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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樂白瓷綬帶耳扁壺

每月一寶

明
朝
永
樂
時
期
白
釉
瓷
器
的
器
形

淵
源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類
：
一
是
沿
襲
傳

統
的
器
形
，
如
碗
、
盤
、
雙
繫
小
罐
、

梅
瓶
等
，
二
是
反
應
漢
藏
交
流
的
僧
帽

壺
，
第
三
類
即
是
與
伊
斯
蘭
文
化
互
動
應

運
而
生
的
新
器
形
，
如
花
澆
、
扁
壺
、
方

流
執
壺
等
。
這
件
︿
白
瓷
綬
帶
耳
扁
壺
﹀

明
永
樂
白
瓷
綬
帶
耳
扁
壺

黃
蘭
茵

正
是
十
五
世
紀
早
期
中
國
陶
瓷
器
在
伊
斯

蘭
文
化
影
響
下
製
作
的
新
器
形
，
是
雙
方

交
流
互
動
下
的
具
體
產
物
。
白
瓷
扁
壺
高

二
九
．
五
公
分
，
器
呈
葫
蘆
形
。
︵
圖

一
︶
上
半
部
直
口
斜
壁
，
中
間
頸
部
收

束
，
下
半
部
腹
部
扁
圓
，
器
腹
中
央
有
一

道
明
顯
接
痕
，
器
底
帶
橢
圓
形
淺
圈
足

︵
圖
二
︶
，
器
身
上
部
左
右
兩
側
各
以
綬

帶
形
耳
連
接
肩
頸
。
全
器
施
加
白
釉
，
釉

質
細
潤
勻
亮
，
釉
表
光
素
無
紋
，
圈
足
內

亦
施
釉
，
僅
圈
足
著
地
處
露
出
潔
白
胎

體
。

這
件
︿
白
瓷
綬
帶
耳
扁
壺
﹀
器
表

並
無
年
款
，
但
因
其
甜
白
釉
色
及
造
型

永
樂
時
期
花
澆
的
器
形
與
中
亞
帖
木
兒
帝
國
的
玉
質
和
黃
銅
單
把
壺
相
互
借

鑑
，
青
花
折
沿
洗
的
器
形
有
西
亞
和
北
非
一
帶
黃
銅
及
加
彩
玻
璃
折
沿
洗
的
淵
源
，
而
葫
蘆

形
綬
帶
耳
扁
壺
則
可
看
到
馬
木
路
克
王
朝
︵M

m
luk D

ynasty, 1250 -1517

︶
金
屬
器
及
陶
器
的
影

響
。
同
時
，
葫
蘆
形
綬
帶
耳
扁
壺
是
明
代
永
樂
、
宣
德
時
期
生
產
不
輟
的
器
形
，
仔
細
觀
察
，
可

以
感
受
到
永
樂
到
宣
德
之
間
同
形
器
微
妙
的
變
遷
軌
跡
，
讓
人
玩
味
。

圖1　明　永樂白瓷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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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徵
，
多
數
學
者
接
受
其
為
明
代
永
樂

時
期
的
作
品
。
明
代
嘉
靖
年
間
王
世
懋

︽
窺
天
外
乘
︾
及
黃
一
正
︽
事
物
紺
珠
︾

在
談
到
明
代
永
樂
、
宣
德
年
間
內
府
燒
造

器
物
時
，
都
曾
提
到
﹁
永
樂
、
宣
德
年
間

內
府
燒
造
，
迄
今
為
貴
。
其
時
以
騌
眼
甜

白
為
常
，
以
蘇
麻
離
青
為
飾
，
以
鮮
紅
為

寶
﹂
一
句
，
其
中
﹁
騌
眼
甜
白
﹂
所
指
即

為
此
時
獨
樹
一
格
的
白
瓷
器
。
﹁
騌
眼
﹂

是
白
瓷
釉
表
氣
泡
爆
裂
所
形
成
的
細
微
針

孔
。
﹁
甜
白
﹂
一
詞
，
據
劉
新
園
先
生
研

究
，
則
是
以
嘉
靖
時
新
發
明
的
白
糖
之

﹁
甜
﹂
，
來
形
容
永
樂
、
宣
德
時
期
白
釉

瓷
器
如
白
砂
糖
一
般
的
潔
素
溫
潤
。
明
代

永
樂
時
期
甜
白
釉
瓷
器
的
瓷
胎
細
白
，
瓷

釉
溫
潤
呈
半
木
光
，
釉
色
與
釉
光
和
前
代

白
瓷
相
較
確
有
不
同
，
經
學
者
測
試
，
發

現
其
釉
色
特
徵
與
釉
中
的
石
英
顆
粒
與
雲

母
含
量
較
多
有
關
。
類
似
的
︿
白
瓷
綬
帶

耳
扁
壺
﹀
，
在
景
德
鎮
珠
山
一
九
八
三
年

的
挖
掘
當
中
，
也
曾
出
土
。
︵
圖
三
︶

行
旅
器
用

明
代
永
樂
、
宣
德
時
期
的
扁
壺
大

體
可
分
三
種
樣
式
，
一
是
直
口
細
頸
，

英
國
倫
敦
維
多
利
亞
與
艾
伯
特
博
物
館

︵V
&

A

︶
的
印
花
陶
扁
壺
。
︵
圖
七
︶

這
件
扁
壺
據
傳
是
在
敘
利
亞
阿
勒
波

︵A
leppo

︶
的
一
口
水
井
中
發
現
的
，
雖

然
口
部
略
有
殘
缺
，
但
仍
可
看
出
其
器
形

特
徵
一
樣
是
以
頸
部
連
接
上
部
小
口
以
及

下
部
扁
圓
腹
部
，
肩
頸
間
並
帶
有
雙
耳
。

陶
扁
壺
在
器
腹
上
以
模
印
印
花
作
為
裝

飾
，
由
內
而
外
同
心
擴
散
分
別
為
花
朵
紋

章
紋
、
阿
拉
伯
文
銘
文
、
網
格
紋
，
在
一

圈
留
白
區
域
之
外
的
腹
緣
之
處
，
另
有
一

圈
網
格
紋
。
以
本
件
作
品
來
說
，
中
央
的

八
辦
花
朵
紋
章
經
常
有
馬
木
路
克
王
朝
喀

拉
溫
蘇
丹
︵Sultan Q

alaw
un

︶
的
淵
源
，

第
二
層
的
阿
拉
伯
銘
文
則
是
祝
願
飲
者
能

夠
獲
得
健
康
，
變
得
強
壯
，
更
往
外
層
的

網
格
紋
則
是
伊
斯
蘭
地
區
模
印
陶
器
上
經

常
可
見
的
裝
飾
紋
樣
。
整
個
器
物
腹
部
裝

飾
圖
案
的
構
圖
布
局
，
不
禁
令
人
想
起
院

藏
其
他
帶
有
圖
案
花
紋
的
綬
帶
耳
扁
壺
。

永
宣
風
格

院
藏
另
一
件
永
樂
︿
白
瓷
圖
案
花

紋
綬
帶
耳
扁
壺
﹀
高
二
九
．
八
公
分
，
器

形
特
徵
與
前
述
白
瓷
綬
帶
耳
扁
壺
極
為
類

位
。
這
件
扁
壺
腹
部
上
面
模
印
的
紋
樣
十

分
特
別
：
一
隻
展
翅
的
大
老
鷹
站
立
於
杯

子
之
上
，
杯
子
兩
旁
並
各
有
一
六
瓣
花

朵
。
根
據
學
者
的
研
究
，
這
隻
展
翅
的
老

鷹
是Prince T

opuztim
ur

在
一
三
四
一
年
到

一
三
四
五
年
之
間
，
擔
任
哈
馬
︵H

am
a

︶

及
阿
勒
波
︵A

lep
p

o

︶
省
長
期
間
的
紋

章
，
下
方
的
杯
子
象
徵
其
仕
途
生
涯
的
起

點
是
蘇
丹
的
持
杯
侍
者
，
而
六
瓣
花
朵
可

能
即
是
向
蘇
丹
效
忠
的
象
徵
。

另
一
個
例
子
則
是
一
件
現
藏
於

腹
部
扁
圓
，
平
底
，
肩
頸
處
帶
如
意
形
雙

耳
，
一
般
稱
之
為
﹁
抱
月
瓶
﹂
的
扁
壺
。

︵
圖
四
︶
一
是
蒜
頭
形
口
，
束
頸
，
腹
部

扁
圓
，
足
部
高
且
外
撇
，
口
肩
處
連
接
以

雙
耳
的
扁
壺
。
︵
圖
五
︶
另
一
種
正
是
本

文
介
紹
略
呈
葫
蘆
形
的
綬
帶
耳
扁
壺
。
三

者
皆
有
其
外
來
的
器
形
淵
源
，
並
且
主
要

在
行
旅
往
來
之
時
使
用
。
以
本
文
所
論
的

綬
帶
耳
扁
壺
來
說
，
其
器
形
可
以
看
到
馬

木
路
克
王
朝
︵M

am
luk D

ynasty, 1250 -

1
5

1
7

︶
金
屬
器
及
陶
器
的
影
響
。
如
一

件
現
藏
於
敘
利
亞
大
馬
士
革
國
立
博
物
館

︵T
he N

ational M
useum

 of D
am

ascus

︶

的
紅
陶
扁
壺
︵
圖
六
︶
，
可
以
看
出
其
與

院
藏
︿
白
瓷
綬
帶
耳
扁
壺
﹀
在
器
型
上
的

相
通
之
處
：
兩
者
皆
以
略
為
內
收
的
頸
部

連
接
上
方
的
口
部
以
及
下
方
的
扁
圓
腹

部
，
並
帶
有
雙
繫
耳
。
紅
陶
扁
壺
上
方
口

部
以
六
個
向
上
漸
收
的
環
狀
物
層
疊
而

成
，
這
種
向
上
漸
收
的
口
部
形
狀
可
以
防

止
內
容
之
水
等
液
體
在
行
進
間
向
外
溢

出
，
很
明
顯
的
被
永
樂
時
期
的
作
品
所
學

習
模
仿
。
雙
繫
耳
供
綁
繩
索
，
可
以
吊
繫

於
人
、
馬
、
駱
駝
之
上
，
方
便
移
動
。
這

種
扁
壺
經
常
在
朝
聖
、
狩
獵
及
軍
事
行
動

時
作
為
裝
水
的
水
壺
使
用
，
尤
其
是
在
軍

事
活
動
使
用
時
，
其
上
的
紋
飾
經
常
會
以

馬
木
路
克
貴
族
的
紋
章
作
為
裝
飾
，
用
來

象
徵
物
品
擁
有
者
所
屬
的
軍
團
及
行
政
職

圖2　明　永樂白瓷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3　明　永樂　白瓷綬帶耳扁壺　景德鎮珠山出土圖4　明　永樂　青花茶花紋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5　明　永樂　青花幾何紋扁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6　 馬木路克王朝　陶扁壺　
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藏

圖7　 馬木路克王朝陶扁壺　維多利亞與
艾伯特博物館藏



2016年11月　106107　故宮文物月刊·第404期

明永樂白瓷綬帶耳扁壺

每月一寶

似
。
︵
圖
八
︶
最
大
的
不
同
在
於
其
器
表

以
細
線
刻
畫
紋
飾
，
上
方
口
部
中
央
有
一

圈
轉
枝
花
草
紋
，
下
方
器
腹
中
央
由
內
而

外
同
心
擴
散
分
別
為
三
角
形
構
成
的
輪
型

幾
何
紋
、
八
芒
圖
案
花
紋
，
在
一
圈
留
白

區
域
之
外
的
腹
緣
之
處
，
另
有
一
圈
連
續

不
斷
的
纏
枝
葉
紋
︵
圖
九
︶
，
雙
耳
之

上
並
有
折
枝
花
卉
紋
。
器
底
帶
橢
圓
形
淺

圈
足
，
足
內
有
釉
，
圈
足
著
地
處
無
釉
。

︵
圖
十
︶

帶
有
同
樣
裝
飾
紋
樣
的
還
有
一
件

︿
青
花
圖
案
花
紋
綬
帶
耳
扁
壺
﹀
。
︵
圖

十
一
︶
這
件
扁
壺
同
樣
高
二
九
．
八
公

分
，
器
形
特
徵
、
裝
飾
紋
樣
、
修
足
方
式

︵
圖
十
二
︶
與
上
述
︿
白
瓷
圖
案
花
紋
綬

帶
耳
扁
壺
﹀
相
類
，
最
大
的
不
同
就
是
一

改
前
件
隱
微
的
細
線
刻
畫
，
而
以
明
亮
艷

麗
的
鈷
料
為
飾
。
另
一
件
︿
青
花
圖
案

花
紋
綬
帶
耳
扁
壺
﹀
︵
圖
十
三
︶
，
高

二
九
．
五
，
與
平
素
無
紋
綬
帶
耳
扁
壺
器

形
特
徵
及
比
例
相
類
，
器
底
也
帶
有
類
似

的
橢
圓
形
圈
足
。
︵
圖
十
四
︶
本
件
全
器

以
青
花
裝
飾
，
上
方
口
部
中
央
有
一
圈
轉

枝
花
草
紋
，
下
方
器
腹
由
內
而
外
分
別
為

圖8　明　永樂　白瓷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9　明　永樂　白瓷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腹部紋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明　永樂　白瓷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腹部紋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6年11月　108109　故宮文物月刊·第404期

明永樂白瓷綬帶耳扁壺

每月一寶

中
央
為
S
形
外
圍
一
圈
花
飾
構
成
的
輪
型

幾
何
紋
、
與
前
者
略
有
不
同
的
八
芒
圖
案

花
紋
，
在
一
圈
留
白
區
域
之
外
的
腹
緣
之

處
，
另
有
一
圈
倒
反
半
錢
紋
幾
何
裝
飾
︵
圖

十
五
︶
，
雙
耳
之
上
並
有
折
枝
花
卉
紋
。

有
意
思
的
是
，
院
藏
另
有
一
件

︿
青
花
圖
案
花
紋
綬
帶
耳
扁
壺
﹀
︵
圖

十
六
︶
，
高
二
五
．
六
公
分
，
上
方
口
部

直
口
、
斜
壁
、
中
鼓
而
內
收
，
狀
似
燈

泡
。
下
方
腹
部
扁
圓
，
帶
長
方
形
足
。

︵
圖
十
七
︶
全
器
以
青
花
為
飾
，
上
方
口

圖16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19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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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
取
日
期
二○

一
六
年
九
月
二○

日
。

部
中
央
有
一
圈
轉
枝
花
草
紋
，
腹
部
則
結

合
前
述
二
種
扁
壺
的
紋
飾
：
一
面
以
三
角

形
輪
型
幾
何
紋
、
八
芒
圖
案
花
紋
以
及
連

續
不
斷
的
纏
枝
葉
紋
為
飾
︵
圖
十
八
︶
，

另
一
面
則
以
S
形
花
飾
輪
型
幾
何
紋
、
八

芒
圖
案
花
紋
以
及
倒
反
半
錢
紋
幾
何
紋
裝

飾
。
︵
圖
十
九
︶
正
反
兩
面
結
合
了
前
述

兩
種
永
樂
時
期
作
品
的
裝
飾
紋
樣
。
S
形

花
飾
輪
型
幾
何
紋
該
面
的
口
沿
下
方
，
以

宣
德
時
期
生
產
不
輟
的
器
形
，
雖
然
器
物

的
風
格
極
少
會
因
為
統
治
的
改
朝
換
代
而

發
生
突
然
的
轉
變
，
但
觀
察
其
器
形
的
弧

度
比
例
、
裝
飾
紋
樣
的
不
同
組
合
以
及
圈

足
的
高
低
方
圓
，
似
乎
仍
可
以
感
受
永
樂

到
宣
德
之
間
同
形
器
微
妙
的
變
遷
軌
跡
。

這
許
多
的
變
化
因
素
是
陶
瓷
器
迷
人
之

處
，
也
是
我
們
可
以
再
深
入
探
究
的
地

方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20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款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景德鎮珠山出土

圖22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青
花
橫
書
﹁
大
明
宣
德
年
製
﹂
六
字
一
行

楷
書
款
。
因
其
帶
有
年
號
款
識
，
可
以
將

其
當
作
宣
德
時
期
的
標
準
作
品
看
待
。

︵
圖
二
十
︶
景
德
鎮
珠
山
遺
址
一
九
八
二

年
曾
出
土
同
樣
帶
有
﹁
大
明
宣
德
年
製
﹂

青
花
楷
書
款
的
作
品
，
尺
寸
稍
大
，
口
部

較
類
似
前
述
︿
白
瓷
綬
帶
耳
扁
壺
﹀
，
但

雙
面
紋
樣
的
組
合
以
及
長
方
形
圈
足
則
與

本
件
較
為
類
似
。
︵
圖
二
一
︶
與
此
同

時
，
院
藏
另
一
件
︿
青
花
圖
案
花
綬
帶
耳

扁
壺
﹀
︵
圖
二
二
︶
，
雙
面
圖
案
皆
為
三

角
形
輪
型
幾
何
紋
、
八
芒
圖
案
花
紋
以
及

連
續
不
斷
的
纏
枝
葉
紋
的
組
合
，
圈
足
橢

圓
︵
圖
二
三
︶
，
但
因
其
圖
案
繁
密
較
似

宣
德
有
款
器
，
且
帶
有
燈
泡
形
口
，
一
般

仍
傾
向
認
為
其
為
宣
德
時
期
生
產
的
無
款

作
品
。葫

蘆
形
綬
帶
耳
扁
壺
是
明
代
永
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