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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唐窯佳器—唐英瓷製對聯與掛屏初探

學與思

﹁
唐
窯
﹂
為
清
代
雍
正
、
乾
隆
時

期
督
陶
官
唐
英
榷
陶
珠
山
所
燒
瓷
器
之

概
稱
，
︽
清
史
稿
．
唐
英
傳
︾
記
載
﹁
英

所
造
者
，
世
稱
唐
窯
﹂
。
唐
英
，
字
俊

︵
雋
︶
公
，
自
號
蝸
寄
、
陶
成
居
士
，

祖
籍
關
東
瀋
陽
，
隸
漢
軍
正
白
旗
，
生
於

清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
一
六
八
二
︶
五
月
初

五
，
卒
於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一
七
五
六
︶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
享
年
七
十
五
歲
。

︵
圖
一
︶
︵
註
一
︶

唐
英
自
雍
正
六
年

︵
一
七
二
八
︶
奉
使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
佐

理
窯
務
，
直
至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逝
世
，
前

後
榷
陶
二
十
餘
年
之
久
，
是
為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歷
史
上
督
陶
時
間
最
長
、
成
績
最
著

者
。
︵
圖
二
︶

唐
窯
仿
古
采
今
，
備
諸
巧
妙
，
技
藝

之
精
湛
獨
步
有
清
一
代
，
所
造
之
物
可
分

三
類
：
一
為
供
御
瓷
器
，
每
年
由
唐
英
承

命
督
造
上
供
御
用
；
一
為
唐
英
敬
奉
廟
宇

之
供
器
，
品
類
多
見
青
花
製
品
；
一
為
唐

英
自
用
或
饋
贈
親
友
之
作
，
多
為
文
房
器

被
遺
忘
的
唐
窯
佳
器

唐
英
瓷
製
對
聯
與
掛
屏
初
探

黃
清
華

唐
英
，
字
俊
公
，
清
代
雍
正
、
乾
隆
時
期
督
陶
官
，
﹁
唐
窯
﹂ 

其
榷
陶
珠
山
所
燒
瓷
器
之
概

稱
。
唐
窯
仿
古
采
今
，
備
諸
巧
妙
，
技
藝
之
精
湛
獨
步
清
代
。
然
而
唐
窯
所
製
之
瓷
器
對
聯
與
掛

屏
雖
亦
奇
絕
，
在
當
今
學
者
研
究
中
，
卻
未
引
起
應
有
的
關
注
。
唐
英
瓷
製
對
聯
與
掛
屏
是
中
國

陶
瓷
史
上
第
一
次
將
書
法
藝
術
與
製
瓷
技
術
相
結
合
的
作
品
，
不
僅
是
唐
英
督
陶
期
間
的
創
新
之

作
，
同
時
也
是
唐
窯
最
具
文
人
秉
性
的
作
品
，
本
文
將
相
關
資
料
作
一
系
統
整
理
與
考
察
。

圖二　清　唐英石像　作者提供

圖一　胡寶瑔奏　〈奏報九江關監督唐英病故摺〉　乾隆21年8月2日　6扣　局部　故宮0381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皿
，
如
筆
筒
、
水
盂
，
喜
以
詩
文
、
篆
章

入
飾
，
署
唐
英
齋
室
名
號
。
後
二
者
為
唐

英
私
物
，
但
亦
燒
造
於
御
窯
廠
內
，
製
作

之
精
與
官
窯
無
異
。

本
文
所
討
論
的
唐
窯
瓷
製
對
聯
與
掛

屏
即
屬
後
者
。
清
人
文
獻
︽
歷
代
畫
史
彙

傳
︾
記
載
：
﹁
唐
英
，⋯

⋯

工
宋
人
山
水

人
物
，
能
書
，
詩
有
清
思
，
榷
兩
淮
、
九

江
，
珠
山
昌
水
見
之
筆
墨
者
為
多
。
曾
主

官
窯
事
，
製
器
甚
精
，
今
稱
唐
窯
。
嘗
親

製
書
、
畫
、
詩
，
付
窯
陶
成
屏
對
，
尤
為

奇
絕
。
﹂
︵
註
二
︶

其
中
特
別
提
到
唐
窯
所

製
瓷
器
對
聯
與
掛
屏
，
並
且
以
﹁
尤
為
奇

絕
﹂
來
加
以
讚
嘆
，
足
見
其
在
清
代
備
受

推
崇
。
然
而
，
在
當
今
學
者
研
究
中
，
唐

窯
瓷
製
對
聯
與
掛
屏
卻
沒
有
引
起
應
有
的

關
注
。
瓷
製
對
聯
與
掛
屏
是
中
國
陶
瓷
史

上
第
一
次
將
書
法
藝
術
與
製
瓷
技
術
相
結

合
的
產
物
，
不
僅
是
唐
英
督
陶
期
間
的
創

新
之
作
，
同
時
也
是
唐
窯
最
具
文
人
秉
性

的
作
品
。
由
於
其
存
世
量
少
，
藝
術
價
值

高
，
本
文
嘗
試
將
唐
英
瓷
器
書
法
藝
術
的

相
關
資
料
作
一
系
統
整
理
與
考
證
，
旨
在

拋
磚
引
玉
，
求
教
方
家
。

圖三　清　唐英　瓷器對聯　日本永青文庫藏　引自《中國美術至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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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清　唐英　瓷器對聯　日本田路周一藏　引自《清代乃瓷器》圖五　 清　唐英　綠漆地詩文掛屏署款、印章　
香港私人藏品

唐
窯
瓷
製
對
聯
與
掛
屏
的
存
世
狀

況

檢
視
目
前
所
知
公
開
出
版
的
公
私
收

藏
，
唐
英
瓷
器
對
聯
與
掛
屏
有
三
件
。

一
、
日
本
永
青
文
庫
藏
品
︵
圖
三
︶

詩
文
： 

墨
彩
朝
飛
河
北
紙
，
爐
烟
夜
篆
海

南
香
。

尺
寸
： 

縱
一
四
一
．
七
公
分
，
橫
二
六
．

七
公
分
。

著
錄
： 

永
青
文
庫
，
︽
中
國
美
術
至
寶

展
︾
，
每
日
新
聞
社
出
版
，
一
九 

八
一
。

體
勢
開
張
瀟
灑
於
外
，
筆
力
勁
健
凝

練
於
內
，
字
字
皆
可
以
玩
味
，
不
愧
書
家

之
筆
。
引
首
章
為
﹁
御
賜
郁
金
積
翠
﹂
， 

落
款
﹁
蝸
寄
唐
英
書
﹂
，
後
附
紅
彩
白
文

﹁
唐
英
之
印
﹂
和
紅
彩
朱
文
﹁
雋
公
﹂
篆

文
印
，
此
三
印
皆
為
白
釉
上
以
礬
紅
繪
寫

而
成
。
白
釉
瑩
潤
，
品
質
佳
良
。

二
、
日
本
田
路
周
一
藏
品
︵
圖
四
︶

詩
文
： 

幾
點
梅
花
添
逸
興
，
數
聲
鳥
語
助

吟
懷
。

尺
寸
：
縱
一
六
一
公
分
，
橫
四
四
公
分

著
錄
： 

日
本
田
路
周
一
著
，
︽
清
代
乃

瓷
器
︾
，
博
寶
館
刊
行
，
一
九 

七
六
。

結
體
寬
博
深
穩
，
筆
畫
豐
腴
緊
密
，

運
筆
酣
暢
圓
潤
，
可
謂
骨
力
堅
凝
，
神
味

圖六　民國　古香書屋舊照　作者提供

淵
永
。
引
首
為
朱
文
﹁
御
賜
郁
金
積
翠
﹂

篆
印
，
落
款
﹁
唐
英
書
﹂
，
後
附
白
文

﹁
唐
英
之
印
﹂
和
陽
文
﹁
雋
公
﹂
印
。
此

處
三
方
篆
印
皆
是
澀
胎
無
釉
。

三
、
香
港
私
人
藏
品
︵
圖
五
︶

詩
文
：
常
蓄
五
車
書
。

尺
寸
：
縱
七
六
公
分
，
橫
四
八
公
分

書
法
結
體
嚴
謹
，
行
筆
遒
勁
灑
脫
，

與
永
青
文
庫
藏
品
風
格
一
致
，
落
款
﹁
唐

英
書
﹂
，
後
附
紅
彩
白
文
﹁
唐
英
之
印
﹂

和
紅
彩
朱
文
﹁
雋
公
﹂
篆
文
印
，
二
印
為

白
釉
上
以
礬
紅
繪
寫
而
成
。
白
釉
瑩
潤
，

施
以
綠
漆
為
地
，
襯
以
黑
木
邊
框
，
明
快

靜
穆
。
此
屏
應
為
對
屏
的
下
屏
，
上
屏
或

已
散
佚
。

另
有
三
件
留
存
於
民
間
，
雖
未
著
錄

在
案
，
然
來
源
可
靠
，
流
傳
有
緒
，
當
為

唐
窯
之
物
無
疑
，
故
亦
可
供
討
論
比
較
。

一
、
一
張
民
國
初
年
攝
於
北
京
順

承
郡
王
府
邸
的
舊
照
中
，
大
廳
陳
設
富
麗

堂
皇
，
絕
非
平
常
之
地
，
匾
額
﹁
古
香
書

屋
﹂
，
廳
柱
懸
掛
唐
英
瓷
製
對
聯
﹁
一

榻
清
風
書
葉
舞
，
半
窗
明
月
墨
花
香
﹂
，

落
款
﹁
唐
英
書
﹂
，
後
附
印
章
，
應
該

為
﹁
唐
英
之
印
﹂
和
﹁
雋
公
﹂
二
者
，
因

為
黑
白
照
片
緣
故
，
引
首
章
是
否
存
在
未

詳
。
書
法
與
永
青
文
庫
藏
品
一
致
。
其
至

少
高
達
二
七○

公
分
，
為
目
前
所
知
唐
英

瓷
製
對
聯
尺
幅
最
大
者
。
畫
中
長
袍
馬
褂

冬
裝
者
係
當
時
督
理
奉
天
軍
務
兼
巡
按
使

張
作
霖
的
心
腹
闞
朝
璽
，
闞
氏
曾
於
張
作

霖
時
期
出
任
熱
河
特
別
行
政
區
都
統
、
大

元
帥
府
軍
政
執
法
處
處
長
。
︵
圖
六
︶

二
、
山
西
太
原
留
存
一
墨
漆
地
白
瓷

對
聯
，
詩
文
為
﹁
雨
樹
晴
山
分
畫
譜
，
春

花
秋
月
換
詩
題
﹂
，
原
陳
設
於
太
原
一
古

徽
州
會
館
內
。

三
、
閩
南
一
陳
氏
古
宅
的
書
房
中
仍

存
朱
漆
灑
金
地
白
瓷
對
聯
，
詩
文
為
﹁
雨

餘
窗
竹
圖
書
潤
，
風
過
瓶
梅
筆
硯
香
﹂
，

漆
層
斑
駁
，
木
質
稍
見
朽
裂
，
但
諸
瓷
字

白
釉
瑩
潤
似
玉
，
書
法
體
豐
骨
勁
，
圓
轉

遒
麗
。後

二
者
書
法
風
格
、
印
章
、
尺
寸

皆
與
日
人
田
路
周
一
藏
品
相
同
，
落
款
為

﹁
唐
英
書
﹂
，
三
方
篆
章
﹁
御
賜
郁
金
積

翠
﹂
、
﹁
唐
英
之
印
﹂
、
﹁
雋
公
﹂
的
製

作
技
法
和
特
徵
一
致
，
可
知
此
三
副
對
聯

的
印
章
皆
出
自
同
一
祖
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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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世
作
品
特
點
分
析

縱
觀
以
上
所
見
唐
英
瓷
器
雕
字
對

聯
、
掛
屏
的
基
本
特
點
如
下
：

一
、 

書
法
分
兩
種
，
一
種
結
體
圓
潤
，
一

種
結
體
清
秀
。

相
比
於
製
瓷
、
文
學
成
就
，
唐
英

書
法
一
項
，
亦
毫
不
遜
色
。
︽
歷
代
畫

史
彙
傳
︾
謂
之
﹁
工
宋
人
山
水
人
物
，
能

書
﹂
，
載
瀛
︽
繪
境
軒
讀
畫
記
︾
、
李
放

︽
八
旗
畫
錄
︾
皆
云
唐
英
﹁
其
畫
無
體
不

工
，
兼
擅
分
隸
書
。
﹂
時
下
所
知
有
其
多

幅
翰
墨
傳
世
，
所
具
詩
文
書
法
，
神
采
奕

奕
，
行
筆
遒
勁
灑
脫
，
以
行
、
隸
二
書
為

主
。
︵
圖
七
︶
現
殘
存
的
︽
陶
人
心
語
手

稿
︾
彙
集
唐
英
諸
體
書
法
，
內
容
尤
其
豐

富
，
更
為
我
們
展
現
唐
英
書
法
造
詣
多
姿

圖七　清　唐英　行書詩文立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御賜郁金積翠」、「唐英之印」、「雋公」澀胎
模印瓷篆章　局部　田路周一藏

多
彩
的
一
面
。 

二
、 

雕
字
施
純
白
釉
，
鑲
嵌
漆
地
，
引
首

章
偏
愛
使
用
﹁
御
賜
郁
金
積
翠
﹂
，

署
款
私
章
﹁
唐
英
之
印
﹂
與
﹁
雋

公
﹂
關
聯
使
用
。

無
論
是
引
首
章
還
是
唐
英
名
號
私

章
，
皆
以
瓷
胎
為
之
，
其
中
田
路
周
一
藏

品
︵
包
括
山
西
太
原
和
閩
南
陳
氏
藏
品
︶

的
做
法
，
更
為
考
究
，
是
以
雕
出
陰
陽
文

的
木
質
或
陶
質
印
章
祖
模
，
壓
印
在
瓷
坯

上
入
窯
燒
造
而
成
，
澀
胎
無
釉
，
在
屏
對

製
作
完
好
之
後
，
往
往
抹
上
朱
砂
，
摹
擬

出
紅
章
的
效
果
，
至
今
在
部
分
瓷
章
中
尚

殘
存
朱
砂
痕
。
︵
圖
八
︶

二○
○

九
年
珠
山
御
窯
廠
整
修
北

側
保
護
工
棚
時
出
土
﹁
雋
公
﹂
印
章
一

枚
，
與
之
一
同
出
土
的
還
有
﹁
堂
﹂
、

﹁
迎
﹂
雕
字
及
一
堆
乾
隆
款
官
窯
青
花

瓷
片
。
﹁
雋
公
﹂
篆
章
，
呈
四
方
形
，
長

寬
為
三
．
三
公
分
，
厚
為○

．
六
公
分
，

通
體
澀
胎
無
釉
，
有
明
顯
的
模
印
成
型
痕

跡
，
﹁
雋
﹂
字
上
部
與
﹁
公
﹂
字
下
部
出

現
了
瓷
胎
中
含
雜
質
所
致
的
暴
凸
瑕
疵
，

當
年
應
該
是
因
此
而
遭
淘
汰
，
珠
山
御
窯

廠
出
土
的
這
一
印
章
與
日
本
田
路
周
一
藏

品
所
署
﹁
雋
公
﹂
印
章
字
體
、
尺
寸
完
全

一
致
，
推
測
二
者
應
出
自
同
一
組
模
。
同

時
出
土
的
瓷
器
﹁
堂
﹂
字
右
上
角
也
有
與

﹁
雋
公
﹂
篆
章
一
樣
的
瑕
疵
，
﹁
堂
﹂
字

長
寬
為
五
公
分
，
字
體
較
對
聯
正
文
字
體

要
小
許
多
，
應
是
作
為
上
款
或
落
款
的
字

體
。
瓷
器
﹁
迎
﹂
字
已
殘
，
但
雕
工
精

緻
，
筆
道
深
峻
，
所
施
白
釉
與
﹁
堂
﹂
字

相
同
，
瑩
潤
而
硬
朗
，
與
前
述
三
件
雕
字

對
聯
、
掛
屏
的
胎
釉
特
點
相
符
。
︵
圖

九
︶

唐
英
首
次
將
製
瓷
工
藝
與
書
法
藝
術

融
為
一
爐
，
由
立
意
到
創
燒
成
功
，
個
中

牽
涉
到
製
瓷
工
藝
的
多
個
步
驟
，
其
必
定

是
由
熟
悉
瓷
器
性
能
的
內
行
來
製
作
才
能

將
二
者
之
長
發
揮
極
致
，
目
前
所
知
至
少

需
以
下
數
道
工
序
：

一
、 

壓
坯
成
型
。
先
壓
出
瓷
坯
板
，
厚
約

一
公
分
，
根
據
字
體
大
小
裁
出
等
分

的
方
塊
，
一
字
一
塊
。

二
、 

勾
勒
成
字
。
參
照
書
法
實
物
或
摹
本

以
毛
筆
勾
勒
出
字
形
︵
圖
十
︶
，
此

勾
勒
最
見
功
力
，
需
要
將
書
法
的
神

韻
、
字
體
的
結
構
，
例
如
行
草
字
體

的
飛
白
和
連
筆
效
果
入
神
地
表
現
出

來
，
勾
勒
者
需
對
書
法
具
備
較
高
鑒

賞
水
平
和
嫻
熟
的
摹
繪
技
術
。

三
、 

剔
雕
除
土
。
依
照
木
牌
匾
陽
刻
的

方
法
將
筆
畫
以
外
的
坯
土
厚
度
除

去
一
半
，
凸
出
所
刻
的
字
體
︵
圖

圖九　 「雋公」澀胎篆章、白釉「堂」、「迎」雕字　景德鎮珠山清代御窯廠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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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
然
後
再
仔
細
參
照
書
法
實

物
或
摹
本
，
注
重
細
節
的
處
理
，
反

復
修
改
，
盡
可
能
地
接
近
紙
本
書
法

的
效
果
。

四
、 

局
部
吹
釉
。
吹
釉
可
以
充
分
保
障
字

體
表
面
釉
層
的
均
勻
和
平
整
，
在
吹

釉
之
前
須
將
字
體
以
外
部
分
遮
蓋
，

防
止
釉
料
粘
落
字
體
以
外
的
地
方
。

釉
料
主
要
為
白
釉
和
亮
青
釉
，
偶
爾

也
有
霽
藍
釉
。

五
、 

裁
邊
墊
燒
。
依
據
字
形
的
大
小
將
方

形
的
底
瓷
坯
板
裁
去
多
餘
的
部
分
，

置
入
平
底
匣
鉢
裝
燒
，
以
谷
糠
灰
作

為
底
板
與
匣
鉢
之
間
的
間
隔
物
，
由

於
高
溫
燒
造
，
出
窯
後
瓷
器
字
體
成

比
例
縮
小
。
︵
圖
十
二
︶

六
、 

鑲
嵌
施
漆
。
將
燒
好
的
瓷
字
根
據
需

要
嵌
入
木
板
內
或
粘
附
在
木
板
上
，

再
施
漆
蓋
住
底
板
，
製
作
成
為
對
聯

或
掛
屏
。
︵
圖
十
三
︶

瓷
器
對
聯
是
唐
英
督
陶
期
間
的
創
新

之
作
，
唐
英
首
次
用
瓷
器
來
立
體
地
表
現

文
人
書
法
，
既
具
瓷
器
工
藝
之
美
，
亦
見

書
法
人
文
之
美
，
這
一
創
新
與
督
陶
官
唐

英
本
人
深
刻
的
文
人
修
養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文
淵
閣
大
學
士
高
斌
為
唐
英
︽
陶
人

心
語
︾
所
寫
序
言
中
說
道
：
﹁
唐
俊
公
先

生
自
少
與
予
同
侍
內
廷
，
長
予
一
歲
，
顧

先
生
之
書
畫
，
法
皆
臻
絕
妙
，
又
能
詩
善

屬
文
，
才
情
掞
發
，
聲
望
卓
然
。
﹂
唐
英

門
人
施
雨
田
在
︽
陶
人
心
語
︾
後
記
云
：

﹁
追
隨
吾
師
三
載
，
見
官
事
之
餘
即
研
究

詩
文
，
焚
膏
繼
晷
，
常
至
五
鼓
，
漏
下
四

方
，
士
大
夫
望
以
為
標
準
。
光
籌
飛
觴
，

對
客
唱
和
，
長
篇
險
韻
，
刻
燭
揮
就
。
﹂

︵
註
三
︶

唐
英
刻
苦
讀
書
，
專
研
詩
文
，
造

詣
匪
淺
，
平
時
悉
心
收
集
意
境
美
妙
的
詩

句
，
在
現
殘
存
的
︽
陶
人
心
語
手
稿
︾
中

與
前
述
對
聯
詩
句
相
仿
佛
者
多
達
四
五
百

對
，
收
貯
豐
富
，
可
見
唐
英
對
此
關
注
尤

甚
，
用
心
至
深
。
因
此
，
唐
英
創
製
瓷
器

對
聯
之
際
，
不
乏
立
意
好
、
意
境
美
的
詩

句
可
供
選
用
，
從
上
述
瓷
製
對
聯
與
掛
屏

也
可
以
看
出
，
唐
英
的
詩
文
內
容
皆
與
文

人
生
活
有
關
，
多
是
抒
發
書
齋
雅
事
，
追

慕
詩
情
畫
意
的
逸
趣
。

燒
造
時
間
及
製
作
緣
起

唐
英
運
用
書
法
與
瓷
藝
結
合
的
作

品
實
例
最
早
見
於
清
雍
正
九
年
的
﹁
佑
陶

靈
祠
﹂
青
花
瓷
匾
︵
圖
十
四
︶
，
此
匾
原

鑲
嵌
在
景
德
鎮
風
火
仙
廟
的
西
院
墻
門
楣

上
方
，
匾
長
一
三
五
、
寬
四
三
．
五
、
厚

六
公
分
，
四
周
的
纏
枝
番
蓮
紋
和
中
間
的

文
字
為
青
花
，
印
文
為
釉
裏
紅
，
字
、
印

皆
陽
文
凸
出
，
書
法
清
秀
健
俊
，
右
上
角

腰
園
形
引
首
章
﹁
古
柏
堂
﹂
，
後
鈐
篆
書

﹁
唐
英
之
印
﹂
、
﹁
俊
公
﹂
二
印
，
落
款

為
﹁
雍
正
九
年
仲
冬
，
督
陶
使
瀋
陽
唐
英

題
﹂
。
該
匾
額
的
雕
製
使
得
此
前
書
法
在

瓷
器
上
的
表
現
由
平
面
︵
畫
筆
繪
寫
︶
轉

變
為
立
體
︵
勾
勒
雕
琢
︶
，
為
唐
窯
最
早

的
重
大
工
藝
創
新
之
一
，
此
匾
直
接
啟
迪

後
來
雕
字
對
聯
的
產
生
，
二
者
雖
然
表
現

形
式
有
所
不
同
，
但
工
藝
前
後
相
沿
。

對
於
這
一
工
藝
創
新
，
唐
英
本
人
亦

有
記
載
。
︽
陶
人
心
語
續
選
︾
記
載
唐
英

在
乾
隆
九
年
︵
一
七
四
四
︶
為
廬
山
九
峰

寺
近
如
上
人
作
︽
九
峰
近
公
傳
︾
，
並
且

﹁
特
製
瓷
碑
、
額
聯
，
構
亭
以
覆
之
﹂
︵
註

四
︶

，
﹁
瓷
碑
﹂
、
﹁
額
聯
﹂
即
是
瓷
製

的
碑
和
對
聯
，
證
實
至
少
在
乾
隆
九
年
之

際
，
唐
英
已
經
創
製
出
瓷
器
雕
字
對
聯
。

近
如
上
人
為
廬
山
九
峰
寺
的
方
丈
，
唐
英

自
乾
隆
四
年
︵
一
七
三
九
︶
出
任
九
江
官

後
即
與
之
相
識
，
結
成
摯
友
。
雖
流
傳
至

今
九
峰
寺
的
瓷
碑
及
對
聯
早
已
湮
滅
，
未

得
其
詳
，
但
由
此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唐
英
瓷

製
對
聯
的
饋
贈
對
象
一
定
是
唐
英
的
知
己

好
友
，
而
非
一
般
之
人
。

筆
者
前
述
所
提
的
數
副
對
聯
其
形

式
、
風
格
一
致
，
推
知
彼
此
燒
造
時
間
前

後
相
近
。
那
麼
它
們
究
竟
燒
造
於
何
時
？

檢
視
前
述
三
副
對
聯
，
皆
有
﹁
御
賜

郁
金
積
翠
﹂
引
首
章
，
為
目
前
所
見
此
類

瓷
製
對
聯
共
有
的
特
徵
，
並
且
目
前
所
見

唐
英
諸
類
文
集
和
唐
窯
作
品
中
皆
未
見
，

其
獨
特
之
處
勢
必
值
得
我
們
重
視
。

﹁
御
賜
﹂
當
然
表
明
唐
英
得
到
乾
隆

皇
帝
的
恩
賜
，
﹁
郁
金
積
翠
﹂
則
是
乾
隆

皇
帝
御
賜
書
法
的
內
容
。

郁
金
，
為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黃

色
，
有
香
氣
。
中
醫
以
塊
根
入
藥
，
古

人
亦
用
作
香
料
，
泡
製
鬱
鬯
，
或
浸
水
作

染
料
。
︽
藝
文
類
聚
︾
卷
八
一
引
晉
左

芬
︿
郁
金
頌
﹀
：
﹁
伊
此
奇
草
，
名
曰

鬱
金
。
越
自
殊
域
，
厥
珍
來
尋
。
芬
香
酷

烈
，
悅
目
欣
心
。
﹂
在
此
引
申
為
類
似
郁

金
一
樣
具
備
濃
郁
的
芬
香
，
致
人
心
神
舒

暢
，
強
調
嗅
覺
的
愉
悅
感
受
。

圖十四　清雍正九年　「佑陶靈祠」瓷匾　景德鎮陶瓷館藏
圖十二　 清代白瓷「綱」字（落選品）　景德鎮十八

橋清代窯址出土

圖十三　鑲嵌施漆

圖十　勾勒成字圖十一-1　剔雕除土圖十一-2　雕刻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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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翠
，
乃
指
翠
色
重
疊
，
形
容
草

木
繁
茂
。
唐
杜
甫
︿
玉
臺
觀
﹀
詩
之
一
：

﹁
中
天
積
翠
玉
臺
遙
，
上
帝
高
居
絳
節

朝
。
﹂
宋
范
成
大
︿
謁
南
岳
﹀
詩
：
﹁
濃

嵐
忽
飄
蕩
，
積
翠
浮
雲
端
。
﹂
積
翠
可
謂

翠
色
重
疊
，
令
人
視
之
悅
目
舒
心
，
突
出

視
覺
的
舒
適
感
受
。

綜
合
二
詞
之
義
，
﹁
郁
金
積
翠
﹂
可

作
芬
芳
濃
郁
欣
心
，
疊
翠
宜
人
悅
目
，
使

人
身
心
收
穫
愉
悅
之
解
。

目
前
，
僅
知
唐
英
的
一
副
隸
書
陶
弘

景
︿
昭
問
山
中
何
所
有
賦
詩
以
簽
﹀
立
軸

︵
圖
十
五
︶
，
引
首
章
使
用
為
﹁
玉
音
郁

金
積
翠
﹂
。
其
詩
文
為
﹁
山
中
何
所
有
？

嶺
上
多
白
雲
。
只
可
自
怡
悅
，
不
堪
持
贈

君
﹂
，
運
筆
沉
著
厚
重
，
結
字
端
莊
雍

容
，
用
筆
方
圓
兼
備
，
結
字
勻
適
調
和
，

章
法
規
矩
合
度
，
與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唐
英
︿
臨
乙
瑛
碑
﹀
隸
書
立
軸
一
致
。

︵
註
五
︶章

文
﹁
玉
音
﹂
一
詞
，
乃
尊
稱
帝

王
的
言
語
。
漢
司
馬
相
如
︿
長
門
賦
﹀
：

﹁
願
賜
問
而
自
進
兮
，
得
尚
君
之
玉

音
。
﹂
清
陳
康
祺
︽
郎
潛
紀
聞
︾
卷
三
：

﹁
癸
未
，
︵
上
︶
臨
雍
講
學
，
玉
音
朗

朗
。
﹂此

處
﹁
玉
音
郁
金
積
翠
﹂
與
上
述

﹁
御
賜
郁
金
積
翠
﹂
同
義
，
皆
表
明
郁
金

積
翠
一
詞
為
乾
隆
皇
帝
所
賜
贈
。
目
前
唐

英
紙
本
書
法
雖
然
亦
有
多
幅
傳
世
，
除
此

隸
書
陶
弘
景
︿
昭
問
山
中
何
所
有
賦
詩
以

簽
﹀
立
軸
之
外
，
均
不
見
使
用
﹁
郁
金
積

翠
﹂
印
章
。
自
古
以
來
，
皇
帝
賞
賜
皆
是

無
上
之
榮
耀
，
唐
英
作
為
臣
下
必
將
非
常

珍
視
，
循
例
篆
刻
成
章
，
往
往
作
為
書
畫

之
引
首
章
使
用
，
以
期
流
芳
後
世
。

然
而
乾
隆
皇
帝
御
書
﹁
郁
金
積
翠
﹂

賞
賜
唐
英
的
時
間
，
文
獻
沒
記
載
。
考
察

唐
英
窯
務
年
譜
，
乾
隆
年
間
唐
英
與
乾
隆

皇
帝
之
間
的
交
流
更
多
依
靠
奏
摺
形
式
進

行
，
僅
在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二

月
，
乾
隆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八
︶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正
月
十
九
日

共
三
次
獲
詔
覲
見
聖
上
。
按
照
皇
帝
賜
書

臣
子
的
慣
例
，
多
是
面
覲
之
際
獲
聖
意
歡

喜
御
書
賞
賜
。
比
較
這
三
次
覲
見
情
況
，

第
一
次
為
乾
隆
二
年
恰
逢
新
君
初
立
，
唐

英
與
之
未
能
建
立
良
好
的
信
任
關
係
，
故

而
沒
有
機
會
獲
得
御
書
賞
賜
。
第
三
次
為

圖十五-1　 清　唐英　隸書陶弘景詩句　軸　私人收藏

圖十五-2　引首章「玉音郁金積翠」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唐
英
雖
獲
賞
給
奉
宸
苑

卿
銜
，
官
至
正
三
品
，
但
是
回
潯
後
，
唐

英
一
直
患
病
難
癒
，
直
至
去
世
。
唐
英
因

健
康
問
題
更
無
創
製
這
些
瓷
器
對
聯
的
可

能
。
因
此
，
最
有
可
能
就
乾
隆
十
三
年
這

一
次
。據

唐
英
在
︽
陶
人
心
語
︾
告
述
，

乾
隆
十
三
年
農
曆
六
月
初
九
奉
命
北
上
入

覲
，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面
覲
乾
隆
皇
帝
，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回
九
江
。
之
前
經
過
乾
隆
六

年
︵
一
七
四
一
︶
至
九
年
君
臣
間
的
溝
通

和
唐
英
的
勤
勉
努
力
，
所
造
瓷
器
品
質
上

乘
，
迎
合
聖
意
，
期
間
乾
隆
皇
帝
曾
兩
次

賞
賜
唐
英
，
以
示
鼓
勵
。
君
臣
之
間
這
種

微
妙
的
默
契
得
以
維
持
至
唐
英
去
世
，
因

此
，
第
二
次
覲
見
乾
隆
皇
帝
御
書
賞
賜
唐

英
的
機
會
最
大
。

同
時
，
該
隸
書
︿
昭
問
山
中
何
所

有
賦
詩
以
簽
﹀
立
軸
正
好
也
是
書
於
乾
隆

十
三
年
，
︽
陶
人
心
語
︾
錄
入
該
詩
的
隸

書
底
稿
，
同
頁
之
左
上
角
注
明
﹁
乾
隆

十
三
年
戊
辰
﹂
字
樣
，
至
少
說
明
乾
隆

十
三
年
開
始
就
已
經
見
到
該
篆
章
使
用
。

︵
註
六
︶ 

由
此
可
以
得
出
一
個
結
論
：
這
些
瓷

製
書
法
對
聯
生
產
時
間
比
較
集
中
，
大
約
在

乾
隆
十
三
年
九
月
以
後
，
乾
隆
十
五
年
夏
季

唐
英
移
至
粵
海
關
任
職
之
前
。
唐
英
在
乾
隆

十
四
年
︵
一
七
四
九
︶
冬
奉
命
赴
粵
海
關
出

任
監
督
，
次
年
四
月
才
赴
任
，
畢
竟
他
在

景
德
鎮
、
九
江
二
地
駐
停
時
間
頗
長
，
親

友
眾
多
，
從
︽
陶
人
心
語
︾
收
集
的
詩
詞

內
容
看
，
此
時
期
他
的
留
別
唱
和
詩
歌
甚

多
，
那
麼
，
他
燒
造
一
些
文
房
瓷
器
饋
贈
知

己
親
友
亦
很
正
常
。
同
時
，
﹁
御
賜
郁
金

積
翠
﹂
是
唐
英
一
份
被
湮
沒
的
殊
榮
，
是

其
官
宦
生
涯
當
中
沐
受
皇
恩
最
顯
赫
的
標

志
，
之
前
未
曾
出
現
於
其
文
集
、
著
作
之

中
，
故
無
法
引
起
眾
人
關
注
，
如
今
得
以
發

現
和
釋
讀
，
將
毫
無
疑
義
地
成
為
確
認
唐

英
瓷
製
對
聯
身
分
真
實
性
的
重
要
依
據
。

結
語

作
為
唐
英
私
物
的
傑
出
代
表
，
瓷
製

對
聯
、
掛
屏
是
為
唐
英
自
書
、
自
製
的
文

房
雅
器
，
融
匯
其
製
瓷
技
術
與
書
法
功
力

於
一
體
，
成
為
唐
窯
最
具
特
色
的
藝
術
典

範
，
彰
顯
出
濃
郁
的
文
人
氣
息
。
長
物
雖

小
，
可
鑒
人
文
。
自
稱
﹁
風
塵
學
者
，
冠

蓋
陶
人
﹂
的
唐
英
，
為
宮
廷
榷
陶
嘔
心
瀝

血
，
每
一
件
作
品
都
閃
現
他
對
瓷
器
的
無

限
摯
愛
，
此
創
新
之
作
亦
然
，
他
承
載
了

一
代
陶
藝
大
師
豐
富
的
內
心
情
感
，
折
射

出
雋
公
過
人
的
藝
術
造
詣
和
清
逸
脫
俗
的

審
美
品
味
，
令
文
人
之
雅
臻
於
無
窮
之
佳

境
。

作
者
為
深
圳
市
文
物
考
古
鑒
定
所
助
理
研
究
員

註
釋

1.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八
月
初
二
日
，
胡
寶
瑔
︽
奏

報
九
江
關
監
督
唐
英
病
故
折
︾
，
折
中
時
為

江
西
巡
撫
胡
寶
瑔
代
唐
英
二
子
寅
保
奏
述
唐

英
病
故
及
事
後
處
理
相
關
事
宜
等
，
明
確
記

載
唐
英
於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去

世
，
釐
清
清
季
以
來
文
獻
記
載
唐
英
生
卒
年

份
不
一
的
混
亂
。

2.  

清
彭
蘊
燦
，
︽
歷
代
畫
史
彙
傳
︾
，
卷
三
十

﹁
唐
英
﹂
條
，
清
道
光
十
一
年
︵
一
八 

八
五
︶
尚
志
堂
彭
氏
刊
本
。

3.  

唐
英
，
︽
陶
人
心
語
︾
卷
之
六
，
清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古
柏
堂
刻
本
，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

4.  

唐
英
，
︽
陶
人
心
語
續
選
︾
卷
六
，
乾
隆
古

柏
堂
刊
本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本
。

5.  

感
謝
衛
曉
非
先
生
惠
賜
照
片
。

6.  

張
發
穎
主
編
，
︽
唐
英
全
集
︾
第
二
冊
，

︽
陶
人
心
語
手
稿
︾
，
北
京
：
學
苑
出
版

社
，
二○

○

八
，
頁
五
一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