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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漳州窯瓷器是中國明代後期福建生產的貿易瓷，作為外銷商品行銷至東

亞、東南亞，遠至中東、歐洲也有流通的證據。第一章探討從二十世紀五〇年

代開始至今，對漳州窯瓷器的研究，從窯址的確認與考古發掘，至貿易網絡的

建構，已對漳州窯的窯業發展和海外流通消費的版圖有一個通盤的認識。但

是，對於窯址與消費地所出土或發現的漳州窯瓷器沒有進行系統性的分類，以

至於無法對漳州窯瓷器的風格演變與時代劃分作有效的論述。 

本論文以漳州窯的大盤/盤類作為研究的對象，從考古、風格類型分析、社

會史和工藝技術的角度，探討漳州窯大盤/盤類瓷器的年代問題。 第二章至第

四章針對窯址、沈船及以消費地日本為主的遺跡考古出土的大盤/盤類遺物，進

行類型的界定與分類，並以其在消費地出土的地層年代作為參照，建立各類型

大盤/盤類瓷器出土的時間跨幅。同時，也關注出土遺物所屬遺跡/遺構的性

質，探討漳州窯大盤/盤類瓷器在消費地的使用情況。此三章以考古的角度，將

遺址出土的漳州窯大盤/盤類瓷器，依照器型和紋飾佈局的結構甄別類型，梳裡

其流通的年代跨幅，製成漳州窯大盤/盤類瓷器的類型總表，並以此為基礎，歸

納出漳州窯大盤/盤類瓷器八個早期的類型，年代界定在嘉靖末年至萬曆初期，

即十六世紀中後期。另外，透過漳州窯大盤/盤類瓷器的類型總表，進一步分析

類型的風格演變以及年代的問題。第四章以社會史和工藝技術的角度，探討漳

州窯「港澳旌旗」圖式及單色釉白彩裝飾工藝的年代問題，認定早期的漳州窯

大盤已開始應用，而單色釉白彩的工藝技法則影響十七世紀波斯薩法維王朝

（Safavid Empire，1502-1736）Kirman 窯的工藝技術。另外，漳州窯大盤上

的「天下一」銘文，透過牛津大學 Bodleian 圖書館所藏的『明代東西洋航海

圖』上的羅盤方位圖，更為確認其與航海羅經的密切關連，有天下方位定於一

的含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