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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南宋官窯「寶用」銘瓷及相關問題

南
宋
官
窯
﹁
寶
用
﹂
銘
瓷
及

相
關
問
題

余
佩
瑾

近
年
來
因
為
位
於
中
國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老
虎
洞
窯
的
考
古
發
現
，
︵
註
一
︶

使
得
南
宋
官
窯
再
度
成
為
熱
門
的
研
究
主

題
。
學
界
論
述
多
半
從
出
土
標
本
與
文
獻

記
載
之
間
的
關
連
性
出
發
，
嘗
試
透
過
實

物
來
連
結
南
宋
︽
坦
齋
筆
衡
︾
和
︽
負
暄

雜
錄
︾
中
關
於
南
宋
官
窯
的
記
載
。
即
老

虎
洞
窯
是
不
是
正
好
反
映
：
﹁
宣
政
間
，

︵
政
和
間
︶
京
師
自
置
窯
燒
造
，
名
曰
官

窯
。
中
興
渡
江
，
有
邵
成
章
提
舉
後
苑
，

號
邵
局
，
襲
故
京
遺
製
，
置
窯
於
修
內

司
，
造
青
器
，
名
內
窯
。
澄
泥
為
範
，
極

其
精
緻
，
油
色
瑩
澈
，
為
世
所
珍
。
後
郊

壇
別
立
新
窯
，
亦
曰
官
窯
﹂
這
一
段
文
字

中
關
於
﹁
襲
故
京
遺
製
，
置
窯
於
修
內

司
，
造
青
器
，
名
內
窯
﹂
的
敘
述
，
學
界

的
這
一
分
期
待
似
乎
也
從
刻
有
﹁
修
內

司
﹂
銘
蕩
箍
在
老
虎
洞
窯
址
的
發
現
，
而

進
一
步
獲
得
確
認
。
︵
註
二
︶

儘
管
如
此
，

環
繞
在
老
虎
洞
窯
周
遭
的
相
關
議
題
，
如

北
宋
官
窯
的
真
正
面
貌
為
何
？
究
竟
是
汝

窯
還
是
張
公
巷
窯
？
︵
註
三
︶

北
宋
官
窯
與

老
虎
洞
窯
之
間
的
關
係
為
何
？
︵
註
四
︶

老

虎
洞
窯
和
郊
壇
下
官
窯
之
間
的
關
係
又
是

什
麼
？
以
及
老
虎
洞
窯
的
窯
址
是
否
也
存

在
依
時
間
轉
變
而
遷
移
至
不
同
地
點
的
可

能
性
，
︵
註
五
︶

出
土
的
標
本
是
否
也
可
以

從
中
加
以
分
期
等
，
︵
註
六
︶

都
是
因
應
老

虎
洞
窯
的
發
掘
，
而
陸
續
成
為
研
討
會
中

的
討
論
議
題
，
或
是
舉
辦
相
關
展
覽
所
想

要
加
以
詮
釋
的
面
向
。
︵
註
七
︶

本
文
所
要
談
論
的
﹁
寶
用
﹂
銘
瓷
，

同
樣
也
是
想
要
透
過
考
古
發
掘
所
出
土
的

新
材
料
，
來
思
考
﹁
寶
用
﹂
銘
瓷
器
的
可

能
定
年
及
使
用
脈
絡
。
所
謂
﹁
寶
用
﹂
銘

瓷
，
是
指
器
底
存
在
以
近
似
墨
彩
或
褐
彩

書
寫
﹁
寶
用
﹂
兩
字
銘
的
瓷
器
而
言
。
根

據
筆
者
目
前
所
掌
握
的
資
料
顯
示
，
傳
世

﹁
寶
用
﹂
銘
瓷
共
計
有
四
件
之
多
，
其
中

三
件
皆
作
十
六
瓣
花
口
碟
的
器
形
，
且
底

部
均
具
有
六
枚
支
燒
痕
，
及
支
點
處
露
出

黑
灰
色
胎
土
的
特
徵
。
這
三
件
中
兩
件
口

沿
嵌
金
屬
釦
的
﹁
寶
用
﹂
銘
瓷
碟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圖
一
、
圖
二
︶
。
而
另

外
一
件
口
無
嵌
銅
釦
者
原
為
英
國Percival 

D
avid Foun

dation
 of C

h
in

ese A
rt

︵
以

下
簡
稱P

D
F

︶
的
典
藏
，
但
自
二○

○

七

年P
D

F

關
閉
以
後
，
已
成
為
大
英
博
物
館

的
收
藏
︵
圖
三
︶
。
這
三
件
﹁
寶
用
﹂
銘

瓷
碟
，
因
器
形
與
支
燒
痕
等
外
觀
特
徵
皆

相
似
，
故
應
為
同
一
時
期
的
作
品
。
特
別

是
考
慮
到
英
國
大
衛
德
爵
士
︵Sir Percival 

D
avid

︶
︵
一
八
九
二∼

一
九
六
四
︶
收
藏

瓷
器
，
有
一
大
部
分
購
買
自
上
海
鹽
業
銀

行
，
也
就
是
當
年
慈
禧
太
后
或
溥
儀
自
清

宮
提
出
抵
押
給
鹽
業
銀
行
的
文
物
。
在
此

背
景
下
，
大
英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
寶
用
﹂

圖一　南宋∼元　官窯「寶用」銘碟（故瓷867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南宋∼元　官窯「寶用」銘碟（故瓷867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南宋∼元　官窯「寶用」銘碟　大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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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
瓷
碟
，
極
有
可
能
和
本
院
藏
品
一
樣
，

原
來
同
屬
清
宮
舊
藏
的
一
部
份
。

至
於
，
另
外
一
件
﹁
寶
用
﹂
銘

瓷
碗
，
最
初
為
一
九
二○

年
代
英
國
東

方
陶
瓷
學
會
的
創
辦
人
之
一
︵G

eo
rge 

E
um

orfopoulos

一
八
六
三∼

一
九
三
九
︶

所
擁
有
，
後
來
賣
給
大
英
博
物
館
成
為
該

館
的
典
藏
。
此
件
﹁
寶
用
﹂
銘
六
瓣
葵
花

口
碗
，
底
心
同
樣
可
見
褐
彩
書
寫
的
﹁
寶

用
﹂
兩
字
銘
，
且
其
器
形
與
所
謂
傳
世
哥

窯
碗
極
為
相
近
︵
圖
四
、
五
︶
。
前
述
無

論
是
﹁
寶
用
﹂
銘
瓷
碟
和
﹁
寶
用
﹂
銘

碗
，
從
它
們
外
底
心
所
共
同
存
在
，
均
作

篆
書
體
例
的
﹁
寶
用
﹂
銘
看
來
，
這
四
件

具
有
共
同
標
記
的
作
品
，
或
許
也
擁
有
相

似
的
產
燒
背
景
及
使
用
脈
絡
。

關
於
四
件
﹁
寶
用
﹂
銘
瓷
的
定
年
觀

點
，
一
九
二
六
年R

.L.H
obson

為 G
eorge 

E
um

orfopoulos 

收
藏
所
編
寫
的
圖
錄
中
，

將
﹁
寶
用
﹂
銘
瓷
碗
，
視
為
是
宋
朝
之

物
。
︵
註
八
︶

而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的

﹁
寶
用
﹂
銘
瓷
碟
，
最
早
發
表
於
︽
故
宮

藏
瓷
︾
南
宋
官
窯
專
輯
中
，
後
來
也
被
蔡

和
璧
收
進
一
九
八
九
年
出
版
的
︽
南
宋
官

窯
︾
特
展
圖
錄
中
。
︵
註
九
︶

一
九
七
五

年
，
香
港
東
方
陶
瓷
學
會
舉
辦
﹁
中
國
青

花
瓷
﹂
展
，
策
展
人
毛
文
奇
在
圖
錄
的
序

文
中
，
同
時
論
及
臺
灣
與
英
國
典
藏
的

﹁
寶
用
﹂
銘
瓷
碟
，
而
以
為
它
們
是
南
宋

的
作
品
。
特
別
是
對
於
碗
底
看
似
墨
彩
的

﹁
寶
用
﹂
兩
字
銘
，
毛
文
奇
接
著
也
提
出

其
釉
彩
中
是
否
含
有
鈷
料
的
問
題
，
須
做

進
一
步
化
驗
方
能
確
定
。
︵
註
十
︶

倒
是
，

Stacey Pierson

在
一
九
九
九
出
版
以
介
紹

P
D

F

典
藏
的
圖
錄
中
，
則
將
大
英
博
物
館

﹁
寶
用
﹂
銘
瓷
碟
的
產
燒
時
間
，
定
於

十
三
至
十
四
世
紀
之
間
。
︵
註
十
一
︶ 

在
此
之
下
，
老
虎
洞
窯
的
考
古
發

掘
材
料
究
竟
可
以
提
供
什
麼
樣
的
定
年
參

考
依
據
呢
？
雖
然
老
虎
洞
窯
址
中
不
見
寫

有
﹁
寶
用
﹂
銘
的
標
本
，
但
是
從
中
出
土

的
﹁
官
窯
﹂
銘
標
本
，
卻
又
提
供
另
一
個

值
得
檢
證
和
思
考
的
方
向
。
杭
州
老
虎
洞

窯
出
土
兩
件
底
書
褐
彩
﹁
官
窯
﹂
銘
的
碗

底
標
本
，
因
出
土
層
位
共
伴
有
帶
八
思
巴

文
銘
支
燒
具
，
和
造
型
與
元
青
花
高
足
杯

類
似
的
青
瓷
高
足
杯
，
故
在
該
一
地
層
被

視
為
是
所
謂
元
代
層
之
下
，
兩
件
燒
造
品

質
較
為
粗
糙
的
﹁
官
窯
﹂
銘
碗
底
標
本
，

遂
有
產
燒
於
元
代
的
說
法
。
此
同
樣
以
近

於
篆
書
體
例
書
寫
於
外
底
心
，
且
釉
下
褐

彩
成
分
經
化
驗
係
為
含
鐵
氧
化
物
的
﹁
官

窯
﹂
銘
二
字
，
由
於
和
﹁
寶
用
﹂
銘
近

似
，
故
讓
人
產
生
﹁
官
窯
﹂
和
﹁
寶
用
﹂

兩
者
，
是
否
共
同
反
映
出
一
個
窯
廠
以
款

識
作
為
識
別
的
標
記
︵
圖
六
︶
。
據
此
回

頭
檢
視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的
兩
件

﹁
寶
用
﹂
銘
瓷
碟
，
發
現
在
顯
微
鏡
下
，

也
能
清
楚
地
辨
識
出
﹁
寶
用
﹂
兩
字
書
寫

於
釉
下
的
情
形
︵
圖
七
︶
。
而
書
寫
的
顏

料
，
經
本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陳
東
和
先
生
使

用
可
攜
式X

R
F

儀
器
檢
測
，
也
發
現
這
兩

字
銘
字
跡
所
在
處
，
釉
中
含
鐵
的
現
象
較

周
邊
無
字
處
為
高
，
而
且
從
中
並
未
測
出

含
鈷
成
分
；
因
此
幾
乎
可
據
以
推
論
﹁
寶

用
﹂
銘
瓷
碟
底
部
的
﹁
寶
用
﹂
兩
字
，

主
要
是
以
含
鐵
氧
化
物
書
寫
而
成
︵
圖

八
︶
。
此
一
檢
測
結
果
似
能
更
進
一
步
說

明
，
傳
世
﹁
寶
用
﹂
銘
瓷
當
與
老
虎
洞
窯

址
所
出
﹁
官
窯
﹂
銘
標
本
一
致
，
共
同
呈

現
出
官
窯
產
燒
以
含
鐵
氧
化
物
在
外
底
書

款
以
作
識
別
的
方
式
。

圖四　南宋∼元　「寶用」銘青瓷碗　大英博物館藏

圖五　南宋∼元 哥窯青瓷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官窯」兩字銘碗底殘件

圖七　 南宋∼元官窯「寶用」銘碟（故瓷
8672）顯微照片。

圖八　 南宋∼元官窯「寶用」銘碟（故瓷8672）「寶用」銘字跡經
XRF分析。其鐵(Fe)含量較周圍的釉（無字部分）高，且並未
測出鈷（Co）成分，可判定字體部分其原料主要是含鐵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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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
以
含
鐵
氧
化
物
在
器
物
上

書
款
，
也
不
始
自
於
老
虎
洞
窯
。
若
追
溯

浙
江
青
瓷
產
燒
脈
絡
，
同
樣
亦
能
在
唐
代

越
窯
青
瓷
作
品
組
群
中
發
現
相
似
的
裝
飾

手
法
。
如
慈
溪
出
土
帶
﹁
禹
廟
﹂
銘
碗
殘

件
︵
圖
九
︶
，
即
是
同
樣
以
含
鐵
氧
化
物

書
款
的
例
證
。
而
出
土
自
臨
安
縣
明
堂
山

唐
天
復
元
年
︵
九○

一
︶
水
邱
氏
墓
的
褐

彩
器
︵
圖
十
︶
，
則
提
示
以
青
瓷
釉
下
褐

彩
為
飾
的
可
能
脈
絡
。
至
於
，
傳
世
﹁
寶

用
﹂
銘
瓷
是
否
如
同
老
虎
洞
窯
址
出
土
的

﹁
官
窯
﹂
銘
標
本
一
樣
，
可
視
為
產
燒
於

元
朝
呢
？
關
於
此
，
臺
北
述
鄭
齋
典
藏
帶

﹁
官
窯
﹂
銘
的
支
燒
具
，
倒
是
提
供
另
一

個
較
具
彈
性
的
斷
代
參
考
。
述
鄭
齋
典
藏

的
支
燒
具
出
土
自
杭
州
卷
煙
廠
附
近
，
和

老
虎
洞
窯
址
所
見
南
宋
至
元
支
燒
具
相

似
，
在
不
帶
支
點
的
反
面
可
見
以
含
鐵
氧

化
物
書
寫
而
成
的
﹁
官
窯
﹂
兩
字
銘
︵
圖

十
一
︶
，
此
一
標
識
的
存
在
，
除
再
次
顯

現
老
虎
洞
窯
有
以
﹁
官
窯
﹂
作
為
器
物
和

支
燒
具
識
別
標
記
外
，
亦
提
供
﹁
寶
用
﹂

銘
瓷
產
燒
於
南
宋
至
元
的
可
能
性
。

其
次
，
若
就
器
形
來
看
，
作
十
六

瓣
花
口
狀
，
週
壁
極
淺
，
平
底
，
矮
圈
足

造
型
的
﹁
寶
用
﹂
銘
瓷
碟
，
由
於
明
顯
地

呈
現
出
宋
朝
瓷
器
常
見
的
金
銀
器
造
型
風

格
，
故
也
無
法
排
除
其
與
南
宋
官
窯
所
存

在
的
關
係
。
以
本
院
典
藏
品
為
例
，
器
形

作
十
二
瓣
花
口
造
型
的
南
宋
官
窯
青
瓷
劃

花
花
卉
紋
碟
︵
圖
十
二
︶
，
因
可
於
四
川

彭
州
窖
藏
中
，
找
到
與
之
相
似
的
金
銀
器

︵
圖
十
三
︶
，
而
反
映
出
流
行
於
南
宋
官

窯
中
的
金
屬
器
造
型
風
格
。
而
傳
世
同
樣

具
金
屬
器
形
風
格
，
且
花
口
形
制
與
﹁
寶

用
﹂
銘
瓷
碟
相
同
，
均
作
十
六
瓣
狀
的
南

宋
官
窯
青
瓷
花
式
洗
︵
圖
十
四
︶
，
因
器

表
施
釉
狀
況
和
燒
後
呈
色
，
以
及
底
部
出

現
的
五
枚
圓
點
狀
支
痕
，
不
僅
和
南
宋
官

窯
青
瓷
花
式
洗
︵
圖
十
五
︶
相
近
，
同
時

又
因
與
之
相
似
的
器
形
也
出
土
自
老
虎
洞

窯
所
謂
的
元
代
層
中
，
故
間
接
反
映
出
三

件
﹁
寶
用
﹂
銘
瓷
碟
可
能
產
燒
於
南
宋
至

元
的
現
象
。

那
麼
另
一
件
﹁
寶
用
﹂
銘
瓷
碗
的

產
燒
年
代
又
是
什
麼
時
候
？
誠
如
前
文

所
述
，
由
於
該
碗
無
論
在
器
形
和
釉
面
開

片
特
徵
上
，
皆
與
一
般
所
謂
傳
世
哥
窯
器

相
近
，
加
上
老
虎
洞
窯
址
中
的
所
謂
元
代

層
，
曾
出
土
一
些
和
傳
世
哥
窯
器
相
似
的

標
本
，
故
又
被
看
成
是
傳
世
哥
窯
的
窯
址

或
元
人
孔
齊
︽
至
正
直
記
︾
中
所
記
﹁
哥

哥
洞
窯
﹂
的
可
能
產
地
︵
註
十
二
︶

。
在
此

之
下
，
此
件
﹁
寶
用
﹂
銘
瓷
碗
似
亦
無
法

排
除
其
產
燒
於
元
代
的
可
能
性
。
雖
然
如

圖十二　南宋    官窯青瓷劃花花卉紋碟（故瓷139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四川彭州窖藏金銀器　彭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四　南宋∼元　官窯青瓷花式洗（故瓷86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南宋∼元　官窯青瓷花式洗（故瓷1714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慈溪出土帶「禹廟」銘碗殘件圖十　出土自臨安縣明堂山唐天復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的褐彩器

圖十一　「官窯」銘支燒具　臺北述鄭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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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浙
江
湖
州
皇
墳
山
宋
墓
出
土
疑
似
南

宋
官
窯
的
六
瓣
葵
口
碗
︵
圖
十
六
︶
，
因

器
形
和
足
底
露
胎
的
做
法
上
，
和
傳
世

﹁
寶
用
﹂
銘
瓷
碗
存
在
幾
分
相
似
性
，
同

時
，
與
六
瓣
葵
口
碗
共
伴
出
土
的
建
窯

黑
釉
茶
盞
、
景
德
鎮
青
白
瓷
以
及
一
件

看
似
龍
泉
窯
仿
官
的
青
瓷
把
杯
等
︵
圖

十
七
︶
，
︵
註
十
三
︶

其
個
別
產
燒
時
間
又

皆
不
會
晚
於
南
宋
。
故
也
間
接
說
明
即
使

﹁
寶
用
﹂
銘
瓷
碗
有
可
能
產
燒
於
元
代
，

但
因
存
在
與
皇
墳
山
宋
墓
出
土
品
的
相
似

性
，
故
可
從
中
據
以
推
斷
其
產
燒
時
間
亦

應
為
南
宋
至
元
，
即
十
三
世
紀
至
十
四
世

紀
之
間
。

綜
上
所
述
，
透
過
老
虎
洞
窯
址
所
發

現
的
新
材
料
以
及
傳
世
、
窖
藏
和
墓
葬
所

見
文
物
相
互
比
對
後
，
本
文
論
述
的
四
件

﹁
寶
用
﹂
銘
瓷
應
產
燒
於
南
宋
至
元
。
至

於
與
之
相
關
的
使
用
脈
絡
問
題
，
若
探
就

器
底
同
樣
出
現
﹁
寶
用
﹂
銘
的
陶
瓷
器
，

則
發
現
國
立
臺
灣
博
物
館
也
典
藏
兩
件
看

似
與
之
有
關
的
黑
陶
器
。
其
中
一
件
作
雙

耳
三
足
爐
造
型
，
外
底
心
刻
有
﹁
寶
用
﹂

兩
字
銘
︵
圖
十
八
︶
，
而
另
一
件
雙
耳
方

爐
的
外
底
心
，
則
刻
有
﹁
子
子
永
﹂
三
字

銘
︵
圖
十
九
︶
。
︵
註
十
四
︶

由
於
這
兩
件

作
品
的
器
形
皆
反
映
出
襲
仿
自
青
銅
器
造

型
的
特
徵
，
且
其
器
底
存
在
的
﹁
寶
用
﹂

與
﹁
子
子
永
﹂
字
銘
又
均
可
連
結
至
西
周

青
銅
器
鑄
銘
中
常
出
現
的
﹁
子
子
孫
永

寶
﹂
、
﹁
子
子
孫
永
寶
用
﹂
或
﹁
子
子
孫

孫
永
寶
用
﹂
等
銘
款
，
遂
讓
筆
者
以
為
此

類
帶
﹁
寶
用
﹂
銘
陶
瓷
器
的
使
用
脈
絡
，

或
也
和
青
銅
器
相
關
？

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典
藏
為
例
，

確
實
可
於
西
周
晚
期
的
青
銅
器
中
，
發
現

多
件
鑄
刻
有
﹁
子
子
孫
永
用
﹂
、
﹁
子
子
孫

孫
寶
用
﹂
和
﹁
子
子
孫
孫
永
寶
用
﹂
銘
的
作

品
，
其
器
形
亦
包
含
有
三
足
圓
鼎
形
器
︵
圖

二
十
︶
。
但
另
一
方
面
，
此
類
具
有
永
世
珍

藏
、
使
用
意
涵
的
﹁
寶
用
﹂
銘
和
代
表
後
代

子
孫
的
﹁
子
子
孫
孫
﹂
銘
的
存
在
，
究
竟
賦

予
一
件
器
物
什
麼
樣
的
意
涵
，
以
及
藉
此
傳

達
出
什
麼
特
殊
的
訊
息
呢
？
依
據
小
林
茂
的

研
究
，
青
銅
器
所
見
﹁
寶
用
﹂
銘
，
可
從
主

人
究
竟
為
誰
？
而
加
以
追
朔
帶
﹁
寶
用
﹂
銘

器
物
的
傳
佈
脈
絡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主
人

是
鑄
造
者
本
身
，
那
麼
一
件
帶
﹁
寶
用
﹂
銘

的
器
物
，
自
然
傳
遞
鑄
造
者
希
望
永
世
珍
藏

使
用
該
件
文
物
的
含
意
。
如
果
主
人
是
子
子

孫
孫
，
那
麼
該
件
﹁
寶
用
﹂
銘
器
物
，
當
是

鑄
造
者
期
待
後
世
子
孫
能
夠
永
遠
珍
藏
使
用

的
含
意
。
同
樣
地
，
如
果
銘
文
中
含
有
主
人

贈
與
他
人
的
含
意
，
那
麼
一
件
帶
﹁
寶
用
﹂

銘
的
器
物
，
則
反
映
出
鑄
造
者
希
望
收
受

者
或
他
的
後
代
子
孫
能
夠
珍
藏
使
用
的

含
意
。
比
較
特
別
的
是
，
如
果
一
件
﹁
寶

用
﹂
銘
器
物
有
當
作
嫁
妝
的
用
途
，
那
麼

這
件
﹁
寶
用
﹂
銘
作
品
，
當
具
有
傳
播
至

他
處
珍
藏
使
用
的
意
思
。
︵
註
十
五
︶ 

圖十六　浙江湖州皇墳山宋墓出土疑似南宋官窯的六瓣葵口碗　湖州博物館藏

圖十七　 皇墳山宋墓中出土龍泉窯仿官青瓷把杯　湖州博物館藏

圖十八　黑陶雙耳三足爐，外底心刻有「寶用」兩字銘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圖十九　黑陶方形爐，外底心刻有「子子永」三字銘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圖二十　西周　師湯父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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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相
對
於
青
銅
器
銘
文
所
存
在

可
以
加
以
追
溯
、
考
證
的
前
後
文
脈
絡
，

陶
瓷
器
上
所
見
﹁
子
子
永
﹂
和
﹁
寶
用
﹂

字
銘
雖
然
較
為
簡
單
，
但
從
其
字
義
上
確

實
也
無
法
排
除
它
們
也
具
有
永
世
珍
藏
的

含
意
。
在
這
個
狀
況
下
，
如
果
思
考
南
宋

高
宗
對
於
北
宋
徽
宗
朝
禮
制
不
僅
曾
經
想

要
加
以
復
興
，
同
時
也
進
一
步
前
溯
三
代

古
制
，
更
為
鋪
張
誇
大
的
作
為
，
而
能
夠

從
政
和
鼎
和
紹
興
豆
互
為
關
聯
的
使
用
脈

絡
，
以
及
南
宋
以
陶
瓷
作
為
祭
器
的
背
景

中
，
為
傳
世
﹁
寶
用
﹂
銘
瓷
鋪
陳
出
可
能

的
使
用
狀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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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以
商
後
期
鼎
作
為
範
本
而
鑄

造
完
成
的
北
宋
政
和
鼎
︵
一
一
一
六
︶
，

雖
然
器
表
紋
飾
始
終
拘
泥
在
仿
商
風
格
的

窠
臼
中
，
但
銘
文
字
體
的
鑄
刻
上
已
充
分

展
露
出
北
宋
的
新
意
。
︵
註
十
六
︶

由
於
該

件
作
品
是
北
宋
徽
宗
賞
賜
給
寵
臣
童
貫
以

作
為
家
族
祭
器
的
文
物
，
因
此
在
銘
文
結

尾
處
出
現
有
﹁
以
祀
其
先
，
子
孫
其
永
保

之
﹂
的
銘
款
︵
圖
二
一
︶
。
就
銘
款
的
內

容
以
及
其
中
所
包
含
對
於
收
受
者
的
期

勉
，
甚
至
擴
及
至
他
的
後
代
子
孫
的
表
達

方
式
，
確
實
符
合
前
述
小
林
茂
對
西
周

﹁
寶
用
﹂
銘
銅
器
的
觀
察
面
向
，
而
呈
現

出
足
以
和
三
代
相
連
結
，
具
有
永
世
珍
藏

﹁
寶
用
﹂
器
物
，
流
通
於
北
宋
情
形
。
至

於
，
另
一
件
從
銘
文
內
容
而
得
知
是
南
宋

高
宗
賞
賜
秦
檜
以
作
為
家
廟
祭
器
的
紹
興

豆
，
鑄
刻
於
器
表
﹁
唯
予
永
世
用
享
﹂
的

字
銘
︵
圖
二
二
︶
，
不
僅
透
露
出
鑄
造
者

冀
望
收
受
者
及
其
後
世
子
孫
永
世
珍
藏
使

用
，
同
時
從
整
件
作
品
流
露
而
出
的
仿
周

風
格
，
和
器
表
圓
渦
紋
的
處
理
上
，
也
呈

現
出
南
宋
高
宗
承
襲
北
宋
徽
宗
之
後
，

力
求
再
現
三
代
︵
註
十
七
︶

，
以
讓
帶
﹁
寶

用
﹂
含
意
字
銘
的
器
物
持
續
使
用
於
南
宋

的
情
形
。

由
此
可
知
，
無
論
具
有
﹁
寶
用
﹂

含
意
字
銘
的
器
物
，
其
主
人
究
竟
是
誰
？

或
因
存
在
永
世
珍
藏
的
意
涵
，
故
多
半
有

做
為
祭
器
使
用
的
功
能
。
以
此
回
顧
南
宋

遷
都
臨
安
之
際
，
在
許
多
宮
廷
禮
器
相
繼

喪
失
殆
盡
之
際
，
陶
瓷
器
確
曾
暫
時
權
充

青
銅
禮
器
成
為
祭
祀
的
主
體
。
此
點
可
從

老
虎
洞
窯
和
郊
壇
下
官
窯
皆
出
土
仿
銅

造
形
的
瓷
器
而
進
一
步
獲
得
確
認
。
︵
註

十
八
︶

儘
管
如
此
，
由
於
本
文
所
論
述
的

﹁
寶
用
﹂
銘
瓷
產
燒
於
南
宋
至
元
，
在
時

間
點
上
似
未
能
將
之
直
接
置
於
南
宋
朝
廷

使
用
陶
瓷
祭
器
的
脈
絡
下
來
理
解
，
而
只

能
看
成
是
深
受
此
一
潮
流
脈
絡
影
響
下
的

產
物
，
至
於
面
對
此
一
現
象
，
可
不
可
以

再
將
之
視
為
是
南
宋
至
元
之
際
，
所
逐
漸

興
起
的
另
一
波
復
古
風
尚
，
則
有
待
日
後

研
究
進
一
步
證
實
。
︵
本
文
曾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舉
辦
之
﹁
宋
代
官
窯
與
官
窯
制

度
﹂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上
宣
讀
。
寫
作
期

間
承
蒙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謝
明
良
教
授
指

導
，
同
時
也
受
惠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沈

建
東
、
陳
東
和
、
游
國
慶
、
朱
林
澤
等
同

仁
，
和
英
國
大
英
博
物
館Jessica H

arrison -

hall

女
士
，
以
及
臺
北
述
鄭
齋
私
人
收
藏
許

多
協
助
，
謹
誌
謝
忱
。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二一　北宋政和鼎（1116）（中銅43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南宋紹興豆（中銅101）及「唯予永用享」字銘　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