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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七世紀的景德鎮曾外銷大量瓷器至日本，其中一類瓷器因部份作品帶有

「五良大甫吳祥瑞造」銘款而被稱之為「祥瑞」，現今幾乎只流傳於日本。「祥

瑞」除了以獨特的銘款與裝飾特徵為世所知，長期以來更被視為日本茶人的茶

道具訂製物，過去研究多著墨於「吳祥瑞」身份之謎，並出現諸多分歧說法，

對實物的研究尚嫌不足。本文注意到在各大博物館及研究專書中被稱為「祥

瑞」的作品，包括了各類器型殊異的器皿，紋飾內容及繪畫筆法也各有不同，

銘款字跡更有明顯的差別，半數以上並不具「祥瑞」款。為釐清「祥瑞」的定

義以及十七世紀至今日本對於這類瓷器的認識脈絡，本文對於傳世作品以及出

土遺物進行分析，將祥瑞區分為自銘器、類自銘器、非自銘器三種類型，並釐

清其裝飾特徵。藉由近年的出土資料以及祥瑞類型分析研究，本文從明代後期

景德鎮瓷器外銷各國的交流背景，討論十七世紀祥瑞裝飾之意涵。本文認為，

祥瑞的裝飾佈局手法可能源自於十六世紀景德鎮陶工為葡萄牙人燒造的紋章

瓷；另外在同時代外銷至日本的中國鏍鈿漆器及描畫日人形象的《倭寇圖卷》

中，則可見與祥瑞相似的紋飾及圖繪。由此可推論景德鎮陶工除了接受來自日

本的訂製需求，更設計出迎合異國消費者的瓷器商品。另一方面，十七至十九

世紀肥前瓷與京燒作品曾針對各類型祥瑞作品進行仿造，則反映了當時江戶時

代崇尚明末文化的現象。最後本文提出，現今「祥瑞」類型瓷器的鑑賞與認

定，應與日本近代對於茶道史的論述脈絡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