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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發現的曜變天目片

始末

　　2000年以後，南宋都城臨安所在地的杭州，

在中國陶瓷史上持續有重要的發現。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包含被認定是修內司官窯的老虎

洞窯遺址在內的南宋（1127-1279）臨安城遺跡

考古發掘成果。除正式考古發掘外，隨著杭州

市內都市開發工程而出土的文物亦不在少數。

出土自南宋臨安城的宮廷相關遺址的陶瓷器片

資料，本質上乃是與窯址出土的各種廢棄品截

然不同的完成品，且是當時南宋宮廷及官衙等

所使用的宮廷用器，排除「並未真的流傳至當

代」及「已成為碎片」等兩個因素，可說具備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學術交流及展覽實績為基礎，並以促進臺日文化、

藝術交流並強化兩館間的展覽、研究、教育推進等合作關係以及深化雙方友好關係為目的，於

2017年 8月 21日締結合約，成為實質姊妹館。兩館為求更進一步的學術交流，因此共同進行「有

關清宮傳世瓷器的研究與修復」之研究。此係以伊萬里瓷器、黑釉瓷器、汝窯瓷器、鈞窯瓷器等

主題為中心，進行清宮傳世瓷器及相關作品的學術研究、科學分析、修復等，以新的角度深化清

宮傳世瓷器的理解，作為今後推動展覽、研究、教育普及等的基礎。作為此共同研究的一環，今

年 6月 28日在故宮南院舉辦的工作坊，即以本館館藏伊萬里瓷器的科學分析和修復成果為中心，

公開有關伊萬里瓷器共同研究的成果。

本文介紹此次共同研究的主題之一，即有關黑釉瓷器的重要新發現，1同時展望未來大阪市立東洋

陶磁美術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共同研究。

有關新發現的曜變天目破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共同研究之展望
■ 小林仁著、黃雯瑜譯

伴隨出土的資料尚包含刻有宮殿名款的定窯白

瓷破片，由此看來顯然出自南宋宮廷相關遺跡，

並可窺見非常重要的一點，即曜變天目曾被帶

入南宋宮廷。

　　筆者持續關注、研究這批杭州出土的天目

資料過程中，2017年 3月中旬得知杭州又發現

了曜變天目碎片。3同年 7月，筆者協同謝明良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

及森達也（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教授）兩位，在

收藏者的協助下親眼得見這項資料並進行調查。

2017年 10月，復協同國立故宮博物院余佩瑾處

長等人，在鴻禧美術館的協助下，於該館以顯

微鏡觀察並攝影。2018年 4月，筆者協同國寶

曜變天目典藏機構—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長谷

川祥子主任學藝員，以及龍光院的小堀月浦住

持等人，再度得到實際觀察的機會。同月又與

一直企圖再現曜變天目的瀨戶陶藝家長江惣吉

先生一起進行了調查。

特徵

　　新發現的曜變天目除去內側及圈足部分，

是器壁已缺損約三分之二的破片。（圖 5）觀看

當初的照片可知，是由當時發現的兩個破片接

合起來的。很幸運地，器體內側和圈足保留了

下來，可以獨立視為一個茶碗。器形和其他曜

變天目同為典型的天目形，口緣部分由窄而往

外敞開，即所謂「鼈口」。實際上，若與三件

國寶和 2009年杭州發現的物件尺寸和重量（表

一）相比較，高度、口徑、足徑等，皆不出既

存四例的範圍，重量是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品

的約一半（51%），若考量缺損的部分，這應

該是妥適的數值。從尺寸及重量來看，與既存

四個例子的條件是符合的。成形細緻的圈足，

也是既存的曜變天目特徵之一。至於圈足的露

胎部分，與含鐵量高的建窯胎土以還原氣氛燒

圖1　 南宋　曜變天目片　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出土　古越會館藏　作者攝

著等同於傳世品的資料價值。此外，它們還具

備傳世品中未見的種類和器形，以及碎片始能

進行的斷面觀察，從各層面來說皆具有高度學

術價值。

　　最具象徵性的，是筆者很早即獲得調查機

會、於 2009年被發現的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

出土的曜變天目（茶碗）破片。2（圖 1）曜變

天目的傳世品，包含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東

京）、藤田美術館（大阪）、以及大德寺塔頭

龍光院（京都）所藏的三件，而且三件都被指

定為日本國寶。（圖 2∼ 4）原杭州東南化工廠

遺址出土的曜變天目則是中國出土的首例，出

土地點亦被認為即是南宋「都亭驛」遺址；另外，

表一　曜變天目尺寸和重量一覽 作者製表

典藏地點 高 (cm) 口徑 (cm) 足徑 (cm) 重量 (g) 

靜嘉堂文

庫美術館
7.2 12.2 3.8 276

藤田美術

館
6.8 12.3 3.6 250

龍光院 6.4 12.2 3.8 未公開

古越會館 6.8 12.5 4.2 208

述鄭齋 7.0 12.1
（推測）

3.8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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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修護

有關新發現的曜變天目破片—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共同研究之展望

圖2　 南宋　曜變天目（稻葉天目）　日本國寶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Seikado Bunko Ar t 
Museum Image Archives / DNPartcom

圖4　 南宋　曜變天目　日本國寶　龍光院藏　取自嶋
田英誠、中澤富士雄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
洋編6・南宋・金》，東京：小學館，2000，頁
250，圖版93。

圖3　 南宋　曜變天目　日本國寶　藤田美術館藏　 
作者攝

製後呈現灰黑色狀態一致。另外，露胎部分有

凹凸坑洞、發泡痕明顯可見，則是其他曜變天

目所幾乎未見，但這可能是轉換成還原氣氛的

時機差異所引起，4與胎土本身的粗糙或細緻無

關，從斷面部分的狀態來看，其胎土質地與三

件國寶和既存的出土例沒有太大的差異。

　　釉藥方面，除了外側圈足露胎部份稍有積

釉且較厚，觀察斷面約有 1公釐或者更薄的釉

藥，這點在早先杭州出土的例子中也可以得到

確認。釉色因受胎土顏色的影響，整體看起來

是黑色，口緣釉藥較薄的部分帶著綠色，即接

近日本所稱的「蓼冷汁」（中國稱茶葉末）的

發色。

　　至於最重要的斑紋和光彩方面，與其他曜

變天目相比則十分低調，大小斑紋和藍色為主的

光彩，基本上具備了三件國寶曜變天目共同的、

南宋時代建窯曜變的特性。窺見內壁的時候可

以發現大小橢圓形的斑紋。斑紋的全部或斑紋

內部分有多處灰白似雲霧狀結晶之物，與其他

的曜變天目雖有程度上的差異，但已是被認定

的現象。5也可以看到部分藍色光彩形成灰白色

斑紋的輪廓，這種狀況與既存例子中的藤田美

術館藏品類似。藍色光彩時而成為斑紋的輪廓，

時而僅見些微光彩，另外還有部分藍色光彩形

成於斑紋內，是目前現存例子未見的。這可說

是釐清斑紋和光彩兩者間形成機制的有趣資料。

另外，碗的外側也有些許相同的斑紋和光彩。既

存例子中，藤田美術館藏品及原杭州東南化工

廠遺址出土例在碗的外側有許多的斑紋及光彩，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品也有少部分。

　　更早發現的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出土的

例子，僅見少許使用痕跡，是相對乾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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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碗的外側也有些許相同的斑紋和光彩。既

存例子中，藤田美術館藏品及原杭州東南化工

廠遺址出土例在碗的外側有許多的斑紋及光彩，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品也有少部分。

　　更早發現的原杭州東南化工廠遺址出土的

例子，僅見少許使用痕跡，是相對乾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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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發現的曜變天目破片—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共同研究之展望

　　有關包含曜變天目的建盞等「唐物天目」

名品東傳日本的時期，如同研究者所指出的，

晚於製作年代的可能性很高。7記錄明代和日本

「勘合貿易」的《大明別幅並兩國勘合》中，

記載著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正月 16日賜

給「日本國王源道義」，即室町幕府三代將軍

足利義滿（1358-1408）「黃銅鍍金廂口足建盞

一十箇」，8謝明良教授指出，此處的建盞很可

能是宋代的「古物」，而其中很可能包含曜變

天目，其觀點十分值得關注。9

結語
　　本次介紹的傳杭州新發現的曜變天目破片，

與 2009年發現的資料同樣並非出自正式的考古

挖掘，因此不可否認的，作為學術性資料的價

值有其侷限。但是，由於它與日本傳世的國寶

曜變天目及 2009年杭州出土品，在根本上有共

通要素，現在已知的範圍，可以正式認定這件

新發現是南宋時代建窯曜變天目的第二件破片，

也是包含傳世品在內的第五件曜變天目。

　　雖然具體的出土地點不明，但據說與原杭

州東南化工廠遺址所在地相距不遠，而且同時

也發現了有「坤寧殿」刻銘的高麗青瓷片。不

論如何，如同更早在杭州所發現的曜變天目片，

出土地點為南宋宮廷相關遺跡的可能性很高，

這是一項重要證據，顯示出珍奇的曜變天目應

是進獻給當時南宋宮廷的。

　　今後，作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本館共同研

究的一環，預計在收藏者的協助之下，使用國

立故宮博物院最先端的機器做科學分析，並將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宮舊藏的建窯產天目和

本館的國寶油滴天目茶碗等做比較、考察進行

綜合性調查研究。透過今後的分析及研究，期

待可獲得得以解開曜變天目之謎的重要線索。

圖5　 南宋　曜變天目片　傳杭州出土　述鄭齋藏　作者攝

相信這項共同研究，是透過古代陶瓷科學分析

建立起清宮舊藏品及日本傳世品的一個新的研

究典範。

作者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代理學藝課長
譯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而此次的例子碗內壁有使用過的痕跡，且有細

微的開片。傳世曜變天目中皆有這種使用痕跡

及細微的開片，僅在程度上有差別，去年在京

都國立博物館的展示中，筆者也特別確認了龍

光院的藏品，其內面有許多細微的開片和使用

痕。有關使用痕及開片的問題，尚須考量茶筅

等攪拌道具及保存方式等各種要素。

意義

　　杭州作為南宋的都城臨安，出土第二例曜

變天目，代表的意義極大。長期以來曜變天目

的傳世品僅存在於日本，因此有人提出中國將

曜變天目斑紋及光彩等「窯變」現象視為不祥

之兆因而忌諱之說。6但是在杭州發現的兩例曜

變天目碎片，若以其出土地點被視為宮廷相關

遺跡，以及其共伴遺物的特性等來著眼考量，

原存在於南宋宮廷的可能性相當高，由此也完

全推翻了中國視曜變天目為不祥之物、因此僅

存在於日本的說法。甚至可以推測，傳世於日

本的國寶曜變天目曾經存在於南宋宮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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