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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
於
京
都
國
立
博
物
館
展
出
的
﹁
魅

惑
の
清
朝
陶
磁
﹂
是
具
有
明
確
問
題
意

識
、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專
題
展
。
相
對
於

以
往
以
時
代
區
分
的
陶
瓷
展
觀
多
傾
向
於

名
品
的
蒐
集
羅
列
，
此
次
特
展
則
是
以
清

朝
陶
瓷
和
日
本
為
呈
現
主
軸
，
並
設
定

﹁
唐
船
交
易
﹂
、
﹁
江
戶
、
京
都
、
長
崎

出
土
標
本
﹂
、
﹁
獨
特
管
道
﹂
、
﹁
日
本

定
製
﹂
、
﹁
舊
家
傳
世
品
﹂
、
﹁
江
戶
時

關
於
金
琺
瑯
靶
碗

謝
明
良

期
中
國
趣
味
﹂
、
﹁
清
代
陶
瓷
和
近
代
日

本
﹂
等
子
題
，
經
由
相
應
的
解
說
和
精
心
挑

揀
的
陶
瓷
標
本
，
生
動
地
烘
扥
出
清
代
陶

瓷
於
當
時
日
本
各
消
費
面
向
兼
及
兩
國
陶

藝
的
影
響
和
交
流
，
是
一
個
平
易
近
人
同

時
又
有
學
術
關
懷
的
成
功
策
劃
，
其
詳
細

可
參
見
同
時
刊
行
的
特
展
圖
錄
。
︵
註
一
︶

展
出
作
品
所
傳
達
出
的
議
題
極
為

豐
富
，
其
中
包
括
陽
明
文
庫
傳
世
的
一
件

清
代
官
窯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
此
次

特
展
定
名
為
︿
金
琺
瑯
高
足
杯
﹀
︶
，

以
及
今
日
本
沖
繩
即
當
時
琉
球
國
首
里
城

等
遺
址
出
土
的
康
熙
朝
︵
一
六
六
二∼

一
七
二
二
︶
、
雍
正
朝
︵
一
七
二
三∼

一
七
三
五
︶
景
德
鎮
官
窯
瓷
片
。
一
般

而
言
，
日
本
在
滿
清
入
關
前
數
年
的
寬
永

十
六
年
︵
一
六
三
九
︶
與
葡
萄
牙
斷
交

︵
第
五
次
鎖
國
令
︶
正
式
完
成
政
經
分
離

本
文
主
要
依
據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提
示
了
日
本
陽
明
文
庫
藏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可
能
是
雍
正
皇
帝
賞
賜
琉
球
國
王
的
禮
物
，
再
由
琉
球
國
交
予
日
本
薩
摩
藩
。
另

外
，
清
宮
傳
世
的
一
批
十
七
至
十
八
世
紀
日
本
鎖
國
時
期
伊
萬
里
陶
瓷
，
則
可
能
是
琉
球
國
得
自

薩
摩
而
後
進
獻
清
廷
的
朝
貢
物
。

的
鎖
國
，
迄
明
治
四
年
︵
一
八
七
一
︶
日

清
締
結
友
好
條
約
之
前
，
日
本
和
清
國
並

無
正
式
邦
交
，
因
此
上
述
日
本
舊
家
傳
世

或
琉
球
出
土
的
清
代
官
窯
標
本
到
底
是
透

過
什
麼
樣
的
管
道
得
以
傳
入
？
就
格
外
引

人
留
意
。

︽
槐
記
︾
所
見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座
落
於
京
都
的
陽
明
文
庫
是
近
衛
家

第
三
十
代
傳
人
，
曾
三
任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的
近
衛
文
麿
︵
一
八
九
一∼

一
九
四
五
︶

於
昭
和
十
三
年
︵
一
九
三
八
︶
所
創
設
的

文
化
機
構
，
文
庫
中
庋
藏
有
自
日
本
平

安
朝
以
迄
明
治
、
大
正
、
昭
和
時
期
的

十
多
萬
件
包
括
近
衛
家
數
位
關
白
甚
至
天

皇
御
筆
在
內
的
古
文
書
等
文
物
，
此
次

特
展
特
別
挑
選
了
其
中
一
件
近
衛
家
凞

︵
一
六
六
七∼

一
七
三
六
︶
茶
會
時
所

使
用
的
清
代
景
德
鎮
官
窯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
圖
一
︶
，
是
以
往
日
方
學

者
經
常
提
及
之
來
源
可
信
、
流
傳
有
緒

的
著
名
作
品
。
︽
槐
記
︾
的
作
者
山
科

道
安
︵
一
六
七
七∼

一
七
四
六
︶
是
江

戶
中
期
攝
政
關
白
太
政
大
臣
近
衛
家
凞

︵
一
六
六
七∼

一
七
三
六
︶
的
家
醫
，

︽
槐
記
︾
是
他
觀
察
記
錄
家
凞
本
人
行
狀

及
茶
、
花
、
香
道
活
動
的
輯
錄
，
其
作
為

第
一
手
史
料
向
來
為
學
界
所
重
視
。
其

中
，
提
及
享
保
十
三
年
︵
一
七
二
八
︶
四

月
三
日
舉
行
茶
會
時
，
用
來
裝
盛
茶
點
的

﹁
御
茶
菓
入
﹂
之
下
方
有
如
下
的
注
記
：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阿
蘭
陀
ノ
燒
物
ナ

リ
、
先
年
薩
州
ヨ
リ
獻
上
、
關
白
樣
ヨ
リ

進
ゼ
ラ
ル
︙
﹂
。
從
字
面
上
看
來
，
這

件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入
藏
近
衛
家
的

經
緯
可
有
二
解
，
其
一
是
九
州
薩
摩
即
島

津
家
獻
呈
近
衛
家
凞
，
而
後
由
家
凞
轉
予

圖一　金琺瑯有蓋把椀　陽明文庫藏近衛家傳世品　引自《魅惑の清朝陶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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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

清
宮
造
辦
處
檔
案
所
見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有
靶
蓋
碗
﹂
及
其
他

陽
明
文
庫
收
藏
的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通
高
二
十
一
公
分
，
口
徑
十
五
．

七
公
分
，
足
徑
四
．
二
公
分
，
除
高
足
著

地
處
外
滿
施
白
釉
，
並
於
器
表
覆
以
金

彩
。
碗
蓋
安
雞
形
鏤
空
鈕
，
碗
心
陰
刻
篆

體
﹁
壽
﹂
字
，
其
與
內
壁
等
距
陰
刻
的

﹁
萬
﹂
、
﹁
齊
﹂
等
四
字
相
互
輝
映
，
製

作
極
為
精
美
。
不
過
，
以
往
日
方
學
者
對

於
該
今
日
俗
稱
為
高
足
杯
的
把
碗
內
壁
所

見
暗
花
文
字
之
識
讀
以
及
把
碗
的
燒
成
年

代
卻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比
如
說
，
一
九
五

○

年
代
藤
岡
了
一
認
為
碗
內
壁
四
字
應
讀

作
﹁
天
壽
﹂
、
﹁
齊
萬
﹂
，
年
代
約
在
明

代
初
期
；
︵
註
五
︶

一
九
八○

年
代
長
谷
部

樂
爾
則
將
文
字
讀
為
﹁
天
﹂
、
﹁
壽
﹂
、

﹁
齋
﹂
、
﹁
萬
﹂
，
推
測
其
年
代
晚
迄
清

代
嘉
慶
年
︵
註
六
︶

；
此
次
特
展
圖
錄
認
為

係
十
八
世
紀
景
德
鎮
官
窯
製
品
，
碗
內
壁

陰
刻
的
是
﹁
萬
﹂
、
﹁
天
﹂
、
﹁
青
﹂
、

﹁
齊
﹂
四
字
。
對
於
把
碗
的
年
代
和
暗
花

文
字
識
讀
因
人
而
異
，
頗
為
分
歧
。

時
任
關
白
的
嫡
子
近
衛
家
久
︵
一
六
八
七

∼

一
七
三
七
︶
。
︵
註
二
︶

另
一
則
是
其

原
是
島
津
家
上
獻
關
白
近
衛
家
久
，
再
由

家
久
奉
呈
父
親
近
衛
家
凞
的
獻
物
。
︵
註

三
︶

無
論
如
何
，
是
由
島
津
家
所
獻
呈
的

貢
物
。
問
題
是
︽
槐
記
︾
為
何
會
將
該
明

顯
來
自
景
德
鎮
的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視
為
﹁
阿
蘭
陀
ノ
燒
物
﹂
︵
荷
蘭
陶
瓷
︶

呢
？
相
對
於
以
往
學
者
對
此
若
非
略
而
不

談
，
或
即
暗
忖
此
係
︽
槐
記
︾
的
誤
解
？

此
次
特
展
策
展
人
尾
野
善
裕
則
依
據
沖
繩

當
地
傳
聞
而
聲
稱
琉
球
人
往
往
以
﹁
う
ら

ん
だ—

﹂
一
詞
來
指
稱
外
國
，
因
此
前
述

︽
槐
記
︾
所
見
﹁
阿
蘭
陀
﹂
一
詞
就
未
必

是
指
歐
洲
的
荷
蘭
，
至
於
所
謂
﹁
阿
蘭
陀

ノ
燒
物
﹂
也
可
能
是
﹁
外
國
陶
瓷
﹂
的
泛

稱
，
只
是
當
時
不
明
就
裡
的
日
本
本
島
薩

摩
或
京
都
人
卻
因
其
諧
音
而
將
之
理
解

成
了
﹁
荷
蘭
陶
瓷
﹂
。
︵
註
四
︶

尾
野
說

法
堪
稱
新
穎
有
趣
，
可
惜
並
未
出
示
江

戶
時
代
琉
球
人
以
﹁
う
ら
ん
だ—

﹂
指

稱
﹁
外
國
﹂
之
具
體
事
例
，
遑
論
康
熙
二

年
︵
一
六
六
三
︶
清
封
使
張
學
禮
赴
琉
球

冊
封
，
以
來
兩
年
一
次
定
期
朝
貢
的
琉
球

國
人
會
以
﹁
う
ら
ん
だ—

﹂
來
稱
呼
﹁
清

圖二　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雍正二年記事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微卷編號061-312-567

﹁
十
二
月
初
五
日
，
怡
親
王
交
，
御
筆
輯

瑞
球
陽
匾
一
面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有
靶
蓋

碗
六
件
﹂
︵
圖
二
︶
︵
註
七
︶

，
所
謂
﹁
有

靶
蓋
碗
﹂
即
今
日
俗
稱
的
帶
蓋
高
足
杯
或

高
足
碗
，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有
靶
蓋
碗
﹂

應
即
山
科
道
安
︽
槐
記
︾
所
載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一
類
的
製
品
，
後
者
收
貯
於

木
箱
，
箱
蓋
面
墨
書
﹁
金
琺
瑯　

磁
胎

燒
﹂
。
從
造
辦
處
的
檔
案
記
事
看
來
﹁
磁

在
此
，
我
想
提
示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的
相
關
記
事
無

疑
是
理
解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年
代
、

名
稱
、
甚
至
是
傳
入
日
本
途
徑
時
的
關

鍵
史
料
。
如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
匣
作
﹂
載
：
﹁
于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做
紫

檀
木
博
古
書
格
二
個
呈
進
訖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有
蓋
靶
碗
六
件
配
匣
﹂
；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
法
瑯
作
﹂
亦
載
：

圖三　瓷胎燒金琺瑯三羊開泰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胎
燒
﹂
是
相
對
於
金
屬
質
材
﹁
金
胎
﹂
燒

琺
瑯
的
用
語
，
據
此
可
知
近
衛
家
木
箱
墨

書
品
名
題
簽
完
全
符
合
清
宮
的
用
法
，
故

其
和
︽
槐
記
︾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之

稱
謂
，
顯
然
並
非
日
本
藏
家
的
創
意
，
而

是
承
襲
自
清
宮
的
命
名
。
應
予
一
提
的

是
，
︽
槐
記
︾
提
到
該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乃
是
享
保
十
三
年
︵
一
七
二
八
︶
茶

會
時
用
來
裝
盛
茶
點
的
道
具
，
享
保
十
三

年
即
雍
正
六
年
，
看
來
陽
明
文
庫
藏
近
衛

家
傳
世
的
這
件
金
琺
瑯
把
椀
的
年
代
或
可

上
溯
雍
正
時
期
。
另
外
，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
法
瑯
作
﹂
記
載
﹁
鍍
金
人
王
老
格
﹂
︵
註

八
︶

，
王
老
格
其
人
應
是
職
司
磁
胎
金
琺

瑯
覆
金
或
銅
胎
鎏
金
工
藝
的
專
業
匠
人
。

無
論
如
何
，
按
照
清
宮
的
分
類
，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
即
泥
金
的
琺
瑯
瓷
。
依
此
脈

絡
，
則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之
所

謂
金
彩
或
洋
彩
︿
三
羊
開
泰
瓶
﹀
︵
圖

三
︶
，
也
可
歸
入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
一

類
。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有
蓋
靶
碗
﹂
之

外
，
清
宮
造
辦
處
檔
案
亦
見
多
筆
﹁
金

胎
法
瑯
靶
碗
﹂
或
加
施
其
他
裝
飾
的
瓷

質
帶
蓋
高
足
碗
。
如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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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七
八
七
︶
﹁
記
事
錄
﹂
：
﹁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
將
九
江
關
送
到
紅
龍
白
地
天
雞

頂
有
蓋
靶
碗
四
十
件
︵
隨
做
樣
碗
一
件
，

年
貢
二
十
件
，
吉
祥
交
進
二
十
件
︶
呈

覽
，
奉
旨
交
佛
堂
，
欽
此
。
﹂
︵
微
卷B

ox.

N
o.147, p

p
. 434-435

︶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後
委
員
會
的
定
年
，
將
之
視
為
康
熙
朝
製

品
，
上
引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品
︵
同
圖

四
︶
也
被
該
院
人
員
定
年
於
康
熙
朝
，
本

文
雖
傾
向
認
為
這
類
無
款
高
足
碗
的
相
對

年
代
或
可
上
溯
乾
隆
朝
之
前
雍
正
甚
至
康

熙
時
期
，
而
造
型
與
之
相
近
的
︿
金
法
瑯

有
靶
蓋
碗
﹀
亦
屬
同
一
時
段
作
品
，
但
並

無
確
證
。
無
論
如
何
，
晚
迄
嘉
慶
九
年

︵
一
八○

四
︶
九
江
官
監
督
亦
曾
恭
進
類

圖五　 乾隆款紅龍白地天雞頂有蓋靶碗　天津博物館藏　引自天津博物館
編，《天津博物館藏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圖168。

圖六　 雍正鬥彩天雞頂蓋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馮先銘等，《清盛世瓷選粹》，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圖19。

圖四　 白地紅龍帶蓋高足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李毅華編，《故宮珍藏康雍乾瓷器圖錄》，香港：
大業公司，1989，圖67。

︵
一
七
九○
︶
﹁
初
六
日
，
接
得
熱
河
寄

來
信
帖
一
件
，
內
開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太
監

鄂
魯
里
交
，
紅
龍
白
地
天
雞
頂
有
蓋
靶
碗

一
件
︵
係
熱
河
芳
園
居
庫
收
︶
。
﹂
︵
微

卷B
ox.N

o.150, pp. 400-401

︶
所
謂
﹁
紅
龍

白
地
天
雞
頂
有
蓋
靶
碗
﹂
其
實
見
於
國
內

外
公
私
收
藏
，
如
瑞
士B

aur C
ollection

、

中
國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天
津
博
物
館
或

我
國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均
有
收
藏
，
其
中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無
款
靶
碗
碗
心
描
紅

壽
字
︵
圖
四
︶
；
天
津
博
物
館
和
瑞
士

B
au

r C
ollection

藏
品
則
於
蓋
內
和
碗
心

書
礬
紅
雙
方
框
﹁
大
清
乾
隆
年
製
﹂
篆

款
。
︵
圖
五
︶
就
器
形
而
言
，
北
京
故
宮

無
款
高
足
碗
碗
身
下
方
近
高
足
處
造
型
呈

圓
弧
，
而B

au
r C

ollection

和
天
津
博
物

館
帶
乾
隆
年
款
的
碗
身
下
部
收
斂
較
劇
，

且
蓋
頂
天
雞
捉
手
的
造
型
特
徵
也
和
北
京

故
宮
無
款
藏
品
略
有
出
入
。
從
造
辦
處
檔

案
看
來
，
早
在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就
曾
以
﹁
紅
龍
高
足
有
蓋
茶
碗
﹂
賞
琉
球

國
；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九
︶
世
宗
皇
帝

賞
賜
班
產
厄
爾
得
尼
或
達
賴
喇
嘛
的
物
件

亦
見
﹁
紅
龍
白
磁
有
蓋
靶
碗
﹂
︵
註
九
︶

，

而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也
不
只
一
次
地
下
詔
命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燒
﹁
紅
龍
白
地
天
雞
頂
有

蓋
靶
碗
﹂
，
故
上
述
造
型
方
面
的
差
異
是

否
由
於
朝
代
不
同
所
造
成
？
抑
或
只
是
乾

隆
朝
不
同
時
段
所
燒
製
的
作
品
？
還
有
待

確
認
。
過
去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無
款

白
地
紅
龍
高
足
蓋
碗
承
襲
了
民
初
清
室
善

似
器
式
的
礬
紅
高
足
碗
，
而
前
述
雍
正
朝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有
靶
蓋
碗
﹂
蓋
上
的
雞

形
鈕
當
可
據
檔
案
的
記
載
而
正
名
為
﹁
天

雞
頂
﹂
，
造
型
相
近
的
﹁
天
雞
頂
﹂
亦
見

於
雍
正
朝
鬥
彩
蓋
碗
。
︵
圖
六
︶

我
並
未
上
手
目
驗
近
衛
家
傳
世
的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
只
能
從
圖
版
及

相
關
解
說
對
作
品
進
行
間
接
的
理
解
，
不

過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卻
收
藏
有
幾
件
極
可

能
與
近
衛
家
傳
世
靶
碗
於
釉
彩
、
形
制
以

及
內
壁
由
雲
龍
暗
花
夾
飾
文
字
等
各
方
面

均
完
全
一
致
的
作
品
︵
圖
七
︶
，
從
典
藏

號
得
知
故
宮
藏
品
有
的
原
係
收
貯
於
清
宮

景
祺
閣
。
︵
註
十
︶

參
酌
前
引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
紅
龍
白
地
天
雞
頂
有
蓋
靶
碗
﹂
是
奉

旨
交
予
佛
堂
之
物
，
可
知
此
類
帶
蓋
靶
碗

有
的
是
做
為
佛
前
的
供
養
道
具
。
就
故
宮

藏
金
琺
瑯
有
蓋
靶
碗
的
外
觀
特
徵
而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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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六
三
九
︶
與
葡
萄
牙
斷
交
採
取
政
經

分
離
的
鎖
國
政
策
，
其
雖
避
免
與
清
朝
正

式
國
交
，
實
際
上
仍
開
放
長
崎
港
供
清
國

和
荷
蘭
人
前
來
貿
易
，
此
次
特
展
亦
規
劃

收
入
部
分
長
崎
出
土
或
經
由
長
崎
再
轉
送

京
都
、
大
阪
等
地
的
傳
世
或
出
土
陶
瓷
標

本
。
問
題
是
，
陽
明
文
庫
藏
近
衛
家
傳
世

的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因
屬
清
代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燒
造
的
官
窯
製
品
，
故
其
傳
入

途
徑
委
實
耐
人
尋
味
。
︽
魅
惑
の
清
朝
陶

磁
︾
特
展
圖
錄
︿
獨
自
の
回
路
﹀
多
少
也

是
針
對
日
本
獲
得
官
窯
之
特
殊
管
道
而
設

立
的
專
章
。
山
科
道
安
︽
槐
記
︾
已
經
提

到
近
衛
家
茶
會
的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乃
是
九
州
薩
摩
即
島
津
家
所
進
獻
，
而
薩

摩
藩
於
慶
長
十
四
年
︵
一
六○

九
︶
在
幕

府
首
肯
之
下
以
武
力
的
方
式
間
接
地
掌
控

了
琉
球
國
，
但
琉
球
國
卻
刻
意
對
清
廷
隱

瞞
其
與
日
本
︵
薩
摩
︶
的
交
往
，
貌
合
神

離
地
持
續
自
明
代
洪
武
時
期
以
來
的
朝
貢

貿
易
。考

慮
到
這
樣
的
歷
史
情
境
，
尾
野
善

裕
遂
結
合
近
年
琉
球
王
宮
首
里
城
、
廢
藩

設
縣
後
之
原
國
王
邸
宅
等
遺
址
出
土
的
清

代
官
窯
標
本
︵
圖
九
、
十
、
十
一
︶
，
極

圖七　金琺瑯靶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線描圖　陳卉秀摹繪

力
主
張
薩
摩
藩
用
以
獻
呈
天
皇
或
高
階
公

家
的
清
代
官
窯
應
是
得
自
清
國
授
予
琉
球

國
的
賞
賜
品
，
並
且
援
引
年
代
晚
迄
文
化

四
年
︵
一
八○

七
，
清
嘉
慶
十
二
年
︶
琉

球
館
文
書
當
中
，
有
關
薩
摩
藩
質
疑
琉
球

國
攜
來
之
﹁
官
窯
﹂
品
質
惡
劣
、
疑
為
贗

品
的
記
事
來
說
明
清
代
官
窯
經
由
琉
球
國

輾
轉
傳
入
日
本
之
情
事
。
︵
註
十
一
︶

我
認
為
，
尾
野
的
推
論
極
為
合
理
，

但
仍
有
可
予
補
強
之
處
。
首
先
，
前
引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
法
瑯
作
﹂
所
載

由
怡
親
王
交
付
的
六
件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有
靶
蓋
碗
﹂
乃
是
隨
﹁
御
筆
輯
瑞
球
陽

匾
﹂
、
﹁
五
彩
萬
壽
宮
碗
﹂
等
計
二
十
六

項
物
件
，
在
﹁
配
木
箱
盛
裝
﹂
後
交
由
琉

球
國
正
使
翁
國
柱
賞
賜
琉
球
國
王
的
禮
物

︵
圖
十
二
︶
此
一
賞
賜
清
單
亦
見
於
︽
歷

代
寶
案
︾
︵
沖
繩
縣
立
圖
書
館
編
，
校

訂
本
二
集
，
卷
十
四
之
十
二
號
文
︶
，
而

﹁
磁
胎
燒
金
法
瑯
有
靶
蓋
碗
﹂
應
即
︽
槐

記
︾
所
載
近
衛
家
︿
金
琺
瑯
有
蓋
把
椀
﹀

︵
同
圖
一
︶
一
類
作
品
已
如
前
所
述
。
其

次
，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
記
事

錄
﹂
記
載
的
賞
賜
琉
球
國
的
清
單
中
不
僅

包
括
﹁
紅
龍
高
足
有
蓋
茶
碗
六
件
﹂
，
另

圖八　 刻有乾隆御製詩的漢代「長樂」穀紋玉璧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
中國玉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玉器全集》秦．漢—南北朝，
香港：錦年國際有限公司，1994，圖266。

高
足
著
地
處
和
蓋
內
裏
中
央
部
位
無
釉
，

餘
施
略
閃
青
的
白
釉
，
蓋
碗
器
表
另
於
白

釉
之
上
施
金
彩
。
碗
心
陰
刻
﹁
壽
﹂
字
，

內
壁
等
距
依
上
、
下
、
右
、
左
順
序
陰
刻

由
暗
花
雙
龍
拱
簇
的
﹁
萬
﹂
、
﹁
壽
﹂
、

﹁
齊
﹂
、
﹁
天
﹂
雙
鈎
篆
字
，
品
相
高

逸
，
作
工
極
為
講
究
，
從
螭
龍
造
型
及
其

和
文
字
的
布
局
安
排
等
看
來
，
其
裝
飾
構

思
有
可
能
是
受
到
漢
代
玉
璧
意
匠
的
啟

發
。
︵
圖
八
︶
應
予
一
提
的
是
，
早
在

一
九
六○

年
代
臺
灣
故
宮
籌
備
編
寫
︽
故

宮
瓷
器
錄
︾
時
已
將
所
庋
藏
的
幾
件
金
琺

瑯
靶
碗
定
名
為
︿
清
官
窯
泥
金
釉
萬
壽
齊

天
高
足
蓋
碗
﹀
。
﹁
萬
壽
齊
天
﹂
指
的
是

碗
內
壁
所
見
之
意
謂
其
壽
與
天
同
高
的
吉

祥
文
句
，
也
是
和
碗
心
﹁
壽
﹂
字
相
呼
應

的
字
銘
，
結
合
筆
者
的
實
物
目
驗
可
知
應

屬
正
確
識
讀
，
故
前
述
日
方
學
者
對
於
陽

明
文
庫
藏
近
衛
家
傳
世
高
足
碗
內
壁
暗
花

字
銘
的
幾
種
辨
識
方
案
，
均
有
訂
正
的
必

要
。

清
代
官
窯
傳
入
日
本
途
徑
相
關
問

題

如
前
所
述
，
日
本
自
寬
永
十
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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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合
康
熙
皇
帝
賞
賜
琉
球
國
王
物
件
多
限

於
緞
紬
羅
錦
等
織
品
之
情
事
，
反
證
雍
正

二
年
賞
琉
球
國
的
瓷
器
當
中
也
包
括
了
前

代
康
熙
朝
的
製
品
。
另
外
，
中
城
御
殿
遺

址
出
土
的
雍
正
朝
瓷
片
︵
同
圖
十
一
︶
亦

可
依
據
傳
世
雍
正
官
窯
得
知
其
可
能
原
係

繪
飾
著
蓮
池
鴛
鴦
紋
。
︵
圖
十
四
︶

事
實
上
，
琉
球
國
不
僅
屢
次
以
日

本
薩
摩
藩
提
供
的
金
、
銀
、
銅
、
鐵
等
物

進
獻
清
國
︵
註
十
二
︶

，
也
以
清
國
製
品
或

利
用
清
國
物
料
在
琉
球
加
工
的
物
品
赴
江

戶
獻
呈
幕
府
。
如
︽
舊
記
雜
錄
追
尋
︾
所

見
﹁
五
彩
蟠
桃
宮
碗
十
四
件
﹂
等
官
窯
瓷

器
︵
圖
十
三
︶
，
從
字
面
推
敲
，
其
有
可

能
正
是
沖
繩
真
珠
道
遺
址
出
土
之
碗
心
以

青
花
勾
勒
桃
形
再
於
其
中
書
﹁
壽
﹂
字
之

今
日
俗
稱
鬥
彩
的
康
熙
朝
官
窯
標
本
。

︵
同
圖
十
︶
如
果
上
述
推
測
無
誤
，
則
可

圖九　沖繩首里城遺址出土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　
　　　 引自《魅惑の清朝陶磁》；仲座久宜等，《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調查報告書第54集首里城跡—御內原

北地區發掘調查報告書（I）》，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10。

圖十　沖繩真珠道遺跡出土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
　　　 引自《魅惑の清朝陶磁》；轉引原報告知念隆博等，《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調查報告書第32集真珠道

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 發掘調查報告書（I）》，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2006。

圖十一　沖繩中城御殿遺址出土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　
　　　　 引自《魅惑の清朝陶磁》；轉引原報告見新垣力，〈沖繩出土の清朝陶磁〉，《沖繩埋文研究》1，沖繩縣

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3）；仲座久宜等，《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調查報告書第58集中城御殿
跡—縣營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跡發掘調查報告書（2）》，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2011。

圖十二　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雍正二年記事　微卷編號　061-313-567

圖十三　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雍正四年記事　微卷編號　064-7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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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魅惑の清朝陶磁》，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等，2013。
2.   細川護貞，〈金琺瑯の辿った道〉，《陶說》389，1985年8月，頁14-15。以及
同氏，《目迷五色》，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頁176-177「嘉慶．白磁馬上
杯」的解說。

3.   尾野善裕，〈「金琺瑯」と呼ばれた器〉，《王朝文化の華．陽明文庫名寶展－
宮廷貴族近衛家の一千年》，NHK等，2012，頁194-196。

4.  尾野善裕，〈うらんだ—とやちむん「金琺瑯」〉，《京都國立博物館だより》
176，2012；〈清朝官窯と近世日本〉，《陶說》728，2013年11月，頁22-
23。

5.   藤岡了一，〈明初．金琺瑯禽鈕高足杯〉，《世界陶磁全集》元明，東京：河出
書房，1955，頁299圖95「解說」。

6.   長谷部樂爾，〈金彩鳳凰鈕蓋高足杯〉，《世界陶磁全集》清，東京：小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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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圖錄》於本院禮品部販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