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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羅異彩—中泰交流下的藝術與文化

學與思

清
宮
中
看
見
泰
國
人

泰
國
，
古
稱
暹
羅
，
中
國
對
這
個

名
稱
的
正
式
使
用
大
約
始
於
明
朝
。
明
洪

武
之
後
，
暹
羅
國
對
明
朝
的
朝
貢
異
常
熱

絡
，
不
論
是
官
方
正
式
的
史
料
，
抑
或
是

隨
鄭
和
西
洋
遠
行
的
個
人
紀
錄
，
均
對
這

個
異
邦
之
國
有
不
少
的
文
字
描
述
。
以

馬
歡
︽
瀛
涯
勝
覽
︾
︵
成
書
於
一
四
五
一

年
︶
為
例
，
文
中
不
僅
對
當
地
的
風
俗
民

情
有
所
敘
說
，
關
於
建
築
、
服
飾
、
與

特
產
等
亦
皆
詳
實
述
明
。
對
於
人
物
服
飾

的
形
塑
，
除
了
文
字
外
，
院
藏
繪
畫
作
品

中
亦
可
見
到
泰
國
人
的
形
象
，
︵
傳
︶
宋

公
麟
︿
萬
國
職
貢
圖
﹀
以
及
繪
於
清
朝
的

謝
遂
︿
職
貢
圖
﹀
都
是
當
中
的
實
例
。
前

者
以
白
描
繪
成
，
全
卷
分
別
圖
繪
：
吐
蕃

國
、
賓
童
龍
國
、
暹
羅
國
、
回
鶻
國
、
女

王
國
、
扶
桑
國
、
浡
泥
國
、
女
送
國
、
三

佛
齊
國
、
及
韃
旦
等
十
國
。
其
中
暹
羅
國

一
景
描
繪
六
位
面
相
古
怪
的
男
子
及
一
匹

看
似
駱
馬
的
動
物
向
左
前
行
︵
圖
一
︶
，

每
位
人
物
都
身
披
紋
樣
相
異
的
花
布
，
當

中
一
人
環
抱
著
長
相
奇
異
的
樹
木
，
這
樣

的
圖
像
符
合
了
左
側
文
字
的
部
分
訊
息
：

暹
羅
異
彩

中
泰
交
流
下
的
藝
術
與
文
化

朱
龍
興

對
於
泰
國
藝
術
史
的
書
寫
，
大
部
分
皆
從
宗
教
藝
術
的
角
度
做
為
觀
察
的
重
點
，
特
別
是
佛
教
建

築
及
造
像
占
據
了
大
部
分
的
篇
幅
，
不
可
否
認
，
這
樣
的
論
述
模
式
，
的
確
相
當
貼
近
泰
國
以
佛

教
立
國
的
文
化
背
景
。
然
而
，
單
從
佛
教
藝
術
的
角
度
來
看
這
個
區
域
的
藝
術
發
展
，
恐
怕
也
可

能
因
為
既
定
的
視
野
而
導
致
其
他
面
向
的
忽
略
。
相
較
之
下
，John G

uy

等
人
從
物
質
交
流
角
度

所
建
構
出
的
泰
國
藝
術
史
，
便
顯
得
別
具
創
意
。
基
於
這
種
多
種
視
野
的
交
換
與
觀
察
，
本
文
希

望
能
以
中
泰
交
流
為
出
發
點
，
藉
由
物
質
交
換
的
各
個
層
面
，
提
供
另
一
種
觀
看
泰
國
藝
術
史
的

不
同
視
角
。

圖一　 傳宋　李公麟　萬國職貢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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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產
有
犀
角
香
木
等
物
。

除
了
特
殊
物
產
，
文
字
一
欄
提
供
了
更
多

暹
羅
當
地
的
奇
特
景
象
：

　

 

在
海
濱
所
生
男
子
即
割
陽
而
嵌
入
寶
，

不
如
是
則
不
得
以
富
貴
驕
人
，
厥
後
配

偶
必
如
是
，
方
始
得
娶
。

這
段
割
陽
嵌
寶
一
事
，
在
︽
西
洋
番
國

志
︾
︵
成
書
於
一
四
三
四
年
︶
及
︽
瀛
涯

勝
覽
︾
中
亦
有
提
及
，
尤
以
後
者
描
述
的

最
為
詳
細
：

　

 

男
子
年
二
十
餘
歲
，
則
將
莖
物
週
迴

之
皮
，
如
韮
菜
樣
細
刀
挑
開
，
嵌
入

錫
珠
十
數
顆
，
皮
內
用
藥
封
護
，
待

瘡
口
好
，
纔
出
行
走
，
其
狀
纍
纍
如
葡

萄
一
般
，
自
有
一
等
人
開
鋪
，
專
與
人

嵌
銲
以
為
藝
業
，
如
國
王
或
大
頭
目
或

富
人
，
則
以
金
為
虛
珠
，
內
安
砂
子
一

粒
，
嵌
之
行
走
，
玎
玎
有
聲
，
乃
以
為

美
，
不
嵌
珠
之
男
子
，
為
下
等
人
，
此

為
最
可
怪
之
事
。

從
圖
畫
來
看
，
除
香
木
外
，
畫
家
並
未
將

文
字
訊
息
表
現
在
畫
中
，
這
或
許
與
畫
者

未
能
親
眼
目
睹
當
地
奇
景
有
關
，
以
致
於

中
國
畫
中
常
見
的
松
針
便
被
誤
植
入
鏡
，

畫
中
之
人
也
只
能
盡
可
能
以
奇
形
怪
狀
來

傳
達
不
為
中
國
人
所
理
解
的
奇
特
風
俗
。

相
較
於
李
公
麟
名
下
的
職
貢
圖
，
完

成
於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清
謝
遂
︿
職
貢
圖
﹀

的
暹
羅
人
，
顯
然
較
能
平
實
地
反
映
出
當

時
泰
國
人
的
特
徵
。
畫
卷
中
依
次
呈
現
暹

羅
國
夷
官
、
官
婦
、
夷
人
、
以
及
夷
婦
，

將
其
中
的
夷
官
、
夷
婦
分
別
與
泰
國
阿
育

陀
耶
城Su

w
an

dararam

寺
︵
建
於
十
八
世

紀
末
︶
、
曼
谷
臥
佛
寺
︵
建
於
十
九
世
紀

前
半
︶
︵
註
一
︶

中
的
壁
畫
人
物
相
較
，
二

者
呈
現
相
當
的
關
連
性
。
先
看
官
員
的

表
現
，
清
謝
遂
︿
職
貢
圖
﹀
中
官
員
的
類

似
佛
印
的
手
勢
表
明
來
自
佛
教
國
家
，
與

Suw
an

dararam

寺
壁
畫
上
的
官
員
比
較
，

二
者
同
樣
頭
載
﹁
銳
頂
﹂
帽
飾
，
呈
現
出
共

同
的
視
覺
語
彙
。
︵
圖
二
︶
再
將
臥
佛
寺
壁

畫
中
的
泰
國
女
子
與
清
謝
遂
︿
職
貢
圖
﹀

相
比
，
不
論
是
腰
圍
過
膝
的
長
裙
，
或
以

薄
衫
布
縵
披
裹
上
身
的
穿
衣
邏
輯
，
皆
顯

露
出
相
當
的
相
似
性
。
︵
圖
三
︶
若
將
視
野

拉
開
來
看
，
泰
國
男
女
的
穿
著
樣
式
，
亦

可
藉
由
更
早
的Sim

on de La Loubére

版
畫

作
品
得
到
相
互
的
印
證
︵
圖
四
︶
，
顯
見
這

樣
的
泰
國
服
飾
符
碼
，
為
當
時
世
上
所
普

遍
認
知
。
透
過
這
些
細
微
的
比
較
，
說
明

清
謝
遂
︿
職
貢
圖
﹀
中
的
暹
羅
人
造
形
，

雖
然
仍
未
完
全
符
合
泰
國
人
眼
中
的
自
身

形
象
，
但
也
並
非
為
清
宮
畫
家
所
憑
空
杜

撰
，
而
應
視
為
中
泰
交
流
下
的
視
覺
留
影
。

暹
羅
國
金
葉
表
文
螺
鈿
木
盒

除
了
中
國
畫
家
筆
下
的
泰
國
人
，

說
明
了
兩
個
區
域
的
往
來
，
院
藏
﹁
暹

羅
國
金
葉
表
文
﹂
，
更
能
具
體
地
反
映
二

國
之
間
的
交
流
。
根
據
研
究
顯
示
，
此

表
文
可
能
是
吞
武
里
王
朝
︵T

h
o

n
b

u
ri, 

1767
–

17
8

2

︶
的
泰
王
鄭
昭
︵T

ak
sin

, 

1734–1782

︶
所
進
呈
，
其
目
的
可
能
是
為

了
取
得
其
正
統
的
政
治
地
位
。
清
單
上
的

文
字
雖
已
漫
漶
不
清
，
但
存
放
此
金
箔
的

黑
色
螺
鈿
盒
依
然
光
彩
奪
目
。
︵
圖
五
︶

此
螺
鈿
盒
的
體
積
剛
好
符
合
一
般
人
雙
手

向
前
平
伸
，
彎
曲
手
肘
自
然
捧
起
的
尺

寸
。
蓋
頂
為
長
邊
八
角
的
形
狀
，
由
各
個

頂
點
分
別
向
外
向
下
展
延
，
形
成
八
塊
梯

形
盒
面
。
盒
蓋
底
緣
圈
以
纏
枝
紋
，
與
盒

身
上
緣
的
飾
帶
相
扣
。
盒
身
由
上
而
下
往

內
收
束
，
與
盒
蓋
形
成
相
對
稱
的
器
形
，

盒
底
再
做
長
方
八
邊
形
之
圈
足
。
從
器
物

的
表
面
裝
飾
來
看
，
盒
蓋
與
盒
身
的
側
邊

稜
線
均
以
飾
帶
相
繞
，
中
間
則
裝
點
荷
苞

狀
的
紋
飾
，
如
此
的
母
題
上
下
重
複
，
形

成
華
麗
的
秩
序
感
。

這
樣
的
泰
國
鏍
鈿
︵M

o
th

er-o
f-

pearl-in
lay

︶
在
一
般
泰
國
人
的
口
中
稱
為

K
hruang M

uk

。
所
使
用
的
貝
殼
在
當
地
人

口
中
稱
為hoi m

uk

︵
珍
珠
貝
︶
，
這
類
貝

殼
的
外
表
多
呈
綠
褐
色
，
內
部
則
閃
耀
著

白
色
與
粉
紅
的
光
彩
，
主
要
產
於
泰
國
南

方
普
吉
︵Ph

uket

︶
及
素
叻
他
尼
︵Surat 

T
hani

︶
的
珊
瑚
礁
岩
岸
。
在
阿
育
陀
耶
時

期
︵A

yutth
aya, 1351–1768

︶
，
這
些
珍

貴
的
貝
殼
成
為
進
呈
的
貢
品
，
由
此
顯
示

圖二　 右：謝遂　皇清職貢圖　暹羅國夷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泰國官員　泰國阿育陀耶城Suwandararam寺壁畫　作者攝

圖五　 暹羅國金葉表文螺鈿木盒　高17.5、橫28.5、長2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右：謝遂　皇清職貢圖　暹羅國夷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泰國婦女　曼谷卧佛寺壁畫　作者攝

圖四　 暹羅國人物圖　1691　Simon de La Loubère雕版　 
引自John Guy,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From Southeast Asia t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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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其
尊
貴
的
身
份
。
確
實
，
以
螺
鈿
作
為

表
面
裝
飾
的
容
器
主
要
供
作
皇
室
使
用
，

包
括
一
三
五
八
年
等
幾
次
所
記
載
的
官
方

文
件
中
，
皆
清
楚
的
表
明
特
定
使
用
的
對

象
，
也
因
為
如
此
，
泰
國
螺
鈿
成
為
皇
室

象
徵
之
物
。

那
麼
，
泰
國
以
海
貝
作
為
裝
飾
材
料

的
歷
史
脈
絡
又
是
如
何
呢
？
在
一
九
六
六

年Jean
 B

oisselier
的
考
古
挖
掘
後
，
其
開

始
使
用
的
時
間
將
原
本
訂
為
上
限
的
阿

育
陀
耶
時
期
，
再
往
前
推
到
陀
羅
缽
地

王
國
時
期
︵D

varavati

，
約
六
至
十
一
世

紀
︶
。
根
據
考
古
資
料
顯
示
，
當
時
工
藝

家
主
要
將
海
貝
嵌
在
建
築
表
面
的
灰
泥

上
。
然
而
，
這
項
工
藝
在
阿
育
陀
耶
王
朝

之
前
，
也
就
是
素
可
泰
王
朝
︵Sukh

otai, 

1238–1438

︶
或
蘭
納
王
朝
︵L

an
 N

a

，

十
三
至
十
八
世
紀
︶
之
時
，
均
未
見
到
相

關
的
文
字
記
錄
或
文
物
表
現
，
不
過
我
們

仍
可
在
少
數
佛
陀
的
眼
白
部
分
看
見
鑲
嵌

的
海
貝
，
可
見
這
樣
的
做
法
一
直
存
在
於

泰
國
境
內
。
如
上
所
述
，
如
此
精
緻
的
工

藝
在
阿
育
陀
耶
王
朝
時
受
到
重
視
，
其
成

就
在
阿
育
陀
耶
晚
期
達
到
高
峰
，
在
皇
室

的
大
力
提
倡
下
，
除
了
宮
廷
外
，
亦
不
難

見
到
裝
飾
於
寺
廟
之
中
。
可
惜
的
是
，

一
七
六
七
年
當
泰
國
阿
育
陀
耶
城
為
緬
軍

所
蹂
躪
毀
壞
時
，
許
多
這
類
珍
貴
的
器
物

亦
隨
失
於
灰
燼
之
中
。

如
此
精
緻
的
皇
室
傳
統
藝
品
，
目

前
仍
於
泰
國
當
地
持
續
的
製
作
，
據
說
以

往
均
要
經
過
師
徒
傳
授
的
方
式
，
歷
時
十

年
以
上
的
訓
練
，
方
能
傳
承
一
套
嫺
熟
的

技
法
。
我
們
或
許
很
難
精
確
地
再
現
泰
國

早
期
製
作
螺
鈿
的
細
節
，
但
透
過
現
今
的

觀
察
紀
錄
，
應
當
多
少
能
掌
握
院
藏
泰
國

螺
鈿
的
製
作
奧
秘
。
綜
合B

yagh
ran

on
da 

Julth
usn

a

的
專
著
與
筆
者
實
際
的
參
訪
行

程
，
當
前
對
於
泰
國
傳
統
螺
鈿
的
製
作
，

大
約
可
分
成
三
個
重
要
的
工
序
：
圖
稿
設

計
、
材
料
準
備
、
鑲
嵌
與
填
漆
。

圖
稿
設
計

一
般
來
說
，
泰
式
風
格
的
圖
案
稱

為L
ai T

h
ai

，
這
些
經
由
精
心
設
計
的
紋

飾
先
被
繪
於
與
螺
鈿
成
品
同
樣
尺
寸
的
底

稿
上
。
主
要
的
紋
飾
從
母
題
上
來
看
，

大
約
分
為
五
種
。
︵
圖
六
︶
在
這
當
中

通
常
以kran

ok

為
基
本
的
主
要
紋
飾
，
這

個
圖
樣
混
合
了
蓮
花
花
苞
、
稻
葉
及
火
焰

等
造
形
，
開
始
使
用
於
阿
育
陀
耶
時
期
。

雖
然
紋
飾
的
表
現
特
質
多
少
會
因
工
藝
家

的
品
味
產
生
略
微
的
差
異
，
但
基
本
上
各

個
母
題
皆
有
其
固
定
的
模
式
必
須
遵
循
。

以k
ran

o
k

為
例
，
泰
國
皇
家
美
術
學
校

︵T
he R

oyal A
rts School

︶
中
的
老
師
在

教
學
時
便
先
以
直
角
三
角
形
固
定
其
外
部

輪
廓
結
構
，
再
依
比
例
切
割
內
部
，
逐
步

將
細
節
勾
勒
清
楚
。
︵
圖
七
︶
除
了
主
要

母
題
紋
飾
外
，
框
於
器
物
外
部
的
飾
帶
亦

是
設
計
的
重
點
之
一
，
飾
帶
的
結
構
大
抵

上
以
重
覆
母
題
或
纏
枝
做
為
主
要
表
現
技

法
，
前
者
如Lai kranab

、Lai bua

、Lai na 

kradan

，
後
者
如Lai kliew

則
為
常
見
的
纏

枝
表
現
樣
式
，
這
些
多
樣
的
裝
飾
技
法
，

均
可
在
本
院
所
藏
的
泰
國
螺
鈿
盒
中
找
到

相
關
的
對
應
點
。
︵
圖
八
︶

材
料
準
備

螺
鈿
主
要
的
使
用
材
料
為
貝
殼
、
黑

漆
以
及
提
供
附
著
基
底
的
木
片
︵
有
時
亦

可
見
以
竹
及
藤
︶
。
採
集
到
的
貝
殼
先
以

磨
具
將
褐
綠
物
質
自
表
面
去
除
，
並
不
是

圖六　 由左至右分別為lai kranok、lai krajang、lai prajam yam、lai phum、以及lai dao，共五種。  
作者依Byaghranonda Julthusna, Thai Mother-of-Pearl Inlay重製

圖八　 泰式設計紋飾對照，左欄由上至下分別為：Lai kranab、Lai bua、Lai na kradan，Lai kliew。 
作者依Byaghranonda Julthusna, Thai Mother-of-Pearl Inlay重製。

圖七　 泰國曼谷皇家美術學校圖案繪製教學 作者攝

圖九　 依圖案裁切下相造形的海貝　作者攝於泰國皇家美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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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的
部
分
皆
能
用
於
螺
鈿
的
裝
飾
，
通

常
只
有
接
近
口
緣
的
部
分
會
被
使
用
，
主

要
因
為
此
部
位
的
貝
殼
較
薄
較
好
切
割
，

其
餘
較
硬
的
部
位
，
則
另
用
做
為
鈕
扣
或

泰
國K

hon

面
具
的
裝
飾
。
因
為
口
緣
部
位

仍
具
有
些
微
的
弧
形
，
因
為
會
再
被
切
割

成
寬
五
、
長
七
．
五
公
分
的
大
小
。
切
割

下
的
貝
片
會
再
磨
薄
到○

．
三
公
分
的
厚

度
，
才
能
正
式
成
為
鑲
嵌
的
材
料
。

至
於
黑
漆
的
來
源
與
貝
殼
產
地
正
好

處
於
相
反
方
向
，
使
用
的
漆
液
採
自
生
長

於
泰
國
北
部
及
東
北
部
，
這
種
漆
汁
用
途

多
樣
，
除
了
敷
塗
於
器
物
表
面
可
延
長
使

用
年
限
，
亦
施
於
織
物
或
繪
畫
及
雕
塑
的

草
圖
紙
上
作
為
防
水
的
功
能
。
泰
國
用
漆

的
歷
史
大
約
可
追
溯
到
素
可
泰
王
朝
，
這

種
當
地
人
稱
為rak

的
漆
汁
在
剛
集
取
時
呈

灰
白
的
狀
態
，
過
了
一
段
時
間
後
轉
為
深

淺
不
一
的
褐
色
，
濃
稠
的
漆
汁
在
使
用
前

需
先
用
布
過
濾
雜
質
，
再
以
低
溫
烘
烤
，

使
其
內
含
的
水
份
蒸
發
，
最
後
再
混
以
香

蕉
葉
的
黑
色
灰
燼
，
成
為
製
作
黑
色
漆
器

的
主
要
材
料
，
在
這
個
階
段
所
成
形
的
黑

漆
稱
為sm

ook

。

鑲
嵌
與
填
漆

將
設
計
完
成
的
紋
飾
各
部
位
貼
在

貝
片
上
，
然
後
再
以
器
具
切
出
相
符
的
造

形
。
︵
圖
九
︶
當
主
要
母
題
的
形
狀
切
割

完
成
後
，
剩
餘
的
小
碎
片
會
再
被
用
於
切

割
成
四
葉
瓣
形
或
圓
形
，
做
為
邊
緣
裝
飾

所
用
。
將
切
割
成
形
的
貝
片
依
設
計
圖
貼

於
木
板
上
，
再
將
黑
漆
一
層
層
的
填
滿
於

貝
殼
間
的
縫
隙
，
以
硬
毫
平
順
其
表
面
。

接
著
按
壓
貝
殼
，
其
黑
漆
更
能
完
全
充
填

於
空
隙
，
當
黑
漆
陰
乾
後
，
表
面
噴
水
，

撕
去
貼
於
貝
殼
表
面
的
紙
張
，
最
後
上
面

再
以
棉
布
抹
上
透
明
薄
漆
，
一
件
亮
麗
閃

耀
的
泰
國
螺
鈿
就
此
展
現
於
世
人
眼
前
。

從
院
藏
泰
國
陶
瓷
到B

encharong

與Lai N
am

 Thong

乾
隆
在
位
時
的
清
宮
除
了
收
有
泰

國
螺
鈿
外
，
亦
存
有
阿
育
陀
耶
時
期
的
陶

器
。
︵
註
二
︶

近
年
來
本
院
為
豐
富
亞
洲
藝

術
的
相
關
收
藏
，
不
僅
接
受
泰
國
曼
谷
大

學
所
捐
贈
的
泰
國
陶
瓷
︵
註
三
︶

，
同
時
購

藏
了
一
批
十
四
至
十
五
世
紀
的
泰
國
經
典

陶
瓷
，
使
得
本
院
的
泰
國
藝
術
收
藏
有
更

加
完
整
的
面
貌
。

泰
國
陶
瓷
除
了
以
典
雅
著
稱
的
宋
加

洛
︵S

aw
an

kh
alo

k

︶
及
素
可
泰
陶
瓷
，

彰
顯
出
元
代
磁
州
、
龍
泉
等
瓷
器
對
泰
國

藝
術
的
影
響
外
︵
註
四
︶

，
十
八
世
紀
以
後

由
泰
國
向
中
國
所
訂
製
的
多
彩
陶
瓷
亦
展

示
了
中
泰
之
間
的
交
流
。
︵
註
五
︶

這
種
由

泰
國
設
計
中
國
製
造
的
彩
瓷
在
泰
國
當
地

稱
為B

encharong

與Lai N
am

 T
hong

。
從

字
面
的
意
義
來
說
，B

en
ch

aron
g

來
自
於

梵
文Pan

ch

︵
意
指
五
︶
以
及R

an
g

︵
意

指
色
彩
︶
的
組
合
，
即
為
﹁
五
彩
﹂
的
意

思
，
但
這
樣
的
彩
瓷
在
用
色
上
與
中
國
瓷

器
的
﹁
五
彩
﹂
並
不
相
同
︵
註
六
︶

，
實

際
使
用
的
色
相
大
約
有
三
至
八
種
之
多
。

B
en

ch
aron

g

燒
造
的
年
代
大
概
始
於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
但
真
正
大
量
生
產
的
年
代

要
遲
至
十
八
世
紀
末
︵
相
當
於
泰
王
進
貢

螺
鈿
盒
的
時
間
︶
，
一
直
到
拉
瑪
五
世

︵
一
八
六
八∼

一
九
一○
在
位
︶
時
才
停

止
生
產
。
一
開
始
這
種
瓷
器
只
提
供
給
皇

室
使
用
，
接
著
出
現
在
官
員
家
中
，
逐
漸

普
及
後
，
一
般
人
也
開
始
使
用
較
為
拙
劣

的
仿
製
品
。
至
於B

en
ch

aron
g

的
產
製
過

程
，
主
要
先
向
中
國
景
德
鎮
訂
製
白
瓷
，

然
後
送
至
廣
州
將
泰
國
所
提
供
的
設
計
稿

依
圖
樣
描
繪
，
再
以
低
溫
第
二
次
燒
造
，

這
種
泰
國
風
貌
的
廣
彩
瓷
器
便
成
為
中
泰

合
作
下
的
跨
國
產
品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雖
是
委
外
生
產
，
但
泰
國
對
圖
案
設

計
顯
然
十
分
具
有
主
導
的
意
圖
，
例
如
許

多
彩
瓷
上
的
圖
案
不
僅
未
經
時
間
的
流
逝

而
消
失
，
反
而
經
常
出
現
在
不
同
媒
材
的

表
現
上
。
例
如
自
花
中
生
出
的T

hepanom

泰
國
天
使
便
是
常
見
的
例
子
，
自
十
六
世

紀
開
始
，
這
位
雙
手
合
十
的
泰
國
神
衹

就
經
常
成
為B

en
ch

aron
g

所
描
繪
的
主
題

︵
圖
十
︶
，
後
來
亦
頻
繁
的
出
現
在
泰
國

向
印
度
科
羅
曼
多
沿
岸
所
訂
製
的
印
花
布

之
上
。
︵
圖
十
一
︶

另
一
種
泰
國
彩
瓷Lai N

am
 T

hong

基

本
上
與B

en
ch

aron
g

外
形
相
差
無
幾
，
大

部
份
的
用
色
二
者
亦
十
分
相
近
，
主
要
的

圖十　 藍地彩瓷罐　約十九世紀初

圖十二　 左：泰國Lai Nam Thong金彩壺　19世紀初　引自Robinson Natalie, Sino-Thai Ceramics, pl.xxiv-a
右：泰國阿育陀耶城Suwandararam寺廟（重建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壁畫中青花加金彩壺　作者攝

圖十一　 19世紀初　Pha nung裙布　棉　科羅曼多海（Coromandel Coast）　 
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　 
引自John Guy, Indian Textiles in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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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異
之
處
在
於
是
否
有
貼
金
的
表
現
，
因

此
，
除
了
多
彩
陶
瓷
上
有
敷
金
的
表
現
即

稱
為Lai N

am
 T

hong

外
，
若
青
花
瓷
上
有

金
彩
，
亦
以
此
名
稱
之
。
︵
圖
十
二
︶
這

種
特
殊
的
金
彩
裝
飾
風
格
，
大
約
始
於
阿

育
陀
耶
晚
期
，
質
量
在
曼
谷
時
期
拉
瑪
二

世
︵
一
八○
九∼
一
八
二
四
在
位
︶
時
攀

上
了
最
高
峰
。
其
特
殊
敷
金
的
作
用
在
於

滿
足
皇
室
的
品
味
，
或
藉
此
區
隔
出
皇
室

的
特
殊
階
級
，
也
因
為
如
此
，
這
種
加
了

金
彩
的
陶
瓷
不
再
以B

en
ch

aron
g

稱
之
，

而
另
以Lai N

am
 T

hong

為
名
，
成
為
泰
人

圖十三　 曼谷臥佛寺（Wat Phra Chettuphon）院內門坊　作者攝

圖十四　 左：泰國阿育陀耶城Ratchaburana寺，中間為Prang樣式的主塔。　作者攝 
右：Ratchaburana寺主塔地宮所出土之塔形片狀文物，藏於Chao Sam Phraya National Museum。 
引自Forrest McGill and Chirapravati Pattaratorn, The Kingdom of Siam: The Art of Central Thailand, 
1350-1800，頁84。

圖十五　 泰國阿育陀耶城地圖　局部　1686　François Jollain雕版　 
作者翻攝於泰國阿育陀耶城葡萄牙人遺址處

眼
中
自
成
一
類
的
陶
瓷
。

十
八
至
十
九
世
紀
的
泰
國
，
除
了

瓷
器
的
使
用
受
中
國
影
響
趨
向
多
彩
華

麗
，
部
份
建
築
亦
可
見
到
中
國
風
格
的
瓷

器
黏
貼
於
建
築
表
面
，
例
如
甚
為
國
人
熟

悉
的
曼
谷
臥
佛
寺
便
是
其
中
著
名
的
例

子
。
︵
圖
十
三
︶
臥
佛
寺
發
跡
於
阿
育
陀

耶
時
期
，
並
於
拉
瑪
三
世
︵
一
八
二
四∼

一
八
五
一
在
位
︶
時
大
力
整
修
。
︵
註
七
︶
寺

院
中
，
除
了
可
見
到
中
國
造
型
的
石
雕
人

像
外
，
中
國
南
方
省
份
特
有
的
剪
黏
工
藝

是
引
人
注
目
之
處
，
從
圖
十
三
所
見
的
門

坊
中
，
便
裝
飾
上
以
剪
黏
技
法
所
鑲
嵌
的

各
色
耀
眼
瓷
片
。
這
座
門
坊
的
山
牆
為
類

似
巴
洛
克
的
洋
式
造
型
，
以
花
鳥
植
物
及

泰
式
圖
案
為
題
材
，
裝
點
著
由
各
種
顏
色

瓷
碗
裁
剪
下
來
的
瓷
片
，
除
了
呈
現
出
中

泰
混
合
的
特
殊
風
景
，
也
成
為
泰
國
對
外

交
流
的
文
化
見
證
。

世
變
交
流
下
的
泰
國
藝
術

有
關
於
中
泰
交
往
的
事
實
，
大
部
分

反
映
在
官
方
的
文
字
紀
錄
。
︵
註
八
︶

二

國
的
往
來
在
明
初
之
後
即
急
速
的
攀
升
，

泰
國
阿
育
陀
耶
城R

atch
abu

ran
a

寺
地
宮

︵
封
印
於
一
四
二
四
年
︶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所
出
土
的
塔
型
金
屬
片
上
，
清
楚
地
印
有

﹁
大
明
國
奉
佛
信
官
楊
真
榮
︵
？
︶
施
﹂

等
字
，
見
證
了
中
國
出
使
此
處
的
實
例
。

︵
圖
十
四
︶
隨
後
，
中
國
於
萬
曆
七
年

︵
一
五
七
九
︶
於
﹁
四
夷
館
﹂
中
增
設
暹

羅
館
，
同
樣
印
證
了
雙
方
密
切
互
動
的
事

實
。
這
樣
的
情
況
，
即
便
在
二
者
改
朝
換

代
之
後
亦
無
所
改
變
，
當
一
七
六
七
年
阿

育
陀
耶
王
朝
為
緬
甸
所
滅
，
鄭
信
旋
即
於

曼
谷
建
立
接
續
的
吞
武
里
王
朝
，
並
積
極

的
尋
求
中
國
的
認
同
，
本
院
所
藏
的
螺
鈿

盒
便
是
見
證
中
泰
交
往
而
留
下
的
藝
術
文

物
，
之
後
的
曼
谷
王
朝
延
續
這
樣
的
熱
絡

交
往
，
自
一
七
八
二
年
起
的
七
十
年
間
一

共
有
三
十
五
次
遣
使
訪
華
的
紀
錄
。

除
了
官
方
往
來
，
可
見
到
雙
邊
宮
廷

藝
術
的
交
互
輝
映
外
，
華
商
在
東
亞
物
質

貿
易
中
一
直
扮
演
著
關
鍵
性
的
角
色
。
實

然
，
在
中
泰
貿
易
的
交
往
中
，
華
商
經
常

被
泰
王
委
任
在
為
朝
貢
貿
易
中
擔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這
些
華
商
絕
大
部
分
來
自
於
福

建
或
廣
東
︵
註
九
︶

，
如
此
特
殊
的
背
景
很

可
能
也
順
勢
將
其
藝
術
上
的
品
味
隨
著
商

船
遠
播
泰
國
。
華
人
甚
早
即
活
動
於
泰
國

境
內
，
大
約
於
阿
育
陀
耶
王
朝
對
明
朝
進

貢
之
時
，
暹
京
南
岸
與
東
岸
便
住
著
一
批

來
自
中
國
的
居
民
，
而
這
樣
的
事
實
清
楚

的
被
標
示
在
葡
萄
牙
人
對
阿
育
陀
耶
城
所

描
繪
的
地
圖
中
︵
圖
十
五
︶
，
這
個
位
置

中
的
帕
南
春
寺
︵W

at Phanan C
hoeng

︶

應
當
是
這
個
景
象
的
見
證
者
，
寺
廟
周
圍

環
繞
著
中
國
式
的
廟
宇
說
明
了
華
人
與
此

區
的
歷
史
淵
源
。
根
據
寺
方
的
資
料
，
帕

南
春
寺
中
所
供
奉
的
巨
大
佛
坐
像
立
於

十
四
世
紀
初
期
，
後
來
才
於
外
部
增
建
寺

廟
，
使
得
內
部
天
花
的
高
度
與
佛
像
頂
部

幾
乎
齊
高
，
如
此
特
殊
的
空
間
結
構
十
分

貼
近
張
燮
在
︽
東
西
洋
考
︾
︵
成
書
於

一
六
一
七
年
︶
中
的
記
載
﹁
甚
宏
麗
，
佛

高
與
屋
齊
﹂
。
除
了
阿
育
陀
耶
城
南
岸
的

寺
廟
遺
跡
可
見
到
中
泰
藝
術
交
會
的
影

子
，
未
於
一
七
六
七
年
遭
受
緬
甸
蹂
躪
破

壞
的
北
岸N

a P
h

ra M
en

寺
︵
建
於
十
七

世
紀
︶
，
在
其
右
側
入
口
處
上
方
的
蝙
蝠

母
題
亦
透
露
出
華
人
在
這
個
地
區
的
可
能

影
響
。
︵
圖
十
六
︶
當
時
光
走
入
十
八
世

紀
後
半
泰
國
王
朝
更
迭
之
際
，
華
人
所
帶

來
的
藝
術
影
響
更
見
明
顯
，
不
僅
在
曼
谷

地
區
可
見
到
近
三
十
座
的
華
人
寺
廟
︵
註

十
︶

，
經
由
物
質
形
式
所
反
映
出
的
中
泰

交
流
更
加
的
熱
絡
，
不
論
是B

en
ch

aron
g

或Lai N
am

 T
hong

這
類
的
加
彩
瓷
器
，
抑

或
是
曼
谷
佛
塔
上
的
閃
亮
瓷
片
，
都
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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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將
是
值
得
特
別
關
注
的
一
頁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為
主
要
外
銷
市
場
的
研
究
趨
勢
而
言
，
亦

提
供
了
另
外
的
觀
察
重
點
。
可
以
預
見
，

面
對
這
些
因
交
流
所
產
生
的
特
殊
藝
術
形

式
，
未
來
在
亞
洲
藝
術
史
研
究
的
課
題

見
證
了
中
泰
合
作
下
的
藝
術
結
晶
。
以
中

泰
藝
術
交
流
做
為
研
究
上
的
重
點
，
不
僅

提
供
研
究
中
泰
交
往
史
上
的
視
覺
證
據
，

對
以
往
研
究
廣
州
外
銷
藝
術
品
將
西
方
做

圖十六　 泰國阿育陀耶城Na Phra Men寺右側入口上方蝙蝠貼飾　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