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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陳
出
新
的
選
擇─

瓷
器

余
佩
瑾

溯
文
物
遷
台
以
後
的
出
國
展
，
那

麼
從
一
九
九
六
年
至
二○

○

四
年

為
止
，
台
北
故
宮
也
曾
先
後
赴

美
、
赴
法
和
赴
德
展
覽
。
在
此
前

提
下
，
如
何
面
對
過
去
的
展
出
歷

史
，
再
重
新
包
裝
一
個
出
國
展
，

讓
它
不
只
是
為
出
國
而
出
國
，
還

能
夠
從
中
推
陳
出
新
發
想
出
嶄
新

的
議
題
，
應
該
是
台
北
故
宮
未
來

規
劃
國
外
借
展
時
需
積
極
思
考
及

爭
取
的
目
標
之
一
。
基
於
此
，
以

下
擬
從
學
術
上
相
關
的
角
度
來
看

此
次
赴
奧
展
瓷
器
選
件
在
未
來
可

以
持
續
發
展
的
方
向
。

此
次
選
展
的
二
十
九
件
瓷

器
中
有
七
件
去
過
美
國
、
三
件
去

過
法
國
、
兩
件
去
過
德
國
，
一
件

同
時
去
過
美
國
和
德
國
，
十
七
件

則
是
第
一
次
出
國
門
展
覽
。
這
些

包
含
北
宋
汝
窯
、
定
窯
，
南
宋
官

窯
、
龍
泉
窯
，
金
元
時
期
的
鈞
窯

盤
和
可
能
產
製
於
明
朝
初
年
的
鈞

三
六
前
往
英
國
參
加
倫
敦
藝
展
，

結
束
之
後
又
運
抵
台
灣
的
八
十
箱

文
物
也
算
進
去
的
話
，
那
麼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台

北
故
宮
︶
出
國
展
覽
的
歷
史
可
遠

溯
至
七
十
年
以
前
。
但
如
果
只
前

以
館
際
交
流
的
角
度
來
看
，

在
世
界
彷
彿
是
一
個
地
球
村
的

今
天
，
文
物
出
國
展
覽
已
經
不

算
是
一
件
新
奇
的
事
，
特
別
是

如
果
將
遷
台
之
前
，
已
運
離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於
一
九
三
五—

圖一    南宋    龍泉窯    青瓷鳳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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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
形
制
發
展
及
其
與
皇
室
用
器
關

係
的
資
料
。

汝
窯
展
品
之
二
的
的
青
瓷
水

仙
盆
與
台
北
故
宮
典
藏
的
另
外
三

件
青
瓷
水
仙
盆
一
樣
，
共
同
反
映

出
乾
隆
時
期
清
宮
致
力
於
文
物
的

典
藏
與
收
納
的
作
為
。
特
別
是
青

瓷
無
紋
水
仙
盆
所
隨
附
傳
世
的
底

座
，
從
底
座
本
身
的
做
工
看
來
以

及
核
對
︽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清
檔
︾
︶
的
記
錄
之
後
，
幾
乎

可
以
確
定
該
木
座
實
由
乾
隆
時
期

的
造
辦
處
為
之
所
配
製
。
尤
其
是

座
表
精
雕
細
刻
的
纏
枝
花
卉
，
以

及
一
絲
不
苟
填
入
金
彩
的
裝
飾
風

格
，
和
座
底
為
收
納
小
物
而
設
計

的
小
抽
屜
，
以
及
抽
屜
內
珍
藏
傳

世
的
︽
清
高
宗
御
筆
書
畫
合
璧
︾

冊
等
，
莫
不
流
露
出
十
八
世
紀
清

宮
典
藏
文
物
時
刻
意
加
諸
於
文
物

的
包
裝
與
標
誌
。
和
無
紋
水
仙
盆

造
型
相
似
，
但
尺
寸
較
大
的
展

品
，
雖
然
沒
有
木
座
與
之
一
起
傳

世
，
但
從
作
品
底
部
題
刻
的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及
題
署
於
詩
末
的
﹁
辛

巳
孟
春
御
題
﹂
款
識
，
可
以
證
實

它
被
乾
隆
皇
帝
典
藏
的
經
過
。

仙
盆
︵
見
頁
三
四
︶
，
大
約
僅
見

於
台
北
故
宮
的
典
藏
中
。
︹
註
二
︺

其

中
，
紙
槌
瓶
的
器
形
因
存
在
和
西

亞
玻
璃
器
的
關
係
，
以
及
它
和
韓

國
高
麗
青
瓷
的
相
似
性
，
而
表
現

出
異
質
文
物
和
異
質
文
化
之
間
所

出
現
的
相
互
學
習
和
模
仿
的
現
象

之
外
，
若
拿
之
與
近
年
來
在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老
虎
洞
窯
址
出
土
的
多

件
青
瓷
紙
槌
瓶
標
本
︵
圖
二
︶
相

對
照
的
話
，
︹
註
三
︺

亦
隱
約
可
以

得
出
紙
槌
瓶
的
燒
造
與
使
用
似
乎

存
在
一
個
可
以
進
一
步
探
討
的
軌

跡
。
至
此
，
傳
世
口
部
已
經
磨
損

的
北
宋
汝
窯
青
瓷
紙
槌
瓶
，
不
僅

可
透
過
考
古
出
土
的
資
料
，
復
原

出
原
來
的
形
狀
。
而
它
和
亦
將
一

起
前
往
奧
地
利
展
出
的
南
宋
龍
泉

窯
青
瓷
鳳
耳
瓶
之
間
︵
圖
一
︶
，

因
器
形
上
存
在
相
互
變
化
的
關

係
，
而
得
以
連
結
出
另
一
個
議

題
。
亦
即
頸
側
存
在
雙
鳳
耳
的
南

宋
龍
泉
窯
青
瓷
鳳
耳
瓶
，
若
將
一

雙
鳳
耳
去
掉
之
後
所
留
下
來
的
器

形
因
和
汝
窯
盤
口
長
頸
瓶
造
型
相

似
，
讓
它
似
也
可
以
置
於
和
汝
窯

青
瓷
紙
槌
瓶
有
關
的
發
展
脈
絡
中

來
理
解
，
而
提
供
探
究
盤
口
長
頸

窯
花
器
，
以
及
明
朝
永
樂
、
宣

德
、
成
化
官
窯
和
清
朝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三
朝
瓷
器
在
內
的

二
十
九
件
作
品
其
實
是
無
法
在
一

次
的
展
出
中
呈
現
中
國
陶
瓷
的
發

展
脈
絡
，
同
樣
的
，
若
以
典
藏
的

角
度
來
看
，
似
也
不
見
得
能
夠
完

全
詮
釋
故
宮
陶
瓷
典
藏
的
內
涵
。

但
為
什
麼
它
們
會
雀
屏
中
選
呢
？

以
同
理
心
的
角
度
來
推
想
，
只
能

說
選
件
之
際
，
奧
方
策
展
人
或
早

已
存
在
一
個
既
定
的
腹
案
，
而
展

品
的
選
擇
應
該
正
是
配
合
此
一
設

定
的
主
軸
來
走
。
︹
註
一
︺

從
外
觀
來
看
，
此
次
選
展
的

北
宋
汝
窯
青
瓷
紙
槌
瓶
和
青
瓷
水

圖二    青瓷紙槌瓶標本    浙江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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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照
︽
活
計
清
檔
︾
也
發

現
於
乾
隆
十
年
︵
一
七
四
五
︶
、

三
十
二
年
︵
一
七
六
七
︶
、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和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七
七
︶
的
相
關

記
錄
中
，
分
別
述
及
清
宮
的
博
古

格
和
多
寶
格
中
收
藏
有
汝
釉
、

汝
窯
、
官
窯
和
官
釉
貓
食
盆
。

︹
註
四
︺

從
此
些
記
錄
看
來
，
無
論

這
些
貓
食
盆
是
被
視
為
是
汝
窯
的

北
宋
汝
窯
，
還
是
是
被
看
成
是
南

宋
官
窯
的
北
宋
汝
窯
，
還
只
是

清
朝
的
仿
汝
製
品
，
它
們
一
再

被
取
出
品
玩
，
和
皇
帝
最
後
決

定
為
之
配
製
或
修
改
木
座
的
發

展
，
亦
能
間
接
反
映
出
乾
隆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左
右
，
水
仙
盆

紛
紛
聚
集
於
清
宮
多
寶
格
和
博
古

格
中
以
及
它
們
深
受
帝
王
重
視
的

一
面
。
又
由
於
部
份
北
宋
汝
窯
瓷

器
在
雍
正
時
期
曾
被
收
藏
在
洋
漆

盒
之
中
，
及
至
乾
隆
時
期
汝
窯
水

仙
盆
又
出
現
在
多
寶
格
和
博
古
格

中
的
組
合
，
若
以
多
寶
格
陳
設
組

裝
的
脈
絡
來
觀
察
，
因
大
型
多
寶

格
和
博
古
格
很
可
能
是
十
八
世
紀

清
宮
陳
設
的
一
部
份
，
而
它
們
和

以
箱
匣
組
裝
而
成
的
小
型
多
寶
格

不
僅
在
組
裝
形
式
上
有
所
不
同
，

也
因
存
在
皇
帝
心
目
中
視
宮
殿
陳

設
類
和
箱
匣
類
多
寶
格
的
不
同
看

法
，
而
同
時
讓
收
藏
於
內
的
北
宋

汝
窯
以
及
其
他
文
物
因
而
顯
現
出

不
同
的
收
藏
意
義
。
︹
註
五
︺

而
此

一
份
涉
及
乾
隆
皇
帝
對
文
物
品

鑑
、
分
類
、
組
裝
、
管
理
的
議

題
，
除
了
討
論
皇
室
收
藏
的
規
模

與
機
制
之
外
，
未
來
或
可
以
繼
續

延
伸
至
帝
王
的
小
宇
宙
觀
及
其
與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西
方
藝
術
品
收

藏
室
概
念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脈
絡
之

關
係
。 最

近
以
來
在
定
年
上
出
現

一
個
重
大
轉
折
的
鈞
窯
陳
設
類
花

器
，
此
次
赴
奧
展
亦
選
展
一
件
天

藍
渣
斗
式
花
盆
代
表
展
出
︵
圖

三
︶
。
該
件
作
品
外
型
仿
自
古
銅

器
，
底
部
開
挖
五
個
穿
水
孔
並
印

有
數
目
字
﹁
二
﹂
。
若
以
數
目
字

和
器
物
尺
寸
成
反
比
的
理
論
來
看

此
件
花
器
，
則
這
件
作
品
應
可
視

為
是
同
類
器
中
的
大
件
作
品
。
至

於
此
類
陳
設
花
器
的
定
年
，
儘
管

從
一
九
九○

年
代
以
來
陸
續
已
出

現
或
產
燒
於
金
元
時
期
或
製
作
於

明
初
的
討
論
，
︹
註
六
︺

然
因
當
時

尚
未
出
現
深
具
效
力
的
證
據
，
故

雖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卻
無
法
取
得
一

圖三    元－明    鈞窯    天藍渣斗式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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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的
共
識
。
此
現
象
至
二○

○

四

年
終
因
考
古
上
的
新
發
現
而
產
生

變
化
，
造
成
此
項
改
變
的
原
因
在

於
河
南
禹
縣
鈞
台
窯
址
出
土
了
鈞

窯
雞
心
扁
壺
的
標
本
。
尤
其
經
過

復
原
以
後
，
︹
註
七
︺

其
中
一
件
紫

紅
釉
方
流
雞
心
扁
壺
︵
圖
四
︶
的

方
形
流
不
僅
和
江
蘇
南
京
葉
氏
墓

出
土
的
青
瓷
雞
心
扁
壺
、
江
西
景

德
鎮
珠
山
明
永
樂
御
窯
廠
遺
址
出

土
的
白
釉
方
流
雞
心
扁
壺
等
極
為

相
似
，
同
時
整
件
作
品
的
造
型
亦

和
湖
北
明
梁
莊
王
墓
出
土
的
方
流

雞
心
扁
金
壺
、
方
流
雞
心
扁
銀
壺

︵
一
四
二
五
︶
等
雷
同
，
而
將
產

燒
年
代
指
向
十
五
世
紀
前
半
葉
的

可
能
性
。

在
此
考
古
發
現
的
基
礎
上
，

與
紫
紅
釉
方
流
雞
心
扁
壺
共
伴
出

土
的
陳
設
類
花
器
亦
當
產
製
於

十
五
世
紀
前
半
葉
左
右
。
以
天
藍

釉
渣
斗
式
花
盆
為
例
，
此
件
作
品

於
頸
腹
造
型
的
比
例
上
，
上
部
喇

叭
式
寬
頸
和
下
部
扁
圓
腹
的
大
小

比
例
相
當
，
而
此
種
形
制
和
出
土

自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老
虎
洞
窯
址
、

定
年
為
宋
元
之
際
的
青
瓷
渣
斗
式

花
盆
在
器
身
上
呈
現
喇
叭
式
寬
頸

短
於
圓
形
腹
身
的
做
法
有
所
不

同
，
也
和
江
西
省
景
德
鎮
珠
山
成

化
地
層
出
土
的
喇
叭
式
寬
頸
遠
長

過
圓
形
腹
身
的
青
釉
渣
斗
式
花
盆

又
不
一
樣
。
相
對
的
，
因
此
件
鈞

窯
天
藍
渣
斗
式
花
盆
在
形
制
上
更

接
近
湖
南
省
長
沙
市
吉
藩
王
府
花

園
遺
址
出
土
的
綠
釉
渣
斗
式
花

盆
，
而
再
度
將
其
產
燒
年
代
指
向

十
五
世
紀
前
半
葉
。

器
底
以
存
在
一
青
花
﹁
天
﹂

字
款
而
得
名
的
成
化
天
字
款
蓋

罐
，
此
次
選
展
一
件
青
花
鬥
彩
夔

龍
紋
蓋
罐
參
與
展
出
︵
圖
五
︶
。

在
器
身
上
可
見
青
藍
兩
色
的
鬥

彩
技
法
裝
飾
出
一
對
穿
走
於
番
蓮

和
如
意
紋
之
間
的
夔
龍
紋
，
全

器
罩
施
藍
綠
兩
色
釉
彩
，
青
色
淡

雅
，
綠
彩
柔
和
，
藍
綠
相
間
、
搭

配
得
宜
展
現
出
成
化
官
窯
獨
特
的

品
味
。
至
於
器
底
﹁
天
﹂
字
款
的

含
意
，
謝
明
良
以
何
夢
春
在
︽
餘

冬
敘
錄
︾
中
曾
出
現
正
統
、
景
泰

年
間
有
為
避
諱
﹁
天
﹂
字
款
的
記

載
，
而
推
論
成
化
官
窯
瓷
器
上
所

出
現
的
﹁
天
﹂
字
款
很
可
能
正
是

象
徵
天
子
的
符
號
。 

︹
註
八
︺

兩
件
可
能
作
為
祭
器
使
用
的

展
品
中
，
釉
色
勻
潤
、
器
形
端
莊

碩
大
的
南
宋
官
窯
貫
耳
壺
︵
見
頁

三
四
︶
可
能
是
目
前
所
見
南
宋
官

窯
傳
世
品
中
極
其
難
得
的
一
件
佳

作
。
與
之
造
型
類
似
的
殘
器
曾
出

土
於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南
郊
烏
龜
山

麓
的
南
宋
官
窯
遺
址
中
，
︹
註
九
︺

該

一
出
土
例
透
露
仿
古
銅
器
的
南
宋

官
窯
，
確
實
和
學
者
研
究
認
為
是

北
宋
過
渡
至
南
宋
之
際
由
官
方
主

導
燒
造
的
祭
器
十
分
接
近
，
以
此

背
景
再
對
照
近
年
來
新
發
掘
出
土

的
浙
江
省
杭
州
老
虎
洞
窯
址
、
寺

圖四    鈞窯    紫紅釉方流雞心扁壺    河南禹縣鈞台窯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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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明    成化款    鬥彩夔龍紋蓋罐

圖六    清    乾隆款    黃釉獸耳尊

和
乾
隆
時
期
製
品
的
不
同
。
不
僅

如
此
，
據
王
崇
齊
的
觀
察
黃
釉
獸

耳
尊
的
造
型
還
能
上
溯
至
︽
重
修

宣
和
博
古
圖
︾
中
的
﹁
著
尊
﹂
。

同
時
又
因
該
器
形
曾
出
現
於
乾
隆

時
期
編
纂
的
︽
皇
朝
禮
器
圖
式
︾

中
，
故
其
於
清
宮
使
用
的
脈
絡
亦

能
參
照
︽
皇
朝
禮
器
圖
式
︾
的
記

載
來
理
解
。
尤
其
是
黃
釉
獸
耳
尊

肩
兩
側
黏
附
之
雙
獸
耳
究
以
何
種

動
物
作
為
摶
泥
形
塑
之
標
準
？
據

王
崇
齊
的
研
究
，
因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絹
本
設
色
畫
︽
皇
朝

龍
口
越
窯
窯
址
以
及
河
南
省
張
公

巷
窯
址
的
出
土
品
，
或
能
從
中
釐

清
北
宋
至
南
宋
官
窯
青
瓷
系
列
的

發
展
與
演
變
。

另
一
件
器
底
題
有
﹁
大
清

乾
隆
年
製
﹂
六
字
篆
款
，
造
型
直

接
承
襲
自
明
朝
弘
治
官
窯
同
類
器

的
黃
釉
獸
耳
尊
︵
圖
六
︶
，
因

︽
活
計
清
檔
︾
中
曾
記
載
皇
帝
對

祭
器
施
釉
的
要
求
是
一
種
﹁
面
子

何
樣
顏
色
，
裡
子
亦
要
隨
色
﹂
的

規
範
，
而
意
外
地
讓
我
們
得
以
從

中
區
隔
出
明
弘
治
產
燒
的
同
類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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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器
圖
式
︾
冊
中
存
在
與
黃
釉
獸

耳
尊
相
同
的
圖
像
，
且
圖
像
之
旁

的
說
明
有
﹁
兩
耳
象
鼠
形
﹂
的
記

載
，
而
讓
他
提
出
黃
釉
獸
耳
尊
肩

兩
側
裝
飾
之
雙
獸
或
為
﹁
鼠
形
﹂

的
可
能
性
。
此
一
引
自
絹
本
設
色

冊
的
觀
察
雖
因
與
傳
統
著
錄
本
中

指
雙
獸
耳
為
﹁
雙
犧
耳
﹂
︹
註
十
︺

的
記
載
不
同
，
而
猶
待
進
一
步
討

論
外
，
此
一
將
實
物
對
照
至
︽
皇

朝
禮
器
圖
式
︾
絹
本
設
色
畫
的
觀

察
，
確
實
不
失
為
一
有
趣
的
發

現
。

同
樣
亦
涉
及
︽
活
計
清
檔
︾

相
關
記
載
，
佔
此
次
清
朝
瓷
器
選

件
絕
大
多
數
的
宜
興
胎
和
瓷
胎
畫

珐
瑯
，
或
和
台
北
故
宮
興
起
一
股

研
究
瓷
胎
、
銅
胎
畫
珐
瑯
的
風
氣

有
關
。
︹
註
十
一
︺

展
品
中
不
僅
兩
件

底
部
書
題
﹁
康
熙
御
製
﹂
年
款
的

宜
興
胎
畫
珐
瑯
花
卉
方
壺
和
宜
興

胎
畫
珐
瑯
花
卉
蓋
碗
︵
圖
七
︶
，

可
分
別
從
乾
隆
朝
的
︽
活
計
清

檔
︾
和
道
光
年
間
抄
錄
的
︽
珐

瑯
、
玻
璃
、
宜
興
、
磁
胎
陳
設
檔

案
︾
中
找
到
相
對
應
的
記
載
。

另
外
兩
件
產
製
於
雍
正
朝
的
瓷
胎

畫
珐
瑯
碗
，
亦
能
呼
應
至
雍
正

時
期
︽
活
計
清
檔
︾
對
瓷
胎
畫
珐

瑯
產
造
背
景
的
記
載
。
如
壁
薄
如

紙
，
從
碗
內
即
可
映
見
碗
外
紋
樣

的
藍
料
山
水
碗
︵
圖
八
︶
或
正
是

檔
案
述
及
深
受
皇
帝
滿
意
的
﹁
青

山
水
﹂
一
類
的
作
品
。
而
以
洋
紅

地
和
白
梅
、
綠
竹
相
輝
映
的
洋
紅

地
梅
竹
先
春
碗
︵
圖
九
︶
又
或
是

檔
案
記
載
中
由
皇
帝
指
定
燒
造
的

﹁
紅
地
白
梅
花
﹂
一
類
的
作
品
。

此
類
以
︽
活
計
清
檔
︾
的

相
關
記
載
作
為
研
究
論
述
的
參
考

資
料
，
或
拿
檔
案
內
容
來
與
傳
世

品
相
對
照
的
研
究
方
式
，
以
台
北

故
宮
來
講
，
應
肇
始
自
二○

○

二

年
舉
辦
的
﹁
乾
隆
皇
帝
的
文
化
大

業
﹂
展
與
配
合
該
一
展
覽
而
發
行

的
圖
錄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
經
過

大
家
多
年
的
爬
梳
之
後
，
應
算
是

已
累
積
出
一
定
的
成
果
。
但
若
以

此
為
起
點
再
重
新
思
考
未
來
可
以

持
續
發
展
的
方
向
時
，
也
許
應
該

先
檢
討
使
用
︽
活
計
清
檔
︾
的
意

義
究
竟
在
哪
裡
？
從
文
物
典
藏
的

角
度
來
看
，
康
雍
乾
三
朝
的
︽
活

計
清
檔
︾
因
和
康
雍
乾
三
朝
的
文

物
密
切
相
關
，
故
或
能
將
之
視
為

是
與
文
物
同
等
重
要
的
傳
世
史

圖七    清    康熙款    宜興胎琺瑯彩花卉方茶壺 
清    康熙款    宜興胎琺瑯彩花卉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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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仍
然
只
是
逐
件
挑
選
、
個
別

呈
現
，
還
是
應
該
要
從
中
建
構

出
一
個
具
體
而
足
以
貫
穿
所
有
展

品
的
主
軸
，
應
該
是
台
北
故
宮
未

來
規
劃
赴
外
展
時
需
要
深
入
加
以

考
量
的
問
題
之
一
。
回
顧
過
去
，

故
宮
文
物
出
國
展
出
時
，
雖
不
見

得
每
次
都
贏
得
滿
意
的
回
響
，
但

從
展
覽
標
題
上
所
顯
露
出
來
的
跡

象
，
還
是
可
以
從
中
觀
察
出
前

人
嘗
試
統
合
展
覽
的
意
圖
，
如

一
九
九
六
年
赴
美
展
時
所
提
出
的

﹁
瑰
寶
﹂
︵
中
華
瑰
寶
︶
意
象
，

和
以
﹁
回
憶
﹂
︵
帝
國
的
回
憶
︶

作
為
發
想
角
度
的
一
九
九
八
年
赴

法
展
，
以
及
在
二○

○

三
年
赴
德

展
時
所
要
呈
現
的
﹁
收
藏
﹂
︵
天

子
之
寶
︶
概
念
等
，
莫
不
是
企
圖

以
一
個
主
軸
來
統
合
一
個
精
品
展

所
作
的
努
力
。

特
別
是
面
對
當
前
學
者
針
對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近
三
十
年
來
赴

外
展
所
提
出
的
批
評
，
︹
註
十
二
︺

亦

即
從
一
九
七
四
年
至
二○

○

四
年

為
止
，
北
京
故
宮
以
皇
家
傳
承
作

為
主
要
導
向
所
推
出
的
三
十
三
個

展
覽
中
，
只
有
一
九
九
六
的
法
國

巴
黎
展
、
二○

○

二
年
的
英
國
愛

料
。
也
就
是
說
是
以
當
朝
造
作
為

內
容
的
檔
案
記
錄
，
在
其
他
文
獻

鮮
少
涉
及
官
方
造
作
之
下
，
固
屬

一
份
非
常
難
得
的
一
手
資
料
，
但

其
實
它
們
在
具
有
等
同
於
傳
世
清

朝
文
物
一
樣
的
屬
性
下
，
讓
花
時

間
從
中
尋
找
相
對
應
的
資
料
及
至

徵
引
至
文
章
中
，
不
免
被
視
為
是

典
藏
資
料
的
匯
集
和
整
理
而
已
。

因
此
，
如
何
擺
脫
此
類
質
疑
再
向

前
跨
出
一
步
以
提
昇
論
述
的
厚

度
與
探
討
的
視
野
，
可
能
是
目
前

大
家
習
於
使
用
︽
活
計
清
檔
︾
之

餘
，
需
要
加
以
省
思
的
重
點
。

以
上
所
記
，
其
實
是
非
常
個

人
的
對
展
品
所
提
出
的
觀
察
點
，

至
於
是
否
適
合
於
奧
地
利
展
的
策

展
理
念
自
然
有
待
商
榷
。
但
如
果

回
歸
至
展
覽
的
層
面
，
學
術
上
的

議
題
雖
然
不
完
全
適
合
包
裝
成
一

個
展
覽
，
但
卻
不
失
是
提
供
諸
多

策
展
參
考
的
必
要
條
件
之
一
。
亦

即
，
時
至
今
日
，
大
家
已
明
白
展

覽
是
一
個
公
開
演
繹
的
活
動
，
策

展
人
無
法
不
視
於
觀
眾
的
存
在
，

以
及
了
解
到
從
展
覽
中
構
思
出
一

個
與
觀
眾
交
流
的
議
題
的
重
要

性
。
在
此
之
下
，
所
謂
的
精
品
展

圖八    清    雍正款    瓷胎畫琺瑯藍料山水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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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精
品
展
﹂
的
副
標

題
來
區
隔
來
自
台
灣
故
宮
的
展
覽

和
來
自
北
京
的
故
宮
有
所
不
同
之

外
，
應
如
何
積
極
地
與
借
展
單
位

協
商
以
策
劃
主
軸
清
楚
的
展
覽
，

可
能
是
本
院
未
來
與
國
外
任
何
一

家
博
物
館
進
行
館
際
交
流
或
合
作

計
畫
時
極
待
努
力
的
目
標
之
一
。

丁
堡
展
和
二○

○

三
的
美
國
芝
加

哥
展
確
實
能
夠
達
到
展
覽
與
圖
錄

皆
同
具
水
準
、
值
得
觀
看
之
外
，

︹
註
十
三
︺

其
餘
的
出
國
展
若
非
乏
善

可
陳
就
是
一
再
重
複
的
看
法
，
擁

有
與
北
京
故
相
同
典
藏
來
源
的
台

北
故
宮
未
來
似
也
不
排
除
持
續
規

劃
展
覽
出
國
展
出
的
可
能
性
，
惟

其
如
此
，
除
了
考
慮
以
﹁
台
灣
國

圖九    清    雍正款    瓷胎畫琺瑯洋紅地梅竹先春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