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
民
競
技
的
時
代

—
晚
明
，
一
五
二
二∼

一
六
四
四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到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
明
代
晚
期
的
文
化
力
與
經
濟
力
雄
厚
，

加
上
西
方
與
東
方
的
交
流
，

不
僅
拓
展
商
業
市
場
，
更
帶
來
新
知
識
和
新
視
野
的
刺
激
，

為
整
個
社
會
提
供
豐
富
的
創
作
動
力
，

匯
集
成
晚
明
兼
容
西
方
，
融
合
古
今
，
活
潑
多
元
的
藝
術
風
格
。

晚
明
，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到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
一
個
民
間
文
化
極
度
發
展
的
時

期
。
相
對
於
高
度
以
宮
廷
品
味
為
主
導
的
明

代
前
期
，
晚
明
民
間
手
工
業
興
盛
、
江
南
文
風
鼎

盛
、
藝
術
市
場
十
分
活
絡
。
皇
室
、
文
人
與
商
人
，
三
股

主
力
，
交
織
出
晚
明
的
藝
術
成
就
。
從
現
存
的
藝
術
品

中
，
歸
納
出
以
下
三
大
特
色
。

多
彩
與
吉
祥
圖
案
的
盛
行

明
中
晚
期
的
瓷
器
在
元
代
及
明
初
以
來
青
花
的
基
礎

上
，
逐
漸
發
展
出
鬥
彩
及
五
彩
等
的
裝
飾
趣
味
。
此
時
期

的
瓷
器
以
景
德
鎮
為
中
心
，
產
量
大
增
。
青
花
釉
料
自
雲

南
輸
入
，
特
稱
為
﹁
回
青
﹂
，
色
澤
藍
中
泛
紫
。
︿
嘉
靖

青
花
松
壽
葫
蘆
瓶
﹀︵
圖
一
︶

器
型
大
，
是
晚
明
特
色
，
青

花
鈷
藍
鮮
艷
，
有
別
於
明
早
期
的
深
沈
，
在
純
白
地
釉
的

對
比
下
，
更
為
顯
眼
。
葫
蘆
的
吉
祥
造
型
，
加
上
松
、
鶴

和
變
形
的
壽
字
圖
案
，
充
份
表
現
晚
明
人
的
喜
好
。
隆
慶

只
有
短
短
的
六
年
，
流
傳
的
作
品
少
，
其
工
藝
主
要
承
襲

嘉
靖
的
風
格
。
這
件
︿
隆
慶
青
花
雲
龍
提
梁
壺
﹀︵
圖
二
︶

以
龍
紋
為
主
要
紋
飾
，
間
飾
花
卉
，
密
佈
的
構
圖
，
厚
重

2006年3月　14

陳
慧
霞

圖一　明　嘉靖　青花松壽葫蘆瓶
高44.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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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造
型
，
白
釉
與
青
花
色
彩
對
比
強
烈
，
非
常
具
有
份

量
。
︿
萬
曆
青
花
年
年
豐
登
盃
﹀︵
圖
三
︶

器
薄
透
光
，
宮

燈
上
飾
麥
穗
，
兩
側
流
蘇
與
如
意
雲
紋
、
蜂
、
鯰
魚
相
間

隔
，
構
圖
熱
鬧
卻
清
晰
，
用
筆
熟
練
，
青
花
暈
染
自
然
。

五
彩
在
嘉
靖
、
萬
曆
時
期
達
到
高
峰
，
以
青
、
綠
、

黃
、
紅
、
黑
為
主
色
，
刻
意
追
求
色
彩
的
絢
麗
耀
眼
。
比

較
︿
嘉
靖
五
彩
嬰
戲
圖
盃
﹀︵
圖
四
︶

和
︿
嘉
靖
鬥
彩
嬰
戲

圖
盃
﹀︵
圖
五
︶
，
後
者
色
彩
豐
富
，
仿
成
化
的
鬥
彩
，
色
澤

清
晰
高
雅
；
前
者
為
嘉
萬
特
有
的
五
彩
，
豔
麗
熱
鬧
。

︿
萬
曆
五
彩
龍
紋
蒜
頭
瓶
﹀︵
圖
六
︶

器
高
近
四
六
公
分
，
器

身
分
五
段
接
合
，
白
地
上
以
行
龍
戲
珠
為
主
，
襯
以
纏
枝

花
卉
，
滿
飾
器
腹
，
與
頸
部
折
枝
花
卉
的
疏
朗
，
相
映
成

趣
。
碩
大
的
瓶
身
與
強
烈
的
色
彩
，
充
分
說
明
晚
明
的
美

感
。
除
了
五
彩
之
外
，
紅
地
黃
彩
或
黃
地
綠
彩
等
雙
色
或

三
色
組
合
的
彩
瓷
也
非
常
流
行
。
︿
嘉
靖
嬌
黃
綠
彩
鳳
凰

15 故宮文物月刊‧第2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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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明　萬曆　青花年年豐登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嘉靖　鬥彩嬰戲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　隆慶　青花雲龍提梁壺　高31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嘉靖　五彩嬰戲圖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方
洗
﹀︵
圖
七
︶

造
型
特
殊
的
方
洗
，
側
壁
外
斜
，
略
修
弧

形
，
方
正
中
帶
柔
和
。
鳳
與
鶴
穿
梭
於
花
間
，
紋
飾
均
先

刻
劃
細
線
再
填
綠
彩
，
低
溫
黃
、
綠
釉
對
比
，
鮮
艷
醒

目
。
器
內
口
緣
飾
轉
枝
靈
芝
，
底
心
方
框
，
再
次
出
現
飛

鳳
、
舞
鶴
及
靈
芝
捧
篆
書
壽
字
，
少
不
了
的
吉
祥
意
涵
。

多
彩
的
喜
好
同
時
表
現
在
漆
器
上
，
雕
漆
除
永
宣
時

期
發
展
出
的
剔
紅
、
剔
黃
之
外
，
嘉
靖
、
萬
曆
時
盛
行
剔

彩
，
︿
嘉
靖
剔
彩
九
龍
圓
盤
﹀︵
圖
八
︶
，
紅
、
黃
、
綠
上
下

2006年3月　16

圖六　明　萬曆　五彩龍紋蒜頭瓶　高46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層
疊
的
漆
色
，
經
由
熟
練
的
刀
法
，
表
現
典
型
的
龍
紋
。

琺
瑯
在
明
中
期
逐
漸
普
遍
，
晚
明
更
為
盛
行
，
色
彩
繽
紛

的
琺
瑯
重
器
，
成
為
宮
廷
中
祭
祀
的
禮
器
。
︿
萬
曆
掐
絲

琺
瑯
雙
龍
盤
﹀︵
圖
九
︶

在
藍
色
的
主
調
外
，
金
屬
絲
嵌
出

細
密
的
龍
紋
，
填
上
紅
、
黃
、
綠
等
色
，
將
西
方
的
琺
瑯

工
藝
轉
換
成
中
國
特
有
的
風
味
。

裝
飾
題
材
除
了
代
表
皇
家
的
龍
紋
外
，
多
為
象
徵

官 民 競 技 的 時 代

預覽展 覽 新 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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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明　嘉靖　嬌黃綠彩鳳凰方洗　高9.0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萬曆　掐絲琺瑯雙龍盤　直徑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明　嘉靖　剔彩九龍圓盤　徑19.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福
、
祿
、
壽
的
圖
像
，
甚
至
直
書
吉
祥
文
字
，
以
祈
求
俗

世
的
安
樂
。
︿
萬
曆
青
花
梵
文
蓮
花
式
盤
﹀︵
圖
十
︶

以
蓮

花
為
造
型
，
花
萼
翻
轉
突
出
，
花
瓣
間
隔
繪
花
卉
與
梵

文
，
每
一
花
瓣
上
寫
一
梵
文
字
母
，
兼
具
裝
飾
與
祈
福
的

功
能
非
常
適
合
作
為
祭
祀
用
品
。
萬
曆
帝
篤
信
佛
、
道
，

大
量
製
作
祭
器
，
瓷
器
上
常
見
相
關
的
器
型
與
紋
飾
。
八

寶
、
八
吉
祥
、
八
卦
、
靈
芝
、
八
仙
、
雲
鶴
、
獅
子
、
魚

藻
、
嬰
戲
等
等
，
藉
著
文
樣
蘊
藏
的
歷
史
典
故
，
或
是
諧

音
等
文
化
內
容
，
在
規
格
化
與
圖
案
化
的
裝
飾
風
格
中
，

同
時
傳
達
當
時
人
的
現
世
關
懷
。
︿
萬
曆
青
花
五
彩
百
鹿

2006年3月　18

圖十一　明　萬曆　青花五彩百鹿尊　高34.9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明　萬曆　青花梵文蓮花式盤　口徑19.2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尊
﹀︵
圖
十
一
︶
，
構
圖
繁
密
，
以
松
林
中
的
群
鹿
為
題
材
，

取
鹿
與
祿
的
諧
音
，
寓
意
吉
祥
，
用
色
繽
紛
，
使
文
物
在

藝
術
的
意
義
上
，
更
貼
近
時
人
的
生
活
。

不
論
是
吉
祥
圖
案
或
是
多
彩
的
表
現
，
均
立
基
於
累

積
的
工
藝
技
術
與
深
厚
的
文
化
內
涵
，
因
應
藝
術
市
場
的

取
向
下
，
展
現
出
活
潑
精
巧
的
品
味
。

文
人
引
領
下
的
尚
古
風
與
收
藏
風

文
人
是
文
化
的
主
導
，
晚
明
仕
進
不
易
，
布
衣
身
分

的
讀
書
人
數
目
大
增
，
再
加
上
政
治
不
彰
，
失
意
退
隱
的

鄉
紳
或
刻
意
遠
離
官
場
的
讀
書
人
，
構
成
一
群
影
響
社
會

風
氣
的
力
量
。
他
們
專
注
於
文
學
、
藝
術
或
生
活
賞
味
，

師
徒
相
從
，
遊
走
於
新
興
市
民
階
層
與
商
賈
仕
紳
之
間
，

在
經
濟
繁
榮
的
社
會
中
，
營
造
出
一
股
新
的
文
化
風
潮
。

例
如
在
︿
蒼
雪
菴
鳳
池
硯
﹀︵
圖
十
二
︶

這
件
仿
宋
的
風
字
形

硯
上
，
硯
石
紋
理
瑰
美
，
石
質
圓
潤
，
刀
法
俐
落
，
比
例

嚴
謹
端
麗
。
硯
背
刻
華
亭
文
人
莫
雲
卿
︵
？∼

一
五
八
七
︶

甲
子
︵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
西
元
一
五
六
四
年
︶
撰
銘
，
歌

詠
硯
石
的
紋
理
之
美
：
﹁
疑
其
石
也
，
何
為
龍
之
文
。
疑

其
玉
也
，
何
為
魚
之
服
。
不
欲
落
落
，
不
欲
碌
碌
，
是
將

謂
無
名
之
璞
﹂
。
由
善
鑴
刻
的
章
仲
玉
︵
一
五
四
七∼
？
︶

以
隸
書
刻
銘
。
硯
側
為
定
菴
撰
銘
，
說
明
硯
名
的
由
來
：

﹁
茲
硯
名
何
？
米
元
章
所
謂
晉
研
如
鳳
字
兩
足
者
，
名
為

鳳
皇
池
也
。
﹂，
由
沈
容
篆
書
。
他
們
嫻
熟
宋
人
的
審
美
觀
，

互
相
唱
和
，
一
方
石
硯
記
載
著
文
人
彼
此
間
的
交
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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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明　蒼雪菴鳳池硯　硯面長14.3×9.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硯背拓片硯側拓片

明　蒼雪硯　硯首拓片



文
人
引
領
優
閒
的
生
活
態
度
，
和
分
辨
雅
俗
的
藝
術

評
論
，
引
起
社
會
大
眾
的
仿
效
，
無
論
是
新
興
的
商
人
階

層
或
是
深
宮
內
苑
的
帝
王
，
莫
不
搜
羅
文
玩
工
藝
品
以
附

庸
風
雅
。
︿
癭
木
蕉
葉
盤
﹀︵
圖
十
三
︶

是
一
塊
樹
木
橫
生
的

瘤
節
，
紋
理
錯
結
，
形
如
蕉
葉
，
兩
側
捲
起
，
內
置
果
核

五
粒
，
粒
粒
皴
皺
晶
瑩
圓
滑
。
晚
明
人
喜
取
自
然
樹
石
，

置
於
書
案
，
巧
妙
天
成
。
盤
背
平
磨
刻
字
填
以
青
綠
：

﹁
蕉
林
珍
玩
﹂
，
並
填
硃
印
：
﹁
墨
林
﹂
、
﹁
子
京
珍
玩
﹂
。

項
元
汴
︵
一
五
二
五∼

一
五
九
○
︶
善
書
畫
，
好
收
藏
，

是
嘉
萬
時
期
著
名
收
藏
家
，
當
時
文
彭
等
文
人
常
出
入
其

居
，
縱
觀
珍
藏
。
又
如
明
末
清
︿
初
錢
謙
益
藏
癭
木
靈
芝

筆
筒
﹀︵
圖
十
四
︶

取
天
然
木
癭
，
略
加
修
整
，
形
如
老
樹
，

枝
幹
橫
生
，
中
空
為
筆
筒
，
頂
及
側
各
伸
出
一
莖
如
靈

芝
，
全
器
紋
理
多
變
，
或
圓
或
方
，
時
疏
時
密
，
婉
轉
如

流
水
，
俐
落
如
瀑
布
，
極
盡
木
紋
之
美
。
底
刻
隸
書
：

﹁
絳
雲
樓
珍
藏
﹂
，
朱
印
：
﹁
牧
齋
﹂
。
錢
謙
益
︵
一
五
八

二∼

一
六
六
四
︶
號
牧
齋
，
藏
書
豐
，
因
築
絳
雲
樓
，
為

明
末
進
士
、
詩
人
，
並
善
畫
。

文
人
以
古
為
尚
，
尊
奉
宋
代
審
美
觀
為
規
範
，
並
以

三
代
文
物
為
模
仿
對
象
，
他
們
視
古
玩
為
博
學
多
識
的
文

雅
表
徵
，
並
認
為
經
由
古
器
物
能
接
受
古
代
禮
樂
教
化
的

薰
陶
。
收
藏
家
藉
用
文
人
的
博
識
購
藏
古
玩
，
同
時
也
開

2006年3月　20

圖十三　明　癭木蕉葉盤　長27.1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明　錢謙益藏癭木靈芝筆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明　十六—十七世紀鎏金鼎形香爐　高13.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放
其
收
藏
以
結
交
文
人
，
再
加
上
印
刷
術
的
普
及
，
︽
考

古
圖
︾
、
︽
宣
和
博
古
圖
︾
等
廣
泛
流
傳
，
刺
激
藝
術
界

創
作
以
古
代
元
素
重
新
詮
釋
的
作
品
。
十
六∼

十
七
世
紀

︿
明
鎏
金
鼎
形
香
爐
﹀︵
圖
十
五
︶

以
鼎
為
原
型
，
圓
腹
變
形

突
出
兩
球
如
大
眼
，
足
腹
斜
出
如
兩
頰
，
雙
耳
上
揚
如

角
，
造
型
怪
異
大
膽
，
充
滿
爆
發
力
，
銅
表
面
作
鏽
色
及

鎏
金
痕
跡
，
刻
意
增
加
古
意
，
和
繪
畫
的
變
形
主
義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十
六
世
紀
︿
明
李
文
甫
款
白
玉
水
盛
﹀︵
圖

十
六
︶
，
水
盛
以
戰
國
壺
為
型
，
然
器
身
較
直
，
飾
獸
耳
，

腹
刻
勾
雲
紋
及
絡
繩
紋
，
刀
法
拘
謹
，
修
整
平
順
，
間
染

褐
黃
色
，
古
意
中
另
有
一
份
溫
雅
。
座
面
刻
方
印
：
﹁
墨

林
山
人
﹂
、
﹁
項
子
京
印
﹂
。
座
底
刻
隸
書
：
﹁
嘉
靖
乙

卯
，
桂
月
既
望
，
停
雲
館
藏
。
﹁
徵
﹂
、
﹁
明
﹂
印
。
文

甫
製
﹂
，
﹁
文
甫
﹂
圓
印
。
李
文
甫
則
是
吳
中
雕
刻
高

手
。

晚
明
的
尚
古
是
對
古
代
文
化
的
重
新
詮
釋
。
例
如

︿
明
龍
鳳
紋
玉
珮
﹀︵
圖
十
七
︶

龍
尾
輕
搭
龍
首
，
龍
身
迴
旋

轉
折
，
作
成
完
美
的
C
形
，
顧
不
得
硬
扭
的
腰
身
，
龍
尾

修
飾
成
鳳
首
，
鳳
耳
與
腰
鰭
相
顧
盼
，
鏤
空
的
部
份
：
從

首
尾
之
間
、
內
外
層
身
體
之
間
到
身
體
內
緣
，
一
圈
圈
優

美
的
圓
弧
。
玉
質
色
澤
的
精
緻
運
用
，
穀
紋
刻
意
的
拙
刀

處
理
，
﹁
古
﹂
只
是
藉
口
，
自
有
一
份
文
化
教
養
與
優

雅
，
晚
明
特
有
的
美
感
。
十
六∼

十
七
世
紀
︿
明
哥
釉
鼓

式
洗
﹀︵
圖
十
八
︶

口
微
斂
，
腹
微
凸
，
外
壁
上
下
沿
飾
乳
丁

紋
一
圈
，
造
型
似
鼓
，
通
體
施
米
黃
色
釉
，
釉
表
滿
佈
深

褐
色
網
狀
開
片
，
內
斂
不
失
活
潑
。
晚
明
陶
瓷
鑑
賞
著
重

細
微
繁
瑣
的
紋
理
，
依
其
脈
絡
可
排
比
高
下
等
第
，
被
視

為
宋
代
官
、
哥
窰
的
延
續
，
象
徵
古
雅
的
意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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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明　十六世紀　李文甫款　白玉水盛
高10.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明　十六—十七世紀　哥釉鼓式洗
直徑15.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明　龍鳳紋玉珮　徑1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然
而
官
宦
、
商
賈
的
高
價
收
藏
，
在
缺
乏
對
古
器
物

了
解
的
情
形
下
，
誘
引
了
大
量
仿
古
工
藝
品
的
出
現
。
收

藏
家
作
為
投
資
者
，
為
個
人
贏
得
聲
名
，
也
常
以
財
力
供

養
當
代
的
藝
術
家
，
對
當
時
工
藝
的
倡
導
有
積
極
的
貢

獻
。
他
們
投
資
大
量
的
財
力
進
而
提
昇
工
藝
製
作
的
技

巧
，
使
工
藝
品
普
遍
呈
現
纖
巧
、
細
緻
和
柔
美
的
氣
息
。

十
六∼

十
七
世
紀
︿
文
樞
款
山
水
人
物
犀
角
杯
﹀︵
圖
十
九
︶

犀
角
微
透
光
，
色
如
琥
珀
，
雖
為
珍
寶
，
然
溫
潤
內
斂
，

不
炫
目
。
明
中
葉
後
，
可
為
酒
器
，
另
有
一
份
香
氣
。
此

盃
雕
巨
石
松
幹
，
間
有
亭
臺
樓
閣
，
或
飲
或
聚
，
如
時
人

活
動
。
構
圖
繁
密
，
深
淺
錯
落
，
修
飾
圓
整
，
雕
工
精

到
。
器
底
陰
刻
﹁
文
樞
﹂
，
或
為
﹁
周
文
樞
﹂
，
南
京
人
，

擅
治
犀
角
，
以
繪
畫
入
雕
刻
，
多
件
作
品
傳
世
。
十
七
世

紀
︿
明
雕
竹
古
松
水
盛
﹀︵
圖
二
十
︶

竹
根
雕
出
薄
薄
的
淺

盤
，
藉
天
然
節
瘤
雕
出
如
松
樹
的
鱗
皮
，
三
兩
松
幹
盤
繞

外
壁
，
又
伸
入
盤
內
，
雕
工
細
緻
，
極
盡
巧
工
之
能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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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明　十六—十七世紀　文樞　山水人物犀角杯　高13.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明　十七世紀　雕竹古松水盛　長14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商
業
繁
榮
下
的
獨
立
工
匠
與
民
間
窰
業

隨
著
消
費
形
態
的
改
變
，
工
商
業
者
獲
利
增
多
，
從

事
工
商
的
官
僚
、
士
、
庶
大
為
增
加
，
改
變
了
工
商
者
在

社
會
價
值
觀
中
的
排
序
。
同
時
工
匠
具
備
文
人
身
份
及
觀

點
的
例
子
，
明
中
葉
以
後
屢
見
不
鮮
。
十
六∼

十
七
世
紀

︿
羅
小
華
松
華
圓
墨
﹀︵
圖
二
一
︶

圓
墨
一
面
陽
文
行
書
：

﹁
松
華
﹂
，
墨
側
行
書
款
：
﹁
華
道
人
墨
﹂
。
華
道
人
，
羅

龍
文
的
號
，
又
號
小
華
，
歙
人
，
太
學
生
，
與
權
臣
嚴
嵩

之
子
結
交
，
職
掌
其
收
藏
，
多
才
慧
，
工
鑒
別
，
又
善
製

墨
，
或
謂
其
以
黃
金
、
珍
珠
、
麝
香
飾
墨
，
價
高
難
得
。

圓
墨
表
面
漱
金
，
一
面
刻
子
母
螭
戲
於
海
波
之
上
，
螭
身

流
轉
綿
長
，
雙
睛
點
漆
，
神
采
奕
奕
。

工
匠
以
豐
富
的
經
驗
造
巧
奪
天
工
的
作
品
，
文
士
因

其
需
要
提
供
設
計
草
案
，
二
者
互
相
過
從
，
良
工
獲
得
文

士
的
贊
揚
與
尊
重
，
聲
名
益
高
，
不
但
獲
得
高
額
的
報

酬
，
甚
至
和
縉
紳
之
士
分
庭
抗
禮
。
文
人
提
供
工
匠
創
作

的
新
意
，
工
匠
為
迎
合
文
人
的
品
味
，
所
呈
現
的
裝
飾
意

境
也
常
比
附
於
書
畫
，
文
人
成
為
文
房
工
藝
的
指
導
者
或

設
計
者
，
甚
至
文
人
執
刀
戲
刻
，
自
創
佳
作
。
十
七
世
紀

︿
三
松
款
窺
簡
圖
筆
筒
﹀︵
圖
二
二
︶

取
竹
幹
為
筆
筒
，
竹
節

橫
隔
為
底
，
飾
仕
女
畫
，
畫
面
與
陳
洪
綬
︽
西
廂
記
︾
窺

簡
圖
的
版
畫
插
圖
十
分
接
近
，
屏
風
上
有
﹁
三
松
﹂
。
圓

形
構
圖
安
排
巧
妙
，
雕
刻
層
次
變
化
大
，
高
浮
雕
上
兼
用

毛
雕
、
線
刻
及
淺
浮
雕
，
工
細
繁
複
，
刀
刻
兼
俱
繪
畫
水

平
。
朱
三
松
，
江
蘇
嘉
定
人
，
竹
雕
世
家
，
祖
父
朱
鶴
、

父
朱
纓
並
為
﹁
嘉
定
三
朱
﹂
，
能
畫
山
水
，
別
出
心
裁
，

雕
竹
如
畫
景
，
技
精
名
盛
，
使
竹
雕
成
為
嘉
定
地
區
資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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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二　明　十七世紀　三松款　窺簡圖筆筒
高13.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明　十六∼十七世紀
羅小華　松華圓墨

徑9.6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三　明　十六∼十七世紀
楊玉璇　壽山石獸紐未刻印　高6.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傳
家
的
特
殊
技
藝
。

文
人
和
工
匠
的
合
作
關
係
提
高
了
手
工
業
者
的
地

位
，
因
此
在
各
個
工
藝
領
域
均
出
現
專
業
的
工
匠
，
風
格

獨
特
，
技
藝
高
超
，
猶
如
個
人
品
牌
。
技
藝
工
匠
經
由
自

身
技
藝
，
經
濟
力
增
強
，
可
以
參
與
科
舉
，
進
入
仕
途
，

更
成
為
大
戶
人
家
。
十
六∼

十
七
世
紀
︿
楊
玉
璇
壽
山
石

獸
紐
未
刻
印
﹀︵
圖
二
三
︶

印
鈕
圓
雕
回
首
的
雙
角
異
獸
，
顧

視
有
神
，
姿
態
自
然
，
刀
法
洗
練
，
琢
磨
圓
潤
，
印
壁
刻

草
書
邊
款
：
﹁
玉
璇
﹂
。
楊
玉
璇
福
建
漳
浦
人
，
客
居
福

州
，
善
雕
壽
山
石
，
人
物
、
禽
獸
等
俱
精
巧
成
家
，
周
亮

工
等
名
士
皆
盛
讚
其
﹁
運
刀
之
妙
如
鬼
工
﹂
，
為
福
建

﹁
五
絕
﹂
之
一
。

在
瓷
器
燒
造
上
，
明
中
晚
期
以
後
，
由
於
宮
廷
和
出

口
需
要
量
劇
增
，
官
窰
常
把
燒
窰
的
任
務
派
給
民
窰
，
所

以
後
期
的
官
窰
器
大
多
出
於
民
窰
。
加
上
商
品
經
濟
發

展
，
官
窰
的
工
匠
紛
紛
以
銀
代
役
，
官
窰
於
是
逐
漸
衰

落
，
相
反
地
，
民
窰
在
明
中
晚
期
發
展
迅
速
，
數
量
激

增
，
同
時
瓷
器
的
大
量
外
銷
，
也
促
進
了
製
窰
業
的
發

展
，
民
間
製
窯
場
倍
增
，
最
著
名
的
製
瓷
中
心
景
德
鎮
，

累
積
了
五
代
以
來
的
技
術
經
驗
，
在
明
朝
達
到
高
峰
，
不

僅
可
以
與
官
窰
分
庭
抗
禮
，
甚
至
超
過
官
窰
的
水
平
。
一

件
明
末
清
初
十
七
世
紀
的
青
花
撇
口
碗
︵
圖
二
四
︶
，
內
外
壁

均
分
隔
區
間
，
每
一
區
塊
上
下
各
繪
花
卉
與
動
物
紋
，
物

象
並
描
繪
輪
廓
，
白
釉
乾
淨
，
青
花
色
靛
藍
，
深
淺
暈
染

隨
意
，
是
景
德
鎮
十
七
世
紀
的
外
銷
瓷
器
。

外
銷
民
窰
除
了
景
德
鎮
之
外
，
福
建
德
化
窰
明
代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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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四　明末清初　十七世紀　青花碗
高8.0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五　明末清初　十七世紀　德化窯　瑩白蟠螭把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德化窯　瑩白蟠螭把壺（局部）



生
產
白
瓷
著
名
，

宋
代
已
燒
瓷
，
明

中
葉
至
清
中
期
尤

盛
，
釉
色
乳
白
凝

厚
，
有
﹁
白
建
﹂

之
稱
，
販
銷
海

外
，
深
受
喜
愛
，

美
稱
為
﹁
中
國

白
﹂
。
︿
十
七
世

紀
德
化
窯
瑩
白
蟠

螭
把
壺
﹀︵
圖
二
五
︶

白
胎
，
乳
白
釉
，

釉
色
潔
淨
，
壺
身

直
，
左
右
貼
塑
兩

螭
，
生
動
活
躍
，

是
典
型
德
化
窯
作
品
。
︿
五
彩
花
卉
龍
鳳
大
盤
﹀︵
圖
二
六
︶

以
青
花
與
紅
釉
為
主
調
，
間
飾
綠
彩
，
白
釉
帶
青
，
色
調

鮮
豔
。
盤
心
繪
花
卉
園
林
，
盤
緣
飾
龍
紋
戲
珠
，
雲
紋
繞

盤
沿
。
用
筆
率
意
，
色
彩
明
快
，
以
線
條
疏
密
表
現
花
瓣

的
立
體
感
，
富
有
濃
厚
的
民
間
特
色
。
為
大
量
生
產
的
貿

易
瓷
器
。
︿
法
花
花
卉
瓶
﹀︵
圖
二
七
︶
，
以
高
起
的
泥
線
為

紋
飾
輪
廓
，
再
填
以
藍
、
紫
、
綠
等
釉
彩
的
製
作
手
法
稱

為
﹁
法
花
﹂
，
明
代
早
期
興
起
於
山
西
的
陽
城
、
長
治
、

平
陽
一
帶
，
河
南
、
陝
西
也
有
生
產
，
或
認
為
與
佛
教
有

關
，
以
萬
曆
時
期
製
品
最
佳
。
這
件
長
頸
撇
口
觀
音
瓶
，

以
藍
釉
為
主
調
，
釉
色
不
均
勻
，
器
表
不
甚
平
整
，
器
腹

以
細
泥
條
描
繪
花
卉
湖
石
，
線
條
流
暢
，
內
填
白
色
與
深

藍
，
鮮
艷
醒
目
。
頸
貼
菊
花
，
或
如
浮
雕
或
鏤
空
，
靈
活

生
動
。隨

著
經
濟
的
繁
榮
，
非
農
業
人
口
增
加
，
從
商
者
成

為
富
有
階
層
，
有
能
力
同
時
也
有
興

趣
追
求
優
雅
的
生
活
。
同
時
在
科
舉

制
度
的
鼓
舞
下
，
平
民
有
機
會
進
入

仕
途
，
造
就
眾
多
的
文
人
階
層
。
在

文
化
力
與
經
濟
力
的
有
利
條
件
下
，

加
上
西
方
與
東
方
的
交
流
，
不
僅
拓

展
貿
易
的
市
場
，
更
帶
來
新
知
識
和

新
視
野
的
刺
激
，
為
整
個
社
會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創
作
動
力
，
遂
匯
集
成
晚

明
兼
溶
西
方
，
融
合
古
今
，
活
潑
多

元
的
藝
術
風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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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六　明末清初　十七世紀　青花五彩龍鳳大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七　明末清初　十七世紀　法花花卉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