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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理解。“茶境”所折射出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在陶瓷、织物、软木、紫

砂、纤维等材质中得到精彩诠释，同时，东方传统文化精神也得到多样化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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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茶境展诞生于 2013 年。这个文化事业以茶作为主体，由艺术品展览会、国际学术交流会和

茶会三位一体的形式，构成了茶境的主要活动内容。今年茶境展迎来了第五届。

这次活动是在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研讨会，并在西安举办展览和举行茶道表

演，活动规模日益扩大。今年我校工艺科的教师们将有 24 件作品展出，这是一个让我校教师所

具有的独特个性与我校特有的教育方针理念得以在中国境内展出宣传的一个宝贵契机。音乐专

业出身的我是首次参加这个活动，我本人也非常期待在北京的研讨会当中探索工艺世界的深奥

之处。

在我国，茶文化是跟历史变迁一起缓慢进化的，一直以来陪伴着我们的生活。许多茶道流

派保护传承了。传统热情，刺激艺术教育而形成我们独特的美学，它作为一种艺术哲学而代代

相传。

2017 年 5 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召开的“茶道”展览中，由本校茶道小组呈现出谦恭谨

慎的点茶礼仪，同时点茶仪式中所使用的器物均为本校教师的作品，这让许多国内外的客人亲

身感受日本传统文化。特别是，今年本校迎接学校成立 130 周年，即将于 10 月召开“艺大茶会”。

旨在推广日本传统文化以及亲身感受新创造的魅力，同时，使用艺大师生制作的茶道工具做茶

会的“艺大 in 银茶会”也在计划在东京银座召开。

我校有幸得以参加茶境展，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希望茶境这项文化事业可以一直蓬勃地

发展下去。我校愿倾力在茶境事业充实、发展、壮大的道路上增光添彩，与各位携手共进。

 

 

                                                                                                             泽和树
东京艺术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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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茶境”系品茶之境界。“茶境”国际茶文化交流展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作为国内学术性、

专业性、综合性的国际茶文化交流平台，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自 2014 年肇始，“茶境”展

举办地跨越北京、东京、重庆、深圳，2017 年的第五届将在古都西安拉开帷幕。历次活动参者众多，

观者攘攘，是每年固定的茶文化的盛事。

茶是文化的纽带，是文明传播的载体，也是人们日用的对象，与修行的媒介。从最初的药用、

食用、饮用，人们在茶艺、茶道中，经茶器体验生活之美，体会流动丰盈、平淡冲散，或是感受壶、

杯、盏、碗的交融乐章，在一种简约的仪式中，我们能领略传统文化的博大精妙。我们积极筹

备这次活动，希望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光大与弘扬茶文化，推动各国茶道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本次“茶境”，以“造境”为主题。百般器皿万般变化，皆由人手所造。而茶境之造境，

完整呈现出艺术家之创造对于文化的贡献。这一东方文化与东方智慧的表达，乃是今日民族文

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之一。相信这次盛会，将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中国是茶叶的发源地，也是饮茶习俗的发源地。相信此届“茶境”国际茶文化交流展的举办，

将对中外文化的交流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茶，可以清心，也可以造境。“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愿第五届“茶境”

国际茶文化交流展呈现更多的精彩作品，致力于文化和谐。

 

 

                                                                                                             鲁晓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序言三
 

2017 年“茶境·第五届国际茶文化交流展”在历经四届展览活动之后，终于在古都西安拉

开了序幕。本届展览秉承和围绕“东方之韵·造境”这一主题，与来自海内外不同地缘文明环

境下的茶文化艺术研究者，在具象基础上进一步将之幻化出特定情境，对自然与理想、有我与

无我、传承与发展进行具有个性化的内心追问所呈现出的文化视点，在教育发展、文化交流和

艺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届“茶境”以“东方之韵·造境”为主题，可以说是站在了时代的节点上。对于博大精

深的中华茶文化系列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梳理研究，符合凝结民族精神、文化发展、坚守信念

的时代要求。面对新时期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效应，亟待通过精神因素、文化共识去发

挥整合功能，并将社会优良行为的规范、价值和信仰等文化因素归于个体的自觉。千百年来，

茶饮与茶器，一直充当着文化和历史传承与交流的载体，在草木山野间构筑着“天人合一”、

修身养心的灵动“瓦舍”；兼具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茶味之品、茶器之精，共同营造出或曲

径通幽、或古朴典雅、或清新华贵的文化意境，使茶文化在心醉神往的情感体验中具有心灵的

慰藉和精神的滋润功能，从而为消除隔阂、弥合分歧、寻求共识发挥整合作用。

西京学院按照国家“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 2025”建设战略的总体布局要求，不断凸显

工科类、经管类、艺术设计类“三大专业集群”在各学科跨界交叉、资源共享的引领作用。作

为三大专业之一的艺术设计教育教学，办学定位坚持植根于陕西地域文化的现代设计研究，坚

持创建教育与产业相结合、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具有陕西

地域文化特色的，既有人文素养，又具科学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作为本届“茶境·国际茶文化交流展”活动主办方之一，我院将积极参与相关学术专业研

讨与交流，并与清华美术学院及其他国内外高校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寻设计艺术教育的合

作交流及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可行性；基于茶文化市场与茶器设计的关联性需求，广泛深入探讨

茶品包装、茶具设计与研发，这些都将有利于国际间茶文化资源整合与创意产业的发展。

衷心祝愿“茶境·第五届国际茶文化交流展”圆满成功。

 

 

                                                                                                             任芳
西京学院校长



序言四

中国是茶的起源地，中国饮茶历史源远流长，饮茶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可以说茶是中国的“第

五大发明”。中日韩三国对茶都有着情有独钟的情怀，因为“茶境”而聚集在一起的人都对茶

充满着热爱。

茶境展今年已经举办到第五届，我很荣幸有机会参与这场为茶而办的盛典。作为一个茶人，

与清华美院的这项合作，我们怀着共同的愿望，就是打通高校、设计师与市场的连接，让广大

茶与器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们能通过“茶境”这个平台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是一个产品的专业设

计展示，更是潜藏了资源的商业对接平台。在茶境一系列交流活动中，市场的对接更为深入，

各方的资源相互匹配与对应，从而正面推动商业价值的转化，这对于茶、器以及茶行业相关产

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感谢郑宁老师的坚持，没有他的付出，就没有今天茶境展这个平台。

第五届茶境展的主题是东方之韵·造境，承接了去年的“心境”，境由心造，造境即在行

艺中不断提升自我境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也正是做茶、做器的原则，一切都要从

茶的本性出发，器因茶而生，茶因器成道。饮茶原本是俗常事、日常事、经常事，但除了品味

茶的固有之味，人们在茶事体验中更注重对“境”的寻求与参悟，正是这种情志和意趣的求索，

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审美意识、精神自觉及文化形态。也让我们看到了茶所具有的无限可能和力量。

当一种文化能够传递情感，并为生活带来美，带来改变，那它必将与世界共享并焕发新的

生命力。我期待通过“茶境”这个交流盛会，将茶道的精神、事迹引入到今天及未来的生活中。

希望茶境展越办越好！

吴远之
                                 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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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境寻梦
郑宁 Zheng Ning ( 中国 China )

记不清是哪年了，也说不清是什么时节，似乎是秋访东京。特约几位做工艺的好友，闲聚

于上野酒馆，畅谈之余，灵性闪念。自发感想：如能以传统文化为点，创造些机会，时聚世界

各地的众友交流，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

或许是内心深处文情雅兴的牵引，或许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依赖。自觉与不自觉间选中了

“茶”，这一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饮品为发起点。今日回忆如梦一般。

然而，茶之普通会令人亲近，茶之深奥又令人却步。

茶，是物质的，日常的，世俗的。即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是精神的，文化的，雅兴的。即所谓“琴棋书画酒诗茶”。

茶，又是灵魂的，信念的，悟性的。即所谓“禅茶一味”。

在茶中，人们补充着身体之所需；在茶中，人们满足着精神之所欲；在茶中，人们谋求着

灵魂之安宁。

很喜欢“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句话。文化之深奥，完全可以通过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呈现，

而反过来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虽然有时会觉得平淡平常，但倘若细细体会，也会觉察出不

一般的境界。当真正具有灵性的感知出现时，“用”和“知”就不重要了，唯有其中的境界，

会带来一种全新的体悟。

以“茶”为基点，以“境”为理念，以“茶境”为平台，进行传统文化交流的念头便产生了。

欣奋之际，题字自励。

对于茶境的认识，“仁者见之谓仁，知者见之谓知。”我理解的茶境，有度而无限，有境而无界。

茶境，独有其妙。茶，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日常饮品，也意示自然物质的之本源和本性。其味、

其香、其色均有其特定的度，品之、嗅之，视之，不仅需要身体的感官去体会，更需要用心去领悟，

需要用心把握适度其质与量的的本质。“境”与“茶”相依，自有心境、意境、境界相应而生。

在“茶境”中，如不知何为“茶”，怎知为何“境”？这里的“境”，无以穷知，无以象显，

无以语表，所以，不可名，不可说。这里的“境”，又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以定型，所

以可名，可说。在“茶境”中，人与自然和谐相生，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人与天、人与地、

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实现美好。

所以“茶境”中，方方面面都需要把握心理的适当分寸，这就是“度”，要掌握适度的原

则。这里的“度”，不仅是现象的，更是本质的。不仅是视觉的、嗅觉的、味觉的，更是心理的，

是哲学的。有其质与量的特定界限、幅度和范围，也有其质与量的互相结合和相互规定。所以

把握质与量的关节点尤为重要，特别是质与量的两端，其量所能容纳范围，其质的最高界限和

最低界限。这就是茶境的“度”。质与量各有其度，在特定的量的范围内，质保持不变，突破

了量的关节点，质就要发生变化。“茶境”的量变与质变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其的变化

是否超出了度。所以，在茶事的过程中，方方面面都要掌握适度的原则，要用心把握分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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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日用而不知”，“茶境”亦如是。我们天天生存于这个“境”中，可是却不易察觉这个“境”。

人之所饮，人之所食，人之所觉，人之所思，人之所行，人之所恼，人之所乐，人之前身，人

之后事。诸多问题都会由心而生，也都会因境而化。可是境在哪里呢？不可知，不可见，唯有

用心悟。一归到“心”，“境”就显现了。

梦中有追求，用心做茶境，转眼已历五届。2013年首届以来，每年一届一地，东京、北京、重庆、

深圳、西安，相继留迹。“茶境”如同一个富有灵性的生命体，活跃于世界各地。参与者日益增多，

规模不断扩大。艺术之独特、工艺之精湛，品质之上乘，茶礼之雅正，茶服之秀美，器乐之悠扬，

在“茶境”中都得到了充分显示。

茶中寻梦，梦中寻境。“茶境”将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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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擂茶与赣州窑茶器
陈健捷 Chen Jianjie ( 中国 China )

摘要：位于赣江源头的赣州窑，地处客家文化的摇篮之地。宋代中原茶饮文化随南迁的北

方人传到赣州，并保留下来。赣南擂茶与宋代七宝擂茶渊源颇深。本文通过对赣南擂茶的分析，

来探讨宋代七宝擂茶的饮用方式和赣州窑富有特色的擂茶器。

关键词：宋代；擂茶；赣州窑；茶器

宋代茶文化繁荣，有许多建窑与吉州窑这样的名窑茶盏。宋代南北方许多民间窑场会出产

富有特色的茶器，赣州窑就是这样一个窑口。

赣州窑位于今天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东镇七里村一带，赣州窑又名七里镇窑。在贡水畔 ,

赖屋岭、周家岭等都是依山坡而建的龙窑遗址。贡水是江西赣江的源头，通过赣江又与长江相连。

七里镇窑的许多窑场比邻贡水码头。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北方连接中外的丝绸之路中断，716 年，

唐朝担任过左拾遗的张九龄率领赣粤军民，在赣州所辖的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大庾岭开凿了一条

驿路，赣州也成为内陆与海外经济文化互通的重要通道。两宋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始终被辽、金、

西夏阻隔，通往岭南福州、泉州、广州出海口的大庾岭驿路更为重要。

对中国古代窑场来说，便利的运输条件是窑场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赣州窑有水路和陆路

可以将陶瓷产品运输到中国和海外，可谓得天独厚。宋代是赣州窑发展的高峰。贡水边的窑场

星罗棋布，赣州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很多龙窑经过反复扩建，如 2014 年在周家岭发现的宋代

龙窑遗址，先后 7 次在原址叠建、扩建窑室。由此可见赣州窑在宋代的繁荣。

赣州处于赣、粤、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也是北方人躲避三国两晋、唐末与靖康之难等数

次战乱南逃时的聚集地，北方的汉族人成族群迁居到南方的被称为客家人，赣州也是客家文化

的摇篮。所以宋代赣州茶文化与茶器保留了北宋都市文化的遗风。赣州的特色饮茶方式—擂茶，

可以溯源到宋代。

一、赣州窑丰富的茶文化与陶瓷文化  

今日赣州所辖的兴国、于都、宁都、上犹等县出产好茶。赣州在宋代也是产茶区，宋代地

理学家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中介绍赣州的物产中就有“岕茶，香味第一，最难得”的记载。

苏轼的诗《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此诗复次前韵》诗“赣水雨已涨，廉泉春水流。同烹贡

茗雪，一洗瘴茅秋。”也是称颂赣州茶的。正因为赣南深厚的茶文化，对茶器的品质有很高的

追求。赣州上犹出产的小茶磨，在宋代名噪一时，千金难得。宋代庄绰《鸡肋篇 · 卷下》“南

安军上犹县北七十里石门保小逻村出坚石，勘作茶磨，其佳者号掌中金。”在赣州七里镇窑的

产品中，茶器是大宗。

赣州窑始烧于晚唐，终烧于明代，宋代是赣州窑烧造陶瓷最为繁盛的时期。赣州是南北方

陶瓷运往海外的重要通道，在赣州的考古中发现了定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建窑、龙泉窑、

繁昌窑等南北方名窑陶瓷器。可以想见宋代南北方名窑陶瓷如何经由赣州的大庾岭驿道，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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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的泉州和广州出海口，被运往世界各地。得地利之便的赣州七里镇窑陶瓷器吸收了南北窑

场的技法和工艺，陶瓷的品种非常丰富。釉色有黑色、褐色、青白瓷、乳白瓷，造型则以实用

的食器和茶器为主。

宋代饮茶方式多样，不同阶层的饮茶习俗各有喜好。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饮用高等级茶，

一般用点茶法饮用。民间老百姓则喜好饮用加有香料和坚果的擂茶。

赣州窑面对不同的阶层和不同饮茶方式出产的茶器也不同。

点茶所用的陶瓷茶器有茶瓶、茶盏、茶托。赣州窑点茶所用茶器为青白瓷。胎质洁白，釉

色匀净，装饰典雅，与景德镇青白瓷非常相似，在宋代民窑中的工艺水平属于上乘。

赣州窑擂茶所用茶器与宋代七宝擂茶并不为人所熟知。对赣州窑擂茶用器的介绍需从宋代

擂茶开始。

二、赣南擂茶与宋代民间擂茶

当宋代上层社会精致风雅的点茶，在中国茶文化变迁中消散时，擂茶却依旧有着旺盛的生

命力。在今天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区，依然保留着古老的擂茶饮茶方式。薛翘

与刘劲峰先生在《客家擂茶源流考》中考证：“如果用唐宋时期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盐姜茶

与现在客家人所钟爱的香料擂茶相比较 , 则不难发现 , 前者便是香料擂茶的始祖。北宋末年 , 由

于金兵南侵 , 北方人大批逃亡到江南 , 其中多为凡夫俗子。他们的到来 , 把北方的饮茶习俗也带

到了江南 , 因此 , 作为大众的饮料—擂茶 , 也与各种上等茶一起跻身到了街市的茶馆、茶楼里。”[1]

南宋宁宗时的诗人陆德章有诗：“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渐近中原语音好，不知

淮水是天涯。”从这首擂茶诗中也可证明，宋代南方的擂茶来自中原。

在茶中加入香料和谷物的饮茶方式，起源非常久远。《茶经》上说：《广雅》云，荆巴间

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

橘子芼之。这样饮茶的方式延续到了唐宋时期。唐宋的文人主张茶之清饮，陆羽《茶经》中视“用

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为“沟渠间弃水”。

到了宋代，文人煎茶连陆羽煎茶中的盐也摒弃了。张侃的《煎茶》云：“须臾蟹眼生。茶新手

缓掷。江盐宜屏除，只能添水厄。”

然而，在茶中加入很多香料和果品的饮用法在民间仍然绵延不绝。加入许多香料不仅满足

了人们的口感，而且有保健作用。煎茶时加入姜、椒等香料，有除湿的功效。加入香料的茶成

为北方人饮用茶的主要方式。 “又不见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 苏辙《和

子瞻煎茶》)[2]

在茶中加入香料不仅北方俚人喜欢，南宋以后，在南方的市民阶层中也很风行。南宋吴自

牧的《梦粱录》中“茶肆”中介绍说并非只卖茶，“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

葱茶，或卖盐豉汤。” 

擂茶也出现在宋人的笔记中。南宋时袁文（1119 ～ 1190）的《瓮牖闲评·卷六》中对擂茶

的描述更为详细：

余生汉东，最喜啜畾 ( 擂 ) 茶，闲时常过一二。北人知余喜啜此，则往往煮以相饷，未尝

不欣然也。其法以茶芽盏许，入少脂麻，沙盆中烂研。量水多少煮之。其味极甘腴可爱。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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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诗云“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者是矣。而东坡诗又云：“前人初用茗饮时，煮

之无问叶与骨”。《茶录》中亦载：“茶古不闻食，晋以降，吴人采叶煮之，号茗粥。”则知

畾茶者，自晋盖有之矣，非复今之人始食也。[3]

擂茶也出现在宋代民间话本中。《快嘴李翠莲记》是收录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一个故事，

李翠莲是一个伶牙俐齿的角色。为公公烹茶，奉茶时口中道“……此茶唤作阿婆茶，名实虽村

趣味佳。两个初煨黄栗子，半抄新炒白芝麻。江南橄榄连皮核，塞北胡桃去壳柤。”[4]《快嘴李

翠莲记》中的“阿婆茶”也是擂茶。

曾从中原迁徙到赣南、粤北、闽北等地的汉族人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出于对故土的眷恋，

反而在饮食文化发生变迁时保持故土的习俗。这些客家人聚集地的擂茶，可以说是宋代饮茶文

化的“活化石”。赣南擂茶是在茶中放入了栗子、白芝麻、橄榄、胡桃等富含油脂的果料。加

入果料的茶不是将茶和果料放在一起煎煮，而是将茶和芝麻、栗子、核桃之类坚果，放入带有

纹理的擂钵中，加入少量热水，用木棍反复回旋捣成糊状，之后再加水冲点。赣南擂茶的做法

与宋代七宝擂茶的制作方法非常相似。

三、赣州窑擂茶茶器的特点

从擂茶的过程来看，研磨用的擂钵和装茶或果料的茶罐，是制作擂茶必不可少的器物组合。

由于擂茶在赣南民间的流行，内壁有划纹的研钵和鼓钉柳纹茶罐在赣州窑的产量非常大。民间

日用器物在造型与烧成工艺上，注重实用与廉价。

赣州窑擂钵的造型大体相似，较深的钵形，钵的内部无釉，为了增加摩擦力，刻划有纵横线。

这样的陶器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了，早期考古报告中对这类器物定名比较混乱。1986 年，

安家瑗先生在《擂钵小议》一文中引用《玉篇》卷六解释：“擂，研物也。” 《辞海》中也解释：“ 擂，

研碎 , 如擂钵 , 擂成细末。” 对这类器物的统一命名为“擂钵”。关于擂钵的用途，安文中认为，

新石器时代人们食用藕、芋之类植物块茎时，为了更好的口感，常常一手持擂钵，一手持块茎，

利用擂钵凹槽磨碎成泥后，再进一步加工食用。[5] 擂茶的饮茶方法很有可能是从古代食物制作

方法中获得启发。 

宋代诗词和《茶录》《大观茶论》记载的点茶制作过程繁复讲究，茶要先烤炙，再用木槌敲碎，

经过碾茶、磨茶、过筛，最后再点茶，这样烦琐的点茶注定是上层社会一种高雅精致的饮茶方式。

擂茶的制作过程就简便易行很多，擂茶的加工方法接近制作食物的方法。如同苏东坡诗云：“柘

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 点茶需用柘罗铜碾；擂茶只需盆（擂钵）即可。 

现代的赣南擂茶所用的原料非常多。宋代擂茶被称为七宝擂茶，说明宋代擂茶所需的原料

品种数量很多，赣州窑乳钉柳斗纹茶罐是用来盛放茶与芝麻、花生等果料的容器。赣州窑最有

代表性的陶瓷茶器是鼓钉柳纹罐。比如现在镇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都藏有。1975 年，

韩国新安发现的海底沉船是由中国宁波出海，途经高丽，最终目的地是日本。在这艘船上发现

了来自中国众多窑口的陶瓷器。不仅有来自建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名窑的产品，

也有来自民间窑场的产品，其中就有江西赣州七里镇窑的褐釉乳钉柳斗纹茶罐。赣州窑乳钉柳

斗纹茶罐与赣南擂茶密切相关。 

赣州窑擂茶是民间常用的饮茶方式，对擂钵和茶罐的需求量也很大。宋代赣州窑为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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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窑之中陶瓷器的烧成量，采用摞烧工艺。摞烧，就是在一个匣钵中将器物摞成一摞烧成。摞

烧是民窑为了增加产量常常采用的烧成工艺，但是，其他民窑只为提高产量，把碗底刮出砂圈

的方式，牺牲了碗的美观，赣州窑青白瓷茶盏是采用一器装一匣钵的装烧工艺，保证制品的质量。

赣州窑摞烧是根据器物的功能采用摞烧工艺，通过对赣州窑装烧工艺的了解，发现赣州窑茶罐

和大小研钵是有顺序摞在一起烧成的，中间以垫饼相隔。擂钵的内璧为了增加摩擦力，是只划

有条纹而无釉的；赣州窑鼓钉柳纹茶罐有少数是器身里外都上釉，更多的只在罐子内部与口沿

处上釉。罐身下半部分，有条纹或柳编纹，无釉。这样把研钵和茶罐摞在一起就不会在高温熔

融时粘连。茶罐的下半部分无釉，是赣州窑茶罐的特征。

鼓钉柳纹茶罐和内部有划线的擂钵并非赣州窑独有的产品。在定窑和景德镇窑、吉州窑、

都出现过相似的器形。从宋代各个窑口都出产的擂钵与柳纹茶罐，其实也能说明擂茶曾经在宋

代南北方都流行过。本文对擂茶和赣州窑茶器的研究，可以了解宋代市民阶层的饮茶习俗与宋

代陶瓷茶器的功能。

注释：
[1] 薛翘 , 刘劲峰 . 客家擂茶源流考 . 农业考古 , 1994, (04): 101 ～ 104。
[2] 赵方任 . 唐宋茶诗辑注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 2002。
[3] 袁文撰 , 李伟国点校 . 瓮确闲评考古质疑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07。 
[4] 洪楩 . 京本通俗小说  清平山堂话本  大宋宣和遗事 长沙 : 岳麓书社 , 1993。 
[5] 宋豫秦 . 擂钵的功用 . 华夏考古 , 1993, (01): 82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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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的魅力
董素学 Dong Suxue ( 中国 China )

摘要：莫名地喜欢青瓷，也许因了这份宁静，也许想挑战烈焰后的莹润。基于青瓷创作中

的个人感悟，涉及造型、烧成、心境，试读中国现代陶瓷创作的继承、发展、创新。

关键词：青瓷；魅力；秀润离悲；心境

青瓷的魅力，在于秀、润、离、悲。

秀：多半因素在于陶瓷的造型。青瓷的造型不求华丽，而是以简洁明快、自然灵秀的形式

特征，简淡、玄远的神韵和气质，带给人们朴素隽秀的审美感受和清逸脱俗的遐想。陶瓷造型

是运用一定工艺材料和采用相应的工艺技术制作而成的，具有非常明确的科学技术特征，是艺

术与科学的结合。关于陶瓷造型，杨永善先生的著作《陶瓷造型艺术》，以陶瓷艺术设计领域

关于造型方面的基础理论构建为主要内容，从深入认识陶瓷造型艺术的属性与特征为基本点，

正确认识和理解陶瓷造型的形式特征和文化内涵。其基本理论的构建是建立在造型实践的基础

上，对陶瓷造型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明确而深入的，对造型构成要素和方法的研究是自成

体系，符合陶瓷造型的特殊规律和形式特征。另外还总结和解析了传统陶瓷造型方法，吸收了

构成学的原理以及几何作图等多种方法，丰富了陶瓷造型方法。陶瓷从业者，能够主动吸取《陶

瓷造型艺术》的营养，便是捷径。

润：因为了师承，常会不断缺失。中国古代手艺人的局限性和师傅带徒弟这种传授方式，

使他们把情感体悟的智慧、经验积淀的方法，视为命根子，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机巧”，

秘而不宣，藏而不露。青瓷的润，在于作品放在一起的比较，不管是大师的作品，还是新锐的探索，

放在一起，便一目了然。其实，不管大师还是新锐，能够掌握烧成技艺的，又有几人？师傅教

会了徒弟，在每窑高成本的压力之下，又有几个徒弟敢尝试自我？青瓷的润而不够润，我想必

是源于此。以前，朋友圈中看到有素烧都会使陶瓷炸裂，我真的不解，后来想想，也便释然。

我说几点：作品素烧，主要是为了增加强度，可以顺利完成施釉。所以，素烧不必急，在于慢

火烘烧。试想，火急了，犹如水渠断流，坯体内部的水汽憋住了，便常会炸裂。一切皆有生命，

如何慢慢地使水汽绵延不绝，这是素烧的根本。本烧，有两点，一是在 980℃左右充分氧化，若

氧化充分了，后期出现棕眼或针孔的现象便少了；二是，大家误解为还原便是喷出火苗 20cm 左右，

其实，当看到火苗喷出的时候，便已超过强还原了。想想我们的中学化学知识，还原的主要成

分是 CO（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正确的还原气氛，烈焰喷出，是高温气体的形成，

倒不是拘泥于看见火苗，若真正明白了一氧化碳的无色无味，便考虑明白了如何调整闸板、风门、

煤气压力。青瓷的润，便在前方。

离：青瓷的巅峰，在于宋，离我们很远。现代青瓷的代表之一，在于龙泉的探索。龙泉，

隐于浙江省西南部浙闽赣边境，境内层峦叠嶂，溪流纵横。有石有木，易有瓷，龙泉凭瓷而生辉。

远吗？不远；远吗？真远。

悲：弘一法师自谓“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其实，一切在于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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