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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久
以
來
，
學
界
研
究
因
依
據
清
人
藍
浦
︽
景
德
鎮
陶
錄
︾

︵
一
八
一
五
︶
中
對
於
乾
隆
時
期
督
陶
官
唐
英
﹁
既
復
奉
旨
恭
編
陶
冶
圖

二
十
頁
，
次
第
作
圖
說
進
呈
﹂
一
事
的
記
載
，
遂
將
︽
陶
冶
圖
冊
︾
之

︿
陶
冶
圖
說
﹀
的
撰
寫
，
看
成
是
唐
英
對
乾
隆
官
窯
所
貢
獻
的
重
要
成
就

之
一
。
然
而
，
近
年
來
隨
著
造
辦
處
︽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清
檔
︾
︶
檔
案
記
事
史
料
使
用
的
普
及
，
以
及
唐
英
上
呈
皇
帝

奏
摺
也
大
量
被
摘
錄
出
版
，
對
於
清
乾
隆
本
︽
陶
冶
圖
冊
︾
的
繪
製
，
乃

至
於
因
應
二
十
幅
圖
畫
所
撰
述
的
圖
說
等
，
也
產
生
從
不
同
角
度
解
讀
的

可
能
性
。
在
此
脈
絡
下
，
本
文
擬
從
乾
隆
皇
帝
主
導
的
面
向
來
看
此
一
圖

冊
所
呈
現
出
來
，
由
皇
帝
一
手
規
劃
的
理
想
官
窯
意
象
。

清
乾
隆 

︽
陶
冶
圖
冊
︾
的

  

繪
製
背
景
與
創
作
意
圖

余
佩
瑾

︽
陶
冶
圖
冊
︾
中
包
含
有
採
石
製

泥
、
淘
練
泥
土
、
煉
灰
配
釉
、
製
造
匣

缽
、
圓
器
修
模
、
圓
器
拉
坯
、
琢
器
造

坯
、
採
取
青
料
、
揀
選
青
料
、
印
坯
乳

料
、
圓
器
青
花
、
製
畫
琢
器
、
蘸
釉
吹

釉
、
鏇
坯
挖
足
、
成
坯
入
窯
、
燒
坯
開

窯
、
圓
琢
洋
采
、
明
爐
暗
爐
、
束
草
裝

桶
、
祀
神
酬
願
等
二
十
則
生
產
流
程
，
此

一
工
序
在
宋
伯
胤
的
研
究
中
，
將
之
看
成

是
足
以
和
李
國
楨
筆
下
現
代
製
瓷
工
藝
流

程
相
對
照
的
步
驟
。
其
中
採
石
製
泥
、
陶

練
泥
土
為
原
料
的
採
集
、
處
理
及
坯
泥
的

製
備
，
而
圓
器
修
模
、
圓
器
拉
坯
、
琢
器

作
坯
為
成
形
的
過
程
，
又
印
坯
乳
料
、
圓

器
青
花
、
製
畫
琢
器
，
為
置
備
彩
料
及
雕

畫
彩
飾
。
至
於
煉
灰
配
釉
、
蘸
釉
吹
釉
即

為
調
製
釉
料
和
施
釉
，
而
鏇
坯
挖
足
為
修

坯
，
燒
坯
開
窯
代
表
燒
成
，
圓
琢
洋
彩
是

釉
上
彩
繪
，
明
爐
暗
爐
指
低
溫
烘
燒
釉
上

彩
，
束
草
裝
桶
則
為
包
裝
運
送
。
︵
註
一
︶

但
是
回
溯
當
初
創
作
此
一
生
產
流

程
圖
的
背
景
，
卻
鮮
見
完
整
的
紀
錄
。
只

能
在
︽
活
計
清
檔
︾
中
發
現
兩
則
相
關
的

說
明
。
其
中
第
一
則
資
料
出
現
在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四○

︶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
司

庫
圖
拉
來
說
，
太
監
毛
團
傳
旨
交
陶
冶
圖

冊
二
十
幅
，
著
唐
岱
畫
樹
石
，
孫
祜
畫
界

畫
，
丁
觀
鵬
畫
人
物
。
﹂
︵
註
二
︶

第
二
則
資
料
出
現
在
乾
隆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四
月
初
八
日
：
﹁
司
庫
白

世
秀
來
說
太
監
胡
世
傑
、
高
玉
交
陶
冶
圖

二
十
張
，
傳
旨
：
著
將
此
圖
交
與
唐
英
，

按
每
張
圖
上
所
畫
係
做
何
枝
葉
詳
細
寫

來
，
話
要
文
些
，
其
每
篇
字
數
要
均
勻
，

或
多
十
數
字
，
少
十
數
字
亦
可
。
其
取
土

之
山
與
夫
取
料
取
水
之
處
，
皆
寫
明
地

名
，
再
將
此
圖
十
二
幅
，
按
陶
冶
先
後
次

第
編
明
送
來
﹂
。
至
同
月
十
一
日
，
﹁
司

庫
白
世
秀
將
繕
寫
得
陶
冶
圖
上
諭
摺
片
一

件
，
持
進
交
高
玉
等
轉
奏
奉
旨
：
將
此
改

正
摺
片
與
陶
冶
圖
俱
交
唐
英
。
﹂
︵
註
三
︶

透
過
這
兩
則
資
料
，
我
們
至
少
可
以

從
中
整
理
出
幾
個
可
能
的
切
面
，
首
先
，

無
論
乾
隆
三
年
還
是
八
年
，
從
皇
帝
下
旨

繪
製
陶
冶
圖
，
事
先
並
無
徵
詢
督
陶
官
唐

英
，
透
露
此
一
圖
冊
的
繪
製
非
常
有
可
能

是
出
自
乾
隆
皇
帝
自
己
的
意
向
。
但
是
乾

隆
皇
帝
何
以
要
繪
製
陶
冶
圖
呢
？
此
點
從

乾
隆
三
年
皇
帝
下
旨
交
陶
冶
圖
冊
二
十

幅
，
並
欽
點
畫
者
人
選
。
而
令
人
懷
疑
皇

《陶冶圖冊‧圖次紀略》（八）採取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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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下
旨
交
下
的
東
西
也
有
可
能
是
一
本

樣
本
。
特
別
是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
活
計
清
檔
︾
五
月
十
一
日
的
記
事
中
曾

出
現
：
﹁
據
圓
明
園
來
帖
內
稱
，
內
務
府

總
管
年
希
堯
傳
旨
：
著
畫
燒
瓷
器
樣
子
﹂

︵
註
四
︶

，
以
及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亦
收

藏
有
傳
稱
繪
製
於
雍
正
時
期
的
︽
陶
冶
圖

冊
︾
，
而
讓
筆
者
以
為
在
沒
有
其
他
足
夠

的
資
訊
，
足
以
排
除
雍
正
朝
存
在
有
︽
陶

冶
圖
冊
︾
之
下
，
可
能
暫
時
無
法
將
乾
隆

朝
︽
陶
冶
圖
冊
︾
視
為
是
始
創
於
乾
隆
皇

帝
，
並
由
他
親
自
主
導
繪
製
的
作
品
。
相

反
地
，
因
應
雍
正
朝
可
能
存
︽
陶
冶
圖

冊
︾
的
狀
況
，
可
能
更
需
要
思
考
的
是
，

︽
陶
冶
圖
冊
︾
的
繪
製
若
非
始
創
於
乾
隆

時
期
，
那
麼
乾
隆
皇
帝
依
循
之
後
的
改

變
，
又
是
什
麼
呢
？

其
次
，
關
於
乾
隆
三
年
和
八
年
所
繪

者
，
是
否
為
同
一
本
的
問
題
，
由
於
︽
石

渠
寶
笈
︾
曾
記
載
孫
祜
、
周
鯤
、
丁
觀
鵬

合
繪
︽
陶
冶
圖
冊
︾
之
事
，
且
此
一
著
錄

與
臺
北
私
人
收
藏
本
︵
註
五
︶

所
具
備
圖

說
由
唐
英
撰
寫
，
戴
臨
抄
題
，
圖
畫
由
孫

祜
、
周
鯤
和
丁
觀
鵬
合
繪
完
成
於
乾
隆
八

年
的
狀
況
完
全
一
致
下
，
傳
世
臺
北
私
人

收
藏
本
或
能
因
此
而
視
為
是
︽
石
渠
寶

笈
︾
所
記
錄
者
，
同
時
也
可
能
正
是
乾
隆

八
年
︽
活
計
清
檔
︾
述
及
但
未
指
出
畫
者

為
何
人
的
那
一
本
︽
陶
冶
圖
冊
︾
。
至
於

︽
活
計
清
檔
︾
述
及
乾
隆
三
年
由
唐
岱
、

孫
祜
、
丁
觀
鵬
合
繪
之
︽
陶
冶
圖
冊
︾
，

目
前
並
不
見
傳
世
。
在
這
個
環
結
上
，
也

容
易
令
人
產
生
乾
隆
三
年
皇
帝
下
旨
交
代

繪
製
的
作
品
，
也
許
有
可
能
一
直
畫
到
乾

隆
八
年
方
完
成
。
那
麼
乾
隆
八
年
本
︽
陶

冶
圖
冊
︾
又
未
嘗
不
能
是
乾
隆
三
年
皇
帝

交
下
繪
製
的
圖
畫
，
只
是
畫
者
之
一
的
唐

岱
日
後
被
周
鯤
取
代
而
已
。
這
是
面
對
當

今
惟
一
一
件
乾
隆
朝
傳
世
品
所
無
法
排
除

的
另
一
種
推
測
。

不
過
不
管
真
象
為
何
，
畫
者
的
身

分
及
他
們
與
皇
帝
之
間
的
交
情
，
仍
然

透
露
皇
帝
對
繪
製
此
一
本
圖
冊
的
期
待
。

例
如
乾
隆
三
年
皇
帝
欽
點
堪
稱
一
時
之
選

的
三
位
畫
家
中
，
唐
岱
曾
被
康
熙
皇
帝
賜

授
﹁
畫
狀
元
﹂
，
在
雍
正
時
期
又
獲
賜
授

﹁
騎
都
尉
﹂
的
職
銜
，
乾
隆
皇
帝
甚
至
以

﹁
我
愛
唐
生
畫
﹂
來
形
容
他
對
唐
岱
畫
作

的
欣
賞
及
兩
人
的
交
遊
狀
況
︵
註
六
︶

。
其

他
兩
位
畫
家
孫
祜
和
丁
觀
鵬
，
於
乾
隆
六

年
︵
一
七
四
一
︶
皆
被
授
封
為
一
等
畫
畫

人
，
月
領
錢
糧
銀
八
兩
，
公
費
銀
三
兩
，

平
均
所
得
超
過
一
般
正
六
品
官
職
官
員
︵
註

七
︶
。
至
於
出
現
在
臺
北
私
人
收
藏
本
︽
陶

冶
圖
冊
︾
的
周
鯤
，
因
亦
擁
有
一
等
畫
畫

人
的
職
級
︵
註
八
︶

，
故
同
樣
在
專
業
職
級

及
其
與
乾
隆
皇
帝
的
關
係
上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
陶
冶
圖
冊
︾
的
重
視
。

除
了
畫
家
之
外
，
乾
隆
皇
帝
又
指
定

督
陶
官
唐
英
為
圖
配
寫
說
明
，
也
非
常
清

楚
地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希
望
透
過
對
生
產

流
程
相
當
熟
悉
的
人
來
呈
現
他
治
下
官
窯

的
樣
貌
。
尤
其
是
皇
帝
下
旨
之
際
，
雖
然

表
露
於
文
字
中
存
在
有
﹁
多
十
數
字
﹂
和

﹁
少
十
數
字
亦
可
﹂
的
彈
性
，
然
而
從
其

﹁
話
要
文
些
﹂
和
﹁
字
數
要
均
勻
﹂
的
指

示
中
，
還
是
能
夠
間
接
感
受
到
乾
隆
皇
帝

其
實
想
要
親
自
加
以
規
範
的
態
度
。
而
此

想
法
最
後
也
落
實
在
他
對
於
唐
英
進
呈
文

字
的
修
改
上
，
皇
帝
親
自
修
改
督
陶
官
撰

寫
的
圖
說
，
又
從
另
一
個
面
向
再
度
反
映

出
他
對
此
本
︽
陶
冶
圖
冊
︾
的
關
注
，
但

是
相
對
於
乾
隆
皇
帝
的
態
度
，
督
陶
官
唐

英
卻
有
截
然
不
同
的
反
應
。

唐
英
的
想
法
清
楚
地
呈
現
在
他
的

奏
摺
中
，
唐
英
以
為
﹁
至
陶
務
為
瑣
屑
工

（十六）燒坯開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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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圖
既
未
備
，
編
亦
不
能
詳
列
。
為
謹

就
圖
中
所
載
，
遵
旨
編
次
﹂
︵
註
九
︶

。

從
督
陶
官
對
於
以
陶
冶
流
程
為
圖
所
產
生

的
疑
惑
中
，
可
以
想
見
督
陶
官
與
皇
帝
之

間
對
於
︽
陶
冶
圖
冊
︾
的
繪
製
存
在
著
非

常
不
同
的
觀
感
。
不
僅
如
此
，
以
傳
世
私

人
收
藏
本
︽
陶
冶
圖
冊
︾
為
例
，
在
部
分

圖
說
中
，
唐
英
也
非
常
直
接
的
指
出
畫
中

存
在
的
非
專
業
的
部
分
，
如
在
﹁
採
取
青

料
﹂
一
圖
的
圖
說
中
，
唐
英
以
為
：
﹁
圖

中
所
繪
特
詳
採
取
，
其
於
製
煉
則
未
及

焉
﹂
，
同
時
又
對
﹁
揀
選
青
料
﹂
一
圖
表

達
：
﹁
圖
內
筐
盛
匣
缽
乃
屬
點
綴
，
非
選

料
正
意
﹂
，
至
於
﹁
燒
坯
開
窯
﹂
一
圖
，

在
唐
英
眼
中
不
過
是
﹁
圖
內
據
案
包
紮
者

為
出
窯
瓷
器
，
肩
運
柴
片
者
為
現
在
燒

窯
，
其
搬
運
出
窯
情
形
未
詳
繪
也
﹂
。
換

言
之
，
透
過
唐
英
不
自
覺
表
露
於
圖
說
中

的
看
法
，
益
發
能
夠
感
受
到
︽
陶
冶
圖

冊
︾
背
後
所
存
在
的
帝
王
主
導
的
背
景
。

惟
其
如
此
，
置
於
全
冊
頁
之
首
非

出
自
唐
英
筆
下
，
卻
有
作
為
整
本
︽
陶
冶

圖
冊
︾
序
文
作
用
的
﹁
圖
次
紀
略
﹂
，
或

可
視
為
是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陶
冶
概
念
的
說

明
。
此
一
﹁
圖
次
紀
略
﹂
除
了
配
合
二
十

幅
圖
畫
和
二
十
則
說
明
作
冠
冕
堂
皇
的
綜

述
之
外
，
整
篇
文
章
一
開
始
即
開
宗
明
義

指
出
：
﹁
粵
稽
虞
代
肇
興
，
陶
正
之
官
載

讀
考
工
，
詳
列
陶
瓦
之
職
。
是
知
埏
埴
為

器
，
日
用
必
資
，
故
應
闡
發
精
微
，
用
以

昭
垂
永
久
。
﹂
當
可
視
為
是
乾
隆
皇
帝
有

意
想
將
乾
隆
官
窯
放
進
一
個
足
以
連
結
古

代
聖
人
的
產
燒
脈
絡
中
的
反
映
。
據
此
，

追
溯
歷
史
典
故
，
可
以
發
現
所
謂
﹁
粵
稽

虞
代
肇
興
，
陶
正
之
官
載
讀
考
工
，
詳
列

陶
瓦
之
職
﹂
之
句
，
應
能
分
成
兩
個
層
次

來
理
解
，
其
一
是
有
關
﹁
粵
稽
虞
代
﹂
的

典
故
，
大
約
可
以
溯
及
至
︽
史
記
︾
五
帝

本
記
中
關
於
﹁
舜
陶
河
濱
，
河
濱
器
皆
不

苦
寙
﹂
的
記
載
︵
註
十
︶

。
其
次
是
有
關

﹁
陶
正
之
官
﹂
的
來
源
，
又
分
別
能
追
溯

至
︽
呂
氏
春
秋
︾
中
﹁
黃
帝
有
陶
正
，
崑

吾
作
陶
﹂
，
和
︽
毛
詩
注
疏
︾
有
關
﹁
虞

闕
父
為
周
初
陶
正
，
武
王
賴
其
利
器
用
，

與
其
神
明
之
後
，
妻
而
封
於
陳
﹂
︵
註

十
一
︶
的
記
載
。
至
於
﹁
載
讀
考
工
，
詳
列

陶
瓦
之
職
﹂
一
句
的
含
意
，
若
對
照
︽
周

禮
︾
︿
考
工
記
﹀
，
則
可
從
有
與
其
他
工

種
並
列
的
﹁
摶
埴
之
工
，
陶
、
瓦
﹂
︵
註

十
二
︶

，
發
現
從
事
陶
器
製
作
的
工
匠
，

可
分
為
陶
人
和
瓦
人
。
而
陶
人
和
瓦
人
掌

管
之
事
為
﹁
凡
陶
、
瓦
之
事
，
髻
、
墾
、

薜
、
暴
不
入
市
﹂
，
也
就
是
凡
器
形
歪

斜
，
釉
面
有
傷
損
的
瓷
器
一
律
不
準
販
售

到
市
場
上
。
由
此
可
知
，
帝
王
投
入
做
陶

和
工
匠
摶
埴
造
器
原
來
都
事
出
有
典
，
由

來
已
久
。
特
別
是
因
為
虞
舜
為
古
代
的
聖

人
，
其
作
陶
於
河
濱
的
故
事
，
日
後
遂
演

變
成
象
徵
帝
王
以
身
作
則
，
以
德
政
感
動

天
下
百
姓
的
﹁
河
濱
遺
範
﹂
。
︵
註
十
三
︶

上
述
﹁
河
濱
遺
範
﹂
、
﹁
陶
正
之

官
﹂
，
﹁
陶
瓦
之
職
﹂
，
至
元
人
毛
應

龍
的
︽
周
官
集
傳
︾
中
，
又
統
合
成
為
：

﹁
陶
人
為
甗
實
二
︙
︙
，
鄭
鍔
曰
孟
子

云
，
萬
室
之
邑
，
一
人
陶
則
器
不
足
用
，

故
周
有
陶
人
之
官
，
又
曰
上
古
聖
人
凝
土

以
為
器
，
堯
世
雖
去
古
遠
，
然
以
天
子
之

尊
，
猶
且
飯
土
瑠
啜
，
土
鉶
傳
及
有
虞
而

益
尚
之
，
故
瓦
棺
泰
尊
猶
載
於
禮
，
孟
子

謂
舜
由
耕
稼
陶
漁
以
至
為
帝
，
馬
遷
言
其

陶
於
河
濱
器
不
苦
寙
，
則
考
工
記
言
有
虞

氏
尚
陶
不
為
無
據
，
後
世
日
移
於
文
金
玉

竹
木
，
其
制
不
一
而
祭
天
之
器
不
廢
陶
瓠

者
，
不
忘
古
且
貴
其
質
也
，
雖
然
祭
天
不

敢
忘
其
質
，
至
於
用
器
之
尚
用
土
者
亦
不

（十三）蘸釉吹釉

（五）圓器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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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廢
之
也
。
故
孟
子
以
為
萬
室
之
邑
，
一

人
陶
則
器
不
足
用
，
此
陶
人
之
官
所
以
見

於
周
歟
︙
︙
﹂
般
的
解
釋
，
在
這
個
解
釋

中
﹁
陶
正
之
官
﹂
不
僅
是
承
襲
自
河
濱
遺

範
、
土
鉶
之
德
的
重
要
職
責
所
在
，
同
時

在
一
個
表
面
上
像
是
負
責
管
理
摶
埴
為
器

職
位
的
背
後
，
亦
具
有
推
廣
帝
王
德
政
的

深
刻
含
意
。
由
於
毛
應
龍
的
︽
周
官
集

傳
︾
收
錄
於
︽
四
庫
全
書
︾
中
，
故
或
能

從
其
應
為
乾
隆
皇
帝
所
知
悉
的
層
面
上
，

進
一
步
推
測
乾
隆
皇
帝
因
思
及
想
要
透
過

個
人
對
陶
冶
的
重
視
，
故
立
意
主
導
︽
陶

冶
圖
冊
︾
的
繪
製
，
來
表
達
他
具
有
和
古

代
聖
人
一
樣
的
德
行
和
同
等
德
政
。

同
時
，
以
臺
北
私
人
收
藏
本
為
例
，

在
此
本
以
官
窯
產
造
為
主
的
冊
頁
中
，
確

實
也
呈
現
其
中
所
存
在
與
一
般
民
窯
十
分

不
同
的
流
程
，
以
及
一
些
特
意
被
強
調
的

細
節
。
例
如
明
人
宋
應
星
︽
天
工
開
物
︾

中
記
述
練
土
過
程
需
經
兩
次
泡
缸
淨
化
的

程
序
，
可
是
在
︽
陶
冶
圖
冊
︾
的
圖
說

中
，
卻
是
三
道
過
濾
的
步
驟
。
同
樣
的
在

製
備
釉
藥
上
，
以
草
木
灰
和
泥
漿
一
起
調

製
的
概
念
，
其
實
︽
天
工
開
物
︾
和
︽
陶

冶
圖
冊
︾
兩
者
皆
大
同
小
異
，
惟
一
的
差

別
的
是
︽
陶
冶
圖
冊
︾
更
為
細
緻
的
區
分

出
上
、
中
、
下
三
等
釉
藥
的
調
配
方
法
。

至
於
大
件
作
品
的
施
釉
方
式
，
︽
陶
冶
圖

冊
︾
採
用
的
是
見
載
於
康
熙
時
期
法
國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殷
弘
緒
書
信
中
所
紀
錄
的
吹

釉
法
。
根
據
殷
弘
緒
兩
封
書
信
的
說
明
，

吹
釉
法
大
約
從
十
八
世
紀
初
開
始
流
行
，

吹
送
的
過
程
，
若
只
單
獨
使
用
一
種
釉

藥
，
會
讓
瓷
器
破
碎
。
而
且
﹁
要
想
吹
得

像
要
求
的
那
樣
勻
稱
是
十
分
困
難
的
﹂
。

︵
註
十
四
︶

但
從
︽
陶
冶
圖
冊
︾
描
述
大
件

器
皆
使
用
吹
釉
法
上
釉
，
且
其
吹
送
次
數

多
時
可
達
十
七
、
八
遍
的
次
數
中
，
可
以

想
見
此
類
吹
釉
技
法
自
康
熙
至
乾
隆
時
期

已
逐
漸
發
展
成
熟
，
及
官
窯
瓷
器
施
釉
過

程
特
重
工
夫
講
究
的
情
形
。

另
一
方
面
，
︽
陶
冶
圖
冊
︾
也
特

別
強
調
﹁
圓
器
修
模
﹂
的
重
要
性
，
根
據

唐
英
監
造
的
經
驗
，
僅
管
鍾
碗
盤
碟
等
器

形
，
看
起
來
相
當
單
純
，
但
因
是
大
量
產

燒
，
故
須
使
用
模
具
來
統
一
尺
寸
。
在
模

製
成
形
過
程
中
，
反
覆
修
模
反
而
成
為
最

重
要
的
步
驟
。
又
因
修
模
需
配
合
窯
火
泥

性
計
算
產
燒
前
後
尺
寸
的
收
縮
變
化
，
而

能
夠
勝
任
此
項
工
作
的
高
手
，
在
督
陶
官

唐
英
眼
中
，
充
其
量
也
不
過
兩
三
名
而

已
。
由
此
可
想
見
，
官
窯
造
作
不
只
要
求

每
一
道
步
驟
務
必
做
到
一
絲
不
苟
，
作
業

過
程
亦
必
挑
選
能
工
巧
匠
為
之
。

此
外
，
從
﹁
揀
選
青
料
﹂
中
也
得

知
官
窯
生
產
過
程
中
分
工
的
必
要
性
，
如

看
起
來
不
甚
有
差
別
的
﹁
畫
﹂
、
﹁
染
﹂

兩
項
技
術
，
在
實
際
操
作
的
過
程
中
卻
屬

於
必
得
分
開
進
行
的
兩
類
作
業
。
同
樣

的
，
書
款
亦
有
專
責
，
而
且
務
必
等
到
畫

坯
、
吹
釉
都
完
工
以
後
才
能
進
行
。
故

知
，
僅
管
唐
英
在
奏
摺
中
曾
表
示
﹁
至
陶

務
為
瑣
屑
工
作
，
圖
既
未
備
，
編
亦
不
能

詳
列
﹂
，
但
在
他
﹁
謹
就
圖
中
所
載
，
遵

旨
編
次
﹂
的
說
明
下
，
依
然
井
然
有
序
地

呈
現
官
窯
產
造
在
練
土
、
施
釉
、
書
款
和

入
窯
燒
造
的
每
一
道
過
程
。
尤
其
是
，
相

較
於
日
本
學
者
吉
田
光
邦
在
文
章
中
所
列

舉
以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左
右
廣
東
瓷
窯
為
例

所
繪
製
的
︽
陶
瓷
工
程
圖
︾
︵
註
十
五
︶

，

也
能
夠
從
入
窯
燒
造
的
部
分
中
，
感
受
到

官
、
民
兩
類
屬
性
不
同
的
窯
廠
，
在
燒
成

步
驟
上
的
分
野
。
如
民
窯
瓷
器
的
裝
燒
，

雖
然
亦
存
在
依
匣
缽
堆
放
的
現
象
，
但

是
，
在
︽
陶
冶
圖
冊
︾
中
，
不
僅
需
要
將

﹁
製
造
匣
缽
﹂
單
獨
提
出
來
作
為
事
前
準

備
的
一
道
必
要
步
驟
，
同
時
將
裝
有
瓷
器

的
匣
缽
置
入
窯
室
之
際
，
亦
需
考
慮
到
作

品
承
受
火
候
的
程
度
，
再
依
次
置
放
其

中
。

有
趣
的
是
，
︽
陶
瓷
工
程
圖
︾
也
出

現
琺
瑯
一
項
，
此
一
現
象
反
映
出
十
八
世

紀
或
因
中
西
交
流
極
為
頻
繁
，
致
使
西
洋

畫
琺
瑯
成
為
流
行
的
商
品
。
影
響
所
及
，

廣
東
佛
山
一
帶
的
窯
廠
在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以
後
也
需
因
應
歐
洲
市
場
需
求
，
而
產
燒

（十四）鏇坯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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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琺
瑯
一
類
的
作
品
。
但
是
，
相
對
於
男

女
老
少
一
起
聚
集
民
窯
繪
製
的
狀
況
，
從

︽
陶
冶
圖
冊
︾
﹁
圓
琢
洋
采
﹂
中
對
繪
製

細
節
的
說
明
，
以
及
入
窯
燒
造
尚
且
需
因

應
器
物
尺
寸
大
小
而
使
用
﹁
明
爐
暗
爐
﹂

分
開
烘
烤
之
區
別
中
，
顯
露
出
官
窯
燒
瓷

一
方
面
極
為
謹
慎
，
另
一
方
面
也
能
對
照

︽
活
計
清
檔
︾
的
記
事
，
而
印
証
圓
琢
洋

采
之
所
以
被
提
出
來
，
在
︽
陶
冶
圖
冊
︾

中
作
為
和
圓
琢
青
花
、
仿
古
系
列
並
列
的

三
項
代
表
產
品
，
其
實
亦
與
此
類
品
目
受

到
乾
隆
皇
帝
重
視
，
且
致
力
推
廣
有
關
。

事
實
上
，
整
本
︽
陶
冶
圖
冊
︾
所
規

畫
的
產
造
流
程
，
令
人
感
到
意
外
地
竟
也

存
在
許
多
和
殷
弘
緒
第
一
封
書
信
內
容
的

相
似
性
。
尤
其
是
第
一
封
信
述
及
工
匠
在

瓷
器
底
部
畫
圈
書
款
之
後
，
對
於
﹁
看
到

一
名
工
人
雙
肩
擔
著
兩
塊
細
長
的
板
子
，

上
面
排
滿
了
瓷
器
，
穿
過
好
幾
條
行
人
如

鯽
的
街
道
卻
不
碰
破
肩
頭
之
物
，
︙
︙
﹂

的
描
述
，
讓
人
彷
彿
能
夠
映
現
︽
陶
冶
圖

冊
︾
中
對
於
﹁
鏇
坯
挖
足
﹂
一
道
工
序
的

描
繪
與
解
說
。
此
外
，
因
兩
篇
文
本
中
又

存
在
一
些
相
同
步
驟
的
描
述
，
且
相
較
之

下
，
殷
弘
緒
書
信
所
載
反
而
出
現
更
多
的

細
節
，
凡
此
種
種
，
不
由
得
令
人
產
生

︽
陶
冶
圖
冊
︾
的
繪
製
難
道
亦
與
殷
弘
緒

的
觀
察
密
切
相
關
？
關
於
此
，
若
思
考
殷

弘
緒
被
派
遣
到
中
國
考
察
，
因
身
兼
法
國

皇
家
科
學
院
通
訊
會
士
，
除
了
傳
教
之

外
，
尚
且
需
兼
作
科
學
考
察
。
其
於
書
信

中
對
於
中
國
陶
冶
的
發
展
及
實
際
燒
造
過

程
所
使
用
的
材
料
與
技
術
的
陳
述
，
固
然

反
映
出
這
些
資
訊
對
當
時
正
思
積
極
開
發

陶
瓷
生
產
的
西
方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之
外
，

他
在
第
二
封
信
的
起
頭
以
觀
察
報
告
的
角

度
對
某
位
收
信
神
父
陳
述
，
說
明
此
類
運

用
﹁
獲
得
的
新
知
識
﹂
所
作
的
關
於
陶
瓷

產
造
技
術
的
報
告
似
亦
屬
於
科
學
觀
察
的

一
種
。
進
而
能
夠
推
測
此
類
以
西
方
觀
點

體
察
釉
藥
配
製
與
施
罩
技
術
的
觀
察
，
透

過
遊
走
於
康
雍
乾
三
朝
造
辦
處
的
西
洋
傳

教
士
的
傳
播
，
或
也
間
接
影
響
清
宮
產
造

的
方
向
。

同
時
，
若
又
考
慮
到
乾
隆
皇
帝
在

乾
隆
十
九
︵
一
七
五
四
︶
和
三
十
八
年

︵
一
七
七
三
︶
兩
年
曾
分
別
與
錢
德
明
和

蔣
友
仁
兩
位
傳
教
士
對
話
，
在
對
談
中
乾

隆
皇
帝
重
新
溯
及
法
國
皇
家
科
學
院
成
立

的
背
景
，
和
他
所
聽
到
的
關
於
聖
彼
得
科

學
院
的
盛
況
等
︵
註
十
六
︶

，
據
此
情
境
，

再
回
看
此
類
以
陶
冶
流
程
為
題
的
畫
作
，

除
了
能
夠
將
之
納
入
清
初
帝
王
所
主
導
繪

製
的
︽
耕
織
圖
︾
、
︽
棉
花
圖
︾
一
類
冊

頁
的
脈
絡
中
加
以
考
量
之
外
，
因
整
本

︽
陶
冶
圖
冊
︾
的
背
後
也
存
在
對
陶
冶
流

程
技
術
層
面
的
掌
握
與
陳
述
，
以
及
西
方

技
法
的
重
新
改
良
與
運
用
等
，
故
亦
不
排

除
將
之
視
為
是
背
後
或
也
包
含
有
西
潮
衝

擊
影
響
因
素
在
內
的
一
件
作
品
。

最
重
要
的
是
，
回
歸
到
清
宮
產
造

的
脈
絡
中
，
從
和
繪
製
︽
陶
冶
圖
冊
︾

差
不
多
時
間
中
皇
帝
所
進
行
的
各
項
與
陶

瓷
產
燒
相
關
事
項
的
交
叉
對
比
中
，
也
能

夠
了
解
︽
陶
冶
圖
冊
︾
的
創
作
意
圖
。
也

就
是
說
，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皇
帝

一
方
面
發
佈
瓷
器
款
識
﹁
俱
照
此
篆
字
款

式
，
輕
重
成
造
﹂
，
另
一
方
面
也
下
旨
點

出
﹁
窯
上
若
另
有
舊
樣
，
仍
隨
新
樣
燒

造
﹂
之
後
，
他
又
在
乾
隆
三
年
皇
帝
下
旨

追
查
庫
存
康
雍
兩
朝
瓷
器
︵
註
十
七
︶

，
此

時
也
因
發
現
乾
隆
官
窯
的
成
品
數
量
少
且

釉
水
不
好
，
而
首
度
下
旨
申
飭
唐
英
。
且

此
例
一
開
之
後
，
唐
英
似
乎
避
不
掉
乾
隆

對
他
的
譴
責
，
我
們
從
乾
隆
六
年
、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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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七
九
五
︶
為
止
。
在
皇
帝
強
烈
的
督

促
下
，
無
論
是
唐
英
或
唐
英
之
後
的
督
陶

官
皆
需
按
年
呈
報
燒
造
費
用
與
數
量
，
以

免
陷
入
被
追
討
和
索
賠
的
窘
境
。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陶
冶
事
務
的
投
入
，
其
深
刻
的
程

度
令
人
感
到
驚
奇
，
但
若
考
慮
到
全
美
的

瓷
器
具
有
象
徵
聖
人
德
行
的
意
涵
，
以
及

規
範
有
致
的
官
窯
足
以
連
結
古
代
聖
人

﹁
河
濱
遺
範
﹂
的
象
徵
意
含
，
當
不
難
理

解
乾
隆
皇
帝
創
作
︽
陶
冶
圖
冊
︾
的
意
圖

所
在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年
︵
一
七
四
七
︶
、
十
三
年
、
十
五
年

︵
一
七
五○

︶
和
十
九
年
，
皇
帝
不
斷
以

﹁
瓷
器
甚
糙
﹂
、
﹁
釉
水
不
好
﹂
、
﹁
亦

有
破
的
﹂
，
或
﹁
缺
釉
﹂
、
﹁
毛
邊
﹂
、

﹁
足
破
﹂
為
由
來
責
備
督
陶
官
中
，
大
約

也
可
以
想
見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燒
造
﹁
全

美
﹂
瓷
器
的
要
求
。

不
僅
如
此
，
唐
英
上
呈
皇
帝
的
奏

摺
也
告
訴
我
們
，
乾
隆
皇
帝
為
平
衡
前

朝
帝
王
減
燒
之
聖
德
以
及
督
促
唐
英
能
夠

盡
到
他
心
目
中
理
想
監
造
的
職
責
，
除
了

在
乾
隆
六
年
下
旨
追
查
乾
隆
元
年
到
六
年

他
所
負
責
的
燒
造
費
用
之
外
，
乾
隆
皇
帝

更
要
求
唐
英
呈
報
雍
正
十
年
至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二—

一
七
三
四
︶
的
燒
造
費
用

和
數
量
，
以
從
雍
乾
兩
朝
的
差
別
中
去
呈

現
他
想
要
的
燒
造
目
標
。
及
至
乾
隆
十
二

年
，
皇
帝
更
從
督
陶
官
上
報
的
費
用
與
數

量
中
制
訂
出
每
年
燒
造
﹁
次
色
器
皿
一

項
，
變
價
數
目
虧
折
原
製
價
不
過
五
成
，

破
損
瓷
器
不
過
三
成
﹂
的
原
則
，
並
從
乾

隆
十
五
年
開
始
，
重
新
往
前
逐
年
追
查
每

一
年
的
燒
造
費
用
與
數
量
，
將
之
定
案
制

定
成
定
制
，
一
路
施
行
至
乾
隆
六
十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