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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華麗—定州花瓷展前語

專　輯

 

蟹
眼
已
過
魚
眼
生
，
颼
颼
欲
作
松
風
鳴
。

蒙
茸
出
磨
細
珠
落
，
旋
轉
繞
甌
飛
雪
輕
。

銀
缾
瀉
湯
誇
第
二
，
未
識
古
人
煎
水
意
。

君
不
見
昔
時
李
生
好
客
手
自
煎
，

貴
從
活
火
發
新
泉
；

白
色
的
華
麗

定
州
花
瓷
展
前
語

又
不
見
今
時
潞
公
煎
茶
學
西
蜀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我
今
貧
病
長
苦
飢
，
分
無
玉
盌
捧
蛾
眉
，

且
學
公
家
作
茗
飲
，
甎
罏
石
銚
行
相
隨
，

不
願
撐
腸
拄
腹
文
字
五
千
卷
，

但
願
一
甌
長
及
睡
足
日
髙
時
。

—

蘇
軾
，
︿
試
院
煎
茶
﹀
，
熙
寧
五
年
︵
一○

七
二
︶

蘇
東
坡
在
杭
州
為
通
判
時
的
詩
作

裡
，
強
調
西
蜀
煎
茶
的
古
法
，
和
北
宋
後

期
時
興
的
點
茶
新
法
不
同
。
煎
茶
法
為
唐

十
一
月
底
，
本
院
將
推
出
﹁
定
州
花
瓷—

院
藏
定
窯
系
白
瓷
特
展
﹂
，
以
本
院
所
藏
北
宋
、
金
代

定
窯
白
瓷
，
來
展
現
十
一
至
十
三
世
紀
工
藝
美
術
的
裝
飾
圖
案
。
傳
統
對
宋
代
工
藝
的
評
價
，
往

往
傾
向
於
素
淨
凝
練
之
美
：
黑
色
的
漆
器
，
天
青
色
調
的
汝
窯
、
官
窯
，
碧
綠
色
調
的
耀
州
窯
、

龍
泉
窯
；
同
時
又
將
白
黑
並
呈
的
磁
州
窯
、
宋
三
彩
等
多
彩
華
麗
的
器
皿
評
之
為
民
窯
、
野
氣
。

隨
著
考
古
發
掘
工
作
者
一
頁
頁
的
掀
開
宋
代
生
活
中
的
常
態
形
象
：
金
銀
器
的
細
膩
瑩
亮
，
雕

漆
、
戧
金
漆
器
的
華
麗
，
織
繡
的
繁
複
豔
麗
等
等
，
都
逐
漸
增
顯
宋
代
藝
術
面
貌
。
定
窯
白
瓷
，

自
北
宋
當
時
便
享
有
盛
名
，
且
為
明
清
文
人
所
珍
愛
；
在
清
室
帝
王
重
視
下
，
院
藏
定
窯
類
型

的
藏
品
遂
也
豐
盛
。
一
九
八
七
年
曾
經
舉
辦
過
定
窯
白
瓷
展
，
策
展
人
謝
明
良
將
院
藏
品
與
出
土

文
物
的
關
係
做
了
相
當
關
鍵
性
的
釐
訂
。
本
次
展
覽
，
擬
更
呈
現
定
州
﹁
花
瓷
﹂
的
瓷
上
花
樣
之

美
，
在
素
白
瓷
色
中
所
透
露
的
華
麗
世
界
，
作
為
宋
代
藝
術
的
另
種
觀
察
。

北宋∼金　定窯印花孔雀牡丹盤　12∼13世紀  口徑32.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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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飲
茶
法
的
延
續
，
茶
末
放
石
銚
裡
在
爐

子
上
沸
煮
，
與
本
詩
前
五
句
點
茶
法
將
沸

水
倒
入
備
有
茶
末
的
碗
中
不
同
；
八
世
紀

的
唐
僧
陸
羽
說
，
茶
汁
在
邢
窯
杯
裡
﹁
茶

色
丹
﹂
。
東
坡
亦
以
西
蜀
煎
茶
古
法
烹
煮

出
有
如
紅
玉
般
顏
色
的
茶
汁
，
倒
入
定
窯

有
花
紋
的
白
瓷
碗
裡
，
剎
那
間
色
彩
強
烈

的
映
照
，
就
好
像
看
到
力
可
琢
玉
的
定
瓷

在
紅
玉
上
琢
出
花
紋
來
。
︵
註
一
︶—

此
時

東
坡
用
典
，
炫
耀
著
定
窯
瓷
的
澀
邊
堅
緻

得
可
以
試
玉
的
博
識
︵
註
二
︶

，
一
方
面
揚

古
法
貶
新
法
地
暗
嘲
施
政
者
。

東
坡
詩
中
，
多
重
假
借
與
比
喻
的
筆

鋒
魅
力
，
讓
從
品
茶
帶
來
視
覺
的
美
感
，

發
為
色
彩
印
象
鮮
明
的
詩
句
，
長
久
為
人

傳
誦
；
此
後
，
在
元
明
青
花
瓷
興
起
之

前
，
﹁
花
瓷
﹂
二
字
成
了
定
窯
瓷
器
的
代

用
詞
，
以
此
入
詩
的
句
子
甚
多
，
如
宋
人

周
紫
芝
：
﹁
深
注
花
甆
不
勝
白
﹂
，
喻
良

能
：
﹁
花
瓷
脆
薄
誰
能
攜
﹂
，
明
顯
稱
讚

有
花
紋
的
細
薄
白
瓷
。
元
代
劉
祁
︽
歸
潛

志
︾
亦
記
載
金
末
文
會
聯
句
時
，
他
的
父

親
詠
出
﹁
定
州
花
瓷
甌
，
顏
色
天
下
白
﹂

句
，
贏
得
滿
席
讚
譽
，
足
見
直
到
金
代
晚

期
，
有
花
紋
的
定
窯
瓷
器
之
魅
力
，
能
令

宋
、
金
北
方
白
胎
黑
瓷
特
徵
的
瓷
器
，
目

前
也
多
排
除
產
地
為
定
窯
的
推
測
。
可
以

說
，
本
院
所
藏
定
窯
型
瓷
器
，
由
精
細
至

粗
放
，
是
明
清
以
來
賞
鑒
家
定
窯
白
瓷
概

念
的
總
和
，
在
這
樣
的
總
和
裡
，
乾
隆
皇

帝
自
年
輕
未
即
位
時
便
有
詩
句
：
﹁
定
州

花
瓷
浸
芳
緑
﹂
︵
註
三
︶

，
對
有
花
紋
定
瓷

器
的
喜
好
明
顯
可
見
。
院
藏
定
窯
型
白
瓷

中
，
花
瓷
總
量
佔
九
成
以
上
，
而
此
現
象

與
考
古
發
掘
者
所
知
各
時
期
素
瓷
高
比
例

的
實
情
差
距
甚
大
。
花
瓷
，
遂
也
正
是
本

次
定
窯
展
覽
所
欲
觀
察
的
重
點
。

有
花
紋
的
瓷
器
，
在
本
展
覽
中
粗

分
為
劃
花
和
印
花
兩
種
。
劃
花
以
刀
淺
刻

圖
案
，
勝
在
運
刀
如
筆
，
流
暢
如
畫
。
印

花
，
以
刻
好
花
紋
的
模
子
，
翻
印
出
器

裡
的
文
樣
，
其
勝
在
佈
局
緊
密
如
織
錦
；

其
一
模
可
製
作
多
器
，
因
此
藏
品
中
有

多
組
二
器
同
一
模
子
者
。
有
人
曾
假
想
，

劃
花
圖
案
主
題
經
常
重
複
且
規
律
化
，
故

可
能
實
際
為
模
印
成
；
但
本
院
作
品
整
理

過
程
中
，
雖
見
有
花
紋
十
分
類
似
者
，
但

實
無
二
件
完
全
相
同
者
，
其
為
手
刻
作
品

無
疑
。
定
窯
花
紋
表
現
方
法
還
可
細
分
多

項
，
但
總
體
言
，
劃
花
、
印
花
的
作
品
約

自
十
一
世
紀
始
。

本
次
展
覽
，
既
以
花
紋
為
主
題
，

乃
將
展
場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早
期
的
白
瓷
與
定
窯
。
第
二
部
分
為
花
瓷

的
藝
術
，
第
三
部
分
為
定
窯
的
影
響
。
第

一
、
二
部
分
以
西
元
一○

○
○

年
，
十
一

世
紀
初
期
為
分
；
第
二
、
三
部
分
以
西
元

一
三○

○

年
，
十
三
世
紀
後
期
為
分
；
其

中
仍
有
因
窯
屬
而
年
代
交
疊
者
。

一
、

文
獻
、
碑
記
、
考
古
發
掘
等
資
料
，

說
明
定
窯
從
唐
代
開
始
興
作
，
至
晚
在
中

唐
便
有
朝
廷
造
作
單
位
進
駐
管
理
，
十
世

紀
晚
唐
、
五
代
時
成
為
中
國
北
方
名
窯
，

產
品
廣
受
中
原
、
江
南
、
遼
國
貴
族
所
喜

愛
。
及
至
宋
、
金
時
期
，
定
窯
窯
業
技
術

精
進
，
如
以
煤
為
燃
料
、
以
覆
燒
技
法
改

善
質
量
、
以
劃
花
與
印
花
裝
飾
器
表
，
均

成
就
定
窯
的
特
殊
性
。
不
但
為
貢
入
北

宋
、
金
朝
的
內
廷
用
品
，
也
突
破
邊
境
藩

籬
，
廣
見
於
大
遼
與
南
宋
的
墓
葬
中
，

故
享
有
︽
袖
中
錦
︾
書
中
所
載
﹁
天
下
第

一
﹂
的
讚
譽
。

觀
察
定
窯
白
瓷
，
白
色
胎
土
上
或
以

刀
刻
劃
花
紋
、
或
以
模
子
笵
印
花
紋
，
罩

繫
上
了
吉
州
窯
、
平
定
窯
、
宿
州
窯
、
臨

川
窯
、
土
定
窯
等
等
名
稱
，
這
些
與
物
相

繫
的
名
稱
，
一
直
到
六
十
年
代
出
版
的

︽
故
宮
瓷
器
錄
︾
和
臺
北
開
館
最
初
的
展

廳
裡
依
然
沿
襲
。
另
一
方
面
，
二
十
世
紀

初
國
內
外
陶
瓷
研
究
者
努
力
尋
找
各
個
古

代
瓷
窯
生
產
地
的
風
潮
裡
，
日
人
小
山
富

士
夫
在
讀
過
北
京
葉
麟
趾
根
據
坊
肆
指
陳

古
瓷
出
處
而
彙
記
的
︽
古
今
中
外
陶
瓷
彙

編
︾
後
，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戰
火
中
抵
達
曲

陽
定
窯
窯
址
，
採
集
瓷
片
並
發
表
見
聞
，

開
展
了
定
窯
研
究
的
新
視
野
。
本
院
的
研

究
前
輩
們
來
臺
後
與
國
際
陶
瓷
研
究
界
接

觸
，
遂
也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以
後
的
展
覽
和

著
作
裡
，
修
正
了
大
部
分
舊
名
﹁
吉
州

窯
﹂
的
瓷
器
為
定
窯
，
有
的
舊
名
﹁
宿
州

窯
﹂
者
已
是
今
天
定
窯
名
品
，
至
於
當
年

列
為
﹁
定
窯
﹂
者
，
亦
有
多
件
飽
受
懷
疑

不
再
見
於
陳
列
展
出
。

然
而
，
定
窯
的
面
向
究
竟
多
寬
廣
或

多
狹
隘
，
博
物
館
人
對
定
窯
的
認
識
，
一

如
對
其
他
古
代
名
窯
的
認
識
，
永
遠
一
直

拓
展
新
知
，
且
又
挑
戰
著
舊
有
的
認
知
。

即
使
筆
者
在
這
個
展
覽
推
出
的
前
夕
，
定

窯
的
正
式
考
古
報
告
依
然
未
見
問
世
，
究

竟
傳
世
品
所
試
圖
排
比
的
年
代
序
列
，
是

天
下
風
靡
其
白
色
。

定
窯
，
定
州
燒
造
的
瓷
器
。
其
窯

址
位
在
今
河
北
曲
陽
縣
，
連
綿
山
丘
從
靈

山
鎮
、
澗
磁
村
到
燕
川
村
的
廣
大
地
域
，

筆
者
曾
兩
次
拜
訪
該
地
，
驚
詫
該
窯
總

產
量
駭
人
的
豐
富
。
定
窯
不
僅
列
名
宋
代

官
方
文
獻
如
︽
宋
會
要
︾
、
︽
太
平
寰

宇
記
︾
，
也
見
於
當
時
文
人
學
士
的
吟
詠

記
錄
。
直
到
明
代
賞
鑒
瓷
器
風
氣
盛
行
，

︽
格
古
要
論
︾
、
︽
遵
生
八
牋
︾
、
︽
長

物
志
︾
均
將
定
窯
列
為
具
重
要
品
賞
美
感

且
值
得
收
藏
的
美
術
品
，
與
北
宋
汝
窯
、

南
宋
官
窯
並
列
；
定
瓷
襲
仿
爭
勝
之
風
波

時
起
，
也
足
以
烘
顯
明
代
社
會
對
定
窯
評

價
之
高
。
清
代
乾
隆
皇
帝
吟
詠
瓷
器
的
詩

作
中
，
除
了
汝
、
官
青
瓷
外
，
著
力
最
深

的
便
是
定
窯
。
無
論
他
的
辨
識
力
與
今
日

陶
瓷
學
者
認
知
的
異
同
，
但
皇
帝
的
喜
好

應
是
清
宮
中
匯
聚
大
量
定
窯
、
定
窯
型
瓷

器
的
主
因
；
又
由
於
乾
隆
所
憧
憬
的
定
窯

為
白
定
、
粉
定
，
並
以
為
紫
定
、
紅
定
不

存
，
因
此
雖
然
考
古
出
土
所
知
定
窯
產
品

的
品
類
與
色
澤
多
樣
，
有
黑
、
褐
、
綠
、

黃
諸
色
，
但
本
院
清
宮
舊
藏
定
窯
器
非
屬

白
色
系
列
的
遂
也
十
分
稀
罕
，
少
數
具

上
透
明
釉
後
，
紋
線
間
積
釉
色
深
，
呈
現

清
晰
的
圖
案
，
為
牙
白
素
淨
的
瓷
面
增
添

無
限
的
華
美
。
圖
樣
的
設
計
者
和
製
作
者

創
造
了
定
窯
這
樣
含
蓄
溫
雅
、
變
化
萬
千

的
美
感
，
器
皿
的
堅
緻
細
薄
以
及
滋
潤
的

牙
色
透
明
釉
，
共
同
令
定
窯
成
為
賞
鑒
家

們
心
目
中
的
白
瓷
典
範
，
遂
也
為
宋
代
以

來
各
地
官
民
窯
場
競
相
襲
仿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收
藏
裡
，
定

窯
類
型
的
白
瓷
近
八
百
件
，
多
數
具
有
花

紋
；
這
可
見
明
清
以
來
對
定
窯
花
瓷
的
喜

愛
。
然
而
必
須
說
明
的
是
，
清
宮
的
典
藏

是
宋
、
金
、
元
、
明
歷
朝
的
累
積
，
各
地

的
貢
品
與
臣
下
的
蒐
羅
，
往
往
因
蒐
羅
者

與
整
理
者
的
誤
解
或
疏
於
記
錄
，
致
宮
中

所
謂
﹁
定
窯
﹂
原
就
充
斥
著
許
多
謬
誤
；

即
使
是
皇
帝
的
御
題
，
也
不
可
當
真
，
這

在
本
院
二○

一
二
年
﹁
得
佳
趣
﹂
特
展
與

圖
錄
中
便
可
獲
悉
。
明
代
以
來
民
間
對
定

窯
的
美
化
、
附
會
與
誤
解
，
在
一
九
二
五

年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立
，
且
有
各
界
組
成
的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進
入
紫
禁
城
清
點
文

物
並
陸
續
開
放
民
眾
參
觀
後
，
蓄
積
成

另
種
對
古
器
物
的
新
態
度
。
因
此
，
當

一
九
三
五
年
故
宮
文
物
赴
英
倫
展
出
時
，

許
多
清
宮
中
舊
名
為
﹁
定
窯
﹂
的
瓷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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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與
考
古
發
掘
者
的
地
層
排
比
相
一
致
，

又
或
者
為
定
窯
研
究
留
下
更
大
謎
團
，
都

將
是
研
究
上
的
探
險
。
更
有
趣
的
經
驗
還

在
於
去
年
北
京
故
宮
舉
辦
了
﹁
定
瓷
雅

集
﹂
特
展
、
北
京
市
藝
術
博
物
館
亦
舉
辦

了
定
窯
特
展
，
方
向
各
自
不
同
；
而
目
前

日
本
東
洋
陶
瓷
博
物
館
也
在
此
時
展
出
一

項
定
窯
展
，
以
一
九
四
一
年
小
山
富
士
夫

的
採
集
、
二○

○

九
年
北
大
的
考
古
發
掘

品
來
說
明
日
本
傳
世
品
。
相
對
於
二○

○

五
年
上
海
博
物
館
大
規
模
的
白
瓷
國
際
研

討
會
，
此
時
眾
多
定
窯
資
料
的
公
開
，
將

更
激
盪
著
定
州
花
瓷
的
詮
釋
。

掘
，
分
佈
在
內
丘
、
臨
城
、
邢
臺
一
帶
，

享
有
唐
代
︽
國
史
補
︾
所
謂
﹁
內
邱
白
瓷

甌
，
天
下
無
貴
賤
通
用
之
﹂
的
美
譽
。
於

是
，
南
方
越
窯
青
瓷
、
北
方
邢
窯
白
瓷
，

南
青
北
白
的
陶
瓷
產
燒
網
絡
一
度
分
據
明

顯
的
區
塊
。
河
北
定
州
曲
陽
縣
的
定
窯
則

在
唐
代
中
葉
以
後
快
速
的
成
為
重
要
窯

場
。

根
據
曲
陽
縣
唐
永
貞
元
年
︵
八○

五
︶
﹁
唐
恆
岳
故
禪
師
影
堂
紀
德
之
碑
﹂

記
載
，
九
世
紀
初
，
陸
羽
︽
茶
經
︾
評
判

邢
窯
、
越
窯
茶
器
高
低
的
理
論
才
剛
問
世

不
久
，
定
窯
已
經
駐
進
內
府
掌
管
御
用
器

的
殿
中
監
瓷
窯
冶
、
白
土
冶
、
細
茶
器
的

官
員
；
也
就
是
說
，
定
窯
已
在
官
方
監
管

之
下
，
以
白
土
為
製
作
細
瓷
茶
器
供
用
官

府
。
這
或
許
是
定
窯
快
速
發
展
的
因
素
。

院
藏
早
期
白
瓷
數
量
不
多
，
較
著

名
的
如
二○

七
陳
列
室
中
的
白
瓷
雙
龍
耳

瓶
，
白
釉
泛
青
，
有
細
碎
開
片
，
胎
釉
結

合
尚
未
臻
完
美
，
卻
已
體
現
在
降
低
青
顯

色
上
的
努
力
。
此
次
展
出
的
長
頸
瓶
︵
圖

一
︶
，
有
著
圓
鼓
的
腹
部
，
應
為
邢
窯
的

產
品
；
另
件
邢
窯
茶
盞
︵
圖
二
︶
則
見
輕

盈
的
身
姿
。
定
窯
瓜
稜
龍
口
執
壺
︵
圖

二
、

所
謂
白
瓷
，
是
指
在
白
色
坯
體
上
罩

著
透
明
釉
再
高
溫
燒
造
成
的
瓷
器
。

這
種
追
求
白
色
純
質
顏
色
器
用
的

想
望
，
可
能
早
已
萌
生
於
新
石
器
時
代

大
汶
口
文
化
、
商
朝
殷
墟
時
期
的
白
陶
作

品
。
當
高
溫
青
瓷
在
三
國
以
後
成
為
南
方

越
地
恆
常
性
的
產
物
，
北
方
陶
匠
也
時
有

新
猷
，
其
有
意
識
的
追
求
陶
瓷
外
觀
為
白

色
的
努
力
已
經
相
當
明
顯
。
至
隋
唐
，
中

國
北
方
製
作
的
白
瓷
器
皿
已
經
普
遍
，
以

邢
窯
為
中
心
，
白
瓷
的
窯
場
遍
布
北
方
河

北
、
河
南
等
地
。
邢
窯
窯
址
業
經
考
古
發

三
︶
是
十
世
紀
五
代
或
北
宋
的
精
品
，

胎
薄
釉
滋
潤
，
且
造
形
雕
刻
精
緻
。
而
一

件
定
窯
蓋
盒
︵
圖
四
︶
，
幾
乎
與
後
梁
高

繼
蟾
墓
所
出
無
二
致
，
其
四
道
泥
條
的
貼

飾
，
是
五
代
時
期
的
流
行
裝
飾
。

展
品
中
一
件
舶
販
至
印
尼
的
淺
碗
，

有
著
像
玉
璧
一
樣
寬
足
沿
而
窄
挖
足
心
的

作
法
；
此
時
白
瓷
廣
販
售
至
阿
拉
伯
世

界
，
並
影
響
西
亞
不
產
瓷
土
區
域
另
外
研

發
出
錫
白
釉
的
仿
品
。
運
銷
品
中
包
括
展

出
的
據
聞
得
自
印
尼
爪
哇
島
海
域
的
沈
船

C
irebon

︵
圖
五
︶
的
白
瓷
碗
，
目
前
該
船

大
量
的
白
瓷
，
學
界
推
斷
來
自
十
世
紀
中

後
期
宣
州
窯
。

院
藏
品
中
有
三
件
定
窯
瓷
器
刻
有

﹁
官
﹂
款
者
，
一
件
應
為
邢
窯
碗
托
，
一

件
十
世
紀
中
前
期
的
定
窯
淺
碗
，
一
件
十

世
紀
中
後
期
的
定
窯
浮
雕
花
式
碗
。
瓷

器
刻
有
﹁
官
﹂
、
﹁
新
官
﹂
款
者
，
自
中

唐
以
來
迭
見
於
定
窯
、
邢
窯
、
越
窯
、

耀
州
窯
，
雖
學
界
各
有
詮
釋
，
但
皆
不
排

除
似
與
供
用
朝
廷
相
關
，
且
均
屬
高
品
質

產
品
。
前
述
中
唐
在
定
窯
設
官
監
管
細
白

茶
器
燒
造
︵
八○

五
年
︶
，
後
周
在
定
窯

設
官
管
理
窯
務
或
徵
收
商
稅
︵
九
五
七

圖一　唐　白釉撇口長頸瓶　8∼9世紀　高26.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種長頸壺瓶自北朝開始製作，隋、唐一直持續發展，本器推測為

邢窯作品。

圖二　 五代∼北宋初　邢窯型花式碗　10世紀　口徑15.9公分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五瓣花口碗，內壁於口下有短凸稜線與花口凹處相對
應，俯視全器若花瓣張放。

圖三　北宋　定窯龍口執壺　10世紀　全高19.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瓜式器身與蓋鈕相配，龍口雕刻細緻，為酒器注壺。

圖四　 唐末∼五代　定窯繩紋蓋罐　10世紀　高7.4公分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頂飾瓜蒂狀鈕，器身貼飾四縱向刻繩紋泥條。貼直稜泥條
為十世紀常見的裝飾習慣。

圖五　 五代∼北宋　宣州窯花口淺碗　10世紀　口徑19.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傳為出自印尼爪哇島海域的沈船Cirebon Cargo，正往販
西亞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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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宣
和
七
年
︵
一
一
二
五
︶
，
官
方
史
料

︽
宋
會
要
︾
還
記
錄
著
定
窯
仍
有
每
年
定

額
貢
入
內
府
的
名
目
。
若
再
延
續
下
看
，

金
代
官
書
︽
大
金
集
禮
︾
記
載
，
天
眷
二

年
︵
一
一
三
九
年
︶
，
金
朝
公
主
的
禮
物

包
括
﹁
定
器
一
千
事
﹂
；
而
︽
金
史
︾
更

載
，
通
金
之
世
轄
管
定
州
的
真
定
府
有

﹁
產
瓷
器
﹂
的
紀
錄
。
可
以
說
，
定
窯
從

九
世
紀
到
十
三
世
紀
中
葉
，
一
直
沒
有
脫

離
與
官
府
的
關
係
。

這
時
期
中
，
宋
遼
澶
淵
之
盟
後
，

景
德
四
年
︵
一○

○

七
︶
真
宗
詔
將
瓷

器
庫
中
收
貯
的
瓷
器
除
供
進
者
外
，
其
餘

送
到
管
理
財
政
的
三
司
讓
商
人
估
價
出

賣
。
︽
宋
會
要
︾
所
載
的
這
項
決
定
，
關

係
著
宋
代
經
營
瓷
器
性
質
的
重
大
轉
變
，

一
方
面
朝
廷
在
龐
大
歲
幣
壓
力
下
，
可
能

意
會
到
瓷
器
產
業
與
投
入
市
場
的
經
濟
收

益
；
尤
其
是
送
到
邊
境
的
榷
場
，
從
遼
人

手
中
再
把
送
去
的
幣
額
賺
回
來
。
一
方
面

對
全
國
各
地
的
瓷
窯
製
作
產
業
而
言
，
所

面
對
的
既
有
更
寬
廣
的
市
場
，
也
有
更
大

的
稅
務
負
擔
。
國
家
為
了
收
入
，
各
地
增

設
產
業
稅
務
，
如
景
德
鎮
所
設
的
﹁
瓷
窯

博
易
務
﹂
︵
一○

八
二
年
︶
，
窯
場
生
產

年
︶
，
以
及
地
方
官
於
北
宋
初
供
奉
佛
寺

靜
志
寺
塔
基
大
批
精
緻
﹁
官
﹂
款
白
瓷
器

︵
九
七
七
年
︶
，
也
都
說
明
定
窯
與
官
府

關
係
的
密
切
。
同
在
靜
志
寺
塔
基
封
存

之
時
，
宋
代
地
理
書
︽
太
平
寰
宇
記
︾

︵
九
七
六∼

九
八
三
年
︶
已
經
記
載
定
州

土
產
瓷
器
，
北
宋
朝
廷
還
指
定
將
定
窯
收

入
﹁
瓷
器
庫
﹂
︵
九
九○

年
︶
。
此
後
直

者
勢
必
更
在
增
加
產
量
的
技
術
上
有
極
大

的
躍
進
。
就
定
窯
瓷
器
裝
飾
言
，
一
般
相

信
，
十
一
世
紀
中
葉
前
後
，
覆
燒
芒
口
、

劃
花
、
印
花
等
特
色
紛
紛
產
生
，
靜
志
寺

的
深
浮
雕
作
品
以
及
與
太
宗
李
后
墓
︵
一

○
○
○

年
︶
相
似
的
細
線
刻
紋
作
品
都
不

再
出
現
；
定
窯
自
身
特
有
的
裝
飾
風
格
遂

在
十
一
世
紀
初
以
後
逐
漸
創
立
，
並
為
各

地
因
循
。

三
、

故
宮
所
藏
的
定
窯
瓷
器
，
以
細
茶

酒
器
為
最
多
，
換
句
話
說
，
盤
、
碟
、

碗
、
洗
為
最
大
宗
，
多
數
以
支
圈
覆
燒
法

完
成
，
因
此
，
造
形
變
化
不
大
，
大
小
也

多
相
當
，
以
便
一
次
大
量
完
成
，
而
口
部

大
範
圍
的
支
撐
，
也
使
器
物
可
以
作
大

口
小
底
圈
足
的
斗
笠
碗
、
折
腰
碗
。
至
於

口
部
覆
燒
所
產
生
的
口
緣
澀
邊
，
也
就
是

芒
口
，
恰
適
宜
於
其
上
鑲
上
華
麗
的
金
銀

銅
釦
，
金
與
白
色
對
映
，
華
麗
無
比
，
也

符
合
十
世
紀
以
來
大
量
使
用
金
稜
器
的
風

尚
。

定
窯
器
的
訂
年
並
不
容
易
，
一
方
面

北
宋
的
紀
年
墓
葬
少
，
需
仰
賴
遼
金
紀
年

墓
：
而
出
土
器
的
品
類
太
簡
，
因
此
如
遼

代
劉
祜
墓
︵
一○

九
九
︶
出
土
了
旋
菊
紋

碗
和
轉
枝
蓮
荷
紋
碗
中
，
而
這
兩
種
花
紋

圖六　北宋　定窯蓮瓣劃花蓮荷螭紋盤　11∼12世紀初　口徑15.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外壁浮雕蓮瓣，內壁劃花蓮荷紋與螭紋。

圖七　北宋　定窯劃花芍藥折沿盤　11世紀　口徑12.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直
到
十
三
世
紀
中
期
依
然
存
在
。
似
乎
是

一
種
基
本
雕
法
的
作
品
；
而
這
也
一
向
是

大
窯
場
燒
造
所
需
面
對
的
個
別
窯
場
堅
持

舊
法
或
創
新
的
問
題
，
一
如
龍
泉
廣
袤
窯

區
的
雙
魚
紋
碗
是
橫
亙
二
百
多
年
的
窯
工

工
法
。劃

花
和
印
花
，
是
定
窯
的
特
色
，

卻
非
定
窯
所
首
創
。
以
瓷
器
上
刻
劃
花
紋

言
，
早
已
是
陶
瓷
上
常
態
，
定
窯
中
有
的

如
靜
志
寺
所
見
的
浮
雕
類
雕
花
，
有
的
如

宋
太
宗
李
后
墓
︵
一○

○
○

年
︶
所
出
針

尖
狀
的
細
刻
花
，
顯
然
有
著
越
窯
青
瓷
細

線
刻
劃
的
習
尚
影
響
。
前
者
還
可
以
見
於

院
藏
的
蓮
瓣
盤
︵
圖
六
︶
、
蓮
瓣
碗
的
外

壁
：
後
者
可
以
院
藏
劃
花
芍
藥
折
沿
盤

︵
圖
七
︶
為
例
，
看
到
以
直
刀
為
主
的
刻

劃
法
，
雕
刀
的
傾
側
斜
移
變
化
尚
非
雕
者

所
熟
習
。
然
如
圖
六
的
盤
面
，
長
枝
蓮
荷

團
著
中
央
盤
螭
，
雕
者
直
刀
斜
刀
交
互
運

用
，
讓
刀
側
片
出
較
寬
的
斜
面
，
當
釉
沈

積
時
，
有
如
中
鋒
、
側
鋒
交
叉
運
用
，
筆

墨
韻
味
渾
然
灑
開
。

最
著
名
的
劃
花
定
窯
，
應
屬
一
枝
萱

花
︵
圖
八
︶
或
是
一
對
水
鳧
︵
圖
九
︶
，

簡
單
數
刀
勾
勒
出
花
形
，
或
水
禽
的
昂

韓治墓 李后墓

劉祜墓

線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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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或
低
吟
，
梳
箆
狀
的
複
數
線
條
流
動

於
畫
面
，
營
造
出
曼
妙
的
情
境
。
因
其
簡

潔
傳
神
，
往
往
成
為
白
瓷
相
關
展
覽
的

意
象
呈
現
。
但
今
萱
花
小
碟
多
見
於
金
代

遺
址
，
若
相
較
如
北
宋
韓
琦
孫
韓
治
墓

︵
一
一
二
五
年
︶
的
瓷
器
殘
片
所
見
的
海

石
榴
樣
細
節
性
線
條
，
這
類
逸
筆
草
草
之

小
景
，
應
是
金
代
所
尚
。
如
圖
十
張
口
昂

揚
、
四
足
伸
展
的
龍
紋
雄
強
線
條
，
亦
因

二○
○

九
年
窯
址
的
出
土
，
而
可
歸
類
於

金
代
作
品
。

四
、

模
印
，
亦
是
陶
瓷
工
藝
早
有
長
遠

發
展
的
技
藝
，
明
顯
的
如
各
種
陶
俑
的
製

作
。
定
窯
的
印
花
則
是
碗
狀
坯
泥
覆
在
蘑

菇
樣
刻
滿
花
紋
的
模
子
上
，
脫
模
後
就
將

花
紋
翻
印
在
器
裡
了
，
這
樣
的
內
模
製
器

對
有
長
遠
金
屬
器
製
作
傳
統
的
中
國
工
藝

言
並
非
陌
生
，
因
此
定
窯
的
印
花
作
品
十

分
精
細
。
繁
複
緻
密
的
紋
飾
搭
連
，
要
如

織
品
經
緯
編
排
的
細
膩
；
眾
多
母
題
結
組

在
圖
案
式
纏
枝
捲
葉
中
，
還
得
從
容
有

序
。
一
個
雕
作
精
緻
的
模
子
往
往
有
複
數

多
個
作
品
傳
世
，
顯
然
對
產
量
的
提
升
有

圖八　金　定窯劃花萱花笠式盞　12∼13世紀　口徑13.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北宋∼金 定窯劃花蓮塘雙鳧折腰盤　12∼13世紀　口徑21.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蓮塘雙鳧碗線描圖

圖十　 金　定窯劃花龍紋大盤　12∼13世紀　口徑30.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線描圖

圖十一　北宋　定窯印花嬰戲碗及局部　11∼12世紀　口徑20.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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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大
助
益
。
只
是
陶
泥
脫
模
手
法
迅
速
，
對

細
密
文
樣
的
大
盤
言
，
要
整
件
紋
飾
完
美

無
暇
並
不
容
易
。

傳
世
與
採
集
的
印
模
中
，
多
件
刻

有
金
代
年
款
，
一
般
相
信
金
代
為
印
花
器

的
主
要
生
產
時
期
。
不
過
，
北
宋
宣
和
間

所
減
免
的
定
州
貢
物
﹁
中
樣
裡
撥
龍
紋

湯
盞
﹂
，
﹁
撥
﹂
為
模
鑄
之
意
，
則
應
當

已
有
很
好
的
模
印
作
品
一
如
曲
陽
當
地

曾
經
出
土
的
龍
紋
盤
。
近
年
在
遼
平
原
公

主
墓
︵
一○

五
一
卒
︶
出
土
有
印
花
嬰
戲

碗
殘
片
，
為
此
類
印
花
器
年
代
最
早
者
。

院
藏
多
件
定
窯
印
花
牡
丹
嬰
戲
碗
︵
圖

十
一
︶
，
將
孩
童
布
置
在
纏
枝
牡
丹
花
叢

中
，
花
葉
繁
密
，
紋
理
工
細
，
三
小
童
攀

枝
嬉
戲
；
孩
童
身
披
背
心
，
眉
目
清
晰
；

或
雙
手
向
上
攀
枝
躍
動
狀
，
或
雙
足
倒
鉤

垂
盪
，
或
爬
行
枝
蔓
中
，
身
形
靈
巧
逗

趣
。
牡
丹
富
貴
，
童
子
有
宜
男
之
意
；
自

六
朝
以
來
便
常
出
現
的
文
樣
，
在
宋
代
有

﹁
童
戲
﹂
之
名
。
一
九
六
五
發
表
的
曲
陽

定
窯
遺
址
中
，
亦
見
此
類
模
印
相
似
紋
樣

的
遺
物
。

印
花
圖
樣
，
以
花
鳥
類
為
最
多
。

單
隻
穿
花
孔
雀
︵
圖
十
二
︶
以
優
美
身
姿

穿
繞
遨
翔
，
口
上
銜
枝
，
枝
葉
滿
盤
，
華

麗
而
優
雅
。
成
對
鴛
鴦
嬉
游
在
花
葉
盛
放

的
荷
塘
裡
︵
圖
十
三
︶
，
水
波
悠
緩
的
寧

馨
，
宛
若
院
藏
︿
太
液
風
荷
圖
﹀
的
再

現
。
最
難
脫
模
的
，
恐
怕
是
所
謂
﹁
百
褶

盤
﹂
︵
圖
十
四
︶
，
在
五
六
十
瓣
的
花
口

盤
，
盤
心
印
著
繁
花
鳥
獸
，
盤
壁
瓦
稜
般

一
稜
稜
銳
利
的
瓣
緣
，
需
是
高
妙
技
術
所

成
。

繁
密
的
紋
樣
，
還
常
見
於
十
五
至

二
十
公
分
間
的
盤
子
，
如
一
件
印
花
獅
戲

盤
︵
圖
十
五
︶
，
在
雲
擁
般
的
圖
案
間
，

奔
跑
的
獅
子
，
髮
鬣
揚
起
，
前
足
挽
著

圖十二　 北宋∼金　定窯印花孔雀牡丹盤　12∼13世紀　口徑32.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金　定窯印花蓮塘鴛鴦菊瓣式碟　13世紀　口徑14.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金　定窯印花牡丹百褶盤　13世紀　口徑2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帛
帶
繫
結
的
繡
球
，
有
著
馴
養
與
野
性
。

獅
為
外
來
猛
獸
，
奔
躍
的
圖
景
常
唐
宋

織
物
、
雕
刻
的
母
題
；
宋
代
輿
服
、
儀
仗

中
，
常
提
及
獅
子
錦
、
獅
蠻
樂
仙
、
蠻
王

獅
子
等
名
稱
，
則
此
種
外
地
的
動
物
已
成

為
具
趣
味
性
的
圖
案
，
攀
爬
跳
躍
，
有
如

豢
養
寵
物
。
瓷
樣
的
設
計
者
將
圖
案
式
海

石
榴
與
數
莖
卷
葉
紋
布
置
其
間
，
使
全
圖

結
構
精
美
。
盤
子
有
著
微
外
捲
的
圈
足
，

似
也
說
明
與
金
屬
器
的
關
聯
。

南
宋
的
遺
址
裡
經
常
出
現
定
窯
的

遺
留
，
包
括
都
城
臨
安
的
政
府
部
門
和
皇

室
宅
第
等
遺
址
。
本
次
展
出
的
金
稜
菊
紋

碗
，
三
朵
圖
案
式
重
瓣
結
組
如
菊
花
的

花
卉
，
或
許
應
名
為
太
平
花
或
寶
相
花
，

與
南
宋
張
重
四
墓
︵
一
二
五
四
︶
出
土

的
定
窯
碗
相
似
，
而
英
國
戴
維
德
基
金
的

泰
和
三
年
︵
一
二○

三
︶
印
模
與
曲
陽
北

鎮
出
土
大
定
二
十
四
年
︵
一
二
五
四
︶
印

模
，
均
有
著
類
似
的
花
紋
，
說
明
在
宋
金

和
戰
關
係
中
，
南
宋
人
仍
透
過
邊
境
貿
易

使
用
著
金
人
統
治
下
的
當
代
定
窯
產
品
，

其
數
量
甚
夥
，
自
皇
室
、
官
員
至
普
及
於

街
市
。
一
如
遼
與
中
原
王
朝
的
和
戰
關
係

中
，
精
緻
的
定
窯
供
應
鄰
境
契
丹
大
遼
的

圖十五　 北宋∼金　定窯印花獅戲盤　11世紀後半∼13世紀　口徑1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線描圖

用
度
。

五
、

本
次
展
覽
還
企
圖
說
明
定
窯
相
關
連

的
一
些
瓷
器
，
包
括
點
茶
使
用
的
﹁
鄱
陽

白
薄
盞
﹂
︵
註
四
︶

，
是
宋
人
視
為
白
瓷
的

景
德
鎮
窯
茶
盞
，
因
釉
中
現
青
藍
色
調
，

故
今
多
稱
之
為
青
白
瓷
或
影
青
瓷
，
其
覆

燒
與
花
紋
頗
與
定
窯
相
關
。
︵
圖
十
六
︶

也
包
含
元
代
的
霍
州
窯
，
明
初
︽
格
古

要
論
︾
記
其
有
﹁
新
定
﹂
之
稱
，
色
白

而
薄
，
口
滿
釉
而
器
裡
有
支
釘
痕
︵
圖

十
七
︶
，
印
花
花
紋
細
如
絲
。

文
獻
或
考
古
資
料
，
都
呈
現
宋
代
白

瓷
產
地
的
廣
泛
，
北
方
如
井
陘
、
磁
州
、

霍
州
、
鞏
縣
、
介
修
以
及
文
獻
所
載
的
宿

州
、
泗
州
等
地
，
與
定
窯
劃
花
、
印
花
、

覆
燒
作
品
有
著
技
術
、
花
紋
間
或
多
或
少

的
關
聯
；
南
方
地
區
，
傳
載
﹁
南
定
﹂
之

名
，
如
考
古
所
見
之
景
德
鎮
、
吉
州
、
宣

州
、
南
豐
、
光
澤
、
邵
武
都
相
當
程
度
的

刻
意
追
仿
定
窯
。

此
外
，
元
、
明
瓷
器
賞
玩
，
皆
以

定
窯
為
貴
，
仿
定
作
品
充
斥
。
這
些
仿
作

的
真
正
年
代
產
地
雖
難
探
究
，
但
有
多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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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現
藝
匠
們
的
精
緻
造
形
本
事
，
讓
人

讚
歎
。
︵
圖
十
八
、
十
九
︶
至
如
官
方
御

窯
，
如
永
樂
甜
白
、
乾
隆
白
瓷
，
也
都
明

顯
呈
現
以
定
窯
為
典
範
的
跡
象
。
當
金
人

以
﹁
顏
色
天
下
白
﹂
來
形
容
定
窯
時
，
當

未
料
在
五
、
六
百
年
間
的
白
瓷
喜
好
者
，

依
然
可
以
此
句
來
讚
美
定
窯
引
領
的
白
瓷

典
範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註
釋

1.  

筆
者
向
以
為
東
坡
詩
中
喜
愛
搬
弄
典
故
，
此

詩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句
正
當
以
顏
色
映

照
的
美
感
解
。
至
讀
謝
明
良
，
︿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非
定
窯
紅
瓷
辨
﹀
，
始
接
觸
明

清
以
來
對
此
詩
的
各
種
解
釋
，
並
很
高
興
眾

學
者
的
解
釋
又
回
歸
到
文
學
的
隱
喻
用
詞
的

美
學
裡
；
該
文
原
刊
︽
大
陸
雜
誌
︾
第
七
四

卷
第
六
期
︵
一
九
八
七
︶
，
增
補
收
入
同
氏

︽
陶
瓷
手
記
：
陶
瓷
史
思
索
和
操
作
的
軌

跡
︾
，
臺
北
：
石
頭
出
版
，
二○

○

八
，
頁

一
四
三—

一
五○

。

2.  

蘇
軾
，
︽
東
坡
志
林
︾
，
卷
四
，
︿
辨
真

玉
﹀
：
﹁
真
玉
，
須
定
州
瓷
芒
所
不
能
傷
者

乃
是
。
﹂

3.  

︽
御
製
樂
善
堂
全
集
︾
，
卷
十
五
。

4.  

李
廌
︵
一○

五
九∼

一
一○

九
︶
詩
有
﹁
也

容
雙
井
白
過
磁
﹂
句
，
自
註
：
﹁
江
南
雙

井
，
用
鄱
陽
白
薄
盞
點
鮮
為
上
。
﹂
則
北
宋

中
期
人
用
景
德
鎮
青
白
瓷
飲
茶
，
知
其
器

薄
，
且
視
之
為
白
瓷
。

圖十六　 宋∼13世紀　景德鎮窯笠式碗　口徑14.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元　霍州窯折腰碟　13∼14世紀　口徑12.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元∼明　仿定柳編魚簍瓶　14∼16世紀　
1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明末清初　白瓷包袱式壺　17∼18世紀　寬15.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