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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琺瑯工藝傳至中國，期間歷經好幾世紀，吸收融合中外各種工藝精要，成為一種聞名於世的國粹，範圍涵蓋廣闊。將本研

究限於明清兩代，並以故宮典藏品為例，乃取資料蒐集、實物鑑証之便。 本論文除就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

圍及所受限制逐一說明外，略述金屬工藝與琺瑯工藝在中國之淵源與發展，以及使用材質與技法、官器承造制度與民間作

坊之情況，使讀者明瞭景泰藍發展之時代背景和工匠所處之工作環境，進一步就主題工藝設計方面，選擇明清兩朝具有代

表性的琺瑯器物，依款式、紋樣與色彩三方面，做深入觀察與分析，比較其差異和演變，以期能更深入的暸解景泰藍在工

藝發展上之特色與價值。 本研究發現掐絲琺瑯傳入中國後，從元末至明初，其形制、紋樣和釉色發展均大致相同。款式以

仿古銅器為主，紋樣以西方纏枝番蓮為主，中式花卉紋為副或作修飾，釉色明亮、艷麗。明朝中晚期，景泰藍製作出現重

大突破，無論器形、紋飾均大幅發展，但釉彩卻呈停滯狀況。乾隆朝是清代景泰藍大放異彩之時期，器形、紋樣和釉色變

化萬千，常製作大型器物，並應用於生活中，因釉料來源無慮，顏色多彩多樣，但漸趨平淡，不若明代之亮麗。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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