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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漆傢具

展場巡禮

明
清
漆
傢
具

胡
德
生

論
及
漆
器
品
種
和
製
用
工
藝
，
我
們

還
是
不
能
不
提
到
︽
髹
飾
錄
︾
，
它
是
一

部
具
有
極
高
歷
史
與
學
術
價
值
的
著
作
，

從
北
京
故
宮
藏
漆
器
傢
具
品
種
看
，

大
體
可
分
為
如
下
十
餘
個
品
種
：

一
、
單
色
漆
傢
具

單
色
漆
傢
具
又
稱
素
漆
傢
具
，
即
以

一
色
漆
油
飾
的
傢
具
。
常
見
有
黑
、
紅
、

紫
、
黃
、
褐
諸
色
，
以
黑
漆
、
朱
紅
漆
、

紫
漆
最
多
。
黑
漆
又
名
玄
漆
，
烏
漆
。
黑

色
本
是
漆
的
本
色
，
故
古
代
有
﹁
漆
不
言

色
皆
謂
黑
﹂
的
說
法
。
因
此
，
純
黑
色
的

漆
器
是
漆
工
藝
中
最
基
本
的
作
法
，
其
它

顏
色
的
漆
皆
是
經
過
調
配
加
工
而
成
的
。

素
漆
傢
具
在
眾
多
種
漆
器
中
是
等
級
較
低

的
品
種
，
也
是
用
量
最
多
的
品
種
，
只
是

由
於
漆
傢
具
不
易
保
存
，
很
難
流
傳
至

今
。
在
皇
宮
中
仍
有
遺
存
，
數
量
也
不
是

很
多
。
單
色
漆
分
﹁
揩
光
﹂
和
﹁
退
光
﹂

兩
種
作
法
，
揩
光
漆
是
用
透
明
漆
，
要
求

漆
面
瑩
滑
如
玉
，
光
可
照
人
。
退
光
漆
是

漆
後
經
打
磨
使
漆
光
內
蘊
，
要
求
古
色
如

烏
木
。
︵
圖
一
︶

二
、
雕
漆
傢
具

雕
漆
傢
具
在
明
代
製
作
也
很
多
，

是
在
素
漆
傢
具
上
反
覆
上
漆
，
少
則
幾
十

道
，
多
則
一
百
餘
道
。
每
次
在
八
成
乾
時

漆
下
一
道
，
油
完
後
，
在
表
面
描
上
畫

稿
，
以
雕
刻
手
法
裝
飾
所
需
花
紋
。
然
後

陰
乾
，
使
漆
變
硬
。
雕
漆
又
名
剔
漆
，
有

紅
、
黃
、
綠
、
黑
幾
種
，
以
紅
色
最
多
，

又
名
剔
紅
。
明
代
雕
漆
大
多
圓
潤
柔
和
，

漆
質
純
正
，
色
澤
鮮
亮
。
雕
刻
圖
案
遵

循
宋
元
時
期
的
章
法
及
風
格
，
而
又
有
所

創
新
。
從
歷
史
記
載
可
以
看
出
，
明
代
雕

漆
器
分
兩
大
特
點
，
一
是
渾
厚
、
圓
潤
，

俗
謂
﹁
藏
鋒
不
露
﹂
，
即
經
過
打
磨
、
拋

光
，
不
露
刀
痕
。
這
一
派
以
嘉
興
西
塘
張

成
、
楊
茂
以
及
後
來
的
張
德
剛
、
包
亮
、

黃
成
、
楊
明
等
人
都
是
這
一
派
的
代
表
。

另
一
種
是
以
雲
南
為
代
表
的
雲
南
雕
漆
，

明
代
沈
德
符
︽
萬
曆
野
獲
編
︾
介
紹
雲
南

雕
漆
時
說
：
﹁
唐
之
中
世
，
大
理
國
破
成

都
，
盡
擄
百
工
以
去
，
由
是
雲
南
漆
織
諸

技
，
甲
於
天
下
。
唐
末
復
通
中
國
，
至
南

漢
劉
氏
與
通
婚
姻
，
始
漸
得
滇
物
。
元
時

下
大
理
，
選
其
工
匠
最
高
者
入
禁
中
。
至

我
國
初
收
為
郡
縣
，
滇
工
布
滿
內
府
。
今

御
用
監
，
供
用
庫
諸
役
，
皆
其
子
孫
也
，

其
後
漸
以
消
滅
。
嘉
靖
間
，
又
敕
雲
南
揀

選
送
京
應
用
。
﹂
雲
南
雕
漆
的
特
點
是
刀

痕
明
顯
，
鋒
棱
外
露
，
與
嘉
興
派
風
格
有

很
大
區
別
。
明
代
高
濂
的
︽
遵
生
八
箋
．

二
十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隨
著
經
濟
的
發
展
和
人
們
生
活
水
平
的
普
遍
提
高
，
在
豐
衣
足
食
的
基
礎

上
，
人
們
進
一
步
追
求
的
必
然
是
精
神
生
活
和
文
化
品
味
，
從
而
形
成
了
空
前
的
收
藏
古
代
文
化

藝
術
品
的
熱
潮
。
在
這
場
熱
潮
中
，
古
典
傢
具
是
其
中
較
為
重
要
的
品
類
之
一
。
從
目
前
市
場
上

發
行
的
傢
具
書
籍
看
，
絕
大
多
數
為
高
檔
硬
木
傢
具
，
以
彩
繪
為
主
的
漆
飾
傢
具
卻
很
少
有
人
提

及
和
問
津
，
對
漆
飾
彩
繪
傢
具
的
認
識
也
很
浮
淺
。
這
是
由
於
漆
飾
傢
具
存
世
量
相
對
較
少
，
且

民
間
不
易
保
存
的
緣
故
。
實
際
上
漆
木
傢
具
在
中
國
傢
具
史
上
佔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
據
史
料

記
載
，
我
國
自
新
石
器
時
代
晚
期
就
已
經
開
始
認
識
和
使
用
漆
來
保
護
或
裝
飾
器
物
了
。
此
後
的

戰
國
、
漢
、
唐
、
明
、
清
，
都
有
非
常
精
美
的
器
物
出
土
或
傳
世
，
漆
器
傢
具
的
製
作
也
未
曾
間

斷
。
如
果
要
研
究
中
國
傢
具
發
展
史
，
肯
定
要
以
漆
器
傢
具
為
主
線
，
因
為
漆
器
傢
具
可
以
貫
穿

中
國
傢
具
史
的
始
終
。
從
眾
多
的
歷
史
資
料
來
看
，
漆
飾
傢
具
的
藝
術
成
就
肯
定
在
﹁
硬
木
傢

具
﹂
之
前
，
也
可
以
說
，
漆
飾
傢
具
的
藝
術
成
就
為
硬
木
傢
具
的
發
展
奠
定
了
良
好
的
基
礎
。

對
我
們
今
天
的
工
藝
美
術
仍
有
重
要
的
參

考
價
值
。
︽
髹
飾
錄
︾
共
十
八
章
，
其
中

第
一
章
講
製
作
漆
器
的
各
種
原
料
及
各
種

工
具
設
備
；
第
二
章
講
製
作
漆
器
時
容
易

發
生
的
各
種
毛
病
，
以
及
發
生
這
些
毛
病

的
原
因
；
第
三
章
至
第
十
六
章
介
紹
漆
器

的
類
別
和
不
同
品
種
。
王
世
襄
先
生
經
過

多
年
潛
心
研
究
，
為
︽
髹
飾
錄
︾
作
詳
細

解
說
，
比
明
代
天
啟
年
西
塘
楊
明
的
註
解

又
前
進
了
一
步
。
我
們
如
果
瀏
覽
一
下
王

世
襄
先
生
︽
髹
飾
錄
解
說
︾
的
目
錄
，
就

能
使
大
家
對
明
清
時
期
的
漆
器
品
種
有
一

個
全
面
瞭
解
。

從
目
錄
看
出
明
代
漆
器
已
發
展
到

十
四
個
門
類
，
八
十
五
個
不
同
品
種
。

楊
明
在
︽
髹
飾
錄
註
解
︾
的
序
文
中
說
：

﹁
今
之
工
法
，
以
唐
為
古
格
，
以
宋
元
為

通
法
。
又
出
國
朝
廠
工
之
始
，
制
者
殊

多
，
是
為
新
式
。
於
此
千
文
萬
華
紛
然
不

可
勝
識
矣
﹂
。
說
明
明
代
漆
器
的
產
量
、

製
作
工
藝
和
品
種
在
宋
元
基
礎
上
又
有
了

很
大
發
展
和
提
高
。

圖一　明黑素漆扶手椅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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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閒
清
賞
︾
中
早
就
講
到
了
這
一
點
：

﹁
雲
南
人
以
此
為
業
，
奈
用
刀
不
善
藏

鋒
，
又
不
磨
熟
棱
角⋯

⋯

﹂
。
嘉
靖
以

後
，
刀
痕
明
顯
，
鋒
芒
畢
露
的
雕
漆
器
漸

多
，
並
沒
有
人
把
它
視
為
甚
麼
缺
點
，
而

人
才
濟
濟
把
它
看
作
是
不
同
地
區
的
風
格

特
點
而
已
。
︵
圖
二
、
三
︶

三
、
剔
犀
傢
具

剔
犀
實
際
上
屬
雕
漆
的
一
種
，
也
是

在
器
物
上
反
覆
上
漆
少
則
二
、
三
十
遍
，

多
則
七
、
八
十
遍
，
然
後
根
據
花
紋
要
求

施
以
雕
刻
。
剔
犀
與
雕
漆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漆
色
不
同
。
雕
漆
是
反
覆
上
同
一
色
漆
，

而
剔
犀
則
是
紅
黑
兩
色
漆
交
互
髹
飾
，
待

達
到
一
定
厚
度
時
再
按
花
紋
要
求
雕
刻
。

剔
犀
的
花
紋
大
多
為
捲
曲
的
雲
紋
，
雕
刻

時
下
刀
要
有
一
定
斜
度
，
左
一
刀
，
右
一

刀
，
刀
鋒
在
底
部
會
合
，
使
雕
刻
斷
面
呈

﹁
V
﹂
字
形
。
由
於
是
紅
黑
兩
色
漆
油

飾
，
故
在
雕
刻
斷
面
上
顯
現
出
紅
黑
相
間

的
紋
理
，
這
種
紋
理
被
歷
代
匠
人
們
稱
之

為
﹁
剔
犀
﹂
。
︵
圖
四
、
五
︶

四
、
描
金
漆
傢
具

描
金
漆
傢
具
，
是
在
素
漆
傢
具
上
用

半
透
明
漆
調
彩
漆
描
畫
花
紋
，
然
後
放
入

富
，
在
漆
器
品
類
中
屬
大
項
目
。
︵
圖

六
︶

五
、
識
文
描
金
傢
具

識
文
描
金
是
在
素
漆
地
上
用
泥
金
勾

畫
花
紋
，
其
作
法
是
用
清
漆
調
金
粉
或
銀

粉
，
要
調
的
相
對
稠
一
點
，
用
筆
粘
金
漆

直
接
在
漆
地
上
作
畫
或
寫
字
。
其
特
點
是

花
紋
隱
起
，
有
如
陽
刻
浮
雕
。
由
於
黑
漆

地
的
襯
托
，
色
彩
反
差
強
烈
，
使
圖
案
更

顯
生
動
活
潑
。
這
類
傢
具
實
物
不
多
，
且

都
是
清
代
作
品
。
最
典
型
的
是
清
代
雍
正

元
年
，
雍
正
皇
帝
為
盛
放
從
孝
陵
努
爾
哈

赤
的
墳
包
上
割
回
的
蓍
草
，
特
製
了
一
件

用
識
文
描
金
手
法
裝
飾
雲
紋
和
龍
紋
的
雙

層
套
箱
。
製
作
異
常
精
美
，
尤
其
還
帶
有

雍
正
元
年
的
款
識
，
在
漆
傢
具
品
類
中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歷
史
價
值
和
藝
術
價
值
。

︵
圖
七
︶

六
、
罩
金
漆
傢
具

罩
金
漆
傢
具
是
在
素
漆
傢
具
上
通

體
貼
金
。
作
法
是
先
在
漆
地
上
打
金
膠
，

待
金
膠
七
、
八
成
乾
時
，
開
始
貼
金
箔
。

因
為
金
膠
過
濕
，
金
箔
會
被
吃
進
金
膠
，

這
樣
不
僅
浪
費
金
箔
，
金
色
效
果
還
不

好
。
金
箔
貼
完
後
，
再
往
金
地
上
罩
一
層

透
明
漆
。
故
名
﹁
罩
金
漆
﹂
，
又
名
﹁
罩

金
﹂
。
在
明
清
兩
代
，
這
種
罩
金
漆
傢
具

通
常
只
有
皇
帝
家
族
才
有
資
格
使
用
，
親

王
、
貝
勒
也
只
可
使
用
金
漆
描
畫
花
紋
。

在
皇
宮
，
這
類
傢
具
也
不
是
隨
意
使
用
，

只
有
皇
家
重
要
的
禮
制
建
築
和
佛
教
、
道

教
以
及
皇
帝
家
廟
中
才
可
使
用
。
如
太
和

殿
、
中
和
殿
、
保
和
殿
、
乾
清
宮
等
，
它

們
是
紫
禁
城
中
最
高
等
級
的
建
築
。
還
有

皇
家
各
處
佛
教
、
道
教
的
佛
堂
，
奉
先
殿

等
處
皇
帝
家
廟
，
這
些
殿
堂
內
使
用
的
都

是
清
一
色
的
罩
金
漆
傢
具
。
除
此
之
外
，

溫
濕
室
，
待
漆
乾
後
，
在
花
紋
上
打
金
膠

︵
漆
工
術
語
曰
：
金
腳
︶
，
用
細
棉
球
著

最
細
的
金
粉
貼
在
花
紋
上
。
這
種
作
法
又

稱
﹁
描
金
漆
傢
具
﹂
，
如
果
是
黑
漆
地
，

就
叫
黑
漆
描
金
，
如
果
是
紅
漆
地
，
就
叫

紅
漆
描
金
。
黑
色
漆
地
或
紅
色
漆
地
，
與

金
色
的
花
紋
相
襯
托
，
形
成
絢
麗
華
貴
的

氣
派
。
還
有
的
在
金
色
花
紋
上
，
再
用
黑

漆
勾
畫
細
部
花
紋
，
使
圖
案
更
加
形
象
生

動
，
則
稱
為
﹁
黑
漆
理
描
金
﹂
。
描
金
漆

傢
具
在
眾
多
漆
工
藝
中
工
藝
相
對
簡
便
，

因
此
製
作
較
多
，
涉
及
傢
具
品
種
也
較
豐

圖二　明宣德剔紅方香幾　作者提供圖三　明初剔紅腳踏　作者提供

圖六　明黑漆描金頂豎櫃　作者提供

圖五　 明晚期剔犀「福壽康寧」長方盒　
作者提供

圖四　明早期剔犀方匣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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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連
東
西
六
宮
以
及
皇
帝
居
住
的
養
心
殿

也
未
見
過
罩
金
漆
傢
具
，
由
此
可
以
想
像

罩
金
漆
傢
具
在
皇
宮
中
的
身
份
和
地
位
。

罩
金
漆
工
藝
中
還
包
括
一
種
稱
為

﹁
彩
金
象
﹂
的
作
法
，
即
一
件
器
物
上

用
幾
種
不
同
成
色
的
金
箔
。
金
箔
大
體
分

成
，
金
片
即
把
金
箔
碾
的
糙
一
點
，
金
點

即
把
金
箔
碾
的
細
一
點
，
漆
工
術
語
稱
其

為
﹁
麩
片
﹂
。
在
實
際
操
作
中
，
根
據
情

況
可
疏
可
密
，
罩
漆
也
可
薄
一
些
或
厚
一

為
：
庫
金
、
蘇
大
赤
、
田
赤
金
等
，
一
般

地
子
用
較
淺
淡
的
金
色
，
而
裝
飾
花
紋
則

要
用
較
深
一
些
的
金
色
。
圖
案
邊
緣
金
色

一
定
要
與
地
子
的
金
色
有
明
顯
的
區
別
，

才
能
收
到
理
想
的
效
果
。
︵
圖
八
︶

七
、
灑
金
漆
傢
具

些
。
同
樣
是
灑
金
，
也
能
反
映
出
不
同
的

特
點
來
。
這
方
面
的
實
例
，
要
以
明
代
萬

曆
款
黑
漆
地
灑
嵌
金
、
銀
、
螺
鈿
，
加
描

金
龍
大
書
架
為
例
。
︵
圖
九
︶ 

常
見
的
灑
金
沙
工
藝
多
用
於
裝
飾
傢

具
的
地
子
或
器
物
的
漆
裡
，
而
且
金
片
或

金
點
灑
的
極
為
均
勻
，
疏
密
一
致
。

八
、
堆
灰
傢
具

堆
灰
又
名
堆
起
，
是
在
傢
具
表
面

根
據
花
紋
要
求
用
漆
灰
堆
成
高
低
不
平
的

地
子
，
然
後
在
高
低
不
平
的
地
子
上
雕
刻

各
式
花
紋
。
花
紋
雕
好
後
，
再
作
進
一
步

細
加
工
，
經
過
髹
飾
或
描
金
等
工
序
，
形

成
獨
具
特
色
的
傢
具
品
種
。
堆
灰
傢
具
又

稱
隱
起
描
金
或
描
漆
，
其
特
點
是
花
紋
隆

起
較
高
，
且
高
低
錯
落
，
有
如
浮
雕
。
這

種
器
物
的
傳
世
實
物
極
為
少
見
，
北
京
故

宮
現
存
只
有
乾
隆
十
八
年
從
坤
寧
宮
換

下
的
八
個
頂
櫃
。
據
史
料
記
載
，
底
櫃
已

被
改
作
它
用
，
而
這
八
個
頂
櫃
在
庫
房
中

留
傳
至
今
。
此
櫃
何
時
製
作
目
前
未
查
到

記
載
，
從
紋
飾
風
格
看
，
最
早
不
過
雍
正

年
。
可
能
是
由
於
經
常
使
用
，
因
震
動
而

造
成
脫
漆
斷
裂
，
到
乾
隆
十
八
年
已
無
法

再
使
用
，
才
換
成
現
今
仍
陳
設
在
坤
寧
宮

﹁
灑
金
漆
﹂
又
名
﹁
砂
金
漆
﹂
，

泛
指
在
漆
地
上
灑
金
，
上
面
再
罩
一
層
透

明
漆
，
使
帶
有
金
片
或
金
點
的
漆
地
透
過

罩
漆
的
做
法
。
金
片
和
金
點
都
用
金
箔
製

圖七　清雍正識文描金長方箱　作者提供

圖八　清初罩金漆龍紋寶座　作者提供

圖九　明萬曆款黑漆灑金銀螺鈿描金龍書格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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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實
物
僅
此
一
例
。
︵
圖
十
︶

九
、
填
漆
傢
具

填
漆
即
填
彩
漆
，
是
先
在
做
好
的
素

漆
傢
具
上
描
畫
花
紋
，
再
用
刀
或
針
尖
依

畫
稿
刻
出
低
陷
的
花
紋
，
然
後
依
花
紋
所

需
的
色
彩
用
彩
漆
填
平
花
紋
。
如
果
是
花

葉
或
花
朵
，
則
需
用
刀
鏟
去
幾
道
漆
層
，

如
果
是
各
式
錦
紋
，
則
用
刀
尖
或
針
尖
刻

出
深
淺
相
同
的
陰
溝
，
然
後
再
將
各
色

漆
填
在
花
紋
內
。
待
乾
固
後
，
再
打
磨
一

遍
，
使
紋
地
分
明
。
這
種
作
法
，
花
紋
與

漆
地
齊
平
，
裝
飾
效
果
亦
較
好
。

十
、
理
溝
戧
金
傢
具

理
溝
戧
金
、
戧
銀
的
作
法
大
體
與

填
漆
相
似
，
也
是
先
在
素
漆
地
上
描
畫
花

紋
，
再
依
花
紋
紋
路
用
刀
尖
或
針
尖
刻
劃

出
纖
細
的
花
紋
。
然
後
在
低
陷
的
花
紋
內

打
金
膠
，
再
把
金
泊
或
銀
泊
粘
著
進
去
，

的
一
對
花
梨
木
染
紫
檀
色
的
大
櫃
。
這
八

個
頂
櫃
的
正
面
兩
門
和
兩
側
山
板
均
以
黑

漆
作
地
，
當
中
堆
起
漆
灰
，
然
後
以
起
地

浮
雕
手
法
雕
出
菱
形
開
光
，
開
光
內
又
浮

雕
雲
紋
和
龍
紋
，
花
紋
最
高
處
超
過
一
釐

米
。
菱
紋
開
光
及
雲
龍
紋
均
罩
金
漆
，
側

山
板
雲
龍
紋
罩
紅
漆
，
花
紋
底
部
還
保
留

著
黑
漆
地
子
。
黑
漆
部
分
漆
面
開
裂
嚴

重
，
多
處
露
出
麻
灰
裡
兒
。
現
存
堆
灰
傢

形
成
金
色
或
銀
色
的
花
紋
。
它
與
填
漆
的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花
紋
不
是
與
漆
地
齊
平
，

而
是
仍
保
持
陰
紋
劃
痕
。
填
漆
和
戧
金
雖

屬
兩
種
不
同
的
工
藝
手
法
，
但
在
實
際
應

用
中
經
常
混
合
使
用
。
以
填
漆
和
戧
金
兩

種
手
法
結
合
製
作
的
器
物
在
明
清
兩
代
倍

受
歡
迎
。
︵
圖
十
一
︶

十
一
、
刻
灰
傢
具

刻
灰
又
名
大
雕
填
，
也
叫
款
彩
。
一

般
在
漆
灰
之
上
油
黑
漆
數
遍
，
乾
後
在
漆

地
上
描
畫
畫
稿
，
然
後
把
花
紋
輪
廓
內
的

漆
地
用
刀
挖
去
，
保
留
花
紋
輪
廓
。
刻
挖

的
深
度
一
般
至
漆
灰
為
止
，
故
名
刻
灰
。

然
後
在
低
陷
的
花
紋
內
根
據
紋
飾
需
要
填

以
不
同
顏
色
的
油
彩
或
金
、
銀
等
，
形
成

絢
麗
多
彩
的
畫
面
。
特
點
是
花
紋
低
於
輪

廓
表
面
，
在
感
覺
上
，
類
似
木
刻
板
畫
。

在
明
代
和
清
代
前
期
，
這
種
工
藝
極
為
常

見
，
傳
世
實
物
較
多
，
小
至
箱
匣
，
大
至

多
達
十
二
扇
的
圍
屏
。
北
京
故
宮
收
藏
有

這
類
屏
風
五
至
六
套
，
還
有
一
部
分
擺
在

桌
案
上
的
小
插
屏
，
多
為
明
代
後
期
至
清

代
中
期
製
品
，
在
山
西
和
陝
西
一
帶
較

為
流
行
，
以
山
西
為
主
，
被
認
為
是
晉
作

傢
具
。
目
前
社
會
上
部
分
收
藏
家
手
中
也

圖十　黑漆堆灰龍紋頂櫃　作者提供

圖十一　明萬曆填漆戧金龍紋箱　作者提供

圖十二　明末清初黑漆刻灰花鳥圍屏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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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明

代
的
漆
繪
傢
具
有
很
多
帶
有
確
切

年
款
，
為
我
們
瞭
解
各
時
期
漆
器
傢
具
的

造
型
、
紋
飾
的
特
點
提
供
了
重
要
依
據
。

帶
年
款
器
物
的
重
要
意
義
在
於
不

用
考
慮
它
的
時
代
，
因
為
年
款
已
經
明
確

告
訴
你
了
。
年
款
器
物
的
作
用
是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鑒
別
同
類
無
款
器
物
的
標
準
。
從

它
們
的
造
型
、
紋
飾
、
色
彩
、
工
藝
手
法

等
方
面
能
總
結
出
它
們
的
時
代
特
點
和
規

律
，
用
這
些
經
驗
和
規
律
去
衡
量
和
對
比

同
類
無
款
器
物
，
將
是
無
可
辯
駁
的
有
力

依
據
。有

關
傢
具
的
種
類
和
使
用
情
況
在
歷

代
名
人
繪
畫
中
也
多
有
反
映
。

明
代
繪
畫
︿
十
八
學
士
圖
﹀
︵
參

閱
本
刊
頁
七
二
、
七
三
︶
分
為
琴
、
棋
、

書
、
畫
四
軸
，
分
別
描
繪
了
床
榻
、
椅

凳
、
桌
案
、
屏
風
、
箱
匣
、
雜
件
六
個
門

類
二
十
四
件
傢
具
，
加
上
兩
件
室
外
石
製

傢
具
共
二
十
六
件
。
質
地
則
有
紅
素
漆
、

黑
素
漆
、
剔
犀
、
瓷
、
大
理
石
、
斑
竹
、

藤
及
木
製
等
，
較
全
面
的
反
映
了
傢
具
在

明
代
文
人
士
大
夫
生
活
中
的
情
況
。
其

中
大
榻
四
件
，
分
兩
種
形
式
，
一
為
箱
形

偶
有
所
見
，
然
多
數
邊
角
剝
裂
或
殘
缺
不

全
。
︵
圖
十
二
︶

十
二
、
波
羅
漆
傢
具

波
羅
漆
是
將
幾
種
不
同
顏
色
的
漆

混
合
使
用
，
作
法
是
在
漆
灰
之
上
先
油
一

道
色
漆
，
一
般
油
的
稍
厚
一
些
。
待
漆
到

七
八
成
乾
時
，
用
手
指
在
漆
皮
上
揉
動
，

使
漆
皮
表
面
形
成
皺
紋
。
皺
紋
盡
量
高
一

些
，
然
後
再
用
另
一
色
漆
油
下
一
道
。

然
後
再
以
同
樣
作
法
用
另
一
色
漆
油
下
一

道
，
第
二
遍
以
後
每
道
漆
要
油
的
相
對

薄
，
待
乾
後
用
細
石
磨
平
，
露
出
頭
層
漆

的
皺
褶
來
。
作
出
的
漆
面
，
花
紋
酷
似
癭

木
或
影
木
，
因
而
又
有
﹁
影
木
漆
﹂
的
俗

稱
。
有
的
花
紋
酷
似
波
羅
皮
或
犀
牛
皮
，

因
此
又
稱
﹁
波
羅
漆
﹂
和
﹁
犀
皮
漆
﹂
，

這
類
漆
器
傢
具
傳
世
品
極
為
少
見
。
︵
圖

十
三
︶

十
三
、
綜
合
工
藝
傢
具

明
清
兩
代
漆
傢
具
除
上
述
一
種
工

藝
或
兩
種
工
藝
結
合
外
，
還
有
綜
合
多
種

工
藝
於
一
身
的
代
表
作
品
。
最
典
型
的
實

例
是
明
代
萬
曆
款
黑
漆
描
金
嵌
螺
鈿
雲
龍

紋
箱
，
它
以
黑
漆
作
地
，
在
箱
周
及
頂
蓋

上
均
飾
以
繁
密
的
紋
飾
。
主
體
題
材
為
雙

結
體
的
壼
門
式
床
，
在
明
代
以
前
使
用
較

多
，
入
清
以
後
漸
不
聞
；
一
為
有
束
腰
三

彎
腿
帶
托
泥
式
，
這
種
造
型
在
明
清
兩
代

使
用
較
廣
，
唯
畫
中
描
繪
的
剔
犀
大
榻
極

為
少
見
。
剔
犀
器
物
起
於
唐
代
，
盛
於
宋

元
，
目
前
傳
世
收
藏
數
量
也
不
多
，
且
多

為
盒
匣
等
小
巧
之
物
，
大
型
日
用
傢
具
，

只
在
私
人
收
藏
家
中
見
過
清
晚
期
小
條

桌
，
長
不
過
一
米
。
此
畫
描
繪
的
剔
犀
大

榻
，
或
許
能
證
實
明
代
確
實
存
在
這
種
剔

犀
床
榻
。

椅
凳
類
九
件
，
椅
子
四
件
，
各
具

特
色
。
木
製
兩
件
，
造
型
奇
特
。
這
種

椅
型
未
見
過
實
物
，
人
稱
框
椅
，
或
玫
瑰

椅
，
還
有
一
件
斑
竹
椅
，
旁
邊
還
有
斑
竹

欄
杆
。
斑
竹
傢
具
在
歷
代
名
畫
中
屢
見
不

鮮
，
且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實
物
傳
世
。
頗
受

歷
代
文
人
雅
士
的
喜
愛
。
斑
竹
為
禾
本
科

竹
亞
科
剛
竹
屬
，
為
剛
竹
病
變
之
結
果
，

主
產
黃
河
流
域
以
南
，
以
湖
南
九
嶷
山
、

浙
江
等
地
所
產
為
上
，
又
名
﹁
湘
竹
﹂
或

﹁
湘
妃
竹
﹂
，
最
好
的
斑
竹
其
斑
點
顯
現

出
五
至
八
個
同
心
圈
。
明
清
時
期
多
用
於

製
作
各
類
工
藝
品
，
凡
斑
點
漠
糊
不
清

者
，
是
為
下
品
。

圖十四　萬曆款黑漆嵌羅甸金銀片描金描彩漆雲龍紋箱　作者提供

圖十三　清中紫檀邊座波羅漆面圓轉桌　作者提供

龍
戲
珠
，
一
條
金
龍
系
銅
片
鍍
金
嵌
成
，

另
一
條
龍
為
硨
磲
螺
鈿
嵌
成
，
龍
的
背

鰭
、
龍
髮
、
鬍
鬚
均
以
銀
片
嵌
成
，
龍
紋

周
圍
散
布
的
流
雲
則
採
用
描
金
和
描
銀
手

法
裝
飾
，
下
部
的
海
浪
則
還
有
白
色
的
描

漆
裝
飾
。
整
體
綜
合
了
描
金
、
描
銀
、
嵌

螺
鈿
、
平
金
、
平
銀
、
描
漆
等
六
種
工
藝

手
法
。
箱
蓋
裡
側
刻
﹁
大
明
萬
曆
年
制
﹂

楷
書
款
，
時
代
準
確
，
工
藝
精
湛
，
具
有

極
為
重
要
的
歷
史
和
藝
術
價
值
。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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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八
學
士
圖
﹀
第
四
幅
︵
畫
︶
描

繪
一
藤
製
坐
墩
，
在
晉
唐
以
來
歷
代
名
畫

中
也
較
常
見
，
尤
其
是
宋
代
反
映
最
多
。

明
清
兩
代
也
盛
行
不
衰
，
在
中
國
傢
具
史

中
佔
有
一
定
地
位
。

瓷
製
傢
具
常
見
多
為
坐
墩
。
歷
代
名

畫
多
有
反
映
。
清
代
乾
隆
時
也
有
燒
造
，

均
為
上
乘
精
品
。
同
時
也
有
部
分
在
硬
木

或
漆
地
上
嵌
瓷
片
的
作
品
。
這
類
瓷
製
傢

具
或
嵌
瓷
傢
具
，
大
多
出
自
江
西
，
因
為

江
西
有
個
景
德
鎮
瓷
都
為
傢
具
增
添
了
無

窮
的
色
彩
。

第
三
、
四
幅
︵
書
、
畫
︶
還
描
繪
有

黑
漆
石
面
書
桌
和
紅
漆
石
面
書
桌
，
也
是

明
清
傢
具
中
的
常
見
品
種
，
材
料
以
大
理

石
佔
多
數
。
大
理
石
出
自
滇
中
︵
今
雲
南

大
理
縣
蒼
山
︶
，
以
白
如
玉
、
黑
如
墨
者

為
貴
。
白
微
帶
青
、
黑
微
帶
灰
者
次
之
。

有
白
質
青
章
，
白
質
綠
章
和
白
質
黃
章

者
，
多
為
山
水
人
物
及
鳥
獸
之
形
。
白
質

青
章
︵
青
色
花
紋
︶
稱
﹁
春
山
﹂
，
綠
章

稱
﹁
夏
山
﹂
，
黃
章
稱
﹁
秋
山
﹂
。
若
有

天
然
生
成
山
水
雲
煙
之
紋
，
形
如
宋
代
米

氏
父
子
所
畫
的
﹁
米
家
山
﹂
者
，
為
最
佳

上
品
。

大
理
石
在
古
代
多
用
以
鑲
屏
風
，

明
代
開
始
用
於
鑲
嵌
在
桌
、
案
、
椅
、

凳
、
几
、
榻
等
面
心
上
。
除
大
理
石
外
，

還
有
永
石
，
永
石
又
名
祁
陽
石
，
出
自
湖

南
。
永
州
府
所
出
稱
﹁
永
石
﹂
，
祁
陽
縣

所
出
則
稱
﹁
祁
陽
石
﹂
。
產
地
不
同
，
特

點
相
同
，
故
可
混
稱
。
永
石
石
質
不
堅
，

色
青
，
好
者
有
山
水
、
日
月
、
人
物
等
圖

像
，
多
是
人
為
加
工
，
並
非
自
然
生
成
。

永
石
又
有
紫
花
、
青
花
之
分
，
一
般
紫
花

較
青
花
要
好
一
些
。
鋸
開
為
板
後
，
用
以

鑲
桌
面
或
屏
心
，
頗
為
美
觀
。

南
陽
石
：
南
陽
石
產
河
南
南
陽
，

有
純
綠
花
者
，
有
淡
綠
花
者
，
有
油
色
雲

頭
花
者
，
以
純
綠
花
為
最
佳
，
其
他
漸
次

之
。
此
石
性
堅
且
極
細
潤
，
鋸
板
可
用
於

鑲
桌
面
、
凳
面
、
屏
風
心
等
。

土
瑪
瑙
石
：
土
瑪
瑙
石
出
自
山
東
兗

州
一
帶
，
花
紋
似
瑪
瑙
。
紅
多
而
細
潤
，

不
搭
粗
石
者
為
佳
。
有
胡
桃
花
者
最
好
。

大
雲
頭
花
者
和
紅
、
白
花
粗
者
次
之
。
其

石
性
堅
，
以
沙
鋸
板
可
鑲
桌
、
几
、
床
、

榻
等
面
。
亦
可
鑲
成
屏
風
，
陳
飾
居
室
，

典
雅
不
俗
，
又
名
﹁
錦
屏
瑪
瑙
﹂
。

竹
葉
瑪
瑙
石
：
竹
葉
瑪
瑙
石
的
花
斑

似
竹
葉
，
故
名
﹁
竹
葉
瑪
瑙
﹂
。
斑
紋
呈

紫
黃
色
，
石
材
長
短
大
小
不
一
，
性
堅
，

大
者
鋸
板
可
用
於
鑲
桌
面
。
斑
紋
以
細
者

為
佳
，
大
者
次
之
。

第
二
、
三
幅
︵
棋
、
書
︶
各
描
繪

屏
風
一
件
，
均
為
絹
地
彩
畫
山
水
鳳
景
。

為
宋
元
以
來
至
明
代
屏
風
的
常
見
模
式
。

這
類
屏
風
重
量
較
輕
，
可
以
隨
處
挪
動
，

室
內
室
外
都
可
使
用
。
主
要
用
於
擋
風
遮

光
，
或
用
於
室
內
分
割
開
間
。
第
二
幅

︵
棋
︶
所
表
現
的
是
八
扇
折
疊
屏
風
，
明

代
繪
畫
表
現
尤
多
。
從
傳
世
實
物
得
知
，

這
種
屏
風
可
以
三
百
六
十
度
雙
面
折
合
，

根
據
環
境
隨
意
折
曲
。
第
三
幅
︵
書
︶
為

獨
扇
座
屏
，
屏
心
絹
心
彩
畫
山
水
。
下
有

底
座
兩
側
有
立
柱
前
後
有
站
牙
及
抱
鼓
抵

夾
，
屏
框
與
底
座
可
以
分
開
。
自
古
及

今
，
富
有
人
家
必
備
之
物
。

縱
觀
歷
代
書
畫
，
反
映
傢
具
場
面

者
很
多
，
然
傢
具
品
種
多
，
數
量
多
，
材

質
、
工
藝
手
法
相
對
全
者
，
莫
過
於
明
畫

︿
十
八
學
士
圖
﹀
。

作
者
任
職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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