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
心
瓶
初
探
及

          

中
西
交
流
意
象
的
聯
想余

佩
瑾

清
朝
造
辦
處
檔
案
中
稱
之

為
轉
旋
瓶
的
轉
心
瓶
，
匠
心
獨
運

之
處
在
於
作
品
本
身
深
具
旋
轉
的

機
能
，
持
拿
時
以
手
觸
動
瓶
頸
或

結
構
組
合
中
可
以
旋
轉
的
部
位
，

能
讓
內
瓶
或
外
部
隨
著
手
的
觸
控

而
旋
轉
。
以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典
藏
為
例
，
在
將
近
二
十
六

件
深
具
轉
動
機
能
的
作
品
組
群

中
，
有
碗
、
瓶
、
罐
、
渣
斗
和
帽

架
等
不
同
的
器
形
，
但
以
瓶
類
作

品
居
多
。
同
時
在
轉
動
機
巧
的
設

計
上
，
台
北
故
宮
的
藏
品
多
半
屬

於
以
手
觸
動
而
能
使
之
旋
轉
的
設

計
，
和
南
京
博
物
院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中
所
存
在
的
另
一
類

尺
寸
較
大
、
旋
轉
機
巧
更
為
複
雜

的
作
品
，
在
結
構
組
合
上
明
顯
有

所
區
別
。
但
無
論
如
何
，
燒
製
能

夠
轉
動
的
瓷
器
確
實
是
乾
隆
官
窯

有
別
於
其
他
時
期
的
創
舉
。
探

左
右
。
對
照
︽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清
檔
︾
︶
的
記
載
，
乾
隆

七
年
由
唐
英
進
呈
之
﹁
洋
彩
蓍
草

玲
瓏
哥
窯
瓶
﹂
或
即
能
視
之
為
是

目
前
收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的
﹁
哥
釉

粉
彩
花
卉
轉
心
瓶
﹂
。
︹
註
一
︺

該

件
作
品
底
書
乾
隆
官
款
，
全
器
可

以
旋
轉
的
部
位
位
於
瓶
頸
之
處
。

此
後
縱
乾
隆
一
朝
，
從
八
年
、
九

年
、
十
年
、
十
一
年
、
十
二
年
、

十
七
年
、
十
八
年
、
十
九
年
、

二
十
年
、
二
十
一
年
、
二
十
二

年
、
二
十
三
年
、
二
十
四
年
、

二
十
五
年
、
二
十
八
年
、
二
十
九

年
、
三
十
一
年
、
三
十
二
年
及

三
十
九
年
等
各
個
年
份
的
︽
活
計

清
檔
︾
中
皆
能
發
現
有
關
轉
心
瓶

的
記
錄
，
說
明
轉
心
瓶
一
類
的
作

品
雖
然
傳
世
不
多
，
但
卻
是
乾
隆

官
窯
持
續
花
費
三
十
年
以
上
的
時

討
此
一
燒
造
背
景
與
使
用
脈
絡
，

發
現
同
時
牽
涉
到
督
陶
官
唐
英

致
力
於
造
作
上
的
表
現
，
以
及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力
求
以
類
似
機
械

的
動
力
來
帶
動
瓷
器
旋
轉
的
意
圖

有
關
。
特
別
是
從
收
藏
的
角
度
來

看
，
十
八
世
紀
的
清
宮
充
斥
著
許

多
來
自
西
方
的
時
尚
文
物
與
新
奇

玩
具
，
其
中
具
有
轉
動
機
能
的
文

物
或
曾
對
轉
心
瓶
產
生
啟
發
，
而

讓
轉
心
瓶
的
創
燒
不
僅
能
夠
置
於

一
傳
統
脈
絡
之
下
來
觀
察
，
同
時

亦
能
藉
以
思
考
其
背
後
可
能
存
在

的
中
西
交
流
意
象
。

燒
造
時
間
與
背
景

無
可
諱
言
地
，
可
以
轉
動

的
瓷
器
確
實
引
人
矚
目
。
故
歷
來

已
有
許
多
學
者
述
及
此
一
議
題
，

在
學
界
研
究
中
，
轉
心
瓶
大
約
出

現
於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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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致
力
燒
造
的
品
類
之
一
。

尤
其
是
初
創
完
成
之
際
，

每
件
作
品
或
如
嘖
嘖
稱
奇
的
寶

貝
，
故
而
品
名
、
裝
飾
乃
至
旋

轉
的
機
巧
等
皆
詳
實
地
登
載
在

︽
活
計
清
檔
︾
中
。
如
乾
隆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時
對
一
件
﹁
冬
青

有
座
轉
旋
靶
碗
﹂
的
描
述
，
令

人
極
易
與
收
藏
於
台
北
故
宮
的

﹁
清
乾
隆
粉
青
釉
印
花
轉
足
碗
﹂

產
生
聯
想
，
而
間
接
暗
示
這
類
作

品
的
可
能
產
燒
時
間
。
雖
然
如

此
，
︽
活
計
清
檔
︾
的
記
載
同
樣

也
令
人
不
解
，
即
明
明
之
前
是
以

極
清
楚
的
品
名
登
錄
方
式
來
說
明

轉
心
瓶
的
燒
造
，
可
是
至
十
九
年

︵
一
七
五
四
︶
之
後
卻
只
剩
下

﹁
洋
瓷
三
元
轉
旋
瓶
﹂
或
﹁
洋
瓷

轉
旋
瓶
﹂
︵
一
七
五
七
︶
、
﹁
轉

旋
瓶
﹂
︵
一
七
六
四
︶
等
，
僅
以

簡
單
的
標
記
方
式
來
記
錄
它
們
的

燒
造
、
使
用
及
陳
設
的
地
點
。

同
樣
地
，
可
以
旋
轉
的
瓷
器

究
竟
在
何
種
因
緣
之
下
被
創
燒
出

來
的
呢
？
依
據
唐
英
寫
給
乾
隆
皇

帝
的
奏
摺
而
可
以
間
接
推
知
這
個

時
間
點
或
與
前
述
︽
活
計
清
檔
︾

顯
示
的
訊
息
一
樣
，
大
約
是
在
乾

隆
七
年
左
右
。
此
時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已
開
始
生
產
所
謂
的
﹁
新
樣
瓷

器
﹂
，
在
乾
隆
八
年
的
奏
摺
中
，

唐
英
以
極
謙
卑
的
態
度
說
明
﹁
奴

才
新
擬
得
夾
層
玲
瓏
交
泰
等
瓶
共

九
種
，
謹
恭
摺
送
京
呈
進
。
其
新

擬
各
種
係
奴
才
愚
昧
之
見
、
自
行

創
造
，
恐
未
合
式
。
且
工
料
無
不

過
費
，
故
未
敢
多
造
，
伏
祁
皇
上

教
導
改
正
。
以
便
欽
遵
再
行
成
對

燒
造
。
餘
外
尚
有
新
擬
瓷
器
數

種
，
亦
係
奴
才
自
行
擬
造
，
已
與

催
總
老
格
詳
細
講
究
，
囑
其
如
式

辦
理
﹂
由
於
此
份
奏
摺
已
非
常
精

準
地
羅
列
出
﹁
夾
層
、
玲
瓏
、
交

泰
﹂
的
特
色
，
兼
且
行
文
之
中
亦

出
現
﹁
自
行
創
造
﹂
和
﹁
已
與
催

總
老
格
詳
細
講
究
，
囑
其
如
式
辦

理
﹂
︹
註
二
︺

之
句
，
遂
讓
一
些
學
者

認
為
轉
心
瓶
是
乾
隆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時
由
唐
英
及
助
手
所
創
燒

出
來
的
作
品
。
︹
註
三
︺

事
實
上
，
乾

隆
七
年
與
八
年
僅
相
差
一
年
，
無

論
是
哪
一
年
皆
反
映
出
清
高
宗
執

政
不
久
之
後
，
即
相
當
關
心
瓷
器

的
燒
造
，
同
時
也
嘗
試
透
過
各
個

層
面
來
掌
控
作
品
的
樣
式
。

在
此
之
下
，
兼
管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
承
辦
皇
室
燒
造
業
務
的

唐
英
，
雖
然
在
乾
隆
之
前
已
具
備

承
造
官
窯
的
經
驗
，
擁
有
一
身
的

絕
活
。
但
時
至
乾
隆
時
期
卻
仍
然

需
要
順
應
新
皇
帝
的
政
策
來
承
造

各
式
作
品
，
而
此
類
可
以
轉
動
的

瓷
器
或
是
為
配
合
帝
王
求
新
求
變

的
政
策
所
產
造
出
來
的
新
品
目
。

然
而
當
此
類
作
品
呈
送
給
清
高
宗

時
，
或
許
因
為
這
些
作
品
並
非
由

他
主
動
發
想
的
創
作
，
故
皇
帝
看

了
之
後
似
未
出
現
任
何
驚
喜
的
反

應
，
僅
以
極
平
常
的
態
度
回
應
以

﹁
俱
各
留
下
，
其
新
式
巧
工
瓷
器

不
必
照
隨
常
瓷
器
一
樣
多
燒
。
嗣

後
按
節
進
十
數
件
，
俱
要
成
對
，

如
不
能
成
對
即
將
各
樣
燒
造
﹂
。

關
於
此
，
筆
者
過
去
以
為
轉
心
瓶

之
類
瓷
器
的
承
造
或
與
唐
英
密
切

相
關
，
當
唐
英
任
職
於
御
窯
廠
時

才
見
有
轉
心
瓶
的
燒
造
，
而
當
唐

英
年
老
去
職
甚
至
因
病
過
世
之

後
，
轉
心
瓶
之
類
的
作
品
遂
逐
漸

不
再
受
到
關
注
。
此
一
觀
點
經
過

對
︽
活
計
清
檔
︾
的
重
新
爬
梳
之

後
，
雖
然
並
未
脫
離
先
前
認
定
的

發
展
，
但
卻
可
以
重
新
審
視
乾
隆

皇
帝
態
度
的
轉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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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脈
絡
與
燒
造
費
用

亦

即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一
七
五
六
︶
之
後
，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雖
然
仍
舊
承
造
一
些
可
以
轉

動
的
瓷
瓶
，
但
似
乎
再
也
未
出

現
任
何
和
積
極
承
造
或
調
整
設

計
相
關
的
細
節
。
反
倒
是
使
用

的
脈
絡
，
似
至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
一
七
五
七
︶
以
後
才
逐
漸
清
晰

起
來
。
首
先
是
關
於
轉
心
瓶
的
記

錄
自
該
一
年
份
開
始
一
律
移
到

︽
活
計
清
檔
︾
的
﹁
金
玉
作
﹂

之
下
陳
述
，
而
且
其
於
實
際
生

活
中
的
使
用
亦
充
分
落
實
前
述

皇
帝
欲
將
之
作
為
年
節
陳
設
的

想
法
。
因
此
無
論
這
些
轉
心
瓶

最
後
陳
設
於
思
永
齋
、
養
心
殿

或
建
福
宮
等
處
。
陳
設
之
前
，

皇
帝
皆
先
透
過
傳
旨
要
求
為
之

配
置
牙
花
、
珠
花
，
以
使
之
能

夠
裝
點
年
節
熱
鬧
的
氣
氛
。
另
一

方
面
，
除
作
為
年
節
陳
設
之
外
，

轉
心
瓶
也
被
當
成
﹁
元
旦
﹂
、

﹁
年
節
﹂
和
﹁
萬
壽
﹂
的
供
物
，

出
現
於
︽
軍
機
處
伊
齡
阿
奏
摺

錄
副
．
附
件
︾
所
羅
列
的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
一
七
六
四
︶
、
三
十

年
︵
一
七
六
五
︶
和
三
十
一
年

︵
一
七
六
六
︶
等
三
個
年
份
的
供

物
清
單
中
，
表
現
出
與
前
述
相
同

的
使
用
脈
絡
和
理
念
。

同
樣
地
，
從
登
載
於
後
的
各

項
供
物
的
燒
造
費
用
中
又
得
以
間

接
窺
知
此
類
瓷
器
因
結
組
特
殊
，

故
也
所
費
不
貲
。
例
如
一
件
﹁
大

吉
葫
蘆
﹂
瓷
瓶
的
燒
造
費
用
是
二

兩
二
錢
，
而
一
件
大
型
的
﹁
百
子

太
平
大
轉
瓶
﹂
則
需
要
五
十
五

兩
，
約
相
當
於
燒
造
一
件
明
朝

大
瓷
缸
的
費
用
。
︹
註
四
︺

由
此
可

知
，
轉
心
瓶
確
實
要
比
一
般
的
用

器
來
得
複
雜
與
費
工
。
這
大
概
是

乾
隆
皇
帝
衡
量
作
品
的
特
色
和
繁

複
工
序
可
能
導
致
的
後
果
之
後
，

始
終
未
曾
下
令
大
量
產
燒
的
另
一

個
原
因
吧
。
特
別
是
，
若
將
發
生

於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
一
七
五
七
︶

時
，
工
作
人
員
於
運
送
途
中
因
不

圖一

「清乾隆 粉青釉印花花卉轉足碗」的X光攝影透視圖

清乾隆    粉青釉印花花卉轉足碗    （底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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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清乾隆    粉彩開光山水雙耳轉心瓶    （底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慎
弄
壞
新
造
完
成
的
三
件
﹁
洋
瓷

轉
旋
瓶
﹂
，
最
後
由
皇
帝
裁
定

以
﹁
不
必
燒
造
賠
補
﹂
、
﹁
罰
錢

糧
一
年
﹂
和
﹁
重
責
四
十
大
板
﹂

作
為
懲
處
的
案
例
看
來
，
要
從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下
達
的
旨
意
中
找

到
和
轉
心
瓶
造
作
相
關
的
指
示
似

乎
有
些
困
難
。
雖
然
如
此
，
乾
隆

十
八
年
︵
一
七
五
三
︶
時
，
︽
活

計
清
檔
︾
中
還
是
出
現
一
則
深

受
矚
目
的
唯
一
例
外
。
當
時
由

皇
帝
下
達
燒
造
的
﹁
鬥
龍
舟
打
觔

斗
人
轉
旋
瓶
﹂
，
光
從
品
名
的
描

述
上
，
一
望
而
知
是
一
件
結
組
複

雜
、
動
作
靈
巧
，
又
深
具
特
殊
旋

轉
效
果
的
瓷
瓶
。
從
這
點
看
來
，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似
也
不
排
除
曾

對
旋
轉
的
機
能
發
生
興
趣
，
而
且

他
所
希
企
達
到
的
層
次
更
甚
於
唐

英
的
品
味
。
不
過
，
從
︽
活
計
清

檔
︾
的
紀
錄
中
，
也
可
以
明
顯

地
感
受
到
：
時
至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七
四
︶
以
後
，
轉
心
瓶
的

燒
造
，
可
能
因
為
唐
英
和
助
手
老

格
相
繼
離
職
，
以
及
當
時
和
後
繼

的
督
陶
官
頻
出
狀
況
之
下
，
︹
註
五
︺

終
於
導
致
產
量
銳
減
，
而
出
現
不

再
生
產
的
可
能
性
。

旋
轉
機
巧
與
類
型
變
化

關
於
轉
心
瓶
的
旋
轉
機
能
，

以
台
北
故
宮
的
典
藏
品
為
例
，
多

數
是
屬
於
四
十
公
分
以
下
、
以
手

操
作
而
能
使
之
轉
動
的
組
群
。
在

這
些
作
品
中
又
可
從
旋
轉
的
部
位

及
其
於
全
器
組
合
中
的
關
係
而

將
之
概
分
成
以
下
幾
個
類
別
︹
註

六
︺

：
第
一
類
是
轉
足
碗
，
此
類
作

品
傳
世
不
多
，
台
北
故
宮
典
藏
三

件
︵
故
瓷
八
四
八
六
、
八
四
八
七

和
一
七
一
七
七
︶
，
全
器
可
以
轉

動
的
部
位
位
於
底
足
之
處
。
從
其

中
一
件
﹁
清
乾
隆
粉
青
釉
印
花
花

卉
轉
足
碗
﹂
的
X
光
攝
影
透
視
圖

︵
圖
一
︶
中
得
知
全
器
乃
利
用
碗

體
與
外
底
相
接
時
彼
此
看
似
相
互

銜
接
，
但
卻
互
不
相
黏
合
的
組
合

方
式
來
啟
動
整
隻
碗
能
在
底
座
上

旋
轉
。第

二
類
是
器
物
頸
肩
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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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旋
轉
的
作
品
。
此
類
作
品

以
﹁
清
乾
隆
粉
彩
開
光
山
水
雙

耳
轉
心
瓶
﹂
為
代
表
︵
故
瓷
一

○

九
五
六
、
一
七
四
四
二
，
圖

二
︶
。
此
式
作
品
於
器
物
的
腹
部

畫
有
四
個
圓
形
的
開
光
，
開
光
之

內
又
繪
有
春
、
夏
、
秋
、
冬
四
景

山
水
，
間
隙
則
裝
飾
極
精
細
的
藍

錦
地
粉
彩
花
卉
紋
樣
，
營
造
出
四

時
風
景
和
錦
上
添
花
互
相
輝
映
之

風
格
。
同
時
於
頸
肩
兩
側
安
置
雙

耳
，
故
轉
動
時
可
以
雙
耳
為
記
，

依
實
際
狀
況
而
將
頸
肩
旋
轉
至
需

要
搭
配
的
景
致
；
具
有
陳
設
觀

賞
和
表
現
季
節
變
化
的
功
能
。

此
類
轉
頸
罐
其
實
和
﹁
清
乾
隆

粉
彩
干
支
轉
旋
筆
筒
﹂
︵
故
瓷

一
三
五
三
一
、
一
三
五
三
二
，
圖

三
︶
類
似
，
同
樣
能
夠
傳
達
時
間

的
週
期
變
化
。
從
︽
活
計
清
檔
︾

的
紀
錄
和
唐
英
上
呈
乾
隆
皇
帝
的

奏
摺
中
，
得
知
此
類
以
天
干
、
地

支
作
為
旋
轉
標
記
來
記
錄
年
的
循

環
變
化
的
筆
筒
，
確
實
是
清
宮
發

想
、
由
唐
英
完
成
的
創
意
。
最
初

的
用
意
乃
為
配
合
甲
子
年
的
到
來

以
呈
現
﹁
循
環
如
意
、
輻
輳
連

綿
﹂
︵
︽
宮
中
檔
硃
批
奏
摺
．
唐

英
奏
恭
進
筆
筒
摺
︾
︶
的
吉
祥
含

意
，
之
後
或
因
具
有
實
用
的
功

能
，
故
亦
連
續
產
燒
。
而
此
以
文

物
來
傳
達
時
間
變
化
的
概
念
，
屢

見
於
清
宮
造
作
之
列
，
此
處
列
舉

者
不
過
是
官
窯
燒
造
中
的
兩
個
例

子
，
其
他
如
︿
十
二
月
令
圖
﹀
和

︿
清
郎
世
寧
畫
棋
盤
﹀
等
或
亦
能

視
為
是
清
宮
承
襲
傳
統
母
題
再
加

以
改
造
的
新
創
意
。

第
三
類
是
結
構
組
合
中
同

時
包
含
有
內
膽
和
外
瓶
者
，
此

類
作
品
外
瓶
的
裝
飾
又
可
細
分

成
開
光
、
鏤
空
、
交
泰
鏤
空
以
及

內
瓶
完
全
包
覆
於
外
瓶
之
內
等

不
同
的
樣
式
。
它
們
與
前
述
兩
者

最
大
的
不
同
在
於
當
瓶
子
旋
轉

時
，
觀
者
能
透
過
穿
透
的
鏤
空
或

開
光
而
欣
賞
到
內
瓶
的
紋
樣
與
釉

彩
。
關
於
此
類
作
品
的
結
組
，
從

﹁
清
乾
隆
粉
彩
鏤
空
回
紋
葫
蘆
轉

心
瓶
﹂
︵
故
瓷
一
六
九
二○

、

一
七
六
四
七
︶
和
﹁
清
乾
隆
粉
彩

鏤
空
八
卦
轉
心
雙
耳
瓶
﹂
︵
故
瓷

一
七
二
一
四
、
一
七
二
一
五
，
圖

四
︶
的
X
光
透
視
圖
︵
圖
五
︶
和

據
圖
所
復
原
的
剖
面
線
繪
圖
︵
圖

六
︶
來
思
考
，
此
類
作
品
固
然
與

前
面
所
列
舉
者
一
樣
，
須
先
分
段

燒
成
後
再
進
行
結
組
的
工
序
。
但

因
轉
動
部
位
設
於
瓶
頸
之
處
，
故

接
合
之
時
，
勢
必
要
同
時
照
顧
到

瓶
頸
和
器
底
。

雖
然
目
前
僅
從
影
像
而
難
以

對
其
組
合
方
式
遽
下
斷
言
，
︹
註

七
︺

然
而
檢
視
台
北
故
宮
典
藏
中

原
已
鬆
脫
︹
註
八
︺

的
﹁
清
乾
隆
粉

彩
番
蓮
番
螭
紋
轉
心
瓶
﹂
︵
故
瓷

八
八
二
四
，
圖
七
︶
，
卻
意
外
地

發
現
結
組
此
類
轉
旋
瓶
的
一
個
方

圖三    清乾隆    粉彩干支轉旋筆筒    （底書：「乾隆年製」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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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如
圖
版
所
示
，
該
件
作
品
共

分
成
：
內
膽
、
外
瓶
瓶
頸
、
外
瓶

肩
腹
部
一
段
和
外
瓶
底
座
等
四
個

組
成
部
分
︵
圖
八
︶
，
透
過
模
擬

想
像
，
此
件
作
品
燒
成
組
合
時
，

也
許
是
先
將
內
膽
置
於
外
瓶
底
座

之
上
，
之
後
再
罩
上
外
瓶
肩
腹
部

一
段
。
此
時
藉
由
外
瓶
底
座
上
周

緣
已
存
在
的
兩
個
半
圓
形
的
突

旦
罩
上
瓶
頸
，
一
件
具
有
轉
頸
功

能
的
轉
心
瓶
於
是
極
為
穩
當
地
組

裝
完
成
。

透
過
前
述
﹁
清
乾
隆
粉
彩

番
蓮
蟠
螭
紋
轉
心
瓶
﹂
之
結
構
分

析
後
，
再
回
頭
看
台
北
故
宮
典
藏

之
﹁
清
乾
隆
粉
彩
鏤
空
雲
蝠
轉
心

瓶
﹂
︵
故
瓷
一
六
九
二
一
、
一
七

六
一
一
、
一
七
九
一
七
︶
、
﹁
清圖六    「清乾隆    粉彩鏤空八卦轉心雙耳瓶」

剖面復原線繪圖（鄭楚玄繪製）  

圖四    清乾隆    粉彩鏤空八卦轉心雙耳瓶    （底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圖五    「清乾隆    粉彩鏤空回紋葫蘆轉心瓶」

的X光攝影透視圖    （底書：「大清乾隆

年製」篆款）

出
點
，
和
外
瓶
肩
腹
部
一
段
底
緣

向
內
挖
出
的
兩
個
小
半
圓
形
物
之

間
形
如
卡
榫
般
地
扣
合
來
接
合
兩

者
。
最
後
再
套
上
瓶
頸
的
部
分
。

由
於
做
為
內
膽
使
用
、
器
表
描
繪

五
彩
雲
蝠
紋
之
內
瓶
於
近
瓶
口
兩

側
已
燒
結
有
兩
個
小
半
圓
形
突
出

點
，
它
們
足
以
和
瓶
頸
內
部
兩
側

所
設
計
之
內
凹
點
接
合
，
因
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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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清乾隆    粉彩番蓮蟠螭紋轉心瓶    （底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圖八    「清乾隆    粉彩番蓮蟠螭紋轉心瓶」組合圖 
（包括1.內膽  2. 瓶底座  3. 瓶肩腹部  4.外瓶瓶頸）

å

è

é

ç

乾
隆
粉
彩
八
卦
如
意
轉
心
瓶
﹂

︵
故
瓷
一
六
九
二
三
、
一
七
六
四

八
︶
和
﹁
清
乾
隆
霽
青
描
金
游
魚

轉
心
瓶
﹂
︹
註
九
︺

︵
故
瓷
一
七
四

九
五
、
一
七
六
四
六
︶
，
及
收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之
﹁
清
乾
隆
粉
彩
開

光
鏤
空
花
卉
紋
象
耳
轉
心
瓶
﹂
和

﹁
黃
地
青
花
鏤
空
丁
字
形
紋
交
泰

瓶
﹂
等
，
︹
註
十
︺

當
能
明
瞭
這
些
作

品
的
旋
轉
機
能
和
組
合
方
式
或
與

之
類
似
。
至
於
外
觀
結
構
看
起
來

同
樣
具
有
內
膽
和
外
腹
的
﹁
清
乾

隆
青
花
描
金
轉
心
渣
斗
﹂
︵
故
瓷

一
七
一
二○

、
一
七
一
二
一
︶
，

全
器
可
以
旋
轉
的
部
位
卻
位
於
裝

飾
著
金
彩
鏤
空
花
紋
的
腹
部
。

此
外
，
透
過
X
光
透
視
照

攝
，
才
發
現
器
內
亦
深
藏
內
膽
的

﹁
清
乾
隆
古
銅
釉
描
金
葫
蘆
瓶
﹂

︵
故
瓷
一
七
二○

九
，
圖
九
︶
，

全
器
可
以
旋
轉
的
部
位
位
於
底
足

之
處
。
至
於
造
型
結
構
複
雜
，
以

圓
球
形
作
為
承
冠
設
計
重
點
的

﹁
清
乾
隆
粉
彩
鏤
空
雲
龍
轉
心
冠

架
﹂
︵
故
瓷
一○

九
五
九
、
一

○

九
六○

、
一
六
九
二
二
和

一
七
九
一
五
︶
一
類
的
作
品
︵
圖

十
︶
，
不
僅
造
型
與
十
七
世
紀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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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清乾隆    古銅釉描金葫蘆瓶」X光透視圖    
（底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圖十    清乾隆    粉彩鏤空雲龍轉心冠架    （底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行
於
歐
洲
的
假
髮
髮
架
十
分
相

似
，
且
透
過
手
的
觸
控
，
整
個
鏤

空
圓
球
形
亦
能
夠
在
承
盤
之
上
旋

轉
，
又
由
於
承
盤
之
下
的
支
柱
同

樣
具
有
穿
透
內
膽
的
結
構
組
合
，

故
亦
將
之
歸
於
此
一
類
別
中
。

帝
王
品
味
影
響
旋
轉
機
能

的
改
變

台
北
故
宮
之
外
，
傳
世
尺
寸

超
過
六
十
公
分
以
上
的
轉
心
瓶
，

除
南
博
典
藏
一
件
之
外
，
︹
註
十
一
︺

其
餘
多
數
收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
從

已
發
表
的
旋
轉
機
巧
看
來
，
典
藏

於
南
博
且
於
組
合
上
又
可
細
分
成

蓋
、
頸
、
外
瓶
、
內
膽
、
夾
層
和

底
盤
等
多
層
次
組
合
的
﹁
清
乾
隆

霽
青
釉
粉
彩
乾
隆
行
圍
圖
轉
旋

瓶
﹂
︵
圖
十
一
︶
，
全
器
除
以
頸

部
作
為
啟
動
旋
轉
的
設
計
在
概
念

上
還
能
與
前
述
尺
寸
較
小
者
相
通

外
，
整
件
作
品
在
結
構
上
已
逐
漸

擴
大
外
瓶
和
內
膽
之
間
的
間
距
，

使
得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的
夾
層
扮
演

著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尤
其
是
整

件
作
品
旋
轉
時
，
加
設
於
內
膽
的

紋
飾
與
釉
彩
，
以
及
懸
吊
於
夾
層

中
，
表
現
出
帝
王
行
圍
、
民
眾
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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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清乾隆    霽青釉粉彩乾隆行圍圖轉旋瓶    南京博物院藏

迎
的
立
體
牙
雕
人
物
、
動
物
等
，

皆
能
生
動
異
常
地
展
演
在
觀
者
的

眼
前
。
此
類
轉
心
瓶
從
夾
層
的
加

設
、
立
雕
人
物
和
動
物
的
安
排
，

乃
至
於
在
瓶
頸
和
外
瓶
之
間
，
以

及
內
膽
和
外
瓶
底
部
所
加
裝
的
墊

圈
和
約
束
圈
，
甚
或
使
用
銅
絲
、

銅
片
支
架
等
來
固
定
人
物
，
或
為

傳
達
牙
雕
人
物
形
象
生
動
的
效
果

所
增
加
的
擺
軸
或
擺
陀
等
，
皆
讓

轉
心
瓶
的
產
製
由
單
純
地
以
手
操

作
來
觀
賞
平
面
圖
繪
的
模
式
，
逐

漸
邁
向
更
為
立
體
、
多
元
的
方
向

發
展
。尤

有
甚
者
，
一
件
典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
尺
寸
超
過
七
十
公
分

以
上
之
﹁
天
藍
地
鏤
空
轉
心
大
套

瓶
﹂
︵
圖
十
二
︶
則
又
展
現
出
完
全

不
同
於
南
博
藏
品
的
設
計
機
巧
。

從
外
觀
上
看
，
該
件
作
品
同
樣
包

含
有
外
瓶
、
內
膽
和
鏤
空
開
光
的

組
合
與
裝
飾
，
但
據
北
京
故
宮
的

研
究
員
所
作
的
分
析
，
該
件
作
品

的
﹁
轉
心
器
由
一
根
木
製
的
長
軸

與
八
個
薄
銅
片
製
成
的
勺
形
扇
葉

及
木
製
的
菊
花
形
齒
輪
組
成
﹂
。

︹
註
十
二
︺

同
時
，
啟
動
旋
轉
功
能
時

亦
須
注
水
入
瓶
，
當
水
流
進
瓶

圖十二    清乾隆    天藍地鏤空轉心大套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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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
穿
透
加
置
於
頸
內
且
表
面
開

設
有
小
穿
孔
的
瓷
板
，
由
於
該
小

穿
孔
﹁
孔
下
接
一
小
銅
管
直
通
內

瓶
，
銅
管
的
口
部
對
準
內
瓶
裡
的

勺
形
扇
葉
，
當
水
流
到
扇
葉
時
，

水
的
沖
力
便
引
起
扇
葉
和
齒
輪
同

時
轉
動
﹂
，
隨
即
能
帶
動
內
瓶
的

旋
轉
，
讓
裝
飾
於
內
的
西
洋
人
物

進
寶
圖
能
夠
活
靈
活
現
地
在
開
光

之
內
旋
轉
起
來
。
此
處
除
了
以
流

水
、
齒
輪
引
導
內
瓶
的
旋
轉
值
得

注
意
之
外
，
內
膽
無
底
、
外
瓶
底

部
亦
留
有
近
似
瀉
水
之
穿
孔
，
內

膽
之
內
又
架
設
著
包
含
木
、
瓷
和

銅
等
不
同
質
材
的
機
件
組
合
，
似

乎
再
度
將
轉
心
瓶
的
產
製
導
向
以

機
械
動
力
操
作
的
設
計
。

據
此
回
溯
轉
心
瓶
或
轉
足

碗
初
創
完
成
之
樣
貌
，
發
現
兩
者

存
在
極
為
不
同
的
機
能
和
組
合
變

化
。
也
就
是
說
唐
英
所
創
者
相
當

在
意
於
瓷
器
本
身
的
裝
飾
及
釉
彩

的
表
現
，
其
目
的
主
要
是
讓
觀
者

得
以
透
過
手
的
操
作
近
觀
作
品
的

圖十三    清乾隆    霽青描金游魚轉心瓶    底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細
部
，
享
受
自
在
把
玩
的
樂
趣
。

以
﹁
清
乾
隆
霽
青
描
金
游
魚
轉
心

瓶
﹂
為
例
︵
圖
十
三
︶
，
此
件
作

品
腹
部
開
挖
有
四
個
如
意
雲
形
開

光
，
當
輕
轉
瓶
頸
，
描
繪
於
內
膽

的
金
魚
逐
水
草
圖
案
遂
如
同
連
環

圖
畫
般
地
呈
現
在
觀
者
的
眼
前
。

此
種
將
平
面
圖
繪
轉
換
成
動
態
的

如
同
走
馬
燈
般
旋
轉
的
效
果
，
曾

被
視
為
是
源
自
於
傳
統
的
新
創

意
，
︹
註
十
三
︺

但
也
有
從
具
近
觀
功

能
來
考
量
，
以
為
轉
心
瓶
或
和
歐

洲
王
室
於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時
以

車
床
車
鏇
技
術
製
作
的
象
牙
套
球

具
有
共
通
的
特
性
。
︹
註
十
四
︺

但
無

論
是
什
麼
？
這
類
看
起
來
像
是
同

時
混
融
著
傳
統
和
西
方
影
響
在
內

的
瓷
器
，
正
是
十
八
世
紀
宮
廷
造

作
經
常
出
現
的
風
格
特
徵
之
一
。

特
別
是
以
同
時
包
含
有
內
膽

和
外
瓶
的
轉
心
瓶
來
觀
察
的
話
，

不
管
是
開
光
、
鏤
空
，
儘
管
其
原

創
點
並
非
完
全
脫
離
傳
統
的
範

疇
，
但
於
製
作
過
程
中
為
了
進
一

步
傳
達
穿
透
觀
賞
的
功
能
，
已
大

膽
地
將
原
來
可
能
只
是
平
面
圖
繪

的
開
光
紋
樣
，
一
刀
切
下
去
以
力

求
內
外
對
應
之
立
體
效
果
，
嚴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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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起
來
並
不
常
出
現
於
乾
隆
時
期

之
前
。
︹
註
十
五
︺

但
若
從
平
面
往
立

體
發
展
的
角
度
來
考
量
，
事
實
上

清
康
熙
時
期
景
德
鎮
瓷
窯
的
生
產

中
已
出
現
立
體
瓷
塑
，
而
此
類
被

稱
之
為
象
生
器
的
作
品
又
被
視
為

是
與
西
方
的
影
響
息
息
相
關
。
︹
註

十
六
︺

在
此
之
下
，
乾
隆
官
窯
轉
心

瓶
的
造
型
風
格
，
一
方
面
固
可
視

為
是
清
朝
官
窯
的
燒
製
從
康
熙
至

乾
隆
朝
一
脈
相
承
的
發
展
變
化
。

另
一
方
面
透
過
鏤
空
開
光
裝
飾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多
層
次
和
立
體
效

果
，
不
僅
出
現
於
乾
隆
官
窯
，
同

時
也
存
在
於
十
七
世
紀
末
十
八
世

紀
初
歐
洲
王
室
所
收
藏
的
瓷
器
之

列
，
︹
註
十
七
︺

從
中
亦
反
映
出
某
種

與
西
方
相
關
連
的
審
美
趣
味
。

中
西
交
流
意
象
的
聯
想

再
就
旋
轉
的
機
能
而
言
，

環
顧
乾
隆
之
前
的
中
國
陶
瓷
史
，

雖
然
鮮
少
出
現
可
以
轉
動
的
瓷

器
，
但
兩
件
出
土
自
江
西
高
安
窖

藏
的
元
朝
﹁
釉
裡
紅
堆
塑
蟠
龍
紋

高
足
轉
杯
﹂
和
﹁
釉
裡
紅
折
枝
菊

花
紋
轉
杯
﹂
卻
可
視
為
是
乾
隆
之

前
以
子
母
榫
相
嵌
合
來
使
杯
體
能

夠
轉
動
的
例
子
。
︹
註
十
八
︺

儘
管
如

乾
隆
十
年
︵
一
七
四
五
︶
左
右
由

唐
英
承
造
的
轉
心
瓶
和
乾
隆
十
八

年
︵
一
七
五
三
︶
時
由
皇
帝
下
令

燒
製
的
﹁
鬥
龍
舟
打
觔
斗
人
轉
旋

瓶
﹂
所
可
能
形
塑
出
來
的
式
樣
，

好
像
可
以
從
中
感
受
到
對
旋
轉
機

能
的
兩
種
不
同
要
求
。
對
照
至
實

物
，
也
發
現
不
管
是
具
有
陳
設
實

用
功
能
的
清
乾
隆
﹁
粉
彩
干
支
轉

旋
筆
筒
﹂
或
以
觀
賞
把
玩
為
主
的

﹁
霽
青
描
金
游
魚
轉
心
瓶
﹂
等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旋
轉
機
能
和
結
構
組

合
，
其
實
皆
和
南
博
及
北
京
故
宮

典
藏
的
大
件
轉
心
瓶
十
分
不
同
。

如
果
以
簡
單
和
複
雜
來
區

分
兩
者
的
結
構
組
合
，
唐
英
創
燒

者
無
疑
是
屬
於
簡
單
的
類
型
，
而

南
博
和
北
京
故
宮
的
大
件
轉
心
瓶

當
然
是
複
雜
的
例
子
。
雖
然
從
現

有
的
資
料
無
法
斷
定
轉
心
瓶
的
燒

造
與
演
變
一
定
是
從
簡
單
發
展
至

複
雜
的
過
程
，
但
是
﹁
清
乾
隆
霽

青
釉
粉
彩
乾
隆
行
圍
圖
轉
旋
瓶
﹂

的
出
現
，
確
實
讓
我
們
體
會
到

工
匠
已
盡
可
能
地
加
強
內
瓶
的
立

體
裝
飾
。
以
此
對
照
乾
隆
皇
帝
對

﹁
鬥
龍
舟
打
觔
斗
人
轉
旋
瓶
﹂
的

期
待
時
，
令
人
無
法
不
懷
疑
此
一

讓
轉
心
瓶
的
燒
製
轉
向
更
為
靈
活

此
，
十
四
世
紀
和
十
八
世
紀
畢
竟

相
隔
四
百
年
，
在
沒
有
足
夠
的
證

據
足
以
連
接
兩
者
之
前
，
乾
隆
朝

轉
心
瓶
的
製
作
是
否
可
以
直
接
上

溯
到
元
朝
？
是
一
個
猶
待
觀
察
的

問
題
。
不
過
單
就
清
朝
而
言
，
對

於
可
以
轉
動
的
文
物
產
生
興
趣
進

而
起
身
製
作
似
亦
開
始
於
乾
隆
之

前
。
從
︽
活
計
清
檔
︾
得
知
清
世

宗
雍
正
時
期
已
出
現
﹁
轉
盒
﹂
、

﹁
轉
桌
﹂
一
類
文
物
的
產
製
，
而

此
一
風
潮
延
續
至
乾
隆
時
期
，
也

相
繼
出
現
﹁
轉
盤
筆
筒
﹂
、
﹁
轉

盤
冠
架
﹂
等
文
物
的
製
作
，
且
其

時
間
點
要
比
轉
心
瓶
創
燒
的
時
間

要
更
早
一
些
，
就
此
看
來
，
轉
心

瓶
的
燒
製
雖
由
唐
英
及
其
助
手
老

格
所
創
，
但
並
不
排
除
是
受
到
雍

乾
之
際
清
宮
所
充
斥
著
對
轉
動
文

物
深
感
興
趣
的
帝
王
品
味
的
影
響

所
致
。同

樣
地
，
對
旋
轉
文
物
產
生

興
趣
的
出
發
點
是
否
與
西
方
有
關

呢
？
其
實
如
從
裝
設
有
機
械
動
力

的
西
方
玩
具
像
是
﹁
自
行
虎
﹂
、

﹁
自
行
人
﹂
等
︹
註
十
九
︺

存
在
於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
之
前
的
清
宮

看
來
，
也
許
很
難
排
除
兩
者
之
間

可
能
存
在
的
關
係
。
特
別
是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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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鍵
點
或
是
和
乾
隆
皇
帝
所
加

諸
於
旋
轉
機
能
的
意
圖
有
關
。
特

別
是
，
了
解
收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

在
結
構
上
組
合
又
遠
比
南
博
典
藏

更
為
複
雜
的
﹁
天
藍
地
鏤
空
轉
心

大
套
瓶
﹂
之
後
，
從
其
旋
轉
機
能

的
操
作
上
已
嘗
試
利
用
水
流
和
齒

輪
結
合
的
機
械
動
力
來
帶
動
瓶
子

的
轉
動
，
在
這
項
看
似
往
更
為
複

雜
發
展
的
轉
變
過
程
中
，
如
果
再

結
合
乾
隆
十
七
年
︵
一
七
五
二
︶

時
皇
帝
指
示
做
鐘
處
改
製
西
洋
鐘

時
務
必
產
造
﹁
逢
打
鐘
時
要
開

花
﹂
，
︹
註
二
十
︺

以
及
他
堅
持
為
西

洋
座
鐘
安
置
跑
人
、
轉
花
等
配

備
，
當
能
從
中
體
會
到
一
份
出
自

皇
帝
，
表
現
上
看
起
來
像
似
執
意

於
動
態
效
果
的
追
求
，
其
實
背
後

卻
可
能
蘊
含
著
一
分
與
西
洋
相

關
，
又
意
圖
超
越
的
交
流
意
象
。

︹
註
二
一
︺

作
者
按
：
文
中
述
及
之
文
物
品
名
仍
維
持
本
院
原

有
之
定
名
，
日
後
是
否
重
新
修
正
為
造
辦
處
檔
案

中
之
品
名
，
將
會
同
相
關
人
員
研
議
之
後
定
案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