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二手資料的筆記：

謝明良，〈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收入氏著，《貿易陶瓷與文化史》

（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317-339。
1. 作者前言：
• 室町時代→後期、桃山時代，侘び茶出現（中國式鑑賞→日本自身品味的轉型期）
• 日本陶瓷史：和樣化

• 《山上宗二記》「捨棄唐物」

• 唐物模仿→獨特日本面貌「和樣」
• 和樣 v.s. 唐樣

作者說：不是否定「和樣」，但要以一個陶瓷文化圈看待此事。

• 東亞窯業交流史的視野看待「和樣」與「唐樣」關係
推測－

• 想要顛覆過去二元的樣式品味論，企圖指出「和樣」是唐樣的吸收轉化，而非對抗。
→ 日本當時，何以要和「中國」（唐樣）「分出彼此」？
→ 和樣茶盞若要與原來的中國唐樣茶盞有區別，應如何進行？
2. 文章結構：
• 日本出土的十五、十六世紀中國陶瓷

I 期、15前半-15後半

 II 期、15後半-16前半

III 期、16前半-16後半

IV 期、16後半-17 初

青瓷 白瓷 後期出現青花瓷

青瓷 白瓷（激增） 青花瓷（激增）

青瓷碗趨少 白瓷菊花盤新器種 青花瓷碗、盤為主

青瓷碗消失 青花瓷為主 出現卡拉克瓷、漳州窯器

• 考古遺跡表明室町時代人們普遍使用中國陶瓷
• 使用階層－透過文獻分析，農民、中下階層、寺院、大臣等。
• 完整遺跡的例證「一乘谷」（福井縣），毀於一次戰火(1573)，可見當時生活景況。

• 遺跡空間性質－寺院、住居遺址、作坊遺址、大名朝倉氏宅邸

• 市鎮出土物、武家居宅、朝倉館址等，不同的陶瓷組合。
• 大名遺跡的出土－使用於「座敷飾」的青瓷花瓶、香爐、白瓷梅瓶、四繫壺。

• 繼承鎌倉時代的「唐物」，以及武家禮儀「將軍御成」、「式三獻」。
• 足利將軍府的陶瓷收藏與鑑賞

• 利用《君臺觀左右帳記》說明陶瓷鑑賞觀，能阿彌筆錄、相阿彌增補。

• 足利義教(1394-1441)，『室町殿行幸御錺記』
• 基本上，將軍收藏以中國南方窯廠生產的單色釉器，「足利將軍家的鑑賞陶瓷是古董範疇，產
地來自中國，日本國產瓷則未成為鑑賞的對象。」

• 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中國青瓷、白瓷、青花瓷。將軍府同朋眾卻未有太多關注。
 → 日常遺跡中黑色釉的比例？
 → 高檔的黑釉盞，其實根本不是在進行「單色的品賞」，釉色光芒的變幻才是欣賞重點。
 → 足利將軍的品味傾向 (1476-1511記錄)，v.s. 大名朝倉氏遺址 (1469造-1573毀)
• 從「唐物數奇」到「侘數奇」

• 數奇＝數寄, すき，唐物熱 →わび熱
• 對「唐物熱」的批判，文獻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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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下宗二記》的品評要件－型（型態、大小）、比（尺寸、容量）、樣子（整體型態，胎釉
特徵外觀與效果）

• 中國和日本區域的瓷釉鑑賞
•

3. 作者的答案：
 (1) 日本的唐物趣味與陶瓷鑑賞觀，在室町時代後期有變化。
 (2) 但不同意這種變化，是在與中國區域的區別、抗衡。
 → 變化，基本上還是顯示了對「唐樣」的反動。
 → 雖然作者指出唐物仍在此後受到重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物品的選擇標準已經不同。
 → 修正一：品賞觀的變化，仍是一種對唐樣的反動，
 → 修正二：透過「唐物」原有已經建立的系譜、運作模式、品鑑方式等，更替入「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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