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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窯紫盞為紅玉紅瓷說

學與思

定
窯
紫
盞
為
紅
玉
紅
瓷
說

廖
寶
秀

前
言

定
窯
為
宋
代
名
窯
之
一
，
以
生
產

白
瓷
馳
名
於
世
，
由
文
獻
及
出
土
器
發
現

其
在
燒
製
白
釉
瓷
器
之
外
，
還
兼
燒
醬
褐

釉
、
黑
釉
、
綠
釉
、
黃
釉
、
三
彩
以
及
彩

繪
︵
圖
一

～

五
︶
等
製
品
。
醬
褐
色
定
窯
瓷

器
被
稱
為
﹁
紫
定
﹂
，
陶
磁
學
者
馮
先
銘

早
已
提
出
論
點
︵
註
一
︶

；
而
把
醬
褐
釉
定

窯
器
又
與
宋
人
︽
邵
氏
聞
見
錄
︾
中
記
載

﹁
定
州
紅
瓷
器
﹂
作
為
聯
結
，
紅
瓷
即
醬
釉

︵
日
人
稱
柿
釉
︶
；
又
﹁
紫
定
﹂
即
﹁
紅
定
﹂

之
說
，
則
以
日
本
已
故
陶
瓷
學
者
如
中
尾

萬
三
、
小
山
冨
士
夫
、
佐
藤
雅
彥
等
人
為

代
表
。
︵
註
二
︶

筆
者
在
拙
作
︿
宋
代
兔
毫

盞
及
其
周
邊
茶
盞
問
題
﹀
文
中
，
曾
以
北

宋
蔡
襄
、
梅
堯
臣
詩
文
中
的
﹁
兔
毫
紫
甌

新
﹂
︵
一○

四
七
︶
與
﹁
紫
泥
新
品
泛
春

華
﹂
︵
一○

五
二
︶
詩
句
，
論
證
宋
代
另

一
生
產
茶
盞
大
窯—

建
窯
﹁
兔
毫
紫
盞
﹂

︵
圖
六
︶
的
創
燒
，
應
始
於
北
宋
中
期
慶

曆
七
年
︵
一○

四
七
︶
，
或
慶
曆
七
年
至

皇
祐
四
年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
之

間
，
而
宋
詩
﹁
兔
毫
紫
盞
﹂
、
﹁
兔
毫
紫

甌
﹂
、
﹁
兔
毫
玉
﹂
等
句
所
述
，
即
指
建

窯
所
生
產
的
醬
釉
兔
毫
茶
盞
。
筆
者
在
拙

文
中
亦
曾
進
一
步
論
述
，
蘇
東
坡
所
謂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
應
指
定
窯
醬
紅

釉
色
並
帶
花
紋
的
茶
盞
。
︵
註
三
︶

惟
蘇
軾

此
詩
句
內
並
無
特
別
註
解
，
以
致
造
成
今

日
學
界
各
說
紛
紜
，
有
說
其
為
﹁
帶
有
暗

蘇
軾
︿
試
院
煎
茶
﹀
詩
句
中
所
謂
：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
﹁
紅
玉
﹂
是
指
﹁
紅
茶
﹂
、

﹁
紅
色
茶
汁
﹂
、
﹁
紅
玉
﹂
、
﹁
紅
玻
璃
﹂
、
醬
紅
﹁
紫
定
﹂
茶
盞
或
其
他
呢
？
因
東
坡
此
詩
內

並
無
特
別
註
解
，
以
致
造
成
今
日
學
界
各
說
紛
紜
。
然
筆
者
以
研
究
宋
代
喫
茶
與
茶
器
角
度
細

審
，
史
書
記
載
宋
代
並
無
飲
用
發
酵
紅
茶
之
習
俗
，
而
草
茶
︵
葉
茶
︶
或
團
茶
皆
為
蒸
青
綠
茶
，

其
湯
色
或
茶
沫
據
茶
詩
所
載
多
以
綠
色
或
素
色
為
主
，
在
鬥
茶
未
盛
行
之
前
，
茶
色
為
綠
；
鬥
茶

盛
行
之
後
則
多
以
素
色
或
白
色
為
貴
，
即
宋
人
所
謂
：
﹁
茶
色
貴
白
﹂
是
也
。
故
筆
者
不
認
為
蘇

東
坡
此
詩
所
言
﹁
紅
玉
﹂
為
紅
茶
或
紅
色
茶
湯
，
而
是
指
定
窯
醬
紅
釉
色
的
印
劃
花
﹁
紫
定
﹂
茶

盞
。

圖一　 北宋　定窯　醬釉碗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二　 北宋　定窯　黑釉劃花荷葉紋碗　1964年河北省曲陽王快水庫
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三　 北宋早期　定窯　綠釉劃花水波紋淨瓶　1969年河北省定州市貢院內
靜志寺塔基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四　 北宋早期　定窯　黑釉褐彩轎　1969年河北省定州市貢院內靜
志寺塔基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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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人
所
謂
﹁
紫
﹂

﹁
紫
盞
﹂
一
詞
頻
見
於
宋
人
詠
茶
詩

文
，
詩
中
有
時
稱
﹁
紫
甌
﹂
、
﹁
紫
盌
﹂

或
﹁
紫
玉
﹂
，
而
福
建
建
陽
窯
所
產
醬
釉

茶
盞
則
被
稱
為
﹁
紫
建
﹂
或
﹁
兔
毫
紫

盞
﹂
︵
圖
六
︶
，
名
稱
雖
略
有
差
異
，
但

一
般
都
指
稱
醬
褐
釉
茶
盞
，
也
就
是
泛
指

褐
紅
色
或
醬
褐
釉
色
茶
碗
、
茶
甌
，
紫
盞

可
視
為
醬
釉
茶
盞
的
別
稱
。

在
宋
代
﹁
褐
色
﹂
分
多
層
次
形
容
，

以
宋
代
漆
器
﹁
紫
髹
﹂
為
例
，
就
是
指
醬

色
漆
︵
圖
七
、
八
︶
，
醬
色
系
也
是
褐
色

系
統
。
元
代
陶
宗
儀
︽
輟
耕
錄
︾
中
記
載

王
思
善
﹁
采
繪
法
﹂
中
提
到
：
﹁
磚
褐
、

荊
褐
、
艾
褐
、
鷹
背
褐
、
銀
褐
、
珠
子

褐
、
藕
絲
褐
、
露
褐
、
茶
褐
、
麝
香
褐
、

檀
褐
、
山
谷
褐
、
枯
竹
褐
、
湖
水
褐
、
蔥

白
褐
、
棠
梨
褐
、
秋
茶
褐
﹂
等
十
七
種
褐

色
。
明
代
黃
成
也
在
︽
髹
飾
錄
︾
中
說

到
素
漆
有
：
﹁
黑
漆
、
朱
漆
、
黃
髹
、
綠

髹
、
金
髹
﹂
等
數
種
，
而
提
到
紫
髹
時
：

﹁
紫
髹
，
一
名
紫
漆
，
即
赤
黑
漆
。
有

明
、
暗
、
淺
、
深
，
故
有
雀
頭
、
栗
殼
、

辛
︵
赤
黃
︶
毛
、
殷
紅
之
數
名
﹂
。
文
中

言
及
﹁
赤
黑
﹂
、
﹁
殷
紅
﹂
及
﹁
栗
殼
﹂

等
，
均
有
紅
色
成
分
在
內
。
由
此
亦
見
古

人
對
色
系
顏
色
分
類
極
為
繁
複
，
有
明
暗

深
淺
之
分
，
同
色
調
略
微
差
異
即
有
不
同

稱
謂
，
而
醬
褐
色
的
﹁
紫
﹂
大
多
含
有

﹁
紅
﹂
色
調
，
前
述
學
者
亦
多
主
張
﹁
紫

定
﹂
即
﹁
定
州
紅
瓷
器
﹂
的
說
法
。
不
過

如
以
宋
代
醬
色
系
漆
器
的
顏
色
，
與
定
窯

醬
色
釉
器
作
一
比
較
︵
圖
一
、
六
；
圖

七
、
八
︶
，
則
會
發
現
其
色
澤
是
非
常
接

近
醬
褐
色
或
醬
紅
色
，
又
因
宋
代
頗
流
行

紫
髹
，
故
有
學
者
亦
認
為
宋
代
醬
色
釉

器
，
仿
自
紫
漆
的
說
法
。
而
醬
釉
紫
器
與

紫
漆
顏
色
頗
為
類
似
，
因
而
可
以
確
定
宋

代
陶
瓷
器
上
的
所
謂
﹁
紫
﹂
色
，
其
實
就

彷
彿
，
於
唐
、
五
代
期
間
亦
生
產
在
北

方
備
受
歡
迎
的
白
瓷
茶
器
，
常
見
者
有
茶

碾
、
茶
盞
、
茶
托
、
風
爐
、
茶
銚
或
茶
鐺

︵
圖
九

～

十
一
︶
等
。
這
些
出
土
的
茶
器

由
於
胎
土
、
釉
色
與
邢
窯
近
似
，
因
此
在

早
期
出
版
刊
物
，
上
述
器
物
亦
曾
訂
為
邢

窯
者
，
近
來
則
多
改
訂
為
定
窯
。

北
宋
開
始
定
窯
雖
以
燒
製
白
瓷
為

主
，
但
同
時
也
兼
燒
黑
釉
、
醬
釉
、
綠

釉
、
黃
釉
、
鐵
繪
褐
彩
、
三
彩
等
多
樣
釉

色
。
︵
圖
一

～

五
︶
河
北
定
縣
曲
陽
窯
址

或
靜
志
寺
地
宮
出
土
定
窯
白
釉
、
黑
釉
、

醬
釉
各
類
禮
佛
用
器
︵
圖
十
二
︶
或
醬
白

釉
花
轎
︵
圖
四
︶
、
綠
釉
淨
瓶
、
黃
綠
釉

桃
形
器
︵
圖
十
三
︶
、
黃
釉
鸚
鵡
壺
、
三

彩
蓮
瓣
紋
淨
瓶
等
多
為
定
窯
彩
釉
精
品
，

在
在
顯
示
北
宋
開
始
定
窯
的
豐
富
與
多
元

性
質
。宋

代
承
接
唐
五
代
定
窯
所
製
亦
多

生
產
日
常
用
器
，
燒
造
入
貢
器
物
，
帶

﹁
官
﹂
或
﹁
新
官
﹂
款
字
器
即
為
顯
例
，

茶
器
製
品
亦
不
在
少
數
。
︵
圖
十
四
︶
醬

釉
、
黑
釉
器
物
傳
世
、
出
土
數
量
雖
然
不

多
，
但
所
在
多
有
，
如
北
宋
章
岷
墓
、
安

徽
合
肥
出
土
定
窯
︿
醬
釉
金
彩
蓮
塘
瓶
﹀

圖六　 宋　建窯　醬釉茶盞（兔毫紫盞）　福建建陽縣蘆花坪建窯窯址出土

圖五　 北宋　定窯　白地褐彩牡丹紋罐　重要文化財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圖七　 南宋早期　醬漆（紫髹）茶托　江蘇宜興和橋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圖八　 南宋　醬漆（紫髹）奩　1974年江蘇武進成章南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是
醬
褐
釉
，
含
有
醬
紅
色
調
在
內
，
南
北

各
大
窯
系
均
有
生
產
。

降
及
明
初
，
曹
昭
︽
格
古
要
論
︾
即

載
：
﹁
古
定
窯
︙
有
紫
定
色
紫
，
有
墨
定
色

黑
如
漆
，
土
俱
白
，
其
價
高
如
白
定
。
﹂
直

接
說
明
定
窯
有
紫
定
、
黑
定
、
白
定
等
釉

色
不
同
的
品
類
，
而
且
價
質
相
當
。

定
窯
茶
器

定
窯
窯
址
在
河
北
省
曲
陽
縣
澗
磁

村
、
北
鎮
及
東
西
燕
川
村
一
帶
，
從
中
晚

唐
開
始
燒
造
至
元
代
沒
落
，
燒
造
年
間
達

三
四
百
年
之
久
，
因
受
鄰
近
邢
窯
影
響
，

唐
、
五
代
器
形
、
釉
色
均
與
邢
窯
白
瓷
相

花
裝
飾
白
瓷
配
紅
茶
﹂
者
︵
註
四
︶

、
亦
有

稱
﹁
紅
玉
﹂
是
指
﹁
紅
玉
般
的
茶
汁
﹂
︵
註

五
︶

、
或
﹁
紅
玻
璃
﹂
茶
盞
等
︵
註
六
︶

，

各
種
說
法
都
有
所
據
。
然
而
筆
者
以
研
究

宋
代
喫
茶
與
茶
器
角
度
細
審
，
史
書
並
未

記
載
宋
人
飲
用
發
酵
紅
茶
，
而
此
時
草
茶

︵
葉
茶
︶
或
團
茶
皆
為
蒸
青
綠
茶
，
其
湯

色
據
當
代
茶
詩
及
文
獻
所
載
多
為
綠
色
或

素
色
，
宋
代
在
鬥
茶
未
盛
行
之
前
，
茶
色

多
以
綠
色
為
主
，
鬥
茶
盛
行
之
後
則
以
素

色
或
白
色
為
貴
，
即
宋
人
所
謂
：
﹁
茶
色

貴
白
﹂
是
也
。
故
筆
者
認
為
蘇
東
坡
此
詩

所
言
﹁
紅
玉
﹂
，
應
是
指
定
窯
醬
釉
劃
印

花
茶
盞
、
或
定
窯
醬
釉
描
繪
花
紋
茶
盞
。

宋
人
所
謂
﹁
定
州
花
瓷
﹂
，
是
指
帶

有
花
紋
的
定
窯
瓷
器
，
而
花
紋
則
包
含
有

劃
花
與
印
花
或
描
繪
金
銀
紋
飾
等
技
法
，

此
於
學
界
已
是
定
論
，
惟
﹁
紅
玉
﹂
是
紅

茶
？
紅
色
茶
湯
？
紅
玉
？
紅
玻
璃
？
紫

盞
？
這
個
已
縈
繞
近
一
個
世
紀
的
問
題
，

現
今
仍
未
解
決
，
雖
有
學
者
言
﹁
紅
色
茶

湯
﹂
已
是
定
論
，
但
筆
者
卻
不
以
為
然
，

宋
代
喜
愛
品
茶
文
人
頗
多
，
於
茶
詩
所
述

茶
湯
顏
色
多
非
綠
即
素
，
怎
可
能
惟
蘇
東

坡
一
人
獨
創
紅
說
。



圖九　 晚唐∼五代　定窯　白釉茶碾　曲陽澗磁村出土　河北省博物院藏

圖十二　北宋早期　定窯　白釉刻花法螺　河北省定州市貢院內靜志寺塔基
　　　　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三　北宋早期　定窯　黃綠釉桃形器　河北省定州市貢院內靜志寺塔基
　　　　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　 唐　定窯　白釉風爐與茶銚　1973年出土於曲陽澗磁村 
風爐通高15.1，茶銚通長13公分　河北省博物院藏

圖十一　 五代　定窯　白釉風爐　曲陽澗磁村出土　風爐通高8.1，口徑10.6公分　河北省曲陽縣文物保管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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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十
五
︶
、
吉
林
出
土
︿
醬
釉
劃
花
魚

藻
紋
匜
﹀︵
圖
十
六
︶
；
曲
陽
澗
磁
村
定
窯

窯
址
出
土
︿
醬
釉
瓷
碗
﹀︵
圖
一
︶
、
或
傳

韓
國
開
城
等
各
地
出
土
的
︿
醬
釉
茶
托
﹀

︵
圖
十
七
︶
等
等
。
北
宋
中
期
出
土
定
窯

白
釉
、
黑
釉
或
醬
釉
茶
盞
與
盞
托
，
與
南

宋
時
期
的
紫
髹
茶
托
造
型
雷
同
︵
圖
七
、

十
七
︶
，
且
與
其
它
同
時
其
的
窯
系
或
金

銀
器
造
型
亦
皆
相
近
︵
圖
十
八

～

二
二
︶
，

從
北
宋
一
直
到
金
代
、
南
宋
皆
有
製
作
，

呈
現
同
時
代
的
流
行
與
造
型
美
感
。
而
描

繪
金
銀
花
的
碗
器
或
劃
印
花
器
皿
亦
時
有

所
見
，
如
前
述
安
徽
合
肥
出
土
︿
醬
釉
金

彩
蓮
塘
瓶
﹀
︵
圖
十
五
︶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所
藏
︿
白
釉
金
彩
蓮
塘
水
鴨
紋

碗
﹀
、
︿
醬
釉
金
銀
彩
牡
丹
紋
碗
﹀
、

或
救
世
箱
根
美
術
館
︵
M
O
A
︶
所
藏

︿
黑
釉
金
彩
蓮
花
紋
碗
﹀
。
︵
圖
二
三

～

二
五
︶
至
於
金
代
，
定
窯
醬
釉
劃
花
、
印

花
茶
盞
或
其
他
產
品
更
為
豐
富
，
窯
址
、

墓
葬
皆
有
出
土
，
茶
碗
亦
多
發
掘
。

定
窯
紫
盞
與
建
窯
兔
毫
紫
盞

宋
代
士
大
夫
、
文
人
喜
好
品
茗
，
蔡

襄
、
梅
堯
臣
、
歐
陽
修
、
蘇
東
坡
、
秦
觀

圖十五　 北宋　定窯　醬釉金彩蓮塘瓶　 
安徽省合肥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圖十六　 金　定窯　醬釉劃花魚紋匜　吉林出土　吉林省博物館藏圖十七　 北宋　定窯　醬釉茶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北宋早期　定窯　白釉「官」字款花口茶托　河北省定州市貢院內靜志寺
塔基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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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多
人
均
有
歌
詠
紫
盞
茶
詩
。
如
：

兔
毫
紫
甌
新
，
蟹
眼
清
泉
煮
。
︵
蔡

襄
︿
北
苑
十
詠
﹀
之
六
︿
試
茶
﹀‧

一○

四
七
︶

小
石
冷
泉
留
早
味
，
紫
泥
新
品
泛
春

華
。
︵
梅
堯
臣
︿
依
韻
和
杜
相
公
謝
蔡
君

謨
寄
茶
﹀‧

一○

五
二
︶

兔
毛
紫
盞
自
相
稱
，
清
泉
不
必
求
蝦

蟆
。
︵
梅
堯
臣
︿
次
韻
和
永
叔
嘗
新
茶
雜

言
﹀‧

一○

五
八
︶

喜
共
紫
甌
吟
且
酌
，
羨
君
瀟
灑
有
餘

清
。
︵
歐
陽
修
︿
和
梅
公
儀
嘗
茶
﹀‧

一

○

五
五
︶

明
牕
傾
紫
盞
，
色
味
兩
奇
絕
。
︵
蘇

軾
︿
遊
惠
山
併
敘
三
首
之
三
﹀‧

一○

七
九
︶

銀
瓶
瀉
油
浮
蟻
酒
，
紫
碗
鋪
粟
盤
龍

茶
。
︵
蘇
軾
︿
示
定
國
﹀‧

一○

八
八
︶

輕
淘
起
，
香
生
玉
塵
，
雪
濺
紫
甌
圓
。

︵
秦
觀
︿
滿
庭
芳
﹀
︿
又
茶
詞
﹀
三
首
之

三
︶

紫
玉
叢
中
觀
雨
腳
，
翠
峰
頂
上
摘
雲

旗
。
︵
趙
抃
︿
次
謝
許
少
卿
寄
臥
龍
山

茶
﹀
︶

綠
絹
封
來
溪
上
印
，
紫
甌
浮
出
社
前

圖十八　 北宋　汝窯　天青茶托　英維多利亞‧亞伯博物館藏

圖十九　 北宋　定窯　醬釉花口茶托　傳曲陽澗磁村窯址出土　 
美國聖路易斯美術館藏

圖二十　 北宋　汝窯　天青花口茶托　原大衛得基金會藏品　 
現為大英博物館藏

圖二一　 北宋晚期或南宋早期　銀鍍金茶盞‧花口茶托　四川德陽孝泉窖藏出土

圖二二　 南宋　朱漆花口茶托　江蘇武進南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圖二三　 北宋　定窯　白釉金彩蓮塘水鴨紋碗　重要文化財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四　 北宋　定窯　黑釉金彩蓮花紋碗　重要文化財　 
日本救世箱根（MOA）美術館藏

圖二五　 北宋　定窯　醬釉金銀彩牡丹紋碗　重要文化財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花
。
︵
陳
襄
︿
和
東
玉
少
卿
謝
春
卿
防
御

新
茗
﹀
︶

紫
盌
新
茶
如
潑
乳
，
天
工
未
費
一
杯

水
。
︵
張
耒
︿
初
伏
大
雨
戲
呈
無
咎
、
曹

輔
﹀
︶

以
上
均
為
讚
詠
宋
代
醬
釉
紫
盞
的
詩
文
，

見
證
了
紫
盞
、
紫
甌
茶
碗
流
行
於
北
宋
中

晚
期
的
事
實
。
而
蘇
東
坡
的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詩
，
則
是
橫
跨
茶
史
與
陶
瓷
界

最
具
爭
議
性
的
一
首
。

蘇
軾
︿
試
院
煎
茶
﹀
全
文
如
下
：

蟹
眼
已
過
魚
眼
生
，
颼
颼
欲
作
松
風
鳴
。

蒙
茸
出
磨
細
珠
落
，
眩
轉
遶
甌
飛
雪
輕
。

銀
缾
瀉
湯
誇
第
二
，
未
識
古
人
煎
水
意
。 

︵
自
注
：
古
語
云
：
煎
水
不
煎
茶
︶

君
不
見
昔
時
李
生
好
客
手
自
煎
，
貴
從

活
火
發
新
泉
。

又
不
見
今
時
潞
公
煎
茶
學
西
蜀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我
今
貧
病
常
苦
飢
，
分
無
玉
盌
捧
蛾
眉
。

且
學
公
家
作
茗
飲
，
磚
爐
石
銚
行
相
隨
。

不
用
撐
腸
拄
腹
文
字
五
千
卷
，
但
願
一

甌
常
及
睡
足
日
高
時
。

此
詩
為
蘇
東
坡
於
熙
寧
五
年
︵
一○

七
二
︶
在
杭
州
試
院
監
試
時
所
作
，
當
時

蘇
東
飲
啜
的
是
產
自
四
川
的
蒙
頂
茸
茶
，

詩
中
提
到
將
蒙
頂
草
茶
先
用
茶
磨
研
碾

成
末
，
復
以
內
裝
天
下
第
二
泉
︱
惠
山

泉
︵
蘇
東
坡
特
別
喜
愛
，
多
首
詩
中
均
曾

詠
及
。
︶
的
銀
︵
湯
︶
瓶
注
湯
點
茶
，
故

不
知
古
人
煎
水
︵
茶
鐺
、
茶
釜
煮
水
︶
之

意
；
打
茶
攪
拌
時
茶
沫
如
飛
雪
輕
柔
，
環

繞
茶
甌
旋
轉
。
詩
文
中
段
蘇
東
坡
提
到
唐

代
李
約
︵
生
卒
不
詳
︶
好
茶
，
時
常
以
煎

茶
法
煮
茶
待
客
，
並
用
新
鮮
山
泉
以
活
火

烹
煮
︵
李
約
曾
著
論
：
茶
須
緩
火
炙
活
火

煎
︶
；
而
今
文
彥
博
︵
一○

○

五

～

一○

九
六
︶
也
以
西
蜀
煎
茶
法
煎
煮
，
再
將
茶

湯
置
於
定
州
紅
花
瓷
茶
甌
內
品
啜
。
如
今

的
我
貧
苦
交
迫
，
再
也
不
是
蛾
眉
︵
美
好

女
子
︶
捧
著
茶
碗
侍
候
的
身
分
了
。
且
就

學
習
文
潞
公
家
的
煎
茶
方
式
，
隨
行
帶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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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
爐
和
石
茶
銚
，
不
用
牽
掛
求
作
詩
文
，

只
願
喝
上
一
甌
好
茶
，
一
覺
睡
到
日
中
醒

來
便
已
滿
足
。
這
是
蘇
東
坡
︿
試
院
煎

茶
﹀
詩
文
的
大
意
，
當
然
已
多
學
者
指
出

此
詩
頗
有
藉
物
嘲
諷
當
朝
新
法
之
意
。
蘇

東
坡
藉
新
舊
喫
茶
方
式
，
即
唐
代
以
來
的

煎
煮
茶
法
，
以
及
宋
代
盛
行
的
點
茶
法
來

圖二六　 晚唐∼五代　定窯　白釉風爐、茶釜一組
河北唐縣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990年代訂名為邢窯

圖二七　 金　定窯　白釉執壺　正隆4年（1159） 
山西大同市陳慶夫婦墓出土

圖二八　 宋　宋代墓室壁畫〈對飲圖〉及局部　
2010年河南登豐唐庄2號墓室出土

隱
喻
朝
廷
新
舊
兩
法
的
對
立
。
舊
法
煎
煮

茶
法
即
陸
羽
︽
茶
經
︾
的
煮
茶
法
，
又
稱

煎
茶
法
，
直
至
宋
代
仍
然
繼
續
使
用
，

其
煮
水
用
器
主
要
以
茶
鍑
︵
茶
鍋‧

圖

二
六
︶
或
帶
柄
流
的
茶
銚
、
茶
鐺
︵
圖

十
︶
，
水
煮
沸
後
茶
末
入
銚
，
直
接
以
茶

匙
或
茶
筯
在
茶
鍑
或
茶
銚
內
攪
拌
茶
末
；

而
宋
代
流
行
的
點
茶
方
式
則
以
茶
瓶
︵
湯

瓶
，
圖
二
七
、
二
八
︶
煮
水
，
復
由
茶
瓶

直
接
注
湯
入
盞
，
再
以
茶
匙
或
茶
筅
於
茶

盞
內
打
茶
攪
拌
，
茶
瓶
樣
式
亦
可
從
同
時

代
的
壁
畫
上
︵
圖
二
八
︶
見
及
，
所
以
磚

爐
、
石
銚
︵
圖
十
、
二
六
︶
是
舊
法
，
而

銀
︵
湯
︶
瓶
︵
圖
二
七
、
二
八
︶
指
的
是

新
法
。文

彥
博
當
過
四
川
益
州
知
事
及
建
南

西
川
節
度
使
，
他
以
四
川
當
地
流
行
的
煎

茶
方
式
喫
茶
是
有
其
地
緣
關
係
的
。
而
蘇

東
坡
雖
飲
蒙
茶
卻
以
銀
瓶
注
湯
點
啜
，
蒙

茶
置
於
茶
甌
內
，
如
同
雪
花
般
輕
柔
﹁
眩

轉
遶
甌
飛
雪
輕
﹂
，
再
與
蘇
東
坡
詩
中
後

段
所
提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作
比
對
，

此
處
所
述
或
指
雪
花
似
的
茶
沫
，
盛
於
定

窯
醬
紅
釉
色
帶
琢
花
紋
茶
盞
︵
紅
玉
︶
，

而
﹁
紅
玉
﹂
應
該
與
前
文
所
提
﹁
紫
玉
﹂

相
同
，
都
是
形
容
美
好
茶
盞
之
意
，
在
醬

色
紫
盞
上
浮
現
似
雪
湯
花
，
對
比
色
彩
亦

為
宋
人
的
茶
湯
美
學
。
宋
人
泛
稱
美
的
茶

盞
為
﹁
玉
﹂
，
寓
有
其
美
如
玉
之
意
，
在

宋
代
嚴
守
宮
廷
禁
忌
，
當
時
不
太
可
能
以

﹁
玉
﹂
質
茶
盞
作
煎
點
試
茶
，
因
為
不
僅

宋
代
茶
論
專
書
，
蔡
襄
︽
茶
錄
︾
或
宋
徽

圖二九　 北宋　定窯　醬釉葵口碗　洛陽出土　河南省博物院藏

圖三十　 北宋或金（遼）　定窯　醬釉印花花卉紋碗　 
內蒙敖漢旗博物館藏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4 
內蒙古內圖109訂為遼代

圖三一　 北宋　定窯　醬釉茶盞、茶托　英維多利亞‧亞伯博物館藏

茶
色
丹
非
紅
色
茶
湯

至
於
﹁
紅
﹂
與
﹁
紫
﹂
的
問
題
，

日
本
陶
瓷
學
者
小
山
冨
士
夫
、
佐
藤
雅

彥
等
很
早
就
將
宋
人
︽
邵
氏
聞
見
錄
︾
中

記
載
﹁
定
州
紅
瓷
器
﹂
中
的
﹁
紅
瓷
﹂

明
確
指
稱
為
柿
釉
、
紫
定
之
說
，
日
人

的
柿
釉
瓷
器
即
醬
紅
釉
，
既
然
至
今
未
見

有
定
窯
紅
釉
瓷
器
，
自
然
地
﹁
紅
玉
﹂
所

指
或
應
就
是
﹁
醬
紅
茶
盞
﹂
。
︵
圖
一
、

二
五
、
二
九

～

三
一
︶
故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以
筆
者
從
宋
代
茶
湯
應
無
紅
色
觀

點
而
論
，
蘇
東
坡
此
處
當
非
形
容
湯
色
，

故
不
可
能
視
為
紅
茶
，
而
是
指
﹁
定
州
飾

有
花
紋
的
醬
紅
釉
茶
盞
﹂
，
亦
即
紫
定
刻

宗
︽
大
觀
茶
論
︾
中
從
未
提
及
以
玉
為
茶
盞

之
說
，
甚
至
如
大
臣
呂
大
房
在
為
哲
宗
皇

帝
講
述
﹁
祖
宗
家
法
﹂
時
亦
言
及
：
﹁
不

尚
玩
好
，
不
用
玉
器
，
此
皆
祖
宗
家
法
所

以
致
太
平
者
。
﹂
，
連
皇
帝
使
用
玉
器
都

有
所
顧
忌
，
何
況
士
大
夫
文
人
階
級
者
。

另
北
宋
趙
抃
︿
次
謝
許
少
卿
寄
臥
龍

山
茶
﹀
中
提
及
：
﹁
紫
玉
叢
中
觀
雨
腳
，

翠
峰
頂
上
摘
雲
旗
。
﹂
詩
中
﹁
紫
玉
﹂
即
指

紫
盞
；
而
南
宋
方
岳
︿
黃
宰
致
江
西
詩
雙

井
茶
﹀
中
曾
說
：
﹁
磚
爐
春
著
兔
毫
玉
，

石
鼎
月
翻
魚
眼
湯
﹂
，
所
描
述
的
正
也
是

以
煎
茶
法
烹
煮
越
州
臥
龍
山
茶
，
及
洪
州

雙
井
草
茶
，
而
詩
中
即
把
﹁
兔
毫
盞
﹂
美

稱
為
﹁
兔
毫
玉
﹂
，
雖
然
其
所
形
容
者
為

建
窯
兔
毫
茶
盞
，
卻
是
明
顯
都
把
﹁
玉
﹂

美
稱
為
茶
盞
的
實
例
，
所
以
﹁
玉
﹂
即
茶

盞
，
﹁
紅
玉
﹂
即
醬
紅
色
茶
盞
。
古
人

對
同
一
器
名
，
同
一
色
系
往
往
因
其
顏
色

差
別
，
而
有
數
種
稱
法
。
即
如
前
述
明
代

黃
成
在
︽
髹
飾
錄
︾
提
到
紫
髹
時
，
因
有

明
、
暗
、
淺
、
深
，
故
有
數
名
之
稱
。
定

窯
紫
盞
也
可
能
因
其
釉
色
有
深
淺
明
暗
，

如
醬
褐
、
醬
紅
等
，
故
東
坡
此
處
不
稱
其

為
﹁
紫
玉
﹂
而
稱
﹁
紅
玉
﹂
，
其
意
實
與

︽
邵
氏
聞
見
錄
︾
中
記
載
﹁
定
州
紅
瓷

器
﹂
中
的
﹁
紅
瓷
﹂
相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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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馮
先
銘
，
︽
馮
先
銘
中
國
古
陶
瓷
論
文
集
︾

︿
中
國
陶
瓷—

定
窯
﹀
，
香
港
：
兩
木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
頁
二○

○

。

2. 

小
山
冨
士
夫
，
︽
小
山
冨
士
夫
著
作
集
︵
上
︶

中
国
の
陶
磁
︾
，
頁
四
一
九
曾
指
出
：
﹁
紅

定
的
器
胎
作
法
與
白
定
、
黑
定
完
全
相
同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柿
釉
，
也
就
是
掛
施
暗
茶
褐
色
的

釉
藥
。
﹂
指
施
有
柿
釉
的
定
窯
為
紅
定
。
日
人

所
稱
柿
釉
即
一
般
學
界
所
稱
醬
釉
者
，
也
就

是
宋
人
︽
邵
氏
聞
見
錄
︾
中
所
說
的
﹁
定
州

紅
瓷
器
﹂
中
的
﹁
紅
瓷
﹂
，
日
本
朝
日
新
聞

社
，
一
九
七
七
。
佐
藤
雅
彥
在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所
藏
︿
醬
︵
柿
︶
釉
金
銀
彩
牡
丹
紋
碗
﹀
說

明
文
內
亦
指
稱
施
有
柿
釉
的
金
銀
彩
牡
丹
紋
碗

即
所
謂
﹁
紅
定
﹂
。
︽
世
界
陶
磁
全
集
十
二 

宋
︾
，
小
學
館
，
一
九
七
七
，
頁
二
六
、
圖
版

十
九
、
二○

、
二
一
。

3. 

廖
寶
秀
，
︿
宋
代
兔
毫
盞
及
其
周
邊
茶
盞

問
題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十
七
卷

第
三
期
，
二○

○
○

年
春
季
，
頁
七
九—

八
九
、
一
一
三—

一
一
四
。

4.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
潔
白
恬
靜—

定
窯
瓷
器

展
﹀
，
︿
定
州
花
瓷
﹀
說
明
。
文
中
並
提
及
：

﹁
以
白
瓷
配
紅
茶
是
古
人
的
習
俗
，
陸
羽
在

︽
茶
經
︾
中
就
說
﹃
邢
窯
白
而
茶
色
丹
﹄
﹂
實

誤
，
陸
羽
此
處
茶
色
丹
非
指
紅
茶
，
︽
茶
經
︾

所
記
為
蒸
青
綠
茶
，
未
有
發
酵
紅
茶
。

5. 

蔡
玫
芬
，
︿
白
色
的
華
麗—

定
州
花
瓷
展
前

語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六
九
期
，
二

○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
頁
五
、
六
。

6. 

謝
明
良
，
︿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非
定
窯
紅

瓷
辨
﹀
，
增
補
收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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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四
三—

一
四
九
。

7. 

青
木
正
兒
，
︽
青
木
正
兒
全
集
︾
︿
喫
茶
小

史
﹀
內
﹁
唐
の
茶
色
﹂
內
即
提
到
陸
羽
︽
茶

經
︾
是
崇
尚
淡
黃
色
的
茶
色
甚
於
綠
色
。
︵
春

秋
社
，
一
九
八
三
，
頁
一
九
六
︶
另
在
同
書

﹁
茶
事
拾
遺
﹂
︵
譯
者
新
編
︶
內
︵
七
︶
︿
試

院
煎
茶
詩
﹀
一
節
中
將
蘇
軾
：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詩
句
則
意
譯
為
：
﹁
定
州
燒
的
碗
，
紅

的
模
樣
很
美
﹂
，
青
木
正
兒
先
生
以
茶
史
研
究

者
詮
釋
，
亦
不
譯
﹁
紅
玉
﹂
為
紅
色
茶
湯
，
而

視
為
﹁
美
麗
的
紅
色
花
紋
碗
﹂
，
將
﹁
玉
﹂
亦

作
﹁
茶
盞
﹂
看
待
，
與
宋
人
描
述
一
致
。
︵
春

秋
社
，
一
九
八
三
，
頁
一
九
六
、
三
七
三
︶
另

青
木
正
兒
在
此
詩
後
註
釋
九
中
又
說
明
為
：

﹁
定
窯
在
今
河
北
保
定
道
定
縣
，
宋
代
生
產
瓷

器
稱
之
為
定
窯
，
徽
宗
宣
和
、
政
和
所
產
最

精
。
定
窯
有
光
素
及
凸
花
二
種
，
傳
釉
色
本
為

白
，
花
瓷
為
所
謂
凸
花
︵
浮
雕
花
紋
︶
者
，
即

白
地
上
有
紅
色
圖
案
紋
飾
之
意
。
﹂
青
木
正
兒

非
專
研
陶
瓷
，
故
將
﹁
紅
玉
﹂
解
釋
為
紅
色
模

樣
，
即
花
紋
之
意
，
但
他
以
茶
史
研
究
者
所
作

說
明
並
未
將
﹁
紅
玉
﹂
釋
為
紅
色
茶
湯
。
︵
頁

三
七
二—

三
七
五
︶

劃
花
紋
的
茶
盞
，
則
是
比
較
符
合
宋
代
喫

茶
流
行
的
茶
色
及
茶
器
。

再
者
，
雖
有
學
者
據
唐
代
陸
羽
︽
茶

經
︾
中
所
指
：
﹁
邢
窯
白
而
茶
色
丹
﹂
來

說
明
蘇
東
坡
的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可

能
是
形
容
紅
色
茶
湯
；
然
據
筆
者
所
查
陸

羽
的
﹁
茶
色
丹
﹂
並
非
形
容
紅
色
茶
湯
，

而
是
指
淺
黃
、
淡
黃
色
類
似
秋
香
色
的
茶

湯
。
此
在
︽
茶
經
︾
卷
五
︿
五
之
煮
﹀
內

已
說
明
：
﹁
茶
性
儉
，
不
宜
廣
，
則
其
味

黯
澹
。
且
如
一
滿
盌
，
啜
半
而
味
寡
，
況

其
廣
乎
。
其
色
緗
也
，
其
馨

也
﹂
，
陸

羽
於
此
章
節
中
明
確
指
出
茶
：
﹁
其
色
緗

也
﹂
，
緗
即
淡
黃
茶
色
。
淡
黃
茶
色
於
青

瓷
茶
碗
內
映
襯
出
來
的
茶
色
顯
綠
；
白

釉
茶
碗
內
則
顯
黃
、
顯
丹
，
所
以
陸
羽
貶

邢
揚
越
。
然
而
邢
窯
白
瓷
茶
碗
卻
是
當
時

北
方
流
行
的
茶
器
，
白
居
易
等
詩
人
即
是

邢
窯
白
瓷
的
愛
用
者
，
亦
未
見
彼
等
詩
中

有
﹁
邢
窯
白
而
茶
色
丹
﹂
的
貶
抑
說
法
。

﹁
茶
色
丹
﹂
非
紅
色
茶
湯
，
於
日
本
中
華

名
物
、
藝
術
史
及
茶
史
學
者
青
木
正
兒
先

生
的
著
作
中
亦
早
有
論
證
。
︵
註
七
︶

總
之
，
蘇
軾
﹁
定
州
花
瓷
琢
紅
玉
﹂

不
等
於
陸
羽
﹁
邢
窯
白
而
茶
色
丹
﹂
，
主

要
在
於
唐
宋
多
飲
用
蒸
青
綠
茶
，
尚
無
發

酵
茶
，
出
湯
即
飲
，
故
茶
色
不
太
可
能
有

類
似
琥
珀
色
的
發
酵
紅
色
茶
湯
。
詩
人
形

容
事
物
，
雖
多
與
事
實
吻
合
，
但
偶
有
灰

色
地
帶
，
以
致
造
成
後
世
為
一
字
爭
議
不

休
；
而
以
茶
史
論
，
紅
色
茶
湯
是
公
認
未

出
現
於
宋
代
的
事
實
。
以
上
筆
者
淺
見
，

就
教
於
方
家
，
還
盼
學
界
能
發
現
更
有
力

的
文
獻
佐
證
說
法
。

作
者
為
本
院
器
物
處
退
休
研
究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