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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府瑯玕—琺瑯器、佛教法器賞析

專輯一

琺
瑯
器

工
藝
技
術

將
琺
瑯
釉
藥
塗
覆
在
金
、
銀
或
銅
合

金
等
金
屬
胎
表
面
焙
燒
而
成
之
器
，
稱
為

琺
瑯
器
。
琺
瑯
釉
藥
主
要
是
由
矽
酸
鹽
、

長
石
、
硼
砂
等
物
質
按
比
例
混
合
而
成
，

此
無
色
物
質
，
再
加
入
各
種
不
同
金
屬
氧

化
物
，
以
製
作
各
色
、
透
明
或
不
透
明
粉

內
府
瑯
玕

琺
瑯
器
、
佛
教
法
器
賞
析

賴
依
縵

末
狀
釉
藥
。
與
水
混
合
後
，
塗
上
金
屬
表

面
，
入
窯
以
低
溫
烘
烤
，
使
琺
瑯
與
金
屬

胎
結
合
。
以
技
法
分
類
，
可
大
分
為
掐
絲

琺
瑯
、
內
填
︵
鏨
胎
︶
琺
瑯
與
畫
琺
瑯
三

種
。

掐
絲
琺
瑯
技
術
，
約
西
元
前
一
千 

五
百
年
誕
生
於
地
中
海
地
區
，
八
到
十
四

世
紀
間
被
拜
占
廷
帝
國
工
匠
發
揚
光
大
，

尤
其
以
十
二
世
紀
的
金
胎
琺
瑯
器
達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精
緻
。
十
二
世
紀
下
半
葉
以

降
，
拜
占
廷
掐
絲
琺
瑯
器
使
用
不
透
明
釉

藥
、
胎
體
為
銅
胎
等
特
色
，
亦
為
中
國
掐

絲
琺
瑯
器
之
特
色
。
曹
昭
︽
格
古
要
論
︾

記
載
元
代
從
西
方
回
教
徒
傳
入
之
﹁
大

食
窯
﹂
琺
瑯
器
，
應
即
指
此
類
琺
瑯
。
製

作
方
法
是
先
在
胎
上
焊
黏
銅
絲
框
出
之
花

在
金
屬
胎
上
塗
覆
琺
瑯
釉
藥
燒
製
而
成
的
琺
瑯
器
，
於
明
清
時
期
成
為
重
要
的
工
藝
。
掐
絲
琺
瑯

技
術
從
西
方
傳
入
，
元
代
開
始
製
作
，
明
代
景
泰
年
間
達
到
高
峰
，
因
此
又
稱
﹁
景
泰
藍
﹂
。
清

代
以
畫
琺
瑯
器
的
成
就
最
為
突
出
，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三
朝
傾
力
發
展
，
成
果
堪
與
西
方
競

美
；
而
乾
隆
朝
融
合
各
種
琺
瑯
技
法
並
結
合
中
國
與
西
洋
紋
飾
，
更
是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燦
爛
的
新

頁
。
滿
清
龍
興
於
東
北
，
以
藏
傳
佛
教
懷
柔
遠
人
，
致
力
結
好
西
藏
、
蒙
古
諸
部
，
定
期
互
相
餽

贈
佳
禮
。
展
品
中
的
佛
教
法
器
，
多
為
西
藏
政
教
領
袖
，
在
值
年
班
進
京
或
節
慶
時
進
獻
皇
帝
，

珍
貴
稀
有
。

清　乾隆　掐絲兼畫琺瑯酥油茶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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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紋
，
再
將
各
色
釉
藥
填
入
框
格
內
，
入
窯

焙
燒
，
如
是
反
覆
數
次
，
再
經
打
磨
、
鍍

金
等
工
序
方
成
。
︵
圖
一
︶
雖
有
研
究
指

出
，
出
土
與
傳
世
文
物
皆
透
露
唐
朝
應
具

備
燒
製
掐
絲
琺
瑯
的
能
力
，
無
論
如
何
，

直
到
元
代
此
項
技
藝
方
流
傳
有
緒
，
直
到

明
、
清
綿
延
不
絕
。

畫
琺
瑯
是
在
胎
面
先
燒
一
層
不
透
明

釉
料
作
底
，
再
於
其
上
施
繪
圖
樣
，
低
溫

烘
烤
而
成
，
可
應
用
在
銅
胎
、
玻
璃
胎
或

瓷
胎
等
器
物
。
︵
圖
七
︶
為
使
銅
胎
內
、

外
膨
脹
係
數
一
致
，
器
表
釉
料
不
致
皸

裂
，
銅
胎
畫
琺
瑯
作
品
多
在
器
內
塗
敷
一

層
琺
瑯
釉
。
此
項
技
術
在
十
五
世
紀
歐
洲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開
始
興
盛
發
展
，
中
國
則

是
在
清
朝
才
發
展
此
項
工
藝
。
康
熙
朝
晚

期
，
在
中
國
舊
有
的
燒
造
琺
瑯
器
基
礎
上

開
創
而
成
，
並
得
到
廣
東
及
歐
洲
工
匠
指

導
，
終
於
有
效
掌
握
技
法
，
製
作
出
成
熟

的
畫
琺
瑯
。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三
朝
皇

帝
大
力
發
展
，
但
是
十
八
世
紀
以
後
急
速

衰
微
。
銅
胎
畫
琺
瑯
製
作
地
區
主
要
是
宮

中
造
辦
處
及
廣
東
省
。

內
填
琺
瑯
製
法
是
將
玻
璃
釉
料
，
填

入
以
笵
鑄
、
鏨
刻
、
腐
蝕
等
技
法
在
金
屬

明
代

明
代
琺
瑯
器
款
識
目
前
僅
見
宣
德
、

景
泰
、
嘉
靖
以
及
萬
曆
四
朝
。
明
末
書
籍

記
載
：
﹁
至
內
造
如
宣
德
之
銅
器
、
成
化

之
窯
器
、
永
樂
果
園
廠
之
髹
器
、
景
泰
御

前
作
房
之
琺
琅
，
精
巧
遠
邁
前
古
，
四
方

好
事
者
亦
於
內
市
重
價
購
之
。
﹂
即
景
泰

琺
瑯
器
在
明
末
已
和
永
樂
漆
器
、
宣
德
銅

器
、
成
化
陶
瓷
齊
名
，
成
為
收
藏
家
競
求

的
名
品
。
在
明
代
已
刻
有
景
泰
偽
款
之

器
，
然
本
院
所
藏
銅
鎏
金
︿
掐
絲
琺
瑯
番

蓮
紋
盒
﹀
︵
圖
一
︶
乃
難
得
的
景
泰
年

間
︵
一
四
四
九

∼

一
四
五
七
︶
製
作
之
代

表
性
作
品
。
銅
鎏
金
矮
圈
足
圓
盒
，
胎
體

厚
重
，
蓋
與
器
身
鑄
出
淺
浮
雕
豐
滿
八
蓮

瓣
，
以
掐
絲
琺
瑯
為
飾
，
瓣
內
淺
藍
色
地

上
各
有
一
朵
纏
枝
蓮
，
平
坦
蓋
頂
則
飾
花

心
盛
開
之
蓮
紋
。
掐
絲
線
條
嚴
整
，
釉
層

鮮
亮
深
厚
。
盒
內
及
器
底
光
素
鍍
金
，
盒

心
陰
刻
﹁
大
明
景
泰
年
製
﹂
款
。

銅
鎏
金
︿
掐
絲
琺
瑯
番
蓮
紋
龍
耳

爐
﹀
︵
圖
二
︶
，
掐
絲
纏
枝
捲
草
藍
、

黃
、
紅
、
白
四
色
蓮
紋
，
以
龍
首
造
型
的

雙
耳
，
則
以
內
填
琺
瑯
技
法
填
入
紅
、
藍

雙
色
雲
紋
。
內
壁
、
圈
足
光
素
無
款
。
掐

絲
流
暢
，
釉
層
深
厚
，
紋
飾
娟
秀
，
應
是

胎
上
形
成
之
凹
陷
紋
飾
中
，
因
此
亦
稱
為

鏨
胎
琺
瑯
。
︵
圖
十
五
、
二
一
、
二
二
︶

填
燒
之
琺
瑯
釉
料
有
厚
、
薄
及
透
明
或
不

透
明
之
分
，
形
成
的
效
果
也
不
同
。
塗
覆

薄
透
釉
料
，
露
出
下
層
金
屬
紋
飾
者
，
釉

色
與
花
紋
相
互
輝
映
，
又
可
稱
為
透
明
琺

瑯
。
此
類
技
法
技
術
相
對
簡
易
，
西
方

最
早
持
續
採
用
此
法
裝
飾
者
，
可
見
於
西

元
前
二
、
三
世
紀
歐
洲
的
居
爾
特
藝
術

︵C
eltic A

rt

︶
；
中
國
在
商
、
周
及
六
朝

時
期
，
即
有
在
器
物
表
面
填
入
玻
璃
釉
裝

飾
的
零
星
例
證
，
但
直
到
明
、
清
代
才
廣

為
應
用
。

圖一　明　景泰　掐絲琺瑯番蓮紋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　掐絲琺瑯番蓮紋龍耳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
五
世
紀
中
後
期
作
品
。
金
屬
胎
琺
瑯
器

亦
追
求
琺
瑯
的
玻
璃
釉
光
，
與
鎏
金
光
澤

相
輝
映
的
效
果
。
銅
鎏
金
︿
掐
絲
琺
瑯
鹿

鶴
長
春
花
插
﹀
︵
圖
三
︶
口
焊
七
孔
蓋
，

底
部
套
接
由
三
隻
狻
猊
撐
舉
之
鎏
金
座
，

器
身
以
淺
藍
色
釉
為
地
，
掐
絲
蕉
葉
、
竹

石
景
致
，
雙
鹿
、
仙
鶴
優
遊
，
象
徵
六
合

︵
鹿
鶴
︶
同
春
。
琺
瑯
光
潔
釉
光
，
與
鑲

嵌
之
浮
雕
鍍
金
雲
龍
，
相
互
輝
映
，
為
養

心
殿
案
頭
清
供
。
器
底
陰
刻
﹁
大
明
景
泰

年
製
﹂
偽
款
，
應
為
十
五
世
紀
末
、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文
物
。

明
代
中
期
以
後
動
物
紋
飾
逐
漸
流

行
，
各
種
瑞
獸
、
龍
、
鳳
、
天
馬
與
八
吉

祥
、
雜
寶
等
寓
意
吉
祥
紋
飾
圖
案
增
多
，

也
有
表
現
山
水
、
庭
園
和
人
物
故
事
的
圖

樣
，
題
材
漸
廣
。
銅
鎏
金
︿
掐
絲
琺
瑯
獅

戲
圖
侈
口
碗
﹀
︵
圖
四
︶
，
通
體
施
淺
藍

色
釉
，
碗
心
開
光
有
天
馬
馳
騁
於
洶
湧
波

濤
與
五
彩
祥
雲
之
間
。
器
內
壁
飾
藍
、

黃
、
棕
等
五
色
六
獅
戲
球
，
或
正
面
或

側
面
，
熱
鬧
生
動
，
其
中
側
臉
的
獅
子
，

鼻
如
象
鼻
，
是
元
代
以
降
受
到
印
度
摩
羯

魚
紋
飾
影
響
圖
像
。
碗
外
飾
纏
枝
俯
仰
蓮

紋
。
紋
飾
生
動
，
釉
色
典
型
，
製
作
年
代

應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期
以
前
。
此
際
亦
出
現

圖四　明　掐絲琺瑯獅戲圖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景泰款　掐絲琺瑯鹿鶴長春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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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主
要
以
紅
色
料
敷
染
，
葉
片
則
填
草
綠
與

深
藍
色
釉
；
其
上
蝴
蝶
、
蜻
蜓
飛
舞
，

白
鶴
翱
翔
，
外
撇
底
部
，
飾
有
湖
石
。
底

鑄
陽
文
﹁
景
泰
年
製
﹂
方
框
偽
款
，
應
屬

十
六
世
紀
後
期
作
品
。
萬
曆
皇
帝
在
位

四
十
餘
年
，
萬
曆
年
間
︵
一
五
七
三

∼

一
六
一
九
︶
琺
瑯
工
藝
出
現
新
風
格
，
喜

以
動
物
為
造
型
的
琺
瑯
器
。
銅
鎏
金
︿
掐

絲
琺
瑯
鳧
式
爐
﹀
︵
圖
五
︶
，
表
現
雁
鴨

微
微
昂
首
的
姿
態
。
除
了
喙
與
足
蹼
，
全

器
掐
絲
，
施
填
黃
、
白
、
墨
綠
、
淺
藍
及

透
明
寶
石
藍
及
黃
棕
等
色
琺
瑯
表
現
鳥

羽
，
器
腹
可
開
，
置
放
香
料
焚
燒
，
從
喙

徐
徐
噴
煙
。
底
座
掐
絲
纏
枝
菊
紋
。
基

好
以
對
比
強
烈
的
鮮
豔
色
彩
互
相
組
合
，

器
底
落
款
也
獨
樹
一
幟
。
︿
掐
絲
琺
瑯
雙

龍
盤
﹀
︵
圖
六
︶
，
銅
胎
鎏
金
，
菊
瓣
折

沿
，
淺
綠
色
盤
心
滿
飾
五
色
祥
雲
，
中
央

有
紅
、
黃
雙
龍
拱
衛
團
壽
字
，
斜
壁
飾
八

雜
寶
與
八
吉
祥
。
盤
底
以
淺
藍
色
掐
絲
雲

紋
為
地
，
盤
底
心
有
綠
地
填
紅
﹁
大
明
萬

曆
年
造
﹂
雙
行
楷
書
款
。
琺
瑯
釉
層
較

薄
，
但
色
彩
繽
紛
，
是
晚
明
掐
絲
琺
瑯
之

重
要
標
準
器
。
銅
鎏
金
︿
掐
絲
琺
瑯
葫
蘆

式
扁
瓶
﹀
，
瓶
腹
一
面
飾
梅
、
竹
及
瑞

鹿
，
另
一
面
則
有
殿
堂
屋
簷
及
仙
鶴
銜
桃

枝
遨
翔
海
上
仙
山
間
，
寓
意
海
屋
添
籌
、

︵
六
合
︶
鹿
鶴
同
春
，
則
應
為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文
物
。

清
代

一
、
畫
琺
瑯

清
代
琺
瑯
工
藝
最
大
的
成
就
在
於
燒

製
畫
琺
瑯
。
直
至
康
熙
五
十
五
年
，
清
宮

仍
積
極
嘗
試
改
良
畫
琺
瑯
相
關
技
法
，
但

在
康
熙
朝
後
期
發
展
出
具
有
鮮
明
特
色
的

成
熟
作
品
，
其
中
銅
胎
畫
琺
瑯
最
大
的
特

色
，
是
以
象
徵
皇
家
的
黃
色
為
地
，
從
康

熙
朝
︵
一
六
六
二

∼

一
七
二
二
︶
建
立
以

後
，
為
後
代
遵
行
，
康
、
雍
、
乾
三
朝
都

燒
製
出
非
常
精
美
的
黃
色
地
作
品
。
銅
鎏

座
底
部
陰
刻
當
為
乾
隆
朝
評
鑑
標
記
之

﹁
甲
﹂
字
。
香
薰
造
型
生
動
優
美
，
釉
色

晶
瑩
，
應
為
十
六
世
紀
前
期
作
品
。

晚
明
掐
絲
琺
瑯
製
作
未
若
前
朝
精

細
，
但
別
有
趣
味
。
銅
鎏
金
︿
掐
絲
琺
瑯

花
卉
梅
瓶
﹀
，
器
身
以
淺
藍
色
掐
絲
雲
錦

紋
為
地
，
有
蓮
塘
與
菊
園
景
致
，
花
朵

圖五　明　掐絲琺瑯鳧式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明　萬曆　掐絲琺瑯雙龍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清　康熙　畫琺瑯鳳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　康熙　畫琺瑯菊花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九　清　康熙　畫琺瑯玉堂富貴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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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黃
地
︿
畫
琺
瑯
鳳
紋
盤
﹀
︵
圖
七
︶
，

矮
盤
壁
有
淺
折
沿
，
盤
面
有
律
動
波
狀

花
瓣
，
每
瓣
內
滿
繪
紅
色
翔
鳳
，
雙
翅
以

藍
、
綠
彩
敷
染
，
盤
底
書
褐
彩
﹁
康
熙
御

製
﹂
款
。
器
形
端
莊
，
是
康
熙
朝
畫
琺

瑯
成
熟
期
作
品
。
銅
鎏
金
︿
畫
琺
瑯
菊
花

方
壺
﹀
︵
圖
八
︶
，
器
腹
四
面
有
菊
瓣
形

開
光
，
繪
有
受
西
方
光
影
技
術
影
響
之
盛

開
菊
花
。
開
光
外
黃
色
地
，
繪
各
色
折
枝

菊
，
底
有
﹁
康
熙
御
製
﹂
藍
料
款
。
成
功

結
合
西
方
技
法
與
清
廷
皇
家
品
味
。
除
此

之
外
，
康
熙
朝
亦
創
發
出
較
彩
瓷
繪
畫
更

合
，
創
作
出
更
多
新
色
彩
。
雖
然
其
畫

琺
瑯
製
作
重
點
在
磁
胎
畫
琺
瑯
，
相
較
之

下
，
銅
胎
畫
琺
瑯
器
物
較
少
。
目
前
在
日

本
﹁
神
品
至
寶
﹂
展
展
出
的
銅
鎏
金
︿
畫

琺
瑯
黃
地
牡
丹
紋
蟠
龍
瓶
﹀
︵
圖
十
︶
，

器
型
仿
明
代
藏
草
瓶
，
頸
部
飾
一
圈
銅
鎏

金
浮
雕
纏
枝
紋
，
平
肩
鑲
二
銅
鎏
金
浮
雕

夔
龍
，
器
腹
明
黃
地
，
滿
繪
以
粉
紅
、
粉

紫
、
粉
藍
等
色
點
染
之
纏
枝
牡
丹
花
葉
、

桃
實
、
靈
芝
與
蝙
蝠
等
吉
祥
紋
飾
，
鎏
金

器
底
陰
刻
﹁
雍
正
年
製
﹂
款
。
承
襲
康
熙

朝
創
發
的
黃
地
花
卉
稿
樣
，
但
黃
色
更
為

鮮
豔
飽
滿
，
花
卉
等
紋
飾
用
色
更
為
豐
富

細
緻
，
實
代
表
清
宮
銅
胎
畫
琺
瑯
器
之
最

高
藝
術
成
就
。
富
麗
堂
皇
，
應
是
皇
帝
御

用
器
。除

了
光
影
技
法
，
雍
正
朝
畫
琺
瑯

更
採
用
歐
洲
器
型
及
紋
飾
裝
飾
。
銅
鎏
金

︿
畫
琺
瑯
黃
地
花
卉
紋
烏
木
把
壺
﹀
︵
圖

十
一
︶
梨
形
壺
身
，
矮
圈
足
，
嵌
烏
木
鈕

雙
層
寶
冠
式
蓋
，
另
有
與
流
成
九
十
度
角

的
烏
木
把
手
。
全
器
施
黃
地
花
卉
紋
，

壺
身
上
下
各
飾
六
藍
地
花
卉
開
光
，
底
書

﹁
雍
正
年
製
﹂
紅
料
款
。
型
制
與
紋
飾
皆

深
受
西
方
文
化
影
響
。
而
︿
畫
琺
瑯
花
卉

橢
圓
盒
﹀
，
器
內
蓋
沿
寫
﹁
雍
正
年
製
﹂

單
行
黑
料
楷
款
，
器
表
黑
地
以
各
色
滿
繪

向
日
葵
、
水
仙
、
雛
菊
等
西
洋
常
見
之
百

花
紋
飾
。
然
而
，
雍
正
朝
並
未
間
斷
以
中

國
吉
祥
寓
意
紋
飾
裝
飾
畫
琺
瑯
器
。
銅
鎏

金
︿
畫
琺
瑯
子
孫
萬
代
福
壽
杯
、
盤
﹀

︵
圖
十
二
︶
，
器
底
皆
有
﹁
雍
正
年
製
﹂

款
。
以
雍
正
朝
創
發
新
色
之
粉
橘
色
帶
蓋

杯
，
與
淺
藍
色
折
沿
托
盤
，
皆
滿
繪
桃
實

枝
葉
與
葫
蘆
瓜
瓞
；
杯
蓋
有
四
嬌
黃
色
地

﹁
福
﹂
字
、
托
心
有
八
瓣
黃
地
﹁
壽
﹂
字

圖十　 清　雍正　畫琺瑯黃地牡丹紋蟠龍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一　清　雍正　畫琺瑯黃地花卉紋烏木把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清　雍正　銅胎畫琺瑯子孫萬代福壽杯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細
緻
的
白
地
畫
琺
瑯
作
品
。
銅
鎏
金
︿
畫

琺
瑯
玉
堂
富
貴
瓶
﹀
︵
圖
九
︶
，
玉
壺
春

式
瓶
飾
湖
石
花
卉
景
致
，
牡
丹
、
蠟
梅
、

辛
夷
描
繪
細
膩
生
動
，
富
光
影
變
化
，
底

有
白
地
﹁
康
熙
御
製
﹂
藍
料
款
。
其
中
粉

紅
色
應
是
以
發
展
於
歐
洲
新
近
傳
入
的
氯

化
金
紅
發
色
，
湖
石
鮮
豔
的
藍
料
，
亦
是

此
際
發
展
出
的
新
色
。
精
細
雅
致
，
為
康

熙
朝
代
表
佳
作
。

雍
正
朝
︵
一
七
二
三

∼

一
七
三
五
︶

畫
琺
瑯
技
藝
突
飛
猛
進
，
造
辦
處
琺
瑯
作

煉
製
出
許
多
新
顏
料
，
與
舊
有
顏
料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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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清　乾隆　畫琺瑯雙連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四　 清　乾隆　畫琺瑯蓮瓣式蝶蟲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清　乾隆　金胎內填兼畫琺瑯西洋仕女長頸龍首曲流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開
光
，
與
紋
飾
結
合
，
代
表
子
孫
萬
代
、

福
壽
萬
年
。

乾
隆
朝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

琺
瑯
器
製
作
技
術
突
飛
猛
進
，
仿
製
康

熙
、
雍
正
兩
朝
琺
瑯
器
幾
可
亂
真
。
除
了

繼
承
前
朝
發
展
之
各
種
紋
飾
，
並
採
用
歐

洲
琺
瑯
器
常
見
之
嵌
琺
瑯
畫
片
，
其
中
多

繪
過
去
不
曾
出
現
的
西
洋
人
物
或
西
洋
風

景
，
融
合
東
、
西
紋
飾
中
西
合
璧
，
並
結

合
各
種
琺
瑯
技
法
於
一
器
。
銅
鎏
金
︿
畫

琺
瑯
雙
連
蓋
罐
﹀
︵
圖
十
三
︶
，
器
形
似

雙
魚
頭
尾
相
對
並
連
，
雙
連
又
可
稱
﹁
合

歡
﹂
，
象
徵
合
和
的
吉
祥
寓
意
。
器
蓋
鑲

二
紅
料
紐
，
器
身
滿
飾
黃
地
纏
枝
蓮
等
花

葉
紋
飾
，
延
續
前
代
黃
地
花
卉
紋
裝
飾
技

法
，
然
而
更
為
繁
複
縟
麗
。
廣
東
在
乾
隆

時
期
，
製
作
琺
瑯
技
術
突
飛
猛
進
，
乾
隆

朝
後
期
，
不
少
畫
琺
瑯
器
物
都
由
粵
海
關

製
作
，
再
運
回
北
京
宮
中
收
藏
。
銅
胎
鎏

金
︿
畫
琺
瑯
花
卉
渣
斗
﹀
，
器
底
有
﹁
乾

隆
年
製
﹂
款
。
器
表
滿
施
淺
黃
釉
繪
金
彩

弦
文
為
地
，
飾
紅
、
紫
色
花
卉
，
以
金
彩

勾
勒
花
瓣
、
葉
片
及
捲
鬚
輪
廓
，
模
仿
內

填
琺
瑯
鏨
胎
、
蝕
刻
效
果
。
釉
色
晶
瑩
，

暈
染
濃
淡
有
致
，
即
為
廣
東
地
區
作
品
。

銅
鎏
金
︿
畫
琺
瑯
蓮
瓣
式
蝶
蟲
蓋
罐
﹀

︵
圖
十
四
︶
，
蓮
苞
式
器
身
，
帶
寶
珠
紐

蓮
葉
式
蓋
。
肩
部
蓮
瓣
瓣
尖
，
用
粉
紅
色

點
染
，
蓋
與
器
腹
施
淺
黃
色
地
，
寫
生
各

類
昆
蟲
，
頸
部
則
在
淺
藍
色
地
繪
葡
萄
藤

蔓
，
生
意
盎
然
，
恬
淡
古
雅
，
別
有
意

趣
，
亦
應
為
乾
隆
朝
廣
東
地
區
作
品
。

二
、
內
填
琺
瑯
、
掐
絲
琺
瑯

乾
隆
朝
亦
發
展
內
填
琺
瑯
技
法
，
如

︿
金
胎
內
填
兼
畫
琺
瑯
長
頸
龍
首
曲
流
執

壺
﹀
︵
圖
十
五
︶
、
︿
金
胎
內
填
兼
畫
琺

瑯
西
洋
仕
女
侈
口
圈
足
杯
及
八
瓣
菱
花
折

沿
盤
﹀
，
底
部
皆
有
﹁
乾
隆
年
製
﹂
款
。

器
身
鑄
造
、
鏨
刻
捲
草
文
，
再
以
內
填
琺

瑯
技
法
填
綠
、
紅
等
色
玻
璃
釉
。
壺
、
杯

腹
及
盤
心
開
光
，
彩
繪
西
方
仕
女
或
母
子

圖
；
執
壺
肩
部
及
小
盤
折
沿
等
開
光
則

仿
歐
洲
畫
琺
瑯
畫
片
，
飾
紅
釉
西
洋
風
景

圖
。
結
合
內
填
與
畫
琺
瑯
技
法
，
釉
色
清

亮
，
紋
飾
繪
製
精
細
，
極
富
西
洋
風
情
。

清
代
掐
絲
琺
瑯
，
在
前
朝
基
礎
上
，

精
益
求
精
，
掐
絲
細
膩
流
暢
，
釉
色
純

淨
，
光
澤
鮮
亮
。
康
熙
朝
初
期
對
於
技
法

掌
握
尚
不
成
熟
，
燒
出
的
琺
瑯
釉
色
較

圖十六　清　康熙　掐絲琺瑯冰梅紋五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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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暗
，
但
到
了
後
期
則
製
作
出
不
少
代
表

性
作
品
，
如
此
套
以
銅
鎏
金
簋
式
雙
環

小
爐
、
尊
式
燭
台
一
對
與
插
有
銅
胎
塗
漆

描
金
靈
芝
雙
環
小
瓶
一
對
，
組
成
之
︿
掐

絲
琺
瑯
冰
梅
紋
五
供
﹀
︵
圖
十
六
︶
，
鍍

金
底
皆
陰
刻
﹁
康
熙
年
製
﹂
款
。
文
物
器

身
皆
滿
飾
光
潔
淺
藍
色
琺
瑯
，
掐
絲
康

熙
朝
流
行
的
冰
梅
紋
，
素
雅
大
方
。
乾

隆
朝
︿
金
胎
掐
絲
琺
瑯
鳳
耳
豆
﹀
︵
圖

十
七
︶
，
全
器
仿
雍
正
朝
銅
鎏
金
︿
掐
絲

琺
瑯
鳳
耳
豆
﹀
，
器
型
實
為
仿
春
秋
、
戰

國
時
期
古
青
銅
器
豆
，
蓋
有
圓
形
捉
手
，

蓋
與
器
身
組
合
成
鼓
腹
，
高
圈
足
，
兩
側

鑲
鎏
金
啣
環
鳳
耳
。
通
體
填
墨
綠
色
掐
絲

琺
瑯
裝
飾
，
除
了
數
道
回
文
，
全
器
佈
滿

圓
圈
紋
，
內
飾
三
鑲
邊
琺
瑯
白
釉
珠
。

器
型
莊
重
，
琺
瑯
技
法
精
細
成
熟
。
而

︿
銀
胎
掐
絲
琺
瑯
獸
面
紋
方
觚
﹀
︵
圖

十
八
︶
，
亦
仿
商
周
古
青
銅
器
，
器
表
飾

仿
古
獸
面
紋
、
蟬
紋
、
龍
紋
等
紋
飾
，
以

菱
格
紋
為
錦
地
。
紋
飾
以
掐
絲
技
法
製

作
，
間
以
在
胎
上
錘
鍱
出
之
水
波
與
圈
紋

裝
飾
，
再
填
入
多
施
用
於
內
填
琺
瑯
之
透

明
盈
亮
之
藍
、
綠
、
褐
等
色
琺
瑯
，
別
有

一
番
趣
味
，
應
為
十
八
世
紀
中
、
後
期
文

物
。

然
而
明
代
發
展
的
藍
地
纏
枝
蓮
紋
掐

絲
琺
瑯
裝
飾
圖
案
，
仍
是
清
代
掐
絲
琺
瑯

器
裝
飾
之
主
流
。
乾
隆
朝
掐
絲
琺
瑯
有
不

少
動
物
造
型
，
應
為
乾
隆
朝
晚
期
製
作
之

︿
掐
絲
琺
瑯
天
雞
尊
﹀
仿
古
銅
器
天
雞
尊

形
制
，
即
鳥
形
被
上
負
尊
。
通
體
施
淺
綠

及
藍
地
掐
絲
纏
枝
蓮
紋
及
鳳
紋
等
紋
飾
，

圖十七　清　乾隆　金胎掐絲琺瑯鳳耳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銀胎掐絲琺瑯獸面紋方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清　順治　西藏　金嵌松石珊瑚壇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古
樸
莊
重
，
應
為
廟
堂
用
器
。
器
型
敦
圓

的
︿
掐
絲
兼
畫
琺
瑯
酥
油
茶
罐
﹀
，
蓋
沿

陰
刻
有
﹁
大
清
乾
隆
年
製
﹂
款
。
全
器
亦

以
淺
藍
色
掐
絲
琺
瑯
纏
枝
蓮
紋
為
裝
飾
主

體
，
再
採
西
方
常
見
鑲
嵌
琺
瑯
畫
開
光
裝

飾
，
但
是
其
中
先
以
掐
絲
表
現
山
石
、

房
舍
等
輪
廓
，
再
彩
釉
繪
製
仕
女
、
花

蝶
或
山
水
圖
，
使
畫
面
更
立
體
。
鍍
金
塔

式
蓋
鈕
，
華
麗
誇
飾
，
與
三
道
鑲
邊
皆
鑲

嵌
珊
瑚
、
青
金
石
和
綠
松
石
，
散
發
濃
濃

西
藏
風
情
。
融
合
東
、
西
琺
瑯
風
格
與
各

種
琺
瑯
技
法
，
不
僅
是
代
表
康
、
雍
、
乾

三
代
傾
力
﹁
格
其
理
、
悟
其
原
﹂
，
製
作

出
﹁
盛
氣
光
輝
燦
爛
，
製
作
精
工
，
遂
表

勝
洋
琺
瑯
百
倍
﹂
的
作
品
，
亦
展
現
亞
洲

大
帝
國
滿
清
皇
帝
﹁
天
下
一
統
，
華
夷
一

家
﹂
的
審
美
情
趣
。

法
器

滿
清
龍
興
於
東
北
，
從
入
關
前
就
認

識
到
藏
傳
佛
教
在
蒙
藏
社
會
的
影
響
力
，

﹁
蓋
以
蒙
古
奉
佛
，
最
信
喇
嘛
，
不
可
不

保
護
之
，
以
為
懷
柔
之
道
也
﹂
，
早
在
努

爾
哈
赤
時
代
，
已
將
結
好
西
藏
視
為
政
治

要
務
。
順
治
皇
帝
與
﹁
偉
大
的
五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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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賴
五
世—

在
北
京
的
會
面
，
進
一
步
確

保
未
來
蒙
古
各
部
對
清
廷
的
合
作
態
度
，

使
清
朝
在
統
一
中
國
的
征
戰
，
免
除
後
顧

之
憂
。
清
廷
以
黃
教
之
達
賴
、
班
禪
、
章

家
與
哲
布
尊
丹
巴
四
大
喇
嘛
，
安
定
前
、

後
藏
與
內
、
外
蒙
古
之
民
心
。
除
了
相
互

牽
制
，
亦
可
在
某
系
轉
世
喇
嘛
年
幼
時
，

由
他
系
喇
嘛
輔
政
。
而
在
西
藏
地
區
，
為

免
達
賴
喇
嘛
圓
寂
後
，
權
力
暫
時
真
空

時
，
世
俗
貴
族
趁
機
專
權
，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諭
令
，
此
際
當
選
擇
濟
嚨
呼
圖
克
圖
等

四
大
喇
嘛
之
一
任
﹁
掌
辦
商
上
事
務
﹂
攝

政
，
暫
時
代
理
西
藏
政
教
事
務
。
此
次
常

設
展
展
出
之
法
器
，
即
多
為
上
述
政
教
領

袖
，
在
各
種
節
慶
或
年
班
進
京
呈
進
給
滿

清
皇
帝
的
獻
禮
。

順
治
九
年
︵
一
六
五
三
︶
夏
月
，
達

賴
喇
嘛
進
京
朝
見
順
治
皇
帝
，
攜
進
象
徵

盈
滿
宇
宙
無
上
珍
寶
、
最
高
供
養
的
︿
金

嵌
松
石
珊
瑚
壇
城
﹀
︵
圖
十
九
︶
作
為
獻

眾
生
利
益
，
故
奏
聞
皇
上
，
請
於
內
庭
供

奉
。
﹂
年
代
應
為
明
末
的
︿
扎
嘛
嚕
手

鼓
﹀
︵
圖
二
十
︶
為
二
、
三
、
五
輩
達
賴

喇
嘛
所
執
。
手
鼓
，
藏
文
稱
﹁
扎
嘛
嚕
﹂

︵
梵D

am
aru

︶
由
二
顱
骨
相
接
黏
合
而

成
，
束
以
鑲
松
石
累
絲
鎏
金
箍
條
，
掛
織

品
軟
球
一
對
，
用
以
擊
鼓
。
皮
質
鼓
面
繪

泥
金
持
寶
五
爪
龍
，
遒
勁
有
力
，
充
滿
生

氣
；
周
圍
滿
飾
草
葉
蓮
紋
，
間
飾
犀
角
、

雙
錢
紋
、
盤
長
紋
等
雜
寶
。
以
鑲
松
石
大

寶
珠
紐
，
繫
帶
穗
飄
帶
，
內
層
為
三
色
緙

絲
，
兩
側
天
青
色
絲
帛
，
有
珍
珠
綴
飾
八

圖二一　蒙兀兒帝國　銀胎內填琺瑯嵌寶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清　乾隆　金胎內填琺琅靶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吉
祥
並
以
之
鑲
邊
。
附
鞔
皮
盒
，
內
有
墨

書
漢
、
滿
、
蒙
、
藏
四
體
字
：
﹁
布
達
拉

廟
內
密
藏
供
奉
，
尊
聖
喇
嘛
根
敦
札
木

素
，
達
賴
喇
嘛
索
諾
木
札
木
素
，
及
五
輩

達
賴
喇
嘛
等
，
手
內
常
執
噶
爾
馬
時
成
造

之
大
利
益
扎
嘛
嚕
鼓
﹂
。

自
達
賴
喇
嘛
入
京
晉
見
以
來
，
歷

經
康
熙
、
雍
正
兩
朝
到
乾
隆
朝
中
，
一
百

多
餘
年
，
皆
無
達
賴
或
班
禪
喇
嘛
入
京
，

勿
寧
是
一
樁
憾
事
，
乾
隆
皇
帝
因
此
促
成

當
時
西
藏
真
正
的
政
教
領
袖
，
六
世
班
禪

入
京
祝
皇
帝
七
十
壽
辰
。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
一
七
八○

︶
八
月
初
，
六
世
班
禪
一
行

經
過
年
餘
長
途
跋
涉
，
抵
達
熱
河
，
於
朝

廷
特
為
其
仿
札
什
倫
布
寺
所
建
之
虛
彌
福

壽
寺
，
由
和
珅
等
頒
賜
六
世
班
禪
玉
冊
、

玉
印
，
因
此
班
禪
喇
嘛
回
贈
此
盛
滿
藏
紅

花
之
︿
銀
胎
內
填
琺
瑯
嵌
寶
蓋
罐
﹀
。

︵
圖
二
一
︶
蓋
罐
器
表
錘
鍱
出
各
式
圖
案

化
花
卉
紋
，
花
朵
鑲
嵌
紅
寶
石
，
與
綠
色

琺
瑯
地
相
互
輝
映
。
器
形
、
紋
飾
與
琺
瑯

反
映
出
濃
厚
南
亞
風
格
，
應
是
蒙
兀
兒
帝

國
之
工
藝
作
品
。
附
描
金
鞔
皮
盒
，
蓋
內

白
綾
漢
、
滿
、
蒙
、
藏
四
體
字
：
﹁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八
月
初
二
日
，
皇
上
賜
班
禪
額

爾
德
呢
丹
書
克
，
回
進
嵌
寶
石
金
胎
綠
琺

瑯
蓋
罐
一
件
，
內
貯
藏
紅
花
。
﹂
六
世
班

禪
此
行
所
進
嵌
寶
石
器
，
另
有
︿
嵌
紅
藍

玻
璃
墊
子
金
胎
綠
琺
琅
靶
碗
﹀
一
件
，
現

藏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琺
瑯
釉
及
裝
飾
風

格
，
與
上
述
蓋
罐
類
似
。
然
此
靶
碗
原
無

蓋
，
乾
隆
皇
帝
要
求
造
辦
處
配
上
蓋
後
，

再
加
以
仿
製
三
件
，
其
中
︿
金
胎
內
填
琺

瑯
靶
碗
﹀
︵
圖
二
二
︶
原
藏
養
心
殿
，
為

本
院
收
藏
。
碗
外
錘
鍱
圖
案
式
花
卉
紋
，

花
朵
嵌
紅
、
藍
寶
石
，
填
綠
色
琺
瑯
地
。

碗
裡
、
蓋
內
透
過
綠
色
琺
瑯
，
可
見
金
胎

刻
有
菱
格
狀
葉
紋
；
靶
碗
高
足
，
以
內
填

圖二十　明　西藏　扎嘛嚕手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禮
。
盤
面
以
累
絲
、
銲
金
珠
等
細
緻
金
屬

工
藝
，
鑲
嵌
色
澤
勻
淨
、
磨
切
工
整
的
綠

松
石
，
表
現
以
須
彌
山
為
中
心
的
宇
宙
及

吉
祥
珍
寶
，
外
圍
一
圈
碩
大
圓
潤
珊
瑚
。

鎏
金
周
壁
則
鏨
刻
細
密
繁
縟
的
八
吉
祥
及

五
妙
供
，
工
藝
精
湛
。
附
木
胎
皮
盒
，
內

有
白
綾
墨
書
漢
、
滿
、
蒙
、
藏
四
體
文

字
：
﹁
利
益
金
造
曼
達
，
乃
世
祖
皇
帝
時

五
輩
達
賴
喇
嘛
來
京
供
于
西
黃
寺
，
章
嘉

胡
土
克
圖
以
其
吉
祥
萬
年
、
寰
宇
康
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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琺
瑯
技
法
鏨
刻
出
花
葉
紋
飾
，
再
以
藍
、

綠
琺
瑯
點
染
。
碗
心
圓
光
有
﹁
大
清
乾
隆

年
製
﹂
六
字
款
。

乾
隆
皇
帝
為
綏
服
遠
人
，
開
放
蒙

古
王
公
貴
族
至
虛
彌
福
壽
寺
瞻
禮
叩
拜
住

錫
於
此
的
六
世
班
禪
。
九
月
，
六
世
班
禪

抵
達
北
京
晉
見
皇
帝
，
然
而
十
月
底
卻
不

幸
出
痘
發
燒
，
次
日
圓
寂
。
隨
著
班
禪
舍

利
回
藏
的
賞
賜
極
豐
，
﹁
朝
廷
所
賜
賚
，

在
京
各
王
公
及
內
外
各
蒙
邊
地
諸
番
所
供

養
，
無
慮
數
十
萬
金
，
而
寶
冠
、
瓔
珞
、

念
珠
、
晶
玉
之
鉢
、
鏤
金
之
袈
裟
，
珍
寶

不
可
勝
計
。
﹂
但
卻
因
分
配
不
均
，
使
心

懷
不
滿
的
藏
人
勾
結
驍
勇
善
戰
的
廓
爾
喀

搖
的
影
響
力
。
乾
隆
賜
三
世
章
嘉
掌
京
城

寺
廟
喇
嘛
之
札
薩
克
喇
嘛
印
，
主
持
改
建

雍
和
宮
為
黃
教
寺
院
與
翻
譯
大
藏
經
等
工

作
。
三
世
章
嘉
國
師
除
了
推
動
藏
傳
佛
教

信
仰
，
促
進
清
廷
尊
重
傳
統
、
和
平
治
理

蒙
、
藏
地
方
，
亦
是
精
通
包
括
﹁
工
巧

明
﹂
等
五
明
的
學
問
僧
，
深
諳
鑄
造
鈴

聲
清
脆
的
金
屬
配
方
。
院
藏
一
套
銅
鎏

金
︿
章
嘉
胡
土
克
圖
呈
進
大
利
益
銅
鈴

杵
﹀
，
鑄
造
精
良
，
即
為
某
輩
章
嘉
呼
圖

克
圖
所
進
。
︵
圖
二
四
︶

乾
隆
十
年
︵
一
七
四
五
︶
，
皇
帝

要
求
造
辦
處
在
年
末
完
成
一
對
朱
地
描

彩
︿
五
方
佛
與
五
方
救
度
母
數
珠
箱
﹀
。

︵
圖
二
五
︶
每
箱
原
可
各
置
五
只
紫
檀

木
平
屜
，
現
皆
僅
存
四
屜
。
每
屜
有
玻

璃
密
封
小
龕
，
內
供
以
不
同
材
質
半
寶
石

鑲
金
製
作
之
造
像
一
尊
，
一
箱
為
五
方
如

來
像
，
另
一
箱
為
五
方
救
度
母
像
，
龕
外

置
同
材
質
百
零
八
顆
數
珠
一
盤
。
箱
體
四

面
繪
五
彩
蓮
紋
，
蓋
頂
墨
書
藏
文
六
字
明

咒
。
抽
屜
蓋
則
嵌
銀
藏
文
六
字
明
咒
，
蓋

內
開
光
有
墨
地
金
泥
藏
文
寫
經
，
及
防
止

數
珠
鬆
動
的
屜
板
戧
金
。
佛
造
像
著
袒
右

肩
迦
裟
結
跏
趺
坐
，
救
度
母
持
蓮
遊
戲
坐

於
蓮
臺
。
如
來
僧
衣
、
度
母
裳
裙
與
蓮
臺

連
成
一
氣
，
以
黃
金
鑄
造
；
頭
部
、
體
軀

則
由
半
寶
石
雕
造
，
連
黏
鑲
嵌
於
金
座
。

以
黛
色
、
墨
線
及
朱
紅
點
染
五
官
，
造
像

應
是
乾
隆
九
年
由
西
藏
入
京
的
尼
泊
爾
工

匠
所
做
。
乾
隆
十
年
雍
和
宮
在
三
世
章
嘉

國
師
主
持
下
，
改
建
為
京
城
首
例
之
黃
教

格
魯
派
寺
院
。
年
末
，
乾
隆
皇
帝
受
三
世

章
嘉
灌
頂
，
成
為
藏
傳
佛
教
信
徒
，
隔
年

二
月
，
乾
隆
皇
帝
下
令
於
雍
和
宮
舉
行

﹁
傳
召
法
會
﹂
，
延
續
宗
喀
巴
一
四○

九

入
侵
劫
掠
。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中
福
康
安
等

出
兵
平
定
，
為
第
二
次
廓
爾
喀
戰
爭
，
也

是
十
全
武
功
之
中
的
最
後
一
役
。
此
際
任

﹁
掌
辦
商
上
事
務
﹂
攝
政
的
八
世
濟
嚨
呼

圖
克
圖
，
因
籌
辦
軍
務
有
功
，
獲
頒
﹁
慧

通
禪
師
﹂
法
號
；
隔
年
，
進
︿
古
德
噶
布

拉
供
碗
﹀
︵
圖
二
三
︶
。
噶
布
拉
為
梵
文

K
apala

音
譯
，
即
顱
骨
之
義
，
此
供
碗
上

有
藏
文
﹁
阿
﹂
與
﹁
吽
﹂
字
隱
文
，
相
傳

是
得
道
者
的
象
徵
。
八
成
金
之
蓋
、
束
腰

托
座
及
贊
盤
，
皆
為
清
宮
造
辦
處
所
作
，

座
底
面
有
滿
、
蒙
文
，
贊
盤
面
落
槽
處
有

藏
、
漢
文
，
合
成
四
樣
字
，
刻
﹁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四
︶
七
月
十
二
日
駐

藏
濟
嚨
呼
圖
克
圖
恭
進
﹂
，
乾
隆
皇
帝
讚

頌
之
御
製
詩
則
刻
於
盤
底
。

有
清
一
代
，
最
受
皇
帝
倚
重
的
喇

嘛
，
當
為
三
世
章
嘉
國
師
。
二
世
章
嘉
呼

圖
克
圖
在
康
熙
朝
即
被
封
為
國
師
，
與
雍

正
皇
帝
仍
為
雍
親
王
時
即
往
來
密
切
。

因
此
，
其
轉
世
靈
童
，
三
世
章
嘉
若
必
多

吉
幼
年
，
即
被
雍
正
皇
帝
迎
至
北
京
，

與
包
括
皇
四
子
、
未
來
的
乾
隆
帝
等
皇
子

一
起
在
宮
中
讀
書
，
發
展
成
堅
固
的
師
徒

情
誼
，
奠
定
黃
教
格
魯
派
在
清
朝
不
可
動

圖二三　清　乾隆　古德噶布拉供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　清　章嘉胡土克圖呈進大利益銅鈴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五　清　五方佛與五方救度母數珠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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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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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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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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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佛
法—

藏
傳
佛
教
法
器

特
展
圖
錄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
○

年
。

7.  

馮
明
珠
，
︿
殊
勝
因
緣—

來
自
達
賴
與
班
禪

的
獻
禮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二
九

期
，
二○

一○

年
八
月
，
頁
一
四—

二
九
。

8.  

許
曉
東
，
︿
清
宮
舊
藏
印
度
珍
寶
﹀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二○

一
三
年
第
六
期
，
頁

一
三—

三
三
。

9.  H
a

rry G
a

rne
r, C

h
in

e
se

 a
n

d
 Ja

p
a

n
e

se
 

C
lo

iso
n

n
é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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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ls,L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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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b

e
r&

Fa
b

e
r, 1970.

10.  H
e

lm
u

t B
rin

ke
r a

n
d

 A
lb

e
rt Lu

tz, 
C

h
in

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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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iso
n

n
é

: th
e

 P
ie

rre
 U

ld
ry 

C
o

lle
c

tio
n

, N
e

w
 Y

o
rk: A

sia
 So

c
ie

ty 
G

a
lle

rie
s, 1989.

11.  B
é

a
tric

e
 Q

u
e

tte
 e

d
., C

lo
iso

n
n

é
: 

C
h

in
e

se
 E

n
a

m
e

ls fro
m

 th
e

 Y
u

a
n

, 
M

in
g

, a
n

d
 Q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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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n
a

stie
s, N

e
w

 
H

a
ve

n:  Ya
le

 unive
rsity p

re
ss, 2011.

年
在
拉
薩
建
立
最
重
要
的
年
中
行
事
傳

統
，
皇
帝
以
護
持
格
魯
派
轉
輪
聖
王
的
身

份
親
臨
會
場
。
五
方
佛
與
五
方
救
度
母
為

乾
隆
皇
帝
所
學
密
教
教
理
的
重
要
象
徵
，

數
珠
箱
或
為
乾
隆
皇
帝
灌
頂
所
準
備
。

此
次
展
品
中
的
法
器
多
為
喜
馬
拉
雅

山
地
區
各
族
巧
匠
所
作
，
珍
貴
稀
有
，
亦

是
清
廷
善
巧
運
用
宗
教
信
仰
，
維
繫
廣
大

疆
域
和
平
的
最
佳
見
證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