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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00 字) 
 
    為落實本院國際化與專業國際交流合作之政策與發展方針，本計畫從文物保存科

學及文物科學檢測研究的面向，與日本富山大學及九州國立博物館合作，進行本院寄

存於九州國立博物館之北魏太和元年「釋迦如來座像」臺日雙邊合作3D量測研究計

畫，期能透過合作之調查研究，開拓古代鎏金佛像工藝研究之方法與視野，增進對其

鑄造技術之瞭解；另一方面，透過本院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合作之伊萬里瓷器

〈青花柳葉鳥紋盤〉科學檢測研究計畫，進一步赴伊萬里及有田地區進行伊萬里瓷器

製瓷原料與技術之調查研究，共同完成一完整之合作研究檢測報告書，提升本院文物

保存科技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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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寄存於九州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九博）之北魏太和元年釋迦牟

尼佛座像為北魏金銅佛像中最具價值的代表作之一。日本目前已有 2 件有太和銘文之

金銅佛像（泉屋博古館蔵、根津美術館蔵）進行過 3D 量測，其研究成果也發表於亞

洲鑄造技術史學會期刊第 10 期、第 11 期，並於亞洲鑄造技術史學會台北大會口頭報

告。為了進一步探究本院寄存於九博之金銅佛像鑄造工藝技術，及落實本院國際化與

專業國際交流合作之政策與發展方針，本院與日本富山大學與九博合作，共同對對這

件文物進行 3D 量測研究，期能透過合作之調查研究，開拓古代鎏金佛像工藝研究之

方法與視野，增進對其鑄造技術之瞭解。 

    另一方面，為了瞭解本院姊妹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所藏之江戶時期伊萬里

瓷器〈青花柳葉鳥紋盤〉於本院南部院區的「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陳列

室中展出時自發斷裂之相關問題，本院文物科學研究檢測實驗室層對此件鳥紋盤進行

一系列的科學檢測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以光學顯微鏡檢視盤子破裂的斷面、以Ｘ光螢

光光譜技術（XRF）分析其化學組成等。除了探究瓷盤破裂原因之外，也希望同時瞭

燒造技術的問題，並和有田地區出土的江戶時期之青花殘片以及中國景德鎮出土之十

七世紀末期左右之民窯青花殘片進行比較研究，討論坯料和釉料來源問題，以及燒製

過程的各種技術問題。由於檢測結果顯示有田青花胎土與原料之間存在成份差異問

題，相關的技術問題仍有待釐清，因此，亦有必要赴日本伊萬里—有田地區進行相關

調查研究，以利後續臺日雙方共同完成一完整之合作研究檢測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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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主要分二階段，第一階段於九州國立博物館，與富山大學三船溫尚教授團隊合

作，進行本院寄存於該館之北魏太和元年鎏金佛像 3D 掃描量測；第二階段則與本院

姊妹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代理學藝課長小林仁先生赴有田地區進行伊萬里瓷

器相關之研究調查與交流。 

 

(一) 研究交流行程表 

 

日期 地點 工作內容 

11/18（日） 台 北 －

福岡 

台北出發飛往福岡 

11/19（一） 

– 

11/21（三） 

福岡 九州國立博物館進行釋迦如來座像檢測研究 

11/22（四） 

– 

11/23（五） 

有田 

伊萬里 

赴九州陶瓷文化館、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有田

泉山磁石場、天狗谷窯、鍋島燒窯進行伊萬里陶瓷

調查研究 

11/24（六） 
福 岡 －

台北 

1. 伊萬里搭巴士至福岡。 

2. 福岡搭機返回台北。 

 

(二)交流說明 

1. 九州國立博物館 

11 月 19 至 21 日主要在九州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九博）進行北魏太和鎏金佛

像之 3D 量測研究與調查，與研究人員交流討論，並參觀展覽。筆者此行由九博國際

交流課李點點女士接待、翻譯與協助安排於該館的相關行程，期間並拜會島谷弘幸館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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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量測日本研究團隊主要為富山大學的三船溫尚教授、三宮千佳博士，以及泉

屋博物館的外山潔研究員。此外，九博方面則由展示課楠井隆志課長、企畫課大澤信

先生負責文物提件、持拿與收納。企畫課的崔英花女士也參與交流及翻譯。 

    在 3D 檢測方面，主要利用德國的 ATOS III 3D 掃描儀、配備 4 種不同焦距之鏡頭

對佛像進行量測。所使用的光源為 LED 光源。此外，也進行顯微觀察與顯微影像拍

攝。由於日本團隊過去已有相關的鎏金佛像 3D 掃描經驗，因此，此次的調查研究過

程相當順利。不過由於 3D 掃描量測僅為佛像表面之掃描研究，並無法更進一步提供

佛像內部構造以及金屬化學成份之訊息，因此，筆者即與九博科學檢測研究人員及三

船溫尚教授討論，未來將再以合作的方式，利用九博的 X 光電腦斷層掃描技術與 X

光螢光（XRF）分析技術對這件文物進行分析，以獲取更完整的影像與份訊息，更完

整地解開北魏時期的鎏金佛像鑄造工藝技術。 

     

 

 

臺日合作團隊共同調查研究北魏太和元年鎏金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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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3D 掃描儀對北魏太和鎏金佛像進行量測 

 

 

 

利用 3D 掃描儀對北魏太和鎏金佛像進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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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和鎏金佛像高解析度影像拍攝 

 

      

2. 伊萬里－有田 

   在 11 月 21 日下午結束九州國立博物館的北魏太和鎏金佛像的 3D 量測之後，筆

者從博多車站搭火車前往武雄，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小林仁先生則從大阪搭車前

來會合。22 日上午，筆者與小林仁先生及韓國首爾國立博物館金英美博士，共赴佐賀

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及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參訪，並參觀有田泉山磁石場、天狗谷

窯及其他有田陶瓷燒造相關據點。 

 

(1 ) 佐賀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 

  在小林仁先生的安排下，由九州陶瓷文化館的藤原友子女士接待，拜會鈴田由紀

夫館長，並和該館學藝課長德永貞紹先生及資深研究員家田淳一先生進行短暫交流，

瞭解其進行的研究課題。隨後，由藤原女士導覽正展出中的古武雄陶瓷特展和部分常

設展。 

  導覽之外，筆者也特別就該館收藏的伊萬里陶瓷部份進行觀察研究，分析各時期

作品的特色與風格，並和正進行中的青花文物與殘片標本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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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賀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展場一隅 

 

 

 

  

九州陶瓷文化館展場展示之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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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陶瓷文化館藏江戶時期青花作品 

 

 

 

 
九州陶瓷文化館交流合影。左起：小林仁先生、筆者、藤原友子女士、金英美博士。 

 

 

(2) 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 

    此次赴伊萬里—有田地區參訪交流，拜會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的文化財課課長

村上伸之先生乃重點之一。本院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合作進行一萬里青花柳葉

鳥紋盤的分析研究，主要乃針對其胎體及釉的組成與結構進行分析，除了探究胎體的

結構強度與瓷器斷裂之關係外，也利用檢測之機會，討論伊萬里青花燒造工藝及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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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料，並和同時期中國景德鎮出土的民窯青花進行比較研究。為了更進一步瞭解伊

萬里青花的燒造材料與技術，也同時針對有田地區窯址出土的十七、十八世紀青花殘

片進行檢測，而檢測所需的標本即由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所提供。村上伸之先生主

要負責有田地區的窯址考古發掘，此次乃當面與其討論窯址出土殘片相關的問題與伊

萬里陶瓷燒造原料與技術的問題。村上伸之先生並帶筆者與小林仁先生、金英美博士

參觀標本庫房，同時村上先生也提供筆者部分泉山磁石新料供分析比較研究。 

 

 

 

有田町陶瓷相關據點與展示中心相距不遠 

 

 

 

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一隅 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藏泉

山磁石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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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泉山磁石場 

    關於日本瓷器燒造的年代，一般認為始於 1610 年代，在此之前，日本各地窯場

主要燒造陶器。而有關燒瓷始祖，最常被提到的主要的關鍵人物是朝鮮陶工李參平（? – 

1655），他在 1616 年於有田泉山發現瓷石（圖 15）後，利用這些瓷石成功地燒製了初

期伊萬里時期首批瓷器。 

    江戶時期有田青花主要利用泉山磁石燒造，由於筆者研究過程中，發現有田青花

胎料與文獻所在泉山磁石之化學組成有所差異，因此，此次赴泉山磁石場主要希望能

對燒造瓷器的用料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泉山磁石因有崩落之情況，基於安全考量，平

日並未開放。幸運的是，11 月 21-25 日這幾天剛好因有田地區瓷器燒造 400 年活動盛

會而開放，筆者等得以進入磁石區就近參觀並採集部分標本作為研究之用。 

 

 

  

有田泉山磁石場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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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田泉山磁石場 II 

 

 

 

 

有田泉山磁石場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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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天狗谷窯遺跡 

    天狗谷窯為日本最早燒造瓷器的窯場之一。根據文獻，李参平歸化日本之初，主

要與其他朝鮮陶工燒製唐津風陶器，後為了燒製瓷器，於佐賀藩內四處尋找適當的原

料，終在元和二年（1616）於有田泉山發現瓷石，後與 18 名族人隨多久家遷赴有田

皿山，在上白川天狗谷設窯，從此展開了瓷器的燒造。此行主要對原始窯爐之構造進

行研究調查，並瞭解出土陶瓷類型之狀況。 

 

  

天狗谷窯遺跡 

 

 

 

天狗谷窯遺跡考古發掘紀錄影像（攝自現場展示照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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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狗谷窯遺跡說明看板 I 

 

 

 

天狗谷窯遺跡說明看板 II 



16 
 

(5) 日本陶祖李參平（金ヶ江三兵衛）墓與紀念 

    李參平的日文名字為金ヶ江三兵衛，而有關其生平以及其在有田燒製瓷器

的經過，主要根據作於承應二年(1653)的「皿山金ヶ江三兵衛高麗より罷越候書

立」（載錄於《多久家文書》）以及李参平過世約 150 年後（江戶後期）其子孫

所作的《金ケ江家文書》中。根據記載，李參平是朝鮮忠清道金江人，在豐臣

秀吉（1536-1598）向朝鮮發動的文祿・慶長之役（1592-1598）時，為佐賀藩鍋

島直茂的家臣多久安順的嚮導，於戰爭後由鍋島軍帶回日本。 

    由於李參平在日本向有陶祖之稱，通常被視為日本燒造瓷器的始祖，故此

行也對考察其墓葬所在地及相關的史蹟與紀念物。 

 

 

 

  

陶祖李參平（金ヶ江三兵衛）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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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參平像 李參平紀念碑 

 

 

 

 

鍋島燒之登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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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此次赴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進行本院寄存於九博之北魏太和鎏金佛像之臺日雙

方合作研究計畫及至伊萬里—有田地區進行伊萬里瓷器相關問題調查研究，均有實質

的收穫和進展，並落實本院國際專業交流合作的方針。  

    日本富山大學與泉屋博物館團隊過去已累積相關的研究成果，因此，此次的合作

確實能為探究北魏的鎏金鑄造技術提供更多的訊息。日本方面具開放的合作態度作，

未來也能互相提供合作研究的檢測數據供教育、展示與進一步的研究使用。、 

    另外，有田瓷器的相關考察收穫甚多，特別是能進入泉山磁石場就近觀察和採集

檢視磁石標本，甚為難得，對瞭解瓷胎的燒造有所幫助。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村上

伸之先生，也願意建立與本院的合作關係，提供相關的材料供研究，確實難能可貴。  

 

 

四、建議 

    本院積極走向國際化，未來除了借展方面外，也應當加強專業研究方面的國際交

流。除了有國外的專家來訪交流外，本院研究人員亦當不自囿於國內研究環境，應積

極走向國際，能有專業的對外輸出，如此亦是從專業上對國際社會的貢獻。不過，政

策方面和經費方面亦要能配合，因此，也建議未來院方在強調國際化的層面上，確實

能有相應的政策和經費落實博物館的國際專業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