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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茶、紫砂陶，宇治茶、朝日烧。

说起抹茶与中国茶的历史与关系，可谓源

远流长。早在公元前，就已有中国喝茶的记录。

在奈良时代，饮茶习俗和茶文化从中国传到日

本。在 1191 年，在中国留学的修行僧将喝抹茶

的方法带回日本。在此后，抹茶的喝法在中国

渐渐消失，却在日本有了传承与发展。

公元 15 世纪，日本吃茶风气盛行，茶道发

展，奈良、京都、大阪（堺市）三大城市成为

茶匠的故乡。茶匠千利休更是将日本茶道推向

了极致，也发扬了宇治的抹茶。事实上，真正

的抹茶并不是简单的将绿茶叶用机器磨制成粉，

而是通过石磨一点点碾压出来。因为只有通过

天然石磨的细细研磨，才能将碾茶中的叶绿素

与茶香充分暴露。

在“世界文化遗产”宇治平等院表参道

的众多抹茶店中，有一家日本天正年间创业的

五百年老店——三星园 上林三入本店。初代是

将军家的御茶师上林三入，而现在已经传承至

第十七代，年轻的主人更曾游学中国。这家历

史悠久的老店一直忠实于展现高级宇治茶的独

特魅力，不仅仅是贩茶，也立志于宣传宇治茶

的历史——他们保存与展示了不少关于宇治茶

的历史资料，从当年将军订茶的书信，到获得

1876 年美国费城世博会表彰的证书，从古代用

于保存茶叶的瓦罐到茶商的各种用具，宇治茶

的发展之路在此清晰可见。

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旅游日益增多，宇

治抹茶越来越为中国茶道爱好者所喜爱。然而，

宇治抹茶与中国茶的关系，中日两国在茶文化历

史与发展中的融合与交流，却并未得到更广泛的

推广与研究。继去年在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和中

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举办了二场“宇治茶的前世

今生”的茶会后，今年 12 月，经过多方筹措，

一次全新的宇治抹茶中国文化之旅即将开启。

此次茶会将在中国的陶都——江苏省宜兴

市举办，突出“阳羡茶、紫砂陶，宇治茶、朝日烧”

的主题，作为去年活动的延续和拓展。

宜兴作为中国久负盛名的陶都，有着几千

年的制陶历史。宜兴紫砂更是闻名于世界，自

古就有着“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

丸土”和“世间茶具称为首”的美誉。作为这

次主办方的长乐陶庄，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宜兴紫砂”代表性传

承人徐秀棠老师于 1996 年创立，以弘扬紫砂文

化和茶文化为宗旨，致力于宜兴传统陶艺的传

承和发展，拥有一批有实力、有创新的设计人

才和传统工艺制作人员，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

知名度，“长乐弘紫砂”是公认的紫砂名牌。

同样宜兴也有着上千年的制茶历史，唐代著

名诗人卢仝（玉川子）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七碗茶歌）中，写下了“天子须尝阳羡茶，百

草不敢先开花”的千古绝句，足以显示出阳羡茶

在唐代就被作为贡茶的历史地位，如今阳羡茶更

是以崭新的面貌，稳健发展，享誉中外。

无独有偶，在日本具有 800 年制茶历史、

并且是由荣西禅师自中国引入茶种经明惠上人

在京都高山寺种植成功并分植于京都府的宇治

市，也有着一家具有 420 年制陶历史的古窑陶

坊——朝日烧，至今已传 16 代，代代相传地制

作以茶道和煎茶道为主的器皿，是名副其实的

“茶陶”。

从代代相传的制茶世家，到匠心独具的“茶

陶”，从闻名遐迩的阳羡茶，到国宝级大师的

紫砂精品……宇治抹茶的中华文化之旅，正是

一条中日两国之间世代相传、守正创新的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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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个全面、立体地还原了

陆俨少艺术的一生的大展——“穆

如·晚晴——纪念陆俨少诞辰 110周

年专题展”在上海陆俨少艺术院、龙

美术馆（西岸馆）、上海中国画院美

术馆三大展馆同时拉开帷幕，这也是

目前规模最大的陆俨少艺术大展。此

次展览共展出陆俨少作品 300 余件

（套），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书法、

篆刻等题材，以及与师友之间的诗画

往来，题材丰富，艺术精湛，蔚为大观。

完整再现“画人陆俨少”

撰稿｜王悦阳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徐秀棠大师题字。

宇治抹茶的中华文化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