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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飲
茶
文
化
源
於
中
國
，
早

在
平
安
時
代
嵯
峨
天
皇
在
位
︵
八○

九

∼

八
二
三
︶
期
間
，
由
遣
唐
僧
侶
最
澄
、
空

海
、
永
忠
等
人
將
唐
代
的
茶
種
及
喫
茶
方

式
帶
回
日
本
，
當
時
僅
流
行
在
貴
族
高
僧

等
上
層
社
會
，
意
在
仿
效
唐
代
的
喫
茶
以

及
茶
詩
唱
和
，
並
沒
有
普
及
一
般
大
眾
，

後
來
隨
著
遣
唐
使
的
廢
除
以
及
嵯
峨
天
皇

待
春
雪
間
草

新
入
藏
的
日
本
末
茶
道
文
物

黃
韻
如

的
去
世
，
這
時
期
的
飲
茶
風
潮
很
快
就
消

退
了
。此

後
日
本
史
料
甚
少
喫
茶
相
關
的

記
載
，
直
到
禪
僧
榮
西
︵
一
一
四
一

∼

一
二
一
五
︶
從
南
宋
帶
回
茶
種
及
禪
院
的

喫
茶
法
，
再
度
興
起
喫
茶
風
氣
。
幕
府
將

軍
源
實
朝
︵
一
一
九
二

∼

一
二
一
九
︶
因

飲
酒
過
量
而
時
常
頭
痛
，
榮
西
立
刻
獻

上
一
碗
茶
，
為
其
醒
酒
，
同
時
進
呈
︽
喫

茶
養
生
記
︾
講
述
茶
事
與
茶
德
，
並
加
入

日
本
人
的
生
活
禮
儀
與
審
美
觀
。
榮
西
引

入
的
是
南
宋
江
浙
地
區
禪
院
的
草
茶
點
茶

法
，
一
直
沿
用
到
今
日
，
因
此
被
推
崇
為

日
本
的
茶
祖
。

室
町
中
期
八
代
將
軍
足
利
義
政

︵
一
四
三
六

∼

一
四
九○

︶
以
東
山
山
莊

﹁
世
人
只
盼
花
開
早
，
不
見
山
里
雪
間
萌
春
草
﹂
是
茶
聖
千
利
休
︵
一
五
二
二

∼

一
五
九
一
︶
最

喜
歡
的
和
歌
，
意
思
是
，
說
到
春
天
真
想
讓
那
些
只
盼
望
花
開
的
人
們
，
看
看
那
深
山
雪
裡
埋
著

正
在
萌
芽
的
小
草
啊
，
他
用
這
首
藤
原
家
隆
︵
一
一
五
八

∼

一
二
三
七
︶
的
和
歌
來
比
喻
茶
道
應

捨
棄
表
面
浮
華
而
追
求
實
質
內
在
的
精
神
。
故
宮
南
院—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博
物
館
將
於
明
年
底
開

幕
試
營
運
，
有
鑑
於
去
年
新
入
藏
一
批
日
本
茶
道
文
物
，
本
文
特
選
八
組
件
末
茶
道
具
介
紹
，
以

饗
讀
者
。

圖四　古備前花瓶　高24.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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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中
心
，
融
合
武
家
、
公
家
、
禪
僧
等
文

化
而
發
展
出
﹁
東
山
文
化
﹂
。
有
別
於
貴

族
華
麗
的
文
化
，
東
山
文
化
主
要
闡
述
幽

玄
枯
寂
的
美
學
。
在
裝
飾
了
各
式
美
術
品

的
大
型
和
室
舉
行
茶
會
稱
﹁
書
院
茶
﹂
，

沏
茶
與
喝
茶
在
分
別
的
空
間
進
行
。

室
町
後
期
村
田
珠
光
︵
一
四
二
三

∼

一
五○
二
︶
將
書
院
茶
簡
化
為
四
疊
半
榻

榻
米
，
並
裝
飾
和
室
壁
龕
︵
日
文
稱
﹁
床

之
間
﹂
︶
及
爐
式
茶
釜
等
，
創
造
出
古
樸

簡
約
的
枯
寂
茶
風
，
並
主
張
茶
人
應
擺
脫

慾
望
，
通
過
修
行
來
領
悟
茶
道
的
內
在
精

神
，
奠
定
了
日
本
末
茶
道
的
基
本
雛
形
。

武
野
紹
鷗
︵
一
五○

二

∼

一
五
五
五
︶
強

調
﹁
美
、
秩
序
、
簡
素
﹂
的
精
神
，
同
時

把
和
歌
的
文
學
理
論
帶
入
茶
道
，
將
日
本

文
化
中
獨
特
的
素
淡
、
典
雅
的
風
格
再
現

於
茶
道
。

千
利
休
提
倡
﹁
和
敬
清
寂
﹂
的
茶
道

精
神
，
規
範
飲
茶
及
行
茶
的
各
種
步
驟
，

使
得
茶
道
宛
如
修
行
，
成
為
一
項
充
滿
哲

意
的
藝
術
。
千
利
休
不
拘
於
中
國
傳
來
的

名
物
茶
具
，
將
日
本
製
的
生
活
用
品
隨
手

拈
來
作
為
茶
道
用
具
。
現
今
傳
世
的
日
本

末
茶
道
文
物
，
也
奠
基
在
歷
代
茶
人
對
茶

道
具
的
選
擇
及
使
用
。

茶
席
中
主
要
使
用
的
茶
道
具
，
有
擺

飾
茶
室
壁
龕
的
掛
軸
、
花
器
及
香
合
，
煎

水
儲
水
的
茶
釜
及
水
罐
，
點
茶
飲
茶
的
茶

末
罐
及
茶
碗
等
。
本
院
新
入
藏
的
茶
道
文

物
，
亦
可
在
日
本
歷
代
茶
人
文
物
蒐
集
的

脈
絡
中
尋
得
一
些
蹤
跡
。

如
同
岡
倉
天
心
明
治
三
十
九
年

︵
一
九○

六
︶
出
版
的
︽
茶
之
書
︾
所

言
，
﹁
日
本
是
一
個
長
年
孤
立
於
世
的
島

國
，
因
此
有
著
自
省
的
能
力
，
亦
促
成
茶

道
的
發
展
。
舉
凡
住
居
，
衣
食
、
陶
漆

器
、
繪
畫
、
甚
至
是
文
學
的
領
域
，
皆
深

受
茶
道
的
影
響
。
研
究
日
本
文
化
的
人
，

深
知
無
法
漠
視
茶
道
之
影
響
。
﹂

掛
軸

︽
南
方
錄
︾
記
載
在
茶
席
中
沒
有

比
掛
軸
更
重
要
的
茶
道
具
，
它
懸
掛
於
茶

室
壁
龕
，
點
出
茶
會
的
宗
旨
。
最
初
室
町

時
代
的
書
院
茶
以
中
國
花
鳥
山
水
繪
畫
為

尚
，
室
町
末
期
茶
會
開
始
流
行
禪
宗
僧
侶

的
墨
跡
，
包
含
詩
文
、
偈
語
及
書
信
，
江

戶
時
代
以
後
，
歷
史
人
物
寫
的
和
歌
書
法

︵
日
文
稱
﹁
古
筆
﹂
︶
，
也
很
受
到
歡

迎
。
掛
軸
鑑
賞
重
點
不
在
藝
術
表
現
而
在

於
內
容
，
藉
著
鑑
賞
掛
軸
，
茶
會
中
賓
主

皆
能
領
會
其
中
的
禪
意
精
神
。

︿
伊
予
切
︵
和
漢
朗
詠
集
斷
簡
︶

書
軸
﹀
︵
圖
一
︶
，
是
伊
予
國
︵
愛
媛

縣
︶
西
條
藩
主
松
平
家
的
傳
世
藏
品
，
原

本
是
兩
冊
︽
和
漢
朗
詠
集
︾
︵
漢
詩
及

和
歌
集
︶
手
抄
本
，
後
於
大
正
十
三
年

︵
一
九
二
四
︶
切
割
賣
出
，
因
而
得
名

﹁
伊
予
切
﹂
。
作
者
傳
為
平
安
時
代
大
書

法
家
藤
原
行
成
︵
九
七
二

∼

一○

二
八
︶

所
作
，
但
根
據
日
本
學
者
研
究
，
全
部
作

品
共
分
成
三
種
書
體
風
格
。
本
作
品
為
上

冊
末
段
，
歸
類
為
第
二
種
書
體
，
筆
法
洗

練
，
流
暢
自
然
，
推
測
應
是
平
安
時
代
所

作
。
底
紙
經
過
染
色
並
撒
上
細
雲
母
砂
，

並
於
兩
處
飾
有
藍
紫
色
的
雲
紋
，
白
紙
上

泛
起
雲
母
的
光
澤
，
與
藍
紫
飛
雲
相
互
輝

映
，
質
感
細
緻
。
本
幅
內
容
是
︽
和
漢
朗

詠
集
︾
上
卷
︿
冰
﹁
付
春
冰
﹂
﹀
，
唱
和

跟
冰
相
關
的
主
題
詩
句
︵
圖
二
︶
：

 

冰
封
水
面
聞
無
浪　

雪
點
林
頭
見
有
花

菅
︵
菅
原
道
真
︶

 

霜
妨
鶴
唳
寒
無
露　

水
結
狐
疑
薄
有
冰

相
如
︵
高
岳
相
如
︶

 

お
ほ
ぞ
ら
の
つ
き
の
ひ
か
り
の
さ
む
け

れ
ば
か
げ
み
し
み
づ
ぞ
ま
づ
こ
ほ
り
け

る

 

冰
消
見
水
多
於
地　

雪
霽
望
山
進
入
樓

白
︵
白
居
易
︶

 

冰
消
漢
主
應
疑
霸　

雪
盡
梁
王
不
召
枚

圖一　伊予切（和漢朗詠集斷簡）書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尊
敬
︵
尊
敬
﹃
橘
在
列
﹄
︶

 

胡
塞
誰
能
全
使
節　

呼
池
還
恐
失
臣
忠

相
規
︵
源
相
規
︶

 

や
ま
か
げ
の
み
ぎ
は
ま
さ
れ
る
は
る
か

ぜ
に
た
に
の
こ
ほ
り
は
け
ふ
や
と
く
ら

ん
其
他
伊
予
切
分
別
藏
於
五
島
美
術

館
、
大
和
文
華
館
、
北
村
美
術
館
、M

O
A

美
術
館
、
逸
翁
美
術
館
、
山
種
美
術
館

等
，
其
中
與
本
院
藏
品
同
為
第
二
種
書

體
，
根
津
美
術
館
藏
︿
伊
予
切
書
軸
﹀

︵
圖
三
︶
被
指
定
為
日
本
重
要
美
術
品
。

花
器‧

香
合

花
器
及
香
合
搭
配
掛
軸
，
擺
設
於
茶

室
壁
龕
，
是
茶
會
中
重
要
的
焦
點
。
茶
花

將
四
季
自
然
之
美
帶
入
茶
室
，
點
出
茶
會

的
季
節
，
同
時
帶
有
供
奉
之
意
。
今
日
傳

世
品
大
概
可
分
成
唐
物
︵
中
國
製
︶
及
和

物
︵
日
本
製
︶
，
材
質
則
有
古
銅
、
響
銅

等
金
屬
器
，
中
國
的
青
瓷
，
日
本
的
備
前

窯
、
伊
賀
窯
等
陶
瓷
器
，
以
及
信
手
拈
來

的
切
割
竹
節
的
花
器
等
種
類
相
當
多
元
。

香
合
最
初
用
於
佛
寺
，
室
町
時
代

則
作
為
裝
飾
會
所
的
道
具
。
十
六
世
紀
以

圖二　伊予切書軸內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三　 伊予切書軸　根津美術館藏　引自《茶の湯
の器—根津青山収集》，1990，圖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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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山
時
代
的
茶
會
紀
錄
︽
天
王
寺

屋
會
記
︾
︵
引
自
︽
茶
道
古
典
全
集
︾
第

七
卷
︶
永
祿
十
年
︵
一
五
六
七
︶
千
利
休

在
茶
會
中
擺
設
﹁
備
前
花
瓶
﹂
︵
﹁
備
前

物
花
入
﹂
︶
，
是
茶
人
使
用
備
前
窯
燒
製

的
和
物
花
器
的
濫
觴
。
院
藏
古
備
前
花
瓶

的
器
型
，
在
日
本
原
是
酒
器
後
轉
用
於
花

器
，
備
前
窯
生
產
的
酒
器
︵
日
文
稱
﹁
德

利
﹂
︶
佳
作
傳
世
頗
多
，
整
體
造
型
具
有

沉
穩
安
定
之
感
，
是
典
型
的
代
表
作
。
類

後
的
茶
會
，
在
升
炭
火
時
持
拿
香
合
入
茶

席
，
不
用
炭
時
則
擺
設
在
茶
室
壁
龕
。

產
地
以
中
國
為
主
，
包
含
朝
鮮
、
琉
球
、

東
南
亞
等
地
及
日
本
，
材
質
有
陶
瓷
、

漆
器
、
木
器
、
金
屬
等
。
香
合
使
用
分
季

節
，
冬
季
多
用
陶
瓷
，
夏
季
則
多
用
漆

器
，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茶
道
具
之
一
。

︿
古
備
前
花
瓶
﹀
︵
圖
四
、
五
︶
，

岡
山
縣
備
前
市
周
邊
生
產
的
陶
器
，
圓
口

窄
邊
，
短
頸
碩
腹
，
平
底
，
肩
部
用
木
片

自
然
刻
劃
窯
印
。
全
器
未
施
釉
，
在
窯
內

長
時
間
燒
製
的
過
程
使
落
灰
成
為
天
然

釉
，
一
面
落
灰
呈
現
鼠
灰
色
，
另
一
面
高

溫
燒
造
出
自
然
的
赭
紅
色
，
形
成
不
規
則

色
塊
，
頸
部
呈
現
金
黃
色
，
三
色
交
織
成

景
，
自
然
樸
拙
，
在
備
前
花
瓶
之
中
算
是

相
當
精
采
的
作
品
。
︵
註
一
︶

圖五　古備前花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六　 古備前花瓶　五島美術館藏　引自《茶の湯の美－五島
美術館コレクション》愛知縣陶磁資料館1995圖58

似
作
品
藏
於
五
島
美
術
館
。
︵
圖
六
︶

︿
宋
胡
錄
鐵
繪
香
合
﹀
︵
圖
七
︶
，

鐵
繪
白
釉
陶
瓷
器
，
器
形
渾
圓
飽
滿
，
器

底
胎
土
露
出
。
蓋
頂
有
柿
蒂
鈕
，
原
仿
熱

帶
水
果
山
竹
的
造
型
，
傳
入
日
本
後
稱
其

為
﹁
柿
型
﹂
。
鐵
繪
顏
色
呈
現
茶
褐
色
，

紋
飾
以
菱
形
花
、
斜
格
子
、
四
方
型
交
互

配
置
，
蓋
子
交
接
處
繪
有
橫
線
紋
及
卷
草

紋
，
呈
現
華
麗
的
裝
飾
風
格
。

此
器
產
地
位
於
泰
國
中
北
部
的
宋
加

洛
︵Saw

ankhalok

︶
，
據
出
土
資
料
顯
示

原
來
用
於
放
置
石
灰
或
檳
榔
，
大
多
在
今

日
印
尼
蘇
拉
威
西
島
出
土
︵
圖
八
︶
，
推

測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應
為
外
銷
周
邊
國
家

的
貿
易
瓷
。
比
對
其
他
日
本
傳
世
品
︵
圖

九
、
十
︶
，
不
論
器
型
還
是
紋
飾
設
計
，

此
件
正
是
最
典
型
日
本
茶
人
喜
愛
的
宋
胡

録
香
合
。
十
六
世
紀
末
期
以
前
日
本
燒
造

陶
瓷
技
術
尚
未
成
熟
之
前
，
多
仰
賴
中
國

及
少
數
東
南
亞
輸
入
的
陶
瓷
香
合
，
而
新

入
藏
的
宋
胡
錄
香
合
亦
是
這
個
脈
絡
下
的

珍
貴
文
物
。

收

納

香

合

的

木

箱

蓋

面

墨

書

﹁
宋
胡
籙
／
柿
香
盒
／
南
都
飛
鳥
殿
舊

藏
﹂
，
蓋
內
貼
有
和
紙
墨
書
﹁
享
保
九
年

︵
一
七
二
四
︶
辰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田
宗
休

圖七　 15∼16世紀　泰國　宋胡錄鐵繪香合　高5.8公分、徑
5.9公分、底徑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15∼16世紀　泰國　鐵繪香合　引自《南海の古
陶磁2》創樹社美術出版，1995，圖291

圖九　 16∼17世紀　泰國　宋胡錄香合　三井記念美
術館藏　引自《美の伝統三井家伝世の名宝》，
2005，圖204

圖十一　圖八木箱（左）內箱裏面　（右）外箱表面墨書

圖十　 15∼16世紀　泰國　宋胡錄香合　根津美術館藏
引自《根津美術館藏品選—茶美術篇》，根津美
術館，2001，圖218

圖十二　 形物香合相撲　引自《形物香合番付の世界》，愛知縣陶磁資料館藏，
2013，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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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人□

﹂
︵
圖
十
一
︶
，
墨
書
者
不
詳
。

江
戶
時
代
的
大
茶
人
松
平
不
昧

︵
一
七
五
一

∼

一
八
一
八
︶
著
錄
的
︽
雲

州
藏
帳
︾
已
提
到
宋
胡
錄
香
合
。
安
政
二

年
︵
一
八
五
五
︶
出
版
的
︿
形
物
香
合
相

撲
﹀
︵
圖
十
二
︶
，
將
二
百
多
件
中
國
及

東
南
亞
的
陶
瓷
香
合
，
比
擬
成
相
撲
選
手

的
位
階
，
列
出
人
氣
排
行
榜
，
其
中
﹁
宋

胡
錄
柿
﹂
的
香
合
列
為
西
軍
前
頭
的
第
一

段
第
九
位
，
反
映
出
江
戶
末
期
的
茶
人
對

宋
胡
錄
香
合
的
評
價
甚
高
。

圖十三　 雲龍紋鐵茶釜　徑14.9公分、高1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雲龍黃銅風爐　徑35.2公分、高17.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16世紀　雲龍紋鐵茶釜　三井記念美術館藏　
引自《室町三井家の名品》，2010，圖25

圖十六　 青花雲鶴紋提樑水罐　徑17.8公分、高2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桃山時代　黑漆提樑水罐　私人藏　引自《水指—茶
席の水器》，茶道資料館，1995，圖21

圖十九　 17世紀　青花雲鶴紋提樑水罐　根津美術館藏　
引自《根津美術館藏品選-茶の美術篇》，根津美
術館，2001，圖159

圖二十　 17世紀　青花提樑水罐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引自
《広田不孤斎コレクション》，2006，圖50

茶
釜‧

水
罐

茶
釜
為
點
茶
時
燒
水
用
的
鐵
釜
；

水
罐
︵
日
文
稱
﹁
水
指
﹂
︶
則
是
盛
裝
清

水
的
容
器
，
用
於
調
整
沸
水
溫
度
，
以
及

洗
滌
茶
碗
、
茶
筅
等
器
具
。
最
初
這
兩
項

圖二一　 16∼17世紀　越南青花提樑水罐　靜嘉堂藏　引自
《靜嘉堂茶道具名品選》，2004，圖130

圖二二　 18世紀　流水紋提樑水罐　逸翁美
術館藏　引自《茶道具の世界11水
指建水》，淡交社，2000，頁108

圖十七　青花雲鶴紋提樑水罐　局部放大圖

茶
具
並
不
受
到
重
視
，
但
隨
著
十
六
世
紀

﹁
侘
茶
﹂
的
興
起
，
在
茶
席
中
主
人
點
茶

時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
雲
龍
紋
鐵
茶
釜
﹀
︵
圖
十
三
︶
，

圓
口
，
筒
身
，
平
底
，
雙
側
鐶
，
鐵
蓋
附

環
釦
。
器
身
部
分
斑
駁
呈
現
鐵
銹
色
。
因

器
表
飾
有
雲
龍
紋
而
得
名
。
這
類
雲
龍
紋

鐵
茶
釜
，
是
桃
山
時
代
天
下
第
一
的
鑄
造

師
辻
與
次
郎
，
依
照
千
利
休
的
喜
好
所
打

造
的
筒
狀
燒
水
用
的
鐵
茶
釜
。
箱
書
標
示

﹁
御
釜
師
高
橋
因
幡
﹂
，
作
者
高
橋
因
幡

為
江
戶
中
期
鑄
造
釜
的
工
匠
，
曾
師
事
京

都
知
名
的
釜
師
初
代
下
間
庄
兵
衛
。
其
他

類
似
的
傳
世
品
還
有
三
井
記
念
美
術
藏
的

︿
雲
龍
紋
鐵
茶
釜
﹀
。
︵
圖
十
四
︶

︿
雲
龍
黃
銅
風
爐
﹀
，
三
足
，
光
素

無
紋
。
風
爐
為
放
置
炭
火
並
承
載
茶
釜
，

本
器
型
又
因
常
搭
配
雲
龍
茶
釜
使
用
，
故

名
之
。
︵
圖
十
五
︶
炭
爐
通
常
用
於
五
月

到
十
月
間
的
茶
會
，
而
十
一
月
到
四
月
則

是
用
榻
榻
米
下
陷
式
的
爐
與
茶
釜
。

︿
青
花
雲
鶴
紋
提
樑
水
罐
﹀
︵
圖

十
六
︶
，
高
提
梁
，
圓
筒
，
底
圈
足
，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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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鈕
蓋
，
底
部
滿
釉
，
圈
足
未
施
釉
。
圓

筒
器
身
分
兩
段
，
上
段
繪
雲
鶴
紋
、
下
段

蝦
蟹
魚
藻
紋
。
︵
圖
十
七
︶

提
樑
造
型
的
水
罐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最

為
盛
行
，
當
時
多
為
木
桶
或
漆
器
，
千
利

休
曾
向
工
匠
訂
製
木
桶
型
漆
器
水
罐
︵
圖

十
八
︶
，
之
後
成
為
常
用
的
水
罐
器
形
之

一
。
根
據
日
本
學
者
研
究
，
這
類
青
花
水

罐
是
明
末
天
啟
崇
禎
年
間
，
日
本
向
中
國

景
德
鎮
訂
製
，
為
中
國
陶
瓷
少
見
的
造

型
。
日
文
一
般
通
稱
青
花
為
﹁
染
付
﹂
，

當
時
景
德
鎮
窯
民
窯
燒
造
的
粗
製
器
物
則

稱
為
﹁
南
京
﹂
或
﹁
南
京
染
付
﹂
。

水
罐
器
沿
及
提
梁
多
處
剝
釉
，
然
而

日
本
茶
人
覺
得
此
種
缺
陷
最
能
體
現
日
本

茶
道
的
麁
相
美
感
，
稱
其
為
﹁
蟲
蛀
﹂
，

尤
受
茶
人
珍
愛
。
日
本
傳
世
品
有
一
件
與

院
藏
品
極
為
相
似
︵
圖
十
九
︶
，
另
一

件
則
是
方
形
︵
圖
二
十
︶
，
後
來
也
陸

續
有
越
南
及
日
本
燒
製
的
提
樑
水
罐
︵
圖

二
一
、
二
二
︶
，
是
深
受
歡
迎
的
傳
統
茶

道
器
具
之
一
。

茶
末
罐‧

茶
碗　

茶
末
罐
是
放
置
茶
末
的
小
陶
罐
︵
日

圖二三　 瀨戶褐釉茶末罐　高9.8公分、
徑5.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　 茶末罐附錦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起白地纏枝牡丹織金　青綠地纏枝菊花織金　花色四菱緞子

文
稱
﹁
茶
入
﹂
︶
，
造
型
多
樣
，
產
地
有

中
國
製
的
﹁
唐
物
﹂
、
日
本
製
的
﹁
和

物
﹂
以
及
東
南
亞
製
作
的
﹁
島
物
﹂
。
中

國
的
製
品
一
般
被
認
定
為
﹁
名
物
﹂
價
值

非
凡
。
室
町
時
代
末
期
日
本
製
的
茶
末
罐

成
為
主
流
，
生
產
地
遍
及
全
日
本
。
茶
碗

則
是
點
茶
飲
茶
的
容
器
，
也
是
歷
代
茶
人

最
重
視
的
茶
器
。
室
町
時
代
足
利
將
軍
的

藏
品
目
錄
︽
君
台
觀
左
右
帳
記
︾
推
崇
中

國
建
盞
等
唐
物
，
而
後
千
利
休
則
偏
好
使

用
簡
素
樸
質
的
朝
鮮
茶
碗
和
日
本
茶
碗
。

圖二五　 圖二三之收納木盒　附青綠地纏枝菊花緞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住
器
身
舀
取
茶
末
，
整
體
樸
拙
自
然
，
是

茶
人
喜
愛
的
風
格
。

茶
末
罐
，
附
有
三
個
包
覆
的
袋
子

︵
日
文
稱
﹁
仕
覆
﹂
︶
，
分
別
是
青
綠
地

纏
枝
牡
丹
織
金
、
白
地
纏
枝
牡
丹
織
金
、

花
色
四
菱
緞
子
︵
圖
二
四
︶
，
用
意
在
搭

配
不
同
主
題
的
茶
席
使
用
。
還
有
一
個
收

納
茶
末
罐
的
圓
筒
木
盒
︵
日
文
稱
﹁
挽

家
﹂
︶
，
蓋
表
楷
書
﹁
五
月
雨
﹂
，
是
茶

末
罐
的
銘
文
，
圓
筒
盒
再
以
青
地
菊
草
緞

子
袋
包
覆
︵
圖
二
五
︶
，
可
以
想
見
茶
人

是
如
何
珍
視
及
用
心
保
存
。

根
據
外
箱
小
堀
宗
慶
︵
一
九
二
三

∼

二○

一
一
︶
墨
書
；
本
作
品
曾
為
江
戶

時
代
造
酒
豪
商
的
鴻
池
家
舊
藏
，
小
崛

政
峯
︵
一
六
九○

∼

一
七
六○

︶
題

圖二六　 古瀨戶茶末罐　永青文庫藏　
引自《千利休展》京都國立博
物館，1990，圖176

圖二七　 瀨戶茶末罐　野村美術館藏　引
自《和物と海外陶磁—裝飾化と
多樣性》淡交社2004 38

圖二八　 乾山款鐵繪蔓草紋茶碗　口徑12.6公分、高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九　乾山款鐵繪蔓草紋茶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十　乾山款鐵繪蔓草紋茶碗　底款

︿
瀨
戶
褐
釉
茶
末
罐
﹀
︵
圖
二 

三
︶
，
瀨
戶
是
日
本
愛
知
縣
瀨
戶
市
周
邊

生
產
陶
瓷
器
的
總
稱
，
多
產
日
常
用
器
。

桃
山
時
代
隨
著
茶
道
的
興
盛
，
也
生
產
許

多
茶
器
。
後
來
，
千
利
休
開
始
使
用
瀨
戶

茶
末
罐
後
，
蔚
為
風
尚
。

器
型
窄
沿
口
，
短
頸
，
平
肩
，
長

筒
狀
，
底
部
微
斂
，
平
底
，
底
部
有
線
切

痕
，
象
牙
蓋
。
通
體
施
釉
不
及
底
，
肩
部

有
自
然
流
釉
，
釉
色
黑
褐
交
織
，
別
具
一

格
。
造
型
修
長
，
腰
部
微
內
凹
，
方
便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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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奧
田
直
榮
編
，
︽
世
界
陶
磁
全
集
四
桃
山

︵
一
︶
︾
，
小
學
館
，
一
九
七
七
，
圖
四
四

說
明
文
。

參
考
書
目

1.  

岡
倉
天
心
︽
茶
之
書
︾
，
鄭
夙
恩
譯
，
典
藏

藝
術
家
庭
，
二○

○

六
。

2.  

林
屋
晴
三
︿
茶
陶
の
変—

唐
物
数
寄
か
ら

侘
数
寄
ま
で
﹀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編
，

︽M
U

SEU
M

︾
第
三
五
五
期
，
一
九
八○

。

3.  

赤
沼
多
佳
︽
茶
陶
の
創
成—

唐
物
か
ら
和

物
︾
，
淡
交
社
，
二○

○

四
。

4.  

廖
寶
秀
︿
中
日
茶
道
器
用
文
化
之
比
較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一
六
卷
第
一
二
期
，

一
九
九
九
。

圖三一　 鐵繪松林圖茶碗　北村美術館藏　引自《乾山の陶藝》
1987，圖124

以
鐵
釉
及
白
釉
描
繪
蔓
草
︵
日
本
稱
﹁
蔦

草
﹂
︶
，
葉
子
形
狀
類
似
地
錦
，
俗
稱
爬

牆
虎
，
蔓
草
紋
樣
柔
和
生
動
充
滿
雅
趣
。

乾
山
款
茶
碗
，
作
者
尾
形
乾
山

︵
一
六
六
三

∼

一
七
四
三
︶
，
生
於
京

都
的
高
級
和
服
商
雁
金
屋
，
是
江
戶
時
代

知
名
畫
家
尾
形
光
琳
的
胞
弟
，
後
跟
隨
江

戶
前
期
京
都
陶
匠
仁
清
學
習
，
元
祿
十
二

年
︵
一
六
九
九
︶
於
京
都
洛
西
地
區
開
始

製
陶
。
乾
山
的
作
品
造
型
簡
單
，
其
特
色

是
在
陶
瓷
上
作
畫
及
題
詩
，
傳
世
作
品
頗

豐
，
與
茶
道
相
關
的
主
要
有
茶
碗
與
香
合
。

根
據
木
箱
蓋
內
側
貼
有
鈐
印
﹁
碧

雲
臺
﹂
的
和
紙
，
可
知
本
作
品
曾
被
近

代
大
茶
人
，
三
井
財
團
創
始
人
益
田
鈍
翁

︵
一
八
四
八

∼

一
九
三
八
︶
所
藏
。
乾

山
茶
碗
一
般
多
是
敞
口
直
壁
筒
狀
的
茶

碗
︵
圖
三
一
︶
，
而
院
藏
品
的
器
形
應
為

日
本
食
器
的
蓋
碗
，
後
來
被
轉
作
茶
器
使

用
。
主
要
是
因
為
茶
碗
的
需
求
較
大
，
這

種
情
況
在
乾
山
作
品
中
相
當
普
遍
，
顯
見

其
受
茶
人
喜
愛
的
程
度
。

以
上
淺
介
幾
件
新
入
藏
的
精
美
茶
道

文
物
，
相
信
在
觀
賞
這
批
文
物
的
同
時
，

亦
可
管
窺
日
本
歷
代
攝
取
吸
收
外
來
文
化

寫
筒
狀
木
盒
﹁
五
月
雨
﹂
，
小
堀
政
方

︵
一
七
四
二

∼

一
八○

三
︶
寫
內
箱
蓋
裡

的
和
歌
。
小
堀
等
三
人
為
武
家
茶
道
中
的

遠
州
流
，
重
視
樸
素
內
省
的
侘
茶
，
政
峯

為
五
代
，
政
方
為
七
代
、
宗
慶
為
十
二
代

宗
家
。現

存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傳
世
的
瀨

戶
茶
末
罐
，
多
數
藏
於
日
本
知
名
的
美
術

館
。
︵
圖
二
六
、
二
七
︶

︿
乾
山
款
鐵
繪
蔓
草
紋
茶
碗
﹀
︵
圖

二
八
、
二
九
︶
，
敞
口
，
弧
壁
，
深
腹
，

矮
圈
足
。
碗
內
有
支
釘
痕
，
圈
足
底
部
露

胎
，
寫
﹁
乾
山
﹂
款
。
︵
圖
三
十
︶
外
壁

的
過
程
及
縮
影
。
日
本
茶
陶
研
究
專
家
林

屋
晴
三
教
授
曾
說
：
﹁
茶
道
文
物
的
賞
玩

並
不
僅
限
日
本
文
物
，
也
包
含
中
國
、
韓

國
、
東
南
亞
、
甚
至
是
荷
蘭
、
義
大
利
等

各
地
輸
入
的
文
物
，
它
們
橫
跨
了
廣
大
的

地
理
範
圍
。
這
些
外
來
文
物
，
帶
給
日
本

人
生
活
文
化
上
巨
大
的
影
響
，
甚
至
進
一

步
將
其
內
化
並
建
構
成
日
本
的
獨
特
文

化
，
這
樣
的
現
象
或
許
可
理
解
為
日
本
人

的
特
質
，
確
實
是
值
得
玩
味
的
地
方
﹂
，

這
段
話
恰
巧
為
本
院
新
入
藏
的
茶
道
文
物

作
了
很
好
的
註
解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