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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祀壺雜想

展場巡禮

目
前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展
出
的

﹁
履
踪—

臺
灣
原
住
民
文
獻
圖
畫
特
展
﹂

︵
註
一
︶

，
展
場
一
隅
以
一
八
七
五
年
俄

國
海
軍
准
尉 Pau

l Ib
is 

造
訪
頭
社
公
廨

時
所
圖
繪
的
黑
白
速
寫
︵
圖
一
︶
為
背

景
，
搭
配
展
櫃
陳
列
的
﹁
安
平
壺
﹂
︵
圖

二∼

四
︶
，
利
用
透
影
手
法
頗
具
巧
思

地
試
著
傳
達
臺
灣
西
拉
雅
︵S

iriya

︶
即

平
埔
族
祀
壺
雜
想

謝
明
良

今
日
習
稱
的
平
埔
族
住
民
公
廨
祭
壇
光

景
。
︵
圖
五
︶
頭
社
是
臺
灣
十
七
世
紀
荷

蘭
時
代
平
埔
族
四
大
社
系
中
目
加
溜
灣

︵B
acko

lo
an

︶
社
的
支
社
，
自
目
加
溜

灣
逆
曾
文
溪
而
上
的
第
一
支
社
，
所
以
稱

為
頭
社
，
其
行
政
區
劃
屬
今
臺
南
市
大
內

區
。
平
埔
族
祭
拜
祖
神
所
憑
依
祀
壺
的
祭

壇
稱
﹁K

on
kai

﹂
，
一
般
相
信
其
即
黃
叔

璥
︵
一
六
八
二∼

一
七
五
八
︶
︽
蕃
俗
六

考
︾
所
記
載
的
﹁
公
廨
﹂
。
公
廨
祭
祀
的

神
祇
為
阿
立
祖
︵A

rit

︶
，
又
稱
蕃
太
祖

或
蕃
仔
佛
︵F

an
ap

u
t

︶
，
頭
社
公
廨
位

於
頭
社
莊
，
現
有
建
築
為
水
泥
瓦
覆
頂
的

磚
牆
小
殿
，
是
由
之
前
木
柱
茅
屋
所
改
建

而
成
。
公
廨
內
以
材
質
不
一
、
造
型
各
異

的
瓶
壺
罐
甕
做
為
祖
靈
憑
依
處
所
，
安
平

臺
灣
西
拉
雅
平
埔
族
公
廨
祭
壇
所
祭
祀
的
神
衹
為
阿
日
祖
，
又
稱
蕃
太
祖
或
蕃
仔
佛
，
並
以
各
種

質
材
的
瓶
罐
壺
甕
做
為
祖
靈
的
憑
依
處
所
。
這
些
瓶
瓶
罐
罐
的
產
地
除
了
中
國
南
方
今
日
俗
稱
的

﹁
安
平
壺
﹂
之
外
，
亦
見
來
自
歐
洲
的
製
品
。

圖一　1877年　頭社公廨速寫

圖五　「履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展櫃所陳列安平壺和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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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
即
是
當
中
常
見
的
器
類
，
其
也
是
蕭
壠

︵Soulan
g

︶
社
之
臺
南
佳
里
北
頭
洋
阿
立

祖
神
的
祀
壺
之
一
。
︵
圖
六
︶
國
分
直
一

根
據
北
頭
洋
有
懷
抱
壺
神
移
往
頭
社
的
古

老
傳
說
，
推
測
頭
社
公
廨
可
能
源
自
北
頭

洋
。
頭
社
公
廨
祭
時
多
於
瓶
壺
口
沿
部
位

繫
紅
布
條
如
領
結
，
內
插
芭
蕉
葉
；
北
頭

洋
祀
壺
壺
內
盛
酒
及
萱
葉
，
壺
前
供
奉
甘

蔗
和
檳
榔
。
做
為
祖
神
神
體
的
祀
壺
之
數

量
不
一
，
但
蕭
壠
社
系
的
蕃
仔
寮
、
蕃
仔

塭
多
為
三
件
︵
註
二
︶

，
此
次
特
展
亦
陳
設

三
件
安
平
壺
，
不
知
是
否
基
於
以
往
田
野

調
查
報
告
的
刻
意
安
排
？

安
平
壺
的
造
型
一
般
呈
直
口
、
平

唇
、
斜
肩
或
弧
肩
，
肩
以
下
弧
度
內
收
，

平
底
或
凹
底
。
底
足
之
外
器
表
裏
施
灰
白

或
微
閃
青
色
調
的
青
白
釉
，
口
沿
大
多
抹

釉
露
出
澀
胎
，
是
為
因
應
口
底
相
接
摞
疊

燒
造
的
必
要
措
施
，
口
沿
滿
釉
者
或
是
摞

疊
入
窯
時
置
於
最
上
方
的
一
件
。
從
胎
、

釉
和
尺
寸
大
小
等
外
觀
特
徵
看
來
，
安
平

壺
可
明
顯
區
分
成
數
個
組
群
，
各
組
群
的

產
地
和
年
代
不
盡
相
同
，
但
大
致
可
確

認
其
是
由
中
國
南
方
地
區
複
數
窯
場
所
燒

造
，
流
行
於
十
七
世
紀
。
﹁
安
平
壺
﹂
一

名
則
是
緣
自
一
九
二○

年
代
以
來
臺
灣
臺

南
安
平
古
堡
一
帶
頻
見
出
土
，
因
地
命
名

而
沿
用
至
今
，
是
中
國
陶
瓷
史
上
唯
一
以

臺
灣
地
名
命
名
而
為
各
國
學
界
通
用
的
罕

見
例
子
。

此
次
特
展
展
出
的
三
件
安
平
壺
之

器
形
大
小
各
異
，
器
壁
有
薄
胎
或
厚
胎

者
，
器
肩
可
見
斜
弧
肩
和
折
肩
造
型
，
口

沿
也
有
滿
釉
和
露
胎
之
別
。
從
可
大
致

判
明
相
對
年
代
的
陸
地
遺
址
或
沉
船
所

見
同
類
標
本
看
來
，
圖
二
、
三
安
平
壺
的

帶
刻
銘
者
則
屬
墓
葬
簡
易
墓
誌
、
地
券
類

代
用
品
，
但
數
量
極
少
，
應
屬
特
例
。
另

一
方
面
，
當
安
平
壺
做
為
盛
裝
什
物
的
外

容
器
運
輸
外
國
之
後
，
遂
出
現
消
費
地
人

們
二
次
性
利
用
的
情
況
，
其
中
又
以
臺
灣

考
古
遺
址
所
見
最
為
多
元
，
除
了
城
寨
、

住
居
遺
址
之
外
，
平
埔
族
以
其
為
公
廨
祖

神
祀
壺
，
宜
蘭
淇
武
蘭
遺
址
曾
用
於
墓
葬

陪
葬
物
︵
圖
八
︶
；
個
別
墓
葬
安
平
壺
壺

年
代
約
在
十
七
世
紀
，
但
和
圖
四
造
型
相

近
之
呈
折
肩
、
斜
直
筒
身
下
置
餅
形
假
圈

足
的
壺
式
，
偶
見
乾
隆
朝
︵
一
七
三
六∼

一
七
九
五
︶
、
甚
至
嘉
慶
朝
︵
一
七
九
六

∼

一
八
二○

︶
年
號
刻
銘
︵
圖
七
︶
，
其

雖
屬
燒
成
之
後
的
後
加
刻
銘
，
但
不
排
除

此
式
壺
的
年
代
有
的
可
晚
迄
十
八
世
紀
。

︵
註
三
︶ 安

平
壺
於
中
國
的
用
途
不
明
，
前
引

圖六　北頭洋公廨祀壺

圖七　「乾隆四年」刻銘安平壺　臺灣私人藏

圖八　安平壺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第36號墓出土

圖九　安平壺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第108號墓出土

圖十　Vung Tau Shipwreck打撈出水的安平壺

圖二　安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三　安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四　安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4年5月　4243　故宮文物月刊·第374期

平埔族祀壺雜想

展場巡禮

頸
另
見
草
繩
繞
纏
︵
圖
九
︶
︵
註
四
︶

，

應
該
是
針
對
內
盛
物
的
加
封
保
護
措
施
；

越
南
頭
頓
海
域
一
艘
十
七
世
紀
沉
船
所
見

安
平
壺
則
是
以
黑
色
膠
狀
物
包
裹
壺
口
，

再
以
藤
莖
捆
繞
壺
頸
加
固
。
︵
圖
十
︶

︵
註
五
︶

過
去
，
陳
國
棟
曾
經
提
到
江
樹

聲
已
懷
疑
法
佗
退
音
︵Jacob V

alen
tijn

︶

說
﹁
三
燒
﹂
︵Sam

p
soe

︶
即
﹁
中
國
啤

酒
﹂
︵C

hinese B
eer

︶
的
說
法
，
因
此
在

翻
譯
︽
熱
蘭
遮
城
日
誌
︾
時
，
將
之
譯
成

﹁
麥
酒
﹂
。
陳
氏
在
此
一
提
示
之
上
，
結

合
西
文
﹁Sh

am
soo

﹂
即
﹁
三
燒
﹂
，
也

就
是
經
過
三
次
蒸
餾
的
米
酒
的
說
法
，
認

為
安
平
壺
就
是
︽
熱
蘭
遮
城
日
誌
︾
所
載

﹁
燒
酒
﹂
的
容
器
。
︵
註
六
︶

看
來
十
七
世

紀
荷
鄭
時
期
城
寨
遺
址
多
見
安
平
壺
一
事

或
許
正
是
由
於
安
平
壺
為
酒
壺
之
故
，
而

大
宗
，
但
亦
見
玻
璃
或
金
屬
等
製
品
。
陶

瓷
種
類
不
一
，
而
以
十
七
世
紀
以
來
中
國

南
方
地
區
窯
場
所
燒
造
的
壺
甕
、
日
本
明

治
︵
一
八
六
八∼

一
九
一
二
︶
以
迄
昭

和
︵
一
九
二
六∼

一
九
八
九
︶
初
期
﹁
德

利
﹂
小
口
酒
壺
、
佛
壇
花
插
，
以
及
國
府

臺
灣
公
賣
局
產
銷
的
各
式
盛
酒
瓶
罐
較
為

常
見
。
有
趣
的
是
，
當
一
九
四○

年
代
國

分
直
一
教
授
調
查
與
頭
社
公
廨
祀
壺
息
息

相
關
的
佳
里
北
頭
洋
公
廨
時
，
目
擊
公
廨

除
了
供
奉
安
平
壺
等
之
外
，
還
可
見
到
口

沿
部
位
施
褐
釉
，
瓶
底
帶
﹁G

lassgow

﹂

字
銘
的
白
瓷
瓶
︵
圖
十
二
︶
，
同
氏
並
且

推
測
此
或
係
與
越
洋
貿
易
品
有
關
的
威
士

忌
酒
瓶
。
︵
註
八
︶

從
近
數
十
年
來
臺
灣

考
古
發
掘
或
民
間
業
餘
愛
好
者
的
地
表
採

集
資
料
可
知
，
類
似
的
標
本
於
臺
南
市
熱

蘭
遮
城
遺
址
、
新
北
市
林
口
鄉
太
平
村
海

邊
等
地
都
可
見
到
。
另
外
，
日
本
長
崎
興

善
町
︵
圖
十
三
︶
、
出
島
荷
蘭
商
館
長
官

別
墅
或
汐
留
遺
址
等
多
處
考
古
遺
址
亦
曾

出
土
類
似
標
本
，
其
中
東
京
都
汐
留
遺
址

殘
瓶
下
方
有
﹁G

R
O

S
V

E
N

O
R

／
：
／

G
L

A
SG

O
W

﹂
橢
圓
形
印
銘
，
從
而
可
知

其
應
係
英
國
格
拉
斯
哥
︵G

lasgow

︶
地

前
引
壺
口
彌
封
現
象
也
有
可
能
是
為
防
止

內
貯
的
酒
或
其
他
液
態
物
外
溢
的
必
要
舉

措
。
惟
所
謂
安
平
壺
大
小
不
一
，
既
見
高

不
足
十
公
分
的
小
品
，
亦
見
通
高
逾
三
十

公
分
的
大
型
作
，
尺
寸
懸
殊
，
可
知
其
不

限
於
單
一
用
途
。
日
本
長
崎
市
竹
町
遺
跡

安
平
壺
壺
內
填
充
鐵
屑
，
而
天
草
市
河
浦

町
出
土
的
安
平
壺
壺
內
置
聖
母
瑪
利
亞
造

像
、
青
銅
十
字
架
及
念
珠
︵
圖
十
一
︶
︵
註

七
︶
，
推
測
是
十
七
世
紀
日
本
禁
教
時
期
所

埋
入
，
是
安
平
壺
二
次
性
利
用
的
有
趣
案

例
。

臺
灣
平
埔
族
公
廨
祀
壺
的
質
材
、

時
代
和
產
地
頗
為
多
元
，
其
雖
以
陶
瓷
為

圖十一　 安平壺及壺內聖母瑪利亞像、青銅十字架和念珠　
日本天草市河浦町出土

圖十二　 北頭洋公廨帶Glassgow
銘歐洲長瓶

圖十三　歐洲長瓶　日本九州興善町遺址出土

圖十四　頭社公廨速寫圖　局部

圖十五　折肩小罐　臺灣新北市林口鄉張新福氏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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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
履
踪—

臺
灣
原
住
民
文
獻
圖
畫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三
。

2.  

國
分
直
一
，
︿S

o
u

la
n

g

︵
蕭
壠
︶
社
の
末

流
を
伝
え
る
地
方
﹀
，
後
收
入
同
氏
︽
壺
を

祀
る
村
︾
，
東
京
：
法
政
大
學
出
版
局
，

一
九
八
一
，
頁
二
四
七—

二
五
六
。
關
於
平
埔

族
祀
壺
，
另
可
參
見
：
石
萬
壽
，
︽
臺
灣
的
拜

壺
民
族
︾
，
臺
北
市
：
臺
原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

。

3.  

謝
明
良
，
︿
安
平
壺
芻
議
﹀
，
原
載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
二
，
一
九
九
五
，

收
入
︽
貿
易
陶
瓷
與
文
化
史
︾
︵
臺
北
：
允
晨

文
化
，
二○

○

五
︶
，
頁
一
八
七—

二
一○

同

書
所
補
入
︿
後
記
﹀
，
頁
二
一
一—

二
一
三
。

4.  

陳
有
貝
等
，
︽
淇
武
蘭
遺
址
搶
救
發
掘
報

告
︾
，
第
四
冊
，
宜
蘭
：
宜
蘭
縣
立
蘭
陽
博
物

館
，
二○

○

八
，
頁
一
五
五
，
圖
一
五
五
。

5.  M
ic

h
a

e
l Fle

c
ke

r, E
xc

a
v

a
tio

n
 o

f a
n

 
O

rie
n

ta
l V

e
sse

l o
f c

. 1690 o
ff C

o
n

 D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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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e

tn
a

m
, Th

e
 In

te
rn

a
tio

n
a

l Jo
u

rn
a

l o
f 

N
a

u
tic

a
l A

rc
h

a
e

o
lo

g
y a

n
d

 U
n

d
e

rw
a

te
r 

Exp
lo

ra
tio

n
, vo

l. 21,  n
o

. 3 (1992), p
. 233. 

另
外
，
清
楚
彩
圖
可
參
見C

h
ristia

a
n

 J. A
. 

Jö
rg

 &
 M

ic
h

a
e

l Fle
c

ke
r, Po

rc
e

la
in

 fro
m

 
th

e
 V

u
n

g
 Ta

u
 W

re
c

k. Th
e

 H
a

llstro
m

 
Exc

a
v

a
tio

n
 (U

K
: Su

n
 Tre

e
 P

u
b

lish
in

g
 

Ltd
., 2001), p

. 151.

6.  

陳
國
棟
，
︿
﹁
安
平
壺
﹂
與
﹁
三
燒
酒
﹂
﹀
，

︽
臺
灣
文
獻
︾
，
別
冊
八
，
二○

○

四
，
頁

二—

九
。

7.  

仙
台
市
博
物
館
，
︽
伊
達
政
宗
の
夢—

慶
長
遣

歐
使
節
と
南
蠻
文
化
︾
，
仙
台
市
：
慶
長
遣
歐

使
節
出
帆
四○

○

年
．
ユ
ネ
ス
コ
世
界
記
憶
遺

產
登
錄
記
念
特
別
展
﹁
伊
達
政
宗
の
夢—

慶
長

遣
歐
使
節
と
南
蠻
文
化
﹂
實
行
委
員
會
，
二○

一
三
，
頁
一
三○

，
圖
二
一○

。

8.  

國
分
直
一
，
︿
ヒ
ン
ズ
ー
の
樣
式
を
伝
え
て
い

る
と
思
わ
れ
る
水
瓶
﹀
，
原
載
︽
民
俗
臺
灣
︾

四○

，
一
九
四
四
，
收
入
前
引
︽
壺
を
祀
る

村
︾
，
頁
三
四
五—

三
四
九
。

9.  

謝
明
良
，
︿
熱
蘭
遮
城
遺
址
出
土
的
歐
洲
十
九

世
紀
炻
器
﹀
，
︽
陶
瓷
手
記—

陶
瓷
史
思
索
和

操
作
的
軌
跡
︾
，
臺
北
：
石
頭
出
版
社
，
二

○
○

八
，
頁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

10.  Ib
is

, 
P

a
u

l, 
“

A
u

f 
F

o
r

m
o

s
a

: 
E

th
n

o
g

ra
p

h
isc

h
e

 W
a

n
d

e
ru

n
g

e
n

,”
 

G
lo

b
u

s, 31

︵1877

︶, 

中
譯
見
：
艾
比
斯
，

︿
福
爾
摩
沙
：
民
族
學
遊
誌
﹀
，
收
入
：
費
德

廉
等
編
譯
，
︽
看
見
十
九
世
紀
臺
灣—

十
四
位

西
方
旅
行
者
的
福
爾
摩
沙
故
事
︾
，
臺
北
：
如

果
出
版
社
，
二○

○

六
，
頁
一
九
二—

一
九
三

及
頁
一
九
二
圖
。
關
於
艾
比
斯
的
民
族
誌
乃
是

承
蒙
﹁
履
踪
﹂
策
展
人
蔡
承
豪
博
士
的
教
示
，

謹
誌
謝
意
。

11. 

以
上
均
參
見
前
引
︿
熱
蘭
遮
城
遺
址
出
土
的
歐

洲
十
九
世
紀
炻
器
﹀
，
頁
二
三
二
。

區
製
品
，
其
相
對
年
代
在
一
八
六
九
至

一
九
二
六
年
之
間
。
︵
註
九
︶

此
一
年
代
於

臺
灣
史
上
值
清
據
至
日
本
時
代
，
是
當
時

原
住
民
將
輾
轉
獲
自
清
人
或
日
人
甚
至
歐

洲
人
的
歐
洲
製
陶
瓷
瓶
置
入
公
廨
祭
祀
的

一
例
。在

此
，
本
文
想
提
示
另
一
宗
平
埔
族

以
歐
洲
陶
瓷
入
祀
公
廨
的
可
能
案
例
。
即

前
引Paul Ibis

准
尉
於
一
八
七
五
年
造
訪
頭

社
公
廨
時
提
到
：

 

在T
au-Siia

︵
頭
社
︶
的
村
莊
裡
我
發
現

平
埔
族
的
宗
教
被
保
存
下
來
。
包
括
崇

拜
古
老
動
物
的
頭
殼
和
鹿
角
，
那
些
都

存
放
在
一
特
別
的
小
屋
內
。
其
中
的
一

個
就
在
村
莊
裡
面
。
有
一
對
頭
殼
，
一

個
鹿
角
，
兩
個
老
矛
，
對
稱
的
附
著
在

祭
壇
的
牆
上
，
跟
彩
色
的
石
頭
掛
在
一

起
。
有
幾
個
水
瓶
、
裝
了
燒
酒
的
壺
，

檳
榔
樹
枝
等
，
或
豎
立
或
擱
置
在
前

邊
。
那
些
是
族
人
在
其
生
命
的
重
要
時

刻
帶
給
聖
物
的
祭
品
。
另
一
個
小
屋
在

田
裡
，
已
是
半
毀
的
狀
態
。
每
個
平
埔

族
的
人
每
個
月
必
須
用
些
東
西
祭
頭
殼

兩
次
，
通
常
是
米
、
燒
酒
、
檳
榔
或
類

似
的
東
西
。
進
屋
時
把
帽
子
脫
掉
，
把

一
口
燒
酒
噴
在
祭
壇
上
，
在
此
同
時
彎

身
鞠
躬
，
然
後
把
祭
物
放
在
祭
壇
前
。

這
就
是
整
個
崇
拜
的
範
圍
。
在
重
要
的

冒
險
行
動
、
婚
禮
、
孩
子
誕
生
，
以
及

人
生
所
有
的
重
要
時
刻
，
都
要
同
樣
的

這
麼
做
，
並
沒
有
祭
師
。
︵
註
十
︶ 

對
照
前
揭
公
廨
速
寫
︵
同
圖
一
︶
，

可
說
是
對
公
廨
供
奉
物
品
種
類
和
陳
設
方

式
等
之
簡
要
描
述
。
由
於
平
埔
族
新
港
社

系
知
母
義
公
廨
既
以
鹿
或
豬
頭
骨
獻
祭
阿

立
祖
，
並
將
手
鐲
、
銀
戒
和
檳
榔
吊
懸
於

竹
竿
，
故
可
推
知
頭
社
公
廨
鹿
角
上
的
環

狀
物
應
是
手
鐲
。
引
起
我
注
意
的
是
迎
面

吊
掛
有
手
鐲
的
鹿
角
之
最
右
側
所
豎
立
長

竿
，
竿
上
有
獸
頭
骨
，
頭
骨
下
方
亦
即

長
竿
中
段
部
位
另
以
繩
繫
掛
一
只
折
肩
小

罐
。
︵
圖
十
四
︶

從
圖
繪
看
來
，
小
罐
呈
平
口
、
束
短

頸
、
折
肩
、
筒
狀
身
腹
造
型
。
相
對
於
其

器
形
特
徵
少
見
於
中
國
陶
瓷
，
卻
和
新
北

市
林
口
鄉
太
平
村
採
集
得
到
的
口
肩
部
位

飾
褐
釉
，
身
腹
施
白
釉
推
測
屬
歐
洲
製
品

的
殘
罐
頗
有
共
通
之
處
。
︵
圖
十
五
︶
從

日
本
汐
留
遺
跡
、
宮
ケ
瀨
遺
跡
、
五
島
町

遺
跡
或
唐
人
屋
敷
町
等
遺
跡
出
土
的
類
似

標
本
可
以
復
原
林
口
鄉
標
本
之
造
型
原
是

寬
平
口
、
以
下
內
收
置
粗
短
頸
、
斜
直
折

肩
、
筒
形
身
腹
，
罐
身
下
方
橢
圓
印
內
有

Pow
ell

／ B
R

ISO
L

字
母
。
︵
圖
十
六
︶

據
此
可
知
，
這
類
折
肩
小
罐
應
屬
英
國
南

西
部
港
都W

illiam
 Pow

er

︵&
 Son

s

︶
製

品
，
其
相
對
年
代
在
一
八
三○

至
一
九○

六
年
之
間
。
︵
註
十
一
︶

其
次
，
參
照
英
國

D
oulton

 &
 W

atts

陶
瓷
公
司
於
一
八
七
三

年
所
公
告
的
炻
器
價
目
表
︵
圖
十
七
︶
，

則
此
類
造
型
的
鹽
釉
瓶
可
能
是
內
盛
果
醬

外
銷
的
容
器
︵E

xport Jam
 Jars

︶
，
但

平
埔
族
人
則
將
其
轉
用
為
阿
立
祖
神
壇
祀

壺
。
頭
社
早
在
一
八
七○

年
已
設
立
基
督

教
會
，
但
公
廨
內
的
歐
洲
果
醬
罐
會
不
會

是
住
民
直
接
得
自
教
會
歐
洲
神
職
人
員
？

目
前
已
不
得
而
知
。

作
者
為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藝
術
史
研
究
所
教
授

圖十六　折肩小罐　日本東京汐留遺址出土

圖十七　英國Doulton &Watts公司於1873年公告的炻器價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