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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與柴窯鑑賞

乾隆特展

乾
隆
皇
帝
與
柴
窯
鑑
賞

謝
明
良

柴
窯
傳
說
的
變
遷

明
萬
曆
年
間
周
履
靖
︽
夷
門
廣
牘
︾

校
刊
洪
武
二
十
年
︵
一
三
八
七
︶
曹
昭

︽
格
古
要
論
︾
所
提
到
的
柴
窯
是
﹁
出
北

地
，
世
傳
柴
世
宗
時
燒
造
，
故
謂
之
柴

窯
。
天
青
色
，
滋
潤
細
媚
，
有
細
紋
，
多

足
粗
黃
土
，
近
世
少
見
﹂
︵
卷
下
，
︿
古
窯

一
件
柴
窯
橢
圓
洗
，
黝
然
深
沈
，
光
色
不

定
，
連
﹁
雨
後
青
天
未
足
形
容
﹂
，
後
被

告
知
為
﹁
絳
霄
﹂
︵
劉
體
仁
，
︽
七
頌
堂
識
小

錄
︾
︶

。
甚
至
說
柴
世
宗
是
因
寶
庫
失
火
，

目
睹
﹁
玻
璃
瑪
瑙
諸
金
石
燒
結
一
處
﹂
，

才
靈
機
一
動
，
頒
令
倣
製
這
樣
一
種
光
怪

陸
離
的
顏
色
︵
佚
名
，
︽
南
窯
筆
記
︾
︶
。

清
人
一
方
面
承
襲
明
代
文
獻
所
稱
柴

窯
幾
無
完
器
，
但
殘
片
可
以
為
裝
飾
具
的

說
法
︵
高
澹
人
，
︽
均
窯
瓶
歌
注
︾
︶

，
同
時

予
以
神
化
。
宣
稱
若
將
柴
窯
破
片
嵌
於
甲

冑
，
﹁
臨
陣
可
以
辟
火
器
﹂
︵
紀
曉
嵐
，
︽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
卷
八
︿
如
是
我
聞
﹀
二
︶

，
則
柴

窯
已
成
了
刀
槍
不
入
的
護
符
了
。
在
柴
窯

的
諸
多
載
錄
當
中
，
恐
怕
要
以
道
光
年
間

︽
巽
繹
編
︾
的
記
載
最
為
詳
盡
，
也
更
加

神
奇
。
該
書
除
了
再
次
強
調
柴
窯
破
片
於

日
中
閃
爍
不
定
，
﹁
馬
望
之
辟
易
，
避
箭

鋒
不
能
入
﹂
的
辟
兵
功
能
之
外
，
還
敘
及

暴
虐
的
柴
世
宗
命
官
監
陶
，
屢
試
未
成
，

已
先
後
誅
殺
兩
督
陶
官
，
後
繼
監
督
雖

戒
慎
恐
懼
地
羼
以
珠
寶
入
窯
燒
造
，
仍
恐

不
成
而
自
惴
惴
不
安
。
適
有
幼
女
聞
知
其

事
，
遂
密
訪
開
窯
日
期
，
投
身
窯
中
，
而

﹁
窯
器
迸
裂
，
光
怪
陸
離
。
奏
之
世
宗
，

明
代
以
來
，
傳
說
是
五
代
後
周
柴
世
宗
御
製
的
所
謂
柴
窯
，
一
直
被
視
為
古
今
瓷
窯
之
冠
，
也
是

明
清
時
期
鑑
賞
界
經
常
談
論
的
對
象
，
乾
隆
皇
帝
弘
曆
當
然
亦
不
例
外
，
不
僅
曾
為
詩
歌
詠
，
並

且
還
收
藏
了
幾
件
柴
窯
名
品
。
本
文
的
目
的
，
是
擬
先
撿
拾
明
代
以
來
有
關
柴
窯
的
記
事
，
略
為

梳
理
柴
窯
傳
說
的
變
遷
，
其
次
談
談
乾
隆
皇
帝
的
柴
窯
認
識
歷
程
，
進
而
考
察
曾
被
乾
隆
皇
帝
比

附
為
柴
窯
的
現
存
作
品
及
其
相
關
問
題
。

器
論‧

柴
窯
﹀
︶

。
據
此
可
知
曹
昭
眼
中
的

柴
窯
屬
青
瓷
，
釉
帶
開
片
︵
有
細
紋
︶
，

底
足
露
胎
呈
黃
色
調
︵
多
足
粗
黃
土
︶
。

其
次
，
明
末
謝
肇
淛
︽
五
雜
俎
︾
：
﹁
陶

器
，
柴
窯
最
古
，
今
人
得
其
碎
片
，
亦
與

金
翠
同
價
矣
。
蓋
色
既
鮮
碧
，
而
質
復
瑩

薄
，
可
以
妝
飾
玩
具
，
而
成
器
者
，
杳
不

可
復
見
矣
。
﹂
世
傳
柴
世
宗
時
燒
造
，
所

司
請
其
色
，
御
批
雲
：
﹁
雨
過
天
青
雲
破

處
，
這
般
顏
色
做
將
來
﹂
︵
卷
十
二
︶

，
是

將
傳
為
後
周
時
燒
製
的
柴
窯
，
比
定
成
世

宗
柴
榮
的
御
窯
。
同
時
又
以
﹁
青
如
天
，

明
如
鏡
，
薄
如
紙
，
聲
如
磬
﹂
來
形
容

柴
窯
的
整
體
特
徵
︵
張
應
文
，
︽
清
秘
藏
︾
卷

上
，
︿
論
窯
器
﹀
︶

；
雖
則
據
說
柴
窯
另
有
豆

青
、
蝦
青
、
豆
綠
等
色
調
︵
谷
應
泰
，
︽
博
物

要
覽
︾
︶

。
釉
帶
開
片
，
故
又
有
﹁
柴
窯
碎

磁
﹂
之
名
︵
佚
名
︵
周
石
林
鈔
︶
，
︽
天
水
冰
山

錄
︾
，
︿
珍
奇
器
玩
﹀
︶
。

儘
管
有
人
因
未
能
目
睹
﹁
世
不
一

見
﹂
的
柴
窯
實
物
而
對
柴
窯
之
上
述
口
訣

般
的
溢
美
讚
詞
持
保
留
的
態
度
︵
文
震
亨
，

︽
長
物
志
︾
卷
七
︶

；
也
有
人
意
識
到
：
既
雲

薄
如
紙
、
聲
如
磬
，
則
柴
窯
理
應
屬
薄
胎

瓷
器
，
從
而
對
曹
昭
﹁
足
多
黃
土
﹂
的
記

述
感
到
納
悶
︵
高
濂
，
︽
遵
生
八
牋
︾
，
︿
論
官
哥

窯
器
﹀
︶

。
不
過
，
明
晚
期
的
鑑
藏
界
，
凡

論
及
窯
器
，
幾
乎
必
稱
﹁
柴
汝
官
哥
定
﹂

︵
董
其
昌
，
︽
骨
董
十
三
說
︾
︶
，
當
中
又
以
柴
窯

和
汝
窯
最
為
貴
重
︵
張
謙
德
，
︽
缾
花
譜
︾
，

︿
品
缾
﹀
︶
，
甚
至
以
柴
窯
為
﹁
諸
窯
之
冠
﹂

︵
黃
一
正
，
︽
事
物
紺
珠
︾
，
四
庫
存
目
叢
書
所
收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明
萬
曆
吳
勉
學
刻
本
︶
。

入
清
以
後
，
柴
窯
的
記
載
不
勝
枚

舉
，
雖
說
多
數
均
輾
轉
傳
抄
自
明
人
文
集

中
的
說
法
，
但
已
有
所
演
繹
。
柴
窯
﹁
青

如
天
﹂
的
釉
色
，
既
達
到
﹁
流
光
四
照
﹂

的
程
度
︵
王
漁
洋
，
︽
香
祖
筆
記
︾
卷
七
︶

；

順
治
朝
進
士
劉
體
仁
自
稱
曾
親
眼
見
到

知
為
孝
女
精
英
所
化
﹂
︵
楊
望
泰
，
︽
巽
繹

編
︾
，
︿
志
聞
﹀
︶

。
其
內
容
不
僅
總
結
了

柴
窯
之
官
窯
性
質
、
特
異
功
能
和
妙
不
可

言
的
釉
色
，
極
有
可
能
還
參
照
了
明
神
宗

浮
梁
陶
工
童
賓
躍
入
窯
中
，
遂
使
龍
缸
的

燒
製
得
以
成
功
的
清
初
傳
說
，
神
龍
活
現

地
描
述
了
柴
窯
的
燒
造
經
緯
，
柴
窯
傳
說

至
此
燦
然
大
備
。
換
言
之
，
柴
窯
傳
說
有

如
﹁
層
累
地
造
成
發
生
﹂
的
中
國
古
史
神

話
，
時
代
愈
晚
，
內
容
就
愈
詳
盡
，
並
且

栩
栩
如
生
。

乾
隆
皇
帝
詠
柴
窯
瓷
枕
詩

儘
管
柴
窯
的
確
實
面
目
人
言
言

殊
令
人
難
以
捉
摸
，
卻
仍
因
其
顯
赫

的
傳
說
內
容
吸
引
了
包
括
乾
隆
皇
帝

︵
一
七
一
一

∼

一
七
九
九
︶
在
內
鑑
藏

家
們
的
考
察
追
索
，
試
圖
揭
開
柴
窯
的

廬
山
真
面
目
。
在
乾
隆
皇
帝
御
製
的
近

兩
百
首
詠
瓷
詩
當
中
，
計
有
四
首
是
專

門
為
柴
窯
寫
做
的
，
詩
作
年
代
在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
一
七
六
四
︶
至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八
七
︶
之
間
，
亦
即
集
中
在
乾
隆

皇
帝
耳
順
至
古
稀
時
期
。
當
中
有
兩
首
是

詠
柴
窯
枕
，
茲
介
紹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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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乾
隆
甲
申
︵
二
十
九
年
，
一
七
六
四
年
︶

︽
詠
柴
窯
枕
︾

　

 

遵
生
稱
未
見
，
遵
生
八
牋
述
柴
窯
論
製
，
雖
有

青
如
天
，
明
如
鏡
之
目
，
然
其
自
稱
則
云
予
未
之

見
也
，
安
臥
此
何
來
，
大
輅
椎
輪
溯
，
青

天
明
鏡
開
，
薦
牀
猶
蟹
爪
，
藉
席
是
龍

材
，
古
望
興
遐
想
，
宵
衣
得
好
陪
，
堅

貞
成
秘
賞
，
苦
窳
澷
嫌
猜
，
越
器
龜
蒙

詠
，
方
斯
倍
久
哉
。

該
瓷
枕
傳
世
至
今
，
現
藏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圖
一
︶
。
從
實
物
的
胎
、
釉
等

外
觀
特
徵
看
來
，
該
乾
隆
皇
帝
心
目
中
的

﹁
柴
窯
枕
﹂
，
實
際
上
是
中
國
北
方
鈞
窯

系
製
品
。
︵
註
一
︶

另
從
瓷
枕
造
型
比
較
可

大
致
判
明
相
對
年
代
的
同
式
枕
︵
註
二
︶

，

推
測
其
年
代
約
在
金
元
之
際
。

二
、
乾
隆
辛
丑
︵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一
年
︶

︽
詠
柴
窯
如
意
瓷
枕
︾

　

 

過
雨
天
青
色
，
八
牋
早
注
明
，
遵
生
八
牋

稱
柴
窯
有
青
如
天
，
明
如
鏡
，
云
云

，
睡
醒
總

有
意
，
流
石
漫
相
評
，
晏
起
吾
原
戒
，

華
怯
此
最
清
，
陶
人
具
深
喻
，
厝
火
積

薪
成
。

詩
後
有
﹁
乾
隆
辛
丑
﹂
銘
，
銘
文
下
方
鈐

刻
﹁
幾
暇
怡
情
﹂
閒
印
︵
圖
二
︶
。
︵
註

三
︶
瓷
枕
原
係
清
宮
舊
藏
，
其
後
由
慈
禧
太

后
抵
押
予
鹽
業
銀
行
，
旋
即
由
大
維
德
爵

士
︵Sir Percival D

avid, 1892–1964

︶
購

得
，
現
歸
大
英
博
物
館
保
管
。
從
瓷
枕
胎

釉
特
徵
看
來
，
其
無
疑
是
中
國
北
方
鈞
窯

系
窯
場
所
生
產
。
關
於
其
年
代
，
原
大
維

德
基
金
會
的
研
究
人
員
是
定
為
北
宋
時
期

但
未
說
明
原
委
，
所
以
我
想
補
充
以
下
幾

個
觀
察
角
度
和
個
人
的
推
測
。

首
先
，
該
如
意
形
瓷
枕
之
枕
式
和

北
宋
期
磁
州
窯
枕
的
造
型
較
為
接
近
，
後

者
包
括
以
深
剔
花
技
法
刻
劃
紋
樣
母
題
，

以
及
印
押
珍
珠
地
紋
的
作
品
。
就
目
前
的

資
料
看
來
，
磁
州
窯
系
深
剔
花
製
品
的
年

代
集
中
在
十
世
紀
末
至
十
一
世
紀
初
︵
註

四
︶

，
其
中
靜
嘉
堂
文
庫
美
術
館
藏
的
一

件
相
對
年
代
在
十
一
世
紀
前
半
的
飾
深
剔

花
紋
瓷
枕
枕
式
則
和
前
述
清
宮
舊
藏
鈞
窯

如
意
形
枕
有
共
通
之
處
。
︵
註
五
︶

其
次
，

磁
州
窯
作
品
所
見
模
倣
金
銀
器
飾
的
珍
珠

地
紋
自
十
世
紀
後
半
出
現
以
來
，
持
續
至

十
二
世
紀
中
期
仍
可
見
到
，
比
如
說
大
英

博
物
館
藏
﹁
家
國
永
安
﹂
珍
珠
地
紋
枕
帶

北
宋
﹁
熙
寧
四
年
﹂︵
一○

七
一
︶
銘
記
︵
註

六
︶

，
靜
嘉
堂
文
庫
美
術
館
藏
石
榴
花
珍

珠
地
紋
枕
枕
底
有
金
代
﹁
正
隆
庚
辰
﹂︵
一 

一
六○

︶
墨
書
。
︵
註
七
︶

另
外
，
河
北
觀

台
窯
址
的
發
掘
也
表
明
珍
珠
地
飾
出
現
於

第
一
期
︵
九
五○

∼

一○

四
八
︶
至
第
二

期
︵
一○

六
八

∼

一
一
四
八
︶
，
亦
即
北

宋
至
金
代
早
期
之
間
。
︵
註
八
︶

因
此
以
往

幾
件
被
視
為
是
北
宋
期
的
飾
珍
珠
地
紋
磁

州
窯
枕
之
定
年
，
應
該
說
是
正
確
的
，
而

這
類
北
宋
期
磁
州
窯
枕
有
的
即
呈
如
意
造

型
。
換
言
之
，
前
述
被
乾
隆
皇
帝
視
為
柴

窯
而
為
詩
歌
詠
的
鈞
窯
如
意
形
枕
之
相
對

年
代
，
很
可
能
上
溯
北
宋
。
由
於
學
界
對

於
鈞
窯
的
始
燒
年
代
是
否
可
上
溯
北
宋
一

事
至
今
未
有
共
識
，
因
此
設
若
本
文
以
上

比
對
可
行
，
則
該
鈞
窯
如
意
式
枕
或
將
成

為
理
解
北
宋
鈞
瓷
的
重
要
實
物
資
料
？

圖一　鈞窯長方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　鈞窯如意形枕　大英博物館（大維德基金會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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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隆
皇
帝
詠
柴
窯
瓷
碗
詩

乾
隆
皇
帝
詠
柴
窯
碗
詩
計
二
首
，

即
：

一
、
乾
隆
丙
戌
︵
三
十
一
年
，
一
七
六
六
年
︶

︽
詠
柴
窯
椀
︾
︵
註
九
︶

　
 

色
如
海
玳
瑁
，
青
異
八
牋
遺
，
遵
生
八

牋
論
柴
窯
青
如
天

，
土
性
承
足
在
，
亦
出
八

牋
，
云
曹
仲
明
則
曰
柴
窯
足
多
黃
土

，
銅
非
箝

口
為
，
舊
瓷
多
有
以
銅
箝
口
者
此
獨
無

，
千

年
火
氣
隱
，
一
片
水
光
披
，
未
若
永
宣

巧
，
龍
艘
落
葉
斯
。

二
、
乾
隆
丁
未
︵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八
七
年
︶

︽
詠
柴
窯
椀
︾

　

 

冶
自
柴
周
遂
號
柴
，
冠
乎
窯
器
獨
稱

佳
，
鏡
明
紙
薄
見
誠
罕
，
足
土
口
銅
藏

尚
皆
，
內
府
數
枚
分
甲
乙
，
夷
門
廣
牘
載

柴
窯
世
傳
周
世
宗
時
所
燒
，
天
青
色
滋
潤
細
媚
，

有
細
紋
，
足
多
粗
黃
土
，
又
博
物
要
覽
論
柴
窯

謂
，
青
如
天
，
明
如
鏡
，
薄
如
紙
，
聲
如
磬
，
為

諸
窯
之
冠
，
今
內
府
所
藏
柴
窯
椀
共
七
八
枚
，
分

第
甲
乙
，
然
色
皆
黑
無
青
者
，
亦
見
記
載
之
難
信

也

，
夷
門
廣
牘
類
邊
涯
，
都
為
黑
色
無

青
色
，
記
載
誰
真
實
事
諧
。

從
丙
戌
年
︽
詠
柴
窯
椀
︾
的
詩
注
看
來
，

乾
隆
皇
帝
先
是
介
紹
了
明
代
高
濂
︽
遵
生

八
牋
︾
載
柴
窯
屬
青
瓷
的
說
法
，
次
則
談

及
明
初
曹
昭
︽
格
古
要
論
︾
稱
柴
窯
底
足

露
胎
呈
黃
土
色
調
，
接
著
又
觀
察
到
他
所

吟
詠
的
這
件
碗
口
沿
無
金
屬
釦
邊
。
結
合

詩
作
﹁
色
如
海
玳
瑁
，
青
異
八
牋
遺
﹂
可

知
清
宮
所
藏
的
該
柴
窯
碗
釉
色
青
黑
，
底

足
露
胎
呈
土
色
︵
﹁
土
性
承
足
在
﹂
︶
，

釉
光
內
斂
︵
﹁
千
年
火
氣
隱
﹂
︶
。

乾
隆
皇
帝
再
次
賦
詩
吟
詠
柴
窯
碗

時
是
在
二
十
餘
年
後
的
丁
未
年
︵
一
七
八 

七
︶
，
其
時
他
已
是
年
逾
七
旬
的
老
人
。

重
要
的
是
，
丁
未
年
︽
詠
柴
窯
椀
︾
的
詩

作
及
詩
注
，
正
透
露
出
乾
隆
皇
帝
的
柴
窯

學
習
過
程
。
該
詩
先
是
談
及
柴
窯
的
命
名

原
委
︵
﹁
冶
自
柴
周
遂
號
柴
﹂
︶
，
作
品

屬
少
見
的
胎
薄
亮
釉
︵
﹁
鏡
明
紙
薄
見
誠

罕
﹂
︶
，
底
足
露
胎
口
鑲
銅
釦
︵
﹁
足
土

口
銅
藏
尚
皆
﹂
︶
，
清
宮
收
藏
不
止
一

件
且
均
以
甲
乙
區
分
等
級
︵
﹁
內
府
數
枚

分
甲
乙
﹂
︶
，
接
下
來
則
是
乾
隆
皇
帝
自

身
的
詩
注
，
由
於
詩
注
內
容
具
體
，
可
說

是
理
解
乾
隆
皇
帝
柴
窯
鑑
賞
觀
的
關
鍵
記

事
，
因
此
試
結
合
我
個
人
的
理
解
意
譯
如

下
：
﹁
收
入
於
明
萬
曆
年
間
︽
夷
門
廣

牘
︾
的
明
初
曹
昭
著
︽
格
古
要
論
︾
記

載
，
柴
窯
傳
說
是
五
代
後
周
柴
世
宗
時
所

燒
造
，
其
天
青
色
釉
滋
潤
帶
開
片
，
底
足

精
製
露
胎
似
黃
土
。
此
外
，
谷
應
泰
著

︽
博
物
要
覽
︾
論
柴
窯
則
稱
柴
窯
青
如

天
、
明
如
鏡
、
薄
如
紙
、
聲
如
磬
，
是
為

諸
窯
之
冠
。
不
過
，
揆
諸
內
府
所
收
藏
的

七
、
八
件
分
別
被
評
定
為
甲
乙
等
第
的
柴

窯
碗
，
其
釉
色
均
呈
黑
色
調
，
未
見
施
罩

青
釉
的
作
品
，
據
此
可
見
文
獻
記
載
亦
不

宜
盡
信
。
﹂
回
顧
乾
隆
皇
帝
的
柴
窯
詩

作
，
不
難
發
現
他
在
承
襲
明
代
高
濂
︽
遵

生
八
牋
︾
等
文
集
傳
說
柴
窯
青
如
天
、
明

如
鏡
說
法
的
同
時
，
卻
也
對
高
濂
宣
稱
其

本
人
從
未
見
過
柴
窯
一
事
耿
耿
於
懷
︵
前
引

乾
隆
甲
申
︽
詠
瓷
窯
枕
︾
︶

。
不
僅
如
此
，
高

濂
在
其
︽
遵
生
八
牋
︾
中
甚
至
還
提
問
說

柴
窯
論
製
不
一
。
有
云
：
﹁
青
如
天
、
明

如
鏡
、
薄
如
紙
、
聲
如
磬
，
是
薄
磁
也
。

而
曹
仲
明
則
曰
：
柴
窯
足
多
黃
土
，
何
相

懸
也
﹂
︵
卷
十
四
︿
論
官
哥
窯
器
﹀
︶
，
正
面
質

疑
紙
般
薄
的
柴
窯
，
其
和
︽
格
古
要
論
︾

所
描
述
足
多
黃
土
的
柴
窯
，
簡
直
是
天
壤

之
別
。從

乾
隆
皇
帝
存
世
的
四
首
詠
柴
窯

詩
中
有
三
首
提
及
高
濂
︽
遵
生
八
牋
︾
一

事
可
知
，
乾
隆
皇
帝
不
僅
知
悉
並
且
極
為

在
乎
高
濂
有
關
柴
窯
的
狐
疑
，
絕
不
敢

掉
以
輕
心
。
這
也
就
是
說
，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柴
窯
作
品
的
把
握
正
是
在
文
獻
不
可

盡
信
而
內
府
又
典
藏
有
不
知
名
瓷
窯
的
情

境
之
下
，
一
方
面
揣
摩
文
獻
記
事
，
同
時

仔
細
觀
察
內
府
庋
藏
陶
瓷
之
底
足
等
細
部

特
徵
而
漸
趨
形
成
的
。
所
以
，
其
間
看
似

矛
盾
的
認
知
，
或
隨
著
年
歲
所
發
出
的
扞

格
不
合
的
議
論
，
可
說
是
如
實
地
呈
現
出

乾
隆
皇
帝
賞
鑑
柴
窯
的
心
路
歷
程
。
比
如

說
，
乾
隆
皇
帝
於
甲
申
年
將
現
藏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鈞
窯
青
瓷
枕
視
為
柴
窯

︵
︽
詠
柴
窯
枕
︾
︶
，
兩
年
後
即
丙
戌
年

︵
一
七
六
六
︶
在
談
論
柴
窯
碗
時
卻
又
以

為
柴
窯
釉
色
青
黑
如
海
玳
瑁
︵
︽
詠
柴
窯

椀
︾
︶
，
至
庚
子
年
︵
一
七
八○

︶
︽
詠

官
窯
盤
子
︾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時
一
方
面
題
詩
曰
﹁
柴
窯
碩
果
後
周

藏
﹂
，
卻
又
自
注
云
：
﹁
內
府
舊
有
柴
窯

碗
一
，
實
古
於
宋
瓷
，
然
亦
難
定
其
真
偽

也
。
﹂
翌
年
辛
丑
年
︵
一
七
八
一
︶
再
次

以
為
現
歸
大
英
博
物
館
保
管
的
鈞
窯
青
瓷

枕
乃
柴
窯
製
品
︵
︽
詠
柴
窯
如
意
瓷
枕
︾
︶

，

六
年
之
後
即
丁
未
年
再
題
︽
詠
柴
窯
椀
︾

時
不
僅
顛
覆
了
明
代
以
來
柴
窯
屬
於
青
瓷

的
傳
說
，
又
一
次
將
清
宮
所
藏
數
件
黑
釉

碗
釐
定
為
五
代
的
柴
窯
，
而
此
一
獨
具
創

意
的
柴
窯
黑
釉
瓷
說
，
其
實
見
於
二
十
年

前
所
作
的
︽
詠
柴
窯
椀
︾
，
這
不
得
不
令

人
佩
服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古
陶
瓷
持
續
不
懈

的
思
索
，
以
及
無
畏
古
典
陳
說
，
實
事
求

是
、
知
錯
必
改
的
處
事
態
度
。

如
前
所
述
，
乾
隆
皇
帝
在
甲
申
年

和
辛
丑
年
所
吟
詠
的
兩
件
柴
窯
瓷
枕
乃
是

今
日
分
別
典
藏
於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和
大
英
博
物
館
的
鈞
窯
青
瓷
枕
。
相
對
而

言
，
乾
隆
皇
帝
在
丙
戌
年
和
丁
未
年
兩
度

比
定
出
的
柴
窯
黑
釉
碗
到
底
具
備
何
種
具

體
的
外
觀
特
徵
？
我
們
能
否
在
當
今
瓷
窯

作
品
當
中
尋
覓
出
乾
隆
皇
帝
幾
經
辨
正
，

直
至
晚
年
更
是
堅
信
不
疑
的
柴
窯
製
品
？

民
國
邵
蟄
民
︽
增
補
古
今
瓷
器
源

流
考
︾
︵
一
九
三
一
︶
，
有
一
則
記
錄
作

者
以
前
參
觀
﹁
古
物
陳
列
所
﹂
的
見
聞
心

得
。
︵
註
十
︶

按
﹁
古
物
陳
列
所
﹂
是
民
國

三
年
北
京
政
府
內
務
部
接
受
前
清
內
府
所

藏
遼
寧
、
熱
河
行
宮
銅
、
瓷
等
文
物
，
在

故
宮
文
華
、
武
英
兩
殿
所
成
立
的
展
示
清

宮
皇
室
舊
藏
文
物
的
博
物
館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古
物
陳
列
所
﹂
即
展
示
有
﹁
柴

窯
﹂
製
品
。

由
於
該
一
記
事
與
本
文
論
旨
息
息
相

關
，
茲
迻
錄
如
下
：

　

 

柴
窯
，
予
所
見
者
僅
古
物
陳
列
所
陳
列

之
熱
河
行
宮
所
藏
大
小
兩
瓶
，
及
故
宮

所
藏
撇
口
盌
數
枚
而
已
，
瓶
式
奇
古
，

大
者
為
黑
黃
色
，
小
者
為
天
藍
色
帶
黑

斑
，
似
無
紅
之
均
器
。
盌
為
黑
色
帶
黃

斑
盌
，
內
現
黃
色
秋
葉
一
片
，
似
已
被

蟲
蝕
者
，
異
常
俏
皮
，
此
數
盌
本
存
於

清
宮
一
殿
中
，
其
殿
所
藏
者
皆
清
以
前

歷
代
有
名
之
瓷
器
，
置
有
若
干
木
架
，

架
上
有
屜
，
屜
皆
封
鎖
，
屜
面
有
某
朝

某
物
若
干
件
字
樣
，
知
當
時
即
什
襲
珍

藏
者
，
乃
此
數
盌
後
在
景
陽
宮
陳
列
，

故
宮
主
者
竟
依
某
君
之
鑑
定
改
題
為
宋

瓷
，
謂
原
題
柴
窯
係
清
高
宗
之
誤
，
而

又
不
能
說
明
其
理
由
，
是
真
膽
大
妄
為

不
顧
一
切
者
矣
。

與
本
文
擬
將
討
論
的
內
容
直
接
相
關
的

是
，
陳
設
品
當
中
包
括
幾
件
乾
隆
皇
帝
原

題
﹁
柴
窯
﹂
的
黑
釉
黃
斑
撇
口
碗
，
碗
內

壁
有
黃
色
秋
葉
裝
飾
，
而
這
幾
件
所
謂
柴

窯
黑
釉
碗
後
來
又
被
轉
往
故
宮
景
陽
宮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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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如
果
將
上
引
邵
氏
針
對
﹁
古
物
陳
列

所
﹂
所
展
示
柴
窯
的
外
觀
描
述
，
逕
和
乾

隆
丙
戌
︽
詠
柴
窯
椀
︾
所
形
容
的
柴
窯

特
徵
予
以
參
酌
對
照
，
很
容
易
讓
人
直
覺

地
認
為
兩
者
可
能
屬
同
類
黑
釉
撇
口
碗
。

特
別
的
是
讓
邵
氏
印
象
深
刻
的
碗
內
壁
所

見
一
片
黃
色
秋
葉
裝
飾
，
更
可
和
︽
詠
柴

窯
椀
︾
末
句
﹁
龍
舟
落
斯
葉
﹂
相
對
應
。

依
據
今
日
所
已
累
積
的
瓷
窯
考
古
知
識
，

我
們
可
以
輕
易
地
判
定
乾
隆
丙
戌
以
及
原

題
﹁
柴
窯
﹂
、
一
度
陳
設
於
﹁
古
物
陳
列

所
﹂
的
黑
釉
碗
，
無
疑
正
是
南
宋
時
期
江

西
省
吉
州
窯
所
燒
造
的
茶
盞
︵
圖
三
︶
。

該
類
茶
盞
係
在
燒
成
前
於
碗
內
壁
黑
釉
上

置
葉
脈
分
明
的
樹
葉
︵
一
說
是
菩
提
樹

葉
︶
，
燒
成
後
葉
紋
呈
金
黃
或
黃
藍
乳
濁

色
調
，
與
黑
釉
相
襯
不
僅
別
有
一
番
裝
飾

效
果
，
其
黑
中
帶
黃
或
黑
中
閃
青
藍
的
釉

色
特
徵
似
於
玳
瑁
，
此
亦
和
乾
隆
皇
帝
形

容
該
﹁
柴
窯
椀
﹂
﹁
色
如
海
玳
瑁
﹂
句
相

符
。
此
外
，
這
類
吉
州
窯
葉
紋
盞
底

修

成
臥
足
，
無
釉
露
胎
處
呈
黃
土
胎
色
，
這

點
也
和
傳
說
中
﹁
柴
窯
足
多
黃
土
﹂
的
特

徵
一
致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數
件
清
宮
傳
世
的
吉
州
窯
葉
紋
飾
黑
釉

碗
，
口
沿
均
裝
鑲
金
屬
釦
邊
，
其
與
丙
戌

年
︽
詠
柴
窯
椀
︾
詩
注
所
稱
無
﹁
銅
箝

口
﹂
不
同
，
但
也
不
排
除
今
日
所
見
金
屬

邊
釦
是
乾
隆
皇
帝
鑑
賞
過
後
才
予
裝
鑲
的

︵
圖
四
、
五
︶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吉
州

窯
黑
釉
葉
紋
碗
計
三
件
，
其
中
兩
件
原
置

清
宮
養
心
殿
，
依
據
一
九
二○

年
代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
故
宮
物
品
點
查
報
告
︾
，

當
時
的
記
錄
是
﹁
銅
鑲
口
黑
色
宋
瓷
撇
口

碗
兩
個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清
點
人
員
還

附
記
稱
﹁
與
景
陽
宮
所
見
柴
窯
同
帶
木

架
﹂
。
那
麼
，
收
藏
在
景
陽
宮
與
之
類
似

的
﹁
柴
窯
﹂
實
體
如
何
？
查
︽
故
宮
物
品

點
查
報
告
︾
則
景
陽
宮
所
收
一
件
﹁
金
鑲

口
鐃
碗
﹂
其
實
是
臺
灣
故
宮
所
藏
另
一
件

吉
州
窯
黑
釉
葉
紋
碗
。
不
僅
如
此
，
與
之

併
入
同
一
清
點
序
號
的
還
有
﹁
無
款
紫
窯

銅
鑲
口
鐃
碗
二
件
﹂
，
這
樣
看
來
，
收
貯

於
景
陽
宮
的
吉
州
窯
葉
紋
碗
以
及
相
同
序

號
的
兩
件
﹁
紫
窯
﹂
黑
釉
碗
，
極
有
可
能

就
是
前
述
養
心
殿
清
點
人
員
所
特
別
附
記

之
景
陽
宮
中
的
﹁
柴
窯
﹂
。
這
再
次
讓
人

想
起
︽
增
補
古
今
瓷
器
源
流
考
︾
作
者
邵

蟄
民
所
提
到
曾
於
﹁
古
物
陳
列
所
﹂
公
開

展
示
的
幾
件
乾
隆
皇
帝
原
題
﹁
柴
窯
﹂
的

黑
釉
碗
，
後
來
又
轉
往
陳
列
於
景
陽
宮
。

因
此
，
景
陽
宮
點
查
報
告
的
﹁
紫
窯
﹂
應

該
是
﹁
柴
窯
﹂
的
誤
植
。
臺
灣
故
宮
收
藏

的
這
兩
件
乾
隆
皇
帝
所
辨
識
出
的
柴
窯
黑

釉
碗
，
黑
釉
光
亮
似
漆
，
品
相
高
妙
，
口

沿
裝
鑲
金
屬
邊
釦
，
底
足
露
胎
，
潔
白
胎

圖三　吉州窯窯址出土黑釉葉紋飾標本（左邊二件）

圖五　吉州窯葉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c

c

b

b

a

a

圖四　吉州窯葉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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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與柴窯鑑賞

乾隆特展

的
極
端
不
同
的
鑑
賞
品
評
，
其
實
透
露
出

一
個
有
趣
的
文
化
現
象
，
那
就
是
對
於
室

町
時
代
的
日
本
知
識
人
而
言
，
其
所
延
續

的
古
典
乃
是
承
襲
自
中
國
唐
宋
時
代
的
菁

華
，
故
其
黑
釉
盞
的
賞
鑑
也
是
接
續
自
宋

代
文
人
的
品
評
。
相
對
而
言
，
明
代
人
因

飲
茶
法
的
改
變
，
而
漸
與
宋
人
酷
愛
的
建

盞
產
生
疏
離
，
其
結
果
是
建
盞
等
黑
釉
因

此
逐
漸
退
出
陶
瓷
賞
鑑
的
舞
台
。
如
前
所

述
，
乾
隆
皇
帝
的
陶
瓷
學
養
頗
多
得
自
明

代
鑑
藏
家
的
著
述
，
因
此
不
排
除
乾
隆
皇

帝
可
能
因
明
代
鑑
藏
家
對
於
建
窯
等
黑
釉

的
賞
鑑
斷
層
，
致
使
他
對
今
日
已
予
證
實

的
吉
州
窯
葉
紋
碗
產
地
完
全
陌
生
，
甚
至

要
比
早
他
三
百
年
的
日
本
國
人
的
分
類
還

要
遜
色
。

附
帶
一
提
，
現
歸
大
阪
市
立
東
洋
陶

磁
美
術
館
被
定
為
重
要
文
化
財
的
吉
州
窯

葉
紋
碗
︵
圖
八
︶
，
原
係
加
賀
前
田
家
傳

世
品
，
曾
見
於
弘
化
三
年
︵
一
八
四
六
︶

的
道
具
目
錄
帳
，
後
收
入
高
橋
箒
庵
︽
大

正
名
器
鑑
︾
，
所
附
木
箱
墨
書
﹁
し
ん
ち

う
ふ
く
り
ん
平
茶
碗
﹂
，
可
惜
墨
書
僅

載
明
該
碗
原
裝
鑲
有
釦
邊
，
而
未
涉
及
產

地
。
︵
註
十
二
︶

不
過
，
像
是
筆
者
這
樣
對

圖六　定窯類型黑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定窯類型黑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數
，
而
其
鑑
識
結
果
往
往
也
成
為
今
日
學

界
判
斷
古
瓷
產
地
的
重
要
參
考
。
姑
且
不

論
柴
窯
是
否
真
有
其
窯
？
可
以
確
認
的
是

乾
隆
皇
帝
有
關
柴
窯
實
物
的
比
對
都
不
正

確
，
而
他
不
止
一
次
地
將
宋
代
黑
釉
瓷
碗

比
附
為
柴
窯
一
事
尤
其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相
對
而
言
，
日
本
國
八
代
將
軍
足
利
義
政

︵
一
四
三
六

∼

一
四
九○

︶
門
下
能
阿
彌

撰
於
文
明
八
年
︵
一
四
七
六
︶
並
由
其
孫

相
阿
彌
在
永
正
八
年
︵
一
五
一
一
︶
增
補

集
成
的
︽
觀
台
觀
左
右
帳
記
︾
︵
群
書
類

從
本
︶
則
係
將
乾
隆
皇
帝
比
附
為
柴
窯
的

吉
州
窯
葉
紋
黑
釉
碗
納
入
其
所
分
類
的
所

謂
﹁
鱉
盞
﹂
或
﹁
能
皮
盞
﹂
，
並
據
此
和

價
值
高
昂
的
福
建
建
窯
﹁
曜
變
﹂
或
﹁
油

滴
﹂
予
以
區
隔
。
︵
註
十
一
︶

尤
可
注
意
的
是
，
相
對
於
日
本
國

對
於
建
窯
黑
釉
予
以
高
度
地
評
價
，
成

書
於
洪
武
二
十
年
︵
一
三
八
七
︶
曹
昭

︽
格
古
要
論
︾
則
稱
建
盞
﹁
體
極
厚
，

俗
甚
﹂
︵
﹁
古
建
窯
﹂
條
︶

，
至
隆
慶
六
年

︵
一
五
七
二
︶
田
藝
蘅
︽
留
青
日
札
︾

在
品
評
歷
代
陶
瓷
時
甚
至
鄙
視
地
論
定

﹁
建
安
烏
泥
窯
品
最
下
﹂
︵
卷
六
﹁
龍
泉
窯
﹂

條
︶

。
日
中
兩
國
對
於
建
窯
等
黑
釉
瓷
碗

藏
尚
皆
﹂
的
外
觀
特
徵
。
其
中
一
件
曾
於

一
九
三○

年
代
在
倫
敦
中
國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會
展
出
，
當
時
定
名
為
︿
宋
建
陽
窯
烏

金
泑
盌
﹀
並
註
明
︿
原
名
無
款
紫
窯
銅
鑲

口
鐃
盌
﹀
，
基
於
上
述
，
其
﹁
原
名
﹂
也

應
正
名
為
︿
無
款
柴
窯
銅
鑲
口
鐃
盌
﹀
，

這
樣
才
符
合
乾
隆
皇
帝
的
柴
窯
鑑
賞
觀
。

另
外
，
從
兩
件
同
式
黑
釉
碗
碗
底
圈
足
造

型
酷
似
定
窯
白
瓷
以
及
漆
般
的
光
亮
黑
釉

等
細
部
特
徵
，
我
認
為
臺
灣
故
宮
藏
清
宮

傳
世
的
這
兩
件
﹁
柴
窯
﹂
黑
釉
鑲
釦
碗
，

很
有
可
能
是
河
北
省
定
窯
宋
金
時
期
製

品
。

小
結

從
近
兩
百
首
乾
隆
御
製
詠
瓷
詩
文

內
容
可
以
清
楚
理
解
到
乾
隆
皇
帝
鑑
賞

古
瓷
的
重
點
，
亦
即
除
了
熟
悉
歷
朝
文
獻

特
別
是
明
代
文
人
有
關
陶
瓷
的
鑑
賞
品

評
，
還
包
括
了
仔
細
目
驗
陶
瓷
實
物
的

胎
質
、
釉
色
、
器
形
、
成
形
燒
造
技
法
、

瓷
釉
開
片
紋
理
，
甚
至
陶
瓷
器
表
的
﹁
皮

殼
﹂
特
徵
，
其
觀
察
角
度
幾
乎
囊
括
了
當

今
學
界
鑑
識
古
瓷
的
全
部
要
項
，
也
因
此

經
由
他
正
確
比
定
出
的
古
瓷
委
實
不
在
少

體
上
方
淡
塗
一
層
褐
黑
色
化
妝
泥
，
似
乎

是
有
意
模
倣
建
窯
茶
盞
烏
黑
胎
體
而
進
行

的
加
工
︵
圖
六
、
七
︶
。
不
過
，
由
於
類

似
效
果
的
褐
黑
色
化
妝
泥
也
見
於
前
引
吉

州
窯
葉
紋
碗
︵
同
圖
四
c
︶
，
而
吉
州
窯

窯
址
出
土
標
本
似
均
未
見
此
類
底
足
塗

抹
，
故
不
排
除
全
屬
後
世
的
人
為
加
工
。

無
論
如
何
，
其
底
足
露
胎
，
口
沿
鑲
釦
確

實
符
合
乾
隆
丁
未
詠
柴
窯
碗
﹁
足
土
口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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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產
地
的
期
待
或
許
強
人
所
難
，
因
為

在
一
九
三○

年
代
英
人A

. D
. B

ran
kston

調
查
吉
州
永
和
鎮
窯
址
之
前
︵
註
十
三
︶

，

學
界
對
於
此
類
葉
紋
碗
的
產
地
同
樣
僅

止
於
臆
測
，
如R

. L
. H

obson

先
是
推
測

其
係
河
南
、
河
北
地
區
燒
造
的
黑
釉
，

即
所
謂
﹁
河
南
天
目
﹂
︵
一
九
一
五
︶

︵
註
十
四
︶

，
後
又
修
正
認
為
是
建
窯
製
品

︵
一
九
二
六
︶
︵
註
十
五
︶

，
前
引
故
宮
赴

英
展
覽
圖
錄
也
是
將
之
定
名
為
建
陽
窯
。

圖八　吉州窯葉紋碗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最
後
，
應
予
說
明
的
是
本
文
第
一
段
﹁
柴

窯
傳
說
的
變
遷
﹂
乃
是
轉
錄
自
拙
著
舊
作

︿
耀
州
窯
遺
址
五
代
青
瓷
的
年
代
問
題—

從
所
謂
﹁
柴
窯
﹂
談
起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
第
一
六
卷
第
二
期
，
一
九
九
八
︶

。
寫
作

期
間
承
蒙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器
物
處
余
佩

瑾
研
究
員
惠
賜
︽
故
宮
物
品
點
查
報
告
︾

相
關
影
本
及
添
附
典
藏
號
的
圖
檔
，
謹
誌

謝
意
。

作
者
任
職
於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藝
術
史
研
究
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