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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於
心﹁

潔
素
瑩
然
，
甚
適
於
心
﹂
是
永
樂
皇
帝

對
自
己
心
愛
瓷
器
的
讚
譽
。
明
成
祖
朱
棣
，
年

號
永
樂
︵
一
四○

三

∼

一
四
二
四
︶
，
是
明
代

第
三
位
皇
帝
。
在
他
當
政
的
二
十
二
年
期
間
，

文
治
武
功
兼
備
。
許
多
建
樹
及
事
蹟
都
給
後
世

帶
來
很
大
的
影
響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像
是
定
都

北
京
，
營
建
紫
禁
城
，
形
成
新
的
政
治
軍
事
秩

序
。
派
遣
以
鄭
和
為
首
的
大
型
艦
隊
經
由
海
路

連
絡
南
洋
，
經
營
週
邊
，
如
女
真
、
蒙
古
、
西
藏
、

安
南
等
，
並
多
次
遣
使
往
還
中
亞
諸
國
，
創
造

新
的
外
交
關
係
。
整
理
書
契
以
來
經
史
子
集
百

家
之
書
，
編
輯
永
樂
大
典
，
建
構
新
的
知
識
體

系
。
另
外
，
他
也
製
作
大
量
官
方
用
器
，
像
是

漆
器
、
佛
像
、
瓷
器
等
，
成
就
宮
廷
用
器
品
質

距
今
六
百
多
年
前
的
永
樂
四
年
︵
一
四○

六
︶
十
月
，
永
樂
皇
帝
和
前
來
進
貢
的
回
回
國
家
之
間
，
曾
發
生
一
段

關
於
送
禮
的
小
插
曲
。
回
回
結
牙
思
進
貢
了
一
件
玉
椀
，
皇
上
並
沒
有
接
受
這
份
禮
物
，
而
是
命
令
禮
部
賜
與
一

些
金
錢
，
然
後
請
使
臣
回
去
。
永
樂
皇
帝
說
：
﹁
朕
每
天
所
使
用
的
瓷
器
﹃
潔
素
瑩
然
，
甚
適
於
心
﹄
，
沒
有
必

要
用
到
玉
椀
﹂
。
從
這
段
紀
錄
於
實
錄
的
對
話
中
，
可
以
看
到
永
樂
皇
帝
對
其
生
產
的
瓷
器
的
喜
愛
與
信
心
。

適
於
心

明
代
永
樂
皇
帝
的
瓷
器
展
覽
簡
介

黃
蘭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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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波
高
峰
。
在
這
當
中
，
合
於
永
樂
皇
帝
個

人
心
意
與
國
家
需
求
的
瓷
器
，
經
過
了
六
百
年

的
歲
月
，
留
存
至
今
，
不
僅
展
現
當
時
代
瓷
器

精
湛
的
工
藝
成
就
，
同
時
是
多
方
文
化
來
往
的

具
體
例
證
。

永
樂
皇
帝
的
瓷
器
中
，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

甜
白
、
青
花
及
紅
釉
瓷
器
。
甜
白
釉
色
創
燒
於

永
樂
，
恬
靜
優
雅
，
開
創
白
瓷
新
面
貌
。
青
花

瓷
器
的
造
型
豐
富
多
變
，
有
許
多
文
化
交
流
下

產
生
的
新
器
形
。
紅
釉
瓷
器
光
瑩
鮮
豔
，
也
成

為
後
世
追
仿
的
對
象
。
在
朝
廷
的
要
求
和
監
督

下
，
瓷
器
先
由
內
府
﹁
定
奪
樣
制
﹂
，
才
發
給

窯
廠
照
樣
製
作
。
官
用
作
品
必
須
器
形
規
整
、

釉
色
純
正
、
紋
飾
合
於
規
範
。
相
對
的
，
不
符

合
標
準
的
作
品
則
被
刻
意
擊
碎
，
掩
藏
於
窯
址

附
近
。
而
燒
成
的
瓷
器
，
則
作
為
國
家
禮
儀
或

宮
廷
日
常
之
用
，
或
成
為
致
贈
外
交
邦
國
的
禮

物
，
流
通
海
內
外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有
一
批
質
量
俱

精
的
傳
世
永
樂
瓷
器
，
本
次
展
覽
特
別
精
選
近

一
百
件
作
品
，
分
為
三
個
單
元
。
第
一
單
元
﹁
內

府
燒
造
﹂
，
呈
現
永
樂
時
期
瓷
器
的
性
質
、
面

貌
及
特
色
。
第
二
單
元
﹁
對
外
交
流
﹂
展
現
瓷

器
上
所
見
與
西
藏
以
及
中
西
亞
文
化
交
流
的
軌

跡
，
第
三
單
元
﹁
承
襲
與
模
仿
﹂
，
可
以
看
到

兩
側
各
畫
一
條
五
爪
雲
龍
，
其
下
畫
海
水
江
崖

紋
，
三
足
各
飾
如
意
雲
紋
及
雙
線
，
器
底
有
澀

胎
一
圈
，
中
央
施
釉
並
畫
蓮
花
一
朵
，
器
內
純

白
無
紋
飾
。
盤
中
心
除
了
三
山
形
凸
起
外
，
四

周
繪
飾
雙
龍
紋
以
及
海
水
波
濤
紋
，
盤
底
中
心

露
出
緻
密
潔
白
胎
體
。
相
同
的
爵
杯
和
托
盤
組

合
在
景
德
鎮
負
責
燒
造
宮
廷
用
器
的
珠
山
遺
址

曾
有
出
土
。

瓷
爵
的
燒
製
始
於
元
代
。
洪
武
元
年

︵
一
三
六
八
︶
，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在
談
論
太
廟

祭
器
時
，
說
：
﹁
共
設
酒
尊
三
、
金
爵
八
、
瓷

四
︶
青
花
發
色
濃
豔
，
滲
青
斑
點
明
顯
。
同
樣

紋
飾
布
局
的
團
龍
紋
作
品
，
在
景
德
鎮
珠
山
遺

址
曾
有
發
現
。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
一
三
九
三
︶

時
，
曾
對
公
、
侯
以
及
一
品
至
九
品
官
員
的
酒

注
、
酒
盞
等
器
用
材
質
做
出
具
體
規
定
，
對
於

漆
木
器
也
有
﹁
不
許
用
硃
紅
及
抹
金
、
描
金
、

雕
琢
龍
鳳
文
﹂
的
限
制
。
雖
然
不
是
直
接
針
對

瓷
器
紋
飾
做
出
規
範
，
但
可
以
看
出
龍
、
鳳
紋

飾
以
及
使
用
金
彩
的
作
法
，
在
此
時
已
成
了
分

別
臣
庶
、
階
級
的
依
據
之
一
。

珍
貴
且
帶
有
﹁
永
樂
年
製
﹂
篆
款
的
紅
釉

瓷
器
，
光
素
潔
白
或
帶
有
暗
花
的
甜
白
瓷
器
以

及
以
外
來
鈷
料
﹁
蘇
麻
離
青
﹂
繪
製
的
青
花
瓷

器
，
是
永
樂
時
期
最
受
矚
目
的
三
種
瓷
器
。
它

們
與
純
淨
的
顏
色
釉
瓷
器
及
同
樣
帶
有
官
方
樣

式
的
龍
泉
窯
青
瓷
，
共
同
展
現
出
永
樂
皇
帝
瓷

器
特
有
的
時
代
樣
貌
及
風
格
特
色
。

紅
釉
器
是
以
銅
作
呈
色
劑
，
在
還
原
氣
氛

中
高
溫
燒
造
而
成
。
由
於
其
對
溫
度
、
氣
氛
的

要
求
特
別
敏
感
，
稍
有
不
慎
即
無
法
得
到
純
正

的
鮮
紅
色
，
是
最
難
燒
製
成
功
的
瓷
器
品
種
之

一
。
永
樂
時
期
開
始
，
景
德
鎮
可
以
燒
造
出
釉

色
純
正
的
紅
釉
瓷
器
。
高
足
碗
施
紅
釉
，
釉
汁

瑩
厚
，
器
色
鮮
艷
，
器
內
壁
錐
拱
雙
龍
戲
珠
紋

︵
圖
五
︶
，
外
壁
樸
素
無
紋
飾
，
碗
心
有
﹁
永

清
代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時
期
向
明
代
永
樂
、

宣
德
時
期
的
瓷
器
致
敬
的
作
品
，
共
同
呈
現
傳

世
永
樂
官
方
用
瓷
的
時
代
面
貌
及
文
化
意
涵
。

內
府
燒
造

明
代
嘉
靖
年
間
王
世
懋
︽
窺
天
外
乘
︾
及

黃
一
正
︽
事
物
紺
珠
︾
在
談
論
明
初
官
方
用
瓷

時
，
都
曾
經
講
到
﹁
永
樂
、
宣
德
年
間
內
府
燒

造
，
迄
今
為
貴
。
其
時
以
騌
眼
甜
白
為
常
，
以

蘇
麻
離
青
為
飾
，
以
鮮
紅
為
寶
﹂
一
句
。
這
段

話
，
清
楚
地
總
結
了
永
樂
時
期
瓷
器
的
性
質
、

面
貌
及
特
色
。
這
些
在
景
德
鎮
燒
造
的
瓷
器
，

像
是
﹁
內
府
﹂
銘
梅
瓶
、
青
花
五
爪
龍
紋
爵
杯
、

爵
盤
以
及
帶
有
金
彩
裝
飾
的
瓷
器
，
說
明
永
樂

瓷
器
為
官
方
所
製
作
、
使
用
的
性
質
。

以
本
院
典
藏
有
四
套
的
︿
青
花
波
濤
龍
紋

爵
杯
、
爵
托
盤
﹀
為
例
，
青
花
爵
杯
搭
配
山
形

托
盤
首
見
於
明
代
永
樂
時
期
。
爵
杯
仿
青
銅
爵

器
形
，
前
有
橢
圓
流
，
後
帶
尖
形
尾
，
左
右
有

雙
柱
立
於
口
沿
，
器
腹
下
承
三
足
。
︵
圖
一
︶

托
盤
折
沿
、
平
底
，
底
有
四
如
意
形
足
，
盤
中

央
突
起
一
座
三
山
形
支
柱
，
三
山
之
間
略
凹
並

有
三
孔
隙
，
供
瓷
爵
的
腹
部
及
三
足
歇
放
，
所

以
也
稱
﹁
歇
爵
山
盤
﹂
。
︵
圖
二
︶
瓷
爵
外
壁

圖1　明　永樂　青花波濤龍紋爵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2　明　永樂　青花波濤龍紋爵托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爵
十
六
於
殿
東
西
﹂
，
可
以
看
出
瓷
爵
在
明
初

已
是
重
要
祭
器
。
明
英
宗
時
，
禮
部
尚
書
蔣
守

約
也
曾
提
到
﹁
大
祀
天
地
、
社
稷
，
舊
制
皆
用

瓷
爵
﹂
，
可
以
推
想
帶
有
五
爪
雲
龍
紋
和
海
水

江
崖
紋
組
合
的
瓷
爵
和
爵
盤
，
應
該
是
永
樂
時

期
重
要
的
家
國
重
器
。

另
外
展
出
的
︿
青
花
穿
蓮
鳳
紋
碗
﹀
︵
圖

三
︶
，
碗
腹
部
圓
弧
，
底
部
微
凸
，
圈
足
低
矮
。

全
器
以
青
花
繪
飾
，
內
壁
裝
飾
以
八
個
團
鳳
紋
，

碗
心
畫
雙
鳳
穿
蓮
，
外
壁
繪
鳳
凰
一
對
，
其
間
則

飾
纏
枝
番
蓮
花
，
圈
足
內
繪
鳳
凰
穿
雲
紋
。
︵
圖

圖3　明　永樂　青花穿蓮鳳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明　永樂　青花穿蓮鳳紋碗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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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照
耀
及
特
定
角
度
之
下
才
能
略
窺
紋
飾
面
貌
，

十
分
引
人
入
勝
。
︵
圖
八
︶
根
據
一
九
八
九
年

景
德
鎮
珠
山
明
代
御
窯
廠
遺
址
的
發
掘
報
告
，

永
樂
前
期
地
層
中
的
甜
白
釉
瓷
器
占
所
有
出
土

物
的
百
分
之
九
十
八
以
上
。
據
學
者
推
測
，
永

樂
皇
帝
大
量
燒
造
白
色
瓷
器
有
可
能
與
他
燕
王

時
期
居
於
北
平
，
感
染
元
人
尚
白
之
風
氣
有
關
。

也
有
人
推
測
，
大
量
燒
製
的
白
釉
瓷
器
不
但
帶

有
宗
教
意
涵
，
同
時
，
因
其
為
報
答
父
母
之
恩

所
建
造
的
金
陵
大
報
恩
寺
塔
是
以
白
瓷
磚
搭
建

而
成
，
白
瓷
器
同
時
也
承
載
了
皇
帝
對
父
母
的

追
思
。﹁

蘇
麻
離
青
﹂
是
一
種
外
來
鈷
料
，
發
色

濃
豔
，
帶
有
滲
青
鐵
鏽
斑
點
，
紋
飾
有
時
還
會

因
流
釉
關
係
略
顯
模
糊
，
形
成
永
樂
、
宣
德
時

期
青
花
瓷
器
獨
特
鮮
明
的
風
格
。
另
外
，
永
樂

時
期
的
青
花
瓷
器
在
裝
飾
上
也
有
獨
到
之
處
。

以
青
線
分
隔
器
物
的
不
同
部
位
，
如
口
唇
、
內

壁
、
器
心
，
並
在
其
間
以
花
卉
紋
進
行
裝
飾
是

十
四
世
紀
以
來
即
有
的
傳
統
，
與
前
代
相
比
，

永
樂
青
花
瓷
器
佈
局
較
元
青
花
舒
朗
，
留
白
空

間
較
多
，
分
層
較
少
，
裝
飾
畫
面
主
從
分
明
，

盤
心
主
紋
飾
的
搶
眼
度
也
大
為
提
高
。
像
是
︿
青

花
牡
丹
紋
葵
花
式
盤
﹀
︵
圖
九
︶
，
盤
身
模
製

呈
八
瓣
葵
花
形
，
內
外
壁
皆
以
青
花
為
飾
，
盤

心
一
週
加
雙
鉤
菱
花
邊
二
層
，
中
間
再
以
折
枝

雙
牡
丹
為
主
要
紋
飾
。
同
樣
的
作
品
在
伊
朗
的

阿
德
卑
爾
神
廟
︵A

rdebil Shrine

︶
收
藏
中
也

可
以
看
到
，
可
見
其
除
了
在
本
地
使
用
，
也
供

應
中
東
地
區
需
求
。
另
一
件
︿
青
花
花
卉
紋
鏤

空
花
薰
﹀
︵
圖
十
︶
形
體
端
整
高
大
，
氣
質
秀

雅
莊
重
，
不
僅
在
傳
世
品
中
極
為
罕
見
，
在
考

古
遺
址
中
更
未
見
出
土
。
器
腹
碩
圓
，
從
中
分

樂
年
製
﹂
雙
行
四
字
篆
書
款
。
︵
圖
六
︶
永
樂

時
期
的
官
方
用
瓷
開
啟
了
瓷
器
上
標
示
年
號
款

的
先
河
，
部
分
單
色
釉
瓷
如
白
釉
、
紅
釉
的
碗
、

杯
、
高
足
器
以
及
幾
件
青
花
壓
手
杯
的
內
底
心
，

可
以
看
見
﹁
永
樂
年
製
﹂
四
字
二
行
篆
書
款
。

可
以
知
道
，
瓷
器
底
部
加
書
皇
帝
年
號
款
識
的

作
法
雖
然
在
宣
德
時
期
才
普
及
，
但
從
永
樂
時

期
即
已
得
見
，
而
這
也
是
官
方
力
量
介
入
窯
廠

生
產
的
具
體
展
現
。

永
樂
時
期
的
白
釉
瓷
器
胎
質
細
白
，
釉
質

溫
潤
，
釉
光
柔
和
，
以
純
淨
潔
白
的
釉
色
著
名

於
世
，
視
覺
上
呈
現
出
與
前
代
釉
色
偏
米
白
的

定
窯
瓷
器
，
或
是
泛
著
淡
淡
青
色
的
青
白
瓷
截

然
不
同
的
感
受
，
有
﹁
甜
白
﹂
之
稱
。
﹁
甜
白
﹂

一
詞
源
於
明
代
晚
期
文
人
，
學
者
劉
新
園
推
測

這
個
名
稱
的
由
來
是
因
為
明
代
嘉
靖
時
期
白
砂

糖
剛
被
發
明
出
來
，
所
以
用
當
時
最
時
髦
，
色

白
如
霜
雪
的
白
糖
之
﹁
甜
﹂
，
來
形
容
溫
潤
潔

淨
的
永
樂
白
釉
瓷
器
。

︿
甜
白
雙
龍
紋
小
碗
﹀
︵
圖
七
︶
口
部
略

外
侈
、
深
壁
、
矮
圈
足
。
胎
質
細
膩
潔
白
，
半

脫
胎
，
重
量
不
足
五
十
克
。
全
器
施
潔
白
溫
潤

的
白
釉
，
器
身
內
壁
錐
拱
雙
龍
，
碗
心
刻
有
﹁
永

樂
年
製
﹂
雙
行
四
字
篆
書
款
。
暗
花
裝
飾
隱
身

於
甜
白
釉
色
之
下
，
平
時
隱
而
未
顯
，
只
有
在
燈

圖5　明　永樂　紅釉暗龍紋高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6　明　永樂　紅釉暗龍紋高足碗　款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明　永樂　甜白雙龍小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8　明　永樂　甜白雙龍小碗　碗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　永樂　青花牡丹紋葵花式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明　永樂　青花花卉紋鏤空花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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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上
、
下
兩
部
分
，
器
身
器
蓋
以
子
母
口
相
合
。

上
全
器
以
青
花
分
繪
十
二
層
紋
飾
，
紋
飾
與
三

層
鏤
空
帶
巧
妙
搭
配
，
香
氣
可
由
鏤
孔
之
處
緩

緩
飄
出
，
兼
具
實
用
及
美
觀
。
除
英
國
維
多
利

亞
與
艾
伯
特
博
物
館
有
一
件
書
有
﹁
大
清
乾
隆

年
製
﹂
的
後
仿
品
外
，
這
是
存
世
目
前
唯
一
一

件
明
代
初
年
花
薰
，
十
分
難
得
。

翠
青
釉
是
永
樂
時
期
開
始
創
燒
的
顏
色
釉
，

因
顏
色
類
似
翠
竹
之
青
色
而
得
名
。
這
件
蓋
罐

頸
部
短
而
微
歛
，
器
身
扁
圓
肩
部
有
三
個
四
瓣

花
托
飾
的
環
形
繫
耳
，
圈
足
淺
，
帶
平
頂
直
口

蓋
扣
於
環
形
繫
耳
之
內
，
是
永
樂
時
期
獨
有
的

罐
式
。
︵
圖
十
一
︶
罐
裡
、
圈
足
內
及
蓋
內
施

青
白
釉
，
其
餘
施
翠
青
釉
。
翠
青
釉
以
氧
化
鐵

為
呈
色
劑
，
釉
面
的
玻
璃
質
感
強
，
釉
內
滿
布

氣
泡
狀
如
魚
子
，
色
調
淡
雅
清
新
，
傳
世
品
並

不
多
見
，
院
藏
同
類
器
亦
僅
只
三
件
。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曾
規
定
：
﹁
凡
燒
造
供
用

器
皿
等
物
，
需
要
定
奪
樣
制
，
計
算
人
工
物
料
。

如
果
數
多
，
起
取
匠
人
赴
京
，
置
窯
興
工
，
或

數
少
，
行
移
饒
、
處
等
府
燒
造
。
﹂
其
中
的
﹁
饒
﹂

指
得
是
江
西
景
德
鎮
窯
，
﹁
處
﹂
則
是
龍
泉
大

窯
楓
洞
岩
窯
。
對
照
龍
泉
窯
︿
青
瓷
劃
花
蓮
瓣

碗
﹀
︵
圖
十
二
︶
、
︿
甜
白
四
季
花
卉
紋
蓮
子
碗
﹀

︵
圖
十
三
︶
以
及
︿
青
花
四
季
花
卉
紋
蓮
子
碗
﹀

︵
圖
十
四
︶
，
可
以
看
出
兩
地
的
工
匠
，
或
以

刻
畫
方
式
，
或
以
鈷
料
繪
畫
，
或
以
印
花
達
成

﹁
官
樣
﹂
目
標
的
巧
思
，
也
清
楚
反
映
二
地
共

同
負
擔
燒
造
官
方
用
瓷
的
事
實
。

對
外
交
流

永
樂
時
期
，
因
為
宗
教
、
外
交
、
貿
易
等

因
素
，
與
西
藏
及
中
、
西
亞
世
界
的
交
流
與
互

動
非
常
頻
繁
，
器
物
的
形
制
、
紋
飾
也
反
映
了

不
同
文
化
間
交
流
的
痕
跡
。
皇
室
崇
敬
藏
傳
佛

教
，
也
重
視
與
西
藏
各
教
派
高
僧
的
往
來
，
賞

賜
物
品
當
中
包
含
有
珍
貴
的
瓷
器
，
也
製
作
了

許
多
帶
有
宗
教
意
涵
的
器
皿
。

例
如
傳
世
唯
一
一
件
永
樂
時
期
︿
青
花
朵

蓮
梵
文
勺
﹀
︵
圖
十
五
︶
，
尺
寸
極
大
，
勺
口

寬
而
深
，
握
柄
細
長
。
器
身
內
外
滿
釉
，
只
有

勺
緣
露
胎
，
可
以
推
測
勺
子
是
覆
燒
而
成
。
器

內
滿
書
青
花
梵
文
種
子
字
，
器
外
散
點
式
分
布

二
十
四
朵
蓮
花
，
同
樣
作
品
只
在
景
德
鎮
珠
山

遺
址
曾
出
土
一
件
汰
選
品
。
種
子
字
是
諸
佛
菩

薩
的
象
徵
。
帶
有
種
子
字
及
朵
蓮
的
瓷
質
大
勺
，

很
可
能
是
皇
室
的
宗
教
用
器
，
而
器
外
散
點
式

分
布
的
朵
蓮
，
也
和
永
樂
時
期
佛
經
上
的
裝
飾

十
分
相
似
。
乾
隆
皇
帝
為
了
這
件
大
勺
特
別
配

置
了
一
個
鵝
形
紫
檀
木
座
︵
圖
十
六
︶
，
托
座

內
並
刻
﹁
乾
隆
御
玩
﹂
一
行
四
字
楷
書
以
及

﹁≡

﹂
及
﹁
隆
﹂
兩
刻
印
文
︵
圖
十
七
︶
，
顯

示
乾
隆
對
其
的
珍
視
。

另
一
方
面
，
明
代
朝
廷
派
遣
陳
誠
等
經
由

陸
路
，
以
及
鄭
和
經
由
海
路
，
廣
泛
聯
繫
中
亞

與
西
亞
各
國
，
製
作
了
一
批
模
仿
伊
斯
蘭
世
界

金
屬
器
、
玻
璃
器
器
形
或
紋
飾
的
瓷
器
作
品
，

極
具
時
代
特
色
。
透
過
相
異
材
質
器
物
間
的
模

仿
與
創
造
，
可
以
看
到
永
樂
皇
帝
積
極
對
外
交

流
的
需
求
及
企
圖
心
。

像
是
清
代
宮
廷
稱
為
﹁
花
澆
﹂
的
單
把
壺
，

它
的
造
型
即
有
中
亞
黃
銅
器
和
玉
器
的
淵
源
。

︿
青
花
花
卉
紋
龍
耳
花
澆
﹀
器
呈
直
口
、
直
頸
、

圖11　明　永樂　翠青釉三繫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12　明　永樂∼宣德　龍泉窯　青瓷劃花蓮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明　永樂　甜白四季花卉紋蓮子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14　明　永樂　青花四季花卉紋蓮子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明　永樂　青花朵蓮梵文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明　永樂　青花朵蓮梵文勺及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17　 明　永樂　青花朵蓮梵文勺　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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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細
密
畫
上
的
圖
示
，
可
以
推
測
此
類
折
沿

洗
在
製
作
當
時
與
執
壺
成
組
配
對
，
作
為
淨
手

器
皿
使
用
的
情
形
。
︵
圖
二
一
︶

承
襲
與
模
仿

工
藝
精
湛
、
器
形
特
殊
的
明
代
永
樂
、
宣

德
時
期
瓷
器
成
為
後
世
承
襲
與
模
仿
的
對
象
。

清
代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時
期
，
瓷
器
製
作
異

彩
紛
呈
，
仿
製
永
樂
風
格
的
瓷
器
也
呈
現
前
所

未
有
的
繁
榮
景
象
。
一
方
面
，
有
些
作
品
刻
意

模
仿
前
朝
作
品
精
髓
，
只
在
成
型
技
術
，
胎
釉

厚
薄
、
尺
寸
大
小
、
紋
飾
描
繪
處
露
出
當
代
氣

息
；
另
一
方
面
，
也
有
擷
取
前
代
器
形
並
結
合

新
創
釉
彩
的
作
品
。
新
與
舊
的
對
話
，
呈
現
出

永
樂
瓷
器
對
後
代
的
影
響
力
。

︿
青
花
花
鳥
紋
如
意
耳
扁
壺
﹀
為
小
圓
口
、

短
頸
、
腹
部
扁
圓
、
平
底
無
足
，
並
在
頸
部
和

肩
部
以
如
意
耳
相
連
。
︵
圖
二
二
︶
頸
部
皆
飾

以
竹
葉
，
腹
部
兩
面
各
畫
梅
花
一
枝
，
上
棲
白

頭
翁
，
間
飾
竹
枝
。
與
明
代
永
樂
時
期
的
如
意

耳
扁
壺
相
比
︵
圖
二
三
︶
，
清
代
雍
正
時
期
的

扁
壺
形
體
較
大
、
腹
部
較
澎
圓
、
釉
面
泛
著
淡

碩
腹
、
平
底
、
淺
凹
足
。
︵
圖
十
八
︶
最
為
吸

睛
之
處
是
在
器
身
一
側
以
螭
龍
為
把
，
把
呈
反

S
形
。
把
的
上
端
為
龍
頭
，
銜
於
口
沿
之
外
，

下
端
為
龍
尾
，
向
後
反
卷
呈
花
型
。
對
照
蘇
格

蘭
布
瑞
爾
珍
藏
館
藏
的
青
花
單
把
壺
，
本
器
可

能
原
配
有
蓋
。
結
合
同
類
型
黃
銅
器
上
的
銘
文
，

以
及
細
密
畫
上
策
馬
行
進
︵
圖
十
九
︶
或
花
園

宴
飲
的
畫
面
，
可
以
推
測
此
類
單
把
壺
在
製
作

當
時
可
能
與
細
長
頸
瓶
配
對
，
作
為
酒
器
使
用
。

而
青
花
折
沿
洗
也
是
在
伊
斯
蘭
文
化
影
響

下
所
製
作
的
新
器
形
，
特
殊
的
外
形
源
自
於
西

亞
和
北
非
一
帶
的
黃
銅
及
加
彩
玻
璃
折
沿
洗
。

︿
青
花
波
濤
花
卉
紋
折
沿
洗
﹀
敞
口
、
口
沿
外

侈
、
深
壁
、
壁
微
內
凹
、
平
底
無
足
。
︵
圖

二
十
︶
全
器
除
器
底
露
胎
外
，
皆
以
筆
法
纖
細

勁
挺
的
青
花
為
飾
。
結
合
同
類
型
黃
銅
器
上
的

圖18　 明　永樂　青花花卉文龍耳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Sultan Sanjar and the widow　大英圖書館藏 引自Figurative Art in Medieval Islam and 
the Riddle of Bihzâd of Herât (1465-1535), p.73.

圖20　明　永樂　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Shahname-i Firdausi　土耳其及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Museum of Turkish and Islamic Art, 頁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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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的
灰
青
色
。
兩
者
最
大
的
不
同
在
於
：
明
代

永
樂
時
期
的
扁
壺
多
為
上
下
接
合
，
而
清
代
雍

正
時
期
的
作
品
則
為
前
後
相
接
，
因
此
足
部
著

地
露
胎
處
較
似
橄
欖
形
，
呈
現
出
工
藝
習
慣
的

時
代
差
異
。

除
了
由
精
緻
的
瓷
器
獲
得
眼
目
之
娛
，
在

展
覽
陳
設
上
，
﹁
適
於
心
﹂
展
也
有
一
些
不
同

的
設
計
。
在
陳
列
室
甜
白
瓷
器
的
部
分
，
設
置

有
透
光
陳
設
區
，
透
過
光
線
的
輔
助
，
試
圖
呈

現
隱
藏
在
甜
白
釉
色
下
的
暗
花
紋
飾
。
另
外
還

配
合
三
個
單
元
，
規
劃
﹁
永
樂
年
製
﹂
篆
字
款
、

扁
壺
上
的
幾
何
花
紋
以
及
折
沿
洗
模
形
的
觸
摸

區
域
。
期
待
觀
眾
能
走
入
陳
列
室
，
親
自
感
受

永
樂
皇
帝
瓷
器
的
獨
創
和
精
緻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22　清　雍正　青花花鳥紋如意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23　明　永樂　青花山茶花紋如意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