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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脈絡

清
︿
五
彩
瓷
龍
鳳
桃
實
壺
﹀
，
通
體
施
高

溫
白
釉
，
胎
體
細
密
，
釉
色
潔
白
素
淨
。
外
觀

造
型
像
是
一
顆
帶
枝
葉
的
蟠
桃
，
有
著
長
曲
流

與
圈
足
，
流
與
把
狀
似
桃
枝
，
各
有
桃
葉
數
片

夾
抱
桃
實
形
的
壺
身
。
器
身
開
光
處
外
以
黑
釉

為
地
，
剔
纏
枝
菊
紋
，
腹
部
兩
面
開
光
繪
吉
祥

紋
飾
，
一
面
畫
鳳
戲
牡
丹
，
一
面
畫
魚
躍
龍
門
，

圈
足
飾
回
文
。
︵
圖
一
︶
一
般
而
言
，
大
部
份

帶
流
及
把
的
壺
形
器
都
是
從
壺
口
注
入
液
體
︵
圖

二
、
三
︶
，
並
搭
配
壺
蓋
。
清
︿
五
彩
瓷
龍
鳳

桃
實
壺
﹀
︵
圖
四
︶
特
別
的
地
方
就
是
它
沒
有

壺
口
，
使
用
時
需
要
倒
過
來
從
器
底
的
注
口
加

注
液
體
，
液
體
順
沿
內
管
流
入
壺
內
。
這
種
有

內
管
且
通
常
要
倒
著
裝
注
液
體─

通
常
是
酒
，

也
可
能
是
茶
或
水─

的
壺
形
器
，
習
慣
稱
之
為

﹁
倒
流
壺
﹂
︵
註
一
︶
，
然
而
這
樣
的
壺
形
器
卻

隱
藏
著
有
趣
的
科
學
原
理
。

本
院
二
樓
﹁
摶
泥
幻
化─

中
國
歷
代
陶
瓷
展
﹂
二○

一
陳
列
室
有
一
件
特
別
的
壺
形
器
，
桃
實
造
型
的
壺
身
，
桃

枝
般
的
把
手
與
長
流
，
卻
沒
有
可
供
添
加
液
體
的
壺
口
，
這
是
一
件
怎
麼
樣
的
容
器
呢
？

文
物
中
的
科
學
原
理

以
倒
流
壺
為
例

張
志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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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清　五彩瓷龍鳳桃實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　永樂　無款　甜白三繫茶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雍正　琺瑯彩瓷喜報雙安把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五彩瓷龍鳳桃實壺　底部之注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連
通
管
的
每
個
管
道
容
器
液
面
必
定
在
同
一
水

平
面
上
，
而
與
容
器
的
形
狀
、
大
小
及
粗
細
無

關
，
稱
為
﹁
連
通
管
原
理
﹂
。
沒
有
隔
瓣
的
倒

流
壺
原
理
亦
同
。

圖5　清　五彩瓷龍鳳桃實壺線繪圖　連培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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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流
壺
應
用
原
理
與
使
用
方
式

倒
流
壺
是
一
種
容
器
，
主
要
的
使
用
目
的

是
盛
裝
液
體
，
以
及
在
需
要
這
些
液
體
的
時
候
，

將
它
倒
出
來
。
使
用
倒
流
壺
時
有
三
種
狀
態
：

加
注
液
體
、
靜
置
等
候
使
用
與
倒
出
液
體
，
這

些
狀
態
涉
及
許
多
物
理
的
現
象
與
原
理
。
例
如
：

由
高
往
低
加
注
液
體
與
倒
出
液
體
就
與
﹁
地
球

引
力
﹂
有
關
。
又
盛
裝
的
液
體
靜
置
時
與
﹁
流

體
靜
力
學
﹂
有
關
，
在
加
注
液
體
靜
止
一
段
時

間
後
，
液
體
會
因
為
各
方
作
用
力
產
生
靜
力
學

平
衡
，
容
器
中
的
靜
止
液
體
，
和
空
氣
接
觸
的

液
面
，
稱
為
﹁
水
平
面
﹂
。
倒
流
壺
因
為
內
管

與
隔
瓣
的
裝
置
︵
註
二
︶
，
在
壺
內
形
成
三
個
不

同
的
管
道
空
間
：
內
管
本
身
、
壺
內
與
內
管
之

間
、
隔
瓣
分
隔
的
空
間
，
如
同
心
臟
的
心
房
與

心
室
一
樣
，
這
些
空
間
有
部
分
是
相
通
的
，
應

用
的
就
是
﹁
連
通
管
原
理
﹂
的
物
理
現
象
。
當

倒
流
壺
正
擺
時
，
其
內
管
和
壺
內
與
內
管
間
形

成
包
圍
方
式
的
連
通
管
；
當
倒
流
壺
倒
置
時
，

壺
內
與
內
管
之
間
和
隔
瓣
分
隔
的
空
間
則
形
成

附
加
方
式
的
連
通
管
。
注
入
液
體
時
，
液
體
會

由
高
往
低
處
流
。
一
旦
停
止
注
入
液
體
，
連
通

管
內
液
體
靜
止
時
，
受
到
大
氣
壓
力
的
影
響
，

圖6　唐　白瓷倒流壺　鄭州市博物館藏　引自熙華國學堂網站與《文物》，2012年第3期，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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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B

倒
流
壺
透
過
內
管
與
流
做
為
液
體
進
出
的

通
道
，
一
般
以
內
管
為
液
體
入
口
，
如
圖
五
清

︿
五
彩
瓷
龍
鳳
桃
實
壺
﹀
線
繪
圖

A
部
位
；
以

流
為
液
體
出
口
，
如
圖
五
的

B
部
位
，
將
倒
流

壺
倒
置
從

A
部
位
注
入
液
體
時
，
在
容
器
內
部

的
液
體
水
平
面
會
逐
漸
上
升
，
當
水
平
面
高
出

b
部
位
時
，
液
體
就
會
從

B
部
位
流
出
來
，
如

果
停
止
注
液
體
，
將
倒
流
壺
擺
正
並
靜
置
，
則

水
平
面
未
超
過

a
部
位
與

B
部
位
，
這
時
候

液
體
就
不
會
從
流
或
內
管
流
出
與
溢
出
。
當
倒

流
壺
朝
流
的
方
向
傾
斜
，
液
體
就
會
從

B
部
位

流
出
。唐

︿
白
瓷
倒
流
壺
﹀
注
入
液
體
時
需
要
多

一
點
技
巧
︵
圖
六
︶
，
因
為
它
的
流
的
位
置
比

較
接
近
壺
器
身
的
上
半
部
，
倒
置
時
流
的
出
口

接
近
下
端
，
液
體
容
易
滿
過

b
部
位
而
泄
出
，

無
法
裝
太
多
的
液
體
。
如
果
先
將
流
口
堵
住
，

則
可
以
多
裝
一
些
液
體
。

另
外
，
注
入
液
體
的
方
式
可
選
擇
將
整
個

倒
流
壺
浸
入
液
體
中
，
藉
由
壺
外
液
體
的
壓
力

與
壺
內
空
氣
的
浮
力
，
在
排
出
空
氣
的
同
時
，

液
體
也
透
過
流
嘴
或
底
部
喇
叭
口
經
內
管
流
入

壺
內
，
等
到
壺
內
空
氣
與
壺
內
液
體
壓
力
平
衡

時
，
液
體
就
不
會
再
流
入
壺
內
。

五
代
︿
耀
州
窯
青
釉
提
梁
倒
流
壺
﹀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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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為
了
達
到
倒
流
的
效
果
，
必
須
是
壺
頂
密
閉
，

有
內
管
裝
置
，
有
隔
瓣
或
沒
有
隔
瓣
。
而
依
據

流
的
位
置
與
隔
瓣
的
有
無
，
推
測
倒
流
壺
可
能

的
四
種
型
式
，
未
來
可
再
深
入
探
究
彼
此
的
關

係
以
及
製
作
與
流
傳
的
脈
絡
。
目
前
非
正
式
統

計
，
沒
有
隔
瓣
的
倒
流
壺
較
多
，
雖
然
減
少
製

作
隔
瓣
的
工
序
，
但
是
仍
然
具
有
同
樣
的
使
用

效
果
。

本
文
感
謝
匿
名
審
查
委
員
提
供
的
寶
貴
意
見
，
在
此
謹
申
謝
忱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使
用
與
作
用
原
理
與
﹁
連
通
管
原
理
﹂
有
關
，

同
時
涉
及
﹁
地
球
引
力
﹂
與
﹁
流
體
力
學
﹂
等

物
理
原
理
。
令
人
佩
服
這
些
古
代
陶
工
雖
然
未

必
知
道
這
些
物
理
原
理
，
但
仍
能
憑
藉
工
藝
技

術
與
經
驗
製
作
出
如
此
神
奇
的
倒
流
壺
。

本
文
在
倒
流
壺
的
構
造
與
分
類
上
發
現
，

倒
流
壺
的
構
造
外
觀
雖
是
壺
形
器
的
一
種
，
但

圖7　 五代　耀州窯青釉提梁倒流壺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8　有隔瓣的倒流壺原理示意圖　引自熙華國學堂網站　連培恩重繪

七
︶
內
部
具
有
隔
瓣
裝
置
，
如
圖
八
的

b
與

B

之
間
，
有
一
個
類
似
心
臟
瓣
膜
之
構
造
，
其
作

用
應
該
是
倒
置
注
入
液
體
時
，
能
阻
擋
液
體
直

接
從
近
壺
頂
端
的
流
口
處
流
出
。
已
知
目
前
出

土
的
倒
流
壺
大
部
分
都
是
沒
有
隔
瓣
，
實
際
上

沒
有
隔
瓣
也
不
會
影
響
倒
流
壺
的
功
能
，
很
可

能
是
因
為
陶
工
考
慮
製
作
難
度
與
時
間
的
成
本
，

因
此
精
簡
設
計
。

倒
流
壺
的
構
造
與
分
類

歷
史
上
被
稱
為
﹁
壺
﹂
的
器
物
在
不
同
時

代
與
不
同
材
質
有
不
同
造
型
和
功
能
，
唐
代
以

後
的
壺
形
器
結
構
大
致
分
成
：
流
、
壺
身
、
把

︵
鋬
、
柄
︶
或
提
梁
。
倒
流
壺
構
造
與
一
般
壺

形
器
有
三
個
不
同
處
：
沒
有
壺
口
、
有
內
管
與

壺
底
相
通
、
部
分
有
隔
瓣
的
構
造
。
有
沒
有
壺

口
很
容
易
從
外
觀
判
別
，
但
是
壺
的
內
部
有
沒

有
內
管
或
隔
瓣
，
就
必
須
借
助

X
光
透
視
攝
影

才
能
進
行
非
破
壞
性
的
觀
察
。
透
過
清
︿
五
彩

瓷
龍
鳳
桃
實
壺
﹀
的

X
光
透
視
影
像
︵
圖
九
、

十
︶
，
可
清
楚
看
見
壺
的
中
間
有
一
個
中
空
的

內
管
，
但
是
靠
近
流
的
部
位
沒
有
隔
瓣
。

筆
者
從
﹁
有
沒
有
隔
瓣
﹂
與
﹁
流
的
位
置
﹂
，

推
測
倒
流
壺
可
能
有
四
種
型
式
，
如
附
表
所
示
。

除
了
第
四
式
﹁
有
隔
瓣
、
流
的
位
置
在
壺
的
下圖9　 清　五彩瓷龍鳳桃實壺　X光透視影像之一　

陳東和、黃千奇攝
圖10　 清　五彩瓷龍鳳桃實壺　X光透視影像之二　

陳東和、黃千奇攝

A

B

B

A

a

a

b

b

半
部
﹂
目
前
未
找
到
實
例
之
外
，
其
餘
三
式
均

有
實
際
文
物
參
照
。
第
一
式
以
鄭
州
市
博
物
館

藏
唐
︿
白
瓷
倒
流
壺
﹀
為
例
，
無
隔
瓣
、
流
的
位

置
在
壺
的
上
半
部
。
由
於
流
較
接
近
壺
頂
，
當

倒
置
注
入
液
體
時
，
如
果
未
將
流
嘴
堵
住
，
能

裝
入
的
液
體
不
多
。
第
二
式
如
耀
州
窯
博
物
館

藏
五
代
︿
耀
州
窯
青
釉
提
梁
倒
流
壺
﹀
，
有
隔

瓣
、
流
的
位
置
也
在
壺
的
上
半
部
，
因
為
有
隔

瓣
，
所
以
能
裝
的
液
體
較
多
。
第
三
式
以
院
藏
清

︿
五
彩
瓷
龍
鳳
桃
實
壺
﹀
為
例
，
無
隔
瓣
、
流

的
位
置
在
壺
的
下
半
部
。
這
一
式
目
前
發
現
頗

多
，
雖
然
沒
有
隔
瓣
，
但
是
因
為
流
的
位
置
接
近

壺
底
，
當
倒
置
時
，
流
的
出
口
變
成
在
頂
端
，

液
體
較
不
易
泄
出
，
可
裝
較
多
的
液
體
。
雖
然

目
前
發
現
只
有
第
二
式
有
隔
瓣
裝
置
，
但
是
實

際
上
有
無
隔
瓣
並
不
影
響
倒
流
壺
的
功
能
。
因
為

在
倒
裝
液
體
時
，
只
要
用
手
先
堵
住
流
嘴
，
液
體

便
暫
時
無
法
流
出
，
影
響
倒
流
壺
能
裝
多
少
液

體
，
主
要
與
內
管
長
短
與
流
的
位
置
高
低
有
關
。

結
語

清
︿
五
彩
瓷
龍
鳳
桃
實
壺
﹀
是
一
件
充
滿

吉
祥
寓
意
的
倒
流
壺
，
因
為
特
殊
的
內
管
與
隔

瓣
構
造
，
有
著
與
正
常
壺
形
器
不
同
的
使
用
方

式
，
也
隱
藏
著
有
趣
的
科
學
原
理
。
倒
流
壺
的

註
釋

1.  

︽
中
國
古
陶
瓷
圖
典
︾
中
的
﹁
倒
流
壺
﹂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名
稱
，
例
如
：
﹁
倒
灌
壺
﹂
、
﹁
倒
裝
壺
﹂
、
﹁
倒

注
壺
﹂
、
﹁
內
管
壺
﹂
、
﹁
足
底
灌
水
注
壺
﹂
等
，
顧

名
思
義
，
指
的
就
是
倒
著
注
入
液
體
的
壺
形
器
。
無
論

是
倒
著
﹁
灌
﹂
、
﹁
裝
﹂
、
﹁
注
﹂
或
﹁
流
﹂
，
或
是

強
調
其
﹁
內
管
﹂
裝
置
，
都
是
這
種
壺
形
器
被
命
名
的

可
能
原
因
。

2.  

擋
板
或
隔
瓣
指
的
是
倒
流
壺
內
靠
近
流
的
地
方
有
一
個
分

隔
裝
置
，
用
在
倒
置
注
水
時
，
擋
住
水
的
外
泄
。
部
分
學

者
稱
這
個
裝
置
為
﹁
擋
板
﹂
，
但
因
其
外
觀
類
似
心
藏
構

造
心
房
與
心
室
之
分
隔
瓣
膜
，
故
筆
者
稱
之
為
﹁
隔
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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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二○

一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

附表　倒流壺器型分類

流的位置在壺的上半部 流的位置在壺的下半部

無
隔
瓣

第一式　唐　白瓷倒流壺　鄭州市博物館藏 第三式　清　五彩瓷龍鳳桃實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
隔
瓣

第二式　五代　耀州窯　青釉提梁倒流壺　耀州窯博物館藏

第四式　未發現實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