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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陵君印” 玉印 

中华收藏网 www.sc001.com.cn 2006年09月13日 

[打印] [关闭]

  “安陵君印”玉印，明，印面2.1×2.1cm，通高1.55cm。清宫旧藏。  

  此印青玉质地，兽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上起顺读“安陵君印”四字。印钮兽大头，巨口，盘卧，神态

威慑。印材黄斑片片，与土沁不同，如变色飞云。  

  此为明代托名琢制之印。印文中的“安陵君”伪托战国封君玺印。战国时期封“安陵”君者有两人，一为楚国封

君，名“坛”，《战国策·楚策一》记楚宣王时封，《说苑·权谋篇》记楚共王时封，作安陵缠；一为魏国封君，未

名，封地仅五十里，《说苑·奉使篇》记作鄢陵君，《史记·魏世家》记作安陵氏。  

  今天，能见到的明末清初印章作品的印拓大大多于实物，清中期以后印章的实物遗存数量则很大。从文物收藏与

欣赏的角度看，明代及清初的玉印精品实物即使并非凤毛麟角，亦属罕见之物，这批明代托名琢制之印还是仰仗了皇

家的收藏之力。它们的琢制工艺精湛，流光溢彩，具有明清特有的玉印风貌，纹章焕然，合以有关印文的历史知识，

无论收藏还是鉴赏，都确是一种令人陶然的文化享受。 
来源：中国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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