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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隆
皇
帝
收
藏
的
汝
窯

如
果
從
收
藏
印
記
著
手
，
那
麼
器
底

鐫
刻
有
御
製
詩
，
以
及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組

合
陶
瓷
多
寶
格
之
際
收
入
典
藏
圖
錄
中
的

汝
窯
，
因
刻
詩
或
圖
錄
製
作
的
背
後
均
有

皇
帝
親
自
降
旨
交
辦
的
流
程
，
而
間
接
提

乾
隆
皇
帝
的
汝
窯
鑑
賞
觀

及
識
別
歷
程

余
佩
瑾

供
了
確
實
有
據
的
線
索
，
讓
後
人
得
以
從

中
重
建
一
個
流
傳
有
緒
的
脈
絡
，
故
毫
無

疑
問
可
以
將
這
些
作
品
看
成
是
乾
隆
皇
帝

經
手
鑑
識
的
收
藏
。
那
麼
據
此
原
則
對
比

實
物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所
發
現
鐫
刻
有
御

製
詩
的
二
十
一
件
汝
窯
，
和
收
進
圖
錄
中

的
四
件
汝
窯
，
則
能
作
為
探
討
、
觀
察
乾

隆
皇
帝
識
別
汝
窯
的
基
礎
素
材
。

多
寶
格
圖
錄
中
的
汝
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臺
北

故
宮
︶
共
收
藏
有
四
本
陶
瓷
圖
冊
，
根
據

南
宋
人
視
野
下
獨
佔
鰲
頭
的
北
宋
汝
窯
，
由
於
傳
世
稀
少
，
備
受
歷
來
鑑
賞
家
青
睞
。
時
至
今

日
，
其
獨
特
的
釉
色
與
燒
造
工
藝
仍
然
超
越
群
倫
，
堪
稱
永
恆
的
經
典
。
回
溯
汝
窯
研
究
史
，

一
九
三○
年
代
，
大
衛
德
爵
士
因
承
辦
倫
敦
中
國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會
而
有
機
緣
論
汝
窯
，
文
中
除

了
考
證
文
獻
記
載
中
的
汝
窯
釉
色
和
燒
造
背
景
之
外
，
也
引
用
乾
隆
皇
帝
的
御
製
詩
來
印
證
所

說
。
當
時
空
進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謝
明
良
教
授
綜
述
北
宋
官
窯
的
研
究
，
同
樣
回
顧
了
一
部
分
乾

隆
皇
帝
的
鑑
賞
觀
。
兩
位
前
輩
穿
越
時
空
對
談
，
雖
然
高
度
無
法
企
及
，
但
確
實
從
中
獲
得
許
多

啟
發
。
有
鑑
於
此
，
本
文
嘗
試
從
乾
隆
皇
帝
收
藏
過
的
汝
窯
探
討
他
的
鑑
賞
觀
，
並
淺
析
一
段
鮮

為
人
知
的
識
別
歷
程
，
以
作
為
觀
摩
學
習
的
紀
錄
。

北宋　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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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記
事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檔
︾
︶
所
錄
，

這
四
本
陶
瓷
圖
冊
最
初
正
像
目
前
仍
然
維

持
著
原
狀
收
藏
狀
態
的
﹁
笵
金
作
則
﹂
一

樣
，
是
四
組
瓷
器
多
寶
格
中
的
圖
錄
。

其
中
︽
埏
埴
流
光
︾
多
寶
格
組
合
於
乾
隆

二
十
至
二
十
一
年
之
間
︵
一
七
五
五

∼

一
七
五
六
︶
，
畫
中
的
﹁
宋
汝
窯
磬
口

洗
﹂
，
經
與
傳
世
實
物
比
對
，
極
可
能
是

中
國
國
家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汝
窯
。
而
﹁
宋

和
﹁
以
官
窯
較
之
，
質
製
滋
潤
﹂
，
﹁
所

謂
官
者
，
燒
於
宋
修
內
司
中
，
為
官
家
造

也
。
窯
在
杭
之
鳳
凰
山
下
，
︙
﹂
的
進
一

步
演
繹
。

鐫
刻
御
製
詩
的
汝
窯

就
傳
世
刻
有
御
製
詩
的
汝
窯
瓷
器

而
言
，
如
果
交
叉
比
對
乾
隆
皇
帝
歌
詠
汝

窯
的
御
製
詩
，
和
刻
有
御
製
詩
的
汝
窯
，

可
以
發
現
其
中
存
在
一
個
複
雜
的
識
別

歷
程
與
鑑
賞
問
題
。
也
就
是
說
乾
隆
皇
帝

實
際
歌
詠
汝
窯
的
御
製
詩
傳
世
只
見
七

首
，
其
中
四
首
鐫
刻
到
七
件
汝
窯
瓷
器
的

底
部
。
而
剩
餘
的
三
首
中
，
︿
題
汝
窯
奉

華
盤
﹀
目
前
尚
未
發
現
鐫
刻
的
例
證
，
餘

兩
首
︿
詠
汝
窯
瓷
枕
﹀
和
︿
題
汝
窯
雙
耳

瓶
﹀
，
則
分
別
鐫
刻
到
鈞
窯
和
當
朝
瓷
器

上
。
那
麼
二
十
一
件
刻
有
御
製
詩
的
汝
窯

中
，
七
件
刻
有
詠
汝
窯
詩
的
作
品
，
無
疑

可
視
為
是
乾
隆
皇
帝
識
別
出
來
的
汝
窯
。

其
餘
十
四
件
同
樣
刻
有
御
製
詩
的
汝
窯
，

依
照
御
題
詩
名
和
詩
文
內
容
，
則
可
追
溯

出
它
們
其
實
是
被
當
成
﹁
修
內
司
窯
﹂
、

﹁
北
宋
官
窯
﹂
和
﹁
章
生
二
窯
﹂
來
歌

而
色
微
青
，
是
汝
之
次
，
而
優
於
官
之
上

也
﹂
地
陳
述
個
人
的
鑑
賞
觀
，
但
若
對
照

︽
遵
生
八
牋
︾
，
而
不
難
理
解
乾
隆
皇
帝

的
觀
點
乃
出
自
該
書
中
有
關
﹁
汝
窯
，
︙

其
色
卵
白
，
汁
水
瑩
厚
，
如
堆
脂
然
﹂
，

汝
窯
舟
形
筆
洗
﹂
因
帶
有
印
花
紋
飾
，
故

可
能
是
臺
北
故
宮
或
大
英
博
物
館
所
藏
底

心
帶
有
印
紋
的
同
類
作
品
。

︽
燔
功
彰
色
︾
多
寶
格
組
合
於
乾
隆

二
十
一
至
二
十
二
年
之
間
︵
一
七
五
六

∼

一
七
五
七
︶
，
畫
中
的
﹁
宋
汝
窯
碟
﹂

︵
圖
一
︶
圈
足
出
現
一
道
橫
線
縮
釉
痕
，

且
底
部
帶
有
﹁
乙
﹂
字
銘
，
反
映
出
正
像

北
京
故
宮
的
藏
品
。
至
於
﹁
宋
汝
窯
舟
形

筆
洗
﹂
︵
圖
二
︶
，
因
口
沿
存
在
一
點
金

彩
修
補
痕
，
而
明
顯
地
能
和
大
英
博
物
館

的
收
藏
品
做
一
對
照
，
傳
達
出
以
該
件
作

品
入
畫
的
可
能
性
。

︽
珍
陶
萃
美
︾
多
寶
格
組
合
於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八
六
︶
左
右
，
畫
中

的
﹁
宋
汝
窯
蟠
龍
洗
﹂
於
一
九
六○

年
代

出
版
的
︽
故
宮
瓷
器
錄
︾
中
已
被
修
正
為

﹁
南
宋
修
內
司
官
窯
粉
青
雕
龍
圓
洗
﹂
，

後
來
謝
明
良
教
授
撰
文
再
度
確
認
是
﹁
南

宋
官
窯
青
瓷
龍
紋
洗
﹂
，
並
且
據
以
指
出

該
件
作
品
正
是
乾
隆
皇
帝
把
南
宋
官
窯
當

作
汝
窯
的
例
子
。

這
幾
本
多
寶
格
圖
錄
透
露
出
乾
隆

二
十
年
左
右
，
乾
隆
皇
帝
主
要
依
賴
宋
人

葉
寘
︽
坦
齋
筆
衡
︾
和
明
人
高
濂
︽
遵
生

八
牋
︾
兩
本
書
來
識
別
汝
窯
瓷
器
。
即
使

在
個
別
作
品
的
說
明
中
另
外
加
上
個
人
的

品
評
，
如
︽
燔
功
彰
色
︾
冊
中
強
調
﹁
汝

窯
質
釉
稍
厚
﹂
，
或
是
﹁
此
器
口
足
皆
白

圖一　清　乾隆　《燔功彰色》　冊　宋汝窯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　清　乾隆　《燔功彰色》　冊　宋汝窯舟形筆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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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

如
果
觀
察
刻
有
汝
窯
詩
的
汝
窯
，
依

照
署
款
時
間
先
後
，
可
得
知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七
六
︶
降
旨
鐫
刻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青
瓷
盤
︵
圖
三
︶
，
在
︿
詠
汝
窯
盤

子
﹀
詩
中
追
述
了
宋
人
周
煇
︽
清
波
雜

志
︾
︵
一
一
九
二
︶
中
對
於
﹁
汝
窯
宮

中
禁
燒
，
內
有
瑪
瑙
末
為
油
，
惟
供
御
揀

退
，
方
許
出
賣
﹂
的
記
載
。
由
於
這
首
詩

在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
一
七
七
九
︶
又
被
鐫

刻
到
其
他
三
件
汝
窯
瓷
器
的
底
部
。
而
讓

筆
者
以
為
當
可
將
此
詩
看
成
是
乾
隆
皇
帝

對
汝
窯
的
基
本
認
識
。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七
七
︶
降
旨

鐫
刻
北
京
故
宮
收
藏
的
青
瓷
碗
，
在
︿
詠

汝
窯
碗
﹀
詩
中
感
歎
汝
窯
窯
場
不
再
，
緬

懷
之
餘
，
也
警
惕
自
己
務
必
記
取
宋
徽
宗

玩
物
喪
國
的
教
訓
。
但
是
誠
如
謝
明
良
教

授
指
出
般
，
令
人
深
感
不
解
的
是
乾
隆
皇

帝
彷
彿
完
全
忘
記
了
他
曾
經
歌
詠
過
的
汝

窯
碗
，
於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八
六
︶

時
，
竟
然
降
旨
將
一
首
︿
題
鈞
窯
碗
﹀
詩

刻
到
造
型
與
之
相
似
，
目
前
收
藏
於
大
英

博
物
館
的
汝
窯
碗
，
表
現
出
一
種
鈞
汝
不

分
的
鑑
賞
觀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七
八
︶
降
旨

鐫
刻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青
瓷
紙
槌
瓶
︵
圖

四
︶
，
在
︿
詠
汝
窯
瓶
﹀
詩
中
轉
述
了
宋

人
葉
寘
︽
坦
齋
筆
衡
︾
中
﹁
本
朝
以
定
州

白
瓷
有
芒
不
堪
用
，
遂
命
汝
州
造
青
窯

器
，
故
河
北
唐
鄧
耀
州
悉
有
之
，
汝
窯
為

魁
﹂
的
記
載
，
同
時
在
詩
注
中
也
透
露
其

實
是
根
據
︽
輟
耕
錄
︾
中
輯
錄
的
︽
坦
齋

筆
衡
︾
來
掌
握
汝
窯
的
資
訊
。
對
於
作
品

底
部
另
外
存
在
的
﹁
奉
華
﹂
兩
字
銘
，
也

指
出
：
﹁
內
府
有
汝
窯
盤
，
底
鐫
奉
華
二

字
。
考
奉
華
乃
宋
高
宗
劉
貴
妃
之
號
，
妃

善
畫
，
每
用
奉
華
印
，
此
瓶
釉
色
製
法
與

盤
無
異
，
亦
刻
奉
華
二
字
﹂
。
表
達
出
他

其
實
是
透
過
清
宮
舊
藏
﹁
奉
華
﹂
銘
盤
的

釉
色
特
徵
︵
圖
五
︶
，
判
斷
這
件
作
品
的

窯
口
。
同
時
對
於
﹁
奉
華
﹂
兩
字
銘
也
進

行
一
番
考
證
，
進
一
步
說
明
該
品
和
南
宋

劉
貴
妃
的
關
係
。

乾
隆
六
十
年
︵
一
七
九
五
︶
降
旨

鐫
刻
現
藏
大
英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青
瓷
盤
，

在
︿
題
汝
窯
盤
子
﹀
詩
中
，
一
方
面
感
歎

像
汝
窯
這
樣
的
優
質
瓷
器
，
傳
世
罕
見
。

另
一
方
面
也
將
汝
窯
和
修
內
司
窯
連
在
一

起
。
流
露
出
他
眼
界
下
的
修
內
司
窯
，
其

實
可
上
溯
至
北
宋
。

如
同
前
文
所
言
，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御

題
，
從
中
只
揀
選
出
四
首
詠
汝
窯
詩
，
那

麼
剩
下
的
三
首
詩
刻
到
什
麼
作
品
上
呢
？

事
實
上
，
一
直
到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七
七
︶
方
被
輯
錄
進
御
製
詩
集
中

的
第
一
首
︿
詠
汝
窯
瓷
枕
﹀
，
其
實
是
刻

到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鈞
窯
瓷
枕
底
部
。

圖三　北宋　汝窯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北宋　汝窯青瓷奉華紙槌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北宋　汝窯奉華銘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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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六
︶
透
露
出
乾
隆
皇
帝
不
僅
將
鈞
窯

瓷
枕
看
成
是
北
宋
製
品
，
同
時
也
以
﹁
色

潤
瑪
瑙
油
﹂
呼
應
︽
清
波
雜
志
︾
中
的
記

載
，
再
度
表
現
出
鈞
汝
不
分
的
鑑
賞
觀
。

第
二
首
︿
題
汝
窯
奉
華
盤
﹀
，
對
照

傳
世
品
，
明
顯
可
知
正
是
歌
詠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奉
華
銘
碟
。
︵
圖
五
︶
詩
中
透
過

清
人
吳
焯
︵
一
六
七
六

∼

一
七
三
三
︶
所

著
︽
南
宋
雜
事
詩
︾
，
追
溯
出
﹁
奉
華
﹂

兩
字
銘
代
表
劉
貴
妃
，
那
麼
鐫
刻
有
奉
華

銘
的
汝
窯
碟
，
正
是
經
過
劉
貴
妃
珍
藏
的

標
記
。

第
三
首
︿
題
汝
窯
雙
耳
瓶
﹀
，
在

乾
隆
皇
帝
的
諭
旨
下
，
鐫
刻
至
清
仿
汝
釉

貫
耳
瓶
的
底
部
。
︵
圖
七
︶
由
於
該
件
作

品
已
經
經
由
謝
明
良
教
授
指
證
出
是
一
件

形
、
釉
都
和
大
英
博
物
館
收
藏
帶
﹁
大
清

乾
隆
年
製
﹂
款
的
當
朝
官
窯
相
似
，
故
可

將
該
品
作
為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御
題
當
朝
官

窯
的
例
證
。

至
於
其
他
十
四
件
鐫
刻
有
御
製
詩

的
汝
窯
，
詩
中
的
鑑
賞
觀
為
何
？
同
樣

依
照
御
題
時
間
先
後
，
而
可
得
知
，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
一
七
六
一
︶
降
旨
將
︿
猧
食

盆
﹀
鐫
刻
到
無
紋
水
仙
盆
底
部
。
就
目
前

的
御
題
款
識
看
來
，
這
件
作
品
應
該
是
最

早
獲
得
御
題
的
汝
窯
瓷
器
。
︵
圖
八
︶
乾

隆
皇
帝
在
御
製
詩
的
詩
注
中
以
﹁
實
宋
修

內
司
窯
器
也
﹂
，
表
示
他
將
汝
窯
水
仙
盆

看
成
是
修
內
司
窯
器
的
產
品
。
同
一
首
詩

也
被
刻
到
另
外
兩
件
水
仙
盆
的
底
部
，
但

無
標
示
鐫
刻
時
間
。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七
四
︶
，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將
︿
題
官
窯
碟
子
﹀
分
別
鐫

刻
在
收
藏
於
臺
北
和
北
京
兩
個
故
宮
的
三

件
青
瓷
盤
底
部
。
︵
圖
九
、
十
、
十
一
︶

詩
中
以
﹁
秘
器
猶
存
修
內
遺
﹂
將
該
器
視

圖六　元　鈞窯天藍紫斑如意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七　清　仿汝釉月白八方貫耳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北宋　汝窯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北宋　「丙」字銘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北宋　汝窯「丙」字銘青瓷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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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是
修
內
司
窯 

。
又
因
這
三
件
作
品
的

外
底
心
均
存
在
一
個
﹁
丙
﹂
字
，
故
引
發

他
視
之
為
等
第
記
號
的
聯
想
。
也
因
如

此
，
讓
他
在
詩
中
表
達
出
凡
被
古
人
看
成

是
為
丙
等
的
瓷
器
，
絕
對
有
提
升
至
甲

等
的
身
價
。
相
同
的
作
法
，
亦
可
上
溯
至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降
旨
鐫
刻

︿
詠
官
窯
盤
子
﹀
視
﹁
甲
﹂
字
為
甲
等
標

記
，
並
且
下
達
﹁
內
府
古
器
列
上
等
者
，

匣
座
皆
刻
甲
字
﹂
的
裁
示
。
甚
至
進
一
步

延
伸
至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
一
七
八
九
︶
降

旨
鐫
刻
︿
戲
題
官
窯
盤
子
﹀
，
面
對
外
底

已
然
存
在
的
﹁
甲
﹂
字
，
仍
舊
陳
述
以
古

﹁
丙
﹂
為
今
﹁
甲
﹂
的
想
法
。

乾
隆
四
十
年
︵
一
七
四
五
︶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將
︿
詠
官
窯
溫
壺
﹀
鐫
刻
在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青
瓷
膽
瓶
底
部
。
詩
中
以

﹁
生
二
精
陶
實
出
群
﹂
，
說
明
他
將
該
件

作
品
看
成
是
章
生
二
窯 

。
那
麼
進
一
步
追

溯
御
製
詩
文
的
內
涵
，
也
發
現
乾
隆
皇
帝

筆
下
的
章
生
二
窯
和
哥
窯
，
存
在
著
或
龍

泉
或
杭
州
，
一
種
游
移
兩
處
、
舉
棋
不
定

的
觀
點
。
反
映
出
他
和
現
代
學
者
一
樣
，

即
使
如
實
參
考
文
獻
記
載
依
然
存
在
無

法
進
一
步
解
決
問
題
的
困
擾
。
同
一
年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御
題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青
瓷

盤
，
透
過
︿
詠
官
窯
盤
﹀
說
明
他
將
該
件

作
品
看
成
是
修
內
司
窯
。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四
六
︶
，
降

旨
御
題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青
瓷
紙
槌
瓶
，

在
︿
題
官
窯
瓶
﹀
詩
中
將
該
件
作
品
看
成

是
章
生
二
窯
。
這
個
情
形
如
同
前
述
汝
窯

碗
，
分
明
面
對
同
一
形
制
的
瓶
子
，
但
卻

將
一
件
看
成
是
汝
窯
，
另
一
件
為
章
生
二

窯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七
八
︶
，

降
旨
御
題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另
一
件
青
瓷

盤
，
在
︿
詠
官
窯
盤
子
﹀
詩
中
，
盛
讚
該

件
瓷
器
足
以
作
為
宋
瓷
代
表
。
同
一
年
，

又
在
北
京
故
宮
所
藏
青
瓷
三
足
洗
底
部
御

題
︿
詠
官
窯
三
足
洗
﹀
，
視
該
件
作
品
為

北
宋
瓷
器
。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八
六
︶
降
旨

御
題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青
瓷
盤
，
在
︿
詠

官
窯
盤
子
﹀
的
詩
注
中
追
溯
了
宋
人
陸
游

︽
老
學
庵
筆
記
︾
及
明
人
田
藝
衡
︽
留
青

日
札
︾
中
的
相
關
記
載
。
由
於
該
兩
部
書

主
要
論
述
與
汝
窯
相
關
的
種
種
記
事
，
故

讓
筆
者
以
為
乾
隆
皇
帝
引
述
發
表
，
正
表

達
他
將
汝
窯
看
成
是
北
宋
官
窯
的
想
法
。

前
述
無
論
是
﹁
修
內
司
窯
﹂
和
﹁
章
生
二

窯
﹂
，
藉
由
御
製
詩
文
的
傳
達
，
而
得
知

在
乾
隆
皇
帝
視
野
下
，
一
律
將
之
視
為
是

北
宋
的
官
窯
。

識
別
歷
程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經
手
收
藏
的
汝
窯
，

可
以
歸
納
出
他
以
汝
窯
為
汝
窯
，
以
汝
窯

為
北
宋
官
窯
，
以
汝
窯
為
修
內
司
窯
，
以

汝
窯
為
鈞
窯
，
以
汝
窯
為
章
生
二
窯
，
和

以
鈞
窯
為
汝
窯
，
以
南
宋
官
窯
為
汝
窯
，

以
及
也
以
當
朝
官
窯
為
汝
窯
等
複
雜
多

變
，
又
糾
結
不
清
的
觀
點
。
雖
然
如
此
，

我
們
也
無
法
忽
略
乾
隆
皇
帝
鑑
賞
、
識
別

和
御
題
汝
窯
的
時
間
多
半
發
生
於
乾
隆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以
後
，
整
個
背
景

牽
涉
到
他
著
手
整
理
、
重
建
清
宮
典
藏
的

實
際
作
為
。
但
由
於
本
文
旨
在
探
討
乾
隆

皇
帝
識
別
汝
窯
的
歷
程
，
故
以
下
只
針
對

以
汝
窯
為
汝
窯
的
觀
點
進
行
說
明
。

最
令
筆
者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
在
︽
活

計
檔
︾
記
事
中
登
錄
了
一
箱
流
傳
於
雍
乾

兩
朝
的
汝
窯
瓷
器
。
雖
然
目
前
尚
無
法
追

溯
出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九
︶
︵
匣
作
：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條
︶
下
所
出
現
的
汝
窯

箱
從
何
而
出
，
然
而
箱
內
收
存
的
青
瓷

在
當
時
已
標
示
出
汝
窯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
圖
十
二
︶
而
且
裝
箱
清
單
中
存
在
一

筆
﹁
奉
華
字
圓
筆
洗
一
件
﹂
，
和
兩
筆

﹁
丙
字
圓
筆
洗
二
件
﹂
，
因
充
分
能
和
傳

世
品
對
照
，
故
說
明
乾
隆
皇
帝
鑑
賞
之

前
，
其
實
早
有
宮
廷
文
物
專
家
辨
識
出
汝

窯
，
而
此
份
鑑
識
觀
點
日
後
也
影
響
他
判

斷
的
考
量
。
依
照
雍
正
朝
︽
活
計
檔
︾
的

記
事
，
這
箱
汝
窯
被
提
出
後
，
雍
正
皇

帝
降
旨
為
每
件
汝
窯
瓷
器
配
製
新
的
錦

匣
，
整
個
工
作
一
直
進
行
到
雍
正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四
︶
才
告
完
成
。
如
果
將
這
段

記
事
對
照
乾
隆
十
六
年
︽
活
計
檔
︾
記
事

中
所
出
現
一
箱
名
為
﹁
品
重
青
瑤
﹂
的
汝

窯
︵
匣
作
：
十
一
月
初
三
日
條
︶
，
當
能

從
中
溯
及
流
通
的
經
過
。

根
據
乾
隆
朝
記
事
所
示
，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為
已
見
蟲
蛀
的
內
匣
更
換
木
胎
，

該
木
箱
的
外
箱
為
洋
漆
箱
，
內
裝
二
十
三

匣
共
計
二
十
八
件
汝
窯
碟
。
此
一
材
料
對

比
雍
正
七
年
裝
有
二
十
九
件
汝
窯
的
洋
漆

圖十一　北宋　汝窯「丙」字銘青瓷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二　清　雍正7年（1729）　匣作：四月二十七日條「洋漆箱」



2015年3月　2627　故宮文物月刊·第384期

乾隆皇帝的汝窯鑑賞觀及識別歷程

文物脈絡

箱
，
除
了
外
箱
具
有
高
度
的
相
似
性
外
，

因
雍
正
十
年
雍
正
皇
帝
曾
從
洋
漆
汝
窯
箱

中
提
取
一
件
︿
三
足
汝
窯
洗
﹀
留
在
身
旁

使
用
︵
匣
作
：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條
︶
，
而

青
瓷
碗
，
透
過
該
畫
所
示
口
沿
鑲
嵌
銅
釦

的
特
徵
，
而
可
瞭
解
畫
中
所
見
瓷
器
正
是

大
英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汝
窯
青
瓷
碗
。
通
過

該
碗
內
底
存
在
的
御
製
詩
，
同
樣
可
追
出

一
件
汝
窯
青
瓷
碗
從
雍
正
朝
傳
留
至
乾
隆

朝
的
情
形
。
︵
圖
十
四
︶

同
樣
的
，
傳
世
四
件
﹁
丙
﹂
字
銘

汝
窯
青
瓷
碟
︵
其
中
一
件
收
藏
於
臺
北

故
宮
，
另
外
三
件
收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
，

則
明
顯
地
能
對
照
雍
正
朝
汝
窯
箱
中
存

在
的
兩
筆
﹁
丙
字
圓
筆
洗
兩
件
﹂
︵
圖

十
五
︶
，
從
其
中
三
件
器
底
均
鐫
刻
同
一

首
御
製
詩
，
而
能
印
證
乾
隆
朝
汝
窯
收
藏

傳
承
自
雍
正
朝
的
史
實
。
加
上
前
述
深
刻

開
啟
乾
隆
皇
帝
視
野
的
﹁
奉
華
﹂
銘
圓
筆

洗
，
也
屬
於
雍
正
朝
汝
窯
箱
中
的
一
件
作

品
，
再
再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對
汝
窯
的
識

別
，
確
實
有
一
部
分
承
襲
自
雍
正
朝
。 

那
麼
雍
正
朝
對
汝
窯
的
認
識
來
自
於

何
處
？
依
常
理
判
斷
，
承
接
自
康
熙
朝
的

收
藏
與
識
別
成
果
是
其
中
一
個
可
能
性
，

雖
然
雍
正
皇
帝
檢
視
康
熙
朝
留
下
來
的
百

事
件
不
見
得
和
識
別
出
汝
窯
有
關
︵
匣

作
：
正
月
二
十
七
日
條
︶
，
但
是
重
整
的

處
理
方
式
即
透
露
出
對
前
朝
收
藏
積
極
加

以
理
解
的
態
度
。
由
於
筆
者
目
前
所
能
掌

握
到
的
康
熙
朝
資
料
十
分
有
限
，
因
此
以

下
僅
就
雍
乾
兩
朝
狀
況
進
行
梳
理
。
如

果
從
仿
燒
的
背
後
勢
必
要
理
解
臨
仿
的
對

象
，
那
麼
除
了
前
述
汝
窯
箱
之
外
，
︿
陶

成
紀
事
碑
記
﹀
︵
一
七
三
五
︶
的
仿
燒
品

目
或
是
另
一
個
值
得
觀
察
的
面
向
。
對
實

際
駐
廠
監
造
燒
瓷
的
唐
英
而
言
，
當
他
總

結
雍
正
官
窯
燒
過
的
各
種
釉
彩
時
，
曾
記

錄
一
類
﹁
一
仿
銅
骨
無
紋
汝
釉
，
仿
宋
器

貓
食
盆
、
人
面
洗
色
澤
﹂
的
作
品
。
而
此

﹁
貓
食
盆
﹂
、
﹁
人
面
洗
﹂
同
時
歸
併
於

仿
汝
釉
之
下
，
必
然
和
汝
窯
有
某
種
關

聯
。

事
實
上
，
﹁
貓
食
盆
﹂
和
汝
窯
的

關
係
，
可
以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御
製
詩
和

︽
活
計
檔
︾
記
事
來
理
解
。
亦
即
在
傳
世

品
中
，
共
有
五
件
水
仙
盆
刻
有
乾
隆
皇

帝
御
製
詩
，
其
中
三
件
是
北
宋
汝
窯
，

兩
件
是
清
仿
品
。
而
三
件
汝
窯
水
仙
盆
的

底
部
都
刻
著
同
一
首
﹁
猧
食
盆
﹂
詩
，
兩

件
清
仿
品
則
分
別
刻
出
﹁
題
官
窯
盆
﹂
和

﹁
詠
官
窯
盆
﹂
兩
首
詩
。
由
此
可
知
，
乾

圖十三　清　十二美人圖　鑑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清　雍正　古玩圖　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The British Museum）

圖十五　北宋　汝窯「丙」字銘青瓷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可
依
此
推
斷
乾
隆
朝
所
見
裝
有
二
十
八
件

汝
窯
的
洋
漆
箱
，
應
該
正
是
雍
正
朝
留
下

來
的
作
品
。
這
種
文
物
流
傳
的
現
象
，
亦

可
透
過
畫
中
瓷
器
見
證
整
個
經
過
。

如
表
現
雍
正
皇
帝
未
登
基
前
收
藏

狀
況
的
︿
十
二
美
人
圖
﹀
之
︿
鑑
古
﹀

軸
，
畫
中
的
汝
窯
水
仙
盆
和
三
足
洗
不

僅
同
時
和
臺
北
及
北
京
故
宮
的
藏
品
相

似
，
而
且
從
該
兩
件
作
品
器
底
均
刻
有
乾

隆
皇
帝
御
製
詩
，
而
可
追
溯
出
兩
件
汝
窯

從
康
熙
朝
流
傳
到
乾
隆
朝
的
經
過
。
︵
圖

十
三
︶
同
樣
的
情
形
亦
見
於
雍
正
六
年

︵
一
七
二
八
︶
︿
古
玩
圖
﹀
卷
中
的
汝
窯



2015年3月　2829　故宮文物月刊·第384期

乾隆皇帝的汝窯鑑賞觀及識別歷程

文物脈絡

隆
皇
帝
降
旨
御
題
時
是
將
水
仙
盆
看
成
是

﹁
猧
食
盆
﹂
或
﹁
官
窯
盆
﹂
。
特
別
因

﹁
猧
﹂
字
在
康
熙
字
典
中
為
犬
名
，
係
指

小
狗
的
一
種
，
而
說
明
清
宮
將
水
仙
盆
的

器
形
看
成
是
寵
物
的
餵
食
盆
。
據
此
回
溯

活
計
檔
記
事
，
則
可
發
現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
一
七
六
七
︶
，
一
件
﹁
汝
窯
貓
食
盆
﹂

經
過
呈
覽
之
後
，
得
到
奉
旨
加
鑲
銅
釦
的

處
理
。
由
於
記
錄
顯
示
這
件
作
品
帶
有
木

座
，
木
座
內
並
且
儲
藏
一
本
冊
頁
︵
金
玉

作
：
正
月
初
八
日
條
︶
，
這
樣
的
注
記
不

由
得
令
人
聯
想
到
︽
故
宮
瓷
器
錄
︾
中
所

登
錄
一
件
帶
木
座
，
木
座
並
且
安
裝
可
以

開
啟
的
抽
屜
，
口
沿
也
加
嵌
銅
釦
的
汝
窯

水
仙
盆
︵
圖
十
六
︶
，
而
反
映
出
水
仙
盆

的
器
形
於
雍
乾
兩
朝
確
有
﹁
貓
食
盆
﹂
之

稱
。
不
過
因
傳
世
共
見
兩
件
口
嵌
銅
釦
的

汝
窯
水
仙
盆
，
故
檔
案
所
指
或
不
一
定
是

臺
北
故
宮
的
藏
品
，
也
有
可
能
是
指
大
阪

市
立
東
洋
陶
磁
美
術
館
的
收
藏
。

除
此
之
外
，
貓
食
盆
的
記
事
亦
可

上
溯
至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
當

時
太
監
胡
世
傑
交
出
一
件
﹁
汝
釉
貓
食

盆
﹂
，
這
件
作
品
隨
附
一
個
﹁
象
牙
茜

紅
座
﹂
，
座
內
﹁
安
磁
青
紙
摺
子
，
簽
子

寫
博
古
格
，
小
字
寫
雍
正
已
酉
集
成
﹂
，

流
露
出
該
件
﹁
汝
釉
貓
食
盆
﹂
原
本
收
藏

於
雍
正
朝
聚
組
完
成
的
博
古
格
中
︵
廣
木

作
：
九
月
初
四
日
條
︶
。
至
乾
隆
十
年

︵
一
七
四
五
︶
，
這
件
作
品
被
翻
製
成
木

樣
，
通
過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交
給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的
督
陶
官
唐
英
仿
燒
︵
江
西
：
五
月

初
一
日
條
︶
。
而
且
除
了
博
古
格
之
外
，

︽
活
計
檔
︾
記
事
也
記
錄
了
當
時
的
多
寶

格
中
還
儲
藏
著
另
外
一
件
貓
食
盆
︵
法
瑯

作
：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條
︶
。

博
古
格
和
多
寶
格
中
的
貓
食
盆
到

了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
一
七
六
六
︶
又
被

登
錄
成
﹁
官
窯
腰
圓
洗
﹂
︵
皮
裁
作
：

十
月
初
八
日
條
︶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七
八
︶
皇
帝
降
旨
御
題
一
件
﹁
官

窯
腰
圓
洗
﹂
︵
如
意
館
：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條
︶
，
由
於
該
件
作
品
的
木
座
加
裝
有

︿
御
臨
王
羲
之
帖
﹀
，
明
顯
地
能
和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清
仿
汝
釉
青
瓷
水
仙
盆
的
傳
世

原
狀
相
對
照
，
從
該
件
作
品
至
今
仍
然
隨

附
著
木
座
及
冊
頁
，
而
且
底
部
題
識
紀
年

亦
為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而
可
推
知
除
了

圖十六　北宋　汝窯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清　《御筆書畫合輯》冊頁　汝窯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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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
食
盆
﹂
之
外
，
水
仙
盆
器
於
乾
隆
朝

亦
有
﹁
腰
圓
洗
﹂
之
稱
。
同
樣
據
此
回
溯

雍
正
朝
的
檔
案
記
事
，
那
麼
雍
正
元
年
獲

得
加
裝
金
口
的
﹁
汝
窯
腰
圓
筆
洗
﹂
或
是

指
另
外
一
件
水
仙
盆
。
另
一
方
面
，
隨
著

文
物
頻
繁
的
移
動
，
通
過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
匣
裱
作
：
十
二
月
初
六

日
條
︶
、
四
十
二
年
︵
廣
木
作
：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條
︶
的
兩
則
記
事
，
也
可
獲
知

這
類
﹁
貓
食
盆
﹂
的
木
座
，
通
常
配
裝
有

皇
帝
御
筆
書
畫
冊
頁
，
從
中
表
露
出
乾
隆

皇
帝
對
汝
窯
水
仙
盆
的
認
識
即
使
傳
承
自

雍
正
朝
，
但
藉
由
木
座
抽
屜
所
加
置
的
御

筆
冊
頁
，
重
新
賦
予
一
件
作
品
一
個
全
新

的
陳
設
典
藏
面
貌
。
︵
圖
十
七
︶
至
於

御
製
詩
名
將
﹁
貓
食
盆
﹂
稱
為
﹁
猧
食

盆
﹂
，
或
是
將
犬
名
視
為
貓
科
之
故
。

那
麼
同
樣
出
現
在
︿
陶
成
紀
事
碑

記
﹀
中
的
人
面
洗
為
何
？
由
於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的
︽
活
計
檔
︾
記
事
曾
出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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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怡
親
王
允
祥
為
兩
件
古
磁
人
面
洗
配
作

合
牌
錦
匣
︵
匣
作
：
三
月
初
四
日
條
︶
，

可
間
接
可
推
知
唐
英
仿
燒
應
與
之
相
關
。

然
而
人
面
洗
究
指
何
物
？
其
器
形
依
照

︽
故
宮
物
品
點
查
報
告
︾
登
錄
的
﹁
哥
窯

人
面
洗
﹂
來
判
斷
，
應
該
指
耳
杯
一
類

作
品
。
加
上
明
人
陳
繼
儒
︽
妮
古
錄
︾
中

也
出
現
﹁
官
窯
人
面
杯
﹂
，
而
可
進
一
步

類
推
人
面
洗
或
是
明
清
以
來
對
瓷
耳
杯
的

一
種
說
法
。
尤
其
是
法
國
吉
美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仿
官
釉
青
瓷
耳
杯
底
部
刻
有
︿
詠
官

窯
瓶
﹀
御
製
詩
︵
圖
十
八
︶
，
間
接
說
明

該
類
作
品
和
清
官
窯
仿
燒
南
宋
官
窯
的
關

係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直
接
將
吉
美
博
物
館

的
藏
品
和
唐
英
仿
燒
作
一
連
結
，
而
視
為

是
雍
正
官
窯
的
成
品
，
同
時
該
件
作
品
分

明
是
一
件
耳
杯
，
但
器
底
卻
鐫
刻
歌
詠
瓷

瓶
詩
，
明
顯
文
不
對
題
。
然
而
若
考
慮
到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南
宋
官
窯
青
瓷
葵
花
碗

底
部
也
被
鐫
刻
上
︿
詠
官
窯
葵
花
盤
﹀

詩
，
同
樣
流
露
出
文
物
的
實
際
器
型
無
法

和
御
題
詩
名
互
為
呼
應
的
狀
況
，
而
無
法

排
除
御
題
屬
實
的
可
能
性
。
兼
且
該
首

︿
詠
官
窯
瓶
﹀
詩
中
乾
隆
皇
帝
猶
然
而
生

﹁
復
古
誠
知
不
易
云
﹂
的
感
嘆
，
讓
筆
者

以
為
恰
能
呼
應
︿
詠
汝
窯
盤
子
﹀
時
所
出

現
﹁
而
今
景
德
無
斯
法
﹂
的
感
想
，
故
仍

將
之
看
成
是
流
通
於
雍
乾
兩
朝
的
仿
官
實

例
。
以
此
對
照
︿
陶
成
紀
事
碑
記
﹀
的
記

載
，
說
明
雍
正
官
窯
仿
燒
官
、
汝
釉
色
，

存
在
一
種
無
法
完
全
區
隔
的
樣
貌
。

最
終
最
令
人
深
感
好
奇
的
是
，
雍

正
皇
帝
的
身
旁
究
竟
誰
有
眼
力
識
別
出
汝

窯
瓷
器
呢
？
其
實
翻
閱
雍
正
朝
活
計
檔
記

事
，
不
難
發
現
雍
正
皇
帝
身
旁
不
乏
利
眼

之
士
，
例
如
得
力
助
手
怡
親
王
具
有
辨
識

﹁
蓮
花
瓣
佛
尊
﹂
及
各
式
木
碗
的
能
力
，

而
西
洋
傳
教
士
郎
世
寧
曾
經
代
為
認
看

﹁
西
洋
字
﹂
，
玉
匠
陳
挺
秀
認
得
各
式
珍

玩
，
譚
宗
德
能
夠
辨
識
金
器
；
其
中
又
因

為
袁
景
劭
曾
於
雍
正
二
年
、
三
年
、
四
年

連
續
認
看
瓷
器
，
以
及
雍
正
七
年
雍
正
皇

帝
也
降
旨
﹁
燒
瓷
器
人
﹂
認
看
做
樣
瓷
器

︵
記
事
錄
：
四
月
十
一
日
條
︶
，
而
反
映

出
如
同
袁
景
劭
般
的
宮
廷
文
物
專
家
，
以

及
監
督
燒
瓷
的
年
希
堯
和
唐
英
都
可
能
是

識
別
出
汝
窯
瓷
器
的
人
員
。
特
別
是
唐
英

於
乾
隆
朝
仍
然
出
任
御
窯
廠
督
陶
官
，
以

及
也
仿
燒
﹁
汝
釉
貓
食
盆
﹂
，
除
了
接
續

了
雍
正
朝
以
來
的
發
展
脈
絡
之
外
，
乾
隆

朝
造
辦
處
中
新
出
現
專
門
鑑
識
各
個
窯
口

出
產
品
的
楊
起
雲
，
在
探
討
乾
隆
皇
帝
識

別
歷
程
中
，
或
也
可
將
之
列
入
，
看
成
是

持
續
辨
識
汝
窯
的
後
起
之
秀
。

總
之
，
觀
察
乾
隆
皇
帝
以
汝
窯
為

汝
窯
鑑
賞
觀
的
形
成
，
可
以
追
溯
出
他
識

別
歷
程
中
所
接
收
到
的
一
箱
傳
承
自
雍
正

朝
的
汝
窯
，
以
及
綜
合
歷
朝
宮
廷
文
物
專

家
的
鑑
識
經
驗
，
和
參
酌
文
獻
記
載
後
自

行
體
會
等
三
個
不
同
層
次
。
那
麼
以
古
鑑

今
，
他
時
而
清
晰
，
時
而
模
稜
兩
可
的
鑑

賞
觀
，
即
使
碰
觸
到
今
日
新
加
入
的
考
古

材
料
，
仍
然
有
其
加
以
省
思
借
鑑
之
處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十八　清　仿官釉青瓷耳杯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Guimet Muse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