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月　6465　故宮文物月刊·第358期

鸚鵡杯及其他

文物脈絡

鸚
鵡
杯
及
其
他

謝
明
良

中
國
文
獻
所
見
鸚
鵡
杯
及
考
古
出

土
例

有
關
鸚
鵡
杯
的
記
事
，
無
疑
要
以
唐

代
大
詩
人
李
白
︵
七○

一

∼

七
六
二
︶
的

︿
襄
陽
歌
﹀
最
為
著
名
，
其
影
響
也
最
深

遠
，
是
後
世
文
人
行
文
賦
詩
時
經
常
援
引

譬
喻
的
千
古
名
作
。
詩
云
：

　

 

落
日
欲
沒
峴
山
西
，
倒
著
接
籬
花
下
迷
。

為
罰
，
卿
今
曰
真
不
得
辭
責
﹄
，
信
曰
：

﹃
庶
子
好
為
術
數
﹄
，
遂
命
更
滿
酌
﹂
。

︵
前
集
卷
十
二
︿
語
資
﹀
︶

由
於
海
螺
殼
尾
旋

尖
處
作
數
層
，
僅
一
穴
相
通
，
螺
腔
造
型

詰
曲
，
飲
酒
時
不
易
一
飲
而
盡
，
所
以
最

適
合
罰
酒
。
唐
代
螺
杯
實
物
見
於
河
南
省

偃
師
杏
園
村
唐
大
中
元
年
︵
八
四
七
︶
穆

悰
墓
︵
一○

二
五
號
墓
︶
，
係
將
螺
殼

橫
剖
，
出
土
時
內
置
五
顆
石
骰
子
︵
圖

二
︶
，
揚
之
水
認
為
此
應
與
宴
飲
時
行
骰

盤
令
有
關
，
如
元
稹
︽
何
滿
子
歌
．
張
湖

南
座
為
唐
有
熊
作
︾
：
﹁
如
何
有
熊
一
曲

鸚
鵡
杯
是
中
國
中
古
時
期
以
來
文
獻
所
屢
見
不
鮮
的
飲
酒
器
具
。
關
於
其
研
究
，
已
有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國
歷
史
博
物
館
︵
現
中
國
國
家
博
物
館
︶
研
究
員
孫
機
的
考
證
。
孫
文
言
簡
意
賅
，
頗

得
要
領
，
個
人
讀
後
獲
益
良
多
。
不
過
，
鑑
於
新
出
考
古
資
料
以
及
運
用
電
腦
鍵
入
關
鍵
詞
彙
所

能
獲
得
的
大
量
訊
息
，
本
文
擬
再
次
針
對
所
謂
鸚
鵡
杯
作
一
省
思
，
進
而
談
談
古
陶
瓷
所
見
鸚
鵡

器
式
和
圖
像
。

襄
陽
小
兒
齊
拍
手
，
攔
街
爭
唱
白
銅
鞮
。

傍
人
借
問
笑
何
事
，
笑
殺
山
公
醉
似
泥
。

鸕
鷀
杓
，
鸚
鵡
杯
，
百
年
三
萬
六
千
日
，

一
日
須
傾
三
百
杯
。
遙
看
漢
水
鴨
頭
綠
，

恰
似
葡
萄
初
醱
醅
。
此
江
若
變
作
春
酒
，

壘
曲
便
築
糟
丘
台
。
︵
下
略
︶

孫
機
︵
一
九
九
一
︶
在
引
用
上
揭
︿
襄
陽

歌
﹀
有
關
鸚
鵡
杯
的
同
時
還
指
出
：
隋
代

薛
道
衡
詩
﹁
同
傾
鸚
鵡
杯
﹂
，
唐
人
駱
賓

王
賦
﹁
鸚
鵡
杯
中
休
勸
酒
﹂
等
所
詠
均
指

同
類
器
物
，
另
參
酌
東
晉
初
陶
侃
曾
﹁
上

成
帝
螺
杯
一
枚
﹂
︵
︽
藝
文
類
聚
︾
卷
七
三
引

︽
陶
侃
故
事
︾
︶

以
及
︽
宋
書‧

張
暢
傳
︾

載
劉
宋
﹁
孝
武
又
致
螺
杯
雜
物
，
南
土
所

珍
﹂
等
記
事
，
得
出
結
論
認
為
所
謂
鸚
鵡

杯
，
指
的
是
南
海
鸚
鵡
螺
所
製
的
杯
，
而

此
類
鸚
鵡
螺
杯
之
早
期
考
古
實
例
可
見
於

一
九
六○

年
代
發
掘
南
京
人
臺
山
東
晉
咸

康
六
年
︵
三
四○

︶
王
興
之
墓
出
土
的
裝

鑲
有
銅
釦
和
銅
雙
耳
的
螺
殼
。
︵
圖
一
︶

換
言
之
，
孫
氏
認
為
李
白
︿
襄
陽
歌
﹀
的

鸚
鵡
杯
即
鸚
鵡
螺
杯
。

以
鸚
鵡
螺
為
酒
杯
且
被
稱
作
鸚
鵡

杯
的
確
切
實
例
，
見
於
唐
人
段
成
式
︽
酉

陽
雜
俎
︾
梁
宴
魏
使
，
魏
肇
師
舉
酒
勸
陳

昭
，
﹁
俄
而
酒
至
鸚
鵡
杯
，
徐
君
房
飲

不
盡
，
屬
肇
師
，
肇
師
曰
：
﹃
海
蠡
蜿

蜒
，
尾
翅
皆
張
，
非
獨
為
玩
好
，
亦
所
以

終
，
牙
籌
記
令
紅
螺
盞
﹂
即
是
。
︵
揚
之

水
，
二○

一
一
︶
本
文
基
本
同
意
螺
杯
骰

子
應
和
行
酒
令
有
關
的
看
法
，
與
此
同
時

想
另
提
示
的
是
，
元
稹
詩
中
的
﹁
紅
螺

盞
﹂
可
能
和
︽
酉
陽
雜
俎
︾
的
﹁
鸚
鵡

杯
﹂
有
別
，
至
少
在
宋
人
周
去
非
眼
中
，

﹁
有
剖
半
螺
，
色
紅
潤
者
曰
紅
螺
盃
，
有

形
似
鸚
鵡
之
睡
朱
喙
綠
首
者
，
曰
鸚
鵡

盃
﹂
︵
︽
嶺
外
代
答
︾
卷
六
﹁
螺
盃
﹂
︶

，
兩

者
造
型
顯
然
並
不
相
同
。
相
對
年
代
在
七

至
八
世
紀
初
的
唐
三
彩
可
見
剖
半
螺
且
做

出
注
流
的
螺
杯
︵
圖
三
︶
，
但
︽
酉
陽
雜

圖三　唐三彩螺杯　日本私人藏

圖一　鸚鵡螺杯　中國南京東晉咸康六年（340）　王興之墓出土

圖二　螺杯和骰子　中國河南省偃師唐大中元年（847）　穆悰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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俎
︾
所
載
用
以
罰
酒
的
鸚
鵡
杯
，
從
字
句

推
敲
其
狀
應
非
剖
半
的
螺
，
而
是
形
似
鸚

鵡
的
鸚
鵡
螺
杯
。
如
果
借
用
三
國
吳
人
萬

震
著
︽
南
海
異
物
志
︾
的
描
述
，
則
鸚
鵡

螺
之
造
型
是
﹁
狀
如
覆
杯
，
形
如
鳥
，
頭

向
其
腹
，
視
之
似
鸚
鵡
，
故
以
為
名
﹂
，

其
造
型
近
於
前
揭
東
晉
王
興
之
墓
的
鸚
鵡

螺
杯
。問

題
是
，
李
白
︿
襄
陽
歌
﹀
的
鸚

鵡
杯
果
真
屬
形
似
鸚
鵡
的
鸚
鵡
螺
杯
嗎
？

此
一
看
法
雖
不
無
可
能
，
但
未
必
確
實
無

誤
。
由
於
︿
襄
陽
歌
﹀
膾
炙
人
口
，
所
以

很
早
就
出
現
有
關
鸚
鵡
杯
實
體
的
狐
疑
。

如
元
人
伊
士
珍
︽
瑯
嬛
記
︾
提
到
金
母
召

群
仙
宴
於
赤
水
，
坐
有
玉
鸚
鵡
杯
、
玉
鸕

鷀
杓
，
進
而
據
此
認
為
鸚
鵡
杯
恐
非
南
海

海
螺
，
意
即
應
係
玉
杯
。
清
人
王
琦
於

︽
李
太
白
集
注
︾
中
曾
對
此
予
以
駁
斥
，

認
為
：
﹁
說
頗
新
僻
，
然
他
書
未
有
言
及

者
，
恐
是
因
太
白
詩
語
而
偽
造
此
事
亦
未

可
知
也
﹂
。
︵
卷
七
︶
姑
且
不
論
孰
是
孰
非
，

在
此
應
予
留
意
的
是
，
與
李
白
同
時
代
的

杜
甫
︵
七
一
二

∼

七
七○

︶
詩
亦
曾
涉
及

鸚
鵡
杯
，
其
詩
曰
：
﹁
雕
琢
形
儀
似
隴

禽
，
綠
楊
影
裏
可
分
斟
﹂
。
隴
州
土
貢
鸚

鵡
頗
具
盛
名
，
故
鸚
鵡
往
往
又
被
稱
作
隴

禽
或
隴
客
，
所
以
﹁
雕
琢
形
儀
似
隴
禽
﹂

也
可
單
純
直
接
地
理
解
為
雕
刻
成
鸚
鵡

形
，
亦
即
呈
現
鸚
鵡
造
型
的
酒
杯
；
參
酌

北
宋
胡
宿
︽
文
恭
集
︾
題
為
﹁
鸚
鵡
杯
﹂

的
詩
云
：
﹁
介
族
生
螭
蚌
，
杯
形
肖
隴

禽
，
曾
經
良
匠
手
；
見
愛
主
人
心
﹂
，
可

以
得
到
一
個
初
步
印
象
，
即
唐
宋
時
期
所

謂
鸚
鵡
杯
當
中
，
還
存
在
一
類
曾
經
工
匠

雕
琢
加
工
者
，
此
包
括
於
螺
殼
上
進
行
加

工
︵
如
︽
文
恭
集
︾
︶
，
但
也
不
排
除
有

其
他
質
材
的
可
能
性
。
時
代
相
對
較
晚
，

宋
人
周
密
︽
武
林
舊
事
︾
已
經
提
到
宣
和

年
間
有
由
外
國
進
口
硬
度
極
高
可
以
屑
金

的
﹁
翡
翠
鸚
鵡
杯
﹂
。
︵
卷
七
︶

其
實
，
我
們
應
該
留
意
︿
襄
陽
歌
﹀

中
與
鸚
鵡
杯
相
提
並
論
的
是
鸕
鷀
杓
，
後

者
是
用
來
挹
酒
的
道
具
，
如
北
宋
黃
庭
堅

詩
云
：
﹁
鸕
鷀
杓
，
鸚
鵡
杯
，
一
杯
一
杯

復
一
杯
﹂
︵
︽
山
谷
集
．
外
集
︾
卷
五
︶

；
南

宋
汪
元
量
︽
湖
山
類
稿
︾
亦
云
：
﹁
我
有

鸚
鵡
杯
，
君
有
鸕
鷀
杓
，
一
杯
復
一
杯
，

酒
盡
還
沽
共
君
酌
﹂
，
是
成
組
合
用
的

酒
具
。
鸕
鷀
又
稱
水
老
鴨
、
魚
鷹
、
鷧
，

嗜
食
魚
類
，
長
頸
，
很
早
就
被
利
用
來

捕
魚
。
河
南
省
偃
師
杏
園
唐
開
元
二
十
六

年
︵
七
三
八
︶
李
景
由
墓
︵
二
六○

三
號

墓
︶
曾
出
土
此
類
銀
鎏
金
鸕
鷀
杓
，
勺
柄

扁
方
修
長
，
彎
柄
末
端
呈
鳧
頭
狀
，
器
表

以
魚
子
紋
為
地
，
鏨
刻
寶
相
花
及
雀
鳥
。

︵
圖
四
︶
如
果
本
文
的
上
述
比
附
無
誤
，

則
該
鸕
鷀
杓
是
抽
象
地
表
現
出
鸕
鷀
的
長

頸
，
並
於
柄
端
飾
近
於
寫
實
的
頭
部
。
這

樣
一
來
，
經
常
與
鸕
鷀
杓
配
對
使
用
的
鸚

鵡
杯
就
有
可
能
亦
具
類
似
的
造
型
或
裝
飾

構
思
。
就
此
而
言
，
河
北
省
內
丘
邢
窯
窯

址
出
土
︵
圖
五
︶
，
或
日
本
私
人
藏
的
隋

至
初
唐
白
瓷
鸚
鵡
形
杯
︵
圖
六
︶
，
均
是

以
腹
為
杯
，
頭
向
其
腹
，
頭
部
寫
實
，
整

體
造
型
構
思
和
前
引
偃
師
唐
墓
出
土
的
鸕

鷀
杓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趣
。
所
以
，
我
認
為

︿
襄
陽
歌
﹀
中
的
鸚
鵡
杯
極
有
可
能
正
是

指
這
類
雕
琢
形
塑
成
鸚
鵡
狀
的
酒
杯
，
其

質
材
可
以
是
螺
殼
，
但
也
可
以
是
金
銀
、

玻
璃
等
，
當
然
也
包
括
陶
瓷
。

越
南
陶
瓷
所
見
鸚
鵡
形
器

文
獻
記
載
今
越
南
中
南
部
地
區
的

古
國
占
城
︵C

am
pad

esa

，
中
國
典
籍
稱

﹁
林
邑
﹂
︶
，
曾
在
唐
代
太
宗
時
進
獻
白

色
或
五
色
鸚
鵡
。
︵
︽
舊
唐
書
．
林
邑
國
傳
︾
︶

另
一
方
面
，
越
南
古
陶
瓷
當
中
亦
見
以
鸚

鵡
為
飾
或
鸚
鵡
象
生
形
器
，
如
比
利
時
布

魯
塞
爾
王
立
美
術
歷
史
博
物
館
︵M

usées 

R
oyaux de C

in
quan

ten
aire

，
以
下
簡
稱

M
R

C

︶
的
一
件
收
藏
單
位
將
之
視
為
香

爐
，
森
本
朝
子
懷
疑
其
或
屬
燈
器
的
鸚
鵡

形
器
即
為
著
名
的
實
例
。
︵
圖
七
︶
︵
森
本

朝
子
，
一
九
七
九

∼

一
九
八
三
︶

該
鸚
鵡
形
器
整

體
施
罩
黃
白
色
釉
，
鸚
鵡
眼
、
喙
和
台
座

施
褐
彩
，
類
似
標
本
見
於
越
南
北
部
河
內

V
inh Phuc

一
處
推
測
屬
窯
址
遺
留
採
集
品

︵
長
谷
部
樂
爾
，
一
九
九○
︶
，
結
合
作
品
的
胎

釉
等
特
徵
可
以
確
認
其
應
係
越
南
北
部
所

生
產
，
推
測
年
代
約
於
十
一
世
紀
初
期
。

︵
森
本
朝
子
，
一
九
七
九

∼

一
九
八
三
︶

我
未
能

親
眼
目
驗M

R
C

藏
的
這
件
被
稱
為
鸚
鵡
香

爐
或
燈
器
者
，
但
若
比
較
收
錄
在
一
九
九

○

年
代John Stevenson

等
編
的
越
南
陶
瓷

圖
籍
之
東
南
亞
古
陶
瓷
學
會
藏
同
式
作
品

的
清
晰
彩
圖
︵
圖
八
︶
，
似
可
推
測M

R
C

藏
品
鸚
鵡
尾
部
修
繕
部
位
之
修
補
復
原
方

案
並
不
正
確
，
其
尾
部
原
本
造
型
極
可
能

亦
如
東
南
亞
古
陶
瓷
學
會
藏
品
般
呈
透
天

的
卷
口
。
另
外
，
依
據
圖
版
說
明
，
則
東

圖四　 銀鎏金鸕鷀杓　中國河南
省偃師唐開元二十六年
（738）　李景由墓出土

圖四a　銀鎏金鸕鷀杓線繪圖

圖六　白瓷鸚鵡杯　日本私人藏

圖五　白瓷鸚鵡杯　中國河北省內丘邢窯窯址出土

圖七　越南白瓷鸚鵡杯　比利時布魯塞爾王立美術歷史博物館藏

圖八　越南白瓷鸚鵡杯　東南亞古陶瓷學會藏



2013年1月　6869　故宮文物月刊·第358期

鸚鵡杯及其他

文物脈絡

南
亞
古
陶
瓷
學
會
的
該
鸚
鵡
形
器
乃
是
燃

油
燈
具
。

然
而
，
相
對
年
代
約
在
十
一
世
紀

的
越
南
白
瓷
鸚
鵡
形
器
果
真
是
燈
器
或
香

爐
嗎
？
回
顧
以
往
有
關
該
類
器
式
的
用
途

推
測
，
主
張
香
爐
說
者
因
為
並
未
列
舉

支
持
其
說
法
的
任
何
依
據
，
在
此
可
略
而

不
談
，
至
於
所
謂
燈
器
說
則
是
參
考
了

佐
藤
雅
彥
推
測
應
屬
燈
具
的
十
一
世
紀
中

國
製
白
瓷
。
︵
圖
九
︶
後
者
造
型
呈
摩
羯

魚
形
，
下
頜
突
出
，
佐
藤
氏
主
要
即
是
基

於
此
一
造
型
特
徵
而
認
為
其
或
係
受
到
伊

斯
蘭
地
區
燈
器
的
影
響
而
出
現
的
。
孫
機

亦
持
類
似
看
法
，
並
且
進
一
步
推
測
此
類

摩
羯
燈
乃
是
採
用
﹁
盞
唇
搭
柱
式
﹂
的
點

燈
法
，
其
淵
源
可
追
溯
至
西
亞
和
地
中
海

區
域
。
︵
孫
機
，
一
九
八
六
︶

就
已
公
布
的

這
類
具
有
摩
羯
魚
外
觀
特
徵
之
中
國
瓷
窯

製
品
的
造
型
構
造
看
來
，
絕
大
多
數
製
品

器
內
相
通
無
屏
障
；
個
別
器
內
疑
設
牆
但

尚
待
證
實
的
例
子
見
於
孫
機
所
引
中
國
遼

寧
省
北
票
水
泉
一
號
遼
墓
所
出
報
告
書

所
稱
的
﹁
龍
魚
形
青
瓷
水
盂
﹂
。
︵
遼
寧

省
博
物
館
文
物
隊
︹
許
玉
林
︺
，
一
九
七
七
；
莫
家

良
，
一
九
九
四
︶

不
過
，
相
對
於
發
掘
報
告

書
並
未
涉
及
該
﹁
水
盂
﹂
的
構
造
特
徵
，

孫
機
則
因
觀
察
到
該
器
腹
內
中
間
另
設
遮

屏
，
將
器
分
隔
成
前
後
兩
個
部
分
，
頗
不

利
傾
注
液
體
，
因
而
主
張
其
為
燈
器
，
亦

即
將
冷
水
注
入
器
後
部
，
並
在
前
部
盛
油

置
炷
，
瓷
盞
因
被
冷
水
降
溫
而
達
到
省
油

目
的
之
所
謂
省
油
燈
。
︵
孫
機
，
一
九
八
六
︶

我
未
能
親
眼
目
驗
北
票
遼
墓
出
土
耀
州
窯

青
瓷
摩
羯
形
器
之
腹
內
是
否
確
實
設
置
屏

障
，
在
此
沒
有
資
格
評
述
其
是
否
確
為
省

油
燈
具
，
但
若
就
流
傳
於
世
為
數
不
少
的

白
瓷
或
越
窯
青
瓷
而
言
︵
圖
十
︶
，
其
器

內
均
無
屏
障
，
故
不
僅
可
順
利
傾
注
內
盛

的
液
體
，
同
時
不
易
搭
置
油
炷
。
因
此
就

作
品
的
造
型
機
能
而
言
，
以
水
盂
說
法
較

近
合
理
。
雖
然
，
也
有
人
將
此
式
器
內
無

屏
障
的
越
窯
青
瓷
摩
羯
形
器
視
為
燈
具
。

︵A
b

u
 R

id
h

o
, 1982

︶

應
予
一
提
的
是
，
經
由
近
年
揚
之

水
針
對
古
文
獻
和
圖
像
資
料
的
排
比
，
認

為
這
類
摩
羯
形
器
其
實
是
象
生
的
船
形
酒

杯
，
故
可
稱
之
為
摩
羯
式
酒
船
，
是
西
方

來
通
式
角
杯
和
中
國
本
土
兕
觥
習
合
的
結

果
︵
揚
之
水
，
二○

一
一
︶

，
從
其
徵
引
的
多

幀
圖
像
資
料
看
來
，
我
也
傾
向
同
意
其
為

酒
杯
的
看
法
。
由
於
前
引
越
南
白
瓷
鸚

鵡
形
器
與
中
國
白
瓷
摩
羯
形
器
的
風
格
相

近
，
而
越
南
北
部
河
內V

inh Phuc

所
採
集

白
釉
鸚
鵡
形
飾
標
本
作
風
也
顯
示
其
和
中

國
廣
東
省
白
瓷
之
間
可
能
的
連
繫
︵
長
谷
部

樂
爾
，
一
九
九○

︶

，
因
此
，
如
果
說
中
國
製

白
瓷
或
青
瓷
摩
羯
形
器
屬
酒
杯
，
則
構
造

與
之
相
近
且
同
為
仿
生
器
式
的
所
謂
越
南

白
釉
鸚
鵡
燈
具
，
就
有
可
能
並
非
燈
器
，

而
是
飲
酒
的
道
具
。
換
言
之
，
此
即
越
南

李
朝
︵
一○

○

九

∼

一
二
二
五
︶
前
期
所

燒
造
的
飲
酒
用
鸚
鵡
杯
。
考
慮
到
宋
人
文

集
不
乏
鸚
鵡
杯
的
記
述
，
不
難
想
見
宋
代

應
亦
曾
生
產
鸚
鵡
杯
，
可
惜
目
前
並
無
實

物
傳
世
。
就
此
而
言
，
從
越
南
李
朝
白
釉

鸚
鵡
杯
或
可
遙
想
宋
代
鸚
鵡
杯
的
可
能
造

型
特
徵
。

越
南
黎
朝
︵
一
四
二
八

∼

一
五
二 

七
︶
亦
見
不
少
以
鸚
鵡
為
主
要
裝
飾
的
陶

瓷
，
如
舶
載
大
量
十
五
世
紀
後
期
至
十
六

世
紀
前
期
越
南
陶
瓷
卻
失
事
於
會
安
︵H

oi 

A
n

︶
、
占
婆
︵L

u L
ao C

h
am

︶
島
域
的

著
名
會
安
沉
船
︵H

oi A
n Shipw

reck

︶
即

見
青
花
五
彩
鸚
鵡
形
杯
盂
，
造
型
呈
鸚
鵡

啣
桃
狀
。
︵
圖
十
一
、
十
二
︶
會
安
沉

船
此
式
鸚
鵡
飾
杯
盂
的
原
型
極
可
能
也

是
來
自
中
國
，
比
如
說
韓
國
木
浦
打
撈
上

岸
伴
出
至
治
三
年
︵
一
三
二
三
︶
紀
年
木

簽
之
新
安
沉
船
出
土
的
白
瓷
四
花
口
折
沿

盤
，
盤
面
壓
印
陽
紋
折
枝
桃
，
桃
上
立
一

鸚
鵡
做
啄
食
狀
，
並
有
榜
題
：
﹁
麝
香
眠

石
竹
，
鸚
鵡
啄
金
桃
﹂
。
︵
圖
十
三
︶
據

此
可
知
，
越
南
黎
朝
的
鸚
鵡
啣
桃
式
杯
盂

圖九　白瓷摩羯魚形杯　日本私人藏

圖十　越窯青瓷摩羯魚形杯　瑞士梅茵堂藏圖十二　越南青花五彩鸚鵡形盂　Hoi An Shipwreck打撈品

圖十一　越南青花鸚鵡形盂　Hoi An Shipwreck打撈品

圖十三　白瓷印花盤　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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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呈
現
的
母
題
乃
是
來
自
鸚
鵡
啄
金
桃
的

典
故
，
由
於
桃
形
盂
內
可
容
物
或
裝
盛
液

體
，
所
以
亦
可
將
之
納
入
中
國
製
作
鸚
鵡

杯
的
傳
統
脈
絡
來
予
以
掌
握
。
事
實
上
，

陳
貞
慧
︵
一
六○

四

∼

一
六
五
六
︶
︽
秋

園
雜
佩
︾
載
：
﹁
余
友
問
卿
家
藏
鸚
鵡
啄

金
盃
，
高
足
磬
口
，
一
名
四
妃
十
六
子
，

又
名
太
平
雙
喜
。
︙
︙
每
過
雲
起
樓
，
促

膝
飛
觥
，
出
成
盃
勸
酒
﹂
。
問
卿
即
吳
問

卿
，
是
擁
有
富
春
卷
及
時
大
彬
倣
供
春
壺

式
的
著
名
藏
家
，
其
所
珍
藏
鸚
鵡
啄
金
杯

帶
高
足
造
型
。

唐
宋
時
期
的
鸚
鵡
形
注
壺
和
其
他

經
報
導
的
中
國
出
土
鸚
鵡
形
注
壺

計
三
例
，
分
別
是
：
內
蒙
古
和
林
格
爾
三

號
遼
墓
綠
褐
釉
製
品
︵
內
蒙
古
自
治
區
文
物
工

作
隊
︹
李
逸
友
︺
，
一
九
六
一
︶

、
河
北
省
定

縣
靜
志
寺
塔
基
褐
釉
製
品
︵
圖
十
四
︶
，

以
及
河
南
省
鄭
州
市
東
西
大
街
出
土
的
褐

釉
殘
器
。
︵
圖
十
五
︶
其
次
，
印
尼
爪
哇

島
井
里
汶
︵C

ireb
o

n

︶
港
北
邊
發
現
的

所
謂C

irebon C
argo

也
打
撈
出
同
式
褐
釉

鸚
鵡
形
注
壺
。
由
於C

irebon C
argo

發
現

的
遺
物
當
中
包
括
一
件
底
刻
﹁
戊
辰
徐
記

燒
﹂
的
越
窯
青
瓷
蓮
瓣
紋
缽
，
打
撈
公
司

進
而
參
酌
沉
船
伴
出
其
他
文
物
，
認
為
該

船
的
絕
對
年
代
應
在
﹁
戊
辰
年
﹂
，
亦
即

西
元
九
六
八
年
。
由
於
沉
船
伴
出
的
越
窯

青
瓷
龍
紋
盤
酷
似
北
宋
咸
平
三
年
︵
一

○
○
○

︶
宋
太
宗
元
德
李
后
陵
出
土
的
同

類
製
品
，
我
保
守
估
計C

irebon C
argo

以

及
其
所
舶
載
的
鸚
鵡
形
注
壺
的
相
對
年
代

有
可
能
在
十
世
紀
後
期
至
十
一
世
紀
初
期

之
間
。
︵
謝
明
良
，
二○

○

八
︶

將
此
一
相
對

年
代
結
合
出
土
褐
釉
鸚
鵡
形
注
壺
的
靜

志
寺
舍
利
塔
因
係
北
宋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
九
七
七
︶
昭
果
大
師
所
建
，
又
可
認
為

這
類
施
罩
鉛
釉
的
鸚
鵡
形
注
壺
似
乎
較
流

行
於
十
世
紀
後
期
。

相
對
於
以
往
部
分
學
者
基
於
內
蒙

古
遼
墓
出
土
例
而
將
包
括
靜
志
寺
塔
基
在

內
的
鉛
釉
鸚
鵡
形
注
壺
全
部
視
為
遼
窯
製

品
，
早
在
一
九
七○

年
代
矢
部
良
明
就
已

指
出
其
可
能
屬
定
窯
所
燒
製
︵
座
右
寶
刊
行

會
，
一
九
七
六
︶
，
迄
一
九
九○

年
代
宿
白
等

也
持
類
似
看
法
。
︵
宿
白
，
一
九
九
七
︶

從
胎

釉
和
刻
劃
花
作
風
結
合
前
數
年
公
布
的
河

南
省
鄭
州
出
土
例
以
及C

irebon C
argo

的
類

似
作
品
，
可
以
初
步
判
定
上
引
幾
件
鉛
釉

鸚
鵡
形
注
壺
應
非
遼
窯
製
品
。
但
其
是
否

確
實
來
自
定
窯
？
還
有
待
證
實
。
另
外
，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市R

oyal O
ntario M

useum

收
藏
的
一
件
蓑
豐
認
為
是
九
世
紀
後
期
至

十
世
紀
前
期
的
綠
釉
鸚
鵡
﹁
酒
器
﹂
，
鸚

鵡
背
設
六
花
口
，
頸
胸
部
位
置
花
蕾
形
注

流
︵
圖
十
六
︶
，
造
型
奇
特
。
考
慮
到
其

尺
寸
不
及
十
公
分
，
造
型
偏
小
，
我
未
見

實
物
，
但
若
非
贗
品
則
有
可
能
是
前
所
未

見
的
鸚
鵡
注
壺
、
注
盂
或
竟
是
鸚
鵡
杯
。

鉛
釉
鸚
鵡
形
注
壺
之
外
，
亦
見
高
溫

白
瓷
製
品
，
呈
鸚
鵡
立
於
奇
石
造
型
，
頸

部
飾
環
帶
，
環
帶
至
鳥
背
設
把
手
，
鸚
鵡

喙
和
雙
眼
施
褐
彩
。
︵
圖
十
七
︶
收
入
圖

錄
雖
將
之
定
為
遼
代
製
品
，
但
從
胎
釉
以

及
岩
石
上
方
的
陽
紋
花
卉
裝
飾
近
於
瑞
典

C
arl K

em
pe

舊
藏
唐
代
邢
窯
白
瓷
三
足
爐

爐
身
陰
刻
圖
紋
︵G

u
sta

f Lin
d

b
e

rg
, H

sin
g

-

Ya
o

 a
n

d
 Tin

g
-Ya

o
, 1953

︶
，
我
推
測
該
注
壺

有
可
能
是
唐
代
定
窯
或
邢
窯
系
製
品
，
其

和
前
述
唐
代
白
瓷
鸚
鵡
杯
相
得
益
彰
，
很

是
匹
配
。
如
前
所
述
，
林
邑
國
曾
貢
獻
太

宗
白
鸚
鵡
，
王
維
也
曾
做
︽
白
鸚
鵡
賦
︾
，

︽
明
皇
雜
錄
︾
所
載
開
元
中
由
嶺
南
進
獻

的
聰
慧
洞
曉
言
詞
且
能
朗
誦
詞
臣
詩
篇
，

被
玄
宗
和
楊
貴
妃
暱
稱
作
﹁
雪
衣
娘
﹂
的

白
鸚
鵡
更
是
家
喻
戶
曉
的
傳
奇
寵
物
。
看

來
，
唐
代
的
白
瓷
鸚
鵡
杯
和
白
瓷
鸚
鵡
形

注
壺
應
該
就
是
對
當
時
外
國
進
獻
白
鸚
鵡

的
真
實
寫
照
。
只
是
陶
瓷
製
品
所
見
鸚

鵡
，
往
往
與
鳳
鳥
不
易
明
顯
辨
識
，
例
如

現
藏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的
一
般
所
謂
白
瓷

鳳
首
注
壺
︵
圖
十
八
︶
，
壺
蓋
鳥
首
也
有
幾

分
形
似
鸚
鵡
，
頭
頂
翼
狀
冠
毛
亦
近
於
鸚

鵡
頭
上
的
所
謂
﹁
芙
蓉
冠
﹂
︵
圖
十
九
︶
，

故
其
鳥
屬
之
別
委
實
令
人
困
惑
。

鸚
鵡
象
生
器
物
之
外
，
唐
宋
時
期

金
銀
器
、
銅
器
或
陶
瓷
等
質
材
的
器
皿
亦

見
不
少
鸚
鵡
裝
飾
母
題
。
不
僅
如
此
，
另

可
見
到
手
佇
立
鸚
鵡
的
陶
人
俑
，
如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盛
唐
三
彩
俑
即
為
一
例
︵
圖

二
十
︶
；
遼
寧
省
朝
陽
市
黃
河
路
唐
墓
出
土

的
石
男
俑
右
臂
曲
肘
，
手
上
立
鳥
亦
形
似

鸚
鵡
。
︵
圖
二
一
︶
雖
則
也
有
認
為
該
辮
髮

石
俑
族
屬
粟
末
靺
鞨
，
手
佇
立
的
鳥
禽
可

圖十五　 褐釉鸚鵡形注壺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東西大街出土

圖十四a　足底
「鸚鵡」墨書

圖十四　 褐釉鸚鵡形注壺　中國河北省定縣北宋太平
興國二年（977）　靜志寺塔基出土

圖十六　綠釉鸚鵡形注盂　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藏圖十七　 白瓷鸚鵡形注壺　 
香港私人藏

圖十九　鳥譜圖冊　葵黃頂花小白鸚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唐代白瓷注壺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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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是
產
於
靺
鞨
之
東
，
遼
宋
之
後
稱
為
海

東
青
的
名
貴
鷹
鶻
。
︵
姜
念
思
，
二○

○

五
︶
另

外
，
大
英
博
物
館
藏
唐
代
女
俑
冠
髻
亦
具

鸚
鵡
造
型
特
徵
。
︵W

illia
m

 W
a

tso
n

, 1984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玄
奘
︵
六○

○

∼

六
六 

四
︶
著
︽
大
唐
西
域
記
︾
︿
迦
畢
試
國
﹀

條
︵
梵
文k

ap
i śaya

，
在
今
阿
富
汗
境
內

B
egram

︶
所
載
的
一
則
鸚
鵡
靈
異
，
即
：

　

 

伽
藍
佛
院
東
門
南
大
神
王
像
右
足
下
，

坎
地
藏
寶
，
質
子
之
所
藏
也
。
故
其
銘

曰
：
﹁
伽
藍
朽
壞
，
取
以
修
治
。
﹂
近

有
邊
王
貪
婪
凶
暴
，
聞
此
伽
藍
多
藏
珍

寶
，
驅
逐
僧
徒
，
方
事
發
掘
。
神
王
冠

中
鸚
鵡
鳥
像
，
乃
奮
羽
驚
鳴
，
地
為
震

動
。
王
及
軍
人
，
僻
易
僵
仆
，
久
而
得

起
，
謝
咎
以
歸
。

以
上
說
的
是
，
神
王
冠
中
的
鸚
鵡
顯
靈
，

振
羽
驚
鳴
，
威
懾
驅
逐
了
覬
覦
埋
藏
於
寺

院
地
下
寶
藏
的
貪
婪
盜
匪
。
此
處
神
王
指

的
應
是
兜
跋
毘
沙
門
天
。
儘
管
做
為
毘
沙

門
天
像
容
之
一
的
華
麗
頭
冠
，
大
多
飾
受

圖二一　 石俑　線繪圖　中國遼寧省朝陽市唐墓出土 圖二十　唐三彩俑　中國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二　內蒙古寶山二號遼墓〈頌經圖〉壁畫　引自《文物》

到
薩
珊
系
王
冠
影
響
的
雙
翼
鳳
鳥
︵
田
邊

勝
美
，
一
九
九
二
︶

，
不
過
，
設
若
玄
奘
的

記
錄
無
誤
，
則
當
時
應
該
存
在
戴
鸚
鵡

冠
的
天
王
造
像
。
唐
代
文
獻
有
不
少
鸚

鵡
與
佛
教
的
因
緣
記
事
，
除
了
前
述
受
到

玄
宗
和
楊
貴
妃
寵
愛
可
頌
讀
︽
心
經
︾
的

白
鸚
鵡
﹁
雪
衣
娘
﹂
之
外
，
元
代
念
常

︵
一
二
八
二

∼

一
三
四
一
︶
撰
︽
佛
祖
歷

代
通
載
︾
亦
載
韋
臯
好
釋
氏
法
，
嘗
訓
鸚

鵡
念
佛
。
內
蒙
古
寶
山
二
號
遼
墓
北
壁
壁

畫
女
子
展
卷
且
有
鸚
鵡
相
伴
，
結
合
壁
上

題
詩
：
﹁
雪
衣
円
觜
隴
山
禽
，
每
受
宮
闈

指
教
深
，
不
向
人
前
出
凡
語
，
聲
聲
皆
是

念
經
音
﹂
，
無
疑
是
表
現
鸚
鵡
頌
經
的
場

景
，
也
因
此
被
命
名
為
︿
頌
經
圖
﹀
。
︵
圖

二
二
︶
與
此
相
關
的
是
，
相
對
於
吳
玉

貴
認
為
畫
面
的
女
子
是
楊
貴
妃
︵
吳
玉
貴
，

一
九
九
九
︶

，
漆
紅
則
從
女
子
體
態
及
墓
壁

題
詩
內
涵
乃
是
表
明
女
子
﹁
賢
明
﹂
和

﹁
貞
順
﹂
，
主
張
︿
頌
經
圖
﹀
上
的
展
卷

女
子
應
是
前
秦
閨
中
楷
模
蘇
若
蘭
︵
漆
紅
，

二○
○

一
︶
，
我
同
意
這
個
看
法
。

基
於
鸚
鵡
頌
讀
佛
經
以
及
護
衛
伽
藍

寺
院
的
文
獻
記
事
，
令
人
暮
然
醒
悟
前
述

北
宋
靜
志
寺
舍
利
塔
基
為
何
會
出
土
鸚
鵡

形
注
壺
。
︵
圖
十
四
︶
該
注
壺
底
部
露
胎
處

帶
﹁
鸚
鵡
﹂
墨
書
︵
圖
十
四
a
︶
，
此
似
乎

透
露
出
瘞
埋
贊
助
者
試
圖
在
鸚
鵡
象
生
造

型
之
外
，
再
次
以
墨
書
的
方
式
來
強
調
鸚

鵡
存
在
的
事
實
。
對
於
北
宋
的
佛
教
徒
而

言
，
玄
奘
︽
大
唐
西
域
記
︾
所
載
鸚
鵡
護

衛
佛
院
的
靈
異
，
一
定
是
他
們
熟
悉
且
津

津
樂
道
的
話
題
，
也
因
此
才
會
將
可
能
做

為
酒
器
的
鸚
鵡
形
注
壺
刻
意
地
加
上
﹁
鸚

鵡
﹂
銘
記
而
後
瘞
埋
於
舍
利
塔
塔
基
。

景
德
鎮
輸
往
歐
洲
的
鸚
鵡
象
生
器

和
歐
洲
的
螺
杯
趣
味

隨
著
大
航
海
時
代
的
到
臨
，
歐
洲
和

遠
東
的
相
遇
愈
形
頻
仍
。
航
海
來
亞
洲
的

歐
洲
水
手
經
常
將
鸚
鵡
攜
回
歐
洲
待
價
而

沽
︵
圖
二
三
︶
，
而
鸚
鵡
也
做
為
具
有
異
國

趣
味
的
珍
禽
頻
繁
地
出
現
在
歐
洲
的
繪
畫

或
掛
毯
等
手
工
藝
製
品
。
成
立
於
十
七
世

紀
初
的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不
止
一
次
地
向

景
德
鎮
下
注
訂
單
要
求
燒
造
鸚
鵡
器
飾
，

南
非
好
望
角
打
撈
一
六
九
七
年
沉
沒
的
荷

屬
東
印
度
公
司O

osterland

沉
船
發
現
的
中

國
瓷
鸚
鵡
像
即
是
其
例
︵
圖
二
四
︶
；
荷

蘭
阿
姆
斯
特
丹
國
立
博
物
館
也
收
藏
有
由

圖二三　歐洲水手圖　版畫　約1700年圖二四　 南非好望角荷蘭東印度公司Oosterland沉船（1697）遺物所見鸚鵡瓷塑像 
引自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57 (1992-1993)



2013年1月　7475　故宮文物月刊·第358期

鸚鵡杯及其他

文物脈絡

A
n

toin
etts

︵
一
七
七
五

∼

一
七
九
三
︶
在

凡
爾
賽
宮
的
居
室
也
收
藏
有
鑲
嵌
寶
石
的

鸚
鵡
像
。
︵Be

u
rd

e
le

y &
 R

a
in

d
re

, 1986

︶
事

實
上
，
凡
爾
賽
宮
傳
世
的
十
八
世
紀
前
期

由G
obelin

s

︵
哥
白
林
︶
製
造
廠La C

roix

作
坊
生
產
的
以
十
七
世
紀
畫
作
為
底
本
的

︿
王
的
歷
史‧

F
u

en
tés

伯
爵
謁
見
圖
﹀

不
織
布
掛
毯
，
正
上
方
帶
框
狩
獵
圖
之
下

亦
見
鑲
裝
有
持
三
叉
戟
的
人
物
和
騎
馬
力

士
的
鸚
鵡
螺
杯
。
︵
圖
二
七
︶
從
三
叉
戟

持
物
可
知
其
表
現
的
正
是
可
呼
風
喚
雨
的

海
神Poseidon

︵N
eptun

e

︶
，Poseidon

同

中
國
進
口
的
康
熙
年
間
景
德
鎮
彩
繪
鸚
鵡

像
。
︵
圖
二
五
︶
這
類
鸚
鵡
塑
像
既
被
置

於
居
宅
壁
爐
上
方
或
置
放
於
開
放
式
木
質

櫥
櫃
以
為
觀
賞
之
用
，
其
也
是
豪
門
貴
族

自
宅
所
設
﹁
中
國
室
﹂
或
﹁
瓷
器
室
﹂
收

貯
的
對
象
。
從
完
成
於
一
七
一
九
年
的
一

幅
流
行
於
荷
蘭
之
具
有
立
體
寫
實
效
果
名

為
︿
中
國
瓷
器
與
南
國
鳥
禽
﹀
的
所
謂
錯

視
畫
︵bedriegertje

︶
︵
圖
二
六
︶
，
可
以

想
見
鸚
鵡
等
禽
鳥
是
和
亞
洲
陶
瓷
同
被
視

為
來
自
遙
遠
東
方
的
珍
奇
而
受
到
注
目
。

生
涯
以
悲
劇
收
場
的
著
名
法
國
王
妃M

arie-

圖二六　歐洲錯視畫所見鸚鵡（1719）　荷蘭阿姆斯特丹歷史博物館藏 圖二五　彩繪瓷鸚鵡像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七　法國不織布掛毯所見鸚鵡螺杯圖飾　凡爾賽宮藏

時
又
是
馬
族
的
護
衛
者
，
出
行
時
騎
乘
馬

車
，
並
有
海
龍
形
怪
物
雀
躍
舞
蹈
致
敬
。

︵Th
o

m
a

s Bu
lfin

c
h

, 1978; H
. A

. Ku
h

n
, 2002

︶

德
國
國
立
德
勒
斯
登
博
物
館
︵D

resd
en 

N
ational M

useum

︶
或
柏
林
克
普
尼
克
宮

手
工
藝
博
物
館
︵K

un
stgew

erbem
useum

 

Schloss K
öpen

ick

︶
等
歐
洲
許
多
公
私
收

藏
也
見
類
似
的
十
七
世
紀
鸚
鵡
螺
杯
，
後

者
藏
品
下
方
台
座
另
飾
海
神
之
子
呈
人
魚

造
型
的T

riton

。
︵
圖
二
八
︶
於
鸚
鵡
螺
上

進
行
金
屬
裝
鑲
早
見
於
前
引
南
京
東
晉
王

興
之
墓
︵
三
四○

︶
︵
圖
一
︶
；
明
天
順
三

年
︵
一
四
五
九
︶
王
佐
增
補
明
初
曹
昭
著

︽
格
古
要
論
︾
也
談
及
經
人
工
琢
磨
過
後

的
鸚
鵡
螺
﹁
用
銀
或
金
廂
足
作
酒
盃
﹂
。

︵
卷
六
︿
珍
寶
論
﹀
︶
明
人
顧
玠
︽
海
槎
餘

錄
︾
甚
至
記
載
好
事
者
將
鸚
鵡
螺
﹁
用
金

鑲
飾
，
凡
頭
頸
足
翅
俱
備
，
置
之
几
案
，

亦
異
常
耳
﹂
將
其
作
為
獵
奇
的
觀
賞
品
，

此
一
賞
鑑
趣
味
不
由
得
會
讓
人
聯
想
到

十
七
世
紀
歐
洲
富
裕
人
家
所
設
置
好
奇
箱

︵C
abin

et of C
uriosity

︶
中
的
鸚
鵡
螺
。

︵
圖
二
九
︶

荷
蘭
十
七
世
紀
靜
物
畫
家
威
廉‧

圖二八　裝飾金銀飾的鸚鵡螺杯　德國柏林克普尼克宮手工藝博物館藏

圖二九　歐洲好奇箱所見鸚鵡螺　引自《航路アジアへ！》

圖三十　 荷蘭靜物畫家Willem Kalf （1622-1693）畫作中的中國瓷器和
鸚鵡螺杯　引自http://www.wga.hu/frames-e.html?/html/k/kalf/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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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筆者攝影。

圖29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前引《航路アジアへ！》，頁160圖140。

圖30　 http://www.wga.hu/frames-e.html?/html/k/kalf/index.html，檢索日期：
2012/11/06。

圖31　 神戶市立博物館，《日蘭交流のかけ橋》，神戶：神戶市立博物館，1998，
頁54，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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