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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古陶瓷品味

乾隆特展

乾
隆
皇
帝
的
古
陶
瓷
品
味

余
佩
瑾

家
喻
戶
曉
的
乾
隆
皇
帝
生
於
一
七
一 

一
年
，
卒
於
一
七
九
九
年
，
在
位
六
十
年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
，
退
位
之
後

又
當
了
三
年
的
太
上
皇
帝
，
是
長
壽
且
在

位
時
間
極
長
的
皇
帝
，
因
此
有
十
八
世
紀

皇
帝
的
稱
號
。
在
位
時
，
曾
經
親
自
考
訂

文
物
，
投
入
大
筆
人
力
、
物
力
，
建
置
清

世
。
這
個
數
量
除
以
他
在
位
的
時
間
，
可

得
出
平
均
一
天
至
少
要
完
成
一
至
兩
首
的

結
論
。
在
包
羅
萬
象
的
題
材
中
，
存
在
近

兩
百
首
歌
詠
陶
瓷
的
御
製
詩
。
而
且
將
詩

刻
在
瓷
器
上
，
需
要
經
過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批
核
的
流
程
，
因
此
可
以
將
御
製
詩
看
成

是
一
種
御
覽
鑑
賞
記
號
，
透
過
對
其
內
容

的
梳
理
，
也
能
夠
從
中
了
解
乾
隆
皇
帝
對

文
物
的
想
法
。

﹁
得
佳
趣—

乾
隆
皇
帝
的
陶
瓷
品
味
﹂
特
展
，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繼
二○

○

二
年
﹁
乾
隆
皇
帝

的
文
化
大
業
﹂
之
後
，
所
推
出
同
樣
以
﹁
乾
隆
皇
帝
﹂
作
為
視
角
，
以
探
討
帝
王
推
廣
文
化
藝
術

所
具
有
的
積
極
意
義
的
展
覽
。
但
不
同
於
前
次
﹁
文
化
大
業
﹂
同
時
涵
蓋
器
物
、
書
畫
、
文
獻
各

類
質
材
文
物
，
豐
富
多
元
的
規
模
，
此
一
展
覽
僅
單
純
地
以
陶
瓷
一
項
作
為
展
出
素
材
，
想
要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賦
予
文
物
的
御
覽
、
鑑
賞
標
記
，
追
溯
他
鑑
賞
陶
瓷
的
觀
點
，
以
及
透
過
陶
瓷
形
塑

而
出
的
帝
王
形
象
。

宮
典
藏
；
所
以
也
有
人
把
他
看
成
是
首
席

博
物
館
館
員
。
特
別
是
分
別
收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和
瀋
陽

故
宮
、
熱
河
行
宮
，
與
南
京
博
物
院
中
的

傳
世
藏
品
，
因
多
數
皆
可
追
溯
出
乾
隆
皇

帝
經
手
典
藏
的
痕
跡
，
而
明
顯
地
反
映
出

他
御
覽
、
鑑
賞
文
物
的
經
過
。

但
是
究
竟
有
無
明
顯
的
證
據
，
得
以

呈
現
出
乾
隆
皇
帝
御
覽
、
鑑
賞
文
物
的
經

過
呢
？
由
於
乾
隆
皇
帝
另
外
擁
有
一
項
與

眾
不
同
的
嗜
好
，
他
堪
稱
是
歷
史
上
最
喜

歡
作
詩
的
皇
帝
，
一
生
留
下
來
的
詩
作
，

依
據
不
同
專
家
的
統
計
，
總
共
有
四
萬
多

首
署
名
為
乾
隆
皇
帝
所
作
的
御
製
詩
傳

另
外
，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典

藏
中
，
也
存
在
四
本
陶
瓷
圖
冊
。
因
繪

製
背
景
同
樣
包
含
有
皇
帝
降
旨
要
求
的
程

序
，
故
也
能
將
之
當
作
是
御
覽
鑑
賞
的
表

態
，
而
說
明
乾
隆
皇
帝
鑑
賞
畫
中
瓷
器
的

過
程
。
整
個
展
覽
正
是
藉
由
這
兩
類
不
同

的
御
覽
鑑
賞
印
記
，
呈
現
乾
隆
皇
帝
收
藏

的
陶
瓷
，
以
及
以
此
為
媒
介
表
達
而
出
的

想
法
。
同
時
，
為
了
能
夠
清
楚
地
展
示
兩

種
不
同
的
鑑
賞
角
度
，
整
個
展
覽
並
且
依

照
乾
隆
皇
帝
御
覽
之
際
所
規
範
整
理
的
兩

種
不
同
收
藏
方
式
，
將
展
覽
分
成
兩
個
單

元
。
第
一
單
元
﹁
以
詩
為
記
﹂
，
主
要
展

出
本
院
所
藏
刻
詩
陶
瓷
。
第
二
單
元
﹁
再

現
品
味
﹂
，
展
出
陶
瓷
圖
冊
中
所
畫
的
瓷

器
。

﹁
以
詩
為
記
﹂
單
元
主
要
呈
現
御
製

詩
中
所
見
乾
隆
皇
帝
對
陶
瓷
表
象
特
徵
的

鑑
賞
，
官
窯
軌
跡
的
追
尋
，
和
因
應
加
強

宣
揚
個
人
形
象
所
建
構
的
陶
於
河
濱
的
典

範
。

陶
瓷
表
象
特
徵
的
鑑
賞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對
陶
瓷
器
皮
殼
的
鑑

賞
，
得
以
了
解
他
吟
詠
陶
瓷
所
作
的
御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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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
確
實
不
是
隨
性
而
作
，
而
是
上
手
觀

看
把
玩
之
後
，
再
予
以
歌
詠
。
因
此
，
在

御
製
詩
中
，
可
以
發
現
乾
隆
皇
帝
特
別
在

意
出
土
陶
瓷
的
皮
殼
特
徵
，
他
以
﹁
入
土

出
土
幾
千
春
，
斕
斑
青
綠
周
身
皴
﹂
，
表

達
對
一
件
東
漢
綠
釉
陶
鍾
的
觀
感
。
︵
圖

一
︶
至
於
一
件
底
刻
﹁
唐
﹂
字
銘
，
而
頸

部
刻
﹁
貞
觀
元
年
﹂
紀
年
款
識
的
陶
瓶
，

︵
圖
二
︶
也
在
詩
住
中
，
以
﹁
想
於
土
中

曾
近
銅
器
，
故
受
青
綠
色
﹂
，
推
測
陶
瓶

器
表
微
泛
綠
色
的
質
地
，
可
能
和
埋
藏
狀

況
有
關
，
以
表
現
出
詳
細
觀
察
的
經
過
。

事
實
上
，
乾
隆
皇
帝
最
在
意
陶
瓷

器
的
形
與
釉
是
否
端
整
、
完
好
，
他
像
老

學
究
一
樣
，
引
用
︽
周
禮
．
考
工
記
︾
中

對
於
形
不
正
叫
做
髻
墾
，
和
釉
不
純
稱
為

暴
薜
，
在
一
件
北
宋
汝
窯
青
瓷
盤
上
刻
出

﹁
暴
薜
寧
須
議
，
完
全
已
足
奇
﹂
，
︵
圖

三
︶
並
在
詩
注
中
說
明
﹁
暴
薜
寧
須
議
﹂

的
意
思
是
指 

：
﹁
物
以
少
為
貴
，
舊
瓷
雖

微
有
薜
暴
，
亦
入
珍
玩
。
若
新
瓷
則
以
為

腳
貨
矣
。
﹂
，
也
就
是
說
因
為
汝
窯
是
古

董
，
在
可
遇
不
可
求
的
情
況
下
，
即
使
釉

稍
微
有
缺
陷
，
也
是
值
得
珍
藏
的
上
等
珍

品
。
但
如
果
是
當
朝
製
品
，
凡
釉
出
現
缺

陷
時
，
那
麼
絕
對
只
能
是
次
級
品
，
且
自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
以
後
，
在
他
嚴

峻
的
規
範
下
，
不
僅
不
准
送
進
清
宮
，
而

且
一
律
必
須
就
地
變
賣
。

同
樣
對
於
器
形
，
乾
隆
皇
帝
也
自
創

一
套
鑑
賞
法
則
，
當
他
看
見
一
件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陳
設
於
櫥
架
上
的
南
宋
官
窯
青
瓷

方
爐
，
除
了
產
生
重
新
發
現
寶
貝
般
的
驚

喜
之
外
，
也
透
過
對
方
爐
的
鑑
賞
，
表
達

出
：
﹁
陶
器
如
立
身
，
圓
易
方
難
為
﹂
，

一
份
屬
於
皇
帝
的
識
人
哲
學
。
所
謂
﹁
圓

易
方
難
為
﹂
的
意
思
，
透
過
另
一
首
︿
詠

官
窯
方
瓶
﹀
詩
注
的
說
明
，
得
以
了
解

乾
隆
皇
帝
因
從
明
人
王
世
懋
的
︽
窺
天
外

乘
︾
中
，
認
識
到
製
陶
過
程
中
存
在
方
器

難
於
成
形
，
而
圓
器
容
易
製
作
的
差
異
，

故
將
之
轉
喻
至
待
人
處
世
之
道
，
而
將
漢

朝
﹁
折
檻
﹂
故
事
中
，
位
高
權
重
的
張

禹
比
擬
成
圓
融
人
物
的
代
表
，
折
斷
宮
廷

欄
杆
的
朱
雲
看
成
是
剛
正
不
阿
的
象
徵
。

所
以
刻
在
南
宋
官
窯
青
瓷
方
爐
器
底
的
詩

中
，
方
見
有
﹁
張
禹
圓
融
流
，
朱
雲
方
正

持
。
以
此
品
其
第
，
高
下
原
堪
知
﹂
的
鑑

賞
觀
。
︵
圖
四
︶

總
之
，
無
論
皮
殼
特
徵
，
形
與
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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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至
燒
造
留
下
的
支
燒
痕
，
或
前
朝
鐫
刻

在
器
底
的
﹁
甲
、
乙
、
丙
﹂
字
記
號
。
乾

隆
皇
帝
鑑
賞
之
際
，
正
如
同
他
同
時
鐫
刻

在
台
北
和
北
京
故
宮
收
藏
的
北
宋
汝
窯
青

瓷
洗
上
的
御
製
詩
所
言
，
透
過
﹁
古
丙
科

為
今
甲
第
﹂
，
︵
圖
五
︶
說
明
﹁
甲
、

乙
、
丙
﹂
字
記
號
，
代
表
一
、
二
、
三

等
，
而
古
人
認
為
是
三
等
的
作
品
，
在
他

以
古
為
貴
的
觀
點
下
，
卻
是
如
同
晨
星
般

珍
貴
，
足
以
列
為
一
等
的
佳
作
。 

官
窯
軌
跡
的
追
尋

傳
世
所
見
刻
有
御
製
詩
的
瓷
器
，
因

詩
末
紀
年
款
識
多
半
出
現
於
乾
隆
三
十
五

︵
一
七
七○

︶
年
以
後
，
而
且
對
照
︽
活

計
檔
︾
記
事
，
此
一
段
時
間
正
是
乾
隆
皇

帝
大
舉
整
頓
清
宮
、
重
建
典
藏
的
時
段
。

另
一
方
面
，
陳
設
檔
記
錄
也
透
露
凡
經
他

重
整
過
的
典
藏
，
︵
註
一
︶

經
常
可
見
包
含

有
刻
詩
陶
瓷
在
內
，
而
能
夠
反
過
來
印
證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刻
詩
，
其
實
與
他
重
建
清

宮
典
藏
密
切
相
關
。
︵
註
二
︶

另
一
方
面
，

因
進
行
之
際
，
也
非
整
批
送
交
，
而
是
逐

件
決
定
的
方
式
，
亦
間
接
反
映
出
隱
約
存

在
其
中
的
加
以
選
擇
的
意
向
。
那
麼
，

乾
隆
皇
帝
選
澤
的
標
準
是
什
麼
？
從
御

製
詩
、
詩
注
，
和
陶
瓷
圖
冊
明
示
而
出
的

書
名
，
而
得
知
他
古
陶
瓷
知
識
的
取
得
，

多
半
受
惠
於
宋
元
明
朝
鑑
賞
書
籍
，
其
中

又
以
明
人
高
濂
︽
遵
生
八
牋
︾
最
常
被
引

用
，
而
可
從
中
推
測
乾
隆
皇
帝
對
刻
詩
瓷

器
的
選
擇
，
很
可
能
也
深
受
高
濂
：
﹁
論

窯
器
，
必
曰
柴
、
汝
、
官
、
哥
﹂
的
觀
點

所
影
響
。 

但
是
，
乾
隆
皇
帝
倒
底
有
沒
有
能
力

掌
握
他
降
旨
刻
題
的
瓷
器
？
謝
明
良
教
授

依
據
乾
隆
皇
帝
御
製
詩
中
所
呈
現
出
來
對

於
不
同
窯
口
的
識
別
與
鑑
賞
觀
，
而
提
出

他
其
實
已
能
辨
識
汝
窯
，
同
時
對
於
南
宋

官
窯
，
也
自
行
研
發
出
一
套
鑑
識
法
則
。

並
且
因
將
開
片
裂
紋
視
為
具
有
﹁
烈
士
﹂

以
及
刻
在
該
類
作
品
上
的
御
製
詩
，
又
儘

可
能
地
環
繞
著
與
﹁
官
窯
﹂
相
關
的
發
展

軌
跡
來
論
述
，
故
以
為
透
過
御
製
詩
的
梳

理
，
得
以
了
解
他
不
遺
餘
力
探
索
官
窯
軌

跡
的
目
的
。
這
正
是
這
個
展
覽
在
前
輩
專

家
的
研
究
基
礎
之
上
，
另
外
想
要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上
溯
的
官
窯
軌
跡
，
一
探
他
心
目

中
的
理
想
官
窯
典
範
。

那
麼
，
什
麼
樣
的
瓷
器
才
是
乾
隆
皇

帝
心
目
中
的
理
想
官
窯
典
範
？
以
北
宋
汝

窯
青
瓷
洗
為
例
︵
圖
六
︶
，
可
發
現
刻
在

的
象
徵
，
遂
在
御
製
詩
中
表
達
出
對
哥
窯

葵
花
口
碗
盤
的
喜
愛
。
至
於
對
鈞
窯
的

鑑
識
，
則
存
在
著
鈞
汝
不
分
的
狀
況
。
總

之
，
謝
明
良
教
授
衡
量
乾
隆
皇
帝
所
處
時

代
對
於
陶
瓷
史
知
識
取
得
的
限
制
，
給
予

乾
隆
皇
帝
一
個
相
當
正
面
的
評
價
。
︵
註

三
︶

除
此
之
外
，
本
展
覽
於
策
展
過
程

中
，
因
觀
察
到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刻
詩
，

對
於
瓷
器
窯
口
的
選
擇
，
多
半
以
北
宋
汝

窯
、
南
宋
官
窯
和
南
宋
官
窯
類
型
為
主
，

這
件
作
品
上
的
御
製
詩
，
詩
名
作
︿
詠
官

窯
盤
子
﹀
，
詩
文
的
內
容
為
：
﹁
祇
以
光

芒
嫌
定
州
，
官
窯
祕
器
作
珍
留
。
獨
緣
世

遠
稱
稀
見
，
髻
墾
仍
多
入
市
求
。
﹂
，
事

實
上
詩
中
﹁
祇
以
光
芒
嫌
定
州
﹂
一
句
，

乃
取
自
宋
人
陸
游
︽
老
學
庵
筆
記
︾
和
明

人
田
藝
衡
︽
留
青
日
札
︾
中
對
汝
窯
的
記

載
。
從
中
顯
示
出
乾
隆
皇
帝
筆
下
的
﹁
官

窯
﹂
，
正
是
指
汝
窯
。
而
進
一
步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追
溯
官
窯
軌
跡
的
過
程
中
，
不

僅
以
﹁
宋
瓷
方
是
瓷
﹂
讚
揚
汝
窯
，
同
時

圖五　北宋　汝窯　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北宋　汝窯　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北宋　汝窯　青瓷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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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將
北
宋
汝
窯
視
為
是
北
宋
官
窯
。

然
而
，
被
史
家
譏
評
為
﹁
玩
物
喪

志
﹂
的
北
宋
徽
宗
，
對
於
同
樣
具
有
帝

王
身
分
又
愛
好
文
物
藝
術
的
乾
隆
皇
帝
而

言
，
無
疑
是
一
個
足
資
警
惕
的
前
車
之

鑑
。
︵
註
四
︶

因
此
，
既
要
歌
頌
汝
窯
，

又
不
要
形
塑
出
和
宋
徽
宗
劃
上
等
號
的
形

象
，
乾
隆
皇
帝
遂
提
出
戒
﹁
玩
物
喪
志
﹂

作
為
口
號
，
在
代
表
徽
宗
朝
精
緻
宮
廷
用

瓷
的
北
宋
汝
窯
瓷
器
上
鐫
刻
﹁
玩
物
敢
忘

太
保
言
﹂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
北

宋
汝
窯
碗
︶
和
﹁
玩
當
喪
志
戒
惟
茲
﹂

︵
圖
七
︶
。
不
僅
如
此
，
他
也
降
旨
在
南

宋
官
窯
瓷
器
上
刻
﹁
器
存
因
論
世
，
物
玩

莫
忘
箴
﹂
︵
圖
八
︶
。
由
此
可
見
，
乾
隆

皇
帝
想
要
透
過
詩
與
瓷
器
窯
口
的
連
結
，

表
達
出
他
以
宋
徽
宗
為
借
鏡
，
對
南
北
宋

政
權
的
嬗
遞
也
加
以
省
思
的
想
法
。 

河
濱
遺
範

儘
管
如
此
，
立
志
擔
任
聖
人
君
主
的

乾
隆
皇
帝
為
了
積
極
表
現
他
與
北
宋
徽
宗

絕
對
不
同
。
因
此
在
御
製
詩
中
，
又
另
外

提
出
大
舜
以
作
為
遵
循
效
法
典
範
。
舜
做

陶
於
河
濱
的
故
事
，
出
自
︽
史
記
︾
五
帝

本
紀
中
有
關
﹁
舜
陶
河
濱
，
河
濱
器
皆
不

苦
寙
﹂
記
載
。
此
一
故
事
傳
承
至
後
代
，

且
與
虞
舜
以
德
治
理
天
下
情
操
相
連
結
，

而
成
為
如
同
︽
孟
子
︾
中
所
記
：
﹁
大
舜

有
大
焉
，
善
與
人
同
，
舍
己
從
人
，
樂
取

於
人
以
為
善
，
自
耕
稼
陶
漁
以
至
為
帝
，

無
非
取
於
人
者
。
取
諸
人
以
為
善
，
是
與

人
為
善
者
也
。
故
君
子
莫
大
乎
與
人
為

善
﹂
，
可
作
為
有
德
君
主
的
象
徵
。

乾
隆
皇
帝
除
在
︿
詠
均
窯
雙
耳
瓶
﹀

中
，
以
：
﹁
欲
問
宣
和
精
物
理
，
達
聰

虞
訓
可
曾
思
﹂
，
表
達
出
他
思
及
透
過

虞
舜
做
陶
於
河
濱
帶
給
世
人
的
啟
示
，

更
進
一
步
跨
躍
北
宋
徽
宗
，
直
溯
古
代

聖
人
大
舜
的
傳
統
外
，
︵
註
五
︶

透
過
刻

在
東
漢
綠
釉
陶
鍾
上
的
﹁
有
虞
合
土
貴
質

淳
，
冬
官
埏
埴
司
陶
人
﹂
，
也
可
見
識
到

乾
隆
皇
帝
鑑
賞
古
陶
瓷
之
際
，
聯
想
到
虞

舜
、
督
陶
官
和
工
匠
三
種
角
色
。
此
一
觀

點
也
呈
現
在
乾
隆
八
年
的
︽
陶
冶
圖
冊
︾

中
，
透
過
︿
圖
次
紀
略
﹀
的
撰
述
，
以

﹁
粵
稽
虞
代
，
肇
興
陶
正
之
官
，
載
讀
考

工
，
詳
列
陶
瓦
之
職
；
是
知
埏
埴
為
器
，

日
用
必
資
，
故
應
闡
發
精
微
，
用
以
昭
垂

永
久
﹂
。
說
明
他
所
擬
建
構
的
官
窯
產
燒

結
構
，
理
應
存
在
帝
王
、
督
陶
官
和
工
匠

三
種
角
色
，
而
這
三
種
角
色
的
意
義
其
實

與
他
鑑
賞
古
陶
瓷
的
想
法
一
致
。
不
僅

可
以
呼
應
出
現
在
歷
史
中
的
﹁
河
濱
遺

範
﹂
、
﹁
陶
正
之
官
﹂
和
﹁
陶
瓦
之
職
﹂

三
種
典
故
，
同
時
涉
及
到
的
思
慮
，
或
如

他
在
︿
詠
汝
窯
盤
子
﹀
中
所
言
：
﹁
而
今

景
德
無
斯
法
，
亦
自
出
藍
寶
色
浮
﹂
︵
圖

圖八　南宋　官窯　青瓷八稜盤口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九
︶
，
雖
然
乾
隆
皇
帝
所
領
導
的
乾
隆
官

窯
可
能
再
也
無
法
燒
出
像
汝
窯
般
的
瓷

器
，
但
因
陶
瓷
產
燒
具
有
展
現
聖
人
德
政

的
積
極
意
義
，
因
此
他
仍
然
必
須
刻
不
容

緩
地
督
促
官
窯
，
以
使
之
能
夠
產
燒
出
勝

過
汝
窯
的
佳
品
。

同
樣
地
，
乾
隆
皇
帝
也
以
﹁
萬
年

閱
古
壽
而
貞
，
陶
出
河
濱
臥
繭
呈
﹂
，
吟

詠
西
漢
黑
陶
繭
形
壺
︵
圖
十
︶
，
反
映
出

當
他
看
到
這
件
歷
經
萬
年
風
霜
，
形
狀
似

蠶
繭
的
作
品
時
，
不
由
得
想
起
舜
做
陶
於

河
濱
的
故
事
。
同
理
可
知
，
當
他
下
筆
頌

揚
陶
瓷
，
無
論
是
﹁
我
於
重
華
窺
其
義
﹂

︵
圖
十
一
︶
或
﹁
聰
達
緬
重
華
﹂
︵
圖

十
二
︶
，
追
緬
大
舜
陶
於
河
濱
的
典
範
，

皆
具
有
以
此
典
範
作
為
建
立
與
之
相
呼
應

的
正
面
形
象
的
積
極
意
義
。
此
點
一
如
他

題
詠
刻
有
﹁
貞
觀
元
年
﹂
陶
器
瓶
︵
圖

二
︶
時
，
透
過
詩
注
提
出
唐
人
柳
宗
元
的

﹁
代
人
進
磁
器
狀
﹂
的
想
法
，
目
的
無
非

想
藉
由
這
篇
文
章
陳
述
精
緻
完
好
的
瓷
器

可
比
擬
成
帝
王
德
政
的
再
現
，
和
對
當
朝

皇
帝
歌
功
頌
德
的
土
鉶
之
德
。
︵
註
六
︶

而

將
之
與
當
朝
官
窯
產
燒
連
結
。 

圖九　北宋　汝窯　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西漢　黑陶繭形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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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現
品
味

如
果
刻
在
陶
瓷
上
的
御
製
詩
，
可
視

為
是
乾
隆
皇
帝
展
現
為
君
之
道
的
一
種
媒

介
，
那
麼
在
這
層
嚴
肅
思
維
之
外
，
是
否

也
存
在
與
此
不
同
的
集
古
雅
興
呢
？
展
覽

的
第
二
單
元
，
即
擬
透
過
與
陶
瓷
圖
冊
相

對
照
的
畫
中
瓷
器
，
探
討
乾
隆
皇
帝
組
合

陶
瓷
多
寶
格
的
過
程
與
透
過
圖
冊
傳
遞
知

識
的
目
的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共
收
藏
四
本
陶

瓷
圖
冊
，
其
中
二
本
的
木
質
封
面
鐫
刻
有

︽
精
陶
韞
古
︾
︵
圖
十
三
︶
和
︽
埏
埴
流

光
︾
︵
圖
十
四
︶
，
另
一
本
從
貼
在
封

面
的
標
記
，
而
得
知
為
︽
燔
功
彰
色
︾

︵
圖
十
五
︶
。
至
於
，
現
在
稱
為
︽
清
陶

瓷
譜
︾
︵
圖
十
六
︶
的
圖
冊
，
參
照
︽
閱

是
樓
庫
存
陳
設
檔
︾
︵
清
道
光
年
鈔
本
︶

紀
錄
後
，
可
追
溯
出
原
來
的
題
名
應
該
是

︽
珍
陶
萃
美
︾
。
︵
註
七
︶

這
四
本
圖
冊
，
每
一
本
都
畫
有
十

件
瓷
器
，
每
頁
皆
作
對
開
裝
裱
，
上
頁
為

作
品
的
品
名
與
圖
畫
，
下
頁
紀
錄
尺
寸
、

釉
色
、
形
制
、
款
識
與
前
人
的
品
評
︵
圖

十
七
︶
。
至
於
收
錄
其
中
的
瓷
器
，
依
照

原
錄
品
名
，
也
得
知
多
數
為
宋
、
明
兩
朝

作
品
。
再
加
上
陳
述
於
說
明
文
字
中
的
鑑

賞
觀
，
主
要
摘
引
自
︽
坦
齋
筆
衡
︾
、

︽
格
古
要
論
︾
、
︽
遵
生
八
牋
︾
、
︽
博

物
要
覽
︾
和
︽
留
青
日
札
︾
等
著
作
，
而

能
呼
應
乾
隆
皇
帝
歌
詠
陶
瓷
的
脈
絡
，
說

明
陶
瓷
圖
冊
輯
錄
的
作
品
，
亦
應
置
於
深

受
明
朝
鑑
賞
觀
影
響
下
的
脈
絡
來
理
解
。

其
次
，
透
過
︽
活
計
檔
︾
中
相

圖十一　清　「修身理性」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清　仿官釉青瓷貫耳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清　乾隆　《精陶韞古》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清　乾隆　《埏埴流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清　乾隆　《燔功彰色》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清　乾隆　《珍陶萃美》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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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資
訊
的
爬
梳
，
得
以
追
溯
出
銅
、
瓷

器
多
寶
格
的
組
裝
源
自
於
乾
隆
二
十
年

︵
一
七
五
五
︶
左
右 

，
若
將
見
諸
紀
錄
，

於
二
十
、
三
十
和
五
十
年
代
完
成
的
組
合

數
量
加
總
，
則
至
少
應
存
在
二
十
匣
銅
、

瓷
器
多
寶
格
。
在
此
脈
絡
下
，
收
藏
於
院

內
的
四
本
陶
瓷
和
四
本
銅
器
圖
冊
，
不
過

是
其
中
一
部
分
。
同
時
，
它
們
組
裝
完
成

的
樣
式
，
就
像
目
前
所
見
﹁
笵
金
作
則
﹂

和
﹁
吉
笵
流
輝
﹂
兩
匣
銅
器
多
寶
格
一

樣
，
圖
冊
與
文
物
並
置
，
而
且
圖
冊
正
是

該
匣
文
物
的
典
藏
圖
錄
。

再
者
，
依
據
︽
活
計
檔
︾
記
載
，
也

得
知
﹁
埏
埴
流
光
﹂
和
﹁
笵
金
作
則
﹂
兩

個
多
寶
格
，
組
合
於
乾
隆
二
十
至
二
十
一

年
之
間
︵
一
七
五
五

∼

一
七
五
六
︶
，

﹁
燔
功
彰
色
﹂
和
﹁
觀
象
在
鎔
﹂
兩
個
多

寶
格
組
合
於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二
十
二
年

︵
一
七
五
六

∼

一
七
五
七
︶
之
間
；
而

﹁
吉
範
流
輝
﹂
和
﹁
珍
陶
萃
美
﹂
組
合

於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八
六
︶
左
右
，

﹁
吉
金
耀
彩
﹂
和
﹁
精
陶
韞
古
﹂
組
合
於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
一
七
九○

︶
之
際
。 

循
此
線
索
進
一
步
觀
察
，
還
能
發

現
乾
隆
二
十
年
代
繪
製
的
圖
冊
，
畫
中

文
物
的
品
名
之
下
，
皆
以
標
示
而
出
的

﹁
甲
乙
丙
丁
﹂
等
，
提
示
畫
中
文
物
的
排

序
。
至
於
乾
隆
五
十
年
代
完
成
的
圖
冊
，

則
完
全
不
見
有
相
同
的
標
記
。
不
過
，
無

論
成
畫
時
間
的
早
晚
，
因
傳
世
所
見
圖
冊

上
皆
鈐
蓋
有
﹁
古
希
天
子
﹂
、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
﹁
五
福
五
代
堂
古
稀
天
子

寶
﹂
和
﹁
太
上
皇
帝
之
寶
﹂
等
璽
印
︵
圖

十
八
︶
，
而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反
覆
鑑
賞

這
幾
個
多
寶
格
的
可
能
性
。

此
點
對
照
吳
十
洲
先
生
對
於
︽
乾
隆

一
日
︾
的
描
述
：
﹁
忙
碌
了
一
天
的
乾
隆

圖十七　清　乾隆　《燔功彰色》冊　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八　清　乾隆　《燔功彰色》冊　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皇
帝
，
緩
步
跨
入
三
希
堂
，
忽
然
從
他
心

中
產
生
了
一
個
避
世
隱
匿
的
感
覺
。
他
盤

坐
在
炕
床
上
，
盡
情
地
玩
味
著
古
董
與
書

畫
，
這
時
的
他
就
像
京
師
中
一
般
百
姓
的

諸
如
玩
鳥
籠
子
、
踢
毽
、
鬥
蟋
蟀
、
嗑
瓜

子
、
下
棋
打
麻
將
、
聊
大
天
兒
一
樣
，
任

情
任
性
地
自
尋
恬
逸
。
﹂
︵
註
八
︶

原
來

在
乾
隆
三
十
年
︵
一
七
六
五
︶
正
月
初
八

日
這
個
極
為
尋
常
的
傍
晚
，
退
朝
後
乾
隆

皇
帝
總
共
提
看
了
包
含
繪
畫
、
書
法
、
玉

器
和
瓷
器
等
各
類
質
材
在
內
的
十
五
件
文

物
。
透
過
吳
十
洲
先
生
再
現
乾
隆
皇
帝
日

常
作
息
的
研
究
，
不
難
了
解
他
接
觸
與
鑑

賞
文
物
的
雅
興
。 

但
相
對
於
在
陶
瓷
上
刻
詩
乃
為
乾
隆

皇
帝
所
創
的
行
徑
，
以
陶
瓷
入
畫
，
不
僅

能
追
溯
至
康
雍
時
期
的
︽
深
柳
讀
書
堂
美

人
圖
︾
、
︽
古
玩
圖
卷
︾
等
畫
作
，
同
時

此
類
透
過
物
像
的
描
繪
，
以
記
錄
藏
品
的

來
源
與
使
用
功
能
，
亦
相
似
於
十
七
世
紀

以
來
流
形
於
歐
洲
用
以
展
現
收
藏
的
表
現

方
式
︵
圖
十
九
︶
。
循
此
脈
絡
，
從
康
雍

乾
三
朝
西
洋
傳
教
士
遊
走
於
清
宮
的
背
景

來
推
想
，
義
大
利
傳
教
士
藝
術
家
郎
世
寧

︵G
iuseppe C

astiglione, 1688–1766

︶
可

能
是
其
中
一
位
關
鍵
人
物
。

根
據
清
雍
正
八
年
︽
活
計
檔
︾
紀
錄

︵
畫
作
，
六
月
十
五
日
條
︶
：

　

 

圓
明
園
來
帖
內
稱
：
本
月
十
三
日
太
監

劉
希
文
、
王
守
貴
傳
旨
：
著
畫
西
洋
畫

人
來
圓
明
園
畫
古
玩
，
不
必
著
郎
士
寧

來
，
欽
此
。
於
七
月
初
一
日
，
畫
得
絹

古
玩
冊
頁
二
冊
，
內
務
府
總
管
海
望
呈

覽
，
奉
旨
：
不
必
用
絹
畫
，
用
紙
畫
手

卷
，
欽
此
。

雖
然
雍
正
皇
帝
申
明
﹁
不
必
著
郎
士
寧

來
﹂
，
但
從
檔
案
對
﹁
著
畫
西
洋
畫
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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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古陶瓷品味

乾隆特展

註
釋

1.  

清
嘉
慶
七
年
十
一
月
立
，
︽
養
心
殿
東
暖
閣
博
古

格
陳
設
︾
︵
陳
六
三
七
︶
、
︽
養
心
殿
東
暖
閣
陳

設
檔
︾
︵
陳
六
三
九
︶
，
和
清
光
緒
年
鈔
本
，

︽
景
祺
閣
陳
設
檔
︾
︵
陳
五
二
八
︶
，
皆
收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圖
書
館
。

2.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活
計
擋
︾
中
的
﹁
古
玩
檔
﹂
，

清
楚
地
記
錄
乾
隆
皇
帝
組
合
淳
化
軒
陳
設
典
藏
的

經
過
。
刻
詩
與
重
建
典
藏
相
關
的
研
究
，
見
余
佩

瑾
，
︿
從
御
製
詩
看
乾
隆
皇
帝
典
藏
的
汝
窯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
第
二
八
卷
第
三
期
︵
二○

一
一
春
︶
，
頁
六
一—

一○

八
。
高
曉
然
也
以

為
：
﹁
乾
隆
所
作
吟
詠
歷
代
名
窯
瓷
器
的
詩
文
，

大
部
分
是
在
乾
隆
三
十
年
以
後
，
其
中
贊
詠
五
大

名
窯
的
詩
句
，
多
是
集
中
在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至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間
。
﹂
，
見
高
曉
然
，
︿
乾
隆
御
製

詩
瓷
器
考
論
﹀
，
︽
故
宮
學
刊
︾
第
七
輯
︵
二○

一
一
年
六
月
︶
，
頁
二
九
五
。

3.  

謝
明
良
，
︿
乾
隆
的
陶
瓷
鑑
賞
觀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一
卷
第
二
期
，
頁
一○

—

一
五
。

4.  

謝
明
良
，
︿
乾
隆
的
陶
瓷
鑑
賞
觀
﹀
，
同
註
三
，

頁
二
四
。

5.  

謝
明
良
，
︿
乾
隆
的
陶
瓷
鑑
賞
觀
﹀
，
同
註
三
，

頁
二
一—

二
五
。

6.  

謝
明
良
，
︿
乾
隆
的
陶
瓷
鑑
賞
觀
﹀
，
同
註
三
，

頁
二
四—

二
五
。

7.  

目
前
所
見
成
冊
裝
裱
之
︽
清
陶
瓷
譜
︾
，
實
因
傳

世
已
散
開
，
故
給
予
重
新
裝
裱
及
命
名
。
︽
閱
是

樓
庫
存
陳
設
檔
︾
，
收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圖

書
館
。

8.  

吳
十
洲
，
︿
三
希
御
覽
、
皇
室
秘
藏
﹀
，
︽
乾
隆

一
日
︾
︵
濟
南
：
山
東
書
報
出
版
社
，
二○

○

六
︶
，
頁
二
一
九
。

9.  M
a

rc
o

 M
u

sillo
, “B

rid
g

in
g

 Eu
ro

p
e

 a
n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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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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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o

na
l Life

 o
f G

iuse
p

p
e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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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
n

e
 (1

6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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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6
), ”

 P
h

. D
 

D
isse

rta
tio

n
 o

f U
n

ive
rsity o

f Ea
st A

n
g

lia
, 

A
p

ril 2006,p
p

.101-108.

除
是
受
到
清
朝
之
前
記
錄
有
榜
題
、
尺
寸

之
類
的
相
關
處
理
方
式
，
或
︽
宣
和
博
古

圖
︾
之
類
的
圖
錄
所
啟
發
。
但
是
若
同
時

參
照
乾
隆
朝
遊
走
於
清
宮
的
西
洋
傳
教
士

和
充
斥
其
中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背
景
，
則

無
法
不
考
慮M

arco M
usillo

對
年
輕
時
期

郎
世
寧
的
中
國
經
驗
養
成
研
究
中
，
所
提

到
十
七
世
紀
晚
期
興
起
於
全
歐
洲
或
流
行

於
意
大
利
熱
那
亞
一
種
為
收
藏
繪
製
圖
冊

的
概
念
所
影
響
。
︵
註
九
︶

亦
即
此
類
對
物

像
品
名
、
尺
寸
和
表
象
特
徵
皆
作
精
細
描

述
，
甚
或
引
用
前
人
品
評
，
給
予
一
件
作

品
定
位
，
彷
彿
傳
遞
知
識
的
作
法
，
其
實

和
十
七
世
紀
以
來
，
流
行
於
歐
洲
，
同
時

融
匯
科
學
和
藝
術
概
念
於
展
示
與
收
藏
中

的
好
奇
室
︵w

underkam
m

er

︶
，
以
及
為

該
類
收
藏
所
畫
的
藏
品
圖
錄
也
具
有
某
種

共
通
點
。
在
此
想
法
下
，
雖
然
目
前
尚
無

法
證
明
郎
世
寧
與
繪
製
此
類
青
銅
、
陶
瓷

圖
冊
有
所
關
連
，
而
為
此
類
典
藏
圖
錄
和

歐
洲
的
圖
冊
之
間
建
立
起
關
係
；
然
而
，

因
圖
冊
具
有
傳
遞
物
像
與
背
後
知
識
的
作

用
，
故
未
嘗
不
能
視
為
是
乾
隆
皇
帝
吸
收

傳
統
漢
文
化
和
因
應
西
方
藉
收
藏
表
現
地

域
空
間
，
並
傳
遞
文
化
脈
絡
的
概
念
下
，

所
轉
化
而
出
以
十
件
為
一
組
的
新
收
藏
方

式
，
以
及
應
運
而
生
以
傳
遞
知
識
為
主
的

鑑
賞
觀
。

僅
管
如
此
，
無
論
陶
瓷
、
銅
器
典
藏

圖
錄
，
以
及
加
刻
在
瓷
器
上
的
御
製
詩
，

因
皆
鈐
蓋
有
乾
隆
璽
印
和
個
人
閒
章
，
透

過
這
些
皇
帝
印
記
的
標
誌
，
讓
他
經
手
重

建
完
成
的
典
藏
，
清
楚
地
記
錄
乾
隆
皇
帝

御
覽
、
鑑
賞
乃
至
整
理
的
經
過
。
其
目
的

除
了
藉
由
文
物
的
擁
有
者
，
宣
告
天
命
所

歸
的
皇
權
，
以
粉
飾
其
領
導
統
御
之
外
；

透
過
︿
三
希
堂
記
﹀
中
，
乾
隆
皇
帝
意

圖
將
三
件
稀
珍
文
物
，
轉
換
成
一
種
對

﹁
希
賢
、
希
聖
、
希
天
﹂
，
追
求
聖
賢
境

界
的
企
求
，
而
能
明
白
重
建
典
藏
具
有
再

塑
文
化
內
涵
的
意
義
。
特
別
是
藉
由
他
在

重
建
過
程
中
所
鐫
刻
的
御
製
詩
，
以
及
降

旨
繪
製
的
圖
冊
，
無
論
旨
在
闡
述
為
君
之

道
或
傳
遞
知
識
，
重
覆
不
斷
出
現
的
皇
帝

印
記
，
實
具
有
突
出
個
人
形
象
的
重
要
意

義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圓
明
園
畫
古
玩
﹂
的
記
載
中
，
反
映
出
雍

正
八
年
︵
一
七
三○

︶
之
際
，
雍
正
皇
帝

曾
指
派
西
洋
畫
家
到
圓
明
園
畫
古
玩
。
從

中
顯
示
即
使
郎
世
寧
不
曾
參
與
畫
古
玩
，

但
雍
正
皇
帝
選
擇
﹁
畫
西
洋
畫
人
﹂
中
，

已
透
露
此
類
畫
作
應
以
﹁
寫
實
﹂
作
為
訴

求
，
且
可
能
深
為
傳
教
士
圈
所
知
。

但
是
，
雍
正
朝
繪
製
的
︽
古
玩
圖

卷
︾
曾
否
流
傳
至
乾
隆
朝
，
以
及
也
對
陶

瓷
、
銅
器
圖
冊
的
繪
製
產
生
過
影
響
呢
？

事
實
上
，
檢
索
乾
隆
朝
的
︽
活
計
檔
︾
紀

錄
，
確
實
可
從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
如
意
館
，
正
月
初
九
日
條
︶
有
關
﹁
初

九
日
司
庫
劉
山
久
、
七
品
首
領
薩
木
哈
來

說
，
太
監
毛
團
、
胡
世
傑
、
高
玉
傳
旨
：

著
將
畫
古
玩
手
卷
預
備
呈
覽
，
欽
此
﹂
的

記
載
中
，
發
現
乾
隆
皇
帝
曾
提
看
雍
正
朝

的
︽
古
玩
圖
卷
︾
，
並
且
還
降
旨
指
示
：

﹁
著
照
手
卷
上
貼
長
黃
簽
古
玩
取
來
，
欽

此
﹂
，
從
中
透
露
出
﹁
畫
古
玩
手
卷
﹂
乃

是
一
本
以
清
宮
收
藏
實
物
為
題
的
畫
作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的
觀
察
，
乾
隆
皇

帝
至
少
曾
提
看
過
收
藏
於
清
宮
中
的
八
本

︽
古
玩
圖
卷
︾
，
故
無
法
排
除
他
降
旨
繪

製
陶
瓷
、
銅
器
圖
冊
，
其
實
和
他
觀
覽
過

︽
古
玩
圖
卷
︾
有
關
。
特
別
是
對
物
像
的

描
繪
，
因
陶
瓷
圖
冊
存
在
一
種
儘
量
以
畫

筆
詮
釋
釉
表
、
裝
飾
紋
樣
、
款
識
，
及
銅

釦
、
足
圈
觸
地
處
等
特
徵
的
作
法
；
遂
讓

筆
者
以
為
乾
隆
皇
帝
依
循
雍
正
皇
帝
以

﹁
寫
實
﹂
作
為
訴
求
方
向
後
，
似
有
更
進

一
步
想
要
透
過
細
節
的
著
墨
，
以
配
合
相

關
說
明
文
字
，
傳
達
一
件
作
品
的
所
有
資

訊
。
再
就
物
像
屬
性
而
言
，
單
從
︽
活
計

檔
︾
所
記
，
乾
隆
皇
帝
直
接
降
旨
按
圖
取

件
，
以
及
日
後
也
降
旨
為
組
裝
完
成
的
銅

瓷
器
多
寶
格
配
製
圖
錄
看
來
，
兩
類
互
有

淵
源
的
古
玩
圖
卷
和
陶
瓷
圖
冊
，
其
畫
中

文
物
應
皆
屬
於
皇
室
收
藏
。

那
麼
透
過
此
一
新
組
合
所
傳
遞
出
來

的
鑑
賞
品
味
又
是
什
麼
呢
？
事
實
上
，
就

陶
瓷
圖
冊
的
畫
面
表
現
形
式
而
言
，
雖
然

列
出
品
名
，
標
記
尺
寸
的
方
式
，
無
法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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