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6月　9899　故宮文物月刊·第363期

正德官窯青花阿拉伯文七孔球形器用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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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件
作
品
︵
圖
一
︶
高
一
九
．
六
公

分
，
球
徑
一
六
．
八
公
分
，
足
徑
一
二
．

一
公
分
，
尺
寸
不
大
；
器
身
以
略
顯
扁

圓
的
球
形
與
空
心
底
座
兩
部
分
結
合
而

成
，
中
以
短
直
頸
相
連
但
彼
此
並
不
相

通
。
全
器
除
底
座
著
地
處
外
均
施
滿
釉
，

釉
色
略
泛
灰
黃
，
並
以
青
花
鈷
料
繪
製
紋

飾
。
覆
蓋
於
器
頂
的
是
比
例
對
稱
之
複
線

六
瓣
花
型
開
光
，
每
一
花
瓣
恰
對
應
一
指

頭
大
小
的
圓
孔
，
六
孔
中
又
置
一
尺
寸
稍

大
的
圓
孔
，
佈
局
成
﹁
七
曜
形
﹂
，
且
每

孔
都
以
青
花
雙
弦
紋
圈
起
為
飾
，
其
餘
以

雙
鉤
填
彩
筆
法
描
繪
密
佈
的
捲
草
紋
。
在

器
頂
花
形
開
光
的
兩
端
，
又
各
連
接
一
錨

狀
與
圓
點
紋
飾
，
巧
妙
地
將
視
點
從
器
頂

移
往
器
身
，
並
指
向
了
球
體
前
後
的
兩
面

開
光
；
該
開
光
為
圓
形
內
接
複
線
菱
形
方

框
，
四
角
間
飾
兩
頭
飄
帶
雲
紋
，
內
書
帶

標
音
符
號
的
阿
拉
伯
文
詞
句
，
分
別
為
：

﹁

「
لده
ن ب
 ام
همّ
 ال
」

 

「
لده
 و
فظ
اح

و 
 」

 

「
ين
 ز
االله

 」
 

「
که
 مل

」
 

「
�ظ
������
ل��
「ا

 

﹂
與
﹁

「
لده
ن ب
 ام
همّ
 ال
」

 

「
لده
 و
فظ
اح

و 
 」

 

「
ين
 ز
االله

 」
 

「
که
 مل

」
 

「
�ظ
������
ل��
「ا

 

﹂
，

漢
譯
為
：
﹁
阿
拉
會
保
佑
他
的
國
土
，
也

會
保
佑
他
的
子
孫
。
﹂
器
身
其
餘
部
分
則

繪
有
較
花
形
開
光
內
略
大
而
佈
局
疏
朗
的

捲
草
紋
；
器
座
與
底
連
接
處
飾
四
處
等
距

波
浪
鏤
空
，
座
頂
與
底
間
各
帶
雙
弦
紋
，

間
飾
雲
頭
紋
；
底
有
﹁
大
明
正
德
年
製
﹂

六
字
雙
行
直
書
楷
款
。

正
德
官
窯
瓷
器
以
大
量
出
現
的
回

回
文
裝
飾
與
新
穎
器
型
，
在
明
代
官
窯
瓷

器
中
獨
樹
一
格
。
而
這
件
作
品
不
只
器
表

飾
有
阿
拉
伯
文
，
球
形
器
身
以
及
頂
上
鑿

有
七
孔
之
特
色
更
是
於
歷
來
所
未
見
。
然

而
，
這
件
作
品
在
正
德
朝
並
非
孤
例
，
在

大
英
博
物
館
亦
典
藏
有
兩
件
相
同
樣
式
的

七
孔
球
形
器
。
︵
圖
二
︶
仔
細
觀
察
，
此

器
的
七
孔
內
均
帶
釉
，
況
且
全
器
一
體
成

正
德
官
窯
青
花
阿
拉
伯
文

　
　
　
　

七
孔
球
形
器
用
途
考

翁
宇
雯

本
院
藏
有
一
件
青
花
作
品
，
器
身
穿
孔
整
體
呈
球
狀
，
底
下
又
連
著
一
個
座
台
，
乍
看
就
像
一
顆

球
架
上
的
保
齡
球
，
器
表
還
寫
了
充
滿
異
國
情
調
的
阿
拉
伯
文
字
。
它
，
不
是
舶
來
品
，
是
明
代

中
葉
的
官
窯
精
品
。
此
器
是
帽
架
？
筆
插
？
香
爐
？
花
插
？
本
文
試
探
究
竟
。

圖一　明正德　青花阿拉伯文七孔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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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可
見
並
非
後
鑿
或
經
過
改
裝
拼
接
，

不
過
實
際
用
途
不
明
。
而
從
本
院
的
著
錄

典
藏
編
號
﹁
呂–

617
-7

8

﹂
，
也
可
推
知

院
藏
七
孔
球
形
器
原
屬
清
宮
舊
藏
，
且
放

置
於
紫
禁
城
的
重
華
宮
、
養
心
殿
、
華
滋

堂
、
燕
喜
堂
或
體
順
堂
等
區
域
。
這
件
七

孔
球
形
器
雖
然
充
滿
問
號
，
但
關
於
其
用

途
與
功
能
，
目
前
尚
無
專
文
探
討
；
不
過

見
諸
於
圖
錄
刊
載
的
作
品
說
明
或
者
針
對

該
展
品
的
﹁
定
名
﹂
，
也
可
探
知
作
者
或

策
展
人
之
心
中
意
向
，
得
出
有
﹁
帽
架
﹂
、

﹁
花
插
﹂
、
﹁
筆
插
﹂
、
﹁
香
爐
﹂
等
臆
測
。

︵
註
一
︶

而
在
正
德
官
窯
謎
團
漸
漸
撥
雲
見

日
之
際
，
對
於
七
孔
球
形
器
卻
始
終
摸
不

著
頭
緒
，
令
人
想
要
一
探
究
竟
。

在
解
決
陶
瓷
史
中
器
形
用
途
與
功
能

問
題
時
，
常
仰
賴
繪
畫
中
所
見
器
式
作
為

重
要
參
考
資
料
，
但
限
於
目
前
所
見
，
這

件
作
品
同
樣
無
法
在
古
代
繪
畫
、
壁
畫
，

甚
至
版
畫
當
中
覓
得
蹤
跡
。
因
此
，
筆
者

欲
從
該
作
品
器
形
本
身
著
手
，
觀
察
尋
找

歷
代
中
相
似
樣
式
的
工
藝
美
術
品
，
同
時

針
對
前
輩
研
究
者
對
於
此
作
品
的
功
能
判

定
一
一
檢
視
，
尋
索
最
接
近
事
實
者
。
此

外
，
當
然
也
不
能
忽
略
從
整
體
正
德
官
窯

的
製
作
脈
絡
思
考
，
希
冀
能
為
這
件
球
形

七
孔
器
之
用
途
理
出
一
條
思
路
，
以
彌
補

研
究
史
之
缺
憾
。

球
形
器
二
三
事

轆
轤
的
發
明
是
陶
瓷
工
藝
技
術
史
上

的
重
要
里
程
碑
，
這
使
得
陶
瓷
工
匠
於
製

作
圓
形
器
時
遠
比
方
形
器
或
不
規
則
器
簡

易
，
因
此
日
常
生
活
所
使
用
的
器
皿
中
，

圓
狀
之
盤
、
碗
等
遂
俯
拾
皆
是
。
然
而
，

作
品
呈
現
球
狀
立
體
造
型
者
卻
如
鳳
毛

麟
角
。
一
九
八
四
年
安
徽
省
唐
乾
符
三
年

︵
八
七
六
︶
盧
公
夫
人
墓
曾
出
土
一
件
︿
越

窯
青
瓷
球
形
盒
﹀
︵
圖
三
︶
，
雖
然
呈
現
球

體
狀
，
但
乃
是
以
帶
圈
足
的
器
身
與
盒
蓋

組
成
。
而
宋
代
時
球
體
鏤
空
的
帶
座
香
爐

造
型
蔚
為
風
行
，
尤
以
景
德
鎮
青
白
瓷
作

品
為
多
，
雖
然
這
種
球
形
器
身
帶
座
，
與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相
仿
，
但
和
前
述
越
窯

作
品
同
樣
以
盒
身
兩
部
分
構
成
，
況
且
器

身
飾
滿
不
容
一
指
通
過
的
小
鏤
孔
，
雖
構

成
其
﹁
香
爐
﹂
揮
發
散
熱
的
用
途
，
但
與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的
結
構
相
異
甚
遠
。

如
果
要
尋
找
器
身
呈
球
形
，
而
頂
蓋

亦
鑿
有
圓
孔
的
作
品
，
則
可
見
於
幾
百
年

前
曾
為
薩
非
王
朝
︵
一
五○

一

∼

一
七
三

六
︶
國
王
阿
巴
斯
二
世
︵Sh

ah
 A

bbas

︶

貢
獻
給
阿
德
比
爾
神
廟
、
而
今
藏
於
伊
朗

國
家
博
物
館
的
︿
元
青
花
花
卉
紋
球
形

器
﹀
︵
圖
四
︶
；
這
件
作
品
雖
不
帶
器
台
，

但
呈
現
球
狀
，
且
器
身
帶
有
一
徑
四
．
三

公
分
的
圓
孔
，
唯
整
體
尺
寸
與
正
德
器
相

比
略
小
︵
腹
徑
一
二
．
五
公
分
︶
。
李
仲

謀
先
生
依
據
其
器
身
後
刻
波
斯
文
標
記
文

字
的
方
向
看
來
，
鑿
孔
處
在
頂
端
，
但
鑿

孔
處
的
紋
飾
殘
缺
不
全
，
且
釉
面
有
磨
去

痕
跡
，
因
此
這
件
作
品
可
能
並
非
原
製
作

時
面
貌
，
原
孔
或
許
較
小
，
據
比
較
後
推

圖一　明正德　青花阿拉伯文七孔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正德官窯　青花七孔球形器　大英博物館藏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圖四　 元　青花花卉紋球形器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引自http://big5.china.cn/gate/big5/wenhuahui.china.com.
cn/zxzt_article.php?id=33172 

圖三　 唐　越窯青瓷球形盒  安徽省六安縣椿樹鄉唐乾符三年盧公夫人
墓出土　引自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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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該
器
可
能
做
為
水
煙
壺
使
用
。
︵
註
二
︶

眾
所
周
知
，
中
東
地
區
屢
屢
將
收
藏
作
品

改
裝
加
工
，
既
可
符
合
實
用
需
求
，
又
常

以
各
色
寶
石
金
屬
鑲
嵌
、
順
勢
迎
合
伊
斯

蘭
地
區
品
味
。
這
件
球
形
器
原
製
作
年
代

在
元
代
，
相
當
於
十
四
世
紀
，
但
是
進
奉

於
阿
德
比
爾
神
廟
時
已
是
一
六
一
一
年
。

因
此
種
種
對
作
品
用
途
皆
是
改
裝
後
的
推

測
，
然
而
該
器
原
先
面
貌
如
何
不
明
，
也

難
以
推
測
最
初
製
作
的
功
能
用
途
。

而
與
阿
德
比
爾
神
廟
並
稱
為
中
東

兩
大
收
藏
的
另
一
處
：
土
耳
其
砲
門
宮
，

也
藏
有
許
多
由
中
國
瓷
器
改
裝
加
工
後
的

作
品
，
其
中
︿
珠
寶
鑲
嵌
白
瓷
薰
香
器
﹀

︵
圖
五
︶
，
是
將
兩
件
對
扣
的
明
後
期
景

德
鎮
白
瓷
碗
，
加
上
作
為
承
盤
的
白
瓷

盤
，
再
以
華
麗
的
紅
、
綠
寶
石
及
金
屬
絲

與
裝
置
等
嵌
合
而
成
。
從
圖
版
上
看
來
，

該
作
品
猶
如
一
帶
座
的
球
形
器
，
唯
器

身
與
器
頂
裝
置
有
自
由
開
闔
的
設
計
。
綜

上
所
述
，
許
多
球
形
器
皿
做
為
香
爐
或
香

薰
使
用
，
必
定
具
備
器
可
開
闔
或
下
有
機

關
、
承
座
的
設
計
，
這
也
與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的
結
構
大
異
其
趣
。

除
了
中
國
製
的
瓷
器
之
外
，
伊
斯
蘭

地
區
晚
期
窯
業
也
製
作
球
形
器
皿
，
例
如

伊
朗
的
球
形
器
︵
圖
六
︶
，
頂
與
器
身
各

開
一
大
一
小
圓
孔
，
亦
作
水
煙
壺
使
用
。

而
土
耳
其
庫
塔
希
亞
︵K
utahya

︶
生
產
的

︿
懸
掛
裝
飾
器
﹀
︵
圖
七
︶
，
通
常
器
身
上

下
各
開
一
孔
，
以
金
屬
鍊
貫
穿
器
身
來
作

為
懸
掛
吊
飾
。
︵
註
三
︶

然
而
，
上
述
球
形
鑿
孔
器
或
改
裝
或

製
作
，
皆
是
為
符
合
中
東
當
地
所
需
，
況

且
僅
有
球
形
外
表
，
實
質
結
構
與
正
德
官

窯
七
孔
球
形
器
不
盡
相
同
，
對
於
清
宮
舊

藏
的
這
件
作
品
恐
怕
無
具
體
參
考
價
值
。

回
歸
到
中
國
當
地
的
使
用
脈
絡
當
中
，
這

種
球
形
、
鏤
孔
又
帶
有
器
座
的
器
皿
，
令

人
聯
想
到
於
本
院
屬
清
宮
舊
藏
的
冠
架
或

帽
架
；
這
類
作
品
除
了
以
球
狀
做
為
置
放

冠
帽
的
載
體
，
其
下
往
往
連
接
一
長
柄
的

造
型
支
撐
物
與
器
座
，
整
體
可
逾
四
十
公

分
高
，
材
質
多
元
，
有
以
瓷
器
︵
圖
八
︶
、

漆
器
、
玉
器
、
象
牙
︵
圖
九
︶
製
成
的
。

類
似
的
設
計
概
念
，
還
可
見
於
英
國
維
多

利
亞
與
艾
伯
特
博
物
館
所
藏
的
德
爾
夫
特

飾
品
︵
圖
十
︶
︵
註
四
︶
，
以
及
同
館
藏
伊
朗

製
的
中
國
風
瓶
︵
圖
十
一
︶
。
不
過
，
即
便

這
些
作
品
可
以
做
為
帽
架
、
冠
架
甚
或
假

髮
架
使
用
，
且
部
份
或
有
鑿
孔
設
計
，
但

與
正
德
青
花
球
形
器
直
接
在
頂
上
以
七
孔

為
飾
截
然
不
同
。
而
假
設
正
德
官
窯
七
孔

球
形
器
若
是
帽
架
，
即
便
勉
強
可
放
置
冠

帽
，
但
若
想
像
實
際
使
用
後
的
狀
況
，
這

件
低
矮
身
形
的
七
孔
球
形
器
表
前
後
具
有

﹁
賜
福
國
土
與
子
孫
﹂
之
吉
祥
寓
意
的
文

字
，
將
會
被
帽
沿
所
蓋
，
因
此
筆
者
認
為

用
途
為
﹁
帽
架
﹂
一
說
尚
待
商
榷
。

圖五　1550-1600　珠寶鑲嵌白瓷薰香器　土耳其砲門宮藏　
　　　 引自David J. Roxburgh,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

圖六　17世紀　水煙壺　伊朗製　科威特國家博物館藏
　　　引自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圖七　18世紀　懸掛裝飾器　土耳其庫塔希亞製　科威特國家博物館藏　
　　　引自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圖十一　17世紀中葉　伊朗　青花瓶　英國維多
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余佩瑾女士提供　2006
年6月攝

圖十　約1686-1701　藍彩錫釉花鳥紋飾品　荷
蘭德爾夫特製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引自呂章申，《瓷之韻：大英博物館、英國國立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瓷器精品》

圖九　 清　鏤雕象牙球帽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　乾隆　窯粉彩鏤空雲龍轉心冠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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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孔
器
與
其
用
途

由
上
述
可
知
，
雖
然
現
存
作
品
中
有

數
件
球
狀
器
皿
的
實
例
，
但
或
器
分
為
二
，

或
器
可
開
闔
，
或
鑿
孔
位
置
不
同
，
功
能
用

途
也
差
別
甚
大
。
況
且
正
德
官
窯
七
孔
球

形
器
並
無
這
些
複
雜
結
構
，
可
見
球
形
並

非
解
決
該
器
用
途
的
最
關
鍵
，
或
許
應
該

從
正
德
七
孔
器
的
﹁
多
孔
﹂
特
徵
著
手
。

若
著
眼
於
頂
上
開
多
處
圓
孔
，
且
要

為
無
拆
卸
功
能
的
一
整
器
，
北
宋
景
德
鎮

湖
田
窯
製
作
的
︿
青
白
釉
蓮
蓬
型
薰
爐
﹀

︵
圖
十
二
︶
，
器
身
模
仿
蓮
蓬
，
頂
蓋
處
也

彷
似
蓮
蓬
孔
巧
妙
地
開
了
七
孔
，
且
與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同
屬
﹁
七
曜
孔
﹂
形
式
，

則
恰
恰
符
合
了
該
條
件
。
但
從
圖
錄
說
明

中
可
知
其
雖
內
部
中
空
，
但
底
部
有
一
個

﹁
十
﹂
字
狀
鏤
孔
，
應
為
榫
口
，
榫
口
與
上

面
鏤
孔
相
通
，
但
正
德
官
窯
七
孔
球
形
器

並
無
此
榫
口
設
計
，
因
而
也
影
響
了
功
能

上
的
判
斷
。

此
外
，
吉
美
博
物
館
所
藏
正
德
時
期

作
品
︿
法
花
筆
筒
﹀
︵
圖
十
三
︶
，
器
身
矮

平
且
圓
孔
較
大
，
可
能
用
於
置
放
墨
條
或

插
筆
。
不
過
與
正
德
官
窯
七
孔
球
形
器
相

比
較
，
前
述
作
品
雖
然
頂
部
鑿
有
圓
孔
，

但
器
身
太
短
，
而
容
器
的
空
間
大
小
卻
是

考
慮
器
用
功
能
的
重
要
依
據
；
又
或
者
回

到
符
合
明
武
宗
穆
斯
林
身
份
的
情
境
︵
註

五
︶
，
檢
討
於
清
真
寺
中
實
際
使
用
的
類
似

器
皿
，
即
便
屬
正
德
朝
之
後
製
作
，
也
可

能
具
有
參
考
價
值
；
今
見
北
京
牛
街
清
真

寺
所
藏
清
代
︿
雲
頭
紋
香
插
﹀
一
對
︵
圖

十
四
︶
，
作
品
頂
端
各
有
五
個
後
鑿
的
小

孔
，
其
孔
徑
遠
小
於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

這
也
符
合
立
香
插
放
所
需
；
但
孔
徑
也
同

樣
是
考
慮
用
途
的
關
鍵
要
素
，
大
小
一

旦
有
異
，
所
能
置
放
之
物
也
可
能
千
差
萬

別
。
因
此
以
上
種
種
實
例
也
無
法
用
於
推

知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的
實
際
使
用
方
式
。

然
而
，
與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一
樣
頂

部
鏤
有
七
孔
，
且
孔
內
空
間
有
餘
的
作
品
，

較
早
可
見
於
景
德
鎮
湖
田
窯
出
土
的
北
宋

︿
青
白
瓷
六
管
瓶
﹀
︵
圖
十
五
︶
；
該
器
除

了
六
管
通
器
身
，
瓶
口
亦
有
鏤
空
七
曜
形

孔
之
設
計
，
從
其
製
作
構
思
推
測
亦
屬
花

器
，
且
可
能
是
供
養
於
佛
前
所
謂
﹁
華
瓶
﹂

一
類
的
插
花
具
。
而
為
何
要
以
七
孔
或
多

孔
形
制
來
做
為
花
器
？
謝
明
良
教
授
曾
就

︽
清
異
錄
︾
中
所
謂
的
﹁
占
景
盤
﹂
：
﹁
占

景
盤
，
銅
為
之
，
花
唇
平
底
，
深
四
寸
許
，
底

上
出
細
筒
殆
數
十
，
每
用
時
，
滿
添
清
水
，

擇
繁
花
插
筒
中
，
可
留
十
餘
日
不
衰
。
﹂
得

出
這
類
作
品
的
面
貌
可
能
即
是
現
藏
於

英
國
薩
塞
克
斯
大
學
的
︿
吉
州
窯
青
瓷
花

器
﹀
︵
圖
十
六
︶
與
美
國
波
士
頓
博
物
館
的

︿
耀
州
窯
青
瓷
花
器
﹀
︵
圖
十
七
︶
，
這
種

內
壁
靠
口
沿
處
生
出
多
管
的
作
品
，
其
功

能
猶
如
後
世
的
銅
膽
，
可
以
支
托
花
莖
，

並
有
類
似
今
日
﹁
劍
山
﹂
的
功
能
。
︵
註

六
︶

而
提
及
銅
膽
，
也
有
許
多
呈
現
七
曜

形
孔
的
形
制
，
例
如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帶
景
泰
款
的
︿
掐
絲
琺
瑯
鹿
鶴
長
春
花

插
﹀
︵
圖
十
八
︶
與
︿
銅
琺
瑯
七
孔
花
插
﹀

︵
圖
十
九
︶
等
。
而
這
種
器
頂
多
孔
的
形
式

在
清
代
用
作
於
插
花
的
作
品
也
處
處
可
見

︵
圖
二
十
︶
，
這
使
得
﹁
七
孔
球
形
器
﹂
與

﹁
花
器
﹂
之
間
有
了
初
步
的
連
結
。

從
正
德
官
窯
整
體
脈
絡
探
討
此
器

用
途

前
文
耙
梳
歷
代
許
多
球
形
或
多
孔

器
，
僅
供
隔
靴
搔
癢
之
比
對
，
但
也
是
限
於

圖十二　 北宋　青白釉蓮蓬型薰爐　1997　
江西景德鎮湖田窯遺址出土　 
引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
集．14．江西》

圖十三　 明正德　二彩唐草紋鼓胴筆筒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引自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Oriental 
Ceramics Vol. 7 Mus’ee Guimet, Paris

圖十四　清　雲頭紋香插一對　北京牛街禮拜寺藏
　　　　 引自北京市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清真古韻：北京牛街禮拜寺》

圖十五　 北宋　青白瓷六管瓶　景德鎮出土湖田窯出土
引自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市陶瓷考
古研究所，《景德鎮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

圖十六　 宋　吉州窯青瓷花器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藏　
引自謝明良，《陶瓷手記》

圖十七　 宋　耀州窯青瓷花器　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　 
引自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Oriental ceramics, vol. 4. Iran Boston Museum, Teh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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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青
花
開
光
阿
拉
伯
文
多
孔
花
插
﹀
︵
圖

二
一
︶
。
︵
註
七
︶
該
作
品
器
身
各
以
圓
形
與

複
線
菱
形
開
光
內
書
阿
拉
伯
文
，
上
部
開

光
內
為
：
阿
拉
伯
文
，
﹁

「
لده
ن ب
 ام
همّ
 ال
」

 

「
لده
 و
فظ
اح

و 
 」

 

「
ين
 ز
االله

 」
 

「
که
 مل

」
 

「
�ظ
������
ل��
「ا

 

﹂
，
意

為
﹁
阿
拉
將
︙
裝
飾
、
美
化
﹂
；
下
部
開
光

內
單
字
為
阿
拉
伯
文
：
﹁

「
لده
ن ب
 ام
همّ
 ال
」

 

「
لده
 و
فظ
اح

و 
 」

 

「
ين
 ز
االله

 」
 

「
که
 مل

」
 

「
�ظ
������
ل��
「ا

 

﹂
，
意
為

﹁
國
土
、
國
家
、
政
權
﹂
，
這
兩
個
開
光
內

的
文
字
可
譯
為
：
﹁
阿
拉
會
美
化
他
的
國

土
﹂
，
與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意
義
相
近
。
因

此
這
兩
件
作
品
可
以
並
列
參
考
，
也
許
用

途
也
有
關
連
。
︵
註
八
︶

另
外
，
藏
於
艾
胥
莫
林
博
物
館
與

克
利
夫
蘭
美
術
館
的
︿
青
花
波
斯
文
瓶
﹀

︵
圖
二
二
︶
，
其
上
波
斯
文
字
書
寫
潦
草

無
法
辨
認
，
但
是
器
頂
飾
有
七
孔
，
考
慮

所
見
工
藝
美
術
品
並
無
相
仿
作
品
所
致
。

不
過
，
回
到
正
德
官
窯
整
體
的
作
品
當
中
，

雖
然
不
見
球
形
器
，
但
是
同
形
制
的
﹁
中
心

大
孔
，
旁
等
距
六
小
孔
﹂
所
謂
七
曜
形
器
皿

存
世
有
例
，
如
北
京
牛
街
禮
拜
寺
所
藏
、

阿
姆
斯
特
丹
國
立
博
物
館
亦
有
類
似
作
品

到
瓶
身
的
設
計
，
可
能
即
作
為
花
瓶
、

花
插
使
用
，
從
這
兩
件
作
品
也
同
時
可

推
測
藏
於
大
英
博
物
館
殘
器
的
可
能
原

貌
。
︵
圖
二
三
︶
此
外
尚
有
香
港
私
人
收

藏
的
︿
青
花
阿
拉
伯
文
多
孔
瓶
﹀
︵
圖

二
四
︶
，
器
身
兩
面
各
書
寫
阿
拉
伯
文
詞
：

﹁

「
ين
ظِمِ
لْكَا
「وَا

 

「
يْظَ
الْغَ
」

 

「
يْظَ
الْغَ

نَ 
ظِمِي

لْكَا
「وَا

 

﹂
與
﹁

「
ين
ظِمِ
لْكَا
「وَا

 

「
يْظَ
الْغَ
」

 

「
يْظَ
الْغَ

نَ 
ظِمِي

لْكَا
「وَا

 

﹂
，
連
結
成
：

﹁

「
ين
ظِمِ
لْكَا
「وَا

 

「
يْظَ
الْغَ
」

 

「
يْظَ
الْغَ

نَ 
ظِمِي

لْكَا
「وَا

 

﹂
，
漢
譯
為
﹁
誰
抑
制

憤
怒
﹂
，
這
是
伊
斯
蘭
教
先
知
穆
罕
默
德
言

行
錄
︽
聖
訓
︾
的
標
題
之
一
，
該
段
內
容

大
意
為
：
凡
在
能
發
怒
時
抑
制
自
己
怒
氣

的
人
，
必
能
得
到
阿
拉
的
獎
賞
。

以
上
三
類
正
德
官
窯
作
品
雖
器
頂
鑿

孔
，
但
從
身
廣
口
窄
的
特
色
看
來
，
可
以

推
測
用
途
即
為
花
瓶
無
誤
。
而
正
德
官
窯

圖二五　明正德官窯　青花獅球紋九孔花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裏紅》（中）

七
孔
球
形
器
則
器
身
較
之
略
短
；
不
過
在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亦
有
一
件
器
身
不
高
的

︿
青
花
獅
球
紋
九
孔
花
插
﹀
︵
圖
二
五
︶
，

雖
然
無
款
，
耿
寶
昌
先
生
根
據
紋
飾
風
格

定
為
正
德
年
器
︵
註
九
︶
，
也
與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同
樣
具
有
器
頂
帶
圓
孔
且
一
體
成

型
的
特
質
。
針
對
這
種
較
為
矮
小
而
重
心

較
低
、
形
制
安
穩
的
作
品
，
張
謙
德
︽
瓶

花
譜
︾
的
︿
品
瓶
﹀
篇
即
解
釋
了
用
其
插

花
的
妙
處
：
﹁
凡
插
貯
花
，
先
須
擇
瓶
︙

口
欲
小
而
足
欲
厚
，
取
其
安
穩
而
不
泄
氣

也
。
大
都
瓶
寧
瘦
毋
過
壯
，
寧
小
毋
過

大
。
極
高
者
不
可
過
一
尺
，
得
六
七
寸
，

四
五
吋
瓶
插
貯
，
佳
，
若
太
小
，
則
養
花

又
不
能
太
久
。
﹂
若
以
正
德
官
窯
七
孔
球

形
器
來
插
花
，
符
合
口
小
而
不
洩
水
氣
，

且
器
座
厚
重
安
穩
的
特
質
。
況
且
若
如
文

中
所
謂
﹁
四
五
吋
瓶
為
佳
﹂
，
則
相
當
於

正
德
七
孔
球
形
器
的
尺
寸
，
可
見
這
件
作

品
在
明
人
心
中
也
是
絕
佳
花
器
。

因
此
筆
者
推
論
，
七
孔
球
形
器
是
正

德
官
窯
作
為
花
器
的
新
樣
式
。
作
品
上
的

圓
孔
由
於
生
在
球
形
頂
端
，
在
花
莖
插
入

時
能
使
花
朵
朝
向
不
同
面
向
角
度
，
或
含

苞
待
放
，
或
花
枝
招
展
，
裝
飾
效
果
顯
著
。

圖十九　明　銅琺瑯七孔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明　景泰款掐絲琺瑯鹿鶴長春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清　乾隆　七孔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明正德官窯　青花開光阿拉伯紋異形花插
　北京牛街禮拜寺藏　引自北京市宣武區伊斯蘭教
協會編著，《清真古韻：北京牛街禮拜寺》

圖二二　明正德官窯　青花波斯文瓶　英
國艾胥莫林博物館藏 　引自デイジ－．リ
オン=ゴ－ルドシユミツト（Daisy Lion-
Goldschmidt），《明の陶磁》

圖二三　明正德官窯　青花波斯文瓶　大英
博物館藏　引自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圖二四　 明正德官窯　青花阿拉伯文多孔瓶　香港
私人收藏　引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機暇明道：懷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窯瓷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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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
帽
架
﹂
之
推
測
，
請
見H

arry G
arner, O

rie
n

ta
l 

Blu
e

 A
n

d
 W

h
it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4), p

. 28

；
森
達
也
，
︿
イ
ラ
ン
や
き
も
の
紀

行
﹀
，
︽
陶
說
︾
第
六
五
三
期
，
二
〇
〇
七
年
八

月
，
頁
七
三
；
而
﹁
花
插
﹂
之
定
名
，
則
見
：
國
立

故
宮
中
央
博
物
院
聯
合
管
理
處
編
輯
，
︽
故
宮
瓷
器

錄
︾
第
二
輯
．
明
乙
．
上
編
，
臺
中
：
國
立
故
宮
中

央
博
物
院
聯
合
管
理
處
，
一
九
六
一
，
頁
四
四
，

與
耿
寶
昌
，
︽
明
清
瓷
器
鑑
定
︾
，
北
京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
頁
一
一
四
，
圖
二
〇
九

﹁
正
德
器
型
示
意
圖
之
三
(8)
球
形
花
插
﹂
。Jessica 

H
a

rriso
n

-h
a

ll

女
士
推
論
若
該
器
功
能
為
帽
架
，

則
鑿
穿
七
孔
就
無
特
別
意
義
，
傾
向
實
際
用
途
為

﹁
筆
插
﹂
或
﹁
花
插
﹂
，
見
於Jessica H

arrison-
H

all, M
in

g
 C

e
ra

m
ic

s in
 th

e
 British

 M
u

se
u

m
 

(L
o

n
d

o
n

: T
h

e
 B

ritish
 M

u
se

u
m

, 2
0

0
1

), p
. 

1
9

7

，
後
透
過
佐
藤
サ
ア
ラ
女
士
轉
知
，Jessica 

H
arris on-hall

女
士
意
見
更
正
為
﹁
香
爐
﹂
。

2.  

此
外
，
該
器
原
被
訂
作
十
五
世
紀
初
期
，
相
當
於

明
代
永
宣
青
花
瓷
，
李
仲
謀
分
別
就
該
器
物
青
花

用
料
、
畫
法
、
紋
飾
佈
局
及
使
用
題
材
等
訂
出
該

器
應
屬
元
青
花
，
見
李
仲
謀
，
︿
關
於
伊
朗
阿
德

比
爾
陵
寺
青
花
球
形
器
的
討
論
﹀
，
︽
上
海
國
際
元

青
花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
上
海
：
上
海
博
物
館
，

二
〇
一
二
，
頁
一
八
九
。

3.  

此
段
提
到
的
兩
件
作
品
皆
藏
於
科
威
特
國
立
博
物

館
，
說
明
請
見O

liver W
atson, C

e
ra

m
ic

s fro
m

 
Isla

m
ic

 La
n

d
s, Lond

on: Tham
es &

 H
ud

son, 

2004, p. 447, 474

。

4.  

過
去
這
類
作
品
被
稱
為
﹁
假
髮
架
﹂
，
但
因
尺
寸
太

小
，
近
年
又
被
更
訂
為
陳
設
用
途
的
﹁
飾
品
﹂
。

詳
見
呂
章
申
主
編
，
︽
瓷
之
韵
：
大
英
博
物
館
、

英
國
國
立
維
多
利
亞
與
艾
伯
特
博
物
館
藏
瓷
器
精

品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二
〇
一
二
，
圖
八
八
，

頁
二
五
五
。

5.  

近
年
有
許
多
研
究
指
出
明
武
宗
可
能
信
仰
伊
斯
蘭

教
，
並
傾
向
﹁
蘇
非
派
﹂
，
並
具
有
﹁
蘇
非
教
長
﹂

之
身
份
，
見
駱
愛
麗
，
︿
中
亞
穆
斯
林
後
裔
在
中
國

活
動
初
探—

以
正
德
朝
兩
件
礬
紅
回
回
文
瓷
器
為

基
礎
﹀
，
︽
第
六
屆
台
灣
與
中
亞
論
壇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
，
二
〇
〇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會
議
論
文
，

頁
十
。
陳
玉
秀
，
︿
以
紋
識
意—

從
阿
拉
伯
文
紋
飾

談
正
德
時
期
伊
斯
蘭
教
的
意
涵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八
四
期
，
二
〇
〇
六
年
十
一
月
，
頁

七
八—

九
一
；
卓
鴻
澤
，
︿
正
德
的
番
、
回
傾
向—

大
明
皇
帝
對
異
族
宗
教
的
追
求
﹀
，
收
入
林
富
士
主

編
︽
中
國
史
新
論—

宗
教
史
分
冊
︾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二
〇
一
一
，
頁
四
一
三—

四
三
八
；
拙

著
，
︿
真
主
的
追
隨
者
：
明
武
宗
及
其
官
窯
回
回
文

器
皿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十
九
卷
第
二

期
，
一
〇
〇
年
冬
，
頁
一
四
七—

二
二
二
。

6.  

關
於
這
類
作
品
可
能
為
花
器
的
討
論
與
解
釋
，
請
見

謝
明
良
，
︿
︽
清
異
錄
︾
中
的
陶
瓷
史
料
﹀
，
︽
陶

瓷
手
記
︾
，
臺
北
：
允
晨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八
，
頁

三
三
〇—

三
三
一
。

7.  

阿
姆
斯
特
丹
國
立
博
物
館
定
名
為
︿
花
瓶
﹀
的
作

品
，
器
身
安
置
在
方
型
臺
座
上
，
雖
然
器
頂
已
經
損

壞
，
但
可
與
牛
街
禮
拜
寺
所
藏
頂
部
完
好
、
但
器
底

殘
缺
的
︿
青
花
開
光
阿
拉
伯
紋
異
形
花
插
﹀
兩
相
對

照
，
推
測
原
器
面
貌
為
器
頂
有
七
孔
且
帶
方
形
底
座

的
作
品
。
據
聞
於
瑞
典
隆
德
市
的
文
化
博
物
館
也
有

一
件
相
同
的
作
品
，
只
是
目
前
沒
有
刊
載
。
見Jörg 

and van C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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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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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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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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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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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p. 36.

8.  

金
立
言
也
曾
提
及
這
兩
件
作
品
意
義
相
近
，
值
得
注

意
。
見
金
立
言
，
︿
從
流
傳
於
東
四
清
真
寺
的
正
德

官
窯
青
花
清
真
言
硯
屏
談
起
﹀
，
︽
機
暇
明
道
：
懷

海
堂
藏
明
代
中
晚
期
官
窯
瓷
器
︾
，
香
港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
二
〇
一
二
，
頁
二
八
。

9.  

耿
寶
昌
主
編
，
︽
青
花
釉
裏
紅
︾
︵
中
︶
，
香
港
：

商
務
印
書
館
，
二
〇
〇
〇
，
頁
六
三
，
圖
五
八
。

10.  

從
種
種
史
料
文
獻
可
以
推
測
，
明
武
宗
於
藏
文
與
回

文
有
一
定
之
造
詣
，
請
見
卓
鴻
澤
，
︿
正
德
的
番
、

回
傾
向—

大
明
皇
帝
對
異
族
宗
教
的
追
求
﹀
，
收
入

林
富
士
主
編
，
︽
中
國
史
新
論—

宗
教
史
分
冊
︾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二
〇
一
一
，
頁
四
一
六
，

以
及
拙
著
，
︿
真
主
的
追
隨
者
：
明
武
宗
及
其
官
窯

回
回
文
器
皿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十
九
卷

第
二
期
，
一
〇
〇
年
冬
，
頁
一
八
〇—

一
八
一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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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
張
謙
德
、
明
袁
宏
道
著
，
張
文
浩
、
孫
華
娟
編

著
，
︽
瓶
花
譜
瓶
史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二
〇
一
二
。

2.  

陳
擎
光
，
︽
故
宮
歷
代
香
具
圖
錄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九
四
。

結
語

雖
然
正
德
官
窯
的
主
人—

明
武
宗
，

留
給
後
世
的
印
象
是
花
名
不
斷
，
但
從
史

料
看
來
，
他
其
實
頗
有
才
情
，
並
愛
好
語

言
學
習
。
︵
註
十
︶

而
就
正
德
官
窯
整
體
脈

絡
而
言
，
此
時
也
產
出
數
量
特
別
多
的
文

房
器
具
，
例
如
筆
山
、
筆
盒
、
插
屏
等
。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
在
風
流
天
子
明
武
宗
的
生

活
中
，
佈
置
許
多
這
類
包
含
文
房
具
與
花

插
的
所
謂
﹁
清
供
﹂
用
品
，
也
為
其
書
齋

或
周
圍
環
境
增
添
了
不
少
文
人
雅
趣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