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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白輝映—院藏明代青花瓷展

專　輯

青
花
是
明
清
瓷
器
代
表
性
的
釉
彩

技
術
之
一
。
先
以
含
氧
化
鈷
的
藍
料
在
白

瓷
胎
上
描
繪
紋
飾
，
施
罩
透
明
釉
後
，
經

一
二○

○

度
以
上
高
溫
一
次
燒
成
，
釉
下

透
出
白
色
的
地
子
與
藍
色
絢
麗
的
紋
樣
，

是
為
﹁
青
花
瓷
﹂
；
紋
飾
絢
麗
輝
映
，
且

不
會
磨
損
。
不
同
來
源
的
鈷
藍
料
，
含
有

不
同
的
微
量
元
素
，
影
響
青
花
的
色
彩
變

化
。
最
晚
在
十
四
世
紀
的
元
代
中
國
，
江

藍
白
輝
映

院
藏
明
代
青
花
瓷
展

翁
宇
雯

西
景
德
鎮
成
功
燒
製
出
高
溫
青
花
，
並
立

即
銷
往
海
內
外
，
成
為
當
時
瓷
器
產
業
中

新
興
的
流
行
品
類
。
到
了
明
代
，
青
花
瓷

的
燒
製
技
術
更
加
成
熟
，
各
式
器
形
與
裝

飾
質
量
俱
豐
。
而
明
代
中
國
與
臨
近
亞
洲

國
家
往
來
頻
仍
，
亦
促
成
青
花
瓷
中
新
奇

有
趣
的
異
國
情
調
。
相
對
於
端
整
精
緻
的

官
窯
，
民
窯
青
花
的
紋
飾
造
型
也
毫
不
遜

色
，
呈
現
出
自
由
活
潑
、
奔
放
野
逸
的
樣

貌
。

在
地
理
大
發
現
和
海
上
貿
易
的
催
化

下
，
這
股
藍
白
旋
風
席
捲
了
歐
亞
各
國
，

成
為
全
球
化
的
商
品
。
為
了
滿
足
市
場
需

要
，
自
十
四
世
紀
下
半
葉
起
，
亞
洲
的
越

南
、
韓
國
、
日
本
與
伊
朗
等
地
加
入
了
青

花
製
作
的
行
列
；
它
們
或
與
中
國
角
逐
、

或
自
給
自
足
，
充
分
展
現
以
青
花
瓷
為
媒

介
的
交
流
脈
絡
。

中
國
的
青
花
瓷
，
流
傳
廣
泛
，
深
受
世
人
賞
愛
。
瓷
胎
呈
現
潔
白
光
亮
的
質
感
，
鈷
料
勾
勒
精
緻

細
膩
的
紋
飾
；
藍
白
輝
映
下
的
唱
和
與
激
盪
，
使
得
青
花
瓷
成
為
華
麗
瓷
器
的
代
名
詞
，
也
是
演

繹
生
活
美
學
的
極
致
表
現
。

明　永樂　青花龍紋天球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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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承
襲
清
宮
舊
藏
，

收
藏
為
數
頗
豐
的
明
代
官
窯
瓷
器
，
其
中

又
以
青
花
為
首
。
再
者
，
近
年
透
過
各
方

徵
集
，
增
添
許
多
民
窯
青
花
，
足
以
呈
現

明
代
青
花
瓷
的
發
展
脈
絡
。
本
展
覽
共
分

為
四
單
元
，
先
是
將
有
明
一
代
三
百
年
分

作
前
、
中
、
後
三
階
段
，
分
別
展
出
﹁
洪

武
至
宣
德
﹂
、
﹁
正
統
至
正
德
﹂
、
﹁
嘉

靖
至
明
末
﹂
等
官
窯
精
品
，
並
加
入
同
時

期
亞
洲
其
它
地
區
的
作
品
供
觀
眾
自
行
比

較
。
第
四
單
元
則
陳
列
亞
洲
生
產
的
青
花

瓷
，
呈
現
藍
白
潮
流
於
各
地
不
同
的
發
展

風
貌
，
進
而
勾
勒
出
青
花
瓷
在
明
代
中
國

與
亞
洲
國
家
文
化
交
流
中
的
角
色
。

明
初
期
青
花
瓷
︵
洪
武
至
宣
德
：

一
三
六
八

∼

一
四
三
五
︶

自
從
明
太
祖
於
洪
武
二
年
頒
佈
﹁
祭

器
皆
用
瓷
﹂
之
令
，
瓷
器
燒
造
便
成
為
明

代
重
要
的
大
事
。
在
確
定
以
﹁
瓷
﹂
作
為

官
方
最
普
遍
的
用
器
後
，
大
至
窯
場
與
機

制
、
小
至
紋
飾
與
釉
色
之
選
定
，
宮
廷
對

官
方
用
品
的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漸
漸
形
塑
。

首
先
，
太
祖
曾
指
示
將
官
方
用
器
﹁
行
移

饒
、
處
等
府
燒
造
﹂
，
可
見
當
時
江
西
景

叢
四
株
帶
苞
菊
花
，
是
洪
武
官
窯
常
見
主

題
。
青
花
呈
鐵
褐
色
，
釉
層
厚
且
泛
灰
，

縮
釉
現
象
明
顯
，
露
胎
處
呈
橘
色
。
永
樂

雖
承
襲
洪
武
樣
式
︵
圖
二—

2
︶
，
但
是
筆

觸
更
為
流
暢
，
且
青
花
呈
色
濃
艷
並
偶
帶

鐵
斑
，
據
傳
青
料
為
來
自
中
東
的
蘇
麻
離

青
。
明
永
樂
︿
青
花
龍
紋
天
球
瓶
﹀
︵
圖

三
︶
器
形
大
方
，
紋
飾
流
暢
，
足
見
明
初

官
窯
青
花
雄
強
剛
健
的
特
色
；
而
稍
晚
的

明
宣
德
︿
青
花
波
濤
白
龍
紋
碗
﹀
，
由
深

濃
至
留
白
間
的
藍
色
層
次
分
明
，
顯
示
運

用
鈷
料
的
技
術
已
出
神
入
化
，
使
得
青
花

亦
能
收
繪
畫
所
謂
﹁
墨
分
五
色
﹂
之
效
。

從
︽
大
明
會
典
︾
與
︽
皇
明
條
法

事
類
纂
︾
等
官
方
典
章
制
度
官
書
可
知
，

明
代
官
方
頒
有
﹁
官
樣
﹂
，
以
供
器
用
製

作
遵
循
。
在
現
存
明
代
官
窯
瓷
器
中
，
即

便
器
形
有
所
不
同
，
但
卻
有
同
式
的
﹁
官

樣
﹂
裝
飾
︵
圖
四
︶
，
且
宣
德
以
後
，
不

論
何
種
釉
色
皆
以
青
花
書
寫
楷
款
，
似
已

成
為
官
方
用
品
的
定
制
。
足
見
明
朝
官
方

對
於
﹁
官
樣
﹂
規
範
的
重
視
。
之
後
，
景

德
鎮
多
樣
的
紋
飾
與
顏
色
釉
似
乎
更
能
符

合
潮
流
，
尤
其
是
青
花
，
不
僅
能
充
分
表

現
紋
飾
線
條
，
亦
有
利
於
樹
立
官
樣
，
於

德
鎮
產
品
尚
未
獨
大
，
而
是
與
浙
江
龍
泉

窯
共
同
供
應
官
方
所
需
。
例
如
明
初
景
德

鎮
產
燒
的
明
永
樂
︿
青
花
把
蓮
花
卉
紋

盤
﹀
︵
圖
一—

1
︶
，
盤
心
中
央
圓
形
開
光

內
有
所
謂
﹁
一
把
蓮
﹂
紋
飾
︵
註
一
︶

；
展

覽
中
特
別
將
與
之
裝
飾
概
念
相
同
的
明
初

︿
青
瓷
劃
花
一
把
蓮
折
沿
大
盤
﹀
︵
圖
一—

2
︶
比
鄰
陳
列
，
此
件
龍
泉
窯
作
品
造
型

規
整
，
應
有
官
方
約
束
，
亦
可
佐
證
明
初

官
府
曾
﹁
定
奪
樣
制
﹂
，
官
方
的
確
同
時

向
饒
州
景
德
鎮
以
及
處
州
龍
泉
窯
訂
製
官

方
用
瓷
。
︵
註
二
︶

明
朝
何
時
設
官
窯
於
景
德
鎮
？
至
今

仍
有
洪
武
二
年
、
洪
武
三
十
五
年
、
宣
德

元
年
等
說
法
︵
註
三
︶

，
但
從
風
格
類
比
與

考
古
挖
掘
皆
可
確
認
︵
註
四
︶

，
洪
武
朝
已

有
青
花
製
作
，
作
品
多
為
端
正
的
大
器
，

而
洪
武
朝
最
著
名
的
產
燒
﹁
釉
裡
紅
﹂
，

與
此
時
的
青
花
瓷
亦
有
造
型
紋
飾
雷
同
之

處
，
唯
釉
裡
紅
燒
製
成
功
率
較
低
，
且
多

呈
現
暗
紅
色
，
相
較
之
下
，
青
花
確
為
討

喜
且
易
燒
製
的
品
類
。
明
洪
武
︿
青
花
蓮

花
式
大
盤
﹀
︵
圖
二—

1
︶
為
器
壁
分
十
六

瓣
的
折
沿
菱
花
口
大
盤
，
凹
凸
起
伏
與
花

口
相
呼
應
，
中
心
主
紋
飾
為
太
湖
石
上
一

圖一-1　明　永樂　青花把蓮花卉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一-2　明初　青瓷劃花一把蓮折沿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1　明　永樂　青花四季花果蓮花式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2　明　洪武　青花果蓮花式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永樂　青花龍紋天球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宣德　青花、藍地白花、 紫金釉折枝石榴花果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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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漸
漸
脫
穎
而
出
，
躍
升
為
宮
廷
使
用
器

皿
中
的
主
要
品
類
，
在
帝
王
的
生
活
中
作

為
茶
器
、
祭
器
、
文
房
具
、
禮
物
等
，
扮

演
著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角
色
。

宋
元
以
來
，
伊
斯
蘭
國
家
掌
握
了
東

西
海
上
貿
易
航
路
，
元
代
青
花
瓷
已
洋
溢

濃
厚
的
異
國
風
情
，
至
明
初
，
官
方
仍
與

西
亞
的
伊
斯
蘭
國
家
往
來
頻
繁
，
官
窯
瓷

器
中
出
現
了
許
多
模
仿
伊
斯
蘭
工
藝
造
型

的
作
品
，
例
如
方
流
執
壺
︵
圖
五
︶
、
折

沿
洗
等
，
為
明
代
的
官
窯
瓷
器
增
添
了
異

國
風
情
。
伊
斯
蘭
教
禁
止
崇
拜
偶
像
，
故

其
藝
術
作
品
只
能
以
幾
何
與
文
字
呈
現
，

其
紋
飾
繁
複
華
麗
，
是
伊
斯
蘭
藝
術
獨
特

的
呈
現
方
式
，
這
一
裝
飾
藝
術
形
式
，

亦
影
響
了
明
初
官
窯
的
青
花
瓷
。
明
永
樂

︿
青
花
波
斯
文
小
碗
﹀
︵
圖
六
︶
，
碗
心

繪
四
瓣
花
葉
紋
與
錨
狀
紋
接
心
形
紋
，

﹁
饅
頭
心
﹂
的
造
型
，
在
伊
斯
蘭
工
藝
美

術
品
中
也
隨
處
可
見
，
不
過
碗
外
壁
的
波

斯
文
書
寫
全
無
章
法
，
可
見
工
匠
不
諳
文

字
，
在
轉
謄
的
過
程
中
，
文
字
只
如
抽
象

的
圖
案
與
符
號
。

此
外
，
明
初
皇
帝
多
篤
信
藏
傳
佛

教
，
永
樂
皇
帝
登
基
後
，
在
烏
斯
藏
︵
西

藏
︶
分
封
諸
多
法
王
，
西
藏
僧
侶
也
經

常
進
出
內
廷
，
宗
教
和
政
治
的
關
係
密

切
，
官
窯
瓷
器
也
出
現
與
藏
密
相
關
之
梵

文
、
藏
文
與
海
獸
等
特
殊
裝
飾
。
明
宣
德

︿
青
花
藏
文
高
足
碗
﹀
︵
圖
七
︶
，
釋
文

為
：
﹁
白
晝
平
安
夜
平
安
，
陽
光
普
照
皆

平
安
，
晝
夜
永
遠
平
安
泰
，
三
寶
護
佑
永

平
安
﹂
。
圈
足
與
碗
相
接
處
飾
雙
層
蓮
瓣

紋
，
足
底
緣
一
圈
卷
草
紋
，
碗
內
亦
印
有

暗
文
梵
字
一
圈
。
可
見
皇
帝
個
人
意
志
仍

對
官
窯
有
所
影
響
。

明
中
期
青
花
瓷
︵
正
統
至
正
德
：

一
四
三
六

∼

一
五
二
一
︶

明
代
正
統
、
景
泰
、
天
順
近
三
十
年

間
，
因
缺
乏
可
靠
的
帶
年
款
官
窯
瓷
器
存

世
，
官
窯
風
格
的
特
色
較
難
掌
握
，
學
界

或
以
﹁
空
白
期
﹂
稱
之
。
然
對
比
文
獻
記

載
，
近
年
考
古
發
現
與
存
世
官
窯
作
品
風

格
，
可
知
官
窯
燒
造
仍
十
分
活
躍
。
如
這

件
青
花
帶
蓋
大
罐
︵
圖
八
︶
，
器
蓋
呈
四

層
梯
狀
，
頂
帶
蓮
苞
鈕
，
器
腹
則
描
繪
雲

霧
繚
繞
庭
院
間
的
亭
閣
、
太
湖
石
，
以
及

眾
多
學
士
與
隨
侍
；
雖
不
帶
款
識
，
但
製

作
之
精
美
實
非
民
窯
所
能
及
。
從
雲
紋
與

幾
何
蓮
瓣
紋
的
風
格
判
斷
，
應
介
於
宣
德

與
成
化
之
間
，
可
能
為
十
五
世
紀
中
期
的

官
窯
作
品
。

十
五
世
紀
中
期
，
民
窯
生
產
相
當
蓬

勃
，
從
海
外
沈
船
出
水
的
作
品
看
來
，
青

花
呈
色
雖
然
較
灰
淡
，
然
而
筆
繪
活
潑
，

圖五　明　永樂　青花四季花卉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明　永樂　青花波斯文小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宣德　青花藏文高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時代不詳 　青花人物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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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
灑
可
觀
，
作
品
數
量
不
在
少
數
，
顯
示

明
初
以
來
執
行
的
海
禁
令
至
此
時
期
稍
微

鬆
弛
。
這
些
作
品
雖
然
多
有
追
隨
前
朝
官

窯
樣
式
的
狀
況
，
但
有
別
出
心
裁
之
處
；

例
如
鴛
鴦
造
型
的
硯
滴
或
水
注
是
文
房
用

具
中
十
分
討
喜
且
常
見
的
樣
式
，
目
前
最

早
見
於
宣
德
官
窯
︵
圖
九—

1
︶
；
而
訂
年

於
一
五○

○

年
左
右
的
里
納
沉
船
︵L

en
a 

C
argo

︶
亦
可
見
民
窯
產
燒
的
鴛
鴦
水
注

︵
圖
九—

2
︶
，
同
時
也
表
示
這
類
造
型
曾

流
行
於
東
南
亞
地
區
︵
註
五
︶

；
稍
晚
仍
持

續
製
作
︵
圖
九—

3
︶
，
越
南
青
花
瓷
中
也

有
大
量
的
鴛
鴦
水
注
。
︵
圖
九—

4
︶
而
透

過
同
時
間
沉
船
所
見
的
青
花
貿
易
瓷
，
也

可
補
充
明
代
中
期
民
窯
青
花
的
樣
貌
。

在
經
歷
了
並
未
空
白
的
空
白
期
，
明

代
中
期
官
窯
狀
況
明
朗
，
大
致
來
說
，
成

化
、
弘
治
、
正
德
的
青
花
呈
色
較
前
期
稍

淡
，
紋
飾
間
留
白
變
多
，
表
現
淡
雅
素
靜

的
美
感
。
︵
圖
十
︶
此
外
，
明
代
中
期
則

是
各
色
釉
彩
迸
發
的
時
期
，
此
時
以
釉
上

彩
填
入
釉
下
青
花
輪
廓
的
﹁
鬥
彩
﹂
技
術

誕
生
，
也
為
明
晚
期
五
彩
繽
紛
的
瓷
器
開

創
先
機
。
鬥
彩
是
釉
下
青
花
和
釉
上
彩
繪

結
合
的
瓷
器
裝
飾
技
法
。
在
素
胎
上
以
青

料
描
繪
部
分
紋
飾
或
輪
廓
，
上
釉
高
溫
燒

製
後
，
再
於
釉
上
填
入
不
同
彩
料
，
低
溫

烘
燒
，
完
成
完
整
花
紋
。
不
同
溫
度
釉
彩

鬥
在
一
起
，
同
時
爭
艷
，
是
難
度
很
高
的

技
巧
。
在
宣
德
時
期
已
有
先
例
，
正
統
至

景
泰
間
有
所
嘗
試
，
最
為
人
所
知
的
品
類

就
是
成
化
雞
缸
杯
。

正
德
官
窯
著
名
的
回
回
文
紋
飾
現

象
，
也
多
見
於
青
花
作
品
中
。
這
件
明
正

德
︿
青
花
阿
拉
伯
文
罐
﹀
︵
圖
十
一
︶
，

器
身
四
方
形
開
光
，
依
順
時
針
方
向
連
讀

為
：
ب﹁

صاح

︵
陪
伴
︶
﹂
、
الخیار﹁

︵
好

人
們
︶
﹂
、
ن﹁

تام

︵
小
心
，
警
戒
︶
﹂
、

شرار﹁
الا

︵
壞
人
們
︶
﹂
，
漢
譯
為
：
﹁
親

賢
人
、
遠
小
人
﹂
。
這
種
開
光
裝
飾
文
字

的
形
式
，
亦
與
伊
斯
蘭
藝
術
息
息
相
關
。

明
晚
期
青
花
瓷
︵
嘉
靖
至
明
末
：

一
五
二
二

∼

一
六
四
四
︶

嘉
靖
朝
以
後
，
青
花
紋
飾
越
顯
繁

縟
，
並
出
現
新
穎
造
型
，
顯
現
此
時
技
術

精
熟
。
此
外
，
在
帝
王
信
仰
的
影
響
下
，

作
品
中
也
帶
入
了
道
教
、
佛
教
等
裝
飾
要

素
，
並
充
滿
吉
祥
寓
意
。
明
嘉
靖
︿
雲
鶴

八
卦
瓶
﹀
︵
圖
十
二
︶
是
官
窯
作
品
中
首

圖九-1　明　宣德　青花鴛鴦形硯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九-2　明中期　青花雙鳥水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3　明中期　青花鴛鴦水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九-4　15世紀　越南青花鴛鴦水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明　成化　青花草花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明　正德　青花阿拉伯文梅花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二　明　嘉靖　青花雲鶴八卦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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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出
現
完
整
八
個
卦
相
，
且
卦
相
依
逆
時

針
方
向
排
列
，
是
為
﹁
後
天
八
卦
﹂
。
︵
註

六
︶
由
於
八
卦
雲
鶴
及
葫
蘆
與
道
教
齋
醮
和

內
丹
修
煉
關
係
密
切
，
可
能
用
於
世
宗
西

瓣
亦
與
花
口
相
應
，
胎
體
厚
重
。
陶
工
描

繪
游
於
水
藻
間
的
數
十
條
錦
鯉
，
姿
態
悠

閒
、
神
情
可
愛
。
唯
器
表
有
剝
釉
痕
，
顯

示
此
時
製
作
時
胎
釉
結
合
不
良
。

萬
曆
以
後
官
民
窯
場
間
的
界
線
越

趨
模
糊
，
加
以
海
禁
廢
弛
，
民
窯
嶄
露
頭

角
，
其
中
青
花
瓷
也
成
為
貿
易
市
場
的
熱

門
商
品
。
加
以
十
六
世
紀
以
後
，
由
於
歐

洲
地
理
大
發
現
與
海
上
新
航
路
的
探
索
，

加
速
了
東
方
瓷
器
的
貿
易
傳
播
，
海
內
外

陶
瓷
銷
售
需
求
激
增
，
青
花
製
造
在
中
國

產
生
區
域
性
的
擴
張
，
包
括
江
西
瑤
里
、

樂
平
、
吉
州
亦
陸
續
產
燒
，
十
六
世
紀
更

是
擴
及
到
福
建
漳
州
、
德
化
與
廣
東
潮

州
等
地
。
此
時
的
青
花
紋
飾
中
具
戲
曲
人

物
、
花
鳥
群
鹿
等
民
間
趣
味
題
材
，
使
青

花
瓷
的
形
式
更
顯
活
潑
；
而
明
末
清
初
一

類
﹁
過
渡
期
樣
式
﹂
的
作
品
也
見
於
本
展

中
。
從
現
今
海
外
展
示
收
藏
、
沉
船
打
撈

與
陸
地
考
古
挖
掘
等
，
也
證
明
了
此
時
青

花
瓷
器
風
行
五
大
洲
，
不
管
是
近
在
中
國

本
地
，
或
是
遠
在
歐
洲
，
都
有
明
代
青
花

瓷
的
蹤
跡
。

亞
洲
的
青
花
瓷

相
當
於
中
國
明
初
的
十
四
世
紀
下

半
葉
起
，
當
遙
遠
的
歐
洲
還
在
苦
思
﹁
白

色
黃
金
﹂
的
製
作
秘
方
，
中
國
的
鄰
國
越

南
、
韓
國
與
日
本
，
在
技
術
上
彼
此
轉
移

影
響
，
陸
續
生
產
了
青
花
瓷
。
不
管
是
細

描
輕
繪
、
重
現
精
緻
品
質
的
韓
國
青
花
，

在
淡
色
質
樸
中
添
加
金
彩
翠
綠
的
越
南
青

花
，
以
及
寂
靜
冷
枯
與
繽
紛
多
彩
並
存
的

日
本
青
花
，
都
有
如
枝
葉
派
生
般
，
競
演

著
亞
洲
文
化
多
元
的
豐
富
。
其
中
，
明

朝
與
清
朝
曾
一
度
實
施
海
禁
、
停
止
官
民

出
海
，
中
國
青
花
瓷
器
市
場
貨
源
短
缺
，

越
南
與
日
本
青
花
瓷
器
遂
分
別
以
異
軍
突

起
的
氣
勢
，
趁
著
中
國
青
花
帶
起
的
﹁
藍

海
﹂
，
競
相
加
入
了
全
球
的
航
海
貿
易
，

成
為
高
貴
貨
品
的
供
應
者
。

一
、
越
南

越
南
人
稱
青
花
為
﹁hoa lam

﹂
，
意

為
﹁
藍
色
的
花
紋
﹂
；
這
朵
藍
花
最
晚
在

十
四
世
紀
下
半
葉
萌
芽
於
越
南
北
部
，
但

其
胎
土
含
雜
質
而
呈
色
灰
樸
，
往
往
需
加

上
﹁
化
妝
土
﹂
，
繪
飾
線
條
也
以
單
筆
勾

勒
為
主
︵
圖
十
四—

1
︶
，
與
中
國
青
花
瓷

風
格
不
同
，
呈
現
出
清
新
婉
約
的
質
感
。

有
趣
的
是
，
越
南
青
花
的
圈
足
內

雖
往
往
露
胎
，
但
習
慣
刷
上
鐵
汁
，
俗
稱

﹁
巧
克
力
底
﹂
︵
圖
十
四—

2
︶
，
應
是
模

仿
因
胎
質
帶
鐵
份
而
呈
火
紅
色
的
景
德
鎮

青
花
或
龍
泉
窯
青
瓷
。
︵
註
七
︶

除
了
以
仿

似
中
國
青
花
的
造
形
在
市
場
初
試
啼
聲
，

還
有
部
分
越
南
青
花
加
上
釉
上
彩
繪
與
金

彩
，
可
說
是
﹁
越
南
式
鬥
彩
﹂
︵
註
八
︶

，

呈
現
繽
紛
的
討
喜
趣
味
。

二
、
韓
國

韓
人
稱
青
花
為
﹁
青
花
白
瓷
﹂
、

﹁
青
畫
白
瓷
﹂
、
﹁
青
華
白
瓷
﹂(

讀
音
皆

為C
h

eon
g H

w
aB

aekJa)

，
或
簡
稱
﹁
青

畫
﹂
、
﹁
青
花
﹂
︵C

heong H
w

a

︶
等
，

這
些
由
漢
字
轉
音
的
名
詞
，
皆
暗
示
了
這

類
作
品
最
早
來
自
中
國
。
現
存
最
早
的
韓

國
紀
年
青
花
瓷
，
出
現
於
十
五
世
紀
上
半

葉
。
由
於
其
產
量
稀
少
，
且
只
供
宮
廷
使

用
，
並
未
成
為
海
外
貿
易
的
商
品
。
︵
註

苑
的
道
教
儀
式
。
萬
曆
官
窯
則
製
作
許
多

器
形
奇
巧
的
作
品
，
諸
如
青
花
筆
管
等
，

而
明
萬
曆
︿
青
花
魚
藻
梅
花
式
洗
﹀
︵
圖

十
三
︶
花
口
分
五
瓣
口
部
折
沿
，
器
壁
弧

圖十三　明　萬曆　青花魚藻梅花式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1　15世紀　越南青花蓮花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2　越南青花蓮花盤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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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余
佩
瑾
，
︿
瓷
器
上
的
一
把
蓮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一
六
七
期
，
一
九
九
七
年
二
月
，
頁

四—

二
一
。

2.  

相
關
論
述
請
見
蔡
玫
芬
，
︽
碧
綠
：
明
代
龍
泉

窯
青
瓷
圖
錄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

九
，
頁
十
。

3.  

洪
武
二
年
說
法
見
劉
新
園
，
︿
景
德
鎮
珠
山
出

土
的
明
初
與
永
樂
官
窯
瓷
器
之
研
究
﹀
，
收
入

︽
景
德
鎮
出
土
明
官
窯
瓷
器
︾
，
臺
北
：
鴻
禧

美
術
館
，
一
九
九
六
，
頁
三○

；
洪
武
三
十
五

年
說
法
見
傅
振
倫
，
︿
明
朝
洪
武
末
設
官
窯

說
﹀
，
收
入
同
氏
︽
中
國
古
陶
瓷
論
叢
︾
，
北

京
：
中
國
廣
播
電
視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
頁

五
九—

六○

；
宣
德
元
年
說
法
見
佐
久
間
重

男
，
︿
明
代
の
陶
瓷
と
歷
史
的
背
景
﹀
，
收
入

︽
世
界
陶
磁
全
集
︾
卷
十
四
，
東
京
：
小
學

館
，
一
九
七
六
，
頁
一
四
三
。

4.  P
o

p
e

, Jo
h

n
 A

le
xa

n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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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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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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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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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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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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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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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五
六
；
鴻
禧
美
術
館
編
，
︽
景
德
鎮
出
土

明
初
官
窯
瓷
器
︾
，
臺
北
：
鴻
禧
藝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
一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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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尹
翠
琪
，
︿
西
苑
洞
天
：
嘉
靖
御
用
瓷
器
的
道

教
紋
飾
﹀
，
︽
機
暇
明
道
︾
，
香
港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
二○

一
二
，
頁
四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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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p

a
ra

te
 

Tra
d

itio
n

, C
hi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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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199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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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
靜
菲
，
︿
異
軍
突
起
的
越
南
青
花
瓷
：
兼
介

故
宮
新
藏
品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八

期
，
二○

○

八
，
頁
七
一
。

9.  

大
阪
市
立
東
洋
陶
磁
美
術
館
編
，
︽
朝
鮮
陶
磁

シ
リ
ー
ズ
，
十
三
李
朝
の
秋
草
︾
，
大
阪
：
大

阪
市
立
東
洋
陶
磁
美
術
館
，
一
九
八
八
。

10.  

謝
明
良
，
︿
十
五
至
十
六
世
紀
日
本
的
中
國
陶

瓷
鑑
賞
與
收
藏
﹀
，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
第
十
七
期
，
二○

○

四
，
頁

一
六
八
。

九
︶

一
七
五
二
年
朝
鮮
宮
廷
將
官
窯
的
燒

造
移
至
分
院
里
，
鈷
料
入
手
也
比
之
前
容

易
。
加
以
庶
民
文
化
流
入
宮
廷
，
觸
發
許

多
活
潑
的
樣
式
。
分
院
里
製
作
的
青
花
瓷

器
，
主
紋
與
副
紋
的
樣
式
都
已
擺
脫
了
中

國
的
影
響
。
︵
圖
十
五
︶

︵
一
三
八○

︶
室
町
幕
府
第
三
代
足
利
義

滿
將
軍
參
加
所
謂
﹁
花
御
會
﹂
時
，
會
中

所
用
的
花
瓶
包
括
了
﹁
茶
垸
染
付
﹂
，
亦

即
﹁
青
花
瓷
瓶
﹂
，
可
見
最
晚
在
十
四
世

紀
後
半
中
國
青
花
已
流
傳
於
日
本
貴
冑
之

間
。
︵
註
十
︶

雖
然
日
本
當
地
已
有
青
花
瓷

的
流
佈
，
但
青
花
的
製
成
無
法
僅
透
過
觀

察
作
品
複
製
，
瓷
土
與
技
術
等
亦
為
不
可

或
缺
的
要
素
。
然
而
，
日
本
雖
晚
於
中
、

越
、
朝
起
步
，
但
從
創
燒
高
溫
瓷
器
到
青

花
瓷
的
蓬
勃
生
產
時
間
極
短
；
據
傳
十
六

世
紀
末
﹁
壬
辰
倭
亂
﹂
時
，
日
本
出
兵
朝

鮮
，
帶
回
一
批
朝
鮮
陶
工
，
遂
於
日
本
有

田
創
燒
了
最
早
的
高
溫
瓷
器
，
在
技
術
邁

向
卓
越
的
過
程
中
，
先
是
模
仿
了
中
國
青

花
瓷
工
法
和
紋
飾
藝
術
，
並
以
﹁
濃
染
﹂

等
繪
製
技
法
，
創
作
出
日
本
的
特
色
。

︵
圖
十
六
︶
一
六
九○

年
亦
出
品
以
青
花

為
底
、
加
上
金
彩
等
多
彩
的
﹁
金
襴
手
﹂

樣
式
等
，
技
術
日
新
又
新
，
成
功
地
跨
出

了
日
本
境
內
，
外
銷
至
亞
、
歐
各
地
。

四
、
伊
朗

當
青
花
橫
跨
出
亞
洲
的
地
土
，
也
促

使
非
洲
埃
及
與
歐
洲
荷
蘭
等
地
在
十
五
世

三
、
日
本

日
人
初
見
白
地
藍
花
的
高
溫
瓷
器
，

認
為
沉
著
的
鈷
料
發
色
好
似
藍
彩
滲
入
織

布
般
，
稱
之
為
﹁
染
付
﹂(som

etsuke)

。

而
﹁
染
付
﹂
一
詞
最
早
見
於
東
城
坊
秀
長

日
記
︽
迎
陽
記
︾
，
其
中
記
述
康
曆
二
年

紀
製
作
出
低
溫
白
地
藍
彩
陶
；
波
斯
語
的

青
花
﹁chini -ye aabivasefid

﹂
，
與
英
文

﹁blue -and -w
hite

﹂
，
在
在
表
示
當
時
對

於
來
自
亞
洲
﹁
藍
與
白
﹂
深
刻
的
視
覺
體

驗
。
伊
朗
雖
然
盛
產
鈷
料
，
然
而
由
於
缺

乏
製
作
高
溫
瓷
的
瓷
土
，
僅
能
製
作
白
釉

藍
彩
的
低
溫
陶
器
。
從
伊
朗
陶
器
的
裝
飾

紋
樣
與
風
格
，
也
可
看
出
與
中
國
青
花
瓷

在
藝
術
形
式
上
的
互
動
與
交
流
。

小
結

十
七
世
紀
以
後
，
由
於
歐
洲
傳
入
琺

瑯
彩
等
技
術
的
觸
發
，
形
成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亞
洲
以
清
宮
為
首
的
釉
上
多
彩
競

技
。
但
青
花
瓷
的
魅
力
仍
然
不
減
，
透
過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穿
梭
歐
亞
所
帶
來
的
巨

大
利
益
，
景
德
鎮
甚
至
模
仿
日
本
製
的
荷

蘭
風
青
花
陶
，
而
荷
蘭
當
地
也
以
仿
製
明

代
萬
曆
年
間
的
中
國
青
花
牟
利
，
文
化
的

交
流
透
過
藍
與
白
的
承
載
，
迴
流
往
返
，

也
帶
動
了
世
界
的
運
轉
，
豐
富
了
近
七
百

年
的
世
界
史
。
直
至
今
日
，
依
舊
藍
白
輝

映
，
歷
久
彌
新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圖十五　西元18世紀後半至19世紀　朝鮮李朝　青花龍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1670∼1680年代　日本　鯉躍龍門青花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