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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清 

宮
傳
世
的
一
件 

北
宋
早
期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謝

明
良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一

件
清
宮
傳
世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
，
釉
色

白
皙
，
有
淚
痕
，
圈
足
著
地
處
之
外
施
滿

釉
，
內
壁
和
底
心
模
印
纏
枝
花
葉
，
外

底
圈
足
內
陰
刻
﹁
琅
邪
深
甫
﹂
字
銘
，

整
體
作
工
可
謂
講
究
。
︵
圖
一
︶
筆
者
曾

經
由
該
碗
由
下
而
上
斜
直
外
敞
的
碗
壁
，

以
及
口
沿
切
割
成
五
花
口
等
器
式
特
徵
，

逕
與
河
北
省
定
縣
北
宋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
九
七
七
︶
靜
志
寺
塔
基
出
土
的
定
窯
白

瓷
五
花
口
碗
進
行
比
附
，
認
為
兩
者
造
型

一
致
，
時
代
應
該
相
近
，
提
示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該
白
瓷
印
花
碗
的
相
對
年

代
約
在
北
宋
早
期
，
屬
定
窯
模
印
印
花
製

品
的
早
期
珍
貴
實
例
。
︵
註
一
︶

學
界
一

般
認
為
定
窯
採
用
覆
燒
技
法
的
印
花
製
品

約
始
於
北
宋
中
後
期
，
︵
註
二
︶

而
若
以

近
年
河
北
省
文
物
研
究
所
和
北
京
大
學
考

從
作
品
的
造
型
、
紋
飾
以
及
胎
釉
特
徵
，
可
以
認
為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清
宮
傳
世
的
一
件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
的
相
對
年
代
約
在
十
世
紀
末
至
十
一
世
紀
初
的
北
宋
早
期
。
本
文
的
目
的
有

二
，
其
一
是
嘗
試
追
索
該
白
瓷
印
花
碗
纏
枝
花
葉
的
祖
型
及
其
隨
著
時
代
所
產
生
的
造
型
變
化
，

希
望
能
有
利
於
掌
握
北
宋
早
中
期
包
括
定
窯
白
瓷
在
內
宋
遼
瓷
窯
製
品
所
見
同
類
花
葉
紋
的
樣
式

特
徵
。
其
次
，
則
是
談
談
該
印
花
白
瓷
碗
圈
足
內
陰
刻
﹁
琅
邪
深
甫
﹂
字
銘
的
可
能
意
涵
。

北宋　定窯　印花牡丹花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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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因
此
而
有
利
掌
握
北
宋
早
中
期
，
特

別
是
十
一
世
紀
前
半
時
期
包
括
定
窯
白
瓷

在
內
宋
遼
瓷
窯
製
品
所
見
同
類
花
葉
紋
的

樣
式
特
徵
。

北
宋
早
中
期
葉
紋
舉
例

北
宋
定
窯
的
分
期
有
多
種
不
同
方

案
，
如
一
九
八○

年
代
初
期
馮
先
銘
所
提

示
北
宋
前
期
︵
九
六○

∼

一○

二
二
︶
、

北
宋
中
期
︵
一○

三
五

∼

一○

八
五
︶
、

北
宋
後
期
︵
一○

八
六

∼

一
一
二
七
︶
的

三
分
期
說
︵
前
引
︽
定
窯
︾
︶
、
同
八

○

年
代
後
期
筆
者
之
北
宋
早
中
期
、
北
宋

後
期
和
金
代
的
二
分
期
說
︵
前
引
︽
定

窯
白
瓷
特
展
圖
錄
︾
︶
，
以
至
近
年
秦

大
樹
等
人
針
對
澗
磁
嶺
窯
區
堆
積
將
北
宋

定
窯
區
分
成
第
一
期
後
段
︵
九
六○

∼

一○

一
六
︶
、
第
二
期
︵
一○

一
七

∼

一○

八
五
︶
和
第
三
期
︵
一○

八
六

∼

一
一
二
七
︶
等
三
階
段
︵
前
引
︽
考
古
︾

二○

一
四
年
三
期
︶
。
按
理
說
，
北
宋
定

窯
最
為
關
鍵
的
分
期
依
據
無
疑
是
覆
燒
技

法
成
立
的
時
間
點
，
然
而
定
窯
採
行
覆
燒

的
確
實
年
代
卻
不
易
釐
定
，
目
前
只
知
其

大
約
始
於
北
宋
中
期
。
雖
然
直
到
最
近
仍

有
人
指
出
北
京
遼
重
熙
二
十
二
年
︵
一○

五
三
︶
王
澤
墓
曾
出
土
採
覆
燒
技
法
燒
成

的
定
窯
劃
花
瓷
盤
︵
註
四
︶

，
然
而
該
劃

花
折
沿
盤
雖
與
王
澤
墓
出
共
同
刊
載
於
同

一
篇
考
古
報
導
︵
︽
考
古
︾
一
九
七
二
年

三
期
︶
，
其
實
是
王
澤
墓
西
邊
另
一
座
遼

墓
的
出
土
品
，
與
王
澤
墓
無
涉
。
總
之
，

儘
管
各
分
期
方
案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其
自
以

為
是
的
理
由
或
依
恃
，
但
並
非
絕
對
。
考

慮
及
此
兼
為
敘
述
上
的
便
利
，
本
文
的
做

法
是
簡
化
地
將
北
宋
時
期
平
均
成
三
個
時

段
，
即
早
期
︵
九
六○

∼

一○

一
五
︶
、

中
期
︵
一○

一
六

∼

一○

七
一
︶
和
晚
期

︵
一
一
七
二

∼

一
一
二
七
︶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
通
高
約
七
公
分
，
口
徑
二
一

公
分
，
外
壁
光
素
無
紋
，
內
壁
和
底
心
以

內
模
模
印
出
牡
丹
纏
枝
花
葉
，
亦
即
於

碗
壁
等
距
置
四
朵
牡
丹
花
，
朵
花
之
間

連
接
呈
正
面
或
側
面
的
纏
枝
葉
紋
，
內
底

心
另
飾
正
、
側
朵
花
和
正
面
葉
片
。
印
花

花
葉
呈
突
起
的
陽
紋
，
其
造
型
簡
潔
並
以

複
線
勾
勒
邊
廓
，
幾
乎
予
人
減
地
凸
花
的

錯
視
感
。
︵
同
圖
一
︶
首
先
，
應
予
留
意

的
是
，
與
該
定
窯
碗
葉
片
造
型
相
近
並
且

也
是
意
圖
表
現
立
體
效
果
的
陶
瓷
器
，
見

於
相
對
年
代
在
十
世
紀
末
至
十
一
世
紀
初

期
的
耀
州
窯
高
浮
雕
剔
地
青
瓷
注
壺
︵
圖

三
︶
；
做
為
廣
義
磁
州
窯
系
的
河
南
省
登

封
窯
白
釉
剔
花
注
壺
亦
見
類
似
的
高
浮
雕

式
葉
紋
︵
圖
四
︶
，
而
相
對
年
代
約
在

十
一
世
紀
前
期
的
同
類
型
注
壺
葉
片
下
方

部
位
則
代
之
以
左
右
造
型
一
致
且
鈎
幅
更

劇
的
雙
內
鈎
︵
圖
五
︶
，
結
合
此
式
注
壺

的
器
式
編
年
，
可
知
圖
五
注
壺
的
年
代
應

要
略
晚
於
圖
三
和
圖
四
壺
式
，
而
其
葉
片

造
型
也
晚
於
圖
一
和
圖
三
、
四
的
年
代
。

換
言
之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印
花

白
瓷
碗
的
相
對
年
代
約
在
十
世
紀
末
至

圖一a　「琅邪深甫」銘定窯印花碗　口徑2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b　同上內壁 圖一c　同上底足 圖一d　刻銘拓片

古
文
博
學
院
所
發
掘
被
視
為
定
窯
中
心
產

區
的
澗
磁
嶺
窯
區
成
果
為
例
，
參
與
發
掘

的
秦
大
樹
等
人
認
為
內
模
印
花
技
法
以
及

覆
燒
工
藝
標
本
均
出
現
於
北
宋
中
期
，
亦

即
同
文
所
稱
第
二
期
︵
真
宗
天
禧
元
年

︵
一○

一
七
︶
至
神
宗
元
豐
八
年
︵
一○

八
五
︶
︶
。
︵
註
三
︶

問
題
是
，
定
窯
覆
燒

工
藝
的
出
現
時
代
是
否
可
與
內
模
印
花
相

提
並
論
？
或
者
說
，
所
謂
兩
種
技
法
均
肇

始
於
北
宋
中
期
一
事
只
是
就
目
前
考
古
所

見
澗
磁
嶺
區
標
本
的
遺
存
狀
況
而
言
？
故

定
窯
模
印
印
花
的
起
源
和
發
展
仍
需
整
合

其
他
窯
區
標
本
和
傳
世
作
品
再
予
評
估
。

就
此
而
言
，
上
引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北
宋
早
期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
已
經
意
謂

定
窯
內
模
印
花
技
法
的
出
現
年
代
是
要
早

於
同
窯
覆
燒
工
藝
的
創
發
年
代
。
北
宋
期

定
窯
印
模
見
於
澗
磁
嶺
窯
區
北
宋
晚
期
地

層
，
但
無
絕
對
紀
年
，
而
英
國
原
大
維
德

基
金
會
則
收
藏
一
件
帶
金
大
定
二
十
四
年

︵
一
一
八
四
︶
紀
年
銘
定
窯
印
花
模
具
。

︵
圖
二
︶
從
目
前
的
紀
年
資
料
看
來
，
與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

造
型
相
近
的
定
窯
製
品
既
見
於
前
引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
九
七
七
︶
靜
志
寺
出
土
品
，

然
晚
迄
十
一
世
紀
前
期
遼
代
蕭
和
夫
婦
墓

亦
見
類
似
器
式
，
其
間
的
造
型
變
遷
遲

緩
，
故
大
體
器
式
可
延
續
數
十
年
之
久
。

為
了
釐
定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印
花

碗
的
確
切
年
代
，
除
了
器
形
外
觀
的
比
對

之
外
，
有
必
要
同
時
考
慮
印
花
碗
纏
枝
花

葉
所
反
映
的
時
代
樣
式
。
以
下
嘗
試
追
索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
纏
枝
花
葉
的
祖
型
，
並
觀
察
此
類
花
葉

紋
飾
隨
著
時
代
的
推
移
所
產
生
的
變
化
，

圖二　 金大定24年（1184）紀年定窯印花模具　口徑22公分　
英國原大維德基金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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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世
紀
初
期
。

與
圖
五
注
壺
壺
身
雙
鈎
葉
紋
造
型

相
近
的
定
窯
白
瓷
可
見
於
日
本
大
阪
市
立

東
洋
陶
磁
美
術
館
藏
口
頸
部
位
已
殘
佚
的

高
瓶
︵
圖
六
︶
，
後
者
器
身
下
部
浮
雕
多

重
仰
蓮
瓣
，
器
肩
上
腹
部
位
飾
牡
丹
纏
枝

花
葉
，
花
葉
近
邊
廓
處
陰
刻
邊
線
以
突
顯

紋
樣
。
類
似
的
於
器
身
浮
雕
蓮
瓣
、
蓮
瓣

上
方
刻
劃
牡
丹
花
葉
的
定
窯
白
瓷
還
見
於

中
國
遼
寧
省
阜
新
遼
代
蕭
和
夫
婦
墓
︵
四

號
墓
︶
出
土
的
大
口
罐
。
︵
圖
七
︶
從

伴
出
的
故
晉
國
王
妃
耶
律
氏
墓
誌
得
知
，

蕭
和
卒
於
統
合
十
五
年
︵
九
九
七
︶
至
太

平
十
年
︵
一○

二
一
︶
之
間
，
妻
晉
國
王

妃
逝
於
重
熙
十
四
年
︵
一○

四
五
︶
，
並

於
同
年
秋
合
葬
入
蕭
和
墓
中
。
儘
管
發
掘

報
告
書
中
並
未
涉
及
出
土
陶
瓷
到
底
是
蕭

和
的
隨
葬
品
，
抑
或
是
其
妻
合
葬
時
所
攜

入
，
僅
就
蕭
和
夫
婦
墓
伴
出
陶
瓷
的
圖
片

看
來
，
個
人
認
為
其
多
數
似
乎
應
屬
蕭
和

卒
葬
時
的
製
品
。
本
文
無
法
在
此
逐
一
列

舉
相
關
細
節
，
但
就
和
本
文
論
旨
直
接
相

關
的
葉
紋
和
敞
口
碗
式
的
變
遷
而
言
︵
圖

七
︶
，
大
口
罐
所
見
葉
紋
造
型
特
徵
應
要

早
於
大
阪
東
洋
陶
磁
美
術
館
的
高
瓶
。

︵
圖
六
︶
考
慮
到
多
層
浮
雕
仰
蓮
瓣
定

窯
大
口
罐
亦
見
於
內
蒙
古
遼
開
泰
七
年

︵
一○

一
八
︶
陳
國
公
主
及
駙
馬
合
葬
墓

︵
︽
遼
陳
國
公
主
墓
︾
一
九
九
三
︶
，
或

遼
寧
省
朝
陽
遼
開
泰
九
年
︵
一○

二○

︶

耿
延
毅
夫
婦
墓
︵
︽
考
古
學
集
刊
︾
三
，

一
九
八
三
︶
，
雖
說
彼
此
細
部
造
型
不
盡

相
同
，
但
似
乎
是
此
一
時
段
流
行
的
器
式

之
一
。
因
此
，
蕭
和
墓
大
口
罐
以
及
同
墓

伴
出
的
器
形
和
前
述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印
花
碗
相
近
的
五
花
口
白
瓷
敞
口
碗
等

陶
瓷
製
品
的
相
對
年
代
就
有
可
能
是
在

十
一
世
紀
的
第
一
個
四
半
期
。

定
窯
葉
紋
的
變
遷

儘
管
定
窯
覆
燒
工
藝
的
確
定
年
代
不

易
釐
定
，
但
定
窯
以
內
模
印
花
紋
樣
的
年

代
至
少
可
上
溯
九
世
紀
晚
唐
時
期
。
中
國

陶
瓷
採
模
具
成
形
由
來
已
久
，
以
唐
代
而

言
，
相
對
於
初
唐
或
盛
唐
時
期
經
常
可
見

利
用
外
模
成
形
並
飾
紋
的
陶
瓷
製
品
，
中

晚
唐
期
則
頻
仍
地
出
現
以
內
模
成
形
、
飾

紋
的
作
品
。
雖
然
，
以
外
模
飾
紋
紋
飾
在

器
物
外
側
，
以
內
模
飾
紋
則
紋
飾
在
器
內

側
，
似
乎
透
露
了
使
用
者
目
光
視
線
和
賞

鑑
方
面
的
變
化
，
但
陶
瓷
以
模
具
成
形
兼

飾
紋
乃
是
受
到
金
銀
器
錘
揲
工
藝
啟
發
一

事
，
可
說
已
是
學
界
的
共
識
。
︵
註
五
︶

姑
且
不
論
中
國
在
春
秋
、
戰
國
時
期

已
見
錘
揲
打
製
的
青
銅
匜
、
盒
、
盤
等
製

品
，
唐
代
金
銀
器
的
製
作
多
襯
以
外
模
錘

打
，
並
且
往
往
在
外
模
打
出
的
突
起
紋
樣

再
襯
以
內
模
以
便
進
行
鏨
花
工
藝
而
無
憂

變
形
。
陶
工
汲
取
、
學
習
金
工
匠
師
內
外

模
製
器
加
工
的
原
理
，
快
速
地
移
轉
、
複

製
到
陶
瓷
的
成
型
和
裝
飾
工
藝
，
也
因
此

造
成
陶
瓷
器
的
造
型
和
紋
飾
與
金
銀
器
雷

同
的
現
象
。
以
紋
樣
而
言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印
花
白
瓷
碗
︵
同
圖
一
︶
以

及
︵
同
圖
三

∼

五
︶
注
壺
的
纏
枝
花
葉
即

是
脫
胎
於
金
銀
器
的
紋
飾
。
︵
圖
八
︶
不

僅
如
此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印
花
白

瓷
碗
等
作
品
所
呈
現
之
意
圖
營
造
紋
飾
立

體
感
、
並
以
複
線
勾
勒
花
葉
邊
廓
等
裝
飾

意
念
，
其
實
也
是
模
倣
自
金
銀
器
飾
。

如
果
結
合
包
括
定
窯
在
內
的
北
宋

朝
瓷
窯
編
年
，
不
難
發
現
剔
地
高
浮
雕
或

陽
紋
高
起
具
立
體
感
的
模
印
印
花
製
品
的

年
代
多
集
中
於
北
宋
早
、
中
期
，
而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定
窯
印
花
碗
即
為
當

中
的
一
例
。
其
次
，
應
該
一
提
的
是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清
宮
傳
世
品
中
另
有

一
件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
︵
圖
九
︶
，
通
高

約
七
公
分
，
口
徑
二○

公
分
，
碗
身
自
上

而
下
弧
度
內
收
，
下
置
圈
足
；
口
沿
作
六

花
口
，
鑲
銅
釦
。
從
碗
外
壁
由
底
足
向
口

沿
流
淌
的
淚
痕
，
以
及
圈
足
足
根
有
釉
等

看
來
，
應
是
採
覆
燒
技
法
燒
成
。
碗
底
心

飾
連
枝
花
葉
，
內
壁
等
距
有
四
朵
花
接
纏

圖三　耀州窯青瓷牡丹文水注  高18.5公分圖四　 北宋  磁州窯類型河南登封窯白剔花注壺　
高17.8公分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圖五　 北宋  磁州窯類型河南登封窯白剔花注壺　
高20.4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六　 定窯刻劃花瓶（口頸部殘）　高32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七a　北宋  白瓷大口罐　高15公分　中國遼寧省阜新遼蕭和夫婦墓（4號墓）出土

圖七b　同上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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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葉
，
佈
局
構
圖
似
前
引
臺
灣
故
宮
五
花

口
印
花
碗
︵
同
圖
一
︶
，
但
兩
者
纏
枝
花

葉
的
纏
繞
方
向
既
有
異
，
花
葉
造
型
亦
不

相
同
。
不
僅
如
此
，
相
對
於
圖
一
的
五
花

口
碗
之
花
葉
均
以
複
線
勾
勒
輪
廓
，
圖
九

這
件
六
花
口
碗
的
朵
花
雖
見
複
式
邊
線
，

但
葉
片
則
多
以
單
線
為
廓
。
結
合
六
花
口

碗
式
是
北
宋
中
後
期
以
來
流
行
的
碗
式
，

以
及
其
所
採
行
覆
燒
技
藝
的
相
對
年
代
，

可
以
推
測
圖
九
的
該
六
花
口
印
花
碗
或
屬

北
宋
中
後
期
製
品
。
與
此
相
關
的
是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清
宮
傳
世
定
瓷
另
有

一
件
同
樣
是
以
覆
燒
燒
成
的
六
花
式
口
印

圖八　唐　銀鍍金　寶相華文貝形盒　  口徑6.3公分

圖九　北宋　定窯白瓷印花碗　口徑20.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　北宋晚期∼金　定窯白瓷印花碗　口徑2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北宋晚期∼金　磁州窯類型　綠釉黑剔花長頸瓶　高35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花
白
瓷
碗
︵
圖
十
︶
，
印
花
紋
樣
雖
亦
屬

四
朵
花
纏
枝
葉
，
但
朵
花
和
葉
片
輪
廓
則

屬
單
線
勾
邊
，
其
年
代
似
乎
更
晚
。
從
印

花
螺
絲
釘
式
葉
紋
的
造
型
特
徵
與
磁
州
窯

類
型
作
品
所
見
同
類
紋
樣
的
比
較
︵
圖

十
一
︶
，
可
知
後
者
單
線
勾
邊
印
花
紋
六

花
口
碗
的
年
代
約
在
十
二
世
紀
前
期
，
即

北
宋
晚
期
至
金
代
初
期
製
品
；
而
原
大
維

德
基
金
會
藏
︵
現
歸
大
英
博
物
館
保
存
︶

的
金
大
定
二
十
四
年
︵
一
一
八
四
︶
紀
年

陶
模
︵
同
圖
二
︶
所
見
同
類
葉
紋
已
趨
華

麗
並
更
為
裝
飾
化
了
。

這
樣
看
來
，
定
窯
採
內
模
印
花
的

製
品
還
可
區
分
為
兩
類
，
一
類
是
如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清
宮
傳
世
的
花
口
碗

般
的
高
浮
雕
式
印
花
︵
同
圖
一
、
九
、

十
︶
，
該
類
作
品
的
紋
樣
保
留
了
較
多
金

銀
器
錘
揲
立
體
效
果
；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五
花
式
口
碗
之
外
，
遼
寧
省
十
一
世

紀
前
期
蕭
和
夫
婦
墓
的
印
花
碗
亦
為
一
例

︵
圖
十
二
︶
，
晚
迄
北
宋
末
期
至
金
代
仍

可
見
到
。
︵
同
圖
十
︶
另
一
類
則
是
北
宋

後
期
至
金
代
常
見
的
平
面
式
細
印
花
︵
圖

十
三
︶
，
後
者
圖
紋
豐
富
，
部
分
作
品
紋

飾
縝
密
，
不
僅
具
有
宋
代
緙
絲
甚
至
宋
畫

寫
生
般
的
布
局
或
場
景
，
也
是
宋
瓷
之
所

以
不
愧
為
瓷
史
古
典
的
有
著
高
完
成
度
、

已
然
脫
離
金
銀
器
流
風
的
成
熟
之
作
。

可
以
附
帶
一
提
的
是
，
韓
半
島
所
燒

造
被
視
為
十
二
世
紀
時
期
製
品
的
高
麗
青

瓷
印
花
碗
，
也
是
採
內
模
印
花
圖
紋
︵
圖

十
四
︶
，
但
其
花
葉
紋
樣
卻
酷
似
前
述
十

世
紀
末
至
十
一
世
紀
初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五
花
式
口
印
花
碗
。
︵
同
圖
一
︶

之
所
以
會
出
現
這
樣
的
時
代
落
差
，
若
非

是
韓
半
島
陶
工
採
用
了
具
有
﹁
古
風
﹂
的

圖十二a 　 北宋　白瓷印花碗　口徑16.4公分　 
中國遼寧省阜新遼蕭和夫婦墓（4號墓）出土

圖十二b　同上線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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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花
內
模
，
則
是
目
前
高
麗
青
瓷
的
編
年

還
有
檢
討
的
空
間
？
無
論
如
何
，
印
花
陶

模
不
僅
可
長
期
使
用
，
亦
可
複
製
，
甚
至

流
通
販
賣
。
上
述
印
花
陶
模
案
例
可
以
補

強
、
省
思
工
藝
史
上
所
謂
時
代
風
格
或
地

域
風
格
的
內
涵
。

關
於
﹁
琅
邪
深
甫
﹂
字
銘

前
已
提
及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清
宮
傳
世
定
窯
印
花
碗
，
圈
足
內
陰
刻

﹁
琅
邪
深
甫
﹂
四
字
︵
同
圖
一
︶
，
從
筆

劃
刻
痕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判
斷
是
入
窯
燒
成

之
後
才
在
釉
上
加
刻
而
成
地
。
由
於
︽
遵

生
八
牋
︾
的
作
者
同
時
也
是
定
窯
等
古
物

的
著
名
明
代
收
藏
家
高
濂
，
字
深
甫
，
因

此
很
容
易
讓
人
連
想
到
﹁
琅
邪
深
甫
﹂
碗

曾
經
高
濂
收
藏
，
︵
註
六
︶

並
在
他
鐫
刻
字

銘
之
後
才
流
入
清
宮
。

另
一
方
面
，
民
間
私
人
藏
品
當
中

包
括
一
件
傳
說
是
近
年
採
集
自
浙
江
省

杭
州
南
宋
臨
安
皇
城
遺
址
的
定
窯
印
花
雙

魚
紋
盤
碟
殘
片
︵
圖
十
五
︶
，
從
標
本

圈
足
著
地
處
施
釉
，
以
及
內
底
的
印
花

雙
魚
紋
與
江
蘇
省
江
浦
南
宋
慶
元
五
年

︵
一
一
九
九
︶
張
同
之
夫
婦
墓
出
土
的
定

世
紀
金
代
，
但
兩
者
﹁
深
甫
﹂
字
跡
相

近
，
應
屬
同
時
代
甚
至
是
由
相
同
作
坊
工

匠
所
鐫
刻
。
如
果
以
上
推
論
無
誤
，
則
對

於
鐫
刻
者
而
言
，
﹁
琅
邪
深
甫
﹂
白
瓷
碗

已
是
百
年
以
前
的
古
物
了
。

從
字
面
推
敲
，
秦
至
唐
代
在
今
河

南
省
中
部
設
潁
川
郡
，
先
秦
至
唐
稱
今
山

東
省
青
島
一
帶
為
琅
邪
，
故
﹁
潁
川
﹂
和

﹁
琅
邪
﹂
或
指
地
名
，
﹁
深
甫
﹂
則
似
人

名
。
其
次
，
設
若
前
述
﹁
穎

川

深
甫
﹂

銘
定
窯
瓷
片
確
出
自
臨
安
皇
城
遺
址
，
則

其
刻
銘
的
年
代
則
應
上
溯
南
宋
。
就
此
而

言
，
北
宋
學
者
王
回
︵
一○

二
三

∼

一○

六
五
︶
，
字
深
甫
，
嘉
祐
二
年
︵
一○

五
七
︶
進
士
，
任
衛
真
縣
主
簿
，
稱
病
不

就
，
退
居
潁
州
，
同
一
時
期
的
文
學
兼
科

學
家
蘇
頌
︵
一○

二○

∼

一
一○

一
︶
曾

知
潁
州
，
有
︿
補
和
王
深
甫
潁
州
西
湖
四

篇
﹀
詩
傳
世
，
不
過
我
們
很
難
據
此
逕
行

推
測
王
深
甫
其
人
和
前
述
定
窯
銘
文
所
見

﹁
穎
川
深
甫
﹂
有
關
。
相
對
的
，
南
宋
丞

相
謝
深
甫
︵
一
一
三
九

∼

一
二○

四
︶
，

字
子
肅
，
封
申
國
公
，
改
封
魯
國
公
，
官

職
顯
赫
，
孫
女
道
清
又
是
理
宗
皇
后
，
追

封
信
王
，
改
封
魯
王
。
由
於
﹁
穎

川

深

甫
﹂
定
窯
瓷
片
傳
出
自
臨
安
皇
城
遺
址
，

故
不
排
除
定
窯
銘
文
所
見
﹁
深
甫
﹂
是
指

理
宗
皇
后
祖
父
謝
深
甫
？
如
果
以
上
推
論

不
誤
，
那
麼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的

這
件
定
窯
白
瓷
印
花
碗
在
進
入
清
宮
之

前
，
曾
經
是
南
宋
宮
廷
收
貯
的
古
物
。

作
者
為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藝
術
史
研
究
所
教
授

窯
印
花
魚
紋
碗
相
近
︵
註
七
︶

，
推
測
其
應

是
金
代
陶
工
採
用
覆
燒
技
法
所
燒
成
。
有

趣
的
是
，
該
定
窯
殘
件
外
底
亦
於
燒
成
後

陰
刻
﹁

深
甫
﹂
等
字
，
從
字
銘
排
列
可

以
推
測
﹁

﹂
字
下
方
已
缺
佚
部
位
應
另

有
字
，
有
可
能
原
係
刻
﹁

□

深
甫
﹂
四

字
銘
，
而
其
﹁

﹂
字
筆
劃
酷
似
臺
灣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另
一
件
定
窯
白
瓷
大
碗

碗
底
所
見
﹁
穎
川
記
﹂
銘
︵
圖
十
六
︶
之

﹁
穎
﹂
字
，
故
不
排
除
﹁

□

深
甫
﹂
原

應
為
﹁
穎
川
深
甫
﹂
？
穎
川
即
潁
川
，
秦

至
唐
代
設
潁
川
郡
，
轄
境
在
今
河
南
省
中

部
，
因
潁
水
流
經
境
內
而
得
名
。
儘
管
故

宮
藏
﹁
琅
邪
深
甫
﹂
碗
的
時
代
約
在
十
世

紀
末
至
十
一
世
紀
北
宋
前
期
，
而
該
印
花

雙
魚
瓷
片
的
年
代
則
要
晚
迄
十
二
至
十
三

圖十三　北宋∼金　定窯印花蓮塘鴛鴦碟　口徑14.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四　高麗青瓷印花碗　口徑14.5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十五a　定窯印花瓷片　傳臨安皇城遺址出土 圖十五b　同上圈足「□□深甫」刻銘

圖十六a　 「穎川記」銘定窯大缽  口徑2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b  同上背圖

圖十六c  同上  圈足內字銘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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