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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論
是
在
唐
代
文
物
的
展
覽
會
上
，

或
者
是
唐
代
美
術
考
古
相
關
圖
籍
，
多

少
都
會
展
示
、
揭
載
唐
代
陶
俑
。
它
們

面
部
表
情
豐
富
，
身
姿
百
態
，
服
飾
多

元
，
特
別
是
施
罩
多
色
鉛
釉
的
唐
三
彩
武

士
或
鎮
墓
獸
，
往
往
令
人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另
一
方
面
，
就
目
前
的
考
古
資
料
看

來
，
以
陶
俑
陪
葬
入
墓
其
實
並
非
帝
國
全

域
的
葬
俗
，
三
彩
俑
更
是
僅
見
於
少
數
幾

個
省
區
的
地
域
性
產
品
。
唐
代
陶
俑
的
製

作
技
法
不
一
，
雖
然
多
屬
模
製
，
但
依
地

區
的
不
同
，
俑
體
有
實
心
或
空
心
之
別
，

既
見
以
半
模
捺
押
成
形
者
，
亦
常
見
前
後

合
模
的
俑
像
。
︵
圖
一
︶
人
俑
頭
部
或
臂

肘
等
以
另
模
製
成
後
再
和
俑
身
接
合
的
成

形
方
式
，
使
得
陶
俑
肢
體
變
化
多
端
︵
圖

二
、
三
︶
；
大
型
俑
體
內
安
置
鐵
條
以
為

支
撐
補
強
，
成
形
路
數
手
法
很
是
多
樣
。

不
過
，
在
激
賞
唐
代
陶
工
以
上
述
般
看
似

極
盡
變
化
之
能
事
製
作
俑
像
的
同
時
，
我

們
也
應
該
觀
察
到
陶
工
的
巧
思
其
實
有
模

式
可
尋
，
只
是
其
模
式
或
因
太
過
簡
樸
而

容
易
為
人
所
忽
略
。
本
文
試
著
體
驗
唐
代

陶
工
心
態
，
亦
即
設
想
作
坊
匠
人
是
採
精

簡
而
廉
價
的
製
作
流
程
來
創
造
最
大
的
營

收
效
益
，
針
對
陶
俑
生
產
相
關
模
式
及
其

案
例
進
行
觀
察
。
在
進
入
討
論
之
前
，
應

予
說
明
的
是
：
形
塑
陶
俑
的
範
乃
是
基
於

母
模
︵
即
內
模
︶
所
製
成
，
亦
即
先
雕
刻

形
塑
母
模
而
後
入
窯
燒
造
，
燒
成
後
同
一

母
模
可
製
作
複
數
的
範
具
︵
外
模
︶
，
複

數
範
具
又
可
複
製
出
更
多
的
造
型
特
徵
一

致
且
尺
寸
相
同
的
陶
俑
。
不
過
批
量
的
造

型
特
徵
或
尺
寸
相
同
的
陶
俑
，
雖
可
能
來

自
同
一
母
模
，
卻
未
必
是
使
用
同
一
外
模

成
形
，
因
此
以
下
所
謂
同
模
只
是
泛
指
由

同
類
型
母
模
製
成
的
範
具
所
複
製
出
的
陶

俑
，
並
非
狹
義
地
意
指
同
範
。

A
類

 A1
例
，
如
陝
西
省
西
安
市
長
安
區
郭

杜
鎮
三
十
一
號
唐
墓
出
土
的
三
彩
胡
人
俑

︵
圖
四
︶
，
俑
身
著
翻
領
衣
，
履
褲
，
頭

裹
幞
頭
，
深
目
、
高
鼻
、
蓄
鬍
立
於
削
角

長
方
板
上
。
頭
部
造
型
相
同
，
身
體
動
作

相
近
，
可
能
是
用
同
一
模
範
或
至
少
是
由

同
一
作
坊
相
近
範
具
所
製
成
。

 A2
例
，
將
同
模
所
製
成
的
頭
部
的
角

度
略
予
調
整
再
接
合
至
模
製
的
俑
身
，
利

用
手
臂
相
異
的
舉
止
或
持
物
來
呈
現
成
組

人
物
的
多
樣
性
，
如
陝
西
省
禮
泉
縣
唐
顯

唐
俑
札
記

想
像
製
作
情
境

謝
明
良

　
　
　

圖三　連袖手臂　陝西省醴泉坊窯址出土

圖八　三彩天王俑　陝西省長安縣靈昭出土 圖七　 唐　顯慶三年（658）　彩繪武士俑　
寧夏固原史道洛夫婦墓出土

圖四　 三彩胡人俑　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31號
唐墓出土

圖一　 俑模　陝西省醴泉坊窯
址出土

圖二　俑頭模　陝西省醴泉坊窯址出土

圖五　唐　顯慶二年（657）　白釉加彩坐部樂俑　陝西省禮泉縣張士貴墓出土圖六　 跪坐樂俑母模　陝西省醴泉坊窯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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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二
年
︵
六
五
七
︶
張
士
貴
墓
出
土
的
白

釉
加
彩
坐
部
樂
伎
︵
圖
五
︶
，
即
是
在
擊

掌
、
奏
鳴
排
簫
，
撥
彈
琵
琶
等
不
同
姿
體

和
持
物
的
襯
托
之
下
，
將
頭
部
由
同
模
所

製
成
俑
像
成
功
地
轉
化
成
一
組
各
有
其
司

的
樂
團
。
另
外
，
陝
西
長
安
醴
泉
坊
窯
址

也
出
土
了
跪
坐
樂
伎
身
軀
母
模
。
︵
圖
六
︶

 A3
例
，
將
由
同
模
製
成
的
頭
部
角

度
進
行
大
幅
度
的
左
右
置
換
，
如
此
便
可

將
同
一
造
型
頭
部
分
化
成
相
互
呼
應
的
兩

個
個
體
，
如
寧
夏
固
原
南
部
唐
顯
慶
三
年

︵
六
五
八
︶
史
道
洛
夫
婦
墓
出
土
的
一
對

武
士
俑
即
為
一
例
。
︵
圖
七
︶

 A4
例
，
與
前
述
 A3
例
略
同
，
但
可

經
由
不
同
造
型
的
頭
盔
或
頜
下
鬚
鬍
的
有

無
，
將
同
型
俑
頭
改
裝
成
不
同
的
兩
個
面

容
。
︵
圖
八
︶
以
上
案
例
均
屬
同
墓
出
土

相
同
角
色
俑
像
範
疇
。

B
類

屬
同
墓
出
土
之
不
同
角
色
俑
像
的
置

換
。
以
下
試
以
天
王
和
鎮
墓
獸
為
例
做
一

觀
察
。
從
唐
墓
陶
俑
的
組
合
看
來
，
俗
稱

天
王
或
武
士
的
武
裝
陶
俑
，
多
配
以
一
對

文
武
官
俑
以
及
兩
件
頭
部
分
別
呈
人
面
、

獸
面
的
所
謂
鎮
墓
獸
，
陳
設
擺
置
於
甬
道

近
墓
室
入
口
處
的
兩
側
，
它
們
雖
均
具
鎮

墓
功
能
，
但
各
有
職
司
。
其
中
，
陝
西
省

西
安
韓
森
寨
唐
天
寶
四
年
︵
七
四
五
︶
雷

君
妻
宋
氏
墓
出
土
腳
踏
小
鬼
的
天
王
之
面

容
特
徵
︵
圖
九
︶
，
和
同
墓
出
土
的
人
面
鎮

墓
獸
臉
相
如
出
一
轍
。
︵
圖
十
︶
兩
者
極
有

可
能
是
以
同
一
模
範
做
成
頭
部
後
，
再
利

用
頭
盔
、
頭
上
觸
角
等
添
加
物
裝
扮
而
成

的
。
陝
西
省
西
安
唐
代
醴
泉
坊
窯
址
就
出

土
許
多
此
類
裝
飾
標
本
。
︵
圖
十
一
︶

C
類

不
同
墓
但
同
省
區
出
土
的
同
一
造
型

陶
俑
。
此
類
案
例
極
為
多
見
，
在
此
僅
援

引
森
達
也
所
指
出
的
一
例
。
︵
註
一
︶

即

陝
西
省
咸
陽
唐
天
冊
二
年
︵
六
九
六
︶
契

苾
明
墓
︵
圖
十
二
︶
和
同
省
西
安
神
功
元

年
︵
六
九
七
︶
康
文
通
墓
︵
圖
十
三
︶
出

土
的
三
彩
胡
人
俑
，
兩
墓
年
代
僅
相
隔
一

年
，
可
能
即
同
一
模
具
或
相
同
作
坊
所
製

成
。
類
似
的
陶
俑
還
見
於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藏
品
︵
圖
十
四
︶
，
後
者
乃
是
一
九
四

○

年
代
中
國
國
民
黨
軍
接
收
自
當
時
河
南

省
博
物
館
的
藏
品
並
運
抵
臺
灣
，
然
其
是

否
確
屬
河
南
區
域
出
土
物
？
目
前
已
難
查

證
。
就
此
而
言
，
本
案
例
也
有
可
能
屬
下

述
的
D
類
。

D
類

不
同
省
區
出
土
相
同
造
型
陶
俑
。

地
處
鄱
陽
湖
畔
的
江
西
永
修
縣
茅
崗
村
唐

墓
的
唐
三
彩
俑
，
是
極
為
少
見
之
南
方
區

域
出
土
三
彩
墓
俑
的
珍
貴
實
例
。
永
修

縣
唐
墓
三
彩
俑
計
五
十
餘
件
，
包
括
文
吏

俑
、
胡
人
俑
、
男
女
侍
俑
、
駱
駝
和
鎮

墓
獸
等
，
其
中
頭
戴
高
帽
，
服
翻
領
小
袖

上
衣
，
著
褲
、
深
目
、
高
鼻
、
蓄
鬍
，
施

掛
褐
、
綠
、
白
三
彩
釉
三
彩
釉
的
胡
人
俑

︵
圖
十
五
︶
，
其
造
型
特
徵
和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美
術
館
︵A

rt G
allery of O

ntario

︶

收
藏
的
一
件
三
彩
胡
俑
幾
乎
完
全
一
致

︵
圖
十
六
︶
，
極
可
能
是
使
用
相
同
範
具

模
製
成
形
的
。
從
河
南
省
洛
陽
曾
出
土
由

同
模
所
製
成
但
僅
存
頭
部
的
胡
俑
︵
圖

十
七
︶
，
同
時
考
慮
到
江
西
省
境
內
除
了

北
部
永
修
縣
、
九
江
市
等
少
數
唐
墓
曾
以

陶
俑
陪
葬
之
外
，
其
餘
大
多
數
唐
墓
則
流

行
以
器
皿
類
入
墓
，
故
可
認
為
永
修
縣
唐

墓
三
彩
胡
人
俑
是
來
自
河
南
地
區
，
並
且

是
由
相
近
範
具
或
至
少
是
出
自
同
一
作
坊

圖十一　天王俑和鎮墓獸飾件　陝西省醴泉坊窯址出土

圖九　 唐　天寶四年（745）　
彩繪天王俑　陝西省西安
雷君妻宋氏墓出土

圖十　 唐　天寶四年（745）　
彩繪鎮墓獸　陝西省西安
雷君妻宋氏墓出土

圖十四　 三彩胡俑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圖十三　唐　神功元年（697）　 
三彩胡俑　陝西省西安康文通墓出土

圖十二　唐　王冊二年（696）　 
綠釉胡俑　陝西省咸陽契苾明墓出土

圖十七　 胡人俑（僅存頭部）　
河南省洛陽出土

圖十五　三彩俑　
江西省永修縣唐墓
出土

圖十六　三彩胡人
俑　Art Gallery of 
Ontario藏



2013年4月　6263　故宮文物月刊·第361期

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

文物脈絡

所
燒
製
而
成
的
。
做
為
同
範
製
品
跨
省
區

傳
播
的
具
體
例
證
，
上
述
永
修
胡
人
俑
提

供
反
思
以
往
美
術
史
學
界
所
謂
區
域
風
格

建
構
的
重
要
案
例
。

D
類
其
實
不
時
可
見
，
如
一
九
六○

年
代
河
南
出
土
的
頭
裹
幞
頭
的
綠
褐
釉
胡

人
俑
︵
圖
十
八
︶
，
即
和
甘
肅
省
秦
安
葉
家

堡
唐
墓
褐
釉
俑
相
近
︵
圖
十
九
︶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藏
品
亦
見
類
似
作
例
。
︵
圖

二
十
︶
從
目
前
的
資
料
看
來
，
甘
肅
境
內

唐
代
陶
俑
來
源
分
歧
，
相
對
於
慶
城
縣
唐

開
元
十
八
年
︵
七
三○

︶
游
擊
將
軍
穆
泰

墓
陶
俑
表
情
生
動
逗
趣
︵
圖
二
一
︶
，
風
格

似
敦
煌
莫
高
窟
彩
繪
塑
像
，
可
能
是
當
地

作
坊
製
品
，
秦
安
葉
家
堡
胡
人
俑
的
產
地

委
實
令
人
困
惑
。
事
實
上
，
葉
家
堡
唐
墓

伴
出
的
通
高
達
一
六
二
公
分
的
大
型
三
彩

天
王
︵
圖
二
二
︶
，
也
酷
似
河
南
洛
陽
市
唐

景
龍
三
年
︵
七○

九
︶
安
菩
夫
婦
墓
同
類

俑
。
︵
圖
二
三
︶
兩
者
面
容
大
體
一
致
，
不

同
的
只
是
以
墨
彩
描
繪
各
具
特
色
的
眉
、

眼
、
睫
毛
或
鬍
鬚
，
亦
即
在
已
經
入
窯
燒

成
的
陶
俑
臉
部
上
方
以
施
加
化
妝
的
方
式

來
營
造
相
異
的
臉
相
。
一
旦
除
袪
臉
部
種

種
賦
彩
，
即
可
自
錯
視
經
驗
回
歸
觀
察
到

兩
件
俑
的
相
近
原
形
。

D
類
當
中
還
包
括
個
別
墓
葬
所
見

複
數
甚
至
成
組
陶
俑
，
可
與
不
同
省
區

個
別
墓
葬
陶
俑
相
匹
配
的
案
例
。
如
遼
寧

省
朝
陽
區
朝
陽
機
械
廠
唐
貞
觀
十
七
年

︵
六
四
三
︶
蔡
須
達
墓
釉
陶
武
士
、
文
吏

和
男
女
侍
俑
︵
圖
二
四
︶
，
既
和
河
南
省

孟
津
縣
唐
墓
︵C

10M
821

︶
釉
陶
俑
一
致

︵
圖
二
五
︶
，
也
和
陝
西
醴
泉
縣
顯
慶
二

年
︵
六
五
七
︶
張
士
貴
墓
陶
俑
相
類
，
高

橋
照
彥
認
為
蔡
須
達
墓
和
陝
西
張
士
貴
墓

女
俑
為
同
範
，
小
林
仁
則
推
測
初
唐
時
期

的
此
類
釉
陶
俑
可
能
來
自
河
南
省
鞏
義
一

帶
官
營
作
坊
所
生
產
。
︵
註
二
︶

E
類

 E1
例
，
指
相
同
省
區
出
土
相
近
面
容

但
涵
蓋
兩
種
以
上
造
型
的
俑
像
。
如
陝
西

省
西
安
東
霸
橋
區
天
王
俑
呈
深
目
大
鼻
、

兩
腮
鼓
起
、
抿
嘴
、
唇
角
上
揚
的
面
容
特

徵
︵
圖
二
六
︶
，
既
和
同
省
寶
雞
出
土
的
騎

駝
胡
人
俑
相
近
︵
圖
二
七
︶
，
也
和
咸
陽

底
張
灣
彩
繪
胡
人
俑
有
同
工
之
趣
。
︵
圖

二
八
︶
 E1
式
案
例
最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其
跨

越
扮
演
的
角
色
之
豐
富
性
。
如
陝
西
省
靈

昭
唐
墓
出
土
的
人
面
形
三
彩
鎮
墓
獸
︵
圖

圖二十　胡人俑　國立歷
史博物館藏

圖十九　褐釉胡人俑　
甘肅省秦安葉家堡唐墓
出土

圖十八　綠褐釉胡人俑　
河南省出土

圖二三　唐　景龍三年
（709）　河南省洛陽
安菩夫婦墓出土

圖二二　三彩天王俑　
甘肅省秦安葉家堡唐墓
出土

圖二一   唐   開元十八年
（730）　彩繪陶俑　 
甘肅省慶城縣穆泰墓出土

圖二五　釉陶俑　河南省孟津縣唐墓（C10M821）出土

圖二四　唐　貞觀十七年（643）　釉陶俑　遼寧省朝陽區蔡須達墓出土

圖二七　騎駝胡人俑　陝西省寶雞出土

圖二八　 彩繪胡人俑　陝西省咸
陽底張灣出土

圖二六　 陶天王俑　陝西省西
安東壩橋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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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
︶
，
其
像
容
酷
似
同
省
西
安
三
橋
出
土

的
裹
幞
頭
，
著
圓
領
長
衣
，
女
扮
男
裝
的

三
彩
俑
︵
圖
三
十
︶
，
而
上
述
兩
者
面
容
則

又
和
陝
西
西
安
高
樓
村
唐
墓
頭
梳
高
髻
、

體
態
豐
腴
的
仕
女
相
彷
彿
。
︵
圖
三
一
︶

 E2
例
是
跨
省
區
且
涵
括
不
同
屬
性

之
俑
像
例
。
如
一
九
五○

年
代
陝
西
省

西
安
郭
家
灘
神
龍
三
年
︵
七○

七
︶
嚴
君

妻
任
氏
墓
出
土
的
人
面
形
鎮
墓
獸
︵
圖

三
二
︶
，
其
大
眼
和
鷹
鉤
鼻
式
見
於
河
南

省
洛
陽
景
龍
三
年
︵
七○

九
︶
安
菩
夫
婦

墓
出
土
的
三
彩
胡
人
俑
︵
圖
三
三
︶
，
惟

兩
者
嘴
形
有
異
，
顯
然
不
會
是
由
相
同
模

範
製
成
，
但
不
排
除
是
各
不
同
作
坊
參
考

相
近
稿
本
各
自
製
作
出
的
產
物
。

小
結

唐
代
陶
工
經
由
各
種
便
捷
生
產
流

程
而
燒
造
出
造
型
豐
富
的
陶
俑
，
其
例

不
勝
枚
舉
。
以
下
就
上
述
少
數
案
例
略
談

與
之
相
關
的
幾
個
問
題
。
先
談
D
類
蔡

須
達
墓
陶
俑
問
題
。
從
目
前
的
資
料
看

來
，
遼
寧
省
朝
陽
地
區
唐
墓
陶
俑
似
乎
可

分
為
三
群
，
其
一
是
施
罩
淡
白
、
淡
黃
或

淡
綠
鉛
釉
的
陶
俑
，
此
如
貞
觀
十
七
年

︵
六
四
三
︶
參
軍
蔡
須
達
墓
、
永
徵
三
年

︵
六
五
二
︶
上
柱
國
雲
雮
將
軍
楊
和
墓

︵
註
三
︶

或
永
徽
六
年
︵
六
五
五
︶
明
威
將

軍
孫
則
墓
等
︵
註
四
︶

，
其
陶
俑
造
型
和
種

類
組
合
均
和
河
南
省
多
處
唐
墓
出
土
陶
俑

一
致
，
可
知
該
群
陶
俑
來
自
河
南
地
區
，

並
且
墓
主
也
採
行
了
和
中
原
地
區
唐
墓
相

近
的
陶
俑
組
合
。
另
一
群
是
和
河
北
地
區

唐
墓
所
見
造
型
相
近
的
陶
俑
，
如
黃
河
路

唐
墓
陶
俑
即
為
一
例
︵
註
五
︶

，
小
林
仁

認
為
其
可
能
來
自
河
北
邢
窯
製
品
。
︵
註

六
︶

再
來
則
是
推
測
可
能
是
在
地
窯
址
所

燒
造
的
製
品
。
上
述
三
群
陶
俑
都
可
經
由

陶
範
生
產
複
製
的
角
度
予
以
檢
證
，
惟
從

各
群
陶
俑
的
分
布
或
墓
主
身
分
等
看
來
，

採
行
特
定
某
組
群
陶
俑
的
原
因
應
和
地
域

或
墓
主
階
級
無
關
。
其
次
，
同
屬
D
類
的

江
西
省
永
修
縣
唐
墓
唐
三
彩
俑
︵
同
圖

十
五
︶
，
雖
曾
由
當
地
研
究
者
指
出
其
可

能
來
自
洛
陽
︵
註
七
︶

，
但
未
有
論
證
，

本
文
則
是
以
同
範
生
產
的
角
度
初
步
確
認

永
修
縣
出
土
的
三
彩
俑
應
來
自
洛
陽
地
區

窯
場
。
另
外
，
以
往
或
因
考
慮
到
屬
於
D

類
的
甘
肅
省
秦
安
葉
家
堡
的
三
彩
天
王
俑

︵
同
圖
二
二
︶
，
造
型
高
大
，
通
高
逾
一

公
尺
六
十
公
分
，
長
途
載
運
恐
怕
容
易
缺

損
，
因
此
多
傾
向
以
為
係
當
地
所
生
產
︵
註

八
︶

，
經
由
此
次
陶
俑
外
觀
的
比
較
，
本

文
認
為
秦
安
墓
三
彩
天
王
的
頭
部
若
非
是

當
地
使
用
了
與
洛
陽
地
區
相
近
的
陶
範
所

形
塑
而
成
，
即
可
能
是
由
洛
陽
地
區
所
輸

入
，
此
一
看
法
另
可
由
同
墓
出
土
的
胡
人

俑
︵
同
圖
十
九
︶
和
洛
陽
出
土
例
︵
同
圖

十
八
︶
的
相
似
性
得
以
檢
證
。
後
者
洛
陽

出
土
例
︵
同
圖
十
八
︶
因
酷
似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藏
原
河
南
省
博
物
館
藏
品
︵
同
圖

二
十
︶
，
據
此
似
可
推
測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胡
人
俑
原
亦
出
土
於
河
南
地
區
，
屬

河
南
窯
場
製
品
。

問
題
是
，
具
有
相
同
收
藏
脈
絡
理

應
是
河
南
省
區
出
土
的
陶
俑
當
中
︵
同
圖

十
四
︶
，
卻
存
在
與
陝
西
同
式
的
製
品
。

︵
同
圖
十
二
、
十
三
︶
另
外
，
前
述
甘

肅
秦
安
唐
墓
天
王
︵
同
圖
二
二
︶
、
胡
人

︵
同
圖
十
九
︶
外
形
與
洛
陽
出
土
俑
相

近
，
但
同
墓
出
土
的
鎮
墓
獸
獸
足
呈
趾
爪

狀
︵
圖
三
四
︶
，
其
和
河
南
地
區
鎮
墓
獸

多
呈
蹄
足
有
所
不
同
，
卻
又
和
陝
西
省
神

龍
二
年
︵
七○

六
︶
章
懷
太
子
墓
出
土
品

有
共
通
之
處
。
︵
圖
三
五
︶
這
到
底
應
做

何
解
？
是
毗
鄰
的
省
區
流
通
著
相
近
的
範

具
，
還
是
當
時
存
在
經
營
跨
省
區
作
坊
或

物
流
販
店
的
商
家
？
抑
或
是
燒
成
後
製
品

的
流
通
傳
播
？
換
言
之
，
相
異
省
區
存
在

同
類
範
具
製
出
的
陶
俑
，
可
以
是
因
陶
俑

本
身
的
販
賣
通
路
，
也
可
以
是
模
具
的
流

傳
，
或
者
以
陶
俑
為
母
模
複
製
成
模
具
進

行
再
生
產
，
甚
至
包
括
一
部
分
朝
廷
委
由

特
定
作
坊
生
產
而
後
因
明
器
賜
葬
分
送
各

地
的
頒
賜
品
。
無
論
何
者
，
都
將
提
供
反

思
以
往
所
謂
區
域
風
格
的
重
要
線
索
。
另

外
，
形
塑
陶
俑
的
範
具
︵
外
模
︶
或
因
使

用
日
久
而
出
現
線
條
輪
廓
不
清
甚
至
局
部

缺
損
，
缺
損
部
位
若
經
修
復
亦
將
留
下
補

修
痕
跡
，
並
如
實
地
形
塑
複
製
到
陶
俑

上
。
因
此
，
檢
視
陶
俑
的
瑕
疵
即
範
瘡
痕

可
說
是
確
認
同
範
，
乃
至
是
否
出
自
同
一

陶
工
之
手
的
有
效
手
段
，
如
和
田
一
之
輔

就
觀
察
到
遼
寧
省
唐
代
韓
相
墓
陶
俑
當

中
，
有
幾
件
是
由
帶
同
一
瘡
痕
的
範
具
所

圖二九　三彩鎮墓獸　陝西省靈
昭唐墓出土

圖三十　女扮男裝三彩俑　
陝西省西安三橋出土

圖三一　高髻女俑　陝西省西安
高樓村出土

圖三三　唐　景龍三年（709）　
三彩胡人俑　河南省洛陽安菩夫婦
墓出土

圖三二　唐　神龍三年（707）　 
陶鎮墓獸　陝西西安嚴君妻任氏墓
出土

圖三五　 唐　神龍二年（706）　三彩鎮墓獸　
陝西省乾縣章懷太子墓出土

圖三四　 三彩鎮墓獸　甘肅省秦安縣葉家堡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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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富田哲雄，《陶俑．中國の陶磁2》，東京：平凡社，1998，圖
72。

圖3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北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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