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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來，作者發現、收集到唐至元代出土漆器款識約一百五十款左右，其中

絕大多數是朱書銘記，也有少量墨書及針刻款。對此進行了比較仔細的研究，從這

些塵封歷史堆積層中發掘出來的銘記，反映了當時漆器生產機構、製作中心，商業

活動的繁榮，也記錄了活躍在漆器製作業中一批能工巧匠的名字，展示了當時漆工

藝術的燦爛風光。銘文中有干支記年，不僅為判定漆器的時代提供切實的依據，從

而也瞭解清楚自唐至元時代，漆器製作工藝的變革與發展。這部份款識銘記，實際

上是一份研究唐至元代髹器的「文獻」資料，是古代紙質文獻中不見的重要資料。

漆器、朱書銘記、圈疊胎、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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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
報〉，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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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貴州省博物館，〈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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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健民、樑柱、王勝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龍白虎圖像〉，頁40。

8      同註4，頁6。

9      同註4，圖版81、82、87。

1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長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長三角墟戰國西漢墓出土文物〉，頁23。

11    同註4，圖版219、233。

1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頁1-15。

13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西北郊晉墓清理簡報〉，頁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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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沂市文化局，〈山東臨沂洗硯池晉墓〉，頁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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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89

484-493

器物名稱

漆盒

漆

漆圈足盤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收

藏單位

陜西法門寺

地宮出土

江西南昌市

博物館收藏

寧波和義路

遺址唐代第

一文化層出

土。

寧波市文物

考古所藏

備考 刊出

朱書

外壁

朱書

內壁

針刻

朱書

外壁

墨書

內底中部

朱書

外底圈足

內

完整

殘

法華院宜

貪五

法華院宜

貪

貪

三升

登

，唐上

（三字）

朱漆

黑漆

內黑漆罩

朱漆，

外黑漆

口徑約 40
高約 30

口徑 17.4
高 11

唐

唐

唐 〈浙江寧波市

和義路遺址

發掘報告〉



唐五代宋元出土漆器朱書文字解讀 5

（續表一）

器物名稱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碗

漆委角盤

漆委角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漆圈足盤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收

藏單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備考 刊出

墨書

內底中部

朱書

外底圈足

內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墨書

內底

墨書

內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口沿下

朱書

外底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殘

同前

為一

器

殘

殘

殘

宗

張

居上

唐上

周

周澤

汜元

萱

利貞

登

屠通（在

中間）

吳上田

（邊款）

吳可及

（原報

告為亞字

上（原

報告為假

上）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黑漆外

罩朱漆。

底、外壁

黑漆

同前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底徑 9.6
殘高 4

口徑 15.6
高 1.6

同前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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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名稱

漆圈足碗

漆圈足碗

漆碗

漆碗

漆圈足器

底

漆圈足器

底

漆圈足器

底

漆平底器

漆圈足盤

底

漆盤

漆碗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收

藏單位

同前

同前

揚州唐代木

橋遺址出土

揚州市博物

館藏

同前

陜縣唐代姚

懿墓出土

同前

同前

同前

浙江諸暨縣

唐墓出土。

諸暨縣文管

會藏

揚州城北鄉

雷塘村唐墓

出土

揚州市博物

館藏

同前

備考 刊出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殘

三件

殘

殘

殘

殘

張

（原報

告為譽字

）

籍金上牢

（妣四）

孝（考）

四

孫敬

元

柳上

外黑漆

外黑漆

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內朱漆

外赭色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口徑 15.6
高 8.8

口徑 8
高 3

口徑 15.6
高 6.5

底徑 10
殘高 4.5

足徑 9

口徑 18
高 3.2

口徑 20.5
高 7.2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晚唐

晚唐

同前

同前

〈揚州唐代木

橋遺址清理

簡報〉

同前

〈陜縣唐代姚

懿墓發掘報

告〉

同前

同前

同前

〈浙江諸暨縣

唐代土坑墓〉

（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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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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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博物館等編著，《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頁273。

16    商成勇、岳南著，《萬世法門》，頁 205，206，212。並參看陝西省法門寺考古隊，〈扶風法門
寺塔唐代地宮發掘簡報〉。

17    同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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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龔國強，《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頁78，137，189。

19    寧波市文物考古所，〈浙江寧波和義路遺址發掘報告〉，頁261-263，270-272。

2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陝縣唐代姚懿墓發掘報告〉，頁131。

673 853
18 

197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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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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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陳晶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漆器全集．4 三國—元》，頁 9，圖版 57。參看揚州博物
館，〈揚州唐代木橋遺址清理簡報〉。

器物名稱

嵌螺鈿漆

經函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湖州飛英塔

塔壁內出現

浙江省湖州

市飛英塔文

物保管所藏

備考 刊出

底部外部

朱書題記

吳越國順

德王太后

吳氏謹捨

寶裝經函

肆隻入天

臺山廣福

金文院轉

輪經藏永

充供養時

辛亥廣順

元年十月

日題記

嵌螺鈿

黑漆

長 40.3
寬 20.8

五代 〈湖州飛英

塔發現一批

壁藏五代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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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名稱

漆鏡盒

銀平脫漆

鏡盒

銀平脫漆

鏡盒

漆器底

漆器底

漆碗

漆碗

漆托盤

漆碗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常州五代墓

出土。

常州市博物

館藏

同前

同前

邗江蔡莊五

代墓出土

揚州市博物

館藏

荊州博物館

藏

湖北監利出

土

荊州博物館

藏

同前

同前

備考 刊出

朱書

盒蓋內

朱書

盒蓋內側

朱書

盒面左側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底

朱書

外壁

朱書

外壁

朱書

蓋沿

朱書

外壁

僅「魏」

字左半

部

殘

此器蓋

面可能

銀平脫

原發掘

報導稱

為唐代

漆器

魏真上牢

一兩

委

並底蓋柒

兩

魏真上牢

並滿蓋柒

兩

胡真

胡真蓋花

參兩

荊南張真

上牢

乙丑邢家

上牢

乙丑邢家

上牢

乙丑邢家

上牢

黑漆

黑漆

黑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黑漆碗

外黑漆

內朱漆

托盤沿朱

漆盤內黑

漆

外黑漆內

朱漆

每邊寬 18

每邊寬

20.8

同前器

底徑 10.5

口徑 37.5
高 12

口徑 22
高 8

五代

五代

五代

五代

五代

五代

五代—

北宋早

五代—

北宋早

五代—

北宋早

〈常州等地

出土五代漆

器謅議〉

同前

同前

〈江蘇邗江

蔡莊五代墓

清理簡報〉

同前

〈湖北監利

縣出土一批

唐代漆器〉

同前

同前

（續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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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22 

5

912-952

22 56 951

952

968-969

902-978

951

947

952

22    湖州市飛英塔文物保管所，〈湖州飛英塔發現一批壁藏五代文物〉，頁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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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清理簡報〉，頁45。

24    陳晶，〈常州等地出土五代漆器謅議〉，頁73-76。

23 

927 6
24 

7

器物名稱

漆盒

花瓣式平

底小漆盤

花瓣式平

底小漆盤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河北鉅鹿宋

故城出土

國家博物館

淮安一號宋

墓。南京博

物院藏

同前

備考 刊出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殘杭州辛大

郎上牢祖

舖

己酉杭州

吳一　上

牢

杭州胡

內朱色

底黑色

醬紅色

底部黑

醬紅色

底黑色

口徑11
底徑6
高3

口徑9
底徑6
高2.5

北宋

北宋

北宋

《中國漆器全

集》第四卷

〈淮安宋墓出

土漆器〉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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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名稱

花瓣式平底

小漆盤

花瓣式平底

小漆盤

花瓣式平底

小漆盤

花瓣式平底

小漆盤

花瓣式圈底

漆盤

花瓣式圈底

漆盤

平底漆圓罐

花瓣式漆碗

花瓣式漆盤

漆圓盒

花瓣式漆盤

花瓣式漆盤

花瓣式漆盤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淮安二號宋

墓。南京博

物院藏

同前

同前

淮安三號宋

墓。南京博

物院

同前

淮安四號宋

墓。南京博

物院藏

同前

同前

同前

備考 刊出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盤外壁

朱書

盤外壁

朱書

蓋裡

朱書

近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盤外壁

朱書

盤外壁

朱書

底外部

杭州胡

杭州胡

杭州胡

杭州胡

壬申杭州

真大

上牢

丁卯溫州

開元寺東

黃上牢

壬申杭州

北大吳

行素漆

丙子初張家

自造上牢

楊中

戊申溫州

孔三叔上

牢

江寧府燒

朱任真上

牢

江寧府燒

朱 上

牢庚子

杭州胡

醬紅色

底黑色

醬紅色

底黑色

醬紅色

底黑色

醬紅色

底黑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醬紅色

底黑

內醬紅色

外黑

內醬紅色

外黑

醬紅色

外黑色

口徑11
底徑6
高3

口徑9
底徑6
高2.5

口徑9
底徑6
高2.5

口徑9
底徑6
高2.5

口徑16
高4

口徑16
底徑9
高4

口徑9
底徑7
高11

口徑12
高7

口徑15
高3.5

口徑14
高4

口徑14
高4

口徑14
高4

口徑9
高2.5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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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名稱

花瓣式漆盤

漆碗

漆

漆

漆盒

漆果盒

十瓣形漆盤

十瓣形漆盤

十瓣形漆盤

漆罐

漆奩

漆盤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同前

武漢市十里

舖宋墓

同前

同前

武漢市十里

舖宋墓

同前

江蘇無錫南

門外興竹

村。無錫市

博物館藏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無錫太湖公

社黎明大

隊。無錫市

博物館藏

備考 刊出

朱書

底外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器壁外側

朱書

器壁外側

朱書

器壁外側

墨書

內底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壬」在蓋

口，「子」

在奩身，

外底五字

兩件

已丑溫州

孔九叔上

牢

丙戌邢家

上牢

已丑襄州

邢家造真

上牢

戊子襄州

駘馬巷西

謝家上牢

丁亥邢家

上牢

慶

癸丑陳伯

修置

辛亥歙州

鍾家真上

牢

癸丑陳伯

修置

癸丑伯忠

置

壬子

壬子伯修

置

丁亥上

記

葛真水漆

上牢

醬紅色

外黑色

朱漆外罩

黑漆。器

內呈赭色

朱漆外罩

黑漆

朱漆外罩

黑漆

朱漆外罩

黑漆

朱漆外罩

黑漆。內

朱漆

外黑漆，

內壁醬紅

色漆

外黑漆，

內壁醬紅

色漆

外黑漆，

內壁醬紅

色漆

黑漆

黑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口徑11
高3

口徑10.5
高4.1

口徑17.9
高5.8

口徑12.8
高6

口徑10.9
高5.7

口徑12.3
高3.2

口徑15.8
高3.6

口徑13
高3

口徑15.2
高10

口徑8
高9.4

口徑24
高16

口徑19.1
高3.5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同前

〈武漢十里舖

北宋墓出土

漆器等文物〉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江蘇無錫興

竹宋墓〉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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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名稱

漆盒

六瓣形大漆

盤

八瓣形大漆

盤

十瓣形漆碗

葵口黑漆盆



漆

圓形鏡盒

漆托

漆奩套盤

漆盤

漆碗

漆碗

荷花式

漆碗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同前

同前

無錫南門外

興竹村

江蘇寶應縣

宜安路宋墓

合肥北宋馬

紹庭夫婦墓

出土

武進劍湖宋

墓出土。武

進市博物館

藏

常熟張橋宋

墓出土。常

熟市博物館

藏

同前

常熟張橋宋

墓出土。常

熟市博物館

藏

常州國棉二

廠宋墓出

土。常州博

物館藏

同前

備考 刊出

朱書

朱書

朱書

朱書

朱書

朱書

朱書

朱書

蓋面上

朱書

在托沿外

側

朱書

盤底上

朱書

朱書

外壁

朱書

外壁

真大黃上

庚申蘇州

北徐上牢

庚申北徐

上牢

辛亥龍興

寺前東周

上牢

行素漆

張

乙卯 州

劉智造

乙卯杭州

真大施十

五上牢

癸酉蘇州

傳法寺後

真吳上牢

丁亥蘇州

張真上牢

蘇州張

辛卯湖州

蘇上

辛卯湖州

杭州元本

胡上牢

外朱漆

內綠底黑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醬紅色

漆

外黑漆

內朱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外朱漆

盤內黑漆

底

黑漆

黑漆

黑漆

口徑14
高4.5

口徑28
高10.5

口徑36.6
高8.3

口徑17.5
高9.5

口徑29.2
高10.3

口徑14.5
高7.3

口徑13.2
高4.4

口徑8
高5.6

口徑16.8

口徑25
高9.5

徑15.5
高5

口徑18.8
高6.8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中國漆器全

集》第四卷

同前

同前

〈合肥北宋馬

紹庭夫婦合

葬墓〉

〈江蘇武進縣

劍湖磚瓦廠

宋墓〉

〈無錫宋墓清

理紀要〉

（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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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名稱

漆盤

菊花瓣形漆

盤

花瓣形漆盤

花瓣形漆碗

漆盤

菊花瓣形漆

盤

花瓣形漆盤

花瓣形漆盤

花瓣形漆盤

大漆殘片

漆碗殘片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江陰夏港東

園村北宋葛

閎夫婦墓。

江陰市博物

館藏

同前

江陰要塞宋

墓出土江陰

博物館藏

常州新體育

場宋墓

常州市博物

館藏

同前

常州麗華新

村宋墓出

土。常州市

博物館藏

常州勞動路

宋墓出土。

常州市博物

館藏

常州國棉二

廠宋墓出

土。常州市

博物館藏

同前

常州市勤業

橋宋墓出

土。常州市

博物館藏

同前

備考 刊出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外底部

刻款填朱

外底部

朱書

碗外近底

處

朱書

外腹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外部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器壁外

朱書

碗壁

兩件

杭州

施真上牢

丁未杭州

花 巷上

牢

常州湯嵇

上牢庚子

常州嵇

上牢甲

癸丑祁上

牢

湖州西王

上三

乙酉湖州

大 上

杭州胡

上牢

庚子杭州

井亭橋沈

上牢

甲戌杭州

真大施十

五郎

乙丑杭州

真大

外黑漆

內紅褐色

漆

黑漆

黑漆

外黑漆

內朱漆

黑漆

外朱漆

內黑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黑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口徑33
高8

口徑22.5
高3.8

口徑18
高3

口徑19
高10

口徑33.5
高9.7

口徑23.5
高4.5

口徑16
高3.2

口徑14.6
高2.8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江蘇江陰北

宋葛閎夫婦

墓〉

同前

《中國漆器全

集》第四卷

同前

（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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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名稱

花瓣形漆碗

花瓣形漆碗

花瓣形漆盤

花瓣形漆盤

漆托

花瓣形漆碗

黑漆盆

花瓣式黑漆

豆

花瓣式漆碗

殘底

花瓣式漆碗

殘底

花瓣式漆盒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常州國棉二

廠宋墓出土

。常州市博

物館藏

常州紅梅新

村宋墓出

土。常州市

博物館藏

常州紅梅新

村宋墓出土

。常州市博

物館藏

同前

常州北環新

村宋墓出土

。常州市博

物館藏

泰州市東郊

北宋墓出土

泰州博物館

藏

寶應縣安宜

路北宋十號

墓出土寶應

縣博物館藏

同前

九號墓出土

淮安四號宋

墓出土。南

京博物院藏

同前

江陰宋墓出

土。中國歷

史博物館藏

備考 刊出

朱書

碗外壁

朱書

圈足內

碗外壁

朱書

外壁近底

處

朱書

外壁近底

處

朱書

底部

圈足外

朱書

腹壁外側

朱書

口沿下

朱書

底外部

朱書

底外部

朱書

底部

兩件

兩件

丁丑溫州

汪明

造

廣陵記毗

陵果子行

周謝家上

牢乙酉

乙亥溫州

汪明造

壬申溫州

汪明造

蘇州真大

黃二郎上

辛卯

泰州 李

家

孫行素漆

張

壽三

庫

香

朝玉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黑漆

內朱漆

外朱漆，

盞裡底黑

漆

內外朱漆

（醬褐色）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口徑16.2
高9.2

口徑15.6
高9.5

口徑16
高3.5

口徑16
高3.5

口徑8.7
高6

口徑13.8
高8.8

口徑29.2
高10.3

口徑13.2
高10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江蘇常州市

紅梅新村宋

墓〉

同前

同前

〈常州北環新

村宋墓出土

漆器〉

〈泰州市北宋

墓清理〉

《中國漆器全

集》第四卷

同前

〈淮安宋墓出

土漆器〉

同前

（續表三）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8

器物名稱

荷花式漆碗

荷花式漆碗

荷花式殘漆

碗

花瓣式漆碗

花瓣式漆盤

花瓣式殘漆

碗

漆器蓋

漆碗

漆碗

漆

漆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常州紗廠宋

墓出土。常

州市博物館

藏

常熟莊南村

顧山宋墓出

土。常熟博

物館藏

同前

常熟梅李宋

墓出土。常

熟市博物館

藏

同前

常州紅衛公

社前衛大隊

三號宋墓出

土。常州市

博物館藏

常州村前莊

橋頭宋墓出

土。常州博

物館藏

法庫葉茂台

遼墓出土。

遼寧省博物

館藏

同前

同前

法庫葉茂台

遼墓出土。

遼寧省博物

館藏

備考 刊出

朱書，外

壁分書在

花瓣中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蓋裡

墨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朱書

底部

兩件

參件

萬壽常住

戊戌

三

五

張

張

八

濟

官孝

孝

庚午歲李

上牢

家自造上

牢

外壁黑漆

內壁漆色

褐紅

外壁黑漆

內壁漆色

褐紅

外壁黑漆

內壁漆色

褐紅

外壁黑漆

內壁漆色

褐紅

外壁黑漆

內壁漆色

褐紅

外壁黑漆

內壁漆色

褐紅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口徑15.8
高10

口徑15.8
高9.2

口徑15
高8.4

口徑15
高2.7

口徑16.5
殘高7.8

口徑14

口徑6.3
高3.4

口徑10
高4.9

口徑44.5
高10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北宋

遼

遼

遼

遼

〈法庫葉茂台

遼墓紀略〉

同前

同前

同前

（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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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名稱

漆

殘漆奩

漆

漆唾盂

漆托盞

漆碗

漆盤

漆盒

戧金細鉤填

漆長方盒

戧金長方盒

戧金漆奩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同前

同前

同前

杭州市北大

橋宋墓出

土。浙江省

博物館藏

同前

杭州老和山

宋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

館、中國歷

史博物館藏

杭州老和山

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

藏

無錫梅村宋

墓出土。無

錫市博物館

藏

武進村前南

宋墓出土。

常州市博物

館藏

同前

同前

備考 刊出

朱書

底部

朱書

鏡盤內

朱書

外壁

朱書

外底部

朱書

托盞內

朱書

外腹部

朱書

朱書

朱書

盒蓋內

朱書

盒蓋內

朱書

蓋內

兩件

丁丑翟楊

家自造上

牢

成上

牢

楊家自造

上牢

庚子溫州

念 叔上

牢

丁卯溫州

雲坊成

十二叔上

牢

壬午臨安

府符家真

實上牢

壬午臨安

府符家真

實上牢

辛丑四明

周六郎造

庚申溫州

丁字橋巷

七叔上牢

丁酉溫州

五馬鍾念

二郎上牢

溫州新河

金念五郎

上牢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

黑漆底填

朱。戧金

朱漆

戧金

朱漆

戧金

口徑16.2
高4.8

盂邊沿徑

21.3
高12

盤徑18.2
高6.2

口徑17.5
—18
高6.2—

6.8

口徑14
高2.5

口徑13
高7.4

長15.4
寬8.3
高11

長15.3
寬8.1
高10.7

口徑19.2
高20.3

遼

遼

遼

南宋

南宋

南宋

南宋

南宋

（元）

南宋

南宋

南宋

同前

同前

同前

〈杭州北大橋

宋墓〉

同前

〈談杭州老和

山宋墓出土

的漆器〉

同前

〈江蘇南部宋

墓記略〉

〈記江蘇武進

新出土的南

宋漆器〉

同前

同前

（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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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陳晶，〈常州北環新村宋墓出土漆器〉，頁730-732。

8 25 

器物名稱

漆奩

漆托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江陰濱江開

發區宋墓出

土。

江陰市博物

館藏

福建邵武宋

代黃渙墓出

土

邵武市博物

館藏

備考 刊出

朱書

蓋內

朱書

湖州蔡上

三

溫州城西

官二 郎

上牢

黑漆

黑漆

口徑24
高17.2

口徑8.4
足徑3.4
高6.2

南宋

南宋 〈邵武宋代黃

渙墓發掘報

告〉

（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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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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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1979
30 

10

11

26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

27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城關」卷。

28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13。

29    羅宗真，〈淮安宋墓出土漆器〉，頁45-53。

30    陳晶，〈記江蘇武進新出土的南宋珍貴漆器〉，頁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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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31 

12

31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武漢十里鋪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頁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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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18 期（1932 年）刊載河北鉅鹿發現宋徽宗大觀 2年（1108）淹沒之
故城。

33    伍顯軍，〈宋代溫州漆器名揚天下—新發現的日用素髹填補館藏空白〉。百里坊工地出土漆器
朱書：「溫州都監衙頭甘家上牢」，「乙酉溫州新河導俗巷林六叔上牢」，「乙酉溫州周三叔上
牢」，「溫州百里坊□七叔上牢」，「□巳溫州□□」。信河街周宅祠巷出土漆器朱書：「乙丑徐
家上牢」，「甲戌溫州石上牢」，「辛未溫州第一橋金家上牢」，「己卯王九叔真□上牢」，「庚
辰溫州同上牢」，「辛亥溫州新河□上牢」。信河街八字橋出土漆器朱書：「己酉溫州□□張
記」，「辛卯溫州新河周三叔上牢」，「丁亥溫州□□□□」，「乙」，「法濟常住」（墨書，內
底）、「庚申溫州城西鄭家上牢」（朱書，外底），「江北」。

32 

13 1108

14 15

16 17 18

19

2005 200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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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

20
34 

34    同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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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35

21

22

23

24

36 25

35    常州市博物館，〈江蘇常州市紅梅新村宋墓〉，頁46。

36    同註21，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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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

名稱

漆盤

漆盤

漆碗

漆碗

漆碗

漆盒

漆

時代 尺寸

（釐米）

漆色 銘文 銘文種類

與位置

出土地點

收藏單位

北京延慶縣清泉鋪羅家

台窖藏出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察哈

爾右翼前旗巴塔拉土城

子出土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藏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察哈

爾右翼前旗巴音塔元代

集寧路故城出土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藏

江蘇武進卜弋鄉元墓出

土

常州市博物館藏

江蘇武進卜弋鄉元墓出

土

常州市博物館藏

武進禮河鄉元墓出土

常州市博物館藏

內蒙古元上都城址東南

砧子山西區六十四號墓

出土

朱書，外

底部

墨書，外

底部

朱書，外

底部

朱書，外

底部

朱書，外

底部

針刻

墨書

中 行 「 內 府 官

物 」， 右 行 「 泰 定

元年三月漆匠作頭

徐 祥 天 」， 左 行

「 武 昌 路 提 調 官 同

知外家奴朝散」

內府官物

己丑妾家上牢

（陳）

（陳）

亥靈隱山鍾家上牢

大德八年雅造局

表裡朱漆，

底黑漆

表裡朱漆

內朱漆，外

壁及圈足底

罩黑漆

朱漆，口沿

和圈足內黑

漆

朱漆，口沿

和圈足內黑

漆

黑漆

朱紅漆

口徑 36.3
高 5.9

口徑 22.5
高 4

口徑 11.6
高 3

口徑 16.5
高 8.2

口徑 19.6
高 8.7

口徑 12.4
高 4.9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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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元代集寧路遺址清理記〉，頁54。

38    高桂雲，〈元代「內府官物」漆盤〉，頁96。

39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元上都城址東南砧子山西區墓葬發掘簡報〉。

40    潘行榮，〈元集寧路故城出土的窖藏絲織物及其他〉，頁34。

1958 37 

26 1980
38 

1998

1304 39 

1316

197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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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309

1976
41 

28

42 

1982 43 

41    常州市博物館、武進縣文化館，〈江蘇武進縣元墓出土八思巴文漆器〉，頁135-136。

42    吳興漢，〈介紹安徽合肥發現的元代金銀器皿〉，頁52。

43    張光明、畢思梁，〈山東淄博出土元代窖藏瓷器〉，頁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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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985

1996

1995

2005 7

10-13

1979 7

40-45

2001 9 37-51

1961 9 52-

57

1982 1 1-21

1986 3

1-15

1993 9 1-31

1991 3 26-38

70

2007 4 24

10 1987 3

171-174

1956 4 19-20 62

1959 6 318-319

1957 2 5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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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8

764-766

1987 1 128-

139

2007

1988 10

1-28

1985 4 96

2006

5 31-36

1

1997

1979 3 46-48

1984 8 730-732 736

1987 8 73-77

4

1998

1986 12 44-50

2 1978 135-136

1997 11 223-251

1988 11 55-60

2002

1966 5

56-59

1994 2

52-56

1983 2

1982 2

93

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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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3 19-23

1959 1 85

1980 3 17-20

1980 8 41-47

1997 243-280

1955 5

5

1979 8 32-33

1957 7 28-31

1998 6

518-521

1975

12 26-36

2006

1963 5 45-53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5:4 (2008) 33

An Interpretation of Cinnabar Inscriptions on
Excavated Lacquerware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hen Jing
Changzhou Museum,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During the course of several decades the author discovered in his collection of

approx. 150 inscriptions on the excavated lacquerware from the Tang to the Yuan

dynasties that by far most of them were cinnabar inscriptions, but there were also a

few inscription in ink and some incised with sharp points. These were carefully

studied and the inscriptions were discovered from these dust-laden historical strata.

They reflect the thriving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manufacturing centres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y also record the names of a number of skillful craftsmen

who were active in the lacquerware production industry. This illustrates the

splendour of the art and craft of lacquerware at the time. The years are stated in the

inscriptions by using th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This not only

provides a realistic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era of this lacqerware, but furthermore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clearly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lacquerware

production technology from the Tang to the Yuan dynasties. These inscriptions are in

fact a kind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lacquerware from the Tang to the Yuan

dynasties not to be found in other ancient paper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Günter

Whittome)

Keywords: lacquerware, cinnabar inscription, base with coiled wood substrate,

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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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寧波和義路遺址出土朱書及墨書銘記插圖一　左上「登」、「屠通」、「吳上口」
插圖二　中上「宗」、「張」
插圖三　右下「周璿」



唐五代宋元出土漆器朱書文字解讀 35

插圖四　武漢市十里鋪北宋墓出土漆器文字摹本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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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五　淮安宋墓出土漆器文字（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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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六

插圖七　小漆盤外邊紅字「江寧府燒朱任 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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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八　常州紅梅新村宋墓出土漆碗朱書銘記摹本

插圖九　無錫興竹宋墓出土漆器朱書銘記摹本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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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十　北京延慶縣清泉鋪鄉之墓出土朱漆盤底部銘文

圖 1-1 漆壺　高 8.3 釐米　口徑 5.2 釐米
山東臨沂洗硯池晉墓出土

圖 1-2 漆壺底部朱書銘文



圖4-1 唐「籍金上牢」 圖4-2 唐「籍金上牢」圈疊胎殘漆碗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四期40

圖2 漆盒（內盛裝十三件祕瓷器）
法門寺地宮出土　有墨書銘
記「法華院宜兒　貪五」針
刻「貪兒」

圖3-1 寧波和義路唐代第二層遺址出土
外底銘「屠通」 外底邊款「吳
上」 內底墨書「登」

圖3-2 內底墨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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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五代「胡真蓋花 兩」江蘇邗江
蔡庄五代墓出土

圖6-2 五代「胡真蓋花 兩」內底面

圖7-1 五代「魏真上牢并滿蓋柒兩」
銀平晚漆盒　每邊寬20釐米 圖7-2 局部

圖5-1 湖州飛英塔藏嵌螺鈿說
法圖　經出底板朱書

圖5-2 五代　嵌螺鈿說法圖漆經函立牆　經函長40.3
釐米　寬20.8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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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 常熟張橋宋墓出土　朱書「丁亥
蘇州真張上牢」花瓣式朱漆盒鏡
盤格

圖9-2 常熟張橋宋墓出土「丁亥蘇州真
張上牢」朱書

圖8-1 朱漆托子　底銘「蘇州真大黃二
郎上辛卯」 常州北環新村宋墓
出土　口徑8.7高6釐米

圖8-2 朱漆托子底部朱書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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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朱漆伐金長方盒　武進縣村前村墓出
土「丁酉溫州五馬鍾念二郎上牢」

圖10-2 朱書「丁酉溫州五馬
鍾念二郎上牢」 長
15.3釐米　寬8.1釐
米　高10.7釐米

圖11-1 填漆鎗金長方盒　蓋內銘文「庚申溫州丁
字橋廨七叔上牢」 武進縣前未墓出土

圖11-2 朱漆鎗金填漆長方
盒蓋內「庚申溫州
丁字橋廨七叔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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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己丑溫州孔九叔上牢」 淮安楊
廟鎮宋墓出土

圖14-2 圓形鏡盒　朱書「乙卯杭州真大
施一五上牢」

圖15 漆碗　南宋　朱書「壬午臨安府符家
真實上牢」 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

圖13 朱書「杭州辛大郎上牢」祖鋪銘記
鉅鹿宋故城出土　殘漆盒底

圖14-1 武進劍湖宋墓出土　圓形鏡盒朱
書「乙卯杭州真大施一五上牢」

圖12 「戊子襄州駘馬巷西謝家上牢」花
瓣式漆缽　口徑 12.8 釐米　高 6 釐
米　武漢十里鋪北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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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花瓣式圈足漆盤「丁卯溫州開元寺東黃上牢」 江蘇淮安楊廟鎮宋墓出土

圖18-1 北宋花瓣形漆碗　口徑19釐米
高10釐米　常州新體育場工地
宋墓出土

圖18-2 常州新體育場工地宋墓出土「常
州嵇口上牢甲口」

圖19-1 菊瓣形漆盤　朱書「湖州西王上
三」口徑23.5釐米　高4.5釐米
常州麗華新村宋墓出土

圖19-2 菊瓣形漆盤「湖州西王上三」
常州麗華新村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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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荷花式漆碗 北宋　朱書「戊
戌萬壽常住」 口徑15.8釐米
高10釐米　常州沙廠宋墓出土

圖20 （左）江寧府燒朱任真上牢　十瓣平底盤　口徑14釐米　高4釐米

圖21 江陰要塞宋墓出土　朱書「癸丑祁上牢」口徑
33.5釐米　高9.7釐米

圖22 花瓣式漆碗　常熟梅李宋墓　朱書
「張」口徑15釐米　高8.9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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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2 漆盤朱書「一」 合肥馬紹庭宋
墓出土

圖24-1 漆盤朱書「一」 合肥馬紹庭
宋墓出土

圖25-2 黑漆蓋盒　武進元墓出土　口徑
12.4釐米高4.9釐米

圖25-1 漆盒

圖26-1 元「內府官物」紅漆盤　口徑
22.5釐米　內蒙巴音塔拉土城

圖26-2 元朱書「內府官物」底盤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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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1 元「己酉妾家上牢」碗　口徑
11.6釐米高3釐米　內蒙集寧市
巴音塔拉土城出土

圖27-2 元「己酉妾家上牢」碗　內蒙集
寧市巴音塔拉土城出土

圖28-1 元紅漆碗　口徑19釐米
高8.7釐米 江蘇武進縣
卜弋鄉孫家村元墓出土

圖28-2 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