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地理著作《尚書．
禹貢》，就是記錄上古時代，以冀、兗、
青、徐、揚、荊、豫、梁、雍 「九州」為
主的各地，山川概貌、地理形勢尤其是風
土物產的。清代繼承歷代傳統做法，《大
清會典》等國家典章制度，明確規定各地
定期向皇帝、朝廷貢獻方物。這是古代宣
示國家主權和中央政府與地方關係的一種
形式，與如今的送禮性質大不相同。進貢
的人基本上限於六類：一是宗室親王、郡
王、貝勒；二是朝中大員，包括內閣大學
士、六部尚書、左都御史、都統；三是封
疆大吏，包括總督、巡撫、將軍、提督；
四是特別委派的肥缺，包括江南三織造、
鹽政、關差；五是退休大臣；六是孔子繼
承人衍聖公。

廣東貢品一般就出自兩廣總督和廣東
巡撫。進貢的時機是端午、萬壽（皇帝、
太后生日）、舊曆新年。從留存至今的清
宮檔案中，一萬多冊《宮中進單》和《貢
檔》看，在康熙到宣統的兩百多年裏，廣
東官員向歷代皇帝及太后、皇后進獻的貢
品，主要包括琺瑯器、鐘表、天文儀器、
象牙製品、椰殼工藝品、寶玉石盆景、傢
具、端硯、香料、洋煙等，頗具地方特色
。比如因為清代大部分時間實行粵海關 「
一口通商」，來自東西兩洋的鐘表、象牙
、寶玉石、洋貨在此上岸，促進了當地鐘
表製造、象牙加工工藝，使之在國內遙遙
領先。而端硯、香料，是廣東難得的土特
產。其中 「莞香」是 「香港」一名由來的
佐證。故宮博物院現藏清代廣東貢品一萬
多件，基本涵蓋了清代廣東工藝美術品的
各大門類，代表着當時最高工藝和藝術水
平。作為高級日用品和易耗品，宮中留存
至今的莞香已經是鳳毛麟角，但仍保留下
莞香名品 「蓮頭香」、 「巖露香」、 「切
花香」等文物，彌足珍貴。這些香料是當
年經過香港運往北京的。

清宮「莞香」，百年流芳
香港在歷史上曾先後隸屬於東莞縣和

新安縣。在明至清初，東莞、新安一帶的
香樹特產香料，稱為 「莞香」。莞香樹為
瑞香科沉香屬喬木，現為國家二級保護植
物，是內地唯一以東莞地方命名的樹木。
當地從宋朝起已普遍種植，此後一直是東
莞地方特產。沉香生成原理是，其樹木因
受到創傷，傷口處分泌出大量芳香的樹脂
，香脂不斷分泌積累增大，狀若樹癭，這
就是原始香結。於是人們成心在香樹上砍
鑿一兩道傷口，讓其流脂凝結。因為它的
比重大於水，所以放入水中會沉沒，故稱
「沉香」，東莞人又稱土沉香、白木香、

女兒香。
東莞人一般是每年舊曆年底採香，從

莞香樹上採取香結。周而復始。莞香樹年

齡越長，則樹身上必然是傷痕纍纍。越是
傷痕纍纍的老樹，其香結的品質越高。前
些年香港發生盜採香結，甚至摧毀年久莞
香樹的事件，令人痛惜。以往有人將採下
的香結分成四等。香樹生長約八九年後，
開始在樹幹上鑿口 「開香門」。待若干歲
月香結生成後，第一次鑿採下來，稱為白
木香，香味青澀、清淡；以後第二次、第
三次再從香口鑿出的香結，就是 「蓮頭香
」、 「切花香」、 「巖露香」等。

關於兩廣總督、廣東巡撫進貢莞香及
葛布、鼻煙壺等貢品的紀錄很多。例如康
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廣東巡撫楊琳進莞香一匣，重一斤。道
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廣東巡撫朱桂楨
進蓮頭香、切花香、巖露香各五盒。這是
新年貢品。同治九年（一八七○年）五月
初六日，兩廣總督瑞麟進蓮頭香、切花香
、巖露香各五盒。這是端午貢品。清後期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記載：兩廣總督端
陽進鼻煙九瓶，花機紗五十疋，本色葛布
一百疋，牙色葛布一百疋，增城葛布五十
疋，深色葛布五十疋，淺色葛布五十疋，
沉香二盒，巖露香五盒，蓮頭香五盒，切
花香五盒，花卉扇一百柄。廣東巡撫端陽
進鼻煙九瓶，花機紗五十疋，雷州葛布五
十疋，本色葛布五十疋，牙色葛布五十疋
，增城葛布五十疋，深色葛布五十疋，淺
色葛布五十疋，沉香二十觔，巖露香四盒
，蓮頭香四盒，切花香四盒，端硯九連。
這是道光年間一年三貢的總數。筆者在故
宮工作時，當時保和殿內寶座後海漫屏風
，就是用葛布裱褙的。

貿易港口，因香得名
故宮現存蓮頭香、巖露香、切花香各

有數盒。為防受潮和香氣流失，當時盛放
在密閉的錫盒裏，錫盒直徑二十一點五厘
米，高十二點五厘米，盒蓋上鏨雲龍紋，
口沿處有黃色封簽，上書 「蓮頭香」、 「
巖露香」、 「切花香」。盒中現存沉香實
物多呈塊狀，香身較薄，但都是當時莞香
上品，其品評標準與如今莞香收藏並不相
同。根據有機物易變質的特點，保存至今
的這些藏品應該屬於清後期。宮中舊檔可
以佐證：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五
月十四日，兩廣總督瑞麟進蓮頭香、切花
香、巖露香各四盒，着交乾清宮。」這是
端午兩廣總督貢品交進宮中，吩咐放到乾
清宮廊廡的庫房裏，以備隨時取用。

從宋朝起，今香港、深圳、東莞一帶
開始種植莞香，逐漸成為當地支柱產業。
在今大嶼山東南部和新界粉嶺出產的香料
，在莞香中堪稱上乘，其中俗稱 「女兒香
」的產品，更被譽為海南珍奇。這一帶莞
香產值高，比如明朝中葉每年出口莞香的
貿易額，均在數萬兩銀錠以上。

北上京師及北方各地的莞香，通常走
唐代以來南北官道 「梅關古道」。香港的
香料西入珠江口，水路運往廣州，再度嶺
北上，經兩湖河南、河北進京。

惻隱之心，戒進牙席
故宮博物院現存雍正時期，廣東巡撫

楊文斌、廣東海關監督毛克明進貢的象牙
席兩張，尺寸、形制基本相同，長大約二
百一十五厘米，寬大約一百四十厘米，背
後整包棗紅色綾緞，四周邊緣藍色緞料包
鑲。席面通體由薄如竹篾的象牙條，編織
成人字形席紋，紋理緊密均勻，表面光滑
平整，質地柔軟，手感細膩，比普通竹席
都舒捲自如。象牙條寬僅三毫米，厚度僅
○點五毫米。要將堅硬的象牙變成柔軟的
席篾，比起 「百煉鋼成繞指柔」要艱難得
多。象牙席製作工藝很複雜，早已失傳。
大概程序是，先用藥水浸泡軟化牙材，然
後劈成像竹篾一樣的薄片象牙絲，打磨拋
光，最終編織成席。有內行人估計，製作
象牙筷，象牙料利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至
六十，如將象牙料劈成篾狀，再劈成牙絲
，象牙材料的利用率大概不足百分之十。

雍正、乾隆時期《宮中進單》、《貢
檔》及《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清檔》，反映

廣東方面先後進貢象牙席五張。據說雍正
帝曾詢問安南使臣，象牙席製造成本，使
臣說需數百隻大象的象牙，才能編織出一
張牙席，雍正帝聽後動了惻隱之心，表示
要停止象牙席進貢。正巧雍正十二年（一
七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五日
，廣東巡撫楊文斌和廣東海關監督毛克明
，接連貢進四張象牙席。雍正帝因而極為
不悅。二十五日當天降旨怪罪。第一，朕
於一切器具，但取樸素適用，不尚華麗工
巧，已屢降諭旨申明。第二，從前廣東曾
進象牙席，朕大不以為然，以為不過是偶
而為之，也就沒說什麼；現在是愈演愈烈
，這不是陷朕於不義嗎！第三，以象牙編
織團扇等小件器物就夠暴殄天物了；如今
製為坐席，殘害生靈，浪費人力財力，滋
生腐敗。因此傳諭廣東督撫：若是廣東工
匠幹這種手藝，立即禁止；若是從海外進
口的，從此不許買。沒有生產、沒有需求
，看誰還作這項生意！（《清世宗憲皇帝
實錄》卷四二）這與如今動植物保護措施
接近。

清宮廣東貢品象牙席，流傳至今還有
兩張。一在大英博物館，為咸豐十年（一
八六○年）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流出之物
。另一件在煙台市博物館。故宮現存兩張
之一，是一九七八年故宮博物院保管部同
事，在清理庫房裏舊草席卷時，無意中發
現有一件象牙席。那潔白細潤的質地，編
織精整的工藝，雖經二百四十四年歲月滄
桑，仍令它鶴立雞群。

廣式鐘表，民族特色
廣府鐘表製造業大體始於康熙後期至

雍正時期，即十八世紀初，接受進口英國
機械動力計時器技術影響逐步形成。乾隆
晚年看到英使瑪嘎爾尼進獻英國鐘表，由
其製作工藝技術，感受到西方科學技術進
步，因此反覆飭令沿海各地總督、巡撫加
強海防。廣府鐘表起初以仿製西式鐘表為
主，後來逐步走上獨立製造道路，對清代
及近代鐘表業貢獻很大，有「廣鐘」之稱。
到乾隆中後期，廣州製鐘技術日益成熟，
作為進貢宮中奢侈品，特別注重裝飾，多
為亭、台、樓、閣、塔等建築造型，融計
時、打點報刻、玩賞裝飾等功能於一體，
鐘殼大多為色彩鮮艷、光澤明亮的銅胎廣
琺瑯，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

「銅鍍金轉水法人倒球太平有象鐘」
，高九十厘米，面闊四十八厘米，進深二
十厘米。主體造型是西式樓堂建築與中國
傳統樓閣相結合。例如樓頂四周圍欄，就
是中國傳統樓上特有的。樓房正面居中有
二針時鐘，上方有四個窗口。機芯裏有一
個圓盤，其上有字和花形圖案，圓盤轉動
一下，方框便顯示不同的內容，或字或花
紋，共出現四次變換，按時呈現 「太平有

象」、 「八方向化」四字或其他圖案。屋
頂上精心設計一組滾球玩意。中心位置上
是象馱寶瓶，象的鼻子、尾巴可以擺動。
在其兩邊各有四人，一人位於高處手持倒
球瓶，一人手持瓶接球，瓶底有孔，以便
玻璃球漏進機芯中。另外的二人跪地托舉
球滑行的軌道。鐘背後有抽屜，內放玻璃
球及特製的夾球夾子。

珠寶盆景，嶺南風格
中國古代帝王的一些奇珍異寶不是簡

單的財寶，而是有濃厚的政治象徵色彩。
比如元世祖忽必烈，在萬歲山廣寒殿（今
北京北海瓊華島山巔）放置 「五山珍御榻
」，用各地名山所出寶石鑲嵌在寶座上，
象徵着對天下的佔有。清宮不少珠寶盆景
陳設，來自蘇州、揚州、廣府，分別代表
着蘇派、揚派、嶺南派盆景的藝術風格。
與活着的植物盆景不同，它們是固化的盆
景，選取植物盆景風華正茂的那一時段。
進貢宮中的廣府盆景，多以紫檀木雕枝幹
、白銅片燒藍葉，彩石或玻璃花瓣，用青
金石、綠松石、子母石作坡石，有的用紅
、藍寶石堆砌山石，以珊瑚、象牙、蜜蠟
雕做人物、瑞獸，用金屬細絲彈簧或細鐵
絲聯接枝葉。花盆則往往用琺瑯、金銀累
絲、玻璃鑲嵌等材料和工藝製作，具有濃
厚的地方特色。

「掐絲琺瑯、開光畫琺瑯長方盆瑪瑙
石榴盆景」，樹幹、樹枝以硬木製作，白
銅片燒藍樹葉，以珊瑚加工石榴、石榴花
。樹下有珊瑚樹、梅樹、水仙。水仙葉以
象牙染色為之，水仙花為象牙本色；梅樹
以黃金為幹，翡翠為花瓣，珊瑚為花蕊。
它是典型的以白話 「樹仔頭」即樹樁為主
的嶺南盆景，而且樹枝向四面自如伸展，
不似揚州盆景主要從正面觀賞的之字形三
台結構。此花盆造型既有宮廷風格的典雅
，也有廣派的奢華，盆壁下方畫琺瑯開光
圖案，設色艷麗，帶有明顯的西洋色彩。

清代廣東貢品，從小件牙絲宮扇、廣
繡掛屏，到金玉如意、石灣窰瓷器，大到
成龍配套的寶座、屏風、香筒、角端（以
往 「角」誤作 「甪」）、仙鶴，奇珍異寶
，琳琅滿目。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
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
員）

姜舜源 文、圖

關於 「香港」 名稱的起源有多種說法，其中因作為莞
香集散地港口而得名較可靠。莞香銷路很廣，當時香港、
九龍一帶的居民，多以種香為業，用一種叫 「大眼雞」 的
海船運往各地。集中莞香的碼頭叫 「香埗頭」 ；運莞香出
海的石排灣，被稱為 「香港仔」 、 「香港圍」 。一八六○
至一八七○年間，在舊圍之外又建起新圍村 「香港村」 即
今黃竹坑，後推而廣之，擴大為香港全島之名。

清代廣東貢品佐證香港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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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廣東貢品
「雕靈芝紋瓜形端硯」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廣東貢品
「廣繡花鳥圖鏡屏」（四之一）

13副刊Treasure
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王鉅科 美術編輯：劉子康
汲 寶 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