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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 門 位 於 中 國 大 陸 南 端， 珠 江 入 海 口 西 岸，

由 澳 門 半 島、 氹 仔 島 和 路 環 島 三 部 分 組 成。 澳 門

半 島 地 勢 南 高 北 低， 是 一 個 南 北 向 延 伸 的 長 條 形

半 島。 聖 保 祿 學 院 遺 址 位 於 澳 門 半 島 中 部 的 制 高

點 ⸺� 大 炮 台 山 西 北 山 麓， 尚 保 存 有 聖 保 祿 教 堂

的 前 壁（ 俗 稱“ 大 三 巴 牌 坊 ”）， 其 被 視 為 澳 門

標 誌 之 一， 是“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 的 重 要 節 點。 聯

合 考 古 隊 2010 至 2012 年 發 掘 區（ 高 園 街 16、

18、20、22 號 和 35 號 ） 位 於 聖 保 祿 學 院 遺 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9 年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開展大三巴世遺核心區及周
邊地區整體規劃研究，計劃拆除位於高園街即大三巴牌坊側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的四棟舊公務員宿舍大樓。由於該區域緊鄰聖保祿教堂，被推測位於聖保祿學院遺
址範圍之內，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澳
門文化局組成“聯合考古隊”，於 2010 至 2012 年期間分階段對上述地點進行了考古
調查及發掘工作。上述發掘成果豐碩，初步確定已開展考古工作區域屬於聖保祿學院
遺址範圍，遺址內發現了“大型基岩坑”、夯土牆等遺跡，出土大量磚瓦類建築構件
以及數量龐大的陶瓷器碎片，其中包括不少年代約為明末清初的外銷瓷碎片，對於研
究十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天主教修院佈局、建造技術、中外文化交流、中葡貿易史，
以及澳門在東亞地區乃至全球貿易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都具有非凡的價值，為中國外
銷瓷、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物證。考古隊在整理上述各階段的發掘記
錄及出土遺物後，即撰寫本文，作為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2010-2012 年考古發掘簡
報。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夯土牆；大型基岩坑；外銷瓷；考古發掘簡報

摘	要

關鍵詞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朱岩石 *、趙月紅 *、沈麗華 *、盧可茵 *、王睿 *、李鑫 *、何歲利 *

範 圍 內， 地 勢 南 高 北 低， 南 側 地 勢 漸 高 後 為 澳 門

博 物 館 前 地， 北 側 經 高 園 街 到 茨 林 圍 一 帶 地 勢 漸

低， 向 西 與 聖 保 祿 教 堂 前 壁 隔 大 三 巴 斜 巷 相 望

（圖 1）。

 澳 門 聖 保 祿 學 院 是 天 主 教 耶 穌 會 於 1594 年

在 澳 門 創 立 的 一 間 高 等 學 院， 也 是 東 亞 地 區 第 一

所 高 等 學 院。 聖 保 祿 學 院 遺 址 由 聖 保 祿 教 堂、 神

學 院 及 大 炮 台 三 處 遺 跡 群 構 成， 其 中 聖 保 祿 教 堂

（又稱天主之母教堂）建於 1602-1640 年，整座

教 堂 體 現 了 歐 洲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建 築 風 格 與 東 方 建

築 樣 式 相 結 合 的 特 色， 是 當 時 東 方 最 大 的 天 主 教

堂。1762 年， 聖 保 祿 神 學 院 因 耶 穌 會 士 被 驅 逐

而 關 閉。1835 年 1 月， 聖 保 祿 神 學 院 和 教 堂 因

火災付之一炬，僅餘教堂前壁。 1（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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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發掘區位置圖

 聖 保 祿 神 學 院、 教 堂 及 大 炮 台 均 依 大 炮 台 山

山 勢 而 建， 由 於 原 建 築 設 計 圖 紙 及 文 字 記 錄 缺

失， 平 面 佈 局 和 內 部 結 構 曾 經 過 多 次 改 造 和 變

動， 並 且 多 處 疊 壓 了 早 於 或 晚 於 聖 保 祿 學 院 的 包

括 澳 門 早 期 城 牆 在 內 的 各 種 遺 跡， 因 此 給 相 關 研

究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一、發掘緣起和經過

 （一）發掘緣起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於 2009 年 成 立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開 展 大 三 巴 世 遺 核 心 區 及 周 邊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研 究， 發 掘 區 域 原 有 四 棟 建 於 二 十 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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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聖保祿教堂前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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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發掘區探方分佈圖

六 十 年 代 的 公 務 員 宿 舍 樓 計 劃 拆 除， 由 於 該 區 域

緊 鄰 聖 保 祿 教 堂， 被 推 測 位 於 聖 保 祿 學 院 遺 址 範

圍 之 內， 因 此 該 區 域 拆 除 之 後 的 空 間 如 何 使 用，

在沒有開展考古工作之前難以定論。

 受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委 託，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於 2010 年 初 與 澳 門 文 化 局

組 成“ 聯 合 考 古 隊 ” 負 責 這 項 工 作。 考 古 工 作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通 過 對 原 有 四 棟 宿 舍 大 樓 拆 除 後 場 地

進行考古勘探發掘，了解該地段文化層堆積情況，

探 尋 聖 保 祿 教 堂 所 屬 聖 保 祿 學 院 內 的 相 關 建 築 遺

存 及 學 院 範 圍， 為 復 原 該 區 域 的 歷 史 變 遷 過 程 積

累 資 料， 同 時 也 致 力 了 解 該 區 域 早 於 聖 保 祿 學 院

時 期 的 地 形、 地 貌 等 地 理 環 境 的 變 遷 情 況， 為 進

一 步 促 進 澳 門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護 工 作 做 出 積 極

貢獻。

 （二）既往發掘

 在 本 文 所 載 的 發 掘 區 內 過 往 沒 有 進 行 過 任 何

考 古 工 作。 發 掘 區 以 南、 以 西 區 域， 曾 開 展 聖 保

祿學院遺址的調查發掘，主要包括：1988 年初，

在“ 大 三 巴 牌 坊 ” 加 固 工 程 之 前 的 地 質 調 查， 曾

發 現 一 處 用 石 料 建 成 的 建 築 物。1990-1992 年，

在 對 聖 保 祿 教 堂 遺 址 實 施 保 護 工 程 時，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的 調 查 發 掘 工 作， 基 本 了 解 了 聖 保 祿 教 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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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面 結 構 。 21995-1997 年， 為 配 合 澳 門 博 物 館

建 設， 在 大 炮 台 與“ 大 三 巴 牌 坊 ” 交 界 處 發 掘 出

聖保祿學院南翼、東翼和中央庭院等部分遺跡 。3

 （三）發掘經過和地點

 發 掘 工 作 自 2010 年 4 月 至 2012 年 5 月 前 後

共 進 行 了 四 期 考 古 工 作， 為 期 約 八 個 月。 工 作 地

點 主 要 包 括 高 園 街 16、18、20、22 號 四 棟 公 務

員宿舍樓，以及高園街 35 號住宅拆建工地，共清

理探方 14 個，發掘面積約 910 平方米（圖 3）。

此 外， 我 們 還 先 後 在 聖 保 祿 學 院 遺 址 周 圍 嘗 試 了

洛 陽 鏟 勘 探 和 磁 法、 電 法 等 物 理 探 測 方 法， 為 了

解 這 一 區 域 的 地 下 遺 存 分 佈 和 保 存 情 況 提 供 了 線

索。

二、地層堆積與典型文化層

 發 掘 區 域 位 於 大 炮 台 山 北 側 山 麓 地 帶， 地 勢

南 高 北 低， 地 層 堆 積 相 對 簡 單， 絕 大 部 分 區 域 在

地 表 層（ 現 代 路 面 或 建 築 擾 土 等 ） 下 即 可 見 歷 史

時 期 堆 積 或 遺 跡 甚 至 原 生 基 岩 面。 堆 積 趨 勢 多 為

由 南 向 北 沿 地 勢 從 高 向 低 進 行 堆 積， 地 勢 高 處 堆

積略厚，低窪地帶堆積淺薄。

圖 4·T105 和 T205 探方東壁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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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盡 可 能 全 面 反 映 發 掘 區 域 地 層 堆 積 和 相

關 遺 跡 現 象， 現 以 地 層 堆 積 最 為 豐 富 的 T105 和

T205 東壁剖面（圖 4）為例，介紹如下 :

 第 1 層：厚 0-0.22 米。黑褐色土，土質疏鬆、

雜亂，包含較多混凝土塊、石塊和植物腐殖質等。

出 土 大 量 陶 水 管 殘 片、 陶 瓦 片、 鋪 地 陶 磚 殘 塊、

青 花 瓷 片 以 及 玻 璃 碎 片、 彈 球、 鐵 釘 和 澳 門 硬 幣

等。該層為表土層，多為現代建築擾土。

 第 2 層： 厚 0-1.37 米， 從 堆 積 形 態 分 析， 該

層 為 基 岩 坑 自 然 塌 陷 後 形 成 的 二 次 堆 積， 編 號 為

H8，H8 內堆積又可分為➁ a- ➁ f 共 6 個小層。

 ➁ a 層： 距 地 表 深 0-0.1 米， 厚 0-0.38 米。

深 褐 色 土， 土 質 較 疏 鬆。 出 土 大 量 陶 瓦 片、 素 燒

陶碗底、釉陶片、青花瓷片和蚌片等。

 ➁ b 層： 距 地 表 深 0-0.3 米， 厚 0-0.7 米。

淺 褐 色 土， 土 質 較 疏 鬆， 包 含 大 量 白 灰 顆 粒 和 少

量紅砂岩塊。出土大量陶筒瓦及板瓦殘片、泥背、

鋪 地 陶 磚 殘 塊、 素 燒 陶 碗 底、 釉 陶 片 以 及 青 花 瓷

片、蚌片和動物骨骼等。

 ➁ c 層： 距 地 表 深 0.3-1.2 米， 厚 0-0.7 米。

灰 褐 色 土， 土 質 疏 鬆， 夾 雜 大 量 白 灰 顆 粒 和 木 炭

顆 粒。 出 土 大 量 陶 筒 瓦 及 板 瓦 殘 片、 鋪 地 陶 磚 殘

塊、 素 燒 陶 碗 底、 釉 陶 片 以 及 青 花 瓷 片、 蚌 片、

少 量 貝 殼 和 銅 器 殘 件 等。 該 層 主 要 分 佈 於 探 方 中

南部，不見於探方東北部。

 ➁ d 層：距地表深 0.3-1.1 米，厚 0-0.6 米。

淺 褐 色 土， 土 質 較 疏 鬆， 夾 雜 大 量 白 灰 顆 粒。 出

土 大 量 陶 瓦 片、 磚 塊、 素 燒 陶 碗 底、 釉 陶 片 以 及

青花瓷片和蚌片等。該層主要分佈於探方中南部，

不見於探方東北部。

 ➁ e 層：距地表深 0-0.94 米，厚 0-0.66 米。

深 褐 色 土 色， 土 質 較 疏 鬆， 夾 雜 大 量 白 灰 顆 粒 和

木 炭 顆 粒。 出 土 陶 瓦 片、 琉 璃 滴 水 殘 片、 素 燒 碗

底、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鬥彩瓷片和青瓷片等。

 ➁ f 層：距地表深 0.7-1.2 米，厚 0-0.42 米。

灰 褐 色 土， 土 質 較 疏 鬆， 略 呈 沙 性， 包 含 少 量 夯

土塊、紅砂岩塊和石塊。出土陶瓦片、鋪地磚塊、

磚塊、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和粗瓷片等。

 第 3 層： 厚 0-1.54 米， 為 自 然 淤 積 層， 主 要

分 佈 於 探 方 東 北 部， 又 可 分 為 ➂ a- ➂ c 共 3 個 小

層。

 ➂ a 層：距地表深 0-1.04 米，厚 0-0.82 米。

該 層 為 緻 密 淤 泥 層， 上 部 淤 泥 略 呈 紅 褐 色， 下 部

為 黃 褐 色， 夾 雜 木 炭 顆 粒， 中 部 有 一 層 厚 約 5 厘

米的褐色沙土淤積。

 ➂ b 層： 距 地 表 深 0.82-1.27 米， 厚 0-0.36

米。 該 層 為 沙 土 層， 灰 褐 色 土， 中 部 有 一 層 厚 約

4 厘 米 的 淤 泥 層。 出 土 少 量 陶 瓦 片、 釉 陶 片、 青

花瓷片和珊瑚塊等。

 ➂ c 層： 距 地 表 深 1.18-1.27 米， 厚 0-0.27

米。 該 層 為 灰 褐 色 淤 泥 層， 包 含 較 多 大 石 塊 和 夯

土 塊， 夾 雜 木 炭 顆 粒。 出 土 少 量 陶 瓦 片、 磚 塊、

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和粗胎白瓷片等。

 第 3 層 下 即 顯 露 出 大 型 基 岩 坑（H9）， 為 詳

細 記 錄 基 岩 坑 的 堆 積 狀 況 和 探 索 堆 積 成 因， 我 們

對 坑 內 堆 積 進 行 了 詳 細 層 位 劃 分， 共 分 為 六 層，

層位編號接續探方地層編號，即第 4 至第 9 層。

 第 4 層： 灰 褐 色 沙 土 層， 可 細 分 為 ➃ a、

➃ b、➃ c 共三個小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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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➃ a 層： 距 地 表 深 1.37-1.54 米， 厚 0-0.38

米。灰褐色沙土，土質疏鬆，夾雜較多白灰顆粒，

出土少量陶瓦片。

 ➃ b 層： 距 地 表 深 0-1.87 米， 厚 0-0.8 米。

灰 褐 色 土， 土 質 較 疏 鬆， 夾 雜 大 量 白 灰 顆 粒。 出

土 大 量 陶 瓦 片、 釉 陶 片 以 及 少 量 青 花 瓷 片 和 鬥 彩

瓷碗底等。

 ➃ c 層： 距 地 表 深 0-1.87 米， 厚 0-0.7 米。

灰 褐 色 土， 土 質 較 疏 鬆， 夾 雜 大 量 白 灰 塊 和 木 炭

顆 粒。 出 土 陶 瓦 片、 瓦 當、 素 燒 陶 碗 底、 釉 陶 片

以及青花瓷片、粗瓷片和鬥彩瓷碗底等。

 第 5 層：距地表深 1.53-2.22 米，厚 0-0.6 米。

黑 褐 色 花 土， 土 質 較 硬， 包 含 大 量 木 炭 顆 粒， 出

土 較 多 陶 瓦 片 和 青 花 瓷 片。 該 層 主 要 分 佈 於 基 岩

坑東南部。

 第 6 層： 沙 土 與 淤 泥 交 替 疊 壓 淤 積 層， 又 可

以再細分為➅ a 和➅ b 共 2 小層。

 ➅ a 層：距地表深 1.9-2.4 米，厚 0-1.2 米。

沙 土 淤 積 層， 由 大 量 紅 褐 色 沙 粒 與 極 少 量 紅 褐 土

混 合 淤 積 而 成， 土 質 鬆 散， 出 土 少 量 陶 瓷 片 和 陶

瓦片等。

 ➅ b 層： 距 地 表 深 3.16-3.65 米， 厚 0-0.36

米。 紅 褐 色 淤 泥 層， 由 較 純 淨 的 泥 土 淤 積 而 成，

土質細膩鬆軟，出土極少量陶瓷片和陶瓦片。

 第 7 層：距地表深 2-3.8 米，厚 0.66-1.82 米。

黑 灰 色 土， 土 質 較 硬， 包 含 大 量 炭 灰、 炭 屑， 出

土較多陶瓦片以及大量青花瓷片和醬釉陶片等。

 第 8 層：距地表深 4.86-5.18 米，厚 0-0.2 米。

黃 褐 色 花 土， 土 質 較 硬， 包 含 較 多 花 土 塊 和 白 灰

顆粒，出土少量陶瓷片和陶瓦片。

 第 9 層：沙土層，可以再細分為➈ a、➈ b、

➈ c 共 3 個小層。

 ➈ a 層：距地表深 4.4-5.3 米，厚 0.6-1.08 米。

沙 土 淤 積 層， 由 大 量 紅 褐 色 沙 粒 與 少 量 紅 褐 土 混

合 淤 積 而 成， 土 質 疏 鬆， 出 土 較 多 陶 瓦 片、 青 花

瓷片和醬釉陶片等。

 ➈ b 層：距地表深 5.22-5.98 米，厚 0.7-1.06

米。 紅 褐 色 淤 泥 層， 由 較 純 淨 的 泥 土 淤 積 而 成，

土質細膩鬆軟，出土極少量陶瓷片和陶瓦片等。

 ➈ c 層： 距 地 表 深 6-6.98 米， 已 發 掘 厚 度

1.3-2.5 米。沙土淤積層，由大量紅褐色沙粒與少

量 紅 褐 土 混 合 淤 積 而 成， 土 質 鬆 散， 出 土 少 量 陶

瓦片、青花瓷片和醬釉陶片等。

 ➈ c 層 下 發 現 積 水， 無 法 繼 續 向 下 發 掘， 據

勘探積水深度約 0.8 米，水下即為基岩坑坑底。

三、聖保祿學院遺址重要遺跡

 發 掘 區 域 所 發 現 遺 跡 大 多 為 近 現 代 遺 存， 不

作 詳 述。 下 面 僅 對 其 中 發 現 年 代 略 早 的 遺 跡 進 行

介紹，主要包括夯土牆一段和灰坑兩處。

 （一）夯土牆

 夯土牆位於高園街 35 號拆除房屋東側，南側

正 對 高 園 街 16 號 和 18 號 樓 中 間 通 道， 南 距 大 炮

台 約 50 米， 西 南 距 聖 保 祿 教 堂 南 壁 約 100 米。

牆 址 埋 藏 於 現 代 房 基 填 墊 土 和 建 築 生 活 垃 圾 之

下。 此 次 清 理 主 要 是 配 合 房 屋 拆 遷 工 作， 限 於 各

種 原 因， 僅 對 夯 土 牆 遺 跡 的 局 部 進 行 了 探 溝 發 掘

與 解 剖。 發 掘 表 明， 夯 土 牆 遺 跡 呈 南 北 向， 方 向

為 355 度。已發現部分南北長約 15.6 米，牆體頂

部 東 西 寬 約 1-1.26 米， 底 部 不 詳， 現 存 遺 跡 最 高

處 約 有 2.45 米。（ 圖 5） 據 夯 土 牆 遺 跡 北 部 的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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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 顯 示， 夯 土 牆 遺 跡 由 牆 基 和 牆 體 兩 部 分 組 成，

上層為牆體，下層為牆基。（圖 6）

 上 層 牆 體 為 夯 土 結 構， 砌 築 於 石 牆 基 之 上，

夯 土 保 存 相 對 較 好， 殘 高 約 1.36 米， 夯 層 厚 約

5-10 厘米。在夯土底部發現一處孔洞，口徑約 24

厘米，可能為“紝木”或是支護木架形成的孔洞。

在 牆 體 夯 土 結 構 的 底 部 與 石 牆 基 銜 接 處， 發 現 鋪

設有找平兼填縫用的青磚，共發現青磚 14 塊，分

兩 層。 裡 側 自 北 向 南 多 為 丁 磚 平 鋪， 在 找 平 青 磚

外側亦即石牆基上表面邊沿部分，先用白灰墊底，

其 上 斜 鋪 板 瓦 片， 最 後 在 瓦 片 外 塗 抹 白 灰 形 成 牆

皮。 在 發 掘 夯 土 牆 遺 跡 兩 側 的 廢 棄 堆 積 時， 曾 發

現 大 量 白 灰 牆 皮 碎 塊 與 白 灰 顆 粒， 由 此 推 測 夯 土

牆體外側可能原均塗抹有白灰牆皮。

 下 層 牆 基 由 石 塊 壘 砌 而 成， 夾 縫 填 充 灰 土，

壘 砌 工 整。 石 牆 基 高 約 1 米， 上 下 共 5 層， 每 層

發現石塊 4 塊。自上而下第一層厚約 30 厘米，單

體 石 塊 長 約 24-50 厘 米。 第 二 層 厚 約 24 厘 米，

單體石塊長約 30-50 厘米。第三層厚約 22 厘米，
圖 5·夯土牆平面（上南下北）

圖 6·夯土牆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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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體 石 塊 長 約 50 厘 米。 第 四 層 厚 約 18 厘 米， 石

塊長約 28 厘米。第五層僅暴露局部，具體情況未

明。

 在 揭 露 的 此 段 夯 土 牆 遺 跡 南 端， 還 發 現 一 段

內外側均包磚的夯土牆體，包磚南北長約 1.9 米，

丁 磚 錯 縫 鋪 砌。 包 磚 的 牆 體 東 西 總 寬 1.2 米， 其

中， 內 外 側 包 磚 各 厚 0.3 米， 包 磚 東 西 間 距 0.6

米， 包 磚 之 間 為 夯 土。 包 磚 砌 法 講 究， 牆 體 內 側

（ 西 側 ） 包 磚 現 存 有 上 下 三 層， 其 中， 第 一 層 磚

從 局 部 來 看， 裡 側 先 丁 磚 垂 直 夯 土 牆 體 平 鋪， 外

側 再 順 磚 平 鋪； 第 二 層 裡 側 先 順 磚 平 鋪， 外 側 再

丁 磚 平 鋪； 第 三 層 與 第 一 層 鋪 磚 方 式 一 致。 牆 體

外 側（ 東 側 ） 包 磚 現 存 有 上 下 五 層， 其 中， 第 一

層 包 磚 裡 側 先 為 順 磚 平 鋪， 外 側 再 丁 磚 平 鋪， 但

已 為 晚 期 房 基 打 破， 僅 餘 半 截 殘 磚； 第 二 層 包 磚

裡 側 先 為 丁 磚 平 鋪， 外 側 再 順 磚 平 鋪； 第 三 層 與

第 一 層 一 致， 依 次 往 復， 各 層 包 磚 局 部 存 在 使 用

殘 磚 壘 砌 的 情 況。 包 磚 均 為 青 磚， 一 般 長 26 厘

米、 寬 10 厘 米、 厚 約 5 厘 米。（ 圖 7） 此 段 包 磚

牆 體 北 側 與 夯 土 牆 南 北 接 為 一 體， 北 部 牆 址 向 南

延 伸 至 此 銜 接 的 夯 土 牆 體 東 西 寬 1.26 米。 也 就 是

說， 此 段 牆 體 的 包 磚 並 非 是 直 接 包 砌 在 夯 土 牆 本

體內外側，而是將夯土牆內外各減去 30 厘米，再

嵌 入 式 包 砌， 包 砌 後 的 牆 體 總 體 寬 度 與 原 來 的 夯

土 牆 體 東 西 寬 度 基 本 一 致。 此 外， 此 段 包 磚 牆 體

南 側 均 為 填 墊 土， 未 發 現 任 何 遺 跡 現 象， 綜 合 遺

跡 現 象 分 析， 包 磚 牆 體 以 南 可 能 是 夯 土 牆 遺 跡 的

一 處 缺 口， 而 此 段 嵌 入 式 包 磚 牆 體 或 為 缺 口 北 端

結構的一部分。

 （二）灰坑

 在 聖 保 祿 學 院 遺 址 的 發 掘 中， 先 後 在 不 同 探

方內共發掘發現 15 處灰坑遺跡，其中絕大部分為

現 代 垃 圾 坑 或 破 壞 坑， 只 有 H8、H9 年 代 略 早，

或與聖保祿學院遺址相關，特別值得強調的是 H9

規模較大，堆積豐富，並出土了大量重要遺物。

1. 編號 AS2010T105H9 的灰坑

 H9 主 要 分 佈 於 T105 內， 是 在 大 炮 台 山 北 側

山 麓 基 岩 上 人 工 開 鑿 出 的 一 豎 井 式 圓 形 坑， 開 口

距 現 地 表 深 約 1.2 米， 開 口 邊 沿 在 南 側 地 勢 較 高

處有很小範圍可見於現地表。H9 平面略呈圓形，

直 徑 約 5.8 米， 深 約 9.9 米。（ 圖 8）H9 坑 壁 在

開 鑿 時 略 有 差 別， 其 中 西 壁、 北 壁 在 地 表 下 3 米

以 上 部 分 較 豎 直， 開 鑿 較 為 規 整。 西 壁、 北 壁 在

地表下 3 米以下部分，壁面凸出有較大石塊現象，

且棱角分明，可能與岩石的堅硬不易於開鑿有關。

在 開 鑿 的 石 壁 上， 從 上 至 下 多 處 可 見 人 工 開 鑿 的

鑿 痕， 如 西 壁 地 表 下 1.5 米 處、 北 壁 地 表 下 3.8

米 處 等。 坑 底 基 本 平 整， 因 發 掘 至 約 9 米 深 時 見

積水，未能完全揭露出坑底。（圖 9、10）

 對 於 H9 的 發 掘， 最 初 只 對 其 堆 積 總 平 面 二

分 之 一 範 圍 的 西 半 部 向 下 作 發 掘。 因 灰 坑 內 堆 積

多 為 磚 瓦、 灰 土、 沙 土 淤 積 層 等， 相 對 較 鬆 散，

考 慮 到 安 全 因 素， 相 繼 在 發 掘 面 的 地 表 下 3.6 及

5.9 米 處 留 有 發 掘 台 面。 台 面 均 有 收 分。 發 掘 工

作 是 相 繼 再 沿 台 面 向 下 發 掘， 到 後 來 發 掘 到 最 深

處 即 地 表 下 9.2 米 時， 發 掘 範 圍 縮 小 到 八 分 之 一

不到。H9 內堆積上部（地表下 5 米以上）明顯呈

斜 坡 狀， 且 坡 度 較 大。 堆 積 趨 勢 多 為 由 南 向 北 沿

地勢從高向低堆積，下部堆積（地表下 5 米以下）

圖 7·包磚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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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大型基岩坑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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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平 鋪 疊 壓。（ 圖 11） 堆 積 詳 細 情 況 見 地 層 堆

積部分描述，在此不再贅述。

2.  編號 AS2010T105H8 的灰坑

 H8 主 要 分 佈 T105 探 方 內， 只 有 較 少 的 邊 沿

部 分 位 於 東 側 毗 鄰 的 T106 內。H8 埋 藏 較 淺， 地

表下即可見到開口。H8 平面呈不規則橢圓形，最

大徑約 8 米、深約 1.4 米，四壁不規整，底部略平。

H8 開口南側即為大炮台山北側山麓基岩，東壁打

破 H10，西壁和南壁打破 H9，北壁打破較厚的淤

泥 淤 積 層。 灰 坑 內 堆 積 相 對 較 平 整， 均 由 口 部 沿

四 壁 向 底 部 呈 傾 斜 狀 堆 積（ 圖 12）。 堆 積 共 可 分

為 六 層， 詳 見 地 層 堆 積 中 的 第 2 層 的 描 述 部 分，

在 此 不 再 贅 述。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坑 內 堆 積 中 出 土

遺 物 豐 富， 見 有 大 量 陶 筒 瓦 及 板 瓦 片、 琉 璃 滴 水

殘片、黃白色鋪地磚塊、紅砂岩塊、素燒陶碗底、

釉 陶 片、 青 花 瓷 片、 圓 形 或 方 形 蚌 片 以 及 動 物 骨

骼等等。

四、出土遺物

 下 述 遺 物 分 為“ 晚 期 地 層 出 土 遺 物 ” 及“ 大

型 基 岩 坑 出 土 遺 物 ” 兩 部 分 介 紹。“ 晚 期 地 層 出

土 遺 物 ” 主 要 包 括 發 掘 區 內 較 上 部 地 層 出 土 的 遺

物， 除 了 編 號 AS2010T203 ➄ :1 的 民 國 銅 錢 出

圖 9·基岩坑開口及坑壁

圖 10·基岩坑坑底

圖 11·H9 與 H8 堆積及現代牆基關係

圖 12·H8 堆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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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於 探 方 T203 的 第 ➄ 層 之 外， 其 他 遺 物 均 出 土

於 探 方 的 第 ➀ 至 ➂ 層。 晚 期 地 層 出 土 遺 物 數 量

豐 富， 除 出 土 年 代 較 晚 的 遺 物 外， 亦 因 地 層 被 擾

亂 而 出 土 有 較 早 期 遺 物 的 現 象。“ 大 型 基 岩 坑 出

土 遺 物 ” 是 指 主 要 出 土 於 H9 的 遺 物（ 標 本 編 號

AS2010T105 ➁ b:101、AS2010T105 ➁ b:215

及部分地表採集遺物除外），H9 由於地層沒有擾

亂情況，出土遺物的年代相對較早。

（一）晚期地層出土遺物

 出 土 遺 物 數 量 較 多， 包 括 陶 瓷 器 殘 片、 鴉 片

盒、玻璃瓶、銅錢等。

1.“克拉克”類型青花瓷

 該類型青花瓷器類主要有盤、軍持兩種。

（1）盤

 標 本 1：AS2010T105 ➁ d:7。 侈 口 微 外 折，

斜 曲 腹， 器 身 模 印 成 花 瓣 形， 失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部 分 格， 存 分 格 一 處， 內 四 瓣 花

一 朵， 內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部 雙 圈 圓 形 開 光

內 繪 雜 寶、 折 枝 花 卉， 開 光 間 以 如 意 雲 紋 相 連，

內 底 菱 形 開 光， 主 題 紋 飾 不 詳。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口徑 20 厘米，殘高 2.9 厘米。（圖 13）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➀ : 7 、

AS2010T105 ➁ :9、AS2010T105 ➃ c:57 跨 層 拼

合。 侈 口 微 外 折， 斜 曲 腹， 隱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微 閃 青， 光 潤，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外 壁

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其下五瓣分格，

格 內 簡 化 花 草， 足 跟 處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口 沿 處 弦

紋 一 周， 腹 部 雙 圈 圓 形 開 光 八 處， 內 繪 雜 寶、 折

圖 13

圖 14

枝 花， 開 光 之 間 以 如 意 雲 紋 相 連， 內 底 八 角 菱 形

開 光， 其 內 繪 花 草 蝴 蝶 蚱 蜢 紋。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足 端 及 外 底 少 量 黏 砂， 外 底 可 見 修 坯 遺 留 放 射 狀

跳 刀 痕。 口 徑 15.5 厘 米， 足 徑 7.7 厘 米， 高 3.5

厘米。（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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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軍持

 標 本 1：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➁ a : 7 3、

A S 2 010 T 10 5 ➁ a : 1 1 1、A S 2 010 T 10 5 ➁ c : 17 8、

A S 2 010 T10 5 ➁ c : 1 7 9 、 A S 2 0 1 0 T 1 0 5 ➁ c : 1 8 7

跨 層 拼 合 。 口、 流 與 腹 部 以 下 殘。 束 頸， 端 肩，

鼓腹，器身模印成瓜棱形，象首形流。白胎細膩，

白 釉 光 潤。 器 身 青 花 裝 飾， 瓶 頸 下 方 一 周 藍 地 連

弧 紋， 其 下 肩 頸 結 合 處 一 周 藍 地 白 花 卷 草 紋， 腹

身 兩 側 各 一 組 錦 地 紋， 錦 地 紋 上 部 如 意 雲 頭 紋 一

朵， 器 身 後 部 弧 線 分 格 為 三 塊， 空 白 處 飾 簡 化 花

草 紋， 器 身 前 部 流 兩 側 腹 身 空 白 處 亦 繪 簡 化 花 草

紋， 象 首 形 流 部 象 眼 處 以 青 花 勾 勒。 青 花 呈 灰 青

色。 器 身 近 瓶 頸 處 為 一 圈 藍 地 白 描 卷 草 紋， 器 身

兩 側 中 間 各 有 一 如 意 雲 頭 紋， 兩 邊 則 各 為 一 組 錦

地 紋。 器 身 後 側 以 弧 線 分 隔 為 三 部 分， 每 部 分 均

飾 以 點 珠 紋。 器 身 前 側 緊 接 象 首 部 分 亦 飾 以 點 珠

紋。（圖 15）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➁ e : 3 2 、

AS2010T105 ➁ e: 33、 AS2010T 105 ➁ c : 202 跨

層 拼 合。 口 及 腹 部 以 下 殘。 端 肩， 鼓 腹， 象 首 形

流， 象 口 含 短 流， 象 鼻 殘， 從 殘 存 痕 跡 看 應 為 下

卷 接 下 顎。 白 胎 較 細， 白 釉 較 光 潤。 器 身 青 花 裝

飾， 肩 頸 結 合 處 一 周 卷 草 紋， 腹 身 兩 側 錦 地 紋 各

一 組， 流 部 象 眼 以 青 花 勾 勒， 象 耳 部 以 青 花 填 充

並 在 內 部 以 細 線 勾 勒， 象 頸 飾 項 圈， 為 一 圈 青 花

條 帶 狀， 條 帶 下 掛 有 三 件 葫 蘆 形 器，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呈 色 不 均。 口 部 與 器 身 接 胎 製 成， 從 頸 部 殘

缺處可見較為規整的接胎痕跡。殘長 19.2 厘米，

殘寬 11.2 厘米，殘高 11.8 厘米。（圖 16）

2.  其他類型青花瓷

 （1）碗

 標 本 1：AS2010T201 ➀ :1。 敞 口， 曲 腹 較

深， 下 腹 圓 收，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微 閃 青，

施滿釉，裹足刮釉。器物腹部胎體滿布葉形鏤空，

外罩釉形成“玲瓏眼”裝飾。碗內外壁青花裝飾，

外 壁 口 沿 弦 紋 一 周， 其 下 一 周 菱 形 紋 邊 飾， 玲 瓏

眼 裝 飾 帶 下 弦 紋 一 周， 其 下 纏 帶 雜 寶 紋 一 周， 又

於 圈 足 交 接 處 畫 弦 紋 一 周； 內 壁 口 沿 下 粗 弦 紋 一

周， 其 下 一 周“ 工 ” 字 形 紋 邊 飾， 再 以 兩 周 細 線

紋與腹部相隔，玲瓏眼裝飾帶下又繪細弦紋一周，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折 枝 花 卉。 外 底 書“ 康 熙 年 製 ”

圖 16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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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花 款。 青 料 呈 色 較 暗 淡， 為 灰 青 色， 積 料 處 呈

黑 青 色。 外 底 表 面 有 釉 面 鼓 泡 破 裂 形 成 的 少 量 凹

坑。口徑 11.8 厘米，足徑 5.2 厘米，高 5.6 厘米。

（圖 17）

 標 本 2：AS2010T105 ➀ :108。 失 口， 下 腹

斜 直， 近 底 處 圓 折 內 收， 圈 足。 白 胎 微 泛 灰， 較

細，白釉泛青，含大量氣泡，施滿釉，裹足刮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腹 部 紋 飾 不 詳， 近 底 處 粗

圖 17

圖 18

弦 紋 一 周， 腹 底 結 合 處 細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腹 部 紋

飾 不 詳，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繪 蕉 葉 紋。 外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書“ 萬 福 攸 同 ” 青 花 款， 字 跡 潦 草。 青 料 呈

靛 藍 色， 積 料 處 呈 深 黑 青 色。 外 底 有 胎 裂 痕， 偶

見 修 坯 痕 跡， 施 釉 前 黏 連 少 量 胎 料 雜 質， 足 端 刮

釉 處 過 燒 略 泛 紅， 內 底 及 外 壁 下 腹 部 可 見 鼓 泡 破

裂 形 成 的 露 胎 凹 坑。 足 徑 6.7 厘 米， 殘 高 5.7 厘

米。（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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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標 本 3：AS2010T105 ➁ f:116。 失 口， 下 腹

斜曲，近底處圓收，圈足較矮。白胎細膩，白釉微

泛青，光亮，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

外壁下腹部一周弦紋，其上花草紋，腹地結合處弦

紋一周，圈足足牆外弦紋兩周；內壁腹部花草紋，

內 底 單 圈 弦 紋 內 繪 鳥 立 山 石 圖。 青 花 發 色 淡 雅，

呈較為明亮的藍色。外底有明顯的縮釉露胎痕跡。

足徑 5.5 厘米，殘高 3.1 厘米。（圖 19）

圖 20

 （2）盤

 標本 1：AS2010T204 ➁ :2-6。敞口，寬折沿，

淺斜曲腹，圈足微內斜。白胎細膩，白釉微泛青，

光 潤，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折 沿 處 及 腹 底 結 合 處 弦 紋 各 一 周， 折

沿 處 折 枝 花 四 組， 腹 部 折 枝 蓮 紋 三 組，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折 沿 處 蓮 池 白 鷺 紋 邊 飾 一 周， 內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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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在 雙 圈 弦 紋 內 繪 山 水 樓 閣 紋。 外 底 方 框 內 書“ 精

製 ” 篆 書 款， 書 寫 草 率。 足 底 黏 砂， 外 底 近 圈 足

處 有 修 坯 所 留 跳 刀 痕， 中 部 有 縮 釉 痕。 口 徑 19.1

厘米，足徑 9.8 厘米，高 3.4 厘米。（圖 20）

 標 本 2：AS2010T109 Ⅱ H12:133-135。 敞

口， 八 曲 葵 口， 折 沿， 淺 斜 腹， 隱 圈 足。 白 胎 較

細， 白 釉 較 光 潤， 含 大 量 氣 泡，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壁 青 花 裝 飾， 折 沿 處 滿 繪 青 料， 其 下 接 連

弧 紋 邊 飾， 內 底 寬 帶 紋 一 周， 可 見 寬 帶 錦 地 紋 一

周， 其 內 繪 山 水 樓 閣。 青 花 呈 深 灰 青 色， 呈 色 豔

麗。 外 底 靠 近 邊 緣 處 可 見 器 物 燒 成 後 針 戳 刻 款，

推 測 為 拉 丁 字 母“XR”， 其 上 有“ 入 ” 形 符 號。

外 底 可 見 胎 裂 痕， 內 外 底 均 有 少 量 釉 面 鼓 泡 破 裂

露 胎 形 成 的 凹 坑。 足 徑 11.2 厘 米， 高 2.1 厘 米。

（圖 21）

（3）罐

 標 本 AS2011T105 ➁ e:1。 直 口， 花 口， 矮

領， 圓 溜 肩， 鼓 腹， 罐 身 呈 瓜 棱 形， 失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微 泛 青， 光 潤。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頸 部

連 續 回 紋 一 周， 肩 部 雙 重 複 蓮 瓣 紋 一 周， 其 下 瓜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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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圖 25

圖 23

果 松 鼠 紋， 下 腹 部 雙 重 仰 蓮 瓣 紋 一 周。 青 花 呈 藍

紫 色。 內 壁 中 部 可 見 接 胎 痕 一 周， 並 見 清 晰 的 旋

坯痕。殘高 15.8 厘米。（圖 22）

（4）瓶

 標 本 AS2010T105 ➁ e:73。 侈 口， 束 長 頸，

斜 溜 肩， 肩 部 下 折 接 腹 部， 腹 部 及 以 下 殘。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有 大 量 氣 泡， 內 外 滿 釉， 口 沿

處 刮 釉 一 周。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其 下 蕉 葉 紋 一 周， 頸 部 為 樹 石 花 草 紋， 肩 部 分 隔

號 紋 一 周。 青 花呈藍紫色。口徑 8.1 厘米，殘高 12.8

厘米。（圖 23）

3. 陶器

（1）素陶盒（鴉片煙盒）

 尖唇，子口內斜，直壁，平底。多素胎。

（圖 24）

 標 本 1：AS2010T201 ➀ :3 。口 徑 2.1 厘 米，

足徑 2.3 厘米，高 2.6 厘米。

 標 本 2：AS2010T201 ➀ :4 。口 徑 3 厘 米，足

徑 3.5 厘米，高 2.4 厘米。

 標 本 3：AS2010T201 ➀ :5。 僅 盒 身 內 腹 及

內底施透明釉，口徑 1.7 厘米，足徑 2 厘米，高 1.8

厘米。

（2）素陶盒蓋（鴉片煙 盒蓋 ）

 圓形盒蓋，方唇直口，直壁，平頂，均為素

胎。（圖 25）

 標 本 1：AS2010T201 ➀ :10。 在 蓋 面 上 有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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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圖 28

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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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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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書“李”字。直徑 2.6 厘米，高 0.85 厘米。

 標 本 2：AS2010T201 ➀ :7。 在 蓋 面 有 墨 書

痕跡。直徑 2.2 厘米，高 0.9 厘米。

 標本 3：AS2010T201 ➀ :13。在蓋面有墨書痕

跡，直徑 2.1 厘米，高 0.9 厘米。

（3）錫白釉陶罐 4

 標本 AS2010T109 Ⅱ H12:197。圓唇，侈口，

束頸，直腹微外凸，束脛，圈足外撇，挖足很淺。

灰 黃 胎， 較 粗 疏， 低 溫 錫 白 釉， 泛 黃， 木 光， 佈

滿 大 塊 開 片， 釉 層 有 塊 狀 剝 落，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外底有藍彩船錨標誌。口徑 7.7 厘米，足徑 7.3

厘米，高 5.8 厘米。（圖 26）

4.  錢幣

 標 本 1：AS2010T203 ➂ :13。 光 緒 元 寶。 圓

形。 正 面 中 間 為“ 光 緒 元 寶 ” 銘 文， 銘 文 中 心 為

滿 文“ 寶 福 ”， 外 周 一 圈 弦 紋， 頂 部 鑄 楷 體“ 福

建 官 局 造 ”， 底 部 為“ 每 枚 當 □ 十 文 ” 記 值； 背

面 中 心 為 龍 紋， 頂 部 隱 約 可 見 英 文 字 母“F、U、

K、E、N”。 直 徑 2.8 厘 米， 厚 0.18 厘 米。（ 圖

27）

  標 本 2：AS2010T203 ➄ :1。 民 國 銅 錢， 圓

形。 正 面 中 間 為 雙 旗 交 叉 圖 案， 上 部 隱 約 可 見

“ 中 華 民 國 ” 字 樣， 下 部 右 側 可 見“ 當 ” 字。 背

面中間為花卉圖案。直徑 2.7 厘米，厚 0.1 厘米。

（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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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基岩坑出土遺物

 主要有陶瓷器殘片、建築構件等。 

1.“克拉克”類型青花瓷

（1） 碗

 標本 1：AS2010T105 ➃ c:35。尖唇，侈口，

出 脊 花 口， 深 曲 腹， 近 足 處 圓 收，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隨 花 口 形 弦 紋 一 周， 其 下 腹 部

青 花 縱 向 單 線 分 為 七 格 開 光， 開 光 內 山 石 鹿 紋，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口 沿 線

隨花口形弦紋一周，腹部青花縱向單線七格開光，

開光內為洞石花卉紋，內底雙圈弦紋內山石鹿紋，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口 徑 11.5 厘 米， 足 徑 4.9 厘 米，

高 6.3 厘米。（圖 29）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➄ : 1 、

AS2010T105 ➄ :2 拼 合。 尖 唇， 侈 口， 花 口， 深

曲 腹， 下 腹 圓 折，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亮，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隨 花 口 形 單 弦 紋 一 周， 其 下 六 格 開 光， 開 光 內

花鳥紋，開光之間隔以綬帶紋，足跟處弦紋一周，

圈 足 外 壁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口 沿 線 隨 花 口 形 單 弦 紋

一 周， 腹 壁 六 格 開 光， 開 光 內 折 枝 花 卉， 開 光 之

間 隔 以 點 珠 紋。 內 底 單 圈 弦 紋 內 鳥 立 山 石 紋， 青

花 呈 藍 灰 色。 外 底 釉 面 有 少 量 凹 坑。 口 徑 無 法 量

度，足徑 5.8 厘米，高 7.6 厘米。（圖 30）

（2）盤

 根 據 口 沿 分 為 A 型、B 型 和 C 型， 口 沿 形 狀

不明的暫劃分為 D 型。

A 型，侈口。

 標 本： 由 AS2012T105 ➄ :1、 AS2012T105 ➄ :2

拼 合。 薄 唇， 侈 口， 微 折 沿， 斜 曲 腹， 寬 圈 足

較 矮。 白 胎 較 細，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外 底 施

釉 不 均。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外 壁 以 弧 線 分 隔 為 七 個 部 分， 每 個 空 間 內

飾 簡 化 花 草 紋，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內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壁 八 個 不 規 則 圓 形 開 光， 開 光 內

相 間 排 列 有 花 果 紋 和 雜 寶 紋， 開 光 之 間 以 如 意

紋 相 連， 內 底 八 角 菱 花 形 開 光 內 繪 有 花 鳥 圖

案。 青 花 呈 藍 灰 色。 足 端 無 釉 且 有 少 量 黏 砂，

外 底 有 呈 放 射 狀 的 跳 刀 痕 並 有 少 量 凹 坑。 口

徑 14.8 厘 米， 足 徑 8.2 厘 米， 高 2.7 厘 米。

（圖 31）

 B 型，敞口

 標本 1：AS2011T105 ➈ :15。敞口，寬折沿，

淺 曲 腹， 寬 圈 足 較 矮。 白 胎 較 細， 白 釉 泛 木 光，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部 以 單 分 隔 號 分 隔 為 五 個 部 分，

內 飾 簡 化 花 草 紋，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內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內 壁 八 格 開 光 內 繪 折 枝 花 果 紋， 開 光

間 隔 以 縱 向 點 珠 紋， 內 底 在 雙 圈 弦 紋 內 繪 林 木 雙

鹿 紋。 青 花 發 色 偏 暗。 足 端 有 少 量 黏 砂， 外 底 有

呈放射狀的跳刀痕並有凹坑。口徑 21 厘米，足徑

11.2 厘米，高 3.2 厘米。（圖 32）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➃ c : 1 1 、

A S 2 0 1 1 T 1 0 5 ➃ c : 6 6 、 A S 2 0 1 1 T 1 0 5 ➃ d : 3 、

A S 2 0 1 1 T 1 0 5 ➃ d : 1 5 拼 合 。 敞 口 ， 寬 折 沿 ， 曲

腹 ， 寬 圈 足 較 矮 。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泛 黃， 木 光，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處 弦 紋 一 周， 腹 部 橢 圓 形 開 光 內 為 簡 筆 草 葉 紋，

開 光 間 隔 以 雙 線， 內 繪 縱 向 條 帶 紋，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蓮 瓣 形 開 光 內 繪 雜 寶 紋 和 花 果 紋， 相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2010-2012 年考古發掘簡報      朱岩石等

文化遺存

�� RC 文化雜誌·第���期·����年

圖 32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2010-2012 年考古發掘簡報      朱岩石等

文化遺存

������年·第���期·文化雜誌 RC

圖 33

圖 35

間 排 列， 開 光 間 隔 以 綬 帶 紋， 綬 帶 上 下 各 有 一 組

錦 地 紋 或 魚 鱗 紋， 其 下 錦 地 紋 及 魚 鱗 紋 相 間 分 佈

的 帶 飾 一 周， 內 底 菱 花 形 開 光 內 以 水 禽、 鷺 鷥、

蓮 花 等 元 素 構 成 一 幅 蓮 池 水 禽 圖 案， 青 花 呈 藍 灰

色。 足 端 有 少 量 黏 砂， 外 底 有 跳 刀 痕 及 少 量 凹

坑。口徑 38 厘米，足徑 19.6 厘米，高 5.7 厘米。

（圖 33）

C 型，出脊花口

標 本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7 1 7 、

AS2011T105 ➆ :727 拼合。尖唇，侈口花口，折

沿， 斜 曲 腹， 腹 部 以 下 失， 器 身 模 印 成 花 瓣 形。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較 光 潤。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隨 花 口 單 弦 紋 一 周， 其 下 分 格 開 光， 開 光

內 簡 化 團 花 紋， 開 光 間 隔 以 縱 向 條 帶 紋， 內 壁 口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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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至腹部分格開光，開光內蓮瓣形框內折枝花卉，

開 光 間 隔 以 錦 地 紋 和 點 珠 紋， 青 花 呈 藍 灰 色， 較

暗淡。口徑 19.7 厘米，殘高 2.5 厘米。（圖 34）

D 型，口沿形狀不明。

 標 本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7 4 2 、

AS2011T105 ➆ :743、AS2011T105 ➇ :30 拼合。

失 口， 下 腹 斜 曲， 寬 圈 足 較 矮。 白 胎 較 細， 白 釉

泛 黃， 半 失 光，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橢 圓 形 開 光， 隔 以 縱 向 雙 線， 雙 線 內

可 能 繪 條 帶 紋， 足 跟 處 及 圈 足 外 弦 紋 各 一 周， 內

壁 蓮 瓣 形 開 光 內 繪 折 枝 花 卉 紋 和 雜 寶 紋， 相 間 分

佈， 開 光 間 隔 以 相 間 排 列 的 錦 地 紋 及 魚 鱗 紋， 其

下 為 相 間 排 列 的 弧 形 錦 地 紋 及 魚 鱗 紋 一 周， 內 地

菱 花 形 開 光 內 以 水 禽、 鷺 鷥、 花 卉、 水 草 等 元 素

構 成 蓮 池 水 禽 圖 案。 足 端 少 量 黏 砂， 外 底 有 呈 放

射 狀 的 跳 刀 痕 並 有 較 多 凹 坑。 足 徑 19.2 厘 米， 殘

高 3.1 厘米。（圖 35）

（3）盒

 標 本：AS2011T105 ➆ :532。 器 身 呈 圓

角 長 方 形， 中 間 分 格， 子 口， 曲 腹， 長 方 形

圖 37

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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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口

及 足 端 無 釉。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外 壁 長 邊 兩 側 均 繪 蘭 草 紋， 短 邊 所 在 側

飾 以 圈 點 紋，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殘 長 9.5 厘 米， 寬 7 厘 米， 高 4.7 厘 米。

（圖 36）

 （4）器蓋

 標 本 1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➃ b : 1 2 6 、

AS2011T105 ➆ :536、AS2011T105 ➆ :537 拼

合。橢圓形盒蓋，子口，蓋面呈圓弧形，蓋頂近平

略 隆 起。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口 部 刮

釉。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長 邊 所 在 兩 側， 中 間 大 橢 圓

形 開 光 內 飾 以 花 卉 紋， 短 邊 所 在 側 則 在 小 橢 圓 形

開 光 內 飾 以 波 濤 紋， 開 光 之 間 以 錦 地 紋 填 充， 蓋

面 在 雙 線 勾 勒 的 橢 圓 形 內 繪 花 草 圖 案， 青 花 呈 藍

灰色。殘長 10.7 厘米，寬 8.1 厘米，高 2.6 厘米。

（圖 37）

 標 本 2：AS2012T205 ➃ c:8。 碗 形 器 蓋。 子

口 較 矮， 窄 平 沿 下 斜， 高 拱 形 蓋 面， 平 頂， 圈 足

形 把 手。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亮， 施 滿 釉， 口 及 沿

下 無 釉。 器 蓋 內 外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頂 部 把 手 內 單

圈 弦 紋 內 繪 折 枝 花 卉， 鈕 外 雙 圈 弦 紋 間 卷 草 紋 一

周， 蓋 面 上 部 一 周 如 意 雲 頭 紋， 其 下 壼 門 形 開 光

內 繪 花 草 紋 和 雜 寶 紋， 相 間 分 佈， 開 光 間 隔 以 雙

縱 向 單 線， 內 繪 點 珠 紋， 蓋 沿 有 雙 圈 弦 紋， 內 壁

以 分 隔 號 分 格， 格 內 壼 門 形 開 光， 頂 部 在 單 圈 連

弧形開光內有圈點紋，青花呈較為鮮豔的藍灰色。

口 徑 10.2 厘 米， 沿 徑 10.5 厘 米， 高 4.6 厘 米。

（圖 38）

2.  其他類型青花瓷器

 （1）碗

 根 據 口 沿： 敞 口、 侈 口、 折 沿、 口 沿 形 狀 不

明等分為 A 至 D 四型。

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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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型，敞口。

 標 本 1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➃ c : 2 9 8 、

AS2010T105 ➃ c:299、AS2010T105 ➃ c:464

拼 合。 敞 口， 斜 曲 腹， 近 底 處 圓 收， 圈 足， 足 外

削棱，內底下凹。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

裹 足 刮 釉。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腹

部 葡 萄 紋， 線 條 勾 勒 出 藤 蔓， 葉 片 以 青 花 渲 染 並

勾 勒 有 葉 脈， 果 實 以 青 花 點 狀 表 示， 圈 足 跟 部 飾

弦 紋 兩 周， 外 底 有 單 圈 弦 紋， 內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繪 葡 萄 紋， 表 現 形 式 與 外 壁

腹 部 相 同，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色 澤 較 明 亮。 足 端 有

少量黏砂，外底有釉面有凹坑。口徑 15 厘米，足

徑 6.1 厘米，高 6.4 厘米。（圖 39）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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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➃ c : 4 0 9 、

AS2010T105 ➃ c:410、AS2010T105 ➃ c:411、

AS2010T105 ➃ c:412、AS2010T105 ➃ c:413、

AS2010T105 ➃ c:414 拼 合。 敞 口， 曲 腹 較 深，

近 底 處 圓 收， 圈 足 外 斜。 白 胎 較 細， 白 釉 微 泛 灰

青， 較 光 亮，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口 沿 處 釉 層 有

剝 落。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處 弦 紋 一 周，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腹 部 書 有（《 赤 壁 賦 》？） 詩 文， 字

跡 草 率， 圈 足 外 壁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內 口 沿 下 松 葉

紋 邊 飾 一 周，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之 間 繪 松 葉 紋 一 周，

青 花 呈 藍 灰 色， 色 澤 暗 淡 有 暈 染。 內 底 心 雙 行 四

字“永樂年製”隸書款。足端黏砂，外底有凹坑。

口徑 17.4 厘米，足徑 7.8 厘米，高 7.2 厘米。（圖

40）

 標本 3：AS2011T105 ➇ :6。敞口，深曲腹，

近 底 處 圓 收，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兩周，腹部花草蘆雁山水紋，足跟處弦紋一周，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腹 部 近

底 處 折 花 草 紋 四 組， 存 三 組， 內 底 雙 圈 內 繪 鳥 立

山 石 圖， 青 花 呈 藍 灰 色， 色 澤 較 淡。 外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雙 行 六 字“ 大 明 天 啟 年 製 ” 楷 書 款。 足 端 少

量 黏 砂， 外 底 釉 面 少 量 凹 坑。 口 徑 12.4 厘 米， 足

徑 5 厘米，高 6.4 厘米。（圖 41）

 標本 4：AS2011T105 ➈ :3。敞口，深曲腹，

近 底 處 圓 收， 圈 足， 足 外 削 棱。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泛灰青，較光亮，施滿釉，裹足刮釉。青花裝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腹 部 存 團 花 紋 及 簡 化 雲 紋

各 一 組， 應 為 相 間 分 佈， 圈 足 跟 部 及 圈 足 外 弦 紋

各 一 周， 內 壁 口 沿 雙 圈 弦 紋 內 纏 枝 花 卉 紋 邊 飾 一

周，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繪 團 花 紋，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較暗淡。外底單圈弦紋內書雙行四字“天啟年製”

楷 書 款， 書 寫 草 率。 外 底 可 見 呈 放 射 狀 的 跳 刀

痕。 口 徑 13 厘 米， 足 徑 5.7 厘 米， 高 6.9 厘 米。

（圖 42）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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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圖 45

 標 本 5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8 、

AS2011T105 ➆ :175、AS2011T105 ➆ :176、

AS2011T105 ➇ :58 拼合。敞口，深曲腹，近底處圓

收，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較 光 潤， 施 滿 釉， 裹

足無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

下 有 一 周 纏 枝 花 卉 紋 邊 飾 一 周， 腹 部 為 團 花 紋 及

簡 化 雲 紋，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內壁口沿下弦紋兩周，內底雙圈弦紋內繪團花紋，

青 花 呈 深 藍 灰 色。 外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雙 行 六 字“ 大

明 成 化 年 製 ” 楷 書 款。 口 徑 13.6 厘 米， 足 徑 5.5

厘米，高 7.2 厘米。（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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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標 本 6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3 8 3 、

AS2011T105 ➆ : 3 8 4 、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3 8 5 、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386、 AS2012T 205 ➃ c : 115、

A S 2 0 1 3 T 1 0 5 S C : 4 8 5 、 A S 2 0 1 3 T 1 0 5 S C : 4 8 6 、

A S 2 0 1 3 T 1 0 5 S C : 8 7 8 拼合。敞口，深曲腹，近底

處斜收，圈足。白胎較細，白釉泛灰黃，施滿釉，

裹 足 刮 釉， 外 底 施 釉 不 均。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腹 部 庭 園 小 景， 繪 樹 木、 欄

杆、花草等，內壁口沿下菱形十字錦紋帶飾一周，

腹 部 花 竹 盆 景 四 組， 存 兩 組， 內 底 雙 圈 內 繪 花 果

紋，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發 色 偏 黑。 足 端 及 外 底 大 量

黏砂，外底有胎裂痕跡。口徑 23.4 厘米，足徑 9.5

厘米，高 10.5 厘米。（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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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型，侈口。

 標 本 1： 由 AS2010T106 ➃ b:40-45、

AS2010T105 ➅ a:13-19、AS2012T205 ➃ c:75

拼 合。 侈 口， 深 斜 曲 腹， 圈 足 底。 白 胎 細 膩， 白

圖 47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腹 部 繪 飛 鳳、 樹 石、 花 草 圖

案， 圈 足 外 有 一 圈 弦 紋， 青 花 呈 藍 灰 色， 發 色 較

深。外底雙圈弦紋內書雙行六字“大明成化年製”

楷書款。足端少量黏砂。口徑 23.8 厘米，足徑 9.4

厘米，高 9.5 厘米。（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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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➄ : 1 9 1 、

AS2012T205 ➃ c:4a 拼 合。 侈 口 薄 唇， 微 折 沿，

深 曲 腹， 環 形 矮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微 泛 青，

較 光 潤， 施 釉 及 足。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有 弦 紋 兩 周， 外 壁 有 四 組 團 螭 紋，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內 壁 折 沿 處 弦 紋 兩 周， 內 底 團 螭 紋 一 組，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呈 色 較 暗。 足 端 有 少 量 黏 砂， 外

底有呈放射狀的跳刀痕。口徑 15.2 厘米，足徑 6.6

厘米，高 4.4 厘米。（圖 46）

 標 本 3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➃ b : 1 8 0 、

AS2010T105 ➃ c:328、AS2010T105 ➃ c:329、

AS2010T105 ➃ c:330、AS2011T105 ➃ c:1 拼

合。 圓 唇， 侈 口， 微 折 沿， 深 斜 曲 腹， 圈 足。 白

胎細膩，白釉微泛青，光亮，施滿釉，裹足刮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口 沿 處 繪 青 料 包 口， 外 壁 口 沿

圖 48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2010-2012 年考古發掘簡報      朱岩石等

文化遺存

������年·第���期·文化雜誌 RC

圖 49

下 弦 紋 兩 周， 腹 部 庭 園 小 景， 繪 有 欄 杆、 蘆 雁、

花 草 等 圖 案， 足 跟 及 圈 足 外 弦 紋 各 一 周， 內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繪 折 枝 花 果 紋，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外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書 雙 行 六 字“ 大

明 宣 德 年 製 ” 楷 書 款。 足 端 少 量 黏 砂。 口 徑 22.2

厘米，足徑 9.2 厘米，高 9.3 厘米。（圖 47）

 標 本 4：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➄ : 1 6 8、

A S 2 01 0 T 1 0 5 ➄ : 1 6 9、A S 2 01 1T 1 0 5 ➆ : 9 9、

A S 2013T105SC:4 8 4 拼合。侈口外 折，斜 曲 腹，寬

圈 足，足內 斜 削。白 胎 較 細， 白 釉 較 光 潤， 施 釉 及

足。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腹

部 繪 簡 化 小 雲 朵 做 地， 分 佈 多 大 雲 朵 紋，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口 沿 處 弦 紋 兩 周，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繪一雲朵紋。足端有少量黏砂。口徑 14.6 厘米，

足徑 6.6 厘米，高 4.4 厘米。（圖 48）

 標 本 5： AS2011T105 ➆ :1057。 侈 口， 斜

直 腹， 失 底。 灰 褐 胎 較 粗， 白 釉 較 粗， 內 外 腹 部

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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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近底處無釉，其餘部分施滿釉。外壁青花裝飾，

紋 飾 不 詳， 內 外 壁 均 塗 有 部 分 紅 彩。 青 花 發 色 淺

藍。 外 壁 有 釉 面 鼓 泡 破 裂 形 成 的 少 量 凹 坑。 外 壁

有 一 周 周 修 坯 的 痕 跡。 口 徑 無 法 量 度， 殘 高 4.7

厘米。（圖 49）

 C 型，折沿。

 標 本 ： 由 A S 2 0 1 0 T 2 0 5 ➃ b : 5 0 、

AS2010T205 ➃ b:51 拼 合。 折 沿， 斜 曲 腹， 近 底

處 圓 折 收， 失 足。 灰 白 胎 較 細， 白 釉 較 粗， 施 滿

釉。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有 蟠 螭 紋， 下 有 一 周

細 弦 紋。 內 口 沿 下 有 一 周 粗 弦 紋 和 一 周 細 弦 紋，

內 底 可 見 雙 圈 粗 弦 紋， 底 中 心 紋 飾 不 詳。 青 花 發

色 呈 淺 藍。 內 外 壁 表 面 均 有 釉 面 鼓 泡 破 裂 形 成 的

少 量 凹 坑， 外 壁 還 有 鐵 銹 痕 跡。 口 徑 12.3 厘 米，

殘高 3.9 厘米。（圖 50）

D 型，口沿形狀不明。

 標 本 1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➄ : 1 3 9 、

AS����T��� ➄ :���、AS����T��� ➄ :���、

AS����T��� ➄ :���、AS����T��� ➄ :��� 拼

合。 失 口， 下 腹 斜 曲，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泛

黃，較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壁青花裝飾，

腹 部 紋 飾 不 詳（ 可 能 為 瑞 獸 紋 ）， 近 足 處 為 一 周

簡化花瓣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圈足外弦紋兩周，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外 底 單 圈 弦 紋 內 書 雙 行 六 字“ 大

明 成 化 年 造 ” 楷 書 款。 足 端 少 量 黏 砂。 足 徑 6.4

厘米，殘高 4.4 厘米。（圖 51）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0 T 1 0 5 ➄ : 1 8 1 、

AS2010T105 ➄ : 182 拼 合。 失 口， 下 腹 斜 曲 ，

圈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微 泛 青， 光 潤，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外 底 施 釉 不 均。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圖 51 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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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壁 紋 飾 不 詳，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繪 博 古 紋， 青 花 呈 淡 藍 色。

外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先 後 書 有 兩 個 不 同 的 年 號 款： 從

疊 壓 順 序 可 判 斷， 先 書 雙 行 六 字“ 大 明 成 化 年

造 ” 楷 書 款， 青 料 呈 色 同 青 花 紋 飾， 之 後 在 其 上

改 書 雙 行 六 字“ 大 明 天 啟 年 製 ”， 青 花 呈 深 灰 藍

色， 發 色 較 暗。 足 徑 4.7 厘 米， 殘 高 2.2 厘 米。

（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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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杯

 標本 1：AS2011T105 ➆ :508。侈口，深腹，

下 腹 圓 曲， 矮 圈 足， 足 端 較 寬。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亮， 施 釉 及 足。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腹 部 纏

枝 花 卉 紋，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內 壁 口 沿 處 弦 紋 一

周， 內 底 單 圈 弦 紋 內 有 一 點 狀 裝 飾，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呈 色 暗 淡。 口 徑 5.8 厘 米， 足 徑 2.2 厘 米，

高 3.8 厘米。（圖 53）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➇ : 1 0 6 、

AS2011T105 ➈ c : 40 拼 合 。 侈 口 ， 深 腹 ， 下 腹 圓

折 內 收， 矮 圈 足， 足 端 較 寬。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微

泛 黃， 施 釉 及 足。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部 為 一 組 嬰 戲 蹴 鞠 圖，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內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內 底 單 圈 弦 紋 內 一

點 狀 裝 飾，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呈 色 較 暗 淡。 內 底 落

渣。口徑 5.8 厘米，足徑 2.1 厘米，高 3.6 厘米。

（圖 54）

（3） 盤

 標 本 1：A S 2011T105 ➆ :415。 敞 口，曲 腹，

寬 圈 足 較 矮。 白 胎 較 細， 白 釉 泛 灰 青， 木 光，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外 底 施 釉 不 均。 內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部 紋 飾 不

詳， 足 跟 處 弦 紋 一 周， 內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壁 繪 鳳 紋 三 組， 首 尾 相 接，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勾 線 填 料 書“ 日 ” 字 楷 書 款， 青 花 呈 較 為 暗 淡

的 灰 藍 色。 下 腹 部、 足 端 及 外 底 大 量 黏 砂， 外

底 有 呈 放 射 狀 的 跳 刀 痕， 且 有 少 量 凹 坑。 口

徑 15.8 厘 米， 足 徑 9.2 厘 米， 高 2.8 厘 米。

（圖 55）

圖 54

圖 55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2010-2012 年考古發掘簡報      朱岩石等

文化遺存

������年·第���期·文化雜誌 RC

圖 56

 標本 2：AS2011T105SC:135。敞口，曲腹，

近 底 處 圓 收， 圈 足。 灰 褐 胎 較 粗， 白 釉 較 粗， 施

滿 釉， 足 端 內 側 及 外 底 無 釉。 外 口 沿 下 有 細 弦 紋

一 周， 內 口 沿 下 有 一 周 草 葉 紋 邊 飾， 下 有 細 弦 紋

一 周， 內 壁 為 一 組 花 草 紋， 內 底 在 雙 圈 弦 紋 內 紋

飾 不 詳（ 可 能 為 花 草 紋 ）。 青 花 發 色 呈 淺 藍。 內

外 壁 表 面 均 有 冰 裂 紋， 並 有 因 釉 面 鼓 泡 破 裂 形 成

的少量凹坑。口徑 24.7 厘米，足徑 14 厘米，高 4.8

厘米。（圖 56）

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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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本 1：AS2010T105 ➃ b:224。侈口，斜曲

腹 較 深， 矮 圈 足， 挖 足 很 深。 白 胎 較 細， 白 釉 泛

灰青，有大量氣泡，施釉及足。內外壁青花裝飾，

外 壁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部 紋 飾 不 詳。 內 壁 口 沿

圖 58

 （4） 碟

 A 型，圓形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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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弦 紋 一 周， 腹 壁 以 雙 圈 弦 紋 相 隔， 上 部 見 有 卷

草 紋 一 組，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為 白 描 麒 麟 紋，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外 壁 近 圈 足 處 有 大 塊 黏 砂， 外 底 有 呈

放射狀的跳刀痕。口徑 8 厘米，足徑 4 厘米，高 2.5

厘米。（圖 57）

 標 本 2：AS2012T105 ➄ :13。 侈 口， 折 腹，

上 腹 斜 直 內 曲， 下 腹 平 折 內 收， 矮 圈 足， 挖 足

很 深。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外 底 施 釉 不 均。 內 壁 青 花 裝 飾， 口 沿 下 弦 紋

兩 周， 內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藍 地 白 花 持 蓮 童 子 紋，

青 花 發 色 正， 呈 明 豔 的 藍 色。 外 底 雙 圈 弦 紋 內

圖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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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圖 61

書 雙 行 六 字“ 大 明 嘉 靖 年 製 ” 楷 書 款。 口 徑 8.4

厘 米， 足 徑 3.8 厘 米， 高 2.7 厘 米。（ 圖 58）

 B 型，方碟。

 標本：AS2011T105 ➅ b:1。碟身呈倭角方形，

敞口，淺斜直腹，矮圈足，足端較寬。白胎較細，

白 釉 泛 灰 青， 木 光。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芒 口。

內 壁 青 花 裝 飾， 口 沿 下 弦 紋 一 周， 腹 壁 下 部 四 邊

各 有 一 弧 形 條 帶 及 圓 圈 裝 飾， 內 底 在 雙 方 框 內 為

簡 化 白 描 松 鹿 紋， 青 花 呈 灰 藍 色， 呈 色 暗 淡。 長

7.8 厘米，寬 7.8 厘米，高 1.7 厘米。（圖 59）

 （5） 瓶

 標本：AS2011T105 ➃ b:5。口微侈，細長頸，

溜 肩， 肩 部 以 下 殘。 白 胎 細， 白 釉 泛 青 黃， 較 光

亮，內外滿釉。口沿下有兩組錦地紋相對，隔以縱

向 雙 線， 頸 部 至 肩 部 繪 有 松 鹿 花 草 圖 案， 青 花 呈

藍灰色，呈色較深。口徑 3 厘米，殘高 11.9 厘米。

（圖 60）

 （6） 罐

 標 本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5 9 7 、

AS2011T105 ➆ :598、AS2011T105 ➆ :599 拼

合。 罐 身 呈 瓜 棱 狀， 失 口， 圓 溜 肩， 鼓 腹， 下 腹

斜 收， 隱 圈 足 呈 多 邊 形。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微 閃

青，光亮，內外滿釉，裹足刮釉。外壁青花裝飾，

腹 部 繪 纏 枝 蓮 紋， 近 底 部 繪 一 周 雙 層 蓮 瓣 紋， 近

底 處 雙 圈 弦 紋， 青 花 呈 藍 灰 色， 呈 色 明 豔。 殘 高

17.1 厘米。（圖 61）

 （7） 壺

 標本 1：AS2010T105 ➃ c:524。腫唇，侈口，束

頸， 溜 肩， 垂 腹， 圈 足， 腹 中 部 接 流， 流 部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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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 存 小 部 分， 流 與 頸 部 之 間 有 連 接 片。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有 較 多 氣 泡，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外 壁 青 花 裝 飾， 口 沿 處 弦 紋 一 周， 頸 部 一 周

蕉 葉 紋， 腹 部 為 瓜 絡 紋， 其 下 近 底 有 一 圈 弦 紋，

圈 足 外 弦 紋 兩 周， 流 部 與 腹 部 交 接 處 在 雙 圈 弦

紋 內 繪 一 蕉 葉 紋， 青 花 呈 較 為 明 豔 的 藍 灰 色。

口 徑 4.5 厘 米， 足 徑 4.1 厘 米， 高 11.1 厘 米。

（圖 62）

圖 62 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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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➃ c : 6 1 、

AS2011T 105 ➃ c : 62、 AS2011T 105 ➃ c : 63、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5 8 8 、 A S 2 0 1 1 T 1 0 5 S C : 1 2 4 拼

合。 腫 唇， 侈 口， 束 頸， 溜 肩， 垂 腹， 頸 部 有 寬

凸 棱 一 周。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外 壁

青花裝飾，口沿下弦紋一周，頸部有一周蕉葉紋，

下 為 一 周 寫 意 草 葉 紋， 腹 部 以 花 蝶、 牡 丹 花、 草

葉 等 元 素 構 成 一 花 草 主 題 圖 案。 口 徑 5 厘 米， 殘

高 11.7 厘米。（圖 63）

 （8） 洗

 標 本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5 3 9 、

A S 2 0 1 3 T 1 0 5 S C : 9 8 9 、 A S 2 0 1 3 T 1 0 5 S C : 9 9 0 拼

合。 器 身 呈 荷 葉 狀， 口 沿 外 翻、 內 卷 交 錯 相 連，

斜 曲 腹， 小 平 底， 底 部 凸 出 一 支 點。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底 部 支 點 表 面 無 釉。 外 壁 藍

地 並 以 留 白 線 條 勾 勒 葉 脈， 內 壁 以 魚、 水 藻、 蝦

等 元 素 構 成 魚 藻 主 題 圖 案， 青 花 呈 藍 紫 色， 發 色

較 正。 內 底 貼 塑 有 一 條 魚， 不 施 釉， 僅 存 魚 身 及

魚尾，魚鱗及魚尾以刻線形式生動表現。殘高 4.4

厘米。（圖 64）

 3. 白瓷

 （1）碗

 標本 1：AS2011T105 ➆ :1028。尖唇，侈口，

深 曲 腹， 失 足。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光 潤， 施 滿 釉。

口徑 11.5 厘米，殘高 5.8 厘米。（圖 65）

 標 本 2：AS2011T105 ➆ :1038。 失 口， 斜 直

腹， 近 底 處 平 折 內 收， 玉 璧 足， 足 端 向 內 斜 削。

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釉及足。足徑 4.1 厘米，

殘高 2.4 厘米。（圖 66）

 標 本 3：AS2011T105 ➆ :1039。 底 部 殘 片，

近底處圓折平收，圈足。白胎細膩，白釉較光潤，

施 滿 釉， 裹 足 刮 釉。 外 底 釉 面 有 少 量 凹 坑。 足 徑

4 厘米，殘高 0.9 厘米。（圖 67）

 （2） 盤

 標 本：AS2012T205 ➃ b:118。 敞 口， 多 曲

菱 花 口， 曲 腹， 器 身 模 印 為 多 曲 菊 瓣 形。 白 胎 細

膩， 白 釉 略 失 透， 口 沿 處 積 釉 呈 青 色， 較 光 亮。

口徑 14 厘米，殘高 2.6 厘米。（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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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圖 66

圖 67

圖 68

圖 69

 4.  青瓷

 （1） 瓶

 標 本：AS2012T205 ➃ b:14。 盤 口， 束

頸， 端 肩， 鼓 腹， 腹 部 以 下 殘。 白 胎 較 細， 淡 青

釉， 光 亮。 頸 部 刻 劃 蕉 葉 紋 一 周， 腹 部 刻 劃 裝

飾， 紋 飾 不 詳。 口 徑 4.5 厘 米， 殘 高 6.7 厘 米。

（圖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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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圖 71

圖 72 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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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碗

 標本 1：AS2010T105 ➁ b:101。侈口，折沿，

斜曲腹，近底處圓收，圈足。灰白胎較細，青釉，

部 分 外 腹、 圈 足 及 外 底 不 施 釉。 外 口 沿 下 有 粗 弦

紋 一 周， 其 餘 部 分 無 紋 飾。 內 外 壁 表 面 均 有 釉 面

鼓 泡 破 裂 形 成 的 少 量 凹 坑， 內 壁 及 內 底 均 有 冰 裂

紋。 口 徑 12 厘 米， 足 徑 4.6 厘 米， 高 4.3 厘 米。

（圖 70）

 標 本 2：AS2010T105 ➄ :359。 失 口， 斜 直

腹， 近 底 處 圓 收， 圈 足。 灰 胎 較 粗， 青 釉， 外 腹

部 分 近 底 處、 足 端 及 外 底 均 無 釉， 內 底 有 一 澀

圈。 外 底 有 墨 書“ 号 ” 字。 外 壁 有 釉 面 鼓 泡 破 裂

形成的少量凹坑。足徑 4.8 厘米，殘高 2.5 厘米。

（圖 71）

5.  陶器

 （1）陶罐

 醬釉陶罐

 標本 1： AS2011T105 ➆ :1256。圓唇，侈口，

卷 沿， 束 頸， 溜 肩， 肩 部 以 下 殘， 肩 部 存 一 條 形

橫 系。 灰 胎， 粗 而 堅 致， 通 體 施 醬 釉， 口 沿 一 圈

無 釉， 應 與 蓋 同 燒。 肩 部 橫 系 旁 一 圓 形 戳 印 陽 文

楷書“源”字款。口徑 11.5 厘米，殘高 6.1 厘米。

（圖 72）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➈ : 2 4 、

AS2011T105 ➈ :25 拼 合。 圓 唇， 侈 口， 卷 沿，

束 頸， 溜 肩， 肩 部 以 下 殘。 肩 部 存 三 個 圓 柱 狀 橫

系。 灰 胎， 粗 而 堅 緻， 通 體 施 醬 釉。 口 徑 16.3 厘

米，殘高 12.7 厘米。（圖 73）

圖 74

 標本 3：AS2010T105 ➃ c:772。口缺失，矮

領， 端 肩， 矮 鼓 腹， 束 脛， 肩 部 對 置 流 及 把 手，

均 殘。 黃 灰 胎， 較 疏 鬆， 外 壁 黃 褐 釉， 施 釉 不

均， 底 部 無 釉。 足 徑 7.5 厘 米， 殘 高 6.2 厘 米。

（圖 74）

黃綠釉陶罐

 標 本 1：AS2010T105 ➄ :380。 腹 部 殘 片。

黃 灰 胎 較 粗， 外 壁 施 低 溫 黃 綠 釉， 較 光 亮， 釉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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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圖 76

剝 落 嚴 重， 內 壁 施 褐 色 護 胎 釉， 失 光。 外 壁 腹 部

貼 花 纏 枝 番 蓮 紋 裝 飾， 其 下 陰 刻 弦 紋 一 周， 近 底

部 貼 仰 蓮 瓣， 存 一 處。 裝 飾 以 綠 釉 為 地， 花 葉 處

施 以 黃 釉。 殘 長 11.3 厘 米， 殘 寬 11 厘 米。（ 圖

75）

 標 本 2 ： 由 A S 2 0 1 1 T 1 0 5 ➆ : 1 1 3 8 、

AS2011T105 ➆ :1139、AS2011T105 ➆ :1140

拼合。下腹部殘片，下腹斜直，束脛，底端出台，

平 底。 黃 灰 胎 較 粗， 外 壁 施 黃 綠 釉， 較 光 亮， 底

部 無 釉， 內 壁 刷 紅 色 護 胎 釉， 失 光。 外 壁 腹 部 貼

花 纏 枝 花 卉 裝 飾， 近 底 部 貼 單 層 仰 蓮 瓣 一 周。 外

壁 以 綠 釉 為 地， 花 葉 處 施 黃 釉。 足 徑 15.5 厘 米，

殘高 10.1 厘米。（圖 76）

   

 標本 3：黃綠釉陶罐器蓋 AS2011T105 ➇ :46

圓 唇， 子 口 內 斜， 寬 平 沿， 高 拱 形 蓋 面， 寶 珠 形

鈕。 黃 灰 胎 較 粗， 蓋 面 施 淡 黃 綠 釉， 較 光 亮。 蓋

面 上 部 凹 弦 紋 兩 周， 下 部 凸 弦 紋 一 周， 其 間 刮 釉

形 成 倒 三 角 形 紋 飾 一 周， 蓋 面 綠 釉 為 地， 三 角

形 紋 邊 緣 處 及 蓋 紐 施 黃 釉。 口 徑 8.6 厘 米， 沿 徑

12.7 厘米，高 9 厘米。（圖 77）

 （2）青灰釉陶碗

 標本：AS2011T 105 ➇ : 37。斂口，深曲腹，

高 圈 足， 足 內 斜 削。 灰 黃 胎， 器 表 施 青 灰 釉， 失

透， 木 光， 積 釉 處 呈 青 赭 色， 外 壁 施 釉 近 足， 有

垂 釉 痕， 內 壁 施 釉 近 底， 內 底 有 刮 釉 痕。 口 徑 12

厘米，足徑 6.2 厘米，高 5.7 厘米。（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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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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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素陶罐

 標本：AS2010T105 ➁ b:215。圓唇，侈口，

卷沿，束頸，豐肩，肩部以下殘。灰褐胎較堅致，

通 體 素 面 無 釉。 外 頸 部 刻 劃 有 兩 圈 波 浪 紋， 肩 部

刻 劃 有 波 浪 紋 及 幾 周 弦 紋。 頸 部 有 少 量 孔 洞， 內

腹 有 幾 圈 拉 坯 痕 跡。 口 徑 9.8 厘 米， 殘 高 11.6 厘

米。（圖 79）

 6.  其他

 （1）建築構件

筒瓦

 標本：AS2011T 105 ➆ : 1286。殘缺一小角，

胎 呈 灰 白 色 略 泛 紅， 外 表 呈 紅 色。 凸 面 及 凹 面 均

圖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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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

光 素 無 紋， 側 緣 修 整 平 齊， 可 見 內 切 痕 跡。 瓦 長

22.3 厘 米， 唇 長 5.5 厘 米， 寬 10.5 厘 米， 厚 0.7

厘米。（圖 80）

板瓦

 標 本：AS2011T105 ➈ a:122。 殘 缺 小 半。

胎 呈 灰 白 色 略 泛 紅， 凹 面 及 凸 面 均 光 素 無 紋， 側

緣 刮 削 平 整。 凹 面 和 凸 面 均 附 着 白 灰。 長 25.3 厘

米，寬 18 厘米，厚 1 厘米。（圖 81）

 瓦當

 標本：AS2011T 105 ➆ ： 1284。 基 本完整，

胎 呈 灰 白 色 略 泛 紅。 當 面 呈 圓 形， 模 印 紋 飾， 中

心 為 折 枝 花 卉 紋， 外 周 飾 一 圈 弦 紋 和 變 形 雲 紋，

當 背 光 素 無 紋， 上 端 可 見 與 筒 瓦 對 接 痕 跡。 當 面

直徑 10.2 厘米，厚 1 厘米。（圖 82）

 滴水

 標 本：AS2012T105 ➄ :25。 殘 缺 小 部 分，

胎 呈 灰 白 色 略 泛 紅。 整 體 呈 如 意 形， 上 端 略 呈 圓

弧 狀， 可 見 與 板 瓦 對 接 痕 跡， 下 端 作 連 弧 狀。 正

面 模 印 紋 飾， 中 心 為 折 枝 花 卉 紋， 上 部 為 一 排 變

形 雲 紋 及 一 道 弦 紋。 背 面 光 素 無 紋。 殘 寬 19.5 厘

米，高 8.2 厘米，厚 1.1 厘米。（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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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墊餅

 標本：均為圓形，瓷胎，呈灰白色，較細膩，

胎體較薄。一面中心有布紋，表面有少量黏砂（圖

84）。AS2011T105 ➆ :1106， 直 徑 4.7 厘 米，

厚 0.3 厘米；AS2011T105 ➇ :44，直徑 4.5 厘米，

厚 0.4 厘米；AS2012T205 ➃ b:128，直徑 7 厘米，

厚 0.3 厘米；AS2011T105 ➆ :1105，直徑 4.6 厘

米，厚 0.35 厘米。 

（3）蚌片製品

 標本：AS2012T205 ➄ :304。大致呈方形，半透明。

交角有直角，也有倭角。長 6.5 厘米，寬 5.8 厘米，厚

0.1 厘米。（圖 85）  

五、相關問題

（一）出土瓷器的年代與特點

1. 年代

 本 次 出 土 的 瓷 片 主 要 出 土 於 基 岩 大 灰 坑 中，

包 括 有 與 聖 保 祿 學 院 同 時 代 和 比 其 時 代 晚 的 產

品。

 出 土 的 青 花 瓷 片 少 量 底 部 書 有 款 識， 標 識 器

物年代的主要有“大明天啟年製”“天啟年製”，

還 發 現 包 括“ 永 樂 年 製 ”“ 大 明 宣 德 年 製 ”“ 大

明 成 化 年 製 ”“ 大 明 嘉 靖 年 製 ” 在 內 的 晚 明 寄 託

款， 以 及 吉 祥 語 款 如“ 萬 福 攸 同 ” 和 具 有 標 榜 性

質 的 款 識 如“ 精 製 ” 等。 基 岩 大 灰 坑 以 外 的 地 層

中 還 發 現 了“ 康 熙 年 製 ” 款。 較 為 特 殊 的 是 由

AS2010T105 ➄ :181、AS2010T105 ➄ :182 拼

合 的 標 本（ 圖 52）， 其 外 底 在 雙 圈 弦 紋 內 先 後 書

有 兩 個 不 同 的 年 號 款： 從 書 寫 順 序 可 判 斷， 先 書

“ 大 明 成 化 年 造 ” 款， 之 後 在 其 上 改 書“ 大 明 天

啟 年 製 ”。 這 種 情 況 可 能 反 映 了 明 代 青 花 瓷 器 年

號 款， 部 分 被 刻 意 題 上 早 於 其 真 實 製 作 年 代 的 現

象。 根 據 這 些 款 識， 我 們 將 出 土 器 物 的 年 代 範 圍

劃 定 在 十 六 世 紀 末 至 十 七 世 紀 初 的 明 晚 期， 個 別

器物的時代或可晚至清早期。

 青花瓷 杯標本 A S 2011T105 ➆ : 5 0 8（圖 5 3）

以 及由 A S 2011T105 ➇ :10 6、A S 2011T105 ➈ c :4 0

拼合（ 圖 5 4）的標本，與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出 土 民 窯 青

花 杯（H5:6） 造 型 及 施 釉 方 法 相 同 5， 同 組 地 層

中 出 土 少 量 帶 有“ 大 明 萬 曆 年 製 ” 款 的 官 窯 紀 年

器， 年 代 為 萬 曆 時 期（1573-1620 年 ）， 此 時 期

御窯的生產漸停，民窯器物成為主流 6。造型相同

的 標 本 見 於 菲 律 賓 巴 拉 望 海 域 萬 曆 時 期 中 國 商 船

“ 皇 家 艦 長 海 灘 2 號 ”（Wreck 2  of  the Royal  

Captain Shoal） 7， 該 沉 船 出 水 瓷 器 與 廣 東 南 澳

圖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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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圖 83

圖 84 圖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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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澳 Ⅰ 號 ” 具 有 相 似 特 徵， 時 代 可 界 定 在 十 六

世紀晚期 8。與青花方碟標本 AS2011T105 ➅ b:1

（ 圖 59） 造 型 相 同 的 標 本 見 於 1608 年 越 南 潘

切 海 域 沉 沒 的“ 平 順 號 ”（Binh Thuan） 中 國

貨 船 9。 青 花 瓷 壺 標 本、AS2010T105 ➃ c:524

（ 圖 62） 與 馬 來 西 亞 東 海 岸 沉 沒 於 天 啟 年 間

（ 約 1625 年 ） 的 葡 萄 牙 商 船“ 萬 曆 號 ”（Wanli  

Shipwreck） 出 水 的 青 花 執 壺 造 型 與 紋 飾 均 基

本 相 同 10， 相 似 的 標 本 還 見 於 南 大 西 洋 聖 赫 勒

拿 島 沉 沒 於 1613 年 的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船 隻“ 白

獅 號 ”（Witte Leeuw） 出 水 品 中 11。 由 標 本

AS2010T105 ➃ c:409、AS2010T105 ➃ c:410、

AS2010T105 ➃ c:411、AS2010T105 ➃ c:412、

AS2010T105 ➃ c:413 及 AS2010T105 ➃ c:414

拼 合 的 青 花 瓷 碗（ 圖 40）， 其 造 型、 裝 飾 與 款 識

相 同 的 器 物（2006FJJL Ⅰ 采 :26） 見 於 福 建 平 潭

明 代 晚 期“ 九 梁 Ⅰ 號 ” 沉 船 12， 沉 船 出 水 瓷 器 的

年代當在明末崇禎時期 13 。

 同 時 此 次 發 掘 還 發 現 數 量 較 多 的 佈 滿 開 光 的

“ 克 拉 克 ” 類 型 青 花 瓷， 這 些 產 品 未 見 款 識， 這

與 克 拉 克 瓷 多 無 年 款 情 況 相 一 致 14。 根 據 麥 艾 尼

（B. S.  McElney） 對 克 拉 克 瓷 的 分 期（ 主 要 依

據 碗 盤 類 ）， 在 第 三 期（1575-1590 年 ） 有 了

開 光， 接 下 來 的 兩 個 時 期（ 約 1595-1605 年 ）

中， 第 四 期 出 現 帶 狀 和 珠 狀 垂 飾 紋 樣 的 小 開 光 依

次 把 大 開 光 分 開， 第 五 期 與 第 四 期 類 似， 盤 中 心

的 一 圈 圓 形 裝 飾 裡 引 進 了 很 多 錦 地 紋 的 裝 飾 15。

本 次 出 土 的 克 拉 克 瓷， 主 要 處 於 上 述 的 第 三 期

到 第 五 期， 時 代 集 中 於 萬 曆 時 期。 與 此 次 出 土

滿 佈 開 光 紋 飾 的 碗 盤 類 相 類 似 的 器 物， 曾 出 水

於 菲 律 賓 馬 尼 拉 灣、 沉 沒 於 1600 年 的 馬 尼 拉 大

帆 船“ 聖 達 戈 號 ”（San Diego） 16 ， 上 述 沉 沒

於 1613 年 的 “ 白 獅 號 ” 17 ， 沉 沒 於 1625 年 的

馬 來 西 亞 萬 曆 號 18 及 中 國 南 海 沉 沒 於 崇 禎 時 期

（ 約 1643 年 ） 可 能 屬 於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僱 傭 的

中 國 帆 船“ 哈 徹 ” 沉 船（Hatcher  Junk） 19。

如 與 碗 標 本 AS2010T105 ➃ c:35（ 圖 29） 同 樣

造 型 與 紋 樣 的 器 物 見 於 聖 達 戈 號 20 及 白 獅 號 21。

與 碗 形 器 蓋 AS2012T205 ➃ c:8（ 圖 38） 形 制

相 同、 紋 樣 近 似 的 標 本 見 於 萬 曆 號 22 及 哈 徹 號 23

沉 船 出 水 品 中。 盒 標 本 AS2011T105 ➆：532

（ 圖 36） 與 盒 蓋 標 本 AS2010T105 ➃ b:126、

AS2011T105 ➆ :536、AS2011T105 ➆ :537 拼

合（ 圖 37）， 與 白 獅 號 沉 船 出 水 的 蓋 盒 雷 同  24，

同 樣 造 型、 紋 飾 略 有 差 別 的 標 本 還 見 於 聖 達 戈

號 25 和 萬 曆 號 26 的 出 水 品 中。 象 形 軍 持 標 本

AS2010T105 ➁ a：73、AS2010T105 ➁ a:111、

AS2010T105 ➁ c:178、AS2010T105 ➁ c:179、

AS2010T105 ➁ c:187 跨 層 拼 合（ 圖 15）， 標 本

AS2010T105 ➁ e:32、AS2010T105 ➁ e:33、

AS2010T105 ➁ c:202 跨 層 拼 合（ 圖 16），

相 似 造 型 的 標 本 見 於 聖 達 戈 號 27、 白 獅 號 28 和

萬 曆 號 29 的 出 水 品 中， 同 時 在 伊 朗 阿 德 比 爾

神 廟（Ardebi l  Shr ine） 和 土 耳 其 托 普 卡 比 宮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十六世

紀 晚 期 的 收 藏 品 中 也 有 相 同 的 作 品 30。 與 克 拉 克

類 型 青 花 碗 標 本 AS2010T105 ➃ c:35（ 圖 29）

造 型 與 紋 飾 類 似 的 作 品 亦 見 於 阿 德 比 爾 神 廟 神 廟

同 期 的 收 藏 品 中 31， 屬 於 明 後 期 景 德 鎮 民 窯 產 品

中較為精緻者。

 綜 上 說 明， 基 岩 坑 及 相 關 重 要 遺 跡 和 地 層 內

出 土 瓷 器 的 主 體 年 代 應 在 十 六 世 紀 末 至 十 七 世 紀

初，大致相當於萬曆後期、天啟、崇禎的明晚期，

部分標本的年代可晚至清代早中期。

 2.  產地與性質

 過 去 在 城 市 建 設 過 程 中， 如 在 澳 門 龍 嵩 街

崗 頂 附 近， 以 及 舊 城 區 附 近 的 草 堆 街、 關 前 街

及 營 地 大 街（ 合 稱 三 街 ） 等 地， 曾 因 基 建 而 採

集 到 數 量 豐 富 的 瓷 器 碎 片。 澳 門 歷 史 上 有“ 南

北 二 灣 ”， 是 澳 門 明 清 時 期 海 上 貿 易 主 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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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澳門曾經採集到青花瓷碎片的地點

圖 87·2002 年採集於澳門草堆街的青花瓷碗標本（標本編號：2002BW CD3-009、011、012、014 至 018 正面）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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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落 貨 地 區。 龍 嵩 街 靠 近“ 南 灣 ”， 而 上 述

三 街 則 近“ 北 灣 ”（ 圖 86）。 上 述 地 點 採 集

的 瓷 器 以 青 花 為 主， 現 收 藏 於 澳 門 博 物 館 和

澳 門 藝 術 博 物 館 中 32。 有 學 者 指 出 這 批 採 集 於

澳 門 南 灣、 北 灣 的 青 花 瓷 為 景 德 鎮 窯 生 產 的

產 品， 認 為 其 在 造 型、 紋 飾、 款 識 等 方 面 與 景 德

鎮 觀 音 閣 為 代 表 的 景 德 鎮 民 窯 發 掘 出 土 的 部 分 器

物 非 常 相 似， 其 性 質 是 商 人 在 經 由 澳 門 外 銷 瓷 器

時 遺 棄 的 裝 船 或 搬 運 期 間 破 碎 的 產 品 33。 同 時，

過 去 澳 門 發 現 的 一 定 數 量 的 克 拉 克 瓷， 亦 均 為 景

德鎮的產品 34。

 本 次 發 掘 出 土 的 青 花 瓷 殘 片， 大 部 分 器 物 的

造 型、 紋 飾、 款 識 等 特 徵 與 以 往 澳 門 北 灣 採 集 的

青 花 瓷 殘 片 相 似， 風 格 一 致（ 圖 87）， 其 年 代 亦

在 以 往 澳 門 發 現 瓷 器 的 年 代 範 圍 之 內。 就 其 來 源

而言，主要為產自景德鎮明代晚期的民窯產品。

 葡 萄 牙 人 在 1553 年 開 始 在 澳 門“ 搭 茅 暫

住 ”， 初 期 人 數 僅 500 人， 船 隻 二 三 艘， 後 逐 漸

增 多。 葡 萄 牙 人 定 居 澳 門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以 澳 門 作

為 基 地 向 中 國 採 購 絲 綢、 茶 葉 及 陶 瓷 等。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至 十 七 世 紀 初， 澳 門 作 為 廣 州 重 要 的 外 港

及 腹 地， 是 中 國 當 時 可 以 讓 外 國 人 長 期 停 留 的 地

方。 葡 萄 牙 人 利 用 澳 門 把 大 量 的 中 國 貨 物 運 往 日

本、 東 南 亞， 以 至 歐 洲 各 國， 獲 取 豐 厚 利 潤 35。

毋 庸 置 疑，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期 至 十 七 世 紀 早 期 這 一

階 段， 澳 門 作 為 葡 萄 牙 人 的 貿 易 據 點， 在 葡 萄 牙

人 主 導 的 全 球 貿 易 中 佔 據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成

為東亞地區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就陶瓷貿易而言，

葡 萄 牙 人 從 澳 門 將 較 為 粗 製 的 瓷 器 賣 往 日 本、 東

南 亞， 更 精 細 的 則 賣 到 印 度 和 波 斯， 一 部 分 到 東

非， 而 最 好 的 則 運 往 里 斯 本 36。 到 十 七 世 紀 初 以

後， 荷 蘭 人 搶 奪 了 葡 萄 牙 人 手 中 東 方 貿 易 的 主 控

權， 但 葡 萄 牙 人 手 中 澳 門 的 地 位 則 始 終 穩 固， 上

述 萬 曆 號 沉 船 即 可 證 明 十 七 世 紀 葡 萄 牙 經 營 的 澳

門 貿 易 中 瓷 器 貿 易 之 盛 37。 即 便 如 此， 我 們 仍 不

能 忽 略 澳 門 作 為 葡 萄 牙 人 的 聚 居 地， 其 本 身 對 陶

瓷 消 費 的 需 求 和 能 力。 過 去 曾 發 現 過“Macao”

款 識 的 紋 章 瓷， 即 可 能 為 澳 門 的 殖 民 統 治 者 訂 購

的 產 品 38。 此 次 在 基 岩 坑 內 發 現 的 陶 瓷 殘 片 數 量

眾 多、 種 類 繁 雜， 與 中 式 建 築 材 料 並 存， 不 排 除

為居澳葡人日常生活起居用器的可能。

 此 外， 基 岩 大 灰 坑 中 還 伴 出 了 一 些 褐 釉、 醬

釉 陶 罐 及 低 溫 黃 綠 釉 產 品， 從 胎 釉 分 析 可 以 肯 定

非 景 德 鎮 所 產， 有 可 能 是 廣 東 附 近 甚 至 東 南 亞 周

邊 地 區 窯 口 所 產， 不 過 具 體 的 產 地 還 需 要 進 行 更

加深入的分析和比對。

 （二）與聖保祿學院相關的遺跡及性質

 高園街 35 號發現的南北向夯土牆十分重要，

從 建 築 結 構 和 營 造 方 法 來 看， 與 目 前 在 其 北 側 地

面 仍 保 存 較 好 的 牆 址 以 及 茨 林 圍 北 側 牆 址 等 基 本

一 致， 應 屬 同 類 遺 存。 從 分 佈 來 看， 這 段 牆 體 向

南， 與 大 炮 台 山 北 麓 1995 至 1997 年 由 葡 萄 牙 考

古 隊 發 現 的 石 牆 相 對 應， 呈 南 北 向 同 一 直 線； 向

北 不 遠 即 折 拐， 新 勝 街 路 南、 茨 林 圍 北 仍 可 見 到

連 綿 不 斷 的 高 大 牆 體； 向 西 北 至 茨 林 圍 西 端、 老

人 院 前 地 北 端 南 折， 向 西 南 方 向 延 展 後， 再 折 拐

沿 聖 方 濟 各 斜 巷 向 東 北 延 伸 至 哪 咤 廟 西 南 側， 與

聖 保 祿 教 堂 西 壁 相 接。 聖 保 祿 教 堂 前 壁 以 東 僅 保

存有聖保祿學院南翼建築，與大炮台銜接處情況不甚

清楚。（圖 88）

 圖 88 中可見，地表現存的這幾段牆址與高園

街 35 號 發 現 的 牆 址 基 本 可 封 閉 圍 合， 這 樣 形 成

的 空 間 恰 以 聖 保 祿 教 堂 為 中 心。 以 已 發 現 牆 址 的

建 造 規 模 和 建 築 結 構 而 言， 絕 非 普 通 民 眾 可 以 做

到 和 使 用， 而 在 該 區 域 據 文 獻 記 載 較 為 重 要 的 歷

史 活 動 均 與 聖 保 祿 學 院 有 關， 並 且 圍 牆 的 位 置 和

走 向 與 1760 年（ 圖 89） 和 1835 年 的 澳 門 地 圖

（ 圖 90） 40 中 顯 示 基 本 一 致， 由 此 可 基 本 推 斷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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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處 牆 體 應 為 聖 保 祿 學 院 圍 牆 的 組 成 部 分， 高 園

街 35 號發現的這段牆體應為聖保祿學院東圍牆的

一段。

 由 此 可 進 一 步 確 認，2010 至 2012 年 對 高 園

街 18、20、22 號 三 座 公 務 員 宿 舍 樓 所 在 範 圍 的

發 掘， 應 位 於 聖 保 祿 學 院 東 圍 牆 之 內。 而 高 園 街

16 號 公 務 員 宿 舍 樓 的 所 在 空 間， 則 位 於 圍 牆 之

外。 當 然，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茨 林 圍 北 側 這 段 牆 體 有

可 能 是 澳 門 古 城 牆 的 一 段， 但 是 從 繪 於 1634 年

的 澳 門 古 地 圖（ 圖 91） 41 來 看， 當 時 大 炮 台 北 側

並 未 修 建 城 牆， 而 缺 失 的 部 分 恰 好 是 我 們 目 前 推

測 的 聖 保 祿 學 院 遺 址 範 圍， 所 以 在 十 七 世 紀 上 葉

聖 保 祿 學 院 的 圍 牆 或 許 也 曾 兼 做 城 牆 防 禦 之 用。

而 在 1804 年 42（ 圖 92） 及 以 後 的 地 圖 上，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在 接 近 大 炮 台 東 北 凸 角 位 置 處 向 西 北

圖 88·聖保祿學院遺址推測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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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澳門地圖（約繪製於 1760 年）

有 一 段 城 牆 延 伸 出 來， 並 明 確 標 註 為“wall”，

這 段 城 牆 應 該 是 修 建 於 十 八 世 紀 末 至 十 九 世

紀 初。 因 此， 在 1906 年 的 地 圖 43（ 圖 93）

上，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大 炮 台 北 側 有 兩 段 牆 體 向 北

延伸，其中偏西一條應為通過高園街 35 號的這段

牆 體， 而 偏 東 一 條 應 為 十 八 世 紀 末 至 十 九 世 紀 初

修建的城牆。同時這也提示我們，高園街 35 號的

這 段 牆 體 曾 一 直 完 好 的 保 存 到 二 十 世 紀 初， 大 概

是 1940 年 代 開 闢 高 園 街 之 後 才 被 截 斷 並 逐 漸 毀

廢。

從 時 間 而 言， 聖 保 祿 學 院 作 為 澳 門 創 立 的 東

亞 地 區 第 一 所 西 式 高 等 學 院， 始 建 於 1594 年，

1762 年 因 耶 穌 會 被 驅 逐 而 關 閉，1835 年 學 院 和

教 堂 因 火 災 而 付 之 一 炬。 那 麼 聖 保 祿 學 院 圍 牆 的

 圖 90·澳門地圖（約繪製於 18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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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澳門地圖（ 約 1634 年）

建 設 應 不 早 於 1594 年， 據《 澳 門 聖 保 祿 學 院 年

報 》 記 載 大 約 在 1606 年 前 後 即 已 竣 工，1835 年

之 後 逐 漸 廢 棄 並 轉 變 為 其 他 用 途， 如 茨 林 圍 等 即

利用其作為民居牆體的一部分，高園街 35 號被拆

除的民居也曾將夯土牆作為承重基礎使用。 

 2010 至 2012 年 發 掘 發 現 了 H8、H9 等 多

個 灰 坑， 其 中 H8 打 破 H9， 表 明 H8 時 代 要 晚 於

H9。 從 成 因 分 析，H9 至 少 應 包 括 大 型 基 岩 坑 本

體 和 填 埋 物 兩 個 層 面。 大 型 基 岩 坑 本 體 形 成 時 代

較 早， 其 性 質 與 用 途 值 得 深 思。 填 埋 物 時 代 應 晚

於 基 岩 坑 本 體 建 造 和 使 用 年 代， 從 填 埋 物 堆 積 形

態 所 呈 現 出 的 不 規 律 性 和 中 間 夾 雜 多 層 淤 積 層 來

看， 填 埋 物 的 形 成 不 是 一 次 性 行 為， 而 是 經 歷 了

一 個 較 長 時 間 段 逐 漸 形 成 的。H8 破 壞 了 H9 上 層

填 埋 物， 形 成 時 代 較 晚， 其 上 即 為 建 於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公 務 員 宿 舍 樓。H8 的 形 成 一 方 面 與

H9 自 然 塌 陷 有 關， 這 得 到 了 考 古 層 位 關 係 的 支

撐； 另 一 方 面，H8 中 的 瓷 器 碎 片 出 現 可 與 H9 較

深 層 出 土 瓷 器 碎 片 拼 合 的 情 況， 且 非 孤 例， 那 麼

這些瓷器碎片的來源問題顯得比較有意思。

 根 據 前 文 對 出 土 遺 物 的 初 步 分 析， 基 岩 坑 出

土 瓷 器 碎 片 的 年 代 上 限 為 明 代 晚 期， 下 限 為 清 代

中 期， 尤 其 是 H9 偏 下 部 堆 積 層 中 出 土 青 花 瓷 時

代為明代晚期，與澳門的開埠時間相近。根據《澳

門聖保祿學院年報》（1594 年 10 月 28 日）記載：

“ 它 依 山 勢 而 建， 周 圍 有 高 牆 環 繞。 …… 正 門 前

面，還有一座封閉式的極大庭院。學院如前所述，

有 一 北 廊， 內 有 六 間 寬 大 的 宿 舍。 還 有 一 南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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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2·澳門地圖（約 1804 年）

由 此 通 往 合 唱 台， 內 有 七 間 宿 舍。 還 有 一 東 西 走

向 的 階 梯， 下 有 六 間 宿 舍， 這 些 宿 舍 都 很 狹 小。

二 廊 之 間 有 一 東 長 西 窄 的 院 子， 院 內 有 一 口 井，

其 水 源 來 自 岩 石 縫 隙， 井 口 寬 大。 …… 從 學 院 的

樓 房 至 大 炮 台 有 課 間 休 息 的 地 方， 但 二 者 之 間 有

兩 個 階 梯， 第 二 個 階 梯 很 高。 有 樹 木、 通 道。 從

大炮台上可俯視一切。” 44 由於 H9 開鑿在基岩之

上， 平 面 形 制 較 為 規 整， 四 壁 修 整 痕 跡 明 顯， 且

深 達 近 十 米， 顯 然 是 一 項 較 大 型 人 工 工 程， 因 此

不 排 除 本 次 發 掘 發 現 的 這 個 大 型 基 岩 坑 與 年 報 中

記 載 的 水 井 相 關 的 可 能 性， 在 學 院 廢 棄 之 後 才 逐

漸被回填掩埋。

（三）聖保祿學院遺址發掘的意義

 澳 門 聖 保 祿 學 院 自 1594 年 創 辦， 至 1762 年

關 閉， 前 後 歷 時 168 年， 在 澳 門 歷 史 文 化 發 展 以

及 東 西 方 物 質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交 流 中 都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歷 史 角 色。 此 次 發 掘 初 衷 是 對 澳 門 聖 保 祿 學

院 遺 址 相 關 部 分 進 行 科 學 的 發 掘， 由 於 近 現 代 建

築 的 疊 壓 和 破 壞， 與 聖 保 祿 學 院 直 接 相 關 的 遺 跡

發 現 較 少。 不 過 即 便 如 此， 本 次 發 掘 對 於 澳 門 早

期 建 築 形 制 的 認 識， 對 出 土 明 末 清 初 陶 瓷 器、 建

築 材 料 的 認 識， 都 會 對 澳 門 歷 史 研 究 有 所 裨 益，

特 別 是 出 土 的 青 花 瓷 器 對 於 研 究 中 葡 貿 易 史、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以 及 澳 門 在 東 亞 地 區 乃 至 全 球 貿 易

體 系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都 具 有 非 凡 的 價 值， 為 中 國 外

銷瓷、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證。

 值 得 強 調 的 是 該 次 發 掘 是 內 地 與 澳 門 第 一 次

合 作 進 行 考 古 發 掘， 正 在 進 行 整 理 並 擬 出 版 的 發

掘 報 告 也 將 是 澳 門 第 一 部 歷 史 時 期 考 古 報 告， 其

重 要 性 與 里 程 碑 意 義 對 於 澳 門 考 古 不 言 而 喻， 在

前 後 持 續 多 年 的 考 古 發 掘 中， 聯 合 考 古 隊 也 為 澳

門 培 養 了 一 批 年 輕 的 考 古 力 量， 他 們 如 今 正 成 長

為澳門考古的中堅力量。

 （ 附 記： 發 掘 總 領 隊： 朱 岩 石。 第 一 期 執 行

領 隊： 劉 振 東， 隊 員 有 汪 勃、 郭 曉 濤、 楊 勇、 王

睿、 沈 麗 華、 汪 盈。 第 二 期 執 行 領 隊： 錢 國 祥，

隊員有肖淮雁、徐龍國、劉瑞、何歲利、沈麗華、

汪 盈、 王 睿。 第 三 期 執 行 領 隊： 錢 國 祥， 隊 員 有

肖 淮 雁、 何 歲 利、 韓 建 華、 王 存 金、 韓 燕 民、 夏

振 民、 王 向 陽、 董 慧 傑、 吳 新 年 等。 第 四 期 執 行

領 隊： 董 新 林， 隊 員 有 石 自 社、 劉 濤、 肖 淮 雁、

沈 麗 華、 王 睿、 盧 可 茵、 關 俊 雄 等。 澳 門 文 化 局

關 俊 雄 負 責 對 大 型 基 岩 坑 南 緣 倒 塌 堆 積 進 行 了 掃

尾 工 作。 考 古 研 究 所 科 技 中 心 劉 建 國 負 責 發 掘 測

量 指 導 工 作， 鍾 建 負 責 物 探 工 作。 出 土 遺 物 標 本

拍攝由齊物古器物研究工作室吳正龍、王瀾負責，

國 家 博 物 館 德 永 華 參 與 部 分 工 作。 遺 跡、 遺 物 繪

圖 由 沈 麗 華、 汪 盈、 盧 可 茵 等 完 成， 朱 岩 石、 沈

麗 華、 王 睿、 李 鑫、 趙 月 紅、 盧 可 茵、 梁 敏 枝、

吳璟昌、李梓傑、李嘉欣等參與了遺物整理工作。

栗 建 安、 王 光 堯 等 對 遺 物 整 理 提 出 了 重 要 指 導 性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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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澳門地圖（19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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