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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很荣幸被邀请参加 2015年由大益茶业集团与清华大学共同筹办的“国际茶文化交流展”。

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大益茶业集团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型茶业集团。

此次合作通过整合专业的茶行业资源，聚合丰富的社会资源并引入鲜活的校园资源，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共同打造超越国家、民族、年龄界限的文化艺术盛会。

自 2013年 11月 1日开幕至今已是持续三届的国际交流活动。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在行

业内成效显著；举办的学术论坛，在领域内广受赞誉；创作的茶道艺术作品，具有良好的审美价值。

茶中有道，器物有魂，匠人自谦恭。专心致志与精益求精是为“匠心”。展览系列活动旨在探

寻匠心精神的当代传承，并致敬那些拥有 “匠心”精神的“良工”。

如今，“国际茶文化交流展”已经成为中、日、韩等国茶文化学者交流、学习与进步的重要途径，

成为目前最具学术价值、最具前瞻性、最具综合性的国际茶文化专题展览平台。

最后衷心地祝贺第三届“国际茶文化交流展”顺利筹办，感谢主办、承办、协办各单位的

辛苦工作。

吴远之
                                 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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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5年 11月，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举办

的“第三届国际茶文化交流展”拉开序幕，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回首 2013年 9月和 11月分别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的“第一届中

日茶文化交流展”还历历在目。当时的活动，深入地推动了两校的国际交流，产生了十分积极

的影响。2014年，中国重庆市巴南区政府、香江国际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通力协作，“第二届

国际茶文化交流展”在重庆市东温泉顺利举办。活动中包含了中、日、韩三国的茶道表演等许

多围绕茶文化展开的国际交流活动，当时能有机会参加深感荣幸。

各国“爱”茶之士围绕茶文化的理念、用具、习俗等核心要素，一起探讨茶道精神，这也

正是中国茶艺“‘饮茶’‘喜茶’‘爱茶’，共营和谐世界”的茶艺精神，期待此活动让茶道

艺术中的“和谐”精神愈加发扬光大。

最后对倾力筹划举办此活动的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北京服装

学院致以衷心的感谢。

宫田亮平
东京艺术大学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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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茶境”作为国内较为学术化、专业性、综合性的国际茶文化交流平台，此今已迎来第三届。

过去两届的盛况至今还历历在目，活动的举办地跨越北京、东京及重庆。每次活动都有上百人

参加 ,展览参观者达上万人次，收到了积极的反馈效果。 

茶从最初的药用、食用到饮用，历经几个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沟通了物质世界

与精神世界。人们在茶艺、茶道中，体验生活之美，生命之乐在茶与水、琴与香、壶与杯、诗

与词等的茶事中，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积极筹备这次活动，希望可以借此传播与弘扬茶

文化，推动各国茶道文化发展。

茶道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她将绘画、陶瓷、书法、雕刻等相互独立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

在一起。茶道是生活中的艺术，她将吃饭、喝茶、待客、建筑、造园等日常生活提炼为艺术。

茶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她是一个国家特殊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载体，

折射出该民族的文化特质与历史风貌。

国际茶文化的交流与研讨，就是在彼此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下，各国民族文化、生活方式、

审美情趣的弘扬。交流的根本在尊重文明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此次盛

会我们不仅积极邀请了各个国家的学者和艺术家，更希望青年学生也参与进来，为茶文化的传

承注入新的力量。

“一碗茶中的和平”是日本茶道里千家的千玄室大宗匠所提倡并且长期实践的理念，茶既

是文化的纽带，也是和谐社会乃至和平世界的纽带。在此意义上，国际茶文化交流展的举办对

中外文化交流与发展具有更加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秋晚聚会一壶茶。此次新老朋友汇聚一堂，愿各位尽享茶事盛宴。 

                                         

                                            鲁晓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2015年秋于清华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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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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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田亮平
Miyata  Ryohei
东京艺术大学 校长

1945 年  出生于日本新潟县左渡

1972 年  东京艺术大学研究生院 美术研究科 工艺专业课程 锻金专业结业

1999 年  “宫田亮平个展”（`02,`04,`08,`10,`11,`13,`14 相继举办）

2001 年  东京艺术大学 美术学部长 

2004 年  东京艺术大学 副校长·理事

2005 年  东京艺术大学 校长 

2007 年  “第 46 届日本现代工艺美术展” 获 “内阁总理大臣奖”

2009 年  “第 41 届日展” 获 “内阁总理大臣奖”

2012 年  获第 68 届“日本艺术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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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文香炉

材料：银、金、铜、金箔
尺寸：W14×D14×H12  (cm)

以海豚为主题进行创作是我长期的喜好。香炉袅袅升起屡屡青烟，隐现出交错叠加的海豚，

百态众生，诱发着我内心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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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野一朗
Iino  Ichiro
东京艺术大学 工艺科 雕金 教授

德国国际珠宝艺术协会会员

日本卡夫设计协会会员

1949 年  出生于日本

1973 年  东京艺术大毕业作品 获 “Salon de printemps”

1974 年  “日本手工艺展” 获 “新人赏”、1991 年 获 “手工艺赏”

1975 年  东京艺术大学研究生院 美术研究科 工艺专业课程 雕刻领域结业

1977 年  “日本珠宝展” 获 “珠宝大赏”、1996 年 获 “珠宝赏”

1980 年  国际珠宝 1900 ～ 1980 展招待参展（奥地利维也纳）

1983 年  日本珠宝设计师 27 人欧洲巡回展（德国、瑞士、奥地利等）

1990 年  欧洲 de Bijou 三年展 巴黎 1990 年展（Luxembourg 美术馆）

1995 年  近代珠宝展（比利时肯德市装饰美术馆 & 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工艺馆）

2001 年  现代日本珠宝展（英国伦敦）

2005 年  “日本珠宝 100 年”展主编人（东京都庭院美术馆）

2006 年  “珠宝的现在：改观的题材”（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

2007 年  德国国际珠宝艺术协会会员展（德国装身具美术馆）

2009 年  2009 国际金属艺术展（中国清华大学）

                “丝绸之路和日本文化·自西向东”展招待参展（吉尔吉斯斯坦国立美术馆）

2011 年  2011 国际金属艺术展（北京中华世纪坛现代艺术中心大厅）

2013 年  北京国际现代金属艺术展（北京中华世纪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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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盖置

材料：银、锡
尺寸：W52×H57  (cm)

             利用雕金之毛雕和片切基本技法，在表面凹凸的锡板上，留下设计独特的雕刻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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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田宏智
Maeda  Hirotomi
东京艺术大学 工艺科 雕金 副教授

1961 年  出生于石川县

1985 年  金泽美术工艺大学研究生院结业

1993 年 “第 23 届传统工艺日本金工展” 获 “日本工艺会赏”

1994 年 “第 41 届日本传统工艺展” 获 “高松宫纪念展”

1999 年 “第 29 届传统工艺日本金工展” 获 “朝日新闻社赏”

2005 年 “第 31 届传统工艺日本金工展” 获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赏”

2006 年 “第 53 届日本传统工艺展” 获 “日本工艺会奖励赏”

2010 年 “第 39 届传统工艺日本金工展” 获 “朝日新闻社赏”

2013 年 “第 42 届传统工艺日本金工展” 获 “石洞美术馆赏”

2014 年 “第 43 届传统工艺日本金工展” 获 “足立区长赏”

2015 年 “第 43 届传统工艺日本金工展” 获 “文部科学大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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