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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紫砂至今已发展成闻名世界，独秀于陶瓷之林的一个艺术门类。以壶为主体的紫砂陶的

发展与兴起同茶以及茶文化发展密切相联。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茶文化的发展就难有紫砂

今日之盛。茶文化带动了紫砂壶的发展，壶主导、影响、兴旺了整个紫砂行业。值得注意的

是，壶在客观上是应顺了茶文化的某些需要，但也显现了自身独特价值；既依赖于茶而游离

于茶，又发展了茶文化，它有自己的审美特点。因为紫砂除了壶类外，还有雕塑、瓶盆、文

餐具、壁画饰物等其它门类产品，它们与壶同时构成了紫砂的内容。更主要的是紫砂是陶瓷

的一个分枝，它体现的是陶瓷的本质与审美，它与茶文化的联系只是内容的外延。紫砂壶因

材质、功用等特点成为极佳的、少有匹敌的饮茶器具，既与茶密切联系，又独立生存发展。

特别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现代思潮、现代艺术 渗透、影响，文化含量加大了，使它
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崭新、前所未有的、令人鼓舞的局面，形成了空前的高潮。它的将与

茶文化继续着密切联系，互相作用、互相支持、互相影响，同时将按整个社会文化及自身的

轨迹发展。 
 
「砂壶的出现是应顺了茶及茶文化的发展」 
 

 聚蚊金谷任荤膻，煮茗留人也自贤； 
   三百小团阳羡月，寻常新汲惠山泉。 
   星飞白石童敲火，烟出青林鹤上天； 
   午梦觉来汤欲沸，松风初响竹炉边。 
   茶，初起自用，菜用。“神农尝百草，时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秦汉以降，始为饮料。
从上流社会的稀有饮物逐渐演绎成寻常普通百姓的饮料，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制茶

方式及饮用方式的不段改变，饮茶器具亦在不断改变。当饮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形式时，

其审美的变化亦对各个阶段的茶具有了的要求。茶壶形式的出现正是应顺了大背景上说，由

于紫砂本身的特点与上述要求的吻合，导致了砂壶的兴盛。 
   随着历代文人士大夫，官僚推尚，饮茶之风日盛。文人相聚，吟诗作画，僧道功课，修
身养性，都以茶为助。至唐代饮茶已遍及民众生活，同时与文学、艺术及民俗的联系日益密

切，文化涵量不断增大，因之就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文化——茶文化：茶道、茶画、茶诗文等。

它一方面对中国其它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渗透各个领域，一方面又在不断丰富发展

着自身。对人类的物质、精神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益健康，怡神修身，既成了物质生

活的需要，亦为精神生活所不可缺。特别是文士僧道为代表的特殊要求，饮茶融入了越来越

多的审美内容，导致了茶文化较大的发展。陆羽《茶经》的出现，卢仝饮茶七碗歌，宋代的

斗茶，都同人民生活及茶文化发展分不开。 
   唐宋前饮茶为煎煮，至元明变为泡，因而对茶具又有了新的要求。由于紫砂的吸水率、
排气率适合，用来泡茶色、香、味俱全，砂壶因此得以普及发展。“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

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砂壶既适用且美，除了

独到的形制，还在于它的独特材质、肌理、色泽，自然朴素、内涵丰富。另外在泡茶人不断

摩挲，把玩过程中，壶的物理变化与人的情感交流，又能产产生特殊的审美愉悦，这是一般

器具所不具备的，故越来越受欢迎。  



 
 「紫砂因壶实用而兴，亦实用受限，皆与茶有关」 
 
至明代，因泡茶及壶风行导致砂壶兴盛。“茶壶”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

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 
    客观上由于“时尚壶，主观上由于砂壶的“宜注”。实用性强品质高雅，导致砂壶风行
至今。期间虽几经衰落，然逢盛世则复高潮迭起，今天更是繁盛无前。 
    砂壶盛衰在依附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同时，又依附于茶及茶文化。“泡茶”这个实用的先
决条件规约了壶的形式：流、盖、把、钮的宜注功能，使制作者只能局限在此基础上加以发

挥，相对限制了个性的体现。约定成俗的审美、评判方式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因而它

的创作构成了厚厚的传统意味及规范。由于过分强调实用，加之传统艺人文化底蕴的薄弱和

理论研究的薄弱，使作为一个陶瓷门类的紫砂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导致了创作的局限性

及对整个紫砂认识、评价的部分偏颇、误导。至今这个影响仍相当明显，在多种场合都存在

一些类似的议论，甚至是“权威性”的。这与“饮茶”相关，亦有文化视野的因素。它或多

或少，有意无意地起到了一些负面作用。茶文化于壶，有得亦有失。 
    由于强调实用功能，砂壶是作为流通商品以市场形式出现的，市场是它生存发展的基础、
依靠。为满足市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俗”性、“匠”气。许多作品在体现民众喜闻

乐见形式的同时，忽视了个性、人格的张扬，束缚了创新。这些习惯久而久之成为传统，传

统越来越厚，形成了权威。有关创作、导向、研究、评判都在它的影响之下，利与弊皆由此

而生。 
    作为紫砂主体的壶类因茶而生，根据茶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组成了茶文化的一部分。反
过来又提高了茶文化的审美层次，丰富恶劣它的内涵，促进了它的发展，这是由壶的形式特

点决定的。而壶的价值除了“饮茶”以外，还有属于自身独立的本质特征：如陶瓷的品质，

独特的审美，创作者的思维、个性、认识等。它同其它门类塑、瓶、盆、文餐具等组成紫砂

这个陶瓷艺术的特殊家属，体现出了自身价值，这种价值不是其它许多东西所能形容的。 
 
「紫砂与茶文化是亲家，壶是姻纽」 
 

 紫砂应按自身规律发展，而现代陶艺形式的影响与绒融入又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紫砂与茶文化关仪密切，是亲戚但不是直接的血缘关系，也不是一种从属关系，虽在某种程

度上显现了这种含义。它们是互依互补的。弄清这种关系，有助紫砂自身的发展。人们一直

在自觉不自觉地将两者倾向为一种从属关系，实际是一个谬论。原因很简单：茶 茶文化壶，
壶因茶生，因泡茶而从属于茶，实用因素是关键，故直至今日，正统的紫砂审美还是以实用

为主，因壶的辉煌而湮没了其他么类。壶的法则也就成了主要衡量准则，其它要素如艺等则

变得次要甚至可有可无，虽在紫砂历史上不乏壶以外有价值的作品，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要泡茶须适用，加之整体上从业者文化受限，缺少深层思考，重技而忽略了艺。半封闭的

狭隘思维方式，导致创造能力的限制，也是重要原因。虽然历史上有文人参与并产生过深远

影响，但未能成为制作这的主动行为及形成创作观念的根本变革。就是在今天紫砂创作最旺

盛，思维最活跃，投入任人物最多，研究层次最为高深之时，一些言论、准则、导象还是以

此种思维为滥觞。这种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尤其是尺量壶时，但将它去涵盖整个紫砂，

未免偏颇，有误导。对大部分的作者的饿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前人始料未及，今人也未多作

思考。其根本原因是长期缺乏上升到理论的研究和引导，即使有类似思考也一时难为大部分

人所接受，传统实在太深。 
    这是忧言。实际上紫砂已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它的丰富造型、人文内涵、优良材质，



制作语言使其它陶瓷难以与之比肩，令世界瞩目，亦促进了茶文化层次的提高。饮茶面对这

样优美的器具确实是享受。这是它的价值所在，迷人之处，尤其近十年来现代艺术思潮的影

响，创作者文化层次的普遍提高，大量文化人、艺术家的参与，现代陶艺形式的介入，更使

它的优点得到展示、发挥，更增加了它的魅力。紫砂创作无论内容、形式、层次都有了很大

发展，涵量越来越大，道路越走越宽，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紫砂本质及价值。 
    当前紫砂繁盛局面的出现有其社会背景。作为工艺美术有着古老传统的紫砂，不可避免
地受到了现代陶艺的冲击和影响。现代陶艺的强调自我，注重形式，它的出现充实、发展了

传统紫砂，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现代审美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实用，特别是作为艺术

创作的体验甚至更注重其它：诸如形式、内涵、艺术性、文化性等。即使同样作壶，出发点

不同也可导致审美本质的区别。传统壶作以实用为主，为目的，其它一切从属。现代陶艺形

式的壶，虽一定程度上或者与传统壶同样注重实用功能，但也只是为了适应实用而非目的，

而偏重于传达作者的主观审美及认识，题材只是媒介。况除壶外，紫砂还有许多形式及品种，

他们的审美又当别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紫砂本身形象品牌的树立并非仅靠实用性，而

是透过它或无需透过它所传达出来的审美感受，审美愉悦，即艺术性，这是最根本的。人们

完全可以强调使用功能，但以此作唯一审美标准，就会影响整个紫砂大局的发展。 
    假如紫砂想赢得更为广阔，宽松的发展境地，取得更亮丽的前景，就需要重新思考，理
清一些问题。传统、实用要重视，而更应重视艺术，不能忽视自身的审美特征，艺术形象才

使立身之本。现在国内外有很多规范实用的茶具行业，但就其形象而言与紫砂难同日而语，

原因就在于此，同时要加强从业者的问哈修养，避免盲目崇拜，人云亦云，放宽视野，寻求

个人风格，提高作品层次。还要加强理论研究，以期切合实际的评判机制，避免那种是似而

非，自圆其说的误导，将创作引向健康轨道。紫砂理论的困惑在于：真正搞理论的不愿或不

能进入圈内，多有隔靴搔痒之感，难以抓住关节。而紫砂从业者大多属工作总结式层次，不

易从本质理论上认识，缺乏高度。其他业者、爱好者等，他们的知识往往来自于耳朵及市场，

可能是泥砂俱含，不易把握大局。理论滞后延缓了紫砂创作层次的提高和发展，这是紫砂今

后的一发课题。 
    从各方面来看，整个紫砂无论是创作研究，社会影响，多种艺术的交融，书籍传媒等盛
况空前，并将有更大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但还需要多方面的巨大努力。它将继续同茶文化

及其其它相关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在按自身规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