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坤寧殿」茶碗

▌謝明良　

本文先是觀察原大維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藏宋代建窯黑釉碗碗底「坤寧殿」刻
銘，進而談及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年在位）御詩中對於「坤寧宮」的提問，並介
紹了學界對於日本茶道史上著名古典《山上宗二記》（1588）所謂「坤寧殿茶碗」的幾種推測，
以及中國浙江省南宋臨安城遺址一帶採集的刻銘標本。

「坤寧殿」銘宋代建窯黑釉碗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所保

管原大維德基金會藏宋代建窯黑釉碗是一件值

得回味推敲的作品。（圖 1）碗型屬俗稱的斗

笠式，除底足和外壁近足處之外，整體施罩黑

厚釉，釉面滿佈兔毫般帶尾小釉滴，碗壁造型

自底足往上斜直外敞，但口沿部位收口略顯突

兀，疑是因口沿有傷，後經磨平再裝鑲黑漆古

色的金屬釦邊。碗現高達 12公分，口徑 26.2

公分，這樣的尺寸比起一般常見的鼈口式建盞

高約 7公分，口徑約 12公分，算是巨大型的

建窯敞口碗。雖然北宋墓出土建窯的例子不

多，不過同屬斗笠式造型但口徑約在 12至 13

公分即一般尺寸的建盞，曾見於江西省婺源縣

北宋靖康二年（1127）張氏合葬墓（圖 2），

以及陝西藍田推定是北宋元佑八年（1093）卒

的呂大臨墓，1看來上述敞口大碗的相對年代

可能是在十二世紀北宋後期或南宋前期。

  該建窯敞口大碗的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

的來歷。依據原典藏單位的入藏記錄，可知該

碗是 1927年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 

1892-1964）購自 1924年清宮提供鹽業銀行質

押品當中的一件，所以其原是清宮庋藏的古

物。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碗碗底鐫刻有字銘，

而典藏單位的專家業已指出碗底幾個字銘是分

別鐫刻於燒造前和燒造後，亦即在入窯燒造前

陰刻「宝」字，出窯後另加刻「坤寧殿」及

「和適」字銘（圖 1b、c、d），進而提示坤寧

殿為皇后寢宮，位於紫禁城北端乾清宮後方，

建於明代早期，嘉靖三十六年（1557）燒毀，

重建於萬曆五年（1577），今名坤寧宮。3不

過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坤寧宮位於紫禁城交泰

殿北，始建於永樂十八年（1420），正德九年

（1514）、萬曆二十四年（1596）兩次罹火，

萬曆二十六年（1598）重修，三十三年（1605）

修畢，清沿明制於順治二年（1645）重修，迄

順治十二年（1655）倣盛京瀋陽清宮再次重

修。所以今坤寧宮基本上雖沿襲明代的建築，

但室內格局已揉入一部分的滿族風格。4

  從已公布的圖檔看來，本文贊成碗底由

典藏辨識出的所謂「宝」字乃是燒造前以銳

利工具陰刻而成的說法。另一方面，公私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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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也可見到不少同樣是在燒造前於碗底陰刻字銘

的建窯碗，其中也包括了數例陰刻繁體「寶」字者 

（圖 3、4），目前未見刻簡體「宝」字之例，這讓
筆者有些心虛，暗忖字體碩大幾乎佔滿整個足底的

「宝」字，是否確是「寶」的簡體，抑或是作坊的
符號花押？

圖1　 a. 建窯大碗　口徑26.2公分　b. 碗底後刻「坤寧殿」、「和適」銘　c. 碗
底原刻「宝」字（紅字是由陳卉秀女士摹製）　d. 碗底後刻「坤寧殿」、 
「和適」（藍字是由陳卉秀女士摹製）　大英博物館保管　原大維德基金
會藏　圖1a取自セゾン美術館等編，《中国陶磁の至宝　英国デイヴィッ
ドコレクション展》，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1998，頁38，圖8。圖
1b-d取自The British Museum：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object/A_PDF-321，檢索日期：2022年6月7日。

a

b

c d

圖4　 建窯底足「寶」字　取自謝道華編著，《建窯建盞》， 
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15，頁131，圖80。

圖3　 建窯底足「寶」字　取自馬聘，《建窯》，上海：上海大
學出版社，2011，頁104，圖2。

圖2　 北宋靖康2年（1127）　建窯碗　高5、口徑12.5公分　 
江西婺源　張氏夫婦墓出土　取自江西省博物館編， 
《江西宋代紀年墓與紀年青白瓷》，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6，頁173，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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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字體看來，出窯後加刻的「坤寧殿」及

「和適」有可能是同一時段鐫刻的字銘。不過，

相對於入窯前陰刻的字銘或符號的鐫刻年代應

在十二世紀的北宋後期至南宋前期，燒成後加

刻的「坤寧殿」銘則非宋人所為。這是因為目

前所見為數極多之採集自杭州南宋皇城遺址的

燒成後由宋人加工的字銘，似無例外地均使用

砣具來刻字，也因此筆劃僵硬，以直行為主，

缺少圓弧形彎勢和筆鋒，由於砣具轉動時的落

點和收點也造成字的筆劃呈中間粗而深，兩頭

尖而淺，51980年代杭州市區中河南段工地所

採集到的南宋龍泉窯青瓷碗碗底所見「坤」字 

（圖 5），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北宋定

窯白瓷折沿盤盤底的「壽成殿」銘（圖 6），兩

者雖有粗精之別，但均是由砣具所刻成。後者

「壽成殿」銘近人一說是指南宋孝宗壽成皇后謝

氏居所，位於德壽宮內，6但元人王逢《梧溪集》

已經提到一件「汝甆觶」，則是裁切改裝自原
置於高皇壽成殿業已破損的汝窯花瓶，而王逢

之所以認定該瓶觶是由高皇壽成殿花瓶改裝而

成，乃是因「御書遺刻尚在」，也就是依據瓶

上刻有壽成殿字銘一事而確認的。

「坤寧」銘宋代青瓷碟及其他
  在乾隆皇帝御製的四萬多首詩文當中，包

括了近兩百首的詠瓷詩，後者往往又鐫刻於相

應的陶瓷上，清宮傳世鐫刻有乾隆御製詩文的

陶瓷數量不少，僅國立故宮博物院就收藏有

九十餘件，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原大維德基金會

也分別擁有二十多件。儘管百餘件鐫刻乾隆御

製詩陶瓷的字體有隸、楷之分，但均是用利刃

鑿刻而成，字體端正，一絲不苟，此既和宋代

以砣具的刻字明顯不同，也和前引原大維德基

金會藏建窯敞口大碗碗底的「坤寧殿」、「和適」

相對隨意的字體有異，看來建盞大碗「坤寧殿」

等刻銘的加工年代應該是在清代之前，宋代之

後。考慮到紫禁城坤寧殿落成於永樂十八年，

所以本文也不排除其是坤寧殿落成不久所鐫刻

用以識別的殿中用物。

  其實，乾隆皇帝已曾針對清宮藏宋瓷所鐫

刻「坤寧」字銘提出疑問，此見於乾隆五十四年

（1789）〈詠官窯碟子二器〉詩中的自注。該詠

瓷詩先是提及歷史上著名的哥窯和弟窯青瓷，

乾隆心有戚戚焉地陳述釉帶開片雖屬微有瑕

疵、釉調不純的薜暴，但仍被前人品評為「甲」

等，此正和他自身重古薄今的賞鑑觀一致。而

對於其中一件鐫刻「坤寧」的意涵則以詩注的

方式說：「一碟底鐫坤寧二字，又鐫甲字，按

今坤寧宮沿明之舊，而陶宗儀輟耕錄記宋宮廷

已有坤寧殿之名，此器中坤寧二字，不知鐫於

何時矣」（《御製詩五集》）。乾隆皇帝的疑問很

巧的正是本文嘗試解明的課題。雖然乾隆皇帝

並未提及該青瓷碟「坤寧」銘記的加工技法，

然而我們很幸運的在杭州老虎洞這處被視為是

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得見幾件帶「坤寧殿□」

銘的墊餅，墊餅直徑約 3.7至 4公分，其中一面

有因圈足墊燒所留下的一周凹痕，餅面中部有

圖5　 南宋　龍泉窯青瓷底足「坤」字　金志偉氏、胡雲法氏採集自
杭州市　取自郭景坤主編，《’05古陶瓷科學技術 6 國際討論會
論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頁409，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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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印陽文反體「坤寧殿□」（圖 7），據此可知

南宋官窯青瓷碗有的在燒造前於圈足內陰刻「坤

寧殿□」銘，並以墊餅墊襯置入匣缽後入窯燒

造，也因此墊餅留下陽紋反體字銘。報告人唐

俊傑認為「坤寧殿」指的是寧宗恭淑皇后韓氏

所居殿名，其存在時間約在淳熙十二年（1185）

至慶元六年（1200）。7從南宋吳自牧《夢梁錄》

載「皇太后殿名曰坤寧，皇后殿名和寧」（卷八，

〈大內〉）；《宋會要輯稿》載「福寧殿後坤寧殿，

皇后所居」（方域一），可知皇太后和皇后都曾以

坤寧殿為居所，而北宋徽宗元配顯恭皇后王氏

（1084-1108）既崩於東京大內福寧殿後的坤寧殿

（《宋會要輯稿》，方域三），南宋寧宗恭淑韓皇后亦

崩於杭州坤寧殿（《宋會要輯稿》，后妃一），後繼

的楊皇后也曾入坤寧殿，因此坤寧殿銘官窯青

瓷製品既可能與特定的皇后有關，但也可能是

提供入居該殿不同皇后使用的常態用器，而目

前還缺乏足夠的標本得以細緻的編年，進而解

決上述疑難。另外，杭州南宋皇城遺址範圍及

周邊地區，曾多次採集到可能與坤寧殿相關的

陶瓷標本，這包括中河南段萬松嶺採集的外底

刻「坤」字的南宋官窯青瓷（圖 8）和龍泉窯青

瓷（見圖 5），以及杭州市區採集的金代定窯白

瓷碗底殘片（圖 9），字銘均是燒成後以砣具刻

成。另外，亦見燒造前陰刻「□寧殿」的南宋官

窯青瓷碗底殘片（圖 10），報告者認為上述「坤」

圖6　a.  北宋　定窯折沿盤盤底的「壽成殿」銘　口徑21.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拓本　取自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定窯白瓷〉，《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圖87。

圖7　 「坤寧殿□」銘墊餅　口徑3.7∼4公分　
杭州老虎洞窯窯址出土（T105:（2b）） 
取自秦大樹、杜正賢主編，《南宋官窯與
哥窯─杭州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圖5。

圖8　 南宋　官窯青瓷底足「坤」字 
金志偉氏、胡雲法氏採集自杭
州市　取自杭州南宋官窯博物
館編，《南宋官窯文集》，頁
209，圖4。

圖10　 南宋　官窯青瓷碗底「□寧
殿」銘　金志偉氏、胡雲法氏
採集自杭州市　取自杭州南宋
官窯博物館編，《南宋官窯文
集》，頁209，圖7。

圖9　 定窯白瓷底足「坤」字　胡雲法氏、金志偉氏採集自杭州
市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頁747，圖版174。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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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寧殿」指的都是皇后所居的坤寧殿。8 

此一推測不無可能，然而我們不應或忘宋代大

內亦有「福寧殿」（《輟耕錄》卷十八〈記宋宮殿〉）

或「慈寧殿」（《夢梁錄》卷十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八等）。

日本桃山時期茶會記所見「坤寧殿」碗
  日本天正十六年（1588），以千利休

（1522-1591）衣缽傳人自居的山上宗二（1544-

1590）撰成俗稱的《山上宗二記》，將利休時

代以來著名茶道具的所在做了集成，是日本茶

道史上的古典名著。其中列舉堺地方茶湯愛好

者滿田常安擁有一件「コンネン（坤寧）殿茶

碗」，並注記「青磁ノ物也，楊貴妃ノウカイ

茶碗ト云說在リ」，貼心地向讀者敘明該坤寧

殿茶碗屬青瓷碗，傳說是楊貴妃的漱茶碗。《山

上宗二記》有多種抄本，目前學界通用的版本

是收入《茶道古典全集》的校勘本（第 6卷，淡交

社，1956），校勘本另附桑田忠親的註解，註解

中特別說明文中所提使用坤寧殿漱茶碗的楊貴

妃指的是唐玄宗（685-762）的愛妃。晚唐白居

易（772-846）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806）

所描寫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情節，是許多日本人熟

知的故事，對於傾國佳人楊貴妃更是寄予同情，

因此玄宗貴妃漱茶碗的說法自然頗獲共鳴，筆

者的前輩兼友人，才華出眾的吉良文男在他的

《茶碗と日本人》一書中也採取了這個看法。9 

  《山上宗二記》提及的坤寧殿茶碗也見於

記錄著日本現存年代最早的茶會記《松屋會記》

中的松屋久政茶會記。茶會記是記錄茶會地點、

日期、與會者、抹茶種類及所使用道具的記事

錄，可分為受邀參與別人茶會的他會記，和記

錄自身所舉辦茶會的自會記。就在天文十一年

（1542），久政和少清、又五郎等三人赴堺地滿

田盛秀（號常庵）處參加茶會（他會記），拜

觀了置於四方盤上的茶入和玉澗瀟湘八景中的

《漁村夕照》畫作，以及「坤寧殿茶碗，刻六ツ

アリ，青地也，楊貴妃ウカイ茶碗と云」（《茶

道古典全集》，第 9卷，淡交社，1956），松屋久政親

眼見到坤寧殿茶碗是青瓷，而傳說原是楊貴妃

漱茶碗之事也與《山上宗二記》所載相同，但

久政另敏銳地觀察到該碗「刻六ツアリ」，也

就是碗口刻六花屬俗稱的六花式口碗。久政的

上述提示極為珍貴，因為在中國陶瓷的裝飾史

上，六花式口碗盤始見於十世紀末北宋早期，

十一世紀漸趨常見，流行於十二至十三世紀北

宋後期至南宋時期。10因此，見於《山上宗二

記》或《久政茶會記》的坤寧殿銘六花式口青

瓷碗的年代就不會早過十世紀，更不可能與八

世紀中期安史之亂期間被玄宗賜死於馬嵬坡的

楊貴妃有涉。不僅如此，由於明代陶瓷碗一般

不見六花裝飾，因此十六世紀久政在茶會所目

睹的坤寧殿銘六花口青瓷碗應該是明代之前的

古物。宋代燒造六花式口碗的瓷窯不止一處，

但若就可供內廷使用的高檔青瓷窯而言，除了

宋官窯之外，恐非龍泉青瓷莫屬。就如前引乾

隆皇帝所吟詠帶「坤寧」銘文的哥窯或龍泉弟

窯即見不少口切六花的碗盤製品，現藏東京國

立博物館「馬蝗絆」銘南宋龍泉窯青瓷六花口

圖11　 南宋　龍泉窯青瓷六花口碗「馬蝗絆」銘　直徑15.4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朝日新聞
社文化企劃局大阪企劃部編集，《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
宋磁展図録》，大阪：朝日新聞社，1999，頁103，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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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則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圖 11）

  如前所述，浙江省杭州曾多次出土底

刻「坤」或「□寧殿」銘的宋代瓷窯標

本（見圖 5、7∼ 9），乾隆皇帝《詠官

窯碟子二器》的題名也直接表明他所吟詠

的「坤寧」銘碟屬宋代官窯範疇，南宋吳

自牧《夢梁錄》和元代陶宗儀《輟耕錄》

既提及大內的坤寧殿，《宋會要輯稿》也

明確記載了坤寧殿為皇后居所。但我們更

應留意，南宋時期能書作畫的寧宗楊后

（1162-1233），即恭聖仁烈皇后也曾居住

坤寧殿。《宋史》載楊皇后，少以姿容選

入宮，慶元元年（1195）封平樂夫人，三

年（1197）封婕妤，五年（1199）進婉儀，

六年（1200）進貴妃，由於「貴妃頗涉書

史，知古今，性復機警」，故當恭淑（韓）

皇后崩，旋即被寧宗立為皇后；紹定五

年（1232）崩於慈明殿，諡恭聖仁烈（卷

二百四十三〈后妃列傳〉下）。2001年杭州市

上城區發掘南宋臨安城中一處高級住宅遺

址也被推定是恭聖仁烈皇后宅和七官宅宅

院建築的一部分（《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

2008）。這位楊皇后，也就是藝術史上大名

鼎鼎的楊妹子既為寧宗御題代筆，而她在

自己的畫作中，則見「坤」卦、「坤」字、

「坤寧之殿」、「丙子坤寧」用印；11 

體弱又膽怯的寧宗似乎很倚賴她，在金

人示意之下仗殺權相韓侂胄（1152-1207）

也是由她作主。寧宗在嘉定九年（1216）

所書七絕，下聯「綵衣歲歲隨天仗，親舉

坤寧上壽儀」（圖 12），就是為她生辰所

做的賀辭，並且御題「為坤寧生辰書」，

以坤寧稱呼她。現存楊皇后書法真蹟當中

有題馬麟〈層疊冰綃圖〉，上鈐朱文「丙

圖12　 南宋　寧宗於嘉定9年（1216）「為坤寧殿書」方幅楷書詩冊　取自https://www.
iso.cuhk.edu.hk/chinese/publications/newsletter/article.aspx?articleid=59323，檢
索日期：2022年6月7日。

圖13　 a. 南宋　馬麟　層疊冰綃圖　b. 「丙子坤寧寶」朱印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該
館官網：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28139.html，檢索日期：2022年
6月7日。



46
關
於
「
坤
寧
殿
」
茶
碗

圖14　南宋　寧宗恭聖仁烈楊皇后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000282

子（1226）坤寧寶」（圖 13），題宋人〈松鶴圖〉

小方幅詩，鈐「坤寧殿書」。12因此，幾乎可以

肯定《山上宗二記》所載使用坤寧殿銘碗的楊

貴妃應該就是南宋寧宗恭聖仁烈楊皇后，國立

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她的盛裝坐像。（圖 14）

  雖然筆者實在好奇，在山上宗二時代的日

本茶道界，到底是經由何種途徑得以知

曉該坤寧殿銘碗即楊貴妃的漱茶碗？

總之，楊后於慶元六年進貴妃，同年

恭淑皇后崩，楊被立為后，入坤寧殿，

據此或可想像《山上宗二記》之坤寧

殿銘碗的刻銘可能是在慶元六年之後。

與此相關的是，滿岡忠成曾經提及《山

上宗二記》的該青瓷碗，足底乃是刻

著「坤寧殿甲戌年」，131970年代由井

口海仙等監修《原色茶道大辭典》（淡

交社，1975）「坤寧殿茶碗」條也有同樣

的記載，其依據是來自《花夷名貨貴賤

所持記錄》中的堺滿田淨安所持條目。

該所持記錄現藏長崎縣肥前島原松平

文庫，為元祿二年（1689）寫本，其距

天正十六年《山上宗二記》已逾百年，

所以是否可做為可靠的史料來使用？

很有保留的餘地。或可附帶一提的是，

寫本在「坤寧殿　甲戌年」下方另註

記「イトソコニ有」（圖 15），14也

就是有著「系底」。換言之，該碗拉

坯成形後是採用線切割的方式自轆轤

移出，可知是屬無足的平底碗，底面

留下線切割同心圓痕跡。這樣的碗式

相當罕見，設若以宋瓷為例，則廣東

陽江「南海一號」沉船可見南宋龍泉

窯青瓷蓮瓣紋平底碗（圖 16），但斂

口無六花飾，底亦無線切割痕。

  另外，帚庵在他著名的《大正名器鑑》中

提到，三代將軍德川家光長女千代姬，嫁入尾

州家時做為初音棚中附件的一件南宋江西吉州

窯玳瑁斑碗（圖 17），其內外箱均墨書「御

鵜飼茶碗」，也就是漱口用的茶碗，進而連想

到此或與大名物內別帖所載唐代楊貴妃坤寧殿

漱茶碗為同類（第六編，頁八十五「玳玭盞」），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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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的這個推測應該算是他的茶後餘談吧！附帶

一提，漱茶碗是常見於室町時代寺社日記的容

器，但用於茶會的僅見於前述帶六花口的坤寧

殿茶碗（竹內順一，〈紹鷗時代の茶碗〉，收入戶田勝久

先生喜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武野紹鷗：わびの創造》﹝京

都：思文閣出版社，2009﹞，頁 464）。

  如前所述，杭州曾採集到釉面光澤滋潤呈

粉青色的「坤」款龍泉碗殘片（見圖 5），東京

國立博物館藏「馬蝗絆」六花口碗，釉色精純

呈梅子青色（見圖 11），從目前的紀年資料看

來，浙江省松陽縣南宋慶元元年程大雅墓出土

的龍泉窯青瓷梅瓶，葱青厚釉近於梅子青色，15 

但成熟的梅子青釉則見於同省慶元會溪南宋嘉

泰三年（1203）胡紘墓及其妻開禧元年（1205）

吳氏墓（M2）出土品。16換言之，「馬蝗絆」

般龍泉窯梅子青釉約出現於十二世紀末而精鍊

完成於十三世紀初期。如果說，日本茶會記中

出現的底刻「坤寧殿」的六花式口青瓷碗可以

經由「馬蝗絆」銘碗而遙想其可能的造型，那

麼「甲戌年」刻銘則又意味著「坤寧殿」銘茶

碗有著「馬蝗絆」銘碗般的精純梅子青釉。

圖15　 《花夷名貨貴賤所持記錄》（1689）　取自《花夷名貨貴賤所持記
錄》，收入藤田經世著，校刊美術史料續編刊行會編，《校刊美術
史料續編》，東京：校刊美術史料續編刊行會，1985，無頁碼。

圖16　 a. 南宋　龍泉窯斂口缽　b. 底部　口徑12.4公分　「南海一
號」沉船打撈品　取自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等編
著，《南海I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一：1989~2004年調查》上冊，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167，彩版4-220。

圖17　 南宋　吉州剪紙漏釉玳瑁斑碗　口徑17公分　日本德川美術館
藏　取自小山富士夫監修，《茶碗　第1卷　中国‧安南》，
東京：平凡社，1972，圖3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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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談
  以上約略介紹了傳世實物、遺址採集標本，

以及只見文字記載實物不存的底刻「坤寧殿」、

「坤寧」或「坤」字的宋瓷碗碟。其中，原大維

德基金會藏清宮傳世宋代建窯大碗的「坤寧殿」

銘，是燒成後以利刃加刻，加工的年代在宋代

以後，不排除是明初營建坤寧殿之後不久的刻

銘。《山上宗二記》「坤寧殿」銘宋代六花口

青瓷碗無實物傳世，但從周邊情境資料看來，

有可能和寧宗楊后即楊妹子有關，果若如此，

則字銘應是燒成後以砣具刻成。為了補強楊后

「坤寧殿」銘碗可以流通攜入日本的推測，以

下擬談談日本區域獲得宋代官用陶瓷的可能管

道，兼及日本人對於宋代官窯的理解或想像。

  首先，日本入宋僧人成尋在北宋熙寧五年

（1072）謁見神宗特使，當他被問到日本國所需

要的物品時，隨即不加思索地回說「本國要用

漢地香、藥、茶垸、錦、蘇芳等也」（《參天台五

台山記》，延久四年十月十五日條）。17當中所謂「茶

垸」，是當時的日本對中國陶瓷的泛稱，所以

這是日本僧人自宋國攜回包括宮廷用瓷在內高

檔陶瓷的可能案例之一。迄室町時代（1392），

《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載錄，明成祖永樂四

年（1406）曾頒賜給日本國王源道義即三代將

軍足利義滿（1358-1408）「黃銅鍍金廂口足建

盞十一箇」，18也就是十件口沿和底足鑲裝鍍

金邊釦的建盞黑釉茶碗，而六代將軍足利義教

（1393-1441）也趁永享九年（1437）後花園天皇

行幸時，在會所陳列展示了「建盞」和「油滴」。

  室町將軍除了收受中國皇帝所頒賜的禮

物，有時也會以「奏討」的方式具體要求中國

皇帝賞賜所需物資，如景泰五年（1454）八代

將軍足利義政（1436-1490）國書，向景帝奏討

且獲准的「黃銅花龜燭台」。19室町時代《君

圖18　 建陽窯大碗　口徑27.3、高10.9、底徑7.2公分　中國私人藏　
取自謝道華編著，《建窯建盞》，頁95，圖30。

台觀左右帳記》即圖繪了同一形制的鶴足踏在

龜背上的象生燭台。記載將軍家藏中國畫作及

書院裝飾和茶道具的《君台觀左右帳記》，是

了解將軍家中國文物鑑賞品評的重要史料，其

有多種抄寫本，但以文明八年（1476）能阿彌

筆（《群書類叢》本）和永正八年（1511）相

阿彌本（東北大學本）最為通行，而以後者為

善本。兩寫本在其〈土物類〉均列舉了「曜變」

或「油滴」等建窯黑釉茶盞的等級和價格，但

相阿彌本在〈茶垸物之事〉提到施罩青釉的「青

磁」茶碗，以及「琯瑤」，原文註記「琯瑤」

的特徵是釉帶開片，而能阿彌本則說琯瑤是胎

色紫，釉呈淡紫色調，帶開片。由於此一外觀

特徵和往往呈紫口鐵足的南宋官窯青瓷大致相

近，因此長久以來一般都同意日本文獻中的「琯

瑤」即「官窯」，指的是和宋代官窯相近的製

品（今泉雄作，〈君臺觀左右帳記考證〉，《國華》，46期，

1893）。筆者無意深究足利將軍家藏琯瑤碗是否

確屬宋代官窯真品，抑或只是周邊窯場的倣官

器？本文的目的是在於揭示日本區域對於包括

官窯在內宋代官用陶瓷的認識程度。從今天的

知識看來，當時日本區域對宋代官窯的理解只

能說是一知半解，但難能可貴的是還能客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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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製品的外觀特徵。

  文末，附帶一提前引大維德基金會藏舊建窯

黑釉大碗（見圖1）的可能用途。該碗碗體碩大，

其 26.2公分寬的口徑比起一般建盞足足大上兩倍

有餘。建窯蘆花坪窯址曾出土口徑近 30公分的

黑釉碗，私人藏家亦見此類建窯大碗。（圖 18）

蔡京（1047-1126）〈皇帝幸鳴鑾堂記〉載宣和

九年（1127）徽宗泛舟京龍江行幸蔡京別墅鳴

鑾堂，「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20 

青木正兒認為這大概是用大盞沏茶，而後分到小

盞賜給左右。另外，宋程大昌（1123-1195）《演

繁錄》在談到東坡詩云「病貧賜茗浮銅葉」時，

寫道「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 ，

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 耳，銅葉色黃褐色

也。」（卷十一〈銅葉盞〉）。這很容易讓人連想到

河北省宣化遼天慶六年（1116）張世卿墓（M1）

後室西壁被稱為備茶圖的壁畫，方桌上擺著內

置魚尾勺的白色直口大淺缽（圖 19），或天慶

七年（1117）張世古墓（M5）後室東南壁壁畫

方桌上置於托、盞一側的白色直口深缽，其缽

內亦置勺（《宣化遼墓》下，2001），這類白色大型

缽或即可以汲提缽內茶湯分裝到小茶盞的大湯

？名古屋德川美術館藏傳趙子昂（1254-1322）

〈琴棋書畫圖〉四幅對中的琴圖，主客人後方太

湖石一旁，也有僕役以茶筅點擊白色的大缽（《徳

川美術館の名宝》，1995）。從《演繁錄》的文句看

來，色白的大湯 乃是取代之前的建盞，因此雖

說大維德基金會的大建盞呈窄足的斗笠形，但

由於碗體碩大，故很有可能屬用以分茶的大湯

一類的用器。此一祖型來自玻璃器的斗笠式建

盞的時代有的可上溯北宋期，如前引江西婺源縣

北宋靖康二年張氏夫婦合葬墓（見圖 2）或陝西 

省藍田呂氏家族墓就出土了相近的建窯碗式。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圖19　 遼天慶6年（1116）　河北省宣化　張世卿墓（M1）備茶圖壁畫　取自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宣化遼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圖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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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 267，彩版 5-91。另外，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
術館小林仁先生也曾指出目前所見少數北宋墓出土建盞，多呈碗壁斜直外敞的斗笠式，此見：小林仁，〈天目—中国黒釉の世界〉，
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天目—中国黒釉の美》（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20），頁 117-118。

2.  關於該碗原出清宮一事，參見：セゾン美術館等編，《中国陶磁の至宝　英国デイヴィッド‧コレクション展》（大阪：讀賣新聞大
阪本社，1998），圖 8的解說。另外，大維德爵士購自鹽業銀行計約 40件清宮傳世古瓷，乃 1924年清宮提供給銀行的抵押品一事，
參見：傅壹強，〈溥儀出宮前夕宮廷文物的抵押與流失〉，《黑龍江史志》，15期（2013），頁 41-42、44。

3. Margaret Medley,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and Allied Ware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0), 36-37.

4.  朱偰，《北京宮苑圖考》（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頁167-168；池晗，〈坤寧宮的形制變革及其影響〉，《東南傳播》，2006年8期，
頁 75-76；朱家溍，《故宮退食錄》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407-408。

5.  胡雲法、金志偉，〈定窯白瓷銘文與南宋宮廷用瓷之我見〉，收入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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