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髹飾黑釉盞

　　近些年來，有幾次在私人收藏家手中見

識到據稱是出自浙江省杭州南宋皇城遺址的

宋瓷髹飾標本。所見標本均屬殘片，但仍可

從器形和胎釉等特徵知其為福建省建窯類型

的黑釉茶盞。雖然髹飾部位多已剝落不全，

但從遺留痕跡仍可輕易看出塗漆部位均在盞

外壁下方露胎部位和圈足，也就是以漆裹施

澀胎。塗施漆色有黑色和褐色兩種，其呈色

和外觀特徵與習見的宋代素漆器一致，看來

應是宋代的髹飾。不難想見，當年通體晶亮

完全不露胎茶盞的富貴氣象。

　　傳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江城路與上倉橋

交叉口、原杭州東南化工廠採集的曜變建盞

記宋瓷髹飾
▍謝明良

本文主要是介紹近年浙江省杭州南宋皇城遺址範圍出土的塗漆宋瓷標本，並結合傳世宋瓷

實例，認為以漆塗抹陶瓷瓷釉以外露胎部位的舉措，其實和汝瓷裹釉支燒只露出細小釘痕，

或定瓷以覆燒技法燒成後再於無釉口沿鑲飾金屬釦邊，使得整器完全未露出澀胎的做法，

可能和宋代不欲瓷胎外露的宮廷趣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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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底足髹飾的建窯盞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宋臨安城遺址出土　取自鄧禾穎，〈南宋早期宮廷用瓷及相關問題探析―從原杭州東南
化工廠出土瓷器談起〉，2012年1期，頁22，圖34。



殘片，是眾所矚目的珍貴標本。傳稱的採集

地點西臨六步橋，再往西即南宋御街，標本

報告者推測該地是南宋都亭驛所在地，既是

接待外國使臣的賓館（《夢梁錄》，卷 10，〈館

驛〉），同時是皇帝宴請大臣或外國使節之地

（《宋史》，卷119），而該地點也出土了底刻「供

御」，或在器腹下方和圈足等露胎部位塗漆

的建盞。（圖 1、2）1
其髹飾特徵和筆者在其

他私人藏家所見者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清宮傳世的宋代黑釉盞中也

有部分作品於盞外壁下方和底足部位施加黑

色或褐色塗料之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

度被乾隆皇帝比附成五代「柴窯」的南宋吉

州窯葉紋碗，在碗壁下方和底足露胎處施加

褐色塗料。（圖 3）其次，1920年代《故宮

物品點查報告》所載原收藏在景陽宮的「柴

窯」，其黑釉光亮似漆，品相高逸，口沿裝

鑲金屬邊釦，底足露胎，而底足及外壁下方

潔白細膩的澀胎上也於出窯後施抹一層黑褐

色塗料。（圖 4）1930年代參加在倫敦中國

藝術國際展覽會上同類碗的定名是「宋建陽

窯烏金泑盌」。今日看來，乾隆皇帝的「柴

窯」說法當然並不正確，而碗的白色器胎也

表明其不會是建盞所產，相對的，其胎釉和

器式的成熟度則顯示其有可能是出自河北省

宋金時期定窯製品。2
田野調查表明，江西省

吉安縣永和吉州窯窯址亦曾採集到於燒造前

在碗底露胎部位施抹鐵泥的標本。（圖 5）不

過，上述曾被乾隆皇帝視為「柴窯」的吉州

窯黑釉盞底足，所施抹的黑色或暗褐色薄層

塗料的成分雖然還有待確認，但從殘留於個

別作品的暗褐色塗料呈現亮膜且有剝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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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南宋建窯黑釉茶盞底部殘留的髹飾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
宋臨安城遺址出土　取自蔡乃武，《昆山片玉―中國陶瓷
文化巡禮》，頁174，上圖。

 圖3 清宮傳世吉州窯葉紋盞　a.全器；b.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特別是外壁近底足澀胎部位的釉上仍可見到

塗料抹施痕跡，故可判斷應是燒成後的人為

加工。（同圖 3）不僅如此，深褐色塗料乃是

施抹在可能是因使用所造成的磕損底足之上，

而其塗料呈色則又和口沿金屬邊釦下方磕損

處的補修媒材相近。（圖 6）由於乾隆皇帝

三十一年（1766）〈詠柴窯椀〉時碗足塗料

似已剝落而顯露出胎色（「土性承足在」），

可知其施抹褐色塗料的年代應在此之前，但

確實的時間點已無從得知。總之，塗抹碗盞

露胎的做法，與傳杭州皇城遺址採集的建盞

髹飾標本在理念上似無不同，意即均是企圖

遮掩陶瓷的露胎部位。

　　在中國陶瓷史上，遮掩或減少瓷釉以外

露胎部位的手法不只一種，以宋瓷而言，裹

釉以支釘支燒的汝窯青瓷只顯露出支釘處芝

麻般大小的灰白胎。北宋中後期以來以覆燒

技法燒成的定窯碗盤類，雖於口沿留下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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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清宮傳世定窯黑釉盞　口徑1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吉州窯玳瑁斑盞　a.全器；b.底部　口徑12.5公分　中國江西省吉安縣永和窯址採集　中國江西省吉安縣博物館藏　取自北京藝術
博物館編，《中國吉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頁41，圖34。



澀胎，但經鑲飾金屬釦邊，整體則呈滿釉。

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看來，汝窯、定窯或

建窯等都是宋代宮廷使用的陶瓷品類，也因

此裹釉支燒、覆燒後釦邊，或於澀胎髹飾，

正體現著澀胎不欲外露的宮廷趣味。

　　另一方面，宋金時期北方山西、河南等

地窯場所燒造的俗稱北方油滴碗，碗下部及

底足常見施抹鐵泥漿。以往學界的說法是：

北方土白，故於燒造前施加鐵泥致使燒成後

露胎處呈黑色調，是為了模倣含鐵量高之南

方建窯盞黝黑的外觀特徵。
3
考慮到建盞在宋

代所受到的高度讚譽，倣建盞這樣的說法也

有其合理之處，但筆者也不排除施加鐵泥的

北方油滴碗也有欲圖遮蔽澀胎之意圖，而在

燒成之前抹施鐵泥的工法，顯然又要比燒成

後髹飾或抹施其他深色塗料要更為便捷和經

濟，並且不易褪色。

瓷胎漆器

　　相對於前引建窯盞在施釉的碗盞圈足等

露胎部位髹飾，浙江溫州天雷巷工地也出土

了一件北宋時期瓷胎黑漆葫蘆形執壺殘件，

據報導其是先漆一層褐色底漆，再飾黑漆。

（圖 7）另外，還可見到於碗盤外壁整體及圈

足部位全面施漆的宋代其他瓷窯標本，如杭

州皇城遺址範圍所採集到的幾件金代定窯標

本（圖 8、9），而筆者親眼見識的另一案例

據稱也是出自杭州皇城遺址，屬北宋晚期至

金代的定窯瓷盤殘片。（圖 10）4
從殘片觀

察，盤口沿帶花口，內壁陰刻花草。值得留

意的是，相對於內壁施罩定窯常見的略閃黃

的透明釉，其外壁和底足則不施釉，呈現澀

胎，澀胎壁施暗褐色漆，圈足內飾黑色漆，

是一件在製作當時即有意識擬於器外壁髹漆

的作品，故而刻意留出澀胎，讓略粗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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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南宋吉州窯口沿補修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北宋　瓷胎黑漆執壺（把、流殘）　高12.8公分　中國浙
江省溫州市天雷巷基建工地出土　取自蔡乃武，《昆山片
玉―中國陶瓷文化巡禮》，頁173，下圖右。



更有利於漆的附著。就其製作工序而言，大

約是成形後在盤內壁刻劃花，口沿切出花口，

花口下方外壁飾凹槽，再於內壁施釉以覆燒

技法入窯燒成。出窯後再由相關作坊包鑲銀

口，並在外壁和圈足飾漆，是相對於木胎、

木胎糊織物、夾紵、皮胎或竹胎等漆器之外，

有意為之的瓷胎漆器。另外，這件內白釉外

髹飾的定窯殘片，還曾因破裂而以銀皮修補。

從現存標本的外觀看來，做為連結補修的帶

狀銀皮是黏貼在盤外壁漆皮之上，推測是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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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金代定窯白瓷殘碗片上的髹飾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東南化工廠基
建工地出土　取自蔡乃武，《昆山片玉―中國陶瓷文化巡
禮》，頁172，上圖。

 圖10 定窯白瓷髹漆盤　a.外壁；b.內壁　傳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宋臨安城遺址出土　胡雲法先生藏　a.邱寧斌攝；b.作者攝

 圖8 定窯白瓷髹飾標本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宋臨安城遺址出土　取自鄧禾穎，〈南宋早期宮廷用瓷及相關問題探析―從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出土瓷
器談起〉，2012年1期，頁21，圖28～30。



飾後因故損傷而採行的修繕。以金屬皮條補

修陶瓷的工法並不罕見，浙江地區如紹興宋

代水井遺跡出土的青白瓷碗，或杭州嚴官巷

出土的南宋龍泉青瓷碗，都是以銅皮補修接

合的考古實例。
5

　　一旦提及瓷器髹飾，相信有不少人腦海

裏會馬上浮現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

漆平脫秘色青瓷碗。（圖 11）從置放在地宮

隧道通往前室的咸通十五年（874）石刻《衣

物帳》所載錄「瓷秘色椀（碗）七口，內二

口銀稜」，對照地宮文物可知「二口銀稜」

指的正是地宮兩件口沿和圈足裝鑲銀邊釦，

內施黃釉，外壁貼飾鏤空鎏金薄片而後塗漆

磨平的越窯瓷胎平脫碗。從發掘報告的文字

描述可知，這兩件似乎從未正式陳列展出的

名品之外壁無釉，並且刻意地在胎半乾時，

切削出臺階狀的同心圓以利髹飾。
6
前述外壁

髹飾的定窯標本雖非平脫，不若法門寺地宮

文物乃是懿、僖二宗及惠安皇太后等的供養

物般富貴華麗，但仍承襲了此一在器外壁留

下澀胎以利髹飾的工藝傳承。就此宮廷趣味

的延續而言，該定窯瓷胎髹飾標本確實有可

能是出自杭州皇城遺址。

　　另外，從定窯殘瓷盤外壁塗施的褐色漆

的漆色酷似宋金時期北方窯場所燒造的柿釉

（圖 12），可以再次確認以往學界咸認為，

這種以鐵為呈色劑的所謂柿釉乃是有意倣漆

器製品的說法應該是正確的。應該一提的是，

邵伯溫（1057-1134）《聞見錄》載北宋第四

代皇帝仁宗（1032-1062在位）和備受恩寵的

張貴妃之間一則軼聞：「仁宗一日幸張貴妃

閤，見定州紅瓷器，帝堅（一作怪）問：『安

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

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此所持

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
7
問題是，由

仁宗以柱斧粉碎的「定州紅瓷器」除了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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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漆平脫秘色青瓷碗　a.側面；b.背底　口徑23.7公分　中國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取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法門
寺考古發掘報告》下，圖197。

 圖12 定窯柿釉碗　口徑12.7公分　中國河北省曲陽縣定窯窯
址出土　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定窯》，北
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頁141，圖124。



學界所比附的定窯柿釉瓷之外，會不會是更

為難得少見施塗紅漆的倣漆定瓷？（如圖 8∼

10），個人認為此或可備一說。

中國陶瓷髹飾諸面向

　　戰國時期（475-221 B.C.）以楚地為中心，

可見一種於低溫陶器塗漆的所謂漆衣陶，這

類髹飾陶器也擴展及於山東、河北、北京並

西入四川盆地的戰國、西漢墓。
8
從器用的多

元角度看來，有的其實不容易判斷這種塗漆

美化使得陶器外觀有著亮麗光澤的漆衣陶，

到底是日常的實用器？還是陪葬用的明器或

用於儀禮的祭器類？（圖 13）其和湖南省長

沙楚墓出土的在陶器上塗錫，使其外觀酷似

金屬的塗錫陶，或後來關中地區發展興盛的

鉛釉陶，都是美化陶器外觀使其產生光澤之

風潮下的產物。
9

　　相對於戰國、西漢時期的漆衣陶器，前

述晚唐九世紀法門寺地宮的越窯漆平脫碗，

和傳杭州皇城遺址範圍採集的建窯和定窯髹

飾，則是展現宮廷品味的實用器。除了宋代

瓷窯經常倣造、再現漆器色澤的陶瓷製品，

福建省邵武南宋寶慶二年（1226）黃渙墓則

出土了倣建窯類型黑釉盞的木胎黑漆碗，其

碗壁甚至人工描繪密集銀線，意圖呈現陶瓷

黑釉的兔毫紋理。（圖 14）宋代陶瓷和漆器

的緊密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於高溫施釉陶瓷留出澀面，再於其上髹

飾的做法一直延續到清代仍未斷絕。其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帶「大明宣德年

製」款的瓷盤，除了圈足底施釉並以青花書

寫年款，餘內外壁均呈無釉澀胎，澀胎面整

體先陰刻卷草紋入窯高溫燒成後，再於其上

施作雙龍戲珠雕彩漆飾，雕彩漆飾和瓷胎上

的陰刻卷草文並不匹配對應，其原因不明，

但作品性質屬典型的瓷胎漆器。（圖 15）從

龍紋造型和書款字體判斷，瓷胎和漆飾都是

明晚期萬曆年間之作，
10
明天 五年（1625）

楊明注釋隆慶（1567-1572）前後黃成撰《髹

飾錄》時也特別加注了「磁胎」剔紅。
11
此一

髹飾傳統迄清代宮廷仍經常可見，如清宮「造

辦處檔」雍正九年（1731）〈漆作〉載內務

府總管海望持出「無釉白磁碗四件，奉上諭

著將無釉白磁器上做洋漆，半邊或畫寸龍或

梅或竹或山水，半邊著載臨寫詩句，欽此」。

另從雍正六年（1728）著海望髹飾的瓷碗碗

蓋「俱係裡子掛釉，外無掛釉色」，
12
可知清

宮也是在無釉的澀胎髹漆。其僅於外壁髹漆

的做法和前引唐宋時期同類作品並無異致。

　　以高溫燒成的紫砂器亦常見髹飾，這不

僅是由於原本就無釉的紫砂器器表的質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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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灰陶漆衣加彩壺　高48公分　中國河南省南陽市麒麟崗漢墓
（M8）出土　取自曾布川寬、谷豐信編，《世界美術大全
集．東洋編．2．秦漢》，東京：小學館，1998，頁205，圖
171。



如瓷胎澀面有利於髹飾，同時也因紫砂壺往

往是由名工費時製作的人們珍愛用器。北京

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多件施漆的紫砂壺，其中

一件雍正朝帶把方形紫砂壺，上施黑漆描金

（圖 16），企圖以紫砂為地來模倣當時時

尚的洋漆。王亮鈞已經指出：督陶官唐英

（1682-1756）不止一次地進貢「洋漆宜興茶

壺」（乾隆九年）或「洋漆描金宜興茶壺」（乾

隆十年），而從臺灣故宮藏清宮傳世外施雕

漆紫砂壺之壺蓋排氣孔洞已為漆填塞，可知

宮中此類髹飾紫砂壺可能僅供陳設、賞玩，

不具實用功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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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倣建窯黑釉兔毫盞的木胎黑漆碗　a.側面；b.內側　中
國福建省黃渙墓（1226）出土　報告見福建博物院等，
〈邵武宋代黃渙墓發掘報告〉，《福建文博》，2004年
2期，封二：2。清楚彩圖取自蔡玫芬主編，《文藝紹
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
物院，2010），頁190-191，圖Ⅲ-63。

 圖15 明　萬曆　瓷胎漆盤　a.內壁；b.側面；b.外底　「大明宣德年
製」青花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結束本文之前，筆者想回頭談談法門

寺地宮越窯平脫碗的幾個問題點。首先，相

信有不少人和筆者一樣無從判斷這兩件從未

正式亮相的平脫碗所見髹飾是否確屬原裝？

也就是好奇 1994年該館研究人員稱碗外壁

「有慢輪切削出的弦紋」，
14
而 2007年的報

告書所描述碗外壁是「切削出台階狀同心圓」

之細節判定，到底是應用科學儀器的掃瞄，

還是因原漆剝落而致露出澀胎？總之，目前

彩圖所見平脫碗外觀則光鮮完整無缺。

　　無論如何，這不免讓人連想到宋金時期

定窯窯址亦見外施白釉內壁澀胎並刻劃同心

圓的碗盤類標本（圖 17），後者薄胎，從器

式看來不似擂缽，故其是否和唐代平脫的工

藝傳承有關？委實耐人尋味。從彩圖看來，

法門寺平脫碗內壁施黃釉，其和地宮伴出的

其他越窯青綠色釉很不相同。依據前引 1994

年典藏單位未具名研究者的描述，這兩件平

脫碗「內壁呈青黃色，有細小的冰裂紋」，

進而指出「秘色瓷在唐代有兩種釉色，但以

青綠釉為主」，可惜此一有趣提示卻似未引

起學界的留意。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在南宋

官窯青瓷當中，偶見一類釉帶冰裂呈米黃色

調的製品。一般認為，這類製品是因窯內氣

氛火侯不足所導致，然而近年成立並主持米

色青瓷研究班的耆年碩學長谷部樂爾，既將

法門寺秘色瓷的「秘色」理解為格式或所謂

的官樣，同時主張上引外飾平脫內施黃釉，

也就是燒成黃色調青瓷釉的兩件銀稜秘色瓷

即米色青瓷，15
似乎意指其黃釉即南宋官窯

米色調之所謂「米色青磁」的前身？筆者礙

難同意長谷部氏的奇妙連想，但想一提的是，

不久前才展出的一件施罩青瓷黃釉的晚唐九

世紀越窯玉璧足碗，其釉色瑩潤，帶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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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 宜興窯紫砂黑漆描金彩繪方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漢英對照》，北京：紫禁
城出版社，2007，頁54，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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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7 定窯窯址採集標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北》，北京：故宮出版社，
2013，頁294，圖256。

 圖18 越窯黃釉玉璧底碗　a.側視及俯視；b.底部　口徑16.5公分　取自深圳博物館、深圳望野博物館，《煌煌‧巨唐―七至九世紀的
唐代物質與器用》，頁153，圖132。



底足裹釉，上有三細小支釘痕。（圖 18）依

據圖錄的說明，類似標本曾見於西安大明宮

遺址，並推測這類黃釉器是當年的高檔次製

品。
16
當筆者想到越窯之外，唐代邢窯或壽

州窯（圖 19）等其他瓷窯作品亦見以氧化焰

燒成的優質黃釉，就覺得此一提示真是有趣，

這也讓我連想到數年前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

術館小林仁曾經提到法門寺平脫碗的黃釉會

不會是意圖模倣金器？
17
以往學界已經意識

到晚唐九世紀越窯青瓷並存著刻劃花製品和

無飾紋的素面製品，筆者也曾提示此一現象是

反映了其時並存的兩路類型，也就是俗稱的兩

路貨，
18
其中前一類型又包括僅刻劃疏朗圖紋

以及於器面滿飾紋樣等兩種刻劃花意匠。
19
至

於後一類型，則可結合前引案例得知是包括

了青瓷和黃青瓷這兩種製品，從法門寺地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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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 唐　9世紀　被改裝成硯台的壽州窯黃釉枕　高6.8～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宋至元代　褐釉抹茶罐　a.全器；b.底部　高6.4～6.6公分　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取自德川美術館，《殿さまとやきもの－尾張德
川家の名品－》，名古屋：德川美術館，2019，頁10，圖6。



《衣物帳》結合地宮伴出的越窯製品可知，

祕色瓷也涵蓋了這兩種色釉。

　　最後，筆者另想提示日本傳世南宋至元

代黑褐釉小罐，即日方做為裝貯抹茶的「茶

入」當中，有的也在罐下方及底部露胎處塗

施暗褐色薄層，而從圖版所見諸例，均屬「漢

作」，也就是中國製品。如做為德川家康及尾張

家初代德川義直御用商人茶屋長意（?-1663）所

獻，收入在尾張家最高等級的《上御數寄御

道具》（正德四年，1714）名為「數珠玉」（達

磨）的中國暗褐釉小罐之露胎部位，可見漆

狀的塗層。（圖 20）筆者並未上手目驗，對

於這類製品在日本的流傳情況等亦所知有限，

因此既對此一可能和前述陶瓷髹飾有關的現

象感到興奮，同時深怕是自己一廂情願地將

燒造前施抹的鐵泥工序或以漆修繕的遺痕，

誤認成是燒造後中國或日本的人們為營造中

國區域宮廷趣味的人為加工。此衷心期待專

家的教示。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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