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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年

藏品：建窑兔毫盏。
年代：宋代。
规格：口径 12 厘米，高 6.8 厘

米。
特点：盏内外施以黑釉，釉面析

出棕褐色兔毫斑纹。
渊源：宋代盛行斗茶，所用茶具

为黑瓷茶具，产于福建的建窑盏，敞
口，斜壁，圈足，其色黑紫，故又名乌
泥建、黑建、紫建。

建盏中以兔毫盏最为人称道。
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
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
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上的白
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

建盏制作配方独特，窑变后会
现出不同的斑纹和色彩，除釉面呈
现兔毫条纹的兔毫盏外，还有珍珠
斑点和日曜斑点的茶盏，最适宜斗
茶。

斗茶，或多人共斗，或两人捉
对，三斗两胜。斗茶以茶新为贵，用
水以活为上。

一斗汤色，二斗水痕，先看茶汤
的色泽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
白、黄白为负。

汤色反映茶的采制技艺，茶汤
纯白，表明采茶肥嫩，制作恰到好
处；色偏青，蒸茶火候不足；色泛灰，
蒸茶火候已过；色泛黄，采制不及
时；色泛红，烘焙过了火候。

次看汤花持续时间长短。宋代
用团饼茶，调制时先将茶饼烤炙碾
细，后烧水煎煮，饮用时连茶粉带茶
水一起喝下。如研碾细腻，点茶、点
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
可紧咬盏沿，久聚不散，效果最佳，
名曰咬盏。点汤用茶筅旋转击打和
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
称击拂。若汤花不能咬盏，而很快
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立即露出
水痕，就算输。水痕出现的早晚，是
茶汤优劣的依据。

茶百戏，又称汤戏、分茶，流行
的一种茶道，煮好的茶注入茶碗中
的技巧。杨万里咏茶百戏曰：“分茶
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茶百戏能使茶汤的汤花瞬间显示瑰
丽多变的景象，若山水云雾或花鸟
鱼虫，如一幅幅水墨图画。

收藏：私人收藏。

兔毛紫盏自相称

□李笙清

藏品：黑釉兔毫盏。
年代：北宋。
规格：口径14厘米，高 3.5厘

米。
特点：1997 年出土于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放鹰台，折沿圆唇，
斜腹内收，小平底。

器内底部中心模印一朵菊花
图案，周边留有5个支钉痕迹。器
物上部施釉厚重，釉色黑褐。在黑
褐色釉上烧出闪耀银光且细如兔
毛的结晶釉，又称兔毫釉。

渊源：宋人讲究茶道，上至皇
室王公，下至士大夫及文人雅士，
无不好此，形成了“上有所好，下必
甚焉”的茶道之风。

宋徽宗赵佶生性风流儒雅，不
但画得一手好画，还是一个茶道高
手，日理万机之余，不忘撰写专著
《大观茶论》，对北宋名茶蒸青团茶
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等均有详
细记述，其中提到的斗茶一节极为
详尽。

宋人斗茶场所，多选择在规模
轩敞的地方，斗茶者以所藏名茶轮
流烹煮，品评高下，形成了斗茶品、
斗茶令和茶百戏等丰富多彩的斗
茶内容，吟诗作赋，烹茗品味，乐此
不疲。盏为斗茶专用茶具，以建盏
中的兔毫盏最为有名。

北宋流行斗茶之风，社会对黑
瓷的需求量太大，以至于宋代黑瓷
成为当时一个产量极大的品种，不
仅一些青瓷窑场如福建建窑、江西
吉州窑、山西榆次窑等以生产黑瓷
为主，成为著名的黑瓷产地，其他
如定窑之类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大
窑、名窑，也顺应市场需要而生产
了大量黑瓷器，使宋代黑瓷生产形
成一个大的窑系。

建窑生产的黑釉兔毫盏虽然
销往全国各地，但在宋代拥有湖泗
窑口的武昌地区发现建盏的存在，
亦是极其少见的，既体现了宋代斗
茶之风盛行各地，又说明了建盏流
传地域之广。

点评：宋代建窑瓷器的代表性
器物，造型端庄厚重，施釉均匀，釉
质浓重致密，兔毫釉特色鲜明。

收藏：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

清茶余味盏留香

□李喜庆

藏品：建窑兔毫盏。
年代：宋代。
规格：口径 12.2 厘米，高 7 厘

米。
特点：束口，深腹，汪圈足，胎厚

色黑，底无釉。盏上的兔毫疏密有
致，立体感强，毫纹色泽有层次，兔
毫由盏心向盏沿放射。

渊源：兔毫盏是一种特殊的黑
釉瓷器，是备受宋人珍爱的饮茶用
具。宋代茶叶是半发酵的膏饼，饮
用之前先把膏饼碾成细末放入茶碗
内，再冲入沸水，水面便沸起一层白
色的沫。宋代从皇帝到文人，都喜
爱斗茶。所谓斗茶，即以茶汤面上
浮起的白沫多且持久者为胜。用黑
盏来盛茶，便于观察白沫的状况，因
此黑釉茶盏大受欢迎。

据说南宋皇帝喜好茶道，当时
的天下名茶产自福建武夷山，御用
茶具的生产基地也在福建，其中作
工最精湛者产自建阳市水吉镇，名
为建盏。建盏釉面闪现银灰色光
泽，丝丝兔毫流畅均匀，为宋代上等
茶具。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以六
一泉煮双井茶》诗中写道“鹰爪新茶
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从听觉、
视觉上写出了用兔毫盏饮茶的美
妙。大诗人陆游在《闲中》一诗中也
赞道：“活眼砚凹宜黑色，长毫瓯小
聚香茗。”

尽管兔毫盏瓯小，但斗出的茶
香令人叫绝。北宋大词人苏东坡对
建窑兔毫盏也是情有独钟，他在《送
南屏谦师》写道：“忽惊午盏兔毫斑，
打作春瓮鹅儿酒。”赞誉了用兔毫盏
斗茶的僧人高超的斗茶手艺。

点评：温润晶莹，瑰丽悦目，釉
面上布满密集的筋脉状银色纹饰，
犹如秋天的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
细，闪闪发光。

如果在盏中注满清水，放到阳
光下，凝神静观，那一根根的兔毫，
顿时活了起来，小小的盏中，变幻出
森林、云海、大洋的美景，美不胜收。

收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长毫瓯小聚香茗
□郑学富

藏品：建窑兔毫盏。
年代：宋代。
规格：口径 12.5 厘米，高 6

厘米。
特点：敞口，内壁口沿下一

周微凸，斜壁深腹，小圈足较浅，
施黑釉，釉面呈现兔毫结晶斑
纹，外壁釉不及底并有聚釉、炸
釉现象，胎体厚重，呈铁褐色。

渊源：所谓兔毫，是指在黑
色的底釉中透析出均匀细密的
丝状条纹，形如兔子身上的毫
毛。兔毫形状有长、短之分，粗、
细之别，颜色有金黄色、银白色
等变化，俗称金兔毫、银兔毫等。

《中国陶瓷古籍集成》说：
“建安所造黑盏，纹如兔毫，然其
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
其价甚高，且又难得之。”北宋茶
学家蔡襄在《茶录》中说：“建窑
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
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
出他处者，或薄或紫，皆不及
也。其青白盏，斗试自不同。”

蔡襄有一首《试茶》诗对兔
毫盏品茶的色香味作了精彩描
述“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
雪冻作成花，云闲未垂缕。愿尔
池中波，去作人间雨。”梅尧臣有

“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
虾蟆”的吟诵；黄庭坚有“兔毫金
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的诗句，
称赞了以兔毫盏品茶是茶佳、水
好、火活、器精。

收藏：江苏省常州市博物
馆。

松风鸣雪兔毫霜
□朱卫东

藏品：青瓷茶盏。
年代：清末民初。
规格：口径约10厘米，高6厘

米。
特点：无盖无托，器形非常独

特，神似一只从水中缓缓爬出的河
龟。

盏体边沿的龟颈高高扬起，斟
茶时可以握在手中，非常方便。龟
壳内空，形成了一只别致的茶盏。
盏口呈十六瓣花蕊形，盏底饰以精
美的吉祥图案。盏体外壁满布手
绘的菊花纹饰。翻转盏体，没能发
现传世茶盏上多见的窑口款印，仅
仅只有三处支烧留下的痕迹。

渊源：茶盏，传统饮茶用具，器
型多敞口、斜壁。据史载，茶盏始
于东晋，兴于唐宋，自明清沿袭至
民国。早期茶盏仅有一盏，唐代开
始出现茶托，明清时期又有了盏
盖。一盏、一托、一盖三合一的茶
盏，又被称作盖碗。

青瓷又称缥瓷、千峰翠色、艾
色、翠青、粉青等，是我国著名传统
瓷器的一种，因胎釉中含有一定量
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而
呈现出鲜艳的青蓝色调而得名。

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
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
斓著称于世。耀州窑青瓷久负盛
名，造型风格粗放健美，生动自然，
在北方青瓷窑厂中堪称翘楚，其风
姿神韵在这只茶盏上也可见一斑。

菊花性凉，清热去火，深受古
今雅士欢迎。在古典文化里，菊花

“风劲斋逾远，霜寒色更鲜”，被誉
为君子和花之隐逸者。在传统瓷
器上，菊花又被赋予了富贵和长寿
的寓意，万寿菊和富贵菊都是常见
的吉祥纹饰。

点评：应为陕西铜川耀州窑出
品，工艺上具有较明显的仿宋代青
瓷风格，造型上借鉴了仿生瓷的工
艺特色，龟颈盏柄，龟壳茶盏，惟妙
惟肖，几可乱真。

线条简洁流畅，纹饰清新淡
雅，釉面光洁匀静，釉彩色泽青幽，
呈半透明状，格外传神。

收藏：私人收藏。

轻旋薄冰盛绿云

□张树天

藏品：陈大鹏“鹧鸪斑建盏”。
年代：当代。
规格：口径4.5厘米，高9厘米。
特点：撇口喇叭形斗笠建盏，通

体内外皆为褐黄色釉鹧鸪斑，铁胎
釉厚，外釉底边厚垂，未见泪滴，盏
底有手工刻款“陈大鹏”。

作者：陈大鹏，1945年生于厦
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获终身成就
奖。

陈大鹏自1979年受命恢复建
窑失传工艺始，潜心40年研究兔毫
天目、鹧鸪斑天目、乌金天目瓷，使
失传近千年的古瓷工艺重放异彩，
在当代建盏工艺中独树一帜，其鹧
鸪斑尤为难得，作品屡获国家大奖，
多次被作为国礼赠给世界多个国
家。多件作品被罗马尼亚、日本、中
国文化部等永久收藏。

渊源：建盏多是口大底小，有的
形如漏斗；且多为圈足且圈足较浅，
足根往往有修刀（俗称倒角）），足底
面稍外斜。

建盏分为敞口、撇口、敛口和束
口四大类，每类分大、中、小型。敞
口碗因口沿外撇，尖圆唇，腹壁斜直
或微弧，腹较浅，腹下内收。浅圈
足。形如漏斗状，俗称斗笠碗。

建盏的釉是一种析晶釉，属于
含铁量较高的石灰釉，其黏性强，在
高温中容易流动，所以，建盏外壁底
部往往有挂釉现象，而器物口沿釉
层较薄，呈褐红色，有的近似芒口。

建盏胎体含铁量较高，胎骨厚
实坚硬，手感厚重，叩之有金属声，
俗称铁胎。因其胎体厚重，胎内蕴
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的保温，故而
适合斗茶的需求，成为斗茶利器。

现状：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
济的复苏，建盏工艺也得以全面恢
复，款式、釉色品种也渐趋多样，其
中兔毫、油滴、鹧鸪斑等釉类最常
见。

建盏艺术也造就了陈大鹏（终
身成就奖）、孙建兴（非遗传承人）、
李达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几位
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2016年12月，原国家质检总局
批准对建盏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点评：造型古朴浑厚，手感较
沉。

收藏：呼和浩特市善一居。

鹧鸪声里汲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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