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器：從日用品到釉陶藝術品（11 世紀～16 世紀） 

 

<看板> 

11 世紀晚期，美濃的陶工們放棄高檔「須惠器」，開始製作能夠大量生產的素燒碗

碟等日用品。這些器具常常成堆地被丟棄在山丘窯爐廢墟附近，因此被稱為「山茶碗」。 

山茶碗不上釉，不必像施釉陶器一樣需一件件分開燒製，可以疊起來批量燒製，只

在碗胚之間用穀糠隔開，因此碗底常有明顯痕跡。但如下所示，這樣仍難免發生沾黏。

美濃及周邊地區的山茶碗生產歷史持續了約 400年。 

同期，附近的瀨戶地區出現了一種模仿中國釉面陶器的獨特樣式，稱「古瀨戶」。明

朝海禁期間，古瀨戶替代了一件難求的中國高級陶瓷，風行全日本。瀨戶的陶工開始使

用紅褐鐵釉料在濕胚上印製或在半乾胚上刻畫圖紋後送入窯爐燒製，製作出帶有紋飾的

陶器。大約 15世紀，一名瀨戶陶工在美濃附近製陶，因此將相關工藝傳入美濃。 

 

<手冊> 

11 世紀晚期，美濃的陶工們放棄了高檔「須惠器」，開始製作能夠大量生產的素燒

碗碟等質樸的日用器具。這些日用品常常成堆地被丟棄在山丘窯爐廢墟附近，因此被稱

為「山茶碗」。 

陶器一旦上了釉，燒製的時候就必須一個個完全分開，以免發生熔合沾黏。而無釉

的山茶碗則可以疊起來批量燒製，只需要用穀糠隔開碗胚即可，但也因此會在山茶碗底



留下清晰可見的痕跡。不過，這種方法並非每次都能成功，在古窯的發掘中，常常能見

到幾個山茶碗黏在一起的殘片。山茶碗的生產在美濃及周邊地區持續了大約 400年。 

同一時期，在相距不遠的瀨戶地區出現了一種獨特的陶器樣式。這些陶器模仿中國

的釉面陶，被稱為「古瀨戶」。明朝實施海禁期間，中國陶瓷在日本一件難求，古瀨戶便

成為了中國高級陶瓷器的替代品，風行全日本。瀨戶的陶工慢慢開始使用紅褐色鐵質釉

料製作紋飾的工藝。工匠先用壓模將圖案印在依然潮濕的泥胚上，或是在半乾的泥胚上

刻畫出圖案紋樣後上完釉，再將陶胚送入窯爐燒製。大約在 15世紀，一名瀨戶陶工來到

美濃附近製陶，這套燒製工藝就此傳播到當地其他陶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