶嗜玉成瘾，促进金石
学的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都直
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的
空前发展。

越窑：
越窑，在唐代就蜚声海外，日

本学者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就提
到在埃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唐
代瓷片中以越窑的数量最多。唐
代文人对越窑也是倍加赞赏，中唐
时期陆羽的《茶经》说“碗，越州上，
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
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
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
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
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
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
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

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
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
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文中将
产 品 以 地 域 名 冠 之 ，称“ 越 瓷 ”、

“ 越 州 瓷 ”，通 篇 没 有 以“ 窑 ”名
之。晚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
除赞美越窑瓷器釉色之美外，首
先以“越窑”称之，诗云：“九秋风
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
向 中 宵 盛 沆 瀣 ，共 嵇 中 散 斗 遗
杯。”这是现代人们能看到的最早
的以“窑”名之的制瓷生产场所，
很显然以后人们所说的“越窑”都
是因循陆龟蒙诗文中的称呼。根
据五代宋文人的诗文和历史文献
资料，陆龟蒙所说的越窑当指上
林湖周边的窑场。

中国古代铜镜：
中国古代的铜镜是青铜器物

中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类集实
用与艺术为一体的器物。综观中
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从 4000 多
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后，各个时期
的铜镜实物资料综合反映出铜镜
的早期（齐家文化与商周铜镜），流
行（春秋战国铜镜），鼎盛（汉代铜
镜），中衰（三国、晋、魏、南北朝铜
镜），繁荣（隋唐铜镜），衰落（五代
十国、宋、元、金）等几个阶段。不
同时期的铜镜的形制、纹饰、铭文
等也各具特色，从而折射出古代铜
镜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演变、兴衰变
迁。在 4000 多年铜镜发展史中，铜
镜因其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融
合，而在历代被人们多珍视向往，
换言之，正是由于人们对于铜镜的
心理需求始终未泯，而使得铜镜在
4000 年发展历程中，兴也好，衰也
罢，始终因为其艺术性、实用性、多
功能性（祈福、宗教法器、装饰等功
能）而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越国文化：
“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

封也⋯⋯禹以下六世，而得以帝少
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
子于越，号曰无余。”越国王族为夏
王朝后裔，公元前 6 世纪，允常拓土
称王，建立浙江历史上第一个王国
——越国。越王世系在允常之前
无法明确，从允常称王起越王世系
为：允常——句践——鼫与——不
寿——朱句——翳——之侯——
不扬——无疆。越国最初的疆域
大致以浙江为界，南至句无，北至
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越
国及其部落的最终沦亡，是在秦王
嬴政时，秦统一中原后，对浙东的
於越族进行镇压，於越族不断流
散，越遂消亡。由于远离中原地
区，关于越国的历史文献史料缺
略，仅散见于各书的零星记载，因
此这一时期的文物遗存显得尤为
重要。

宫廷文物：
此次展出的 30 件宫廷文物展

品，基本囊括了文物杂项的极大重
要门类。题材广泛，佳作纷呈，其
大多数展品来自于宫廷内室，是当
年的宫廷造办处出品，称之为“宫
廷艺术品”。而“宫廷艺术”这个概
念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香港佳士得
拍卖行率先提出的。宫廷艺术吸
收民间艺术，比民间艺术更精细、
更规矩。而宫廷艺术品的主要消
费者便是处于上层的统治者，因此
又被称为“上层文化”。宫廷艺术品
就是在宫廷这个小社会使用的各种
艺术化的生活用品及装饰用品和器
具以及建筑物。宫廷艺术品更是代
表了当时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中国宫廷艺术品的极致和高
超水平，尤以明、清为最。清代是
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也
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和没落的
时期。清康熙以来，由于政局稳
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社会财富
大量积聚，为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的
繁荣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
础。康熙时期的各类工艺美术品
的品种、数量、工艺等方面均已达
到了精益求精、至善至美的水准。
清代工艺品用料十分讲究，采用多
种技艺。其形式、工艺与品种堪称
中国古代器物的巅峰之作，其技艺
更可谓出神入化、空前绝后。

圆形，圆钮。主题
纹饰为两条张牙舞爪
的 龙 环 绕 镜 钮 ，右 龙
头上尾下，曲颈张口，
角曲须飞。其右前肢
伸 至 龙 尾 部 ，爪 指 张
开。其左后肢支撑于
地 与 尾 部 相 纠 结 ，右
后 肢 则 弯 曲 作 匍 匐
状；左龙头下尾上，曲
颈昂首，张嘴吞珠，角
伏须扬，右前肢伏地，
左前肢作争珠状。外
围一圈如意祥云纹类
似 花 瓣 作 整 齐 排 列 。
双角后翘，张口吞珠，
背鳍、腹、甲、鳞片、肘
毛 均 刻 画 细 密 ，龙 爪
筋 腱 ，伸 向 四 方 。 龙
身 周 围 流 云 衬 托 ，近
缘 处 祥 云 纹 环 绕 一
周，以示飞龙在天，飞
跃盘旋。

此 镜 强 健 腾 跃 的
龙体和矫健的四肢具

有 独 特 卓 异 的 动 律
美、节奏美和力度美，
展现了飞龙威武雄健
之龙镜的磅礴气势和
阳 刚 气 概 ，并 且 尽 情
地寄予着炎黄子孙的
祥 瑞 思 想 ，更 显 示 出
中 华 神 龙 的 阳 刚 之
美 ，华 夏 之 魂 的 伟 大
气魄。背铸龙纹若凌
空 腾 起 ，其 盘 蟠 绕 弩
距之势毫不亚于唐之
盘龙镜。近缘处留云
纹 陪 衬 ，既 富 有 动 律
美 感 ，也 富 于 装 饰 美
感 ，并 以 此 烘 托 龙 的
驰 飞 速 度 感 ，体 现 了
神龙的无限活力和无
比 神 力 ，寄 寓 了 人 们
对龙的崇拜。此镜的
艺术表现力倾注了当
时的人间风情与意趣
理 想 以 及 皇 权 意 念 ，
是意、形、美的完美融
合。

1.双龙云纹镜 辽代
直径27.5厘米 厚1.1厘米

1.双龙云纹镜 辽代
直径27.5厘米 厚1.1厘米

圆形 、圆 钮 ，主 题
纹 饰 为 龙 身 作“C”形
绕钮盘曲，龙头在右，
面 向 中 心 作 吞 珠 状 。
双角后翘，张口吞珠，
背鳍、腹、甲、鳞片、肘
毛 均 刻 画 细 密 ，龙 爪
筋 腱 ，伸 向 四 方 。 龙
身 周 围 流 云 衬 托 ，近
缘 处 祥 云 纹 环 绕 一
周，以示飞龙在天，飞
跃盘旋。强健腾跃的
龙体和矫健的四肢具
有 独 特 卓 异 的 动 律
美、节奏美和力度美，
将飞龙威武雄健之势
表现得淋漓尽致。整

体 纹 饰 集 装 饰 之 美 、
工艺之美、意境之美、
精 神 之 美 于 一 身 ，充
分体现了此龙纹镜的
磅 礴 气 势 和 阳 刚 气
概 ，并 且 尽 情 地 寄 予
着炎黄子孙的祥瑞思
想 ，更 显 示 出 中 华 神
龙 的 阳 刚 之 美 ，华 夏
之魂的伟大气魄。背
铸 龙 纹 若 凌 空 腾 起 ，
其盘蟠绕弩距之势毫
不 亚 于 唐 之 盘 龙 镜 ，
有 白 居 易“ 背 有 九 五
飞 天 龙 ，人 人 呼 为 天
子镜”之喻，可谓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

2.“上京都僧录司”款龙纹镜
金代

直径24.5厘米 厚0.6厘米

饪食器。深腹，圆
底，鼎盖上设三兽钮，鼎
盖从中心向外作三重分
布，分饰螭纹，盖中心设

有首纹钮，钮中贯以绞
丝纹圆环。腹壁设腰脊
一道，上下均饰蟠螭纹，
下承三兽形蹄足。

3.三牺神兽铜鼎 战国
高7.5厘米 两耳宽8.6厘米

直口，弧肩，弧腹
斜收，平底，肩部附对
称的两个铺首，腹部和

肩 部 各 饰 蓖 齿 纹 一
周。这是春秋战国时
期原始瓷的杰出之作。

4.原始瓷 战国
口径19.5厘米 高28.5厘米

青黄釉，釉质润厚，部分
开片。瓶的整体造型如两
条 开 膛 的 鱼 合 在 一 起 ，小
口，颈部有一台阶，似为承
重所设。口两侧有双系可
供系带，系下是鱼背鳍，似
为美观所装饰的。该类似
双鱼瓶有一种背鳍是开槽
的，可供穿带使用。鱼的其
他花纹都是以刻画工艺来
表现，鱼尾合为喇叭形高圈
足。双鱼瓶为唐代流行样

式，有唐三彩的、白瓷的和
黑釉瓷的，大部分都是穿带
型的。

华夏文明是源于黄河长
江的大河文明，鱼是最先熟
悉崇拜的生物之一，特别是
双鱼，因其与女阴轮廓相似，
又腹中多子而被敬为生殖崇
拜。至少在春秋时期双鱼相
交的观念被道家演绎为生命
不息的阴阳宇宙观，成为道
家标志图形。

5.双系双鱼瓶 唐
高26厘米 口径4.4厘米 底径9.9厘米

青釉，釉质润洁匀净，无
开片。碗形制硕大，深腹撇
口，外壁四个海棠开光内划
高士人物饮酒纹，四个画面
两个内容，一是刚开始喝酒，
有酒樽，樽中有勺，持盏欲
饮；二是喝酣了，左袒散热。
碗心划四荷（合）如意纹。圈
足满釉外撇，底部九个条形
支烧痕。此类深腹大碗应该
还是烫酒用的注子碗。

五代由于发明了匣钵合
口封釉技术，能够保证成品

匀净的青釉，所以该注子碗
是成熟时期秘色瓷作品。类
似的注子碗和注子在辽统和
十三年（995 年）韩佚墓出土
过，其坐饮人物是刻在注子
上的，场景与注子碗内底划
对飞鹦鹉纹，该件碗内心刻
划四合如意纹，其四荷竿茎
端部为如意头，与北宋早期
常见的四荷纹不同。根据上
述特征该件器物年代定在五
代比较合适。

6.秘色人物纹注子大碗 五代
高13.3厘米 口径21.5 厘米 足径13.8厘米

漆器制品，夹苎胎，狮子
气韵生动，神情不怒自威。

一只抚狮，一只戏球，细节处
理别致、写实。

7.金漆狮子（一对） 17世纪
高96厘米 宽46.5厘米 深80厘米

犀角器形硕大，包浆滋
润亮丽。内壁雕琢成矩形，
棱角分明，两小螭龙攀爬其
上，内外口沿雕回纹边饰，杯
柄透雕大小七条螭龙相戏，
姿态生动，外壁浮雕兽耳纹，

四壁出戟，戟面雕八宝纹，为
清 初 犀 角 雕 精 品 ，十 分 罕
见。足边篆刻六字三行铭
文：愙斋所藏儿觥，底雕“螭
龙”款，为清初大收藏家吴大
徴旧藏。

8.犀角雕螭龙杯（吴大徴旧藏）
16世纪

高11.2厘米 宽19厘米

青白玉，玉质如脂，尾部
略带皮色。玉蝉非常写实，以
圆雕法再现了蝉的真实面貌，
翼纹用双面减地阳起弧线表
现，腹部用浮雕技法表现三对

灵活的腿脚，用单面斜刀表现
下腹的褶皱，活灵活现。玉蝉
坠以织编黄丝线双股穿越天
地孔，以珍珠钮和碧玺扁珠配
饰，有皇家之气。

9.玉蝉佩 清
长8厘米 宽5.2厘米

整块籽料白玉雕琢而
成。与其他衔芝双鹿不同的
是两只鹿头顶不是双叉角，
而是各顶一个祥云状灵芝

角，灵芝角上有淡红的皮色，
隐喻“鸿运当头”；双鹿双芝
有“福寿双全”之意，极具吉
祥意义。

10.灵芝角子母鹿摆件 清
长20厘米 高9厘米

第二届十大浙江民间典藏精品第二届十大浙江民间典藏精品
第二届浙江民间典藏精品大展之“十大浙江民间典藏精品”，主要是从全省推选活动征集到的千余件各种门类的民间收藏品中仔细甄选而来。大展组委会专家组成员经过仔细审定商

议，确定最终入选名单从参与此次省博物馆“五侯鲭”主题展览的展品中产生，一共10件，分别是：双龙云纹镜（辽代）、“上京都僧录司”款龙纹镜（金代）、三牺神兽铜鼎（战国）、原始瓷（战国）、

双系双鱼瓶（唐）、秘色人物纹注子大碗（五代）、金漆狮子（一对）（17世纪）、犀角雕螭龙杯（吴大徴旧藏）（16世纪）、玉蝉佩（清）、灵芝角子母鹿摆件（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