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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理
說
明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影
印
輯
刊

整
理
說
明

一

本
書
總
計
三
十
卷

由
目
録
︵即
採
用
書
目
︶
正
文
組
成


二

目
録
︵即
採
用
書
目
︶
位
於
本
套
書
第
一
輯

以
便
讀
者
能
迅
速
檢
索
到
文
獻
資
料
在
本
套
書
中
的
位
置

採
用
書
目
的
著
録
內
容
包
括
書

名

著
者
時
代

著
者
姓
名

版
本
信
息
等

各
種
文
獻
總
體
上
按
成
書
時
代
排
序

同
一
著
者
有
多
種
文
獻
的

則
按
其
第
一
種
文
獻
的
成
書
年
代
進

行
排
序

其
他
文
獻
緊
隨
其
後

而
同
一
文
獻
若
有
多
條
陶
瓷
史
料

則
按
文
獻
中
原
有
順
序
進
行
編
排

並
且

每
條
陶
瓷
史
料
在
影
印
內
容
的
旁

邊

附
以
史
料
來
源
出
處

即
標
目
信
息

以
存
其
線
索

便
於
讀
者
查
實


三

關
於
採
用
書
目
的
具
體
設
置
類
目

需
要
做
如
下
說
明


︵1
︶
書
名
項

①
書
名
儘
量
使
用
通
稱
或
簡
稱

②
書
名
中
原
則
上
不
出
現
﹃皇
朝
﹄
﹃國
朝
﹄
﹃大
宋
﹄
﹃大
清
﹄
﹃欽
定
﹄
﹃御
定
﹄

等
字
樣

凡
原
書
名
中
出
現
此
類
字
樣
的

在
不
影
響
意
思
的
情
況
下

或
直
接
刪
除

或
改
用
其
他
文
字
替
代

如
︽
大
唐
六
典
︾
寫
作
︽
唐
六

典
︾
︽國
朝
宮
史
︾
寫
作
︽清
朝
宮
史
︾
︽欽
定
佩
文
韻
府
︾
寫
作
︽佩
文
韻
府
︾
如
果
書
名
中
因
刪
改
此
類
文
字
而
易
引
起
歧
義
者

則
保
持
原

樣

如
︽皇
王
大
紀
︾
︽御
批
歷
代
通
鑑
輯
覽
︾
等

③
明
清
時
期
方
志
編
修
較
多

有
些
地
方
曾
多
次
重
修

所
以
方
志
書
名
前
均
冠
以
成
書
年
號


如
︽乾
隆
貴
州
通
志
︾
④
凡
書
名
有
變
動
的

均
在
﹃備
注
﹄
項
予
以
說
明


︵2
︶
著
者
及
其
朝
代
項

①
著
者
名
字
標
識
通
用
名

不
只
標
識
﹃
姓
+
名
﹄
若
該
著
者
以
字
號
顯
者

則
標
識
﹃
姓
+
字
﹄
或
﹃
姓
+

號
﹄
如
︽經
典
釋
文
︾
的
著
者
陸
元
朗
字
德
明

其
人
以
字
顯

該
書
著
者
只
書
﹃
陸
德
明
﹄
而
不
書
﹃
陸
元
朗
﹄
以
便
讀
者
檢
索

②
︽
十
三

經
︾
先
秦
諸
子
及
漢
代
以
前
︵不
含
漢
代
︶
的
著
作
不
標
著
者
及
其
時
代

若
注
釋
者
為
漢
代
及
其
以
後
的
人

則
只
標
識
注
釋
者

③
五
代
十
國
時

期
的
著
者
朝
代
項
標
識
方
式
有
所
區
別

五
代
時
期
著
者
朝
代
項
統
一
標
識
為
﹃
五
代
﹄
而
十
國
時
期
的
著
者
朝
代
項
則
分
別
標
出

④
明
清
時
期

一



整
理
說
明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影
印
輯
刊

方
志
往
往
是
官
修

著
者
眾
多

寫
法
主
要
參
照
中
國
科
學
院
北
京
天
文
臺
主
編
的
︽
中
國
地
方
志
聯
合
目
録
︾
所
著
録
編
修
者
姓
名

并
依
據
原
文

進
行
核
校

⑤
若
一
種
文
獻
的
同
一
種
編
纂
方
式
的
著
者
是
三
人
或
三
人
以
上
者

則
只
寫
第
一
著
者

後
加
一
﹃等
﹄
字

不
再
書
寫
其
他
的
著
者

姓
名

⑥
著
者
是
詩
僧
的

一
般
用
其
法
號

且
法
號
前
加
﹃釋
﹄
字

如
︽
佛
國
記
︾
著
者
寫
成
﹃
釋
法
顯
﹄
⑦
著
者
為
﹃
佚
名
﹄
者

能
明
確

其
時
代
的

則
標
明
時
代

若
不
明
其
時
代
的

則
空
缺
不
寫

⑧
文
獻
若
是
群
修

無
從
考
證
著
者
姓
名
者

則
空
缺
不
寫

如
︽明
製
書
︾
⑨
著

者
後
面
都
標
識
編
纂
方
式


︵3
︶
版
本
項

該
項
主
要
著
録
本
書
所
採
用
的
各
種
文
獻
的
影
印
底
本

當
遇
有
兩
種
或
者
兩
種
以
上
版
本
時

擇
其
善
本
而
從

原
則
上
只

選
取
一
種

除
非
兩
種
版
本
內
容
上
有
很
大
差
異

才
兩
者
並
列

以
便
讀
者
對
照
使
用

有
關
版
本
的
書
寫
方
法

主
要
有
三
種

①
刻
本

稿
本

等

如
清
道
光
十
年
刻
本

清
道
光
十
年
X
X
X
刻
本

清
稿
本

②
影
印
本

如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影
印
道
光
十
年
刻
本

四
庫
存
目
叢
書
影
印
清

稿
本

四
庫
未
收
書
輯
刊
影
印
X
X
X
校
刻
本

③
叢
書
本

如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畿
輔
叢
書
本

學
海
類
編
本


︵4
︶
備
注
項

該
項
主
要
是
對
書
名
與
著
者
的
輔
助
說
明

有
者
書
之

無
則
不
書


四

正
文
所
輯
録
的
文
字
均
爲
古
代
文
獻
典
籍
中
與
陶
瓷
有
關
的
史
料
信
息

全
書
目
録
仍
用
文
獻
典
籍
的
通
用
書
名

不
一
一
標
明
爲
﹃
輯

録
﹄
所
採
用
文
獻
的
卷
次
均
統
一
標
示
在
正
文
書
眉

本
書
採
用
影
印
出
版
的
方
式

以
保
持
文
獻
內
容
的
原
貌

起
到
正
本
清
源
的
作
用


五

關
於
標
目
信
息
的
書
寫
方
法

主
要
有
四
種

①
文
獻
有
卷
次
的

標
識
﹃
書
名
+
卷
次
﹄
如
萬
曆
︽
江
西
省
大
志
︾
卷
七

②
文
獻
無

卷
次
的

只
標
識
書
名

如
︽茶
疏
︾
③
文
獻
中
縫
所
刻
卷
次
有
誤
者
一
律
按
卷
首
所
列
卷
次
校
正

④
文
獻
中
有
分
書
名

而
分
書
名
又
有
卷
次

的

標
識
﹃書
名
+
分
書
名
+
卷
次
﹄
如
︽紫
幢
軒
詩
集
·
松
風
文
集
︾
卷
一


編

者

二
○
一
一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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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影
印
輯
刊

前

言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影
印
輯
刊
︾
︵以
下
簡
稱
︽輯
刊
︾︶
是
景
德
鎮
陶
瓷
學
院
中
國
陶
瓷
文
化
研
究
所
編
纂
的
一
套
大
型
圖
書

每
套
三
十
輯


由
景
德
鎮
陶
瓷
學
院
中
國
陶
瓷
文
化
研
究
所
與
景
德
鎮
市
文
學
藝
術
界
聯
合
會
共
同
推
出

︽輯
刊
︾
的
編
纂
緣
起

始
於
二
○
○
六
年
由
景
德
鎮
陶
瓷

學
院
負
責
編
纂

由
陳
雨
前
教
授
主
編
的
︽中
華
大
典
·
藝
術
典
·
陶
瓷
藝
術
分
典
︾
︵以
下
簡
稱
︽陶
瓷
藝
術
分
典
︾︶
項
目

︽中
華
大
典
︾
是
一

九
九
○
年
經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務
院
批
準
設
立
的
一
項
重
大
文
化
出
版
工
程

也
是
建
國
以
來
最
大
的
文
化
出
版
工
程

前
後
兩
屆
中
央
領
導
同
志


共
有
六
位
政
治
局
常
委

兩
位
政
治
局
委
員
和
兩
位
國
務
委
員
作
了
題
詞
和
批
示

︽輯
刊
︾
的
史
料
均
來
源
於
該
項
目
的
普
查
成
果

是
採
用
有
別
於

︽陶
瓷
藝
術
分
典
︾
的
編
排
體
例
編
輯
而
成
的
大
型
文
獻

可
以
說
是
︽陶
瓷
藝
術
分
典
︾
的
姊
妹
篇


中
國
古
籍
源
遠
流
長

浩
如
煙
海

要
想
從
中
輯
録
出
陶
瓷
史
料

實
屬
不
易

為
改
變
這
種
狀
況

編
纂
︽輯
刊
︾
的
計
劃
應
運
而
生

自
二

○
○
七
年
六
月
開
始
籌
備
實
施
以
來

至
今
已
有
五
個
年
頭

期
間

編
纂
者
遍
訪
了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國
家
圖
書
館

江
西
省
圖
書
館

景
德
鎮
市

圖
書
館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等
國
內
知
名
文
獻
收
藏
機
構
及
耿
寶
昌

馮
小
琦
先
生
等
收
藏
個
人

經
過
︽輯
刊
︾
編
纂
團

隊
幾
年
來
堅
持
不
懈
的
努
力

我
們
發
現
了
大
量
陶
瓷
資
料
線
索

輯
録
出
了
大
量
的
第
一
手
的
陶
瓷
史
料

經
過
認
真
篩
選

編
成
此
書


具
體
而
言

︽輯
刊
︾
在
內
容
編
排
上
主
要
有
以
下
三
個
方
面
的
特
點


一



前

言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影
印
輯
刊

︵一
︶
︽輯
刊
︾
輯
録
的
文
獻
包
括
先
秦
至
清
末
的
經
史
子
集
各
類
文
獻

普
查
類
型
多
樣

時
間
跨
度
長

是
對
清
代
及
其
以
前
原
始
陶
瓷
史
料

的
一
次
大
彙
集


︵二
︶
由
於
普
查
文
獻
版
本
眾
多

︽輯
刊
︾
遵
照
﹃擇
優
選
用
﹄
的
原
則

根
據
內
容
及
其
版
本
優
劣

慎
重
選
取

擇
優
使
用

所
録
內
容
大

都
是
版
本
較
好
的
第
一
手
陶
瓷
史
料

具
有
較
高
的
學
術
參
考
價
值
和
理
論
研
究
價
值

對
古
代
詩
文
中
大
量
出
現
的
茶
具

文
具

餐
飲
器
具

藥
用

器
具
等
涉
及
陶
瓷
的
史
料

因
爲
這
些
史
料
反
映
了
我
國
古
代
陶
瓷
日
常
使
用
的
情
況

我
們
也
適
當
選
録
了
部
分
入
輯

以
備
參
閱


︵三
︶
︽輯
刊
︾
採
用
﹃叢
書
式
體
例
﹄
編
排
方
式

即
以
文
獻
為
基
本
單
位

同
一
作
者
的
文
獻
集
中
在
一
起

不
同
作
者
的
文
獻
按
成
書
年
代

順
序
編
排

並
附
有
採
用
書
目
︵即
﹃目
録
﹄︶
置
於
全
書
卷
首

方
便
研
究
人
員
和
讀
者
使
用


︽輯
刊
︾
所
輯
録
的
內
容
均
為
第
一
手
的
原
始
陶
瓷
史
料

其
中
有
很
多
為
從
未
被
發
現
或
徵
引
的
史
料

彌
足
珍
貴

︽輯
刊
︾
的
編
纂

使
這

些
珍
貴
的
陶
瓷
史
料
能
夠
得
到
很
好
的
保
存
和
充
分
的
利
用

這
不
僅
對
保
存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史
料
和
弘
揚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而
且
對
發

展
和
完
善
陶
瓷
史
學

文
獻
學
等
亦
將
產
生
積
極
而
深
遠
的
影
響

︽輯
刊
︾
編
纂
出
版
的
價
值
和
意
義
主
要
體
現
在
以
下
六
個
方
面


︵一
︶
︽輯
刊
︾
的
編
纂
出
版
實
際
上
是
對
我
國
陶
瓷
古
籍
史
料
進
行
的
一
次
大
規
模
的
收
集
和
整
理

這
對
中
國
陶
瓷
文
化
的
傳
承
和
弘
揚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義

中
國
古
代
﹃重
道
輕
器
﹄
的
思
想
導
致
陶
瓷
史
料
很
少
被
人
關
注

更
難
有
專
門
將
陶
瓷
史
料
彙
集
起
來
獨
立
編
纂
成
書
的

這

種
狀
況
不
利
於
陶
瓷
研
究
者
對
陶
瓷
文
獻
資
料
的
利
用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響
到
陶
瓷
研
究
成
果
的
質
量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陶
瓷
史
料
的

彙
輯
才
引
起
古
代
陶
瓷
研
究
者
的
關
注
和
重
視

並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果

但
因
普
查
方
式
及
人
力
條
件
的
限
制

人
們
依
然
很
難
從
浩
如
煙
海
的
中
國

古
籍
文
獻
中
挖
掘
出
比
較
全
面
完
善
的
陶
瓷
史
料

︽輯
刊
︾
的
編
纂
較
好
地
彌
補
了
我
國
陶
瓷
研
究
領
域
的
這
一
缺
憾


二



前

言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影
印
輯
刊

︵二
︶
︽輯
刊
︾
的
編
纂
出
版
有
利
於
促
進
中
國
古
陶
瓷
文
獻
學
的
創
建
和
發
展

有
利
於
改
正
陶
瓷
史
學

陶
瓷
考
古
學
等
研
究
領
域
的
不
足


當
前

由
於
學
科
分
工
越
來
越
細
化

越
來
越
深
入

為
了
多
角
度
地
發
展
和
完
善
這
些
學
科

就
不
能
不
構
建
和
發
展
交
叉
學
科

交
叉
學
科
的
構
建

和
發
展
成
為
當
前
學
術
發
展
的
新
趨
勢

︽輯
刊
︾
的
編
纂
出
版
作
為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學
研
究
的
最
新
成
果
之
一

對
推
動
中
國
古
陶
瓷
文
獻
學
的

形
成
和
發
展
將
起
到
積
極
的
作
用

不
僅
如
此

︽輯
刊
︾
通
過
對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史
料
的
系
統
整
理

可
以
使
研
究
者
通
過
不
同
時
期
文
獻
對
陶
瓷


窯
口

工
藝
等
特
徵
的
描
述

結
合
相
關
考
古
發
現

辨
析
文
獻
內
容
的
正
確
性

並
以
文
獻
為
基
點

探
求
尚
未
挖
掘
的
古
窑
遺
址

這
將
有
助
於
推

動
陶
瓷
史
學

陶
瓷
考
古
學
等
學
科
的
深
入
研
究
和
發
展


︵三
︶
︽輯
刊
︾
的
編
纂
出
版
對
當
前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的
研
究
和
利
用
將
起
到
正
本
清
源
的
重
要
作
用

當
前
學
術
界
對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的
引

用
和
研
究
大
多
限
於
已
出
版
或
多
次
出
版
的
二
手
或
三
手
資
料

研
究
人
員
很
少
進
行
原
始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的
查
閱

這
就
難
免
產
生
疏
漏
訛
誤

給
研

究
者
帶
來
諸
多
困
惑
和
疑
慮

嚴
重
影
響
陶
瓷
學
術
研
究
的
良
性
發
展

︽輯
刊
︾
的
編
纂
出
版

使
用
比
較
精
良
的
版
本
作
為
底
本

採
用
影
印
出
版

的
方
式

嚴
格
再
現
了
歷
史
文
獻
的
原
始
面
貌

保
證
了
文
獻
的
真
實
性
和
可
靠
性

這
不
僅
可
以
避
免
排
版
校
對
過
程
中
可
能
出
現
的
漏
誤

還
可
以

直
接
將
本
︽輯
刊
︾
作
為
底
本

校
對
已
出
版
的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中
的
漏
誤

起
到
正
本
清
源
的
作
用


︵四
︶
︽輯
刊
︾
的
編
纂
出
版

是
我
國
特
色
文
化
發
展
中
一
項
極
有
意
義
的
工
作

對
促
進
中
華
民
族
文
化
的
發
展
與
繁
榮
有
重
要
的
現
實
意
義


︽輯
刊
︾
通
過
對
陶
瓷
史
料
的
全
面
收
録

不
僅
可
以
從
文
獻
記
載
的
角
度
探
索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發
展
的
脈
絡

分
析
中
國
古
代
各
個
時
期
陶
瓷
生
產
的

概
況

而
且
可
以
從
歷
史
事
實
的
角
度
充
分
說
明
﹃中
華
向
號
瓷
之
國
﹄
c
h
i
n
a
︵
譯
意
為
﹃
瓷
器
﹄︶
作
為
﹃
中
國
﹄
稱
號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這
有
利
於
提
升
我
們
國
人
的
民
族
自
尊
心
和
民
族
自
豪
感


三



前

言

中
國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影
印
輯
刊

︵五
︶
︽輯
刊
︾
的
編
纂
出
版
是
景
德
鎮
文
化
建
設
中
的
一
件
大
事

︽輯
刊
︾
的
誕
生
再
一
次
證
明
了
景
德
鎮
是
一
座
具
有
厚
重
陶
瓷
歷
史
文
化
底

蘊
的
千
年
瓷
都

將
有
力
地
推
動
當
代
瓷
都
特
色
文
化
建
設
的
進
程

同
時

景
德
鎮
陶
瓷
學
院
作
為
中
國
惟
一
一
所
陶
瓷
高
等
學
府

被
業
界
譽
為

﹃陶
瓷
界
的
黃
埔
﹄
︽輯
刊
︾
的
編
纂
出
版
充
分
證
明
了
陶
院
在
陶
瓷
界
的
實
力
和
地
位

也
將
提
升
陶
院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譽
度


︵六
︶
︽輯
刊
︾
的
出
版
是
﹃景
德
鎮
學
﹄
最
新
的
重
要
研
究
成
果
之
一

使
﹃景
德
鎮
學
﹄
研
究
躍
上
了
一
個
新
的
臺
階

︽輯
刊
︾
在
編
纂
過

程
中
所
收
集

輯
錄
和
存
留
下
來
的
大
批
古
代
陶
瓷
文
獻
第
一
手
資
料
將
是
﹃
景
德
鎮
學
﹄
最
寶
貴
的
研
究
資
源

這
些
資
源
將
成
為
﹃
景
德
鎮
學
﹄

後
續
研
究
重
要
的
素
材
和
養
料

將
直
接

間
接
地
推
動
﹃景
德
鎮
學
﹄
走
向
﹃顯
學
﹄
這
一
光
輝
歷
程


編

者

二
○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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