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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保
九
如—

九
十
年
來
新
增
文
物
選
粹
特
展

器
物
篇

新
增
文
物
中
自
新
石
器
時
代
至
先
秦

的
玉
器
、
銅
器
、
陶
器
，
為
清
代
史
家
所

不
詳
者
，
卻
為
民
間
藏
家
索
之
於
商
賈
市

販
，
再
輾
轉
入
本
院
典
藏
、
展
示
，
擴
增

國
人
對
華
夏
文
化
淵
遠
時
空
的
認
識
。
又

如
皇
室
珍
藏
常
無
法
兼
及
民
間
日
用
、
市

肆
商
販
的
面
向
，
如
民
窯
瓷
器
、
明
清
貿

易
瓷
之
屬
，
或
如
畫
像
磚
、
陶
俑
等
墓
葬

明
器
、
戧
金
或
素
漆
器
，
悉
因
收
藏
家
慨

器
物
處
策
展
小
組

慷
捐
贈
，
或
因
時
購
入
，
得
能
充
實
本
院

典
藏
的
多
樣
性
與
完
整
性
。
文
物
捐
贈
者

多
為
具
有
公
義
情
懷
的
人
士
，
瞭
解
博
物

館
典
藏
久
遠
、
展
示
公
開
的
意
涵
，
傾
身

捐
輸
家
傳
珍
藏
而
不
悔
，
如
吉
星
福
、
譚

延
闓
等
仕
宦
之
家
的
捐
贈
，
延
續
晚
清
以

來
審
美
觀
；
而
張
大
千
、
江
兆
申
等
藝
術

家
遺
贈
作
品
，
更
開
啟
新
藝
術
篇
章
，
延

續
綿
延
不
絕
的
歷
史
長
河
。

本
單
元
分
為
三
個
子
單
元
，
就
古
玉

與
青
銅
、
陶
與
瓷
以
及
文
房
珍
玩
擇
其
精

品
，
藉
以
呈
現
本
院
典
藏
的
新
紀
元

補
闕
正
史—

玉
與
青
銅

近
九
十
年
的
考
古
發
現
，
大
幅
改
變

我
們
對
早
期
歷
史
的
認
識
。
本
單
元
陳
列

本
院
新
增
的
玉
器
和
青
銅
器
，
多
為
出
土

文
物
，
為
清
宮
舊
藏
較
為
罕
見
的
品
類
。

本
院
成
立
九
十
年
來
，
器
物
類
文
物
新
增
近
一
萬
五
千
件
，
幾
佔
典
藏
量
的
五
分
之
一
，
其
來
源

包
括
大
陸
時
期
的
考
古
、
購
藏
、
捐
贈
、
移
交
，
以
及
來
臺
台
後
的
捐
贈
與
購
藏
。
新
增
文
物
偏

重
於
本
院
闕
無
的
類
型
，
與
本
院
原
承
清
宮
舊
藏
禮
器
、
御
用
器
、
陳
設
珍
玩
等
精
緻
華
麗
的
器

用
大
相
逕
庭
，
但
能
為
本
院
增
補
建
構
更
完
備
的
中
國
器
物
史
發
展
脈
絡
。

 民國　刺繡柳蔭斑鳩、荷塘雙鶴屏風一對　寬68.3，高90.5公分　局部　吉星福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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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史
無
可
考
的
新
石
器
時
代
晚
期
玉

器
，
其
廣
深
的
信
仰
意
涵
和
藝
術
成
就
遠

超
過
一
般
人
的
理
解
。
至
於
商
周
以
降
的

玉
器
和
銅
器
，
莊
嚴
典
贍
，
所
載
文
字
如

篇
篇
原
典
，
既
補
經
傳
之
闕
無
，
也
可
刊

正
古
史
文
獻
的
真
舛
。
以
下
就
擇
其
要
介

紹
。

有
中
孔
的
圓
形
︿
玉
璧
﹀
是
玉
器

中
重
要
的
品
類
。
︵
圖
一
︶
由
鄧
淑
蘋
的

研
究
可
知
，
玉
璧
的
實
體
部
份
代
表
太
陽

一
年
四
季
在
天
上
的
運
轉
軌
跡
，
也
就
是

﹁
黃
道
﹂
，
而
中
央
圓
孔
代
表
宇
宙
中
永

恆
不
動
的
﹁
北
極
﹂
，
圓
璧
的
簡
單
造
形

蘊
含
了
古
人
深
奧
的
宇
宙
觀
，
實
為
重
要

禮
器
。
若
非
近
幾
十
年
的
考
古
發
掘
，
我

們
無
法
知
道
這
種
具
象
徵
意
義
的
玉
璧
在

新
石
器
時
代
晚
期
即
已
大
量
出
現
，
例

如
四
千
多
年
前
長
江
下
游
的
良
渚
文
化
，

以
及
黃
河
中
、
上
游
的
龍
山
文
化
、
齊
家

文
化
，
都
琢
製
大
量
的
玉
璧
，
本
件
玉
璧

即
屬
於
龍
山—

齊
家
系
統
。
本
器
最
特
殊

處
在
於
表
面
嵌
有
圓
形
和
勾
弦
形
的
綠
松

石
，
可
能
象
徵
日
與
月
，
正
吻
合
前
述
運

行
軌
跡
之
說
。

二
里
頭
文
化
時
期
︵
距
今
三
九○

○

年
至
三
五○

○

年
間
︶
，
為
青
銅
器
萌
芽

階
段
，
此
時
引
人
目
光
的
器
物
是
︿
綠
松

石
獸
面
牌
飾
﹀
。
︵
圖
二
︶
此
類
牌
飾
相

當
罕
見
，
目
前
除
了
甘
肅
天
水
出
土
一
件

相
類
似
的
牌
飾
外
，
其
餘
皆
為
河
南
出

土
。
製
作
工
序
是
先
鑄
造
出
青
銅
輪
廓
，

再
鑲
貼
數
百
塊
綠
松
石
方
形
薄
片
。
青
銅

未
鏽
蝕
前
的
原
色
為
金
黃
色
，
可
以
想
像

牌
飾
金
碧
輝
煌
的
原
始
美
感
。
而
由
外
廓

穿
孔
及
整
體
弧
度
推
測
，
應
是
固
定
綁
縛

在
某
件
器
物
之
上
，
也
有
可
能
是
特
殊
身

分
人
物
的
臂
飾
。
整
體
以
簡
練
的
線
條
勾

勒
，
形
成
簡
約
暢
快
的
視
覺
效
果
，
實
乃

早
期
青
銅
文
明
的
代
表
。

西
周
是
青
銅
文
明
成
熟
之
時
，
此
時

青
銅
器
多
作
為
祭
祀
的
禮
器
。
器
內
常
鑄

有
上
告
先
祖
、
下
傳
子
孫
的
銘
文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篇
章
非
︿
毛
公
鼎
﹀
莫
屬
︵
圖

三
︶
，
記
錄
了
周
宣
王
對
毛
公
瘖
的
冊

命
。

銘
文
首
先
追
述
周
文
王
、
武
王
受

天
命
之
時
，
先
正
輔
佐
先
王
配
天
命
。
繼

而
談
目
前
四
方
不
靖
，
時
政
艱
難
。
周
宣

王
願
繼
承
先
王
之
志
，
命
令
毛
公
助
周
王

治
理
周
邦
及
王
室
之
政
，
兼
攝
卿
事
寮
和

太
史
寮
，
以
及
王
室
諸
臣
。
文
末
記
載
了

周
王
賞
賜
毛
公
的
輿
服
，
以
及
毛
公
的
答

謝
之
辭
。
宣
王
在
冊
命
中
提
出
了
一
些
告

誡
，
要
毛
公
勤
於
政
事
，
無
不
聞
知
，
並

效
法
先
王
樹
立
的
典
範
，
作
為
天
下
的
楷

模
，
並
以
此
鞏
固
天
命
。

此
銘
是
目
前
所
知
字
數
最
多
的
西
周

銅
器
銘
文
，
是
研
究
西
周
語
言
文
字
和
西

周
史
的
重
要
史
料
。
書
法
亦
肅
穆
端
凝
，

與
器
形
互
為
表
裡
，
藝
術
價
值
極
高
，
是

本
院
鎮
院
之
寶
。

銅
器
銘
文
也
常
記
載
歷
史
名
人
的

事
蹟
。
例
如
著
名
的
春
秋
︿
子
犯
編
鐘
﹀

︵
圖
四
︶
，
得
力
於
張
光
遠
棣
定
出
﹁

﹂
實
為
﹁
範
﹂
的
本
字
，
通
假
﹁
犯
﹂
。

可
知
銘
文
中
的
主
人
公
子
犯
實
為
春
秋

圖一　 新石器時代晚期　龍山－齊家系　綠松石日月玉璧　外徑15.2，內徑5.4公分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二里頭文化　綠松石牌飾　長15，最寬9.2公分　
竹東蔡欽城居士、蔡姜和代女士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西周晚期　毛公鼎　通高53.8，腹深27.2，口徑4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春秋中期　子犯編鐘　八件　高71.2、67.6、66.7、61.7、44、42、30.5、28.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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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覇
之
一
晉
文
公
的
舅
父
狐
偃
︵
字
子

犯
︶
。
公
子
重
耳
︵
即
晉
文
公
︶
因
避
國

難
在
外
流
亡
十
九
年
間
，
子
犯
護
佑
其

側
，
匡
助
歸
晉
復
國
。
後
輔
國
政
，
﹁
城

濮
之
戰
﹂
大
敗
楚
軍
，
﹁
踐
土
會
盟
﹂
尊

王
輔
周
，
實
為
春
秋
時
期
風
雲
人
物
。
因

此
銘
文
記
載
除
了
周
王
厚
賜
外
，
諸
侯
也

贈
子
犯
大
量
美
銅
，
用
此
鑄
造
了
這
套

︿
編
鐘
﹀
，
子
孫
永
寶
。
︿
子
犯
編
鐘
﹀

增
補
了
史
料
的
內
容
，
實
乃
難
得
的
重
要

文
物
。除

了
銅
器
之
外
，
玉
器
因
為
蘊
藏
精

氣
，
也
常
作
為
祈
告
天
地
的
媒
介
。
例
如

另
一
件
國
寶
唐
玄
宗
︿
禪
地
玉
冊
﹀
︵
圖

五
︶
，
記
載
了
玄
宗
敬
告
地
祇
神
的
祝
禱

文
，
﹁
循
地
義
以
為
人
極
，
賴
坤
元
降
靈

錫
之
景
祐
。
﹂
在
祝
禱
之
際
，
也
向
人
世

宣
告
天
子
承
運
而
生
的
正
統
地
位
。

自
秦
始
皇
以
降
，
總
共
只
有
七
位

皇
帝
舉
行
封
禪
大
典
。
幸
賴
本
套
玉
冊
出

土
現
世
，
得
有
研
究
禪
地
典
禮
的
第
一
手

史
料
。
和
本
玉
冊
同
時
出
土
者
，
尚
有
宋

真
宗
的
︿
禪
地
玉
冊
﹀
，
是
馬
鴻
逵
將
軍

︵
一
八
九
二

∼

一
九
七○

︶
於
民
國
二
十

年
率
領
軍
隊
在
山
東
泰
安
蒿
里
山
扎
營
時

所
發
現
，
後
由
其
夫
人
捐
出
轉
至
本
院
收

藏
。
兩
件
玉
冊
可
以
補
足
、
刊
正
史
籍
的

闕
如
與
錯
植
，
可
謂
國
之
重
寶
。

由
於
玉
器
質
堅
色
潤
，
也
常
是
藝

術
創
作
選
用
的
材
料
，
例
如
西
漢
︿
龍
鳳

紋
玉
飾
﹀
即
是
量
材
就
形
的
傑
作
。
︵
圖

六
︶
創
作
者
在
類
似
璜
形
器
的
弧
形
玉
料

中
，
設
計
兩
交
纏
的
鳳
鳥
母
題
。
其
中
鳥

喙
大
張
的
鳳
鳥
，
鳳
首
在
內
弧
上
端
，
頸

部
向
外
弧
彎
轉
，
鳳
尾
則
沿
著
外
弧
線
向

下
延
伸
，
並
於
外
弧
末
端
收
尾
；
另
一
鳳

首
則
自
外
弧
項
端
開
始
，
鳳
尾
彎
轉
和
內

弧
線
形
成
一
體
。
為
了
在
有
限
平
面
中

達
到
無
窮
空
間
的
視
覺
效
果
，
兩
母
題
成

為
相
互
交
疊
的
組
構
關
係
。
勾
喙
大
張
的

鳳
鳥
，
其
彎
延
的
長
頸
壓
疊
在
另
一
鳳
鳥

頸
部
上
，
但
同
時
自
身
羽
翅
反
被
另
一
鳳

鳥
的
羽
翅
所
疊
壓
，
而
兩
母
題
的
身
軀
又

互
相
被
對
方
的
羽
翅
所
交
疊
。
藉
由
這
種

交
纏
疊
置
的
層
層
關
係
，
達
到
空
間
壓
縮

的
視
覺
效
果
。
也
因
層
疊
纏
繞
之
故
，
兩

者
的
羽
翅
和
羽
尾
會
產
生
相
互
借
用
的
的

錯
覺
，
由
此
產
生
不
同
的
方
向
感
以
及
動

態
張
力
。
此
玉
器
可
謂
為
漢
代
的
經
典
設

計
。

展
出
的
陶
瓷
器
以
年
代
的
先
後
順
序

陳
列
，
大
略
可
分
為
史
前
時
代
的
作
品
、

墓
葬
建
築
構
件
與
陶
俑
、
實
用
及
陳
設
的

瓷
器
三
大
類
。

史
前
時
代
的
作
品
以
新
石
器
時
代
晚

期
︿
黑
陶
高
足
盃
﹀
為
典
型
龍
山
文
化
的

代
表
。
薄
胎
，
黑
釉
晶
亮
，
造
型
典
雅
。

日
本
坂
本
五
郎
先
生
捐
贈
的
︿
雙
耳
波
濤

紋
彩
陶
罐
﹀
︵
圖
七
︶
，
則
為
新
石
器
時

代
半
山
文
化
類
型
的
精
品
。
就
視
覺
上
，

彩
陶
罐
的
胸
肩
渾
圓
寬
大
，
腹
部
急
遽
下

收
，
平
底
縮
成
十
公
分
大
小
。
作
為
一
件

上
碩
下
小
的
實
用
器
，
小
底
的
現
象
或
可

推
測
與
當
時
以
頭
頂
器
皿
的
運
輸
方
式
有

關
。
赭
紅
及
齒
狀
黑
彩
帶
紋
組
合
成
迭
起

的
波
濤
紋
，
為
新
石
器
時
代
半
山
式
彩
陶

的
特
色
，
因
首
先
發
現
於
甘
肅
半
山
遺
址

而
得
名
。
此
文
化
活
動
於
河
西
走
廊
及
黃

河
的
支
流
洮
河
一
帶
。

墓
葬
建
築
構
件
中
，
以
兩
漢
時
期

的
畫
像
磚
最
為
精
彩
。
除
了
作
為
墓
室
的

建
築
構
件
，
磚
上
的
紋
飾
亦
得
以
觀
察
漢

代
圖
像
藝
術
。
在
西
漢
講
天
命
的
時
期
，

推
演
天
命
的
讖
緯
說
大
行
。
畫
像
磚
︵
圖

八
︶
上
的
交
柯
樹
及
鵲
鳥
，
推
測
代
表

圖五　 唐　玄宗　開元13年　禪地祇玉冊　單簡長29.9，單簡寬2.8，全寬45.3公分　
馬鴻逵將軍夫人劉慕俠女士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西漢　雙鳳形玉觿　長2.1，寬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新石器時代　半山文化類型　雙耳波濤紋彩陶罐　高27.0，腹圍105.5，口徑 15.0公分　
日本坂本五郎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西漢　昇天圖畫像磚　局部　長161，寬54，高17.5公分　震旦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永泰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綴
錦
成
章—

陶
與
瓷

院
藏
陶
瓷
器
源
自
清
宮
舊
藏
，
其

中
以
宋
代
白
瓷
、
青
瓷
及
明
、
清
景
德
鎮

官
窯
的
宮
廷
造
作
最
為
豐
富
，
在
此
基
礎

下
，
本
院
多
年
來
即
試
圖
補
充
舊
藏
之
闕

無
，
建
構
一
個
面
向
完
整
的
陶
瓷
典
藏
。

本
單
元
呈
現
多
年
來
徵
集
的
精
要
。

其
中
包
含
新
石
器
時
代
的
彩
陶
及
黑
陶
；

漢
代
講
天
命
，
營
建
墓
室
的
畫
像
磚
，
磚

上
紋
飾
或
描
繪
當
時
神
仙
方
術
信
仰
，
或

表
現
墓
主
身
份
及
生
前
事
蹟
。
此
時
期
長

江
下
游
進
入
高
溫
落
灰
青
瓷
的
新
紀
元
，

開
創
後
世
青
瓷
燒
造
千
年
不
竭
的
先
河
。

唐
人
的
彩
繪
俑
是
墓
主
黃
泉
下
的
守
護
者

及
侍
從
；
晚
唐
以
降
日
用
瓷
器
普
及
，

並
外
銷
亞
、
非
各
地
，
明
清
時
期
更
遠
至

歐
、
美
，
成
為
文
化
的
傳
播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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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方
之
氣
﹂
或
東
方
昇
起
的
太
陽
。
東

方
的
蓬
萊
仙
島
是
昇
仙
後
的
樂
園
，
磚
上

帶
翼
天
馬
則
為
墓
主
前
往
的
載
具
。
除
了

昇
仙
的
渴
望
，
畫
像
磚
上
亦
常
見
表
現
征

戎
風
光
、
車
馬
出
行
及
孝
子
、
孝
女
等
紋

飾
。
至
於
這
些
場
面
是
否
能
表
示
墓
主
生

前
具
有
軍
職
身
份
或
官
員
等
級
，
抑
或
只

是
當
時
墓
室
流
行
的
裝
飾
題
材
，
則
尚
有

待
更
多
的
資
料
來
佐
證
。

漢
、
唐
厚
葬
及
事
死
如
事
生
的
觀

念
下
，
墓
主
生
時
的
生
活
情
境
在
生
後
的

地
下
重
現
，
或
更
理
想
化
的
表
現
在
墓
室

中
。
陶
俑
即
是
墓
室
不
可
缺
的
主
角
，

如
東
漢
︿
加
彩
灰
陶
馬
﹀
︵
圖
九
︶
，
是

健
步
如
飛
燕
的
汗
血
馬
再
現
。
西
漢
武

帝
︵
西
元
前
一
五
七

∼

八
七
︶
為
得
到
此

類
馬
匹
曾
兩
次
西
征
大
宛
國
︵
今
土
庫
曼

斯
坦
阿
什
喀
巴
城
︶
。
唐
代
陶
俑
以
三
彩

的
儲
谷
罐
。

除
上
述
具
墓
葬
功
能
的
作
品
，
本
院

九
十
年
來
新
增
陶
瓷
器
中
，
以
日
常
實
用

器
及
作
為
外
銷
貿
易
的
瓷
器
最
豐
富
。
其

中
西
漢
晚
期
︿
灰
釉
鳥
型
紋
雙
繫
罐
﹀
、

南
朝
︿
青
瓷
四
繫
盤
口
壺
﹀
及
五
代
北
宋

初
︿
越
窯
青
釉
執
壺
﹀
等
，
都
是
典
型
宋

代
之
前
的
青
瓷
作
品
。
其
次
，
尚
有
宋
金

時
期
南
北
各
地
常
見
的
白
及
黑
釉
瓷
，
院

藏
新
增
金
代
北
方
流
行
的
︿
黑
釉
稜
線

罐
﹀
︵
圖
十
一
︶
甚
為
典
雅
。
罐
的
耳
與

器
身
均
以
尖
壟
狀
的
直
稜
泥
線
為
飾
，
凸

稜
線
利
用
坯
體
未
乾
時
，
以
工
具
修
出
。

外
壁
黑
釉
漆
亮
。
器
身
薄
釉
處
現
白
棱
，

整
體
黑
白
交
替
，
簡
潔
大
方
，
是
黑
釉
瓷

的
精
品
。
此
類
凸
稜
裝
飾
的
黑
釉
器
，
盛

行
於
十
二
至
十
三
世
紀
左
右
，
產
地
廣
泛

分
佈
在
河
北
、
河
南
、
山
西
、
山
東
、
四

川
等
地
。

實
用
陶
瓷
中
尚
有
十
五
至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越
南
外
銷
亞
洲
的
青
花
加
彩
瓷
器

︵
圖
十
二
︶
，
是
紅
河
流
域
下
游
海
陽
省

︵Tỉnh H
ải D

ương

︶
附
近
的
窯
址
群
所

燒
製
。
此
類
作
品
的
購
藏
，
乃
為
配
合
本

院
南
部
院
區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營

圖九　東漢 1∼3世紀　加彩灰陶馬　長103，高 8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唐末五代　綠釉長頸陶罐　高 39.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金　磁州窯系　黑釉稜線罐　全高22.5，口徑16.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著
稱
，
以
日
本
已
故
首
相
佐
藤
榮
作
夫
人

捐
贈
的
︿
唐
三
彩
增
長
天
王
陶
俑
﹀
最
為

精
彩
，
是
盛
唐
武
周
時
期
︵
六
九○

∼

七

○

五
︶
前
後
的
作
品
。
增
長
天
王
的
生
動

威
猛
，
黃
、
綠
鉛
釉
的
華
麗
著
裝
，
不
愧

為
鎮
守
貴
族
或
財
力
人
士
墓
室
入
口
的
武

將
。

唐
末
五
代
，
在
山
西
、
陝
西
及
現
在

內
蒙
古
一
帶
，
因
信
仰
或
族
群
等
原
因
，

少
數
的
墓
葬
中
也
使
用
︿
塔
式
罐
﹀
︵
圖

十
︶
作
為
陪
葬
用
器
。
據
考
古
出
土
的
塔

式
罐
觀
察
，
罐
下
多
配
高
足
式
座
子
。
院

藏
新
增
唐
末
五
代
﹁
綠
釉
長
頸
陶
罐
﹂
則

為
塔
式
罐
的
上
半
部
。
考
古
出
土
現
場

中
，
塔
式
罐
多
置
於
墓
主
棺
側
。
紋
飾
除

了
如
本
展
件
，
以
常
見
的
貼
花
手
法
表

現
，
偶
爾
亦
以
佛
像
或
歷
代
孝
親
事
蹟
作

裝
飾
。
關
於
塔
式
罐
在
墓
室
內
的
功
能
，

學
界
多
有
討
論
。
因
隴
西
宋
墓
出
土
的
塔

式
罐
內
裝
有
穀
類
，
於
功
能
上
或
可
推

測
，
與
︽
周
禮
．
地
官
．
舍
人
︾
：
﹁
喪

紀
，
共
飯
米
熬
谷
﹂
之
制
有
關
。
又
孔
穎

達
疏
：
﹁
熬
者
，
謂
火
煎
其
谷
使
香
，
欲

使
蚍
蜉
聞
其
香
氣
，
食
谷
不
侵
屍
也
。
﹂

因
此
，
塔
式
罐
或
可
視
為
生
者
孝
親
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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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與
中
國
瓷
器
形
成
盛
衰
互
補
的
局

勢
。

同
樣
因
海
禁
，
泰
國
青
瓷
︵
圖

十
三
︶
也
在
此
期
間
大
量
燒
製
。K

o N
oi

窯
，
亦
稱Sw

angkhalok

窯
，
窯
址
位
於
泰

國
中
部
素
可
泰
︵Sukhothai

︶
王
國
的
副

都Si Satchanalai

，
舊
城
名Sw

angkhalok

的
北
側
。
此
窯
十
三
世
紀
開
始
燒
瓷
，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之
間
達
到
顛
峰
。
產

品
以
青
瓷
碗
、
盤
等
日
常
用
器
為
大
宗
，

並
外
銷
亞
洲
地
區
。
從
劃
花
裝
飾
及
青
綠

透
明
的
釉
色
概
念
，
可
觀
察
到
這
件
作
品

與
明
代
浙
江
龍
泉
窯
的
關
聯
。
據
泰
國
文

獻
記
載
，
素
可
泰
建
國
後
不
久
，
即
有
從

中
國
招
募
窯
工
的
說
法
。
本
件
作
品
為
泰

國
曼
谷
東
南
亞
陶
瓷
博
物
館
前
館
長D

r. 

R
oxanna B

row
n

說
服
該
校
當
局
，
贈
予
本

院
，
以
作
為
本
院
南
部
院
區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博
物
館
東
南
亞
陶
瓷
研
究
的
基
礎
，
盛

情
可
感
。

瓷
器
除
可
作
為
實
用
器
，
在
明
末

大
勢
流
行
將
其
作
為
觀
賞
用
。
清
康
熙

︿
墨
地
素
三
彩
四
季
花
鳥
瓷
方
瓶
﹀
︵
圖

十
四
︶
器
內
施
白
釉
，
器
外
無
釉
，
高

溫
燒
成
後
，
在
外
壁
無
釉
的
素
坯
上
以

焦
墨
鉤
勒
、
點
畫
紋
飾
輪
廓
，
再
填
繪
綠

葉
，
黃
、
紫
色
夏
荷
，
秋
菊
，
芙
蓉
等
四

季
花
。
素
坯
留
白
作
梅
花
，
並
有
蝴
蝶
、

鳥
雀
穿
梭
其
間
。
細
心
避
開
紋
飾
，
填
入

勻
亮
如
漆
的
墨
地
。
彩
上
再
罩
一
層
透
明

乳
白
鉛
釉
。
此
類
高
溫
素
坯
上
低
溫
鉛
釉

的
作
品
，
為
康
熙
時
期
素
三
彩
的
特
色
。

墨
彩
是
康
熙
時
期
的
創
燒
，
濃
厚
漆
黑
瑩

亮
，
別
具
個
性
。
以
外
銷
歐
洲
為
主
，
傳

世
數
量
不
多
。
據
推
測
，
當
時
在
歐
洲
或

有
如
漆
器
般
的
被
珍
視
，
並
用
來
陳
設
室

內
空
間
。

上
述
點
狀
的
新
增
，
僅
逐
步
架
構
完

整
陶
瓷
收
藏
面
向
的
一
部
分
，
未
來
仍
有

長
遠
的
路
需
要
繼
續
耕
耘
。

容
物
啟
新—

文
房
珍
玩

本
單
元
材
質
多
樣
，
包
含
漆
器
、

竹
木
、
石
等
的
文
房
用
具
及
陳
設
品
。
本

院
舊
藏
漆
器
以
明
清
雕
漆
為
主
，
展
出
的

宋
代
剔
犀
、
明
代
戧
金
均
為
新
增
的
漆
器

品
項
，
以
呈
現
中
國
漆
藝
豐
富
的
一
端
。

宋
︿
剔
犀
如
意
雲
紋
盞
托
﹀
︵
圖
十
五
︶

高
足
盞
托
，
木
胎
。
足
徑
寬
廣
，
足
沿
微

外
張
，
盤
面
弧
度
微
向
上
，
造
型
輪
廓
線

圖十四　 清　康熙　墨地素三彩四季花鳥瓷方瓶　高51.2，
口徑15.1，深49.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宋　剔犀如意雲紋盞托　高5.5，盤徑17，足徑1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15∼16世紀　越南　青花加彩人物跪像　高32.0，寬16.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15世紀　泰國　青瓷劃花花口折沿碗　口徑28.4，通高9.4，
足徑11.6公分　泰國曼谷大學東南亞陶瓷博物館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運
。
舉
凡
︿
紅
綠
彩
孔
雀
紋
盤
﹀
及
︿
青

花
加
彩
人
物
跪
像
﹀
都
是
越
南
青
花
加
彩

瓷
的
精
品
。
其
紋
飾
可
追
溯
到
中
國
元
末

至
明
代
早
期
景
德
鎮
青
花
瓷
的
紋
樣
。
然

半
瓷
胎
、
細
筆
線
描
圖
案
及
褐
色
底
，
則

為
越
南
青
花
的
特
點
。
風
格
與
越
南H

oi 

A
n

海
域
沈
船
出
水
所
裝
載
的
青
花
瓷
器

相
近
，
大
多
屬
於
因
應
海
外
貿
易
而
生
產

的
作
品
。
越
南
大
量
燒
製
此
類
青
花
加
彩

瓷
的
原
因
，
與
明
朝
明
令
海
禁
有
關
。
海

禁
影
響
中
國
民
間
瓷
器
的
外
銷
，
致
使
越

南
燒
瓷
趁
勢
盛
起
，
並
大
量
銷
售
亞
洲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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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和
敦
厚
。
胎
體
輕
薄
，
托
面
中
央
的
紅

褐
漆
和
足
內
褐
漆
，
可
能
為
後
髹
，
托
緣

內
外
及
足
外
為
雕
漆
，
作
黑
漆
剔
犀
如
意

雲
紋
。
托
面
圓
心
外
圍
平
均
分
佈
十
二
朵

條
樸
實
內
斂
，
全
器
呈
現
一
種
理
性
而
單

純
的
優
雅
美
感
，
具
有
時
代
特
色
。

明
嘉
靖
︿
戧
金
彩
漆
福
壽
乾
坤
紋

八
瓣
式
大
盤
﹀
︵
圖
十
六
︶
八
瓣
式
盤
，

褐
漆
地
，
器
底
中
央
陰
刻
填
金
直
書
﹁
大

明
嘉
靖
年
製
﹂
楷
書
款
，
以
戧
金
勾
勒

文
樣
，
紋
飾
內
填
彩
漆
，
紅
、
綠
、
藍
、

褐
、
白
、
黑
等
，
色
澤
沈
穩
，
刻
畫
仔

細
，
漆
面
打
磨
細
膩
。
盤
緣
分
八
區
，
每

一
區
中
央
為
山
石
，
兩
側
各
延
伸
一
折
枝

圖十七　民國　汪精衛政權「司法行政部印」銅印　長6.4，寬6.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民國 曾紹杰刻「直造古人不到處」石章　長4.0，寬3.9，高5.9公分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明　嘉靖　戧金彩漆福壽乾坤紋八瓣式大盤　高4.2，盤徑34.2，足徑26.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如
意
雲
紋
，
頂
部
呈
尖
形
，
內
作
桃
形
，

樣
式
單
純
，
佈
局
均
衡
清
晰
。
地
漆
帶
黃

色
調
，
以
斜
刀
深
刻
，
切
面
露
出
深
褐
色

漆
，
上
、
下
各
一
紅
線
，
用
刀
沈
穩
，
線

花
卉
，
花
上
飾
珊
瑚
、
象
牙
、
錢
幣
、
等

雜
寶
八
種
，
共
兩
組
。
盤
心
則
作
三
把
展

開
的
摺
扇
，
黑
、
紅
、
褐
色
的
扇
骨
上
，

飾
鎗
金
梅
枝
，
有
如
陳
設
真
實
的
摺
扇
。

三
扇
面
分
別
以
乾
坤
雙
龍
、
萬
壽
雙
鳳
、

松
竹
梅
鶴
為
紋
飾
主
題
，
運
用
乾
、
坤
二

卦
，
盤
長
、
壽
字
結
，
或
將
樹
枝
轉
折
作

福
、
壽
字
形
，
物
象
描
寫
細
緻
規
整
，
是

明
代
嘉
靖
典
型
文
樣
的
組
合
模
式
及
母

題
。

清
代
中
後
期
乾
嘉
金
石
學
派
的
興

起
，
文
人
名
士
參
與
金
石
篆
刻
與
收
藏
，

以
印
會
友
，
以
印
證
藝
；
新
增
文
房
用
品

中
，
民
國
時
期
的
印
章
為
一
大
宗
，
品
質

精
良
，
多
名
家
作
品
。
此
次
僅
就
篆
刻
名

家
各
擇
一
件
展
出
，
呈
現
其
方
寸
之
間
兼

具
詩
文
、
書
法
與
雕
刻
的
高
度
成
就
；
而

每
一
方
印
章
的
主
人
與
創
作
者
之
間
的
交

誼
，
更
反
映
民
國
初
年
人
文
薈
萃
的
盛

況
。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至
三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
汪
精
衛

︵
一
八
八
三

∼

一
九
四
四
︶
在
南
京
成
立

國
民
政
府
。
政
權
解
散
後
，
行
政
院
司
法

行
政
部
所
屬
地
方
法
院
及
檢
察
署
等
將
其

所
鑄
共
七
十
三
方
官
印
，
裁
去
一
角
銷

毁
，
歸
入
中
央
博
物
院
籌
備
處
，
展
品
汪

精
衛
政
權
︿
﹁
司
法
行
政
部
印
﹂
銅
印
﹀

︵
圖
十
七
︶
為
其
中
之
一
。
這
方
銅
印
印

背
刻
﹁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三
月
／
印
鑄

局
鑄
﹂
，
為
該
政
府
初
成
立
時
所
鑄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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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印
鑄
局
局
長
為
李
宣
倜
︵
一
八
八
八

∼

一
九
六
一
︶
，
李
氏
畢
業
於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
曾
任
北
京
大
學
、
師
範
大
學
教

授
，
喜
好
詩
詞
、
京
劇
，
是
南
京
中
山
陵

孫
中
山
︽
三
民
主
義
︾
碑
刻
書
寫
者
之

一
。
據
石
學
鴻
︵
一
九
二
一

∼

二○
○

九
︶
︽
石
雲
孫
印
存
︾
和
陳
巨
來
︵
一
九

○

四

∼

一
九
八
四
︶
︽
安
持
人
物
瑣
憶
︾

記
載
，
王
福
庵
︵
一
八
八○

∼

一
九
九

○

︶
曾
受
當
時
梁
鴻
志
︵
一
八
八
二

∼

一
九
四
六
︶
邀
請
任
印
鑄
局
科
長
，
王

氏
、
石
氏
、
陳
氏
都
在
印
鑄
局
工
作
。
這

方
銅
印
佈
局
平
穩
協
調
，
小
篆
線
條
細
勻

靈
活
，
當
出
名
家
之
手
，
兼
具
藝
術
與
史

料
的
價
值
。

曾
紹
杰
刻
︿
﹁
直
造
古
人
不
到
處
﹂

石
章
﹀
︵
圖
十
八
︶
青
田
石
章
，
印
面

方
正
，
朱
文
篆
字
：
﹁
直
造
古
人
不
到

處
﹂
，
頂
款
：
﹁
大
千
八
兄
畫
法
神
奇
，

直
造
古
人
不
到
處
。
僅
篆
是
印
，
以
志

景
仰
，
兼
為
兄
七
十
壽
。
戊
申
︵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
一
九
六
八
︶
元
月
，
曾
紹

杰
呈
。
﹂
該
印
為
曾
紹
杰
︵
一
九
一
一

∼

一
九
八
八
︶
五
十
八
歲
時
為
張
大
千

︵
一
八
九
九

∼

一
九
八
三
︶
七
十
大
壽
所

刻
。
兩
人
在
五○

年
代
即
已
熟
識
，
張
大

千
十
分
欣
賞
曾
氏
篆
刻
的
佈
局
。
這
方
印

文
的
線
條
連
綿
，
氣
勢
迂
迴
不
已
，
方
圓

互
競
，
斷
連
止
進
，
猶
如
太
極
拳
，
架
勢

大
方
，
身
段
中
正
自
然
，
內
勁
纏
繞
圓

轉
，
渾
然
一
氣
。
難
怪
張
大
千
評
論
其
印

風
曰
：
﹁
紹
杰
之
印
，
雍
容
大
雅
，
珮
玉

垂
紳
，
想
見
漢
官
威
儀
，
有
趨
蹌
廟
堂
之

致
。
﹂
張
大
千
夫
人
張
徐
雯
波
的
捐
贈
讓

兩
位
大
師
的
風
采
同
時
長
留
人
間
。

江
兆
申
刻
︿
﹁
心
游
目
想
移
晷
忘

倦
﹂
壽
山
石
章
﹀
︵
圖
十
九
︶
長
方
柱

形
壽
山
石
，
石
色
黃
、
灰
摻
半
，
薄
意

刻
山
水
，
雲
霧
繚
繞
，
巨
石
層
疊
，
古

松
倒
懸
，
江
面
行
舟
，
構
圖
如
畫
境
，

用
刀
純
熟
，
深
淺
相
濟
，
精
細
流
暢
。

印
面
正
方
，
白
文
篆
字
：
﹁
心
游
目
想

移
晷
忘
倦
﹂
，
語
出
昭
明
太
子
︿
文
選

序
﹀
，
江
兆
申
刻
於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
一
九
九
五
︶
。
江
兆
申
︵
一
九
二
五

∼

一
九
九
六
︶
為
著
名
水
墨
書
畫
家
，
從

溥
心
畬
學
習
詩
文
書
，
曾
任
本
院
副
院

長
，
對
於
吳
門
畫
派
用
功
頗
深
。
八
十
年

︵
一
九
九
一
︶
退
休
後
，
移
居
南
投
埔

里
，
作
品
豐
富
。
此
印
印
面
佈
局
從
容
平

穩
，
線
條
自
然
而
力
道
自
蘊
，
不
假
修
飾

而
優
雅
自
現
。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
二○

○

九
︶
，
江
夫
人
章
圭
娜
女
士
捐
贈
書
畫
及

篆
印
五
十
方
，
此
為
其
一
。

清
末
民
國
初
的
另
一
特
色
為
地
方
技

藝
的
興
起
。
展
出
的
蘇
州
刺
繡
和
象
牙
巧

雕
，
承
襲
清
代
技
術
流
風
；
蘭
州
的
刻
葫

蘆
工
藝
，
則
結
合
了
地
方
文
化
的
氣
息
；

對
，
一
為
柳
蔭
斑
鳩
，
垂
柳
下
兩
隻
斑
鳩

漫
步
撿
食
，
一
旁
蝴
蝶
飛
舞
，
群
燕
穿

越
，
雙
鶴
、
綬
帶
來
聚
，
描
寫
春
天
活
潑

的
生
氣
。
一
為
荷
塘
雙
鶴
，
荷
花
盛
開
，

圖二十　 民國　刺繡柳蔭斑鳩、荷塘雙鶴屏風一對　寬68.3，高90.5公分　吉星福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民國　江兆申刻「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壽山石章及印拓　長3.3，寬3.3，高8.7公分　章圭娜女士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
福
州
的
夾
紵
漆
器
，
更
積
極
研
發
出
新

塑
像
技
術
與
漆
色
變
化
。

民
國
︿
刺
繡
柳
蔭
斑
鳩
、
荷
塘
雙

鶴
屏
風
一
對
﹀
︵
圖
二
十
︶
繡
花
屏
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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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葉
遮
掩
下
，
一
對
丹
頂
鶴
幽
雅
佇
足
，

水
邊
秋
菊
映
色
，
蘆
葦
枝
上
翠
鳥
棲
止
，

蝴
蝶
、
蜜
蜂
戲
舞
，
雙
燕
掠
過
，
水
邊
還

有
兩
株
靈
芝
，
水
面
睡
蓮
浮
葉
，
一
派
秋

高
氣
爽
的
怡
人
景
致
。
絲
線
細
亮
光
潔
，

用
色
淡
雅
，
使
用
彩
度
低
亮
度
高
的
顏

色
，
如
牙
白
、
淺
褐
、
黃
綠
等
，
運
用
深

淺
相
近
的
色
系
，
搭
配
少
量
鮮
豔
的
顏
色

提
神
如
黑
色
、
橘
黃
及
紅
色
。
以
直
針
、

長
短
針
滿
鋪
的
繡
法
為
主
，
配
合
紥
針
、

釘
線
等
描
寫
羽
毛
的
紋
理
，
白
鶴
菱
格
羽

毛
層
疊
厚
度
，
針
眼
作
工
規
矩
，
適
切
的

表
現
出
禽
鳥
羽
毛
的
質
感
。
此
作
品
畫
面

秀
麗
，
繡
工
細
緻
，
針
法
靈
活
，
色
彩
清

雅
，
具
有
蘇
繡
的
特
色
。

清
末
民
初
︿
金
漆
夾
紵
觀
音
立
像
﹀

︵
圖
二
一
︶
觀
音
立
於
乘
浪
起
伏
的
蓮
花

上
，
右
腳
略
前
移
，
身
體
微
彎
，
姿
態
自

然
，
富
於
動
感
。
尊
像
作
蛋
形
臉
，
五
官

秀
氣
，
臉
微
下
視
，
面
容
恬
靜
莊
嚴
，
雙

手
在
胸
前
，
一
上
一
下
，
猶
如
說
法
印
，

身
披
外
衣
，
衣
襬
飛
揚
，
臉
微
下
視
，
慈

祥
地
觀
照
著
芸
芸
眾
生
。
尊
像
以
夾
紵
法

製
成
，
身
軀
圓
潤
，
輕
盈
細
緻
，
髮
絲
刻

劃
入
微
，
十
指
纖
纖
，
金
漆
色
澤
澄
亮
均

勻
，
衣
服
如
絲
綢
般
光
潔
亮
麗
。
紋
飾
以

排
線
手
法
表
現
，
頸
戴
蓮
花
瓔
珞
，
圓
珠

顆
顆
分
明
，
衣
緣
鑲
寬
緣
卷
草
紋
，
袍
飾

竹
葉
紋
，
線
條
清
晰
，
排
列
疏
朗
，
作
工

精
緻
，
整
體
造
型
富
麗
，
莊
嚴
慈
祥
。

像
底
有
﹁
中
華
福
州
沈
紹
安
蘭

記
﹂
標
記
，
蘭
記
是
清
末
民
初
沈
紹
安

︵
一
七
六
七

∼

一
八
三
五
︶
的
五
代
孫
。

沈
氏
是
十
八
世
紀
後
期
福
州
漆
匠
，
重
新

發
揚
脫
胎
漆
器
技
法
，
以
泥
或
木
製
內

胎
，
生
漆
為
黏
劑
，
夏
布
等
織
品
逐
層
裱

背
，
再
上
漆
灰
，
陰
乾
後
脫
去
內
胎
，
胎

薄
質
輕
，
並
研
發
調
製
色
漆
。
沈
氏
家
族

的
漆
器
多
次
在
世
界
萬
國
博
覽
會
中
得

獎
，
聲
譽
卓
著
，
是
福
州
脫
胎
漆
器
工
藝

的
代
表
。

作
者
蔡
慶
良
、
陳
玉
秀
、
陳
慧
霞
均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二一　 清末民初　金漆夾紵觀音立像　高73.0，底徑3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