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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里的珠宝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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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珠宝谜城，随着近日紫禁城杂志官微上几组穿越照片的发布，人们对故宫里的珠宝再次神往起来。
今天，怀着对各位“娘娘”的艳羡和对故宫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穿越到这个繁花似锦的宫殿，在珍宝馆、金银器馆和玉器馆里
看看她们都曾经佩戴过哪些华丽璀璨的首饰。

其实，故宫藏品远远不止这些，据
统计，总量逾1807558件。金银器约
9000件，玉器28461件。从清宫剧中
穿越来今天，也唯有故宫博物院中的这
些奇珍异宝能让我们大饱眼福。

金银器馆：惊艳工艺

金银器在清代宫廷中的使用涉及了典章礼仪、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
故宫金银器馆藏将满足人们对宫廷奢华生活的种种好奇心。

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它是首饰制作中的一个
辅助工种，起着点缀美化金银首饰的作用。据说，翠羽必须从活的翠鸟身上拔取，才
可保证颜色之鲜艳华丽。翠羽根据部位和工艺的不同，可以呈现出蕉月、湖色、深藏
青等不同色彩，加之鸟羽的自然纹理和幻彩光，使整件作品富于变化，生动活
泼。步摇有了点翠的功劳，在后妃的发梢生机盎然，深得她们的喜爱。

银镏金点翠嵌碧玺白玉花卉蝶鹤步摇

这枚金簪长24厘米，最宽处7.5厘米。后
妃们头上戴满了珠宝首饰，发簪却是其中的佼
佼者。清代后妃戴簪多用金翠珠宝为质地，制
作工艺上亦十分讲究——簪体镂空累丝，一端
呈长针状，另一端作精心的装饰：錾刻加累丝
五朵灵芝，构成一朵梅花形，每朵灵芝嵌一块
红色碧玺。梅花形的中心部位为累丝篆书“寿”
字，寿字中间嵌一粒东珠，松枝及竹叶点缀于寿
字周围。灵芝、寿字、松竹上均有点翠。此簪造
型生动，累丝工艺细腻精工，纹饰寓意吉祥。

金镶珠石点翠簪

珍宝馆：帝后奇珍

珍宝馆所藏的宫廷奇珍大多出自
一个叫做“内务府”的工作室，也是故
宫博物院众多藏品最精华的部分。

玉器馆：传统玉雕

凤冠是皇后的礼帽，是皇后在接受
册封、拜谒宗庙祭祀祖先、参加朝会时
所佩戴的。此凤冠以髹漆细竹丝编制，
通体饰翠鸟羽毛点翠的如意云片，18朵
以珍珠、宝石所制的梅花环绕其间。冠
前部饰有对称的翠蓝色飞凤一对。冠
顶部等距排列金丝编制的金龙3条，其
中左右两条金龙口衔珠宝流苏。冠后
部饰六扇珍珠、宝石制成的“博鬓”，呈
扇形左右分开。冠口沿镶嵌红宝石组
成的花朵环绕一周。

明神宗孝端皇后凤冠

钿子，是皇宫中后妃平时佩戴的便
帽。《甄嬛传》皇后最常佩戴的便是这
种。与影视道具相比，真正的清宫钿子
选材更为考究，制作异常精良。这只钿
子高14厘米，宽30厘米，重达671克，共
用大珍珠50颗、二三等珠宝数百颗、宝
石200余块，极尽奢华。

点翠嵌珠宝五凤钿

中国使用玉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石器时代。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宫廷中
玉器的使用，他不但收藏研究玉器，甚
至亲自参与设计，对推动玉器的发展
和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体的立体镂雕极为耗时，对工
艺精确度也要求很高，一个小小的失
误就会造成整件作品的失败，玉雕的
上乘功力可见一斑。

白玉镂空雕荷包式香囊

这枚吊坠长2.8厘米，宽3.6厘米。
翠色青绿，局部色较重。坠为片状。
颜色最重的中部镂雕荷叶，三歧状，边
缘上卷，表面以阴线刻叶之脉络。荷
叶上下的浅色处分刻荷梗、莲花及根
部。清宫玉匠在雕刻时将整枝莲表现
出来，造型鲜活，色彩富有层次。

翠镂雕荷花吊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