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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後期廣州口岸的牙匠及其活動

摘   要 牙雕是清代廣州進貢宮廷、銷往內地、出口歐美市場的特色工藝品。在廣
州貿易體制下，廣州成為牙雕產品內銷和外銷的網絡樞紐，廣州口岸的牙
雕行業也因之繁榮。口岸牙匠是廣州牙雕研究的重要主題，也是學界當前
的薄弱環節。清代廣州口岸中以象牙雕刻為業的工匠為數不少，目前根據
中外史料所記，只見其中約二十人，通過輯錄其事跡，可管窺廣州牙雕行
業的製作、經營及銷售的歷史情況。廣州牙匠從事多種材質的雕刻工作，
並隨着廣州口岸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調整經營內容和銷售手段，表
現出敏銳的商業眼光和超前的經營理念。

關鍵詞 文化交流；牙匠；外銷藝術；象牙雕刻；廣州口岸

曾裕菁 *　殷小平 **

* 曾裕菁，暨南大學 2022 級世界史博士研究生。

** 殷小平，博士，華南農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外

關係史。

引言

廣 州 牙 雕 的 歷 史 源 遠 流 長，至 清 代 中 葉 才
達 到 工 藝 頂 峰。在 漫 長 的 發 展 歷 程 中，廣 州 牙
雕 通 過 漂 白、茜 色、鏤 雕、鑲 嵌、編 織 為 特 色
工 藝 的 綜 合 技 法，形 成 玲 瓏 剔 透、細 微 繁 瑣 的
南派牙雕藝術風格。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以 後，在 廣 州 一 口 通 商 的 貿 易 體 制 背 景 下，廣
州 牙 雕 開 拓 出 不 同 的 消 費 市 場：一 是 以 宮 廷 皇
室 和 各 地 達 官 貴 人 為 主 的 國 內 市 場，二 是 以 歐
美 貴 族 和 商 人 為 主 的 海 外 市 場。 1 這 些 針 對 不
同 消 費 群 體 而 生 產 的 廣 州 牙 雕 製 品，多 藏 於 國
內 外 各 大 博 物 館 和 私 藏 機 構，也 有 不 少 流 入 文
物 市 場。既 往 的 廣 州 牙 雕 研 究，主 要 考 察 這 些
藏 品 的 工 藝 史；相 對 而 言，關 於 生 產 和 銷 售 它
們 的 工 匠 和 商 人 的 研 究，則 較 為 薄 弱。這 或 許
是 因 為 從 事 牙 雕 生 產 和 銷 售 的 工 匠 社 會 地 位 不
高，其 事 跡 很 難 得 到 傳 統 士 人 階 層 關 注，因 此
在 地 方 文 獻 中 幾 乎 沒 有 留 下 任 何 文 字 記 載。直
到 進 入 新 世 紀，以 楊 伯 達 為 首 的 一 批 學 者，才
利 用 陸 續 開 放 的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開 展

對 清 宮 廣 東 牙 匠 的 研 究。學 者 通 過 分 析 其 薪 資
待 遇、工 作 內 容 和 相 關 作 品，有 關 廣 東 牙 匠 吸
收 江 南 牙 雕 技 術、融 匯 南 北 風 格 且 後 來 居 上 的
歷史也揭櫫於世。2

不 過，在 清 宮 造 辦 處 當 差 的 牙 匠，是 有 官
方 背 景 的 宮 廷 工 匠 代 表，其 事 跡 見 載 於 大 內 檔
案，他 們 與 廣 州 口 岸 的 牙 匠 及 牙 雕 從 業 者 身 份
懸 殊，際 遇 也 殊 為 不 同，後 者 則 屬 於 被 歷 史 忽
略 甚 至 遺 忘 的 默 默 無 聞 的 普 通 人。如 何 突 破 資
料 的 局 限，蒐 集 並 整 理 這 批 乏 人 關 注 的 口 岸 牙
匠 的 名 錄 及 相 關 活 動，是 清 代 廣 州 牙 雕 研 究 的
一 個 難 點。本 文 擬 以 牙 雕 商 品 作 為 突 破 口，通
過 整 理 存 世 的 牙 雕 商 店 標 籤 和 清 末 博 覽 會 參 展
名錄，輯錄十九世紀以來廣州口岸的牙匠代表，
並 進 一 步 分 析 其 店 鋪 名 號、創 作 活 動 及 經 營 情
況；希 望 通 過 這 一 初 步 的 嘗 試，將 文 物 研 究 與
人 物 研 究 相 結 合，使 廣 州 牙 雕 研 究 的 視 野 能 夠
從文物研究向“人物研究”回歸。

一、牙鋪名稱

從 目 前 發 現 的 相 關 史 料 來 看，清 代 廣 州 口
岸 的 牙 匠 一 般 以 店 鋪 名 為 自 己 的 名 號。在 清 末
世 界 博 覽 會 出 版 的 中 國 展 覽 目 錄 中，參 展 牙 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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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名 字 都 是 諸 如 Lee Ching（利 昇）、Chun 
Quan Kee（陳晴記）、Leen Shing（連盛，
音譯）等的店鋪名稱。1876 年，Yut Shing（粵
盛，音 譯）在 費 城 國 際 博 覽 會 中 展 示 了 一 張 棋
牌 桌，桌 上 標 籤 題 寫 的 展 覽 者 姓 名 即 為“Yut 
Shing”。3 這些看起來像人名的店鋪名稱，往
往 是 由 幾 個 吉 祥 的 字，或 是 主 人 的 姓 加 上 吉 祥
的字組成。4 也有牙匠使用自己的名字作為店鋪
名，如范公浩、羅玉鳴，5 但是數量極少。

1836 至 1837 年 間 曾 在 廣 州 居 住 的 唐 寧
（Charles T. Downing） 在 其 遊 記 中 提 到
一 位“深 受 外 國 人 信 賴”的 牙 匠，名 叫“Ho 
Shing”（何 盛，音 譯）。6 Shing（盛）字
或 有 祈 盼 生 意 興 隆 之 寓 意，其 在 廣 州 的 象 牙 店
鋪 名 稱 中 相 當 常 見。除 了 前 文 提 及 的“Leen 

Shing” 及“Yut Shing”， 在 1947 年《 廣
州 商 業 行 名 錄》記 錄 的 32 家 象 牙 店 鋪 中，就
有“ 勞 林 盛 ”（Lo Lam Shing）、“ 新 聯
盛”（Sun Luen Shing）、“祺昌盛”（Kie 
Cheong Shing）三家以“盛”為名的店鋪。7

因此“Ho Shing”應該也是店鋪名，可見當時
來華的西方人常常用店鋪名來指稱牙匠。8

1844 年 遊 歷 廣 州 的 奧 斯 蒙 德·蒂 法 尼
（Osmond Tif fany）也 曾 到 訪 一 家 象 牙 店，
他 稱 店 鋪 主 人 為“MouChong Gouqua”和
“Old MouChong”。9 這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處
將牙匠稱為某“qua”的資料。“qua”是“官”
或“呱”的 音 譯，一 般 被 西 方 人 用 於 稱 呼 十 三
行 商 人 以 及 廣 州 外 銷 畫 家； 10“MouChong”
可譯為“茂昌”，應當是店鋪名。

象 牙 店 鋪 是 象 牙 器 的 生 產 地 和 銷 售 地。店
鋪 按 照 前 店 後 坊 的 形 式 設 置，“一 半 為 陳 列 之
室，一半為工作之地”。11 牙鋪主人既是商人，
亦是牙匠。此外，店主還會招收一兩個學徒充當
助 手，並 僱 傭 一 些 車 工 和 雕 工 幫 忙 製 作 象 牙 器
（圖 1）；這 些 普 通 工 匠 則 無 名 號，仍 以 名 字
相稱。

二、口岸牙匠名錄

如 前 所 述，口 岸 牙 匠 鮮 見 於 地 方 文 獻 或 其
他 中 文 記 載，事 跡 一 直 隱 晦 不 顯。通 過 蒐 集 牙
雕 包 裝 盒 標 籤、來 華 西 人 遊 記、清 末 世 博 會 展
品 目 錄 及 報 刊 雜 誌 報 導 等，筆 者 整 理 出 十 九 世
紀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活 躍 於 廣 州 口 岸 的 大 約 二 十 名
牙 匠 的 名 號。 12 下 文 乃 以 時 代 為 序，輯 錄 其 事
跡，並 歸 總 為“廣 州 口 岸 牙 匠 一 覽 表”（詳 見
表三）。

（一）嘉慶、道光年間的廣州牙匠

1. Ty Shing（泰盛，音譯）

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 有 一 件 十 九 世 紀 初

圖 1.　正在雕刻象牙的廣州牙匠，約 1893 至 1919 年。（圖片
來源：George	Ernest	Morrison.	Photographic	Views	of	Canton	
33 ,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
wikimedia.org/wiki/File:Photographic_Views_of_Canton_33.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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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象 牙 扇，其 扇 盒 內 貼 有“Ty Shing”的 標
籤。 13 這是一把帽章扇（Cockade Fan），扇
面 完 全 展 開 後 呈 現 為 團 扇 造 型。帽 章 扇 在 中 國
出現的時間非常短暫，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紀末、
十 九 世 紀 初，因 其 工 藝 複 雜、價 格 昂 貴，很 快
就停止了生產。 14 由此推測，Ty Shing 應是活
躍 於 嘉 慶 時 期 的 一 名 廣 州 牙 雕 好 手，由 他 生 產
的帽章扇成功出口到英國市場。

2. Hu Chong（胡昌，音譯）

Hu Chong 擅長製作象牙扇。荷蘭的阿姆斯
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
藏 有 一 把 Hu Chong 於 1800 至 1825 年 間 製
作 的 象 牙 鏤 絲 庭 院 人 物 紋 摺 扇（圖 2），扇 面
中 心 的 橢 圓 形 開 光 內 刻 有 CGT 三 個 字 母，表
明 此 扇 屬 於 塞 西 莉 亞·吉 爾 特 魯 伊·蒂 倫 斯
（Cecil ia Geertruy Tierens, 1789–1878）
所 有。塞 西 莉 亞 出 生 於 南 荷 蘭 省 霍 林 赫 姆 市
（Gorinchem）頗 有 名 望 的 蒂 倫 斯 家 族，父
親 西 格· 蒂 倫 斯（Seger Tierens, 1749–
1794）是荷蘭國家防禦工事的工程師， 15 但尚
無 資 料 顯 示 此 象 牙 扇 是 由 誰 為 其 代 理 在 廣 州 訂
製。此外，該館還保存了 Hu Chong 於同一時
期製作的一把玳瑁扇。可見，Hu Chong 不僅

擅長雕刻象牙，也善於雕刻其他材料。

3. Lun Shing（麟盛，音譯）

Lun Shing 的象牙店鋪位於同文街（New 
C h i n a  S t r e e t )。L u n  S h i n g 於 1 8 2 0 至
1830 年間雕製的一把牙扇，被著名東方學家艾
納福（Nevi l le John Iröns）所收藏。 16

4. Chong Shing（昌盛，音譯）

2018 年， 廣 東 省 博 物 館 舉 辦 了“ 風·
尚——18 至 20 世 紀 中 國 外 銷 扇”展 覽，其 中
展 出 了 Chong Shing 製 作 的 象 牙 骨 描 藍 填
銀 仕 女 花 卉 羽 扇。扇 盒 內 的 紅 色 英 文 商 標 上 寫
着：“Chong Shing，珠母、象牙和絲綢，玳
瑁 雕 刻 師，新 中 國 街 5 號。” 17 從 款 識 可 知，
Chong Shing 除 象 牙 雕 刻 之 外，也 擅 長 雕 刻
珠 母、玳 瑁，同 時 他 還 是 一 位 絲 綢 經 銷 商，其
店鋪位於同文街 5 號。

5. Ho Shing（何盛，音譯）

Ho Shing 是 道 光 中 期 廣 州 口 岸 的 一 名 重
要 牙 匠，其 作 品 深 得 洋 人 喜 愛。他 的 店 鋪 位 於

圖 2.　Hu	Chong 製作的象牙扇，約 1800 至 1825 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圖片來源：Brisé	fan ,	Public	domain,	via	
Rijksmuseum	Amsterdam	<hdl.handle.net/10934/RM0001.COLLECT.1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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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行 附 近 的“中 國 街”，主 要 面 向 西 方 遊 客
製 作 並 銷 售 象 牙 塔、象 牙 籃 子、象 牙 名 片 盒 等
牙雕產品。 18

6. Wo Shing（和盛，音譯）

Wo Shing 是 活 躍 在 道 光 中 後 期 的 牙 匠。
廣東省博物館藏有一把 Wo Shing 製作的象牙
骨牙片貼面庭院人物伸縮扇，扇盒的標籤上既標
註了店鋪名字，還印有“香港和廣州”的紅色英
文字樣，19 表明他在香港和廣州均設有店鋪。

7. Luen Chun（聯珍，音譯）

Luen Chun 主要活動於 1830 至 1850 年
前 後。一 柄 由 Luen Chun 雕 刻 的 象 牙 傘 柄 目
前 珍 藏 在 大 英 博 物 館（Brit ish Museum），
根據盒子內的紅色英文標籤可知，Luen Chun
是 一 名 珍 珠 母、象 牙 及 玳 瑁 雕 刻 家，其 店 鋪 位
於 同 文 街 6 號。20 艾 納 福 亦 收 藏 了 一 把 Luen 
Chun 製 造 的 象 牙 扇，扇 盒 內 的 標 籤 標 示 了
Luen Chun 的名字及其主要經營內容——象牙
器（ Ivory Ware）。21 此 外，Luen Chun 還
會雕刻檀香木，其雕刻的檀木扇留存至今。22

8. Vo Long（和隆，音譯）

Vo Long 於 1830 至 1850 年間製作的外
銷扇品質卓越。前述的“風·尚——18 至 20 世
紀 中 國 外 銷 扇”展 覽，展 出 了 Vo Long 雕 製
的 三 把 扇 子，包 括 象 牙 雕 花 卉 人 物 扇、象 牙 骨
牙 片 貼 面 官 扇，以 及 一 把 雜 骨 牙 片 貼 面 官 扇。
這 把 雜 骨 牙 片 貼 面 官 扇 的 扇 骨 由 銀 鎏 金 累 絲 燒
藍、珠 母、玳 瑁、檀 香 木、象 牙 等 多 種 材 質 組
合 而 成，體 現 了 Vo Long 高 超 的 製 扇 工 藝，
也表明他能對多種材料進行雕刻。

（二）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的廣州牙匠

1. Ho A Ching（浩昇∕何亞靜，音譯）

Ho A Ching 是 晚 清 時 期 廣 州 最 重 要 的 牙

匠之一，亦作 Hoa Ching，23 曾選送牙雕工藝
品參加 1862 年倫敦博覽會、1873 年維也納博
覽會、1876 年費城百年博覽會，以及 1878 年
巴 黎 博 覽 會。廣 州 民 間 多 給 男 性 起 名 為“亞
某”，如“亞十”“亞面”，24 故 Ho A Ching
既 可 能 是 店 鋪 名 稱，音 譯 為“浩 昇”；也 可 能
是牙匠名字，音譯為“何亞靜”。

Ho A Ching 經營店鋪的時間超過 70 年，
根據其在器物上留下的商標顯示，他在 1823 年
就已開始出售象牙扇；25 目前發現其最晚的作品
是一件銀質紀念杯，製作於 1895 年。26 從 Ho 
A Ching 留 在 作 品 中 的 眾 多 標 籤 可 知，他 在
十 三 行 商 館 區 的 靖 遠 街（Old China Street）
10 號 和 河 南 的 會 所 街（Club Street）都 設 有
店鋪，後者開店時間在 1840 年以後。27

Ho A Ching 和 上 述 幾 位 牙 匠 一 樣，經 營
範 圍 相 當 廣 泛。現 存 的 商 品 標 籤 說 明 他 擅 長 雕
刻象牙和檀香木，同時也製作和經銷金銀製品，
並 且 還 經 營 漆 器 買 賣（圖 3）。他 的 傳 世 作 品
極 多，除 了 大 量 的 牙 雕 工 藝 品 和 銀 器 外，還 有
諸 如 檀 木 名 片 盒、玳 瑁 圓 盒、純 金 襯 衫 扣 等 各
種 材 質 的 產 品。在 1876 年 的 費 城 博 覽 會 上，
Ho A Ching 得 到 了 評 委 會 的 高 度 讚 賞，其 送

圖 3.　Ho	A	Ching 的店鋪標籤（圖片來源：白芳：〈風·尚——
18 至 20 世紀中國外銷扇〉，《收藏家》，第 5 期（2019），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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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家具、銀器、象牙扇和牙雕都獲得了獎勵。
評 委 會 認 為“其 製 作 的 家 具 設 計 優 美、製 作 精
良”；28 其展出的各類銀器“均表現出精巧與耐
心的工藝製造（技術）”；29“牙雕扇品質優美、
雕工細膩、價格實惠”；30“象牙雕刻工藝品更
是雕工一流、裝飾豐富而精細、形象華麗”。31 
1878 年，Ho A Ching 在巴黎展出的象牙器及
金銀首飾分別榮獲銀獎和優秀獎。32

Ho A Ching 製作的工藝品價格不菲，可
能 是 當 時 廣 州 地 區 售 價 最 高 的 象 牙 店 鋪 之 一。
十 九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定 居 廣 州 的 傳 教 士 格 雷（J. 
H. Gray）曾在遊記中提及：

相較於Ho A Ching出售的牙雕和檀
香木製品，元錫巷裡的牙匠和木匠雕刻的

工藝品的價格低很多。33

多 次 參 與 博 覽 會 的 經 歷 提 高 了 Ho A 
Ching 的 海 外 知 名 度。1876 年，一 位 參 觀 者
在費城博覽會中購買了一把 Ho A Ching 製作
的拆信刀，並把它小心地鑲嵌在一本剪貼簿中，
備 註 道：“Ho A Ching 製 作，但 這 並 非 是 他
最好的作品。”34

2. Yut Shing（粵盛，音譯）

Yut Shing 的 從 業 時 間 約 在 1840 至
1910 年間。據 1902 年粵海關“關於參加河內
展 覽 會 來 往 文 件”記 載，為 Yut Shing 繳 納
運 輸 展 品 保 險 費 的 人 叫“白 桃”，35 不 知 這 是
Yut Shing 的真實姓名，抑或是其家人或店員。
Yut Shing 於 道 光 中 期（約 1830 至 1840 年
間）製 作 的 一 把 貝 雕 骨 象 牙 貼 面 扇，現 藏 於 廣
東省博物館。36

光 緒 年 間，Yut Shing 至 少 參 加 過 五 屆
世 界 博 覽 會，分 別 為 1873 年 維 也 納 博 覽 會、
1876 年 費 城 博 覽 會、1878 年 巴 黎 博 覽 會、
1902 年 河 內 博 覽 會 和 1904 年 聖 路 易 斯 博 覽
會。1873 年 的 維 也 納 博 覽 會 上，Yut Shing
展 出 了 七 個 燈 籠；37 在 費 城 博 覽 會 上，又 展 出
了 128 件（套）展 品（見 表 一）。可 以 看 出，
Yut Shing 擅 長 雕 刻 象 牙、玳 瑁，還 是 一 位 髹
漆 名 家。費 城 博 覽 會 評 委 會 對 其 評 價 很 高，認
為 他“製 作 的 髹 漆 桌 子 和 屏 風 品 味 良 好、設 計
上乘”，38“漆扇風格優雅、工藝精湛、做工完
美”。39 此外，Yut Shing 提供的銅器和陳列櫃
在 1878 年巴黎博覽會中榮獲銀獎和優秀獎。40

表一.　Yut Shing在1876年費城博覽會的展品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縫紉桌 6 張 刺繡燈籠 1 對

髹漆桌子 8 張 骨質燈籠 1 對

髹漆棋牌桌 2 張 髹漆扇子 4 把

髹漆小型屏風 1 對 木雕髹漆人物 2 個

髹漆絲織六屏風 1 件 髹漆棋盤 1 張

髹漆刺繡屏風 1 件 髹漆托盤 9 套

髹漆六屏風 1 件 髹漆茶几 3 套

髹漆博古架 1 對 三腳書桌 1 套

髹漆陳列櫃 5 個 髹漆茶葉盒 22 個

髹漆盒子 20 個 鑲螺鈿髹漆茶葉盒 1 個

髹漆書箱 1 個 鑲玳瑁雕象牙盒 1 個

髹漆書寫盒 1 個 象牙雕花船 1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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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手套盒 1 個 雕象牙針線盒 1 個

髹漆針線盒 7 個 鑲玳瑁雕象牙盒，內含惠斯特牌籌碼 1 個

髹漆棋牌盒 4 個 鑲玳瑁雕象牙手套盒 2 個

髹漆接卡箱 2 個 雕象牙手套盒，鑲玳瑁、螺鈿、寶石 1 個

髹漆首飾盒 5 個 鑲玳瑁雕象牙首飾盒 1 個

髹漆文具盒 3 個 銅質寶塔 1 座

資料來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圖 4.　廣州街景照，約 1907 年前。（圖片來源：Frederic	
Courtland	Penfield.	Wanderings	East	of	 Suez	 in	Ceylon,	
India,	China	and	 Japan .	 George	Bell	 and	Sons;	Century	
co.,	1907,	p.	293.	Public	domain,	via	 Internet	Archive	Book	
Images	<flic.kr/p/ouE1Ao>.）

3. MouChong Gouqua（茂昌郭官，音譯）

1844 年， 奧 斯 蒙 德· 蒂 法 尼 曾 光 顧
MouChong Gouqua 的 店 鋪，他 對 店 裡 的 一

副象牙雕西洋棋讚不絕口：

在美國需要二三十美元才能買到的一

副棋，在中國可能只要 8到 10美元。由
此可知，MouChong Gouqua這副要價
為 150美元的棋子，其品質是多麼傑出。
這些人像一般為紅白兩色，穿着中國古代

服飾，一方擺出進攻姿勢，一方擺出防守

姿勢。最大的棋有一英尺高，每一顆都雕

刻得極為精美；他們的臉上甚至流露出兇

狠和驚訝的表情。Old MouChong對之
感到非常得意，曾希望以 120美元的價
格出售，但沒有成功。41

在 一 幅 拍 攝 於 1907 年 以 前 的 廣 州 街 景 照
中（圖 4），畫 面 的 右 側 可 見“茂 昌 象 牙 店”
的招牌。1948 年的《廣州大觀》介紹了當時廣
州 的 九 家 象 牙 店，其 中 一 家 有 兩 百 餘 年 歷 史 的
“茂 昌 象 牙 老 號”，製 造 並 出 售 各 類 中 外 象 牙
貨 品，地 址 在“廣 州 大 新 路 二 三 二 號”。42 根
據《廣州市象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冊》可知，
1947 年的茂昌象牙店店主是 75 歲的南海人何
夢如，43 不知二者是否為同一家店鋪。

4. Lee Ching（利昇）

咸 豐、同 治、光 緒 三 朝 最 著 名 的 牙 匠 是
Lee Ching。Lee Ching 活躍於十九世紀四十
至 九 十 年 代，先 後 經 營 七 家 店 鋪，其 中 四 家 在
廣 州，分 別 位 於 靖 遠 街 30 號、西 興 街、東 街
和河南的會所街；兩家位於香港皇后大道 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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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0 號。44 此外，他曾在 1878 年的《上海女
性指南》（Ladies'  Directory or Red Book 
for Shanghai）中刊登象牙工藝品和金銀製品
廣告，45 店鋪地址位於上海南京路。1888 年 7
月 2 日 的《字 林 西 報》（The North-China 
Dai ly News）報導稱：

利昇正在其南京路的店鋪中展示由

市政府送給志願者的紀念杯……這是長

期以來我們見到的最優秀的廣式銀器之

一。46

可見，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Lee Ching
製作的廣式銀器在上海仍小有名氣。

Lee Ching 十分擅長象牙雕刻和漆器製作。
1876 年的 費 城 博 覽 會 上，Lee Ching 展 出 了
包括 21 層象牙球、象牙相架、象牙首飾盒在內
的 牙 雕 工 藝 品，以 及 屏 風、縫 紉 桌、陳 列 櫃 等
髹漆家具和三對黃金首飾（均配有象牙盒）。47

後 兩 種 展 品 均 有 獲 獎，評 委 會 認 為“其 家 具 製
作 精 良、設 計 上 乘”，48“與 鳥 喙 雕 刻 相 結 合
的金累絲首飾相當精美，象牙雕刻作品亦值得讚
嘆”。49 1878 年的巴黎博覽會中，Lee Ching

選 送 了 象 牙 器、漆 器 以 及 銀 器 等 多 種 產 品 參
展，50 其 中 象 牙 器 和 扇 子 均 獲 得 銅 獎，蝴 蝶 標
本則榮獲優秀獎。51 Lee Ching 還擅長核雕，
他曾在一個果核上雕刻出超過 15 隻動物。52

5. Hang Sing（恆成，音譯）

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藏有一款 1850 至 1875 年
間 製 作 的 象 牙 籃 子，出 自 牙 匠 Hang Sing 之
手。據 包 裝 盒 內 的 紅 色 英 文 標 籤 可 知，Hang 
Sing 的店鋪位於同文街 1 號。

6. Leen Shing（連盛，音譯）

牙 匠 Leen Shing 同 樣 參 加 了 1876 年 的
費城博覽會和 1878 年的巴黎博覽會。從 1876
年 費 城 博 覽 會 的 展 品（表 二）可 知，Leen 
Shing 也掌握了象牙雕刻和製作金銀器、漆器
等 多 種 技 藝，其 送 展 的 漆 扇 和 象 牙 扇 憑 藉“一
流 的 工 藝、一 流 的 品 味 和 一 流 的 原 創 性”而 得
獎。53 1878 年，Leen Shing 在 巴 黎 展 出 的
陳 列 櫃、扇 子、黑 木 屏 風 及 泥 塑 人 偶 亦 有 獲
獎。54

表二.　Leen Shing在1876年費城博覽會的展品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棋桌，帶棋子 1 張 髹漆縫紉盒 3 個

髹漆圓桌 1 張 髹漆手套盒 7 個

髹漆棋牌桌 1 張 檀香木盒 1 個

髹漆縫紉桌 1 張 檀香木陳列櫃 2 個

髹漆茶几 2 套（每套 4 個） 髹漆陳列櫃（附縫紉盒） 4 個

髹漆屏風 1 件 象牙首飾盒 2 個

黑木屏風 1 件 象牙花瓶 2 個

黑木四屏風 1 件 鑲雕象牙金手鐲 1 對

小型滿大人椅子 2 張 鑲雕象牙金胸針 1 隻

髹漆棋盤 6 張 鑲雕象牙金耳環 1 對

檀香木棋盤 1 張 漆扇 2 把

髹漆茶葉盒 68 個 雕牙扇 3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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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un Quan Kee（陳晴記）

在 1878 年 和 1900 年 巴 黎 博 覽 會，以 及
1902 年河內博覽會的中國展品目錄中，都能看
見 廣 州 牙 匠 Chun Quan Kee 的 名 字。根 據
粵海關的文件記載，Chun Quan Kee 的中文
名 為“陳 晴 記”。55 陳 晴 記 在 三 次 博 覽 會 中 的
參 展 物 品 均 以 象 牙 雕 刻 為 主。他 於 1878 年 巴
黎 博 覽 會 展 出 的 扇 子、象 牙 器、刺 繡 品 及 珠 寶
首飾均有獲獎。56 在 1902 年的河內博覽會上，
陳晴記展出了 18 種、共 77 件（套）的象牙雕
刻，57 並獲得金獎。58

8. Chun Kwan Kee（陳錕記）

1894 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的薛福
成 上 奏 提 及 廣 東 陳 錕 記 辦“粵 省 牙 雕、玩 物、
桌椅”參加比利時安法爾斯博覽會。59 1905 年
3 月 24 日的《申報》稱：

向來粵商赴外國賽會者無新發明之工

藝。所陳貨物，茶絲大宗亦不在內，不過

酸枝、顧繡、象牙、花蓆及一切玩器雜

貨，故從未得有頭等獎賞。雖陳錕記和生

華昌等家間以賽會獲利，亦屬幸事。現各

商鑑於去年美國賽會之折閱，而比國銷流

貨物視美較難，故多不願前往云。60

報 導 中 的“去 年 美 國 賽 會”是 指 1904 年 美 國
聖 路 易 斯 博 覽 會。翻 閱 此 次 博 覽 會 的 中 國 展 品
目 錄，其 中 與“陳 錕 記”發 音 相 似 且 來 自 廣 東
的展商只有“Chun Kwan Kee”，其展出的
象牙雕刻品獲得了金獎，61 與《申報》的報導內
容相符。故筆者推斷，Chun Kwan Kee 極可
能是陳錕記的音譯。

陳 錕 記 店 址 在 西 興 街，以 經 營 洋 裝 象 牙 器
為 主，店 主 為 陳 容 舒 和 程 煒 堂。62 1904 年 美
國 聖 路 易 斯 博 覽 會 中，陳 錕 記 展 出 兩 百 多 件 象
牙 器，其 中 包 括 了 整 枝 象 牙 雕、象 牙 同 心 球，
以 及 大 量 的 牙 雕 相 架、象 牙 梳 等。此 外，陳 錕
記 也 選 取 了 一 些 木 雕 和 漆 器，如 雕 黑 木 屏 風、
髹漆描金茶几等，參與博覽會。63

9. Tak Shang（德生）

參 加 1900 年 巴 黎 博 覽 會、1902 年 河 內
博 覽 會 和 1904 年 聖 路 易 斯 博 覽 會 的 牙 匠，還
有 Tak Shang。根 據 粵 海 關 文 件 記 載，Tak 
Shang 的中文名為“德生”，64 其展品以銀器
為 主，象 牙 製 品 較 少，主 要 為 象 牙 梳、象 牙 手
套撐具、象牙相架等實用器。65

10. 惠安、聯盛和李勝

1910 年 的 南 洋 勸 業 會 上，廣 州 牙 匠 惠 安
（惠 陽）、聯 盛（聯 興）和 李 勝 的 牙 雕 作 品 均
榮獲一等獎。66 其中，惠安的雕鏤 24 層牙球得
到 了 參 觀 者 一 致 的 讚 賞。曾 經 有 人 在 遊 記 中 讚
道：

（廣東館）雕刻部中有數牙骨空花圓

球，最大者徑約三寸，凡二十四層，層層

相包，轉動自如，花紋各異。67

此 外，還 有 報 刊 謂 其“極 鐵 筆 之 能 事”。 68 聯
盛真名為吳玉雲，69 他得獎的作品為雕鏤牙球、
牙 船。李 勝 是 廣 州 工 藝 學 堂 的 教 習，其 牙 雕 技
藝 必 是 高 人 一 籌，遺 憾 的 是，《南 洋 勸 業 會
審 查 得 獎 名 冊》並 未 登 記 其 展 出 的 雕 鏤 牙 器 種
類。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盒子 30 個 雕象牙羽扇 11 把

髹漆棋牌盒 5 個 絲織手持面罩（象牙柄） 12 個

資料來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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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廣州口岸牙匠一覽表

姓名 活躍時間 經營範圍 店鋪地址
Ty Shing
（泰盛，音譯） 十九世紀初 象牙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Hu Chong
（胡昌，音譯） 1800—1825 象牙、玳瑁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Lun Shing
（麟盛，音譯）

1820—1830 象牙雕刻 同文街

Chong Shing
（昌盛，音譯）

1821—1850
象 牙、玳 瑁、珍 珠 母 雕 刻；
絲綢經銷

同文街 5 號

Ho A Ching
（浩昇∕何亞靜，音譯）

1823—1895
象 牙、玳 瑁、檀 香 木 雕 刻；
金銀器製作；經銷漆器

靖遠街 10 號、河南會所街

Ho Shing
（何盛，音譯）

1830—1840 象牙雕刻 同文街或靖遠街

Wo Shing
（和盛，音譯）

1830—1850 象牙雕刻 香港、廣州，具體不詳

Luen Chun
（聯珍，音譯）

1830—1850
象 牙、玳 瑁、珍 珠 母、檀 香
木雕刻

同文街 6 號

Vo Long
（和隆，音譯）

1830—1850
象 牙、玳 瑁、珍 珠 母、檀 香
木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Yut Shing
（粵盛，音譯）

1840—1910
象 牙、玳 瑁、貝 殼 雕 刻；漆
器、燈籠製作

廣州，具體不詳

MouChong Gouqua
（茂昌郭官，音譯）

1840—？ 象牙雕刻 同文街或靖遠街

Lee Ching
（利昇）

1846—1890
象 牙、果 核 雕 刻；金 銀 器、
漆器製作

廣州：靖遠街 30 號、西興街、
東街、河南會所街；
香港：皇后大道 24A、30；
上海：南京路

Hang Sing
（恆成，音譯）

1850—1875 象牙雕刻 同文街 1 號

Leen Shing
（連盛，音譯）

1870—1910 象牙雕刻；漆器製作 廣州，具體不詳

Chun Quan Kee
（陳晴記）

1870—1910 象牙雕刻；漆器製作 廣州，具體不詳

Chun Kwan Kee
（陳錕記）

1890—1910 象牙雕刻；漆器製作 西興街

Tak Shang
（德生）

1900—？ 象牙雕刻；銀器製作 廣州，具體不詳

惠安 1910—？ 象牙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聯盛 1910—？ 象牙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李勝 1910—？ 象牙雕刻 無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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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牙匠的店鋪地點及其變化

鴉 片 戰 爭 以 前，來 華 洋 人 不 能 隨 意 離 開
十 三 行 商 館 區，每 月 只 能 到 花 地 遊 玩 三 次，70

且有人數限制。夷館附近的同文街和靖遠街（外
國 人 稱 為 新、舊 中 國 街）成 為 洋 人 消 磨 時 間 和
購買物品最常光顧的地方（圖 5、圖 6）。同文
街 和 靖 遠 街 店 鋪 林 立，“匯 集 了 漆 器 商 人、牙
雕 工 匠、車 工、銀 匠，以 及 一 大 批 藝 術 家 和 水
彩畫家”。71 從表三可知，在 1860 年以前，廣
州牙匠多將店鋪開設在同文街或靖遠街。

鴉 片 戰 爭 後，中 國 沿 海 港 口 陸 續 開 埠，上

海 和 香 港 在 中 外 貿 易 中 的 重 要 性 逐 漸 超 過 廣
州，成 為 西 方 人 新 的 聚 居 地。72 在 這 一 新 形 勢
下，廣 州 口 岸 的 牙 匠 也 開 始 在 香 港 和 上 海 開 設
分店，積極開拓新的銷售市場。如 Wo Shing
的 商 標 上 就 標 註 有 省 港 兩 個 地 址，又 如 在 廣 州
擁 有 四 家 店 鋪 的 Lee Ching，先 在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開 設 兩 家 分 店，後 又 在 上 海 最 繁 華 的 商 業
街——南京路開設分店。

隨 着 外 國 人 在 廣 州 口 岸 活 動 區 域 的 擴 大，
特別是 1856 年“火燒十三行”事件後，原本集
中 在 同 文 街 和 靖 遠 街 的 象 牙 店 鋪 開 始 向 廣 州 城
內外多地擴展。十九世紀後半葉，象牙店鋪主要

圖 5.　同文街街景，約 1801 至 1850 年。（圖片來源：Chinese	artist.	Drawings	 in	and	around	Canton,	no.	2,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rawings_in_and_around_Canton,_no.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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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在 西 興 街、大 新 街 及 其 鄰 近 街 巷，也 有 店
鋪 零 星 散 佈 在 東 街 和 河 南 會 所 街。根 據 嘉 約 翰
（John Glasgow Kerr）的《廣州指南》記載：

西興街在沙基大街後面與之平行的街

道。內有大量的漆器店、絲綢店、刺繡

店、銀器店和象牙店……全部都做外國人

生意。73

此外，利昇和陳錕記都有一家店鋪開在西興街。

1856 年“火 燒 十 三 行”至 1956 年 完 成
私 營 企 業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的 100 年 間，大 新 街
及 其 附 近 的 街 巷 一 直 是 廣 州 象 牙 店 鋪 的 聚 集

圖 6.　靖遠街街景，約 1801 至 1850 年。（圖片來源：Chinese	artist.	Drawings	 in	and	around	Canton,	no.	1,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rawings_in_and_around_Canton,_no._1.jpg>.）

地，廣 州 牙 雕 行 業 的 集 會 場 所——象 牙 會 館 就
設 在 大 新 街 附 近 的 小 新 街。格 雷（John H.  
Gray）稱：“大新街元錫巷及鄰近的街道都被
雕 刻 象 牙 和 檀 香 木 的 工 匠 佔 據。” 74 嘉 約 翰 也
在書中記載：

象牙器正是在大新街許許多多的店鋪

中生產製作的……大量的象牙、玳瑁、骨

角雕刻活動在玉子巷中進行。75

此外，1947 年《廣州市象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名冊》登記的 44 家象牙店鋪，均分佈在大新街
內。可見，晚清以來廣州的象牙店鋪逐漸向大新
街聚集，最晚在清末象牙會館設立之時，大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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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鄰近街道已成為了遠近聞名的“象牙街”。

十 九 世 紀 中 葉，東 街 以 及 河 南 的 會 所 街 中
也零星出現了一些象牙店鋪。1873 年的《維也
納 博 覽 會 中 國 展 品 目 錄》明 確 註 明 了 中 國 的 象
牙器生產地在廣州城內以及河南地區，76 Ho A 
Ching 和 Lee Ching 都 曾 在 商 標 上 備 註 其 位
於河南會所街的店鋪地址，Lee Ching 還有一
家分店開設在廣州城內的東街。

廣 州 象 牙 店 鋪 地 址 的 變 更 反 映 出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期，隨 着 政 治 形 勢 的 變 化，整 個 中 國 包 括
廣 州 城 都 逐 漸 向 外 國 人 開 放，同 時 廣 州 口 岸 的
地位隨着香港、上海的開埠而日漸下降。

結語

通 過 本 文 的 初 步 整 理，可 大 致 勾 勒 出 清 末
廣 州 口 岸 牙 匠 群 體 的 獨 特 歷 史 面 貌。口 岸 牙 匠
雖 然 社 會 地 位 低 下，卻 具 有 極 強 的 適 應 性，他
們 因 應 廣 州 口 岸 的 政 治、經 濟 環 境 的 變 化，不
斷 調 整 自 己 的 經 營 內 容 和 銷 售 手 段。譬 如，為
迎 合 來 華 洋 人 的 購 物 偏 好，廣 州 口 岸 牙 匠 除 了
雕 刻 象 牙 外，還 從 事 檀 香、玳 瑁、珠 母 等 不 同
材 質 的 雕 刻 工 作，並 涉 獵 金 銀 飾 品 等 行 當，以
廣 開 銷 路。在 廣 州 一 口 通 商 時 期，牙 匠 們 普 遍
將 店 鋪 開 在 十 三 行 附 近 的 同 文 街 和 靖 遠 街，店
內 懸 掛 英 文 招 牌，以 招 攬 西 方 商 客。鴉 片 戰 爭
後，廣 州 口 岸 地 位 一 落 千 丈，部 分 有 財 力 的 牙
匠 將 店 鋪 遷 到 香 港 和 上 海 最 繁 華 的 商 業 街，或
在 兩 地 開 設 分 店。尤 其 令 人 矚 目 的 是，在 廣 開
洋務的十九世紀後半葉，廣州牙匠也不甘示弱，
主 動 地 參 與 到 世 界 博 覽 會 的 浪 潮 之 中，直 面 西
方工業文明帶來的衝擊和挑戰。

蔡鴻 生曾指出：歷 史研究要以 人為本，中外
關 係 史 研 究 要 防 止“見 物 不見 人”。77 一 部 廣 州
貿 易史，便 是由參與 貿 易的 形形 色色 的人——商
人、通事、買辦、引水人等，共同構成的。本文所
探 討 的 廣 州 口 岸 牙 匠，也 是 口 岸 貿 易 的 積 極 參
與 者，他 們 在 中 西 經 濟 和 文 化 交 流 中 曾 發 揮 過
積極的作用，值得研究者投以更多的關注。

附：本 文 是 廣 州 市 哲 學 社 科 規 劃 2021 年 度 課

題“廣 州 與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研 究：以 香 藥 的 交 流 史 為

中心”（項目編號：2021GZDD01）階段性成果；

2020 年度廣東省哲學社科規劃嶺南文化項目“宋元

以來嶺南水域社會與文化結構的過程研究”（項目編

號：GD20LN16）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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