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www.xinminweekly.com.cn

中国茶，最大“非遗”

佳，北陶则以稀世珍品见长，可见

这种流行趋势和明朝较为相似。

但另一方面，清代茶具也并非

没有创新。首先，是材质、品种的

拓展。盖碗、茶船、茶壶桶等特色

茶具纷纷诞生。特别是“三才杯”

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清朝乃至后人

的喝茶习惯和传统。

“三才杯”，也就是盖碗。发

祥于蜀地，人们赋予了它“天地人”

三者合一的自然哲理——盖为天、

托为地、碗为人的三位一体，给了

文人雅士足够的发挥空间。伴随着

康乾盛世的到来，盖碗成为风靡全

国的茶具。

同时，由于工艺水平的发展，

清人对茶具形制的追求也是精益求

精，茶具的轻重、薄厚、大小都是

清朝茶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专为

茶叶而生的紫砂壶，在明代取得技

艺突破之后，在清代更是一跃成为

王公贵族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据故宫博物院公布，宜兴紫砂

壶在康、雍、乾三代均享有与御用

官窑同等的地位。喜欢艺术的乾隆

皇帝，更是品评把玩紫砂壶的皇室

高手。而在民间，清朝的许多文人

对茶文化的热爱也不再停留在品茶

阶段，而是和匠人一起参与到了茶

具的制作行列中。这样的现象，使

清朝茶具更加具有文人精神，可谓

是千姿百态、百花齐放。

茶具的工艺演变反映了古人对

高雅生活的探求。时至今日，仍有

许多人愿意手持传统茶具，在一方

斗室抚器品茗，这份难得的惬意与

悠然，无疑是传统茶具亘古不变的

魅力所带来的。（部分资料参考《每

一枚中国茶器，都带有历史的痕迹

与时间的温度》一文）

道的方法带回到日本，经过改造与

改良，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所以，

日本又称他们的抹茶道叫“天目茶

道”，饮茶之碗称为“天目茶碗”。

那些流失的技法、消逝的茶具随着

日本抹茶道再次回传到今日之中国，

让我们得以一窥唐宋饮茶之貌。

说回明朝的泡茶道。遵循宋朝

士大夫流传下来的“天人合一”品

茗思想，明朝士人也认为喝茶能令

自己的心境变得豁达，返璞归真。

但是他们更强调喝茶的环境之美，

也就是品茗人所处的环境要与品茗

人的心态相辅相成。正所谓“器随

人变”，品茗与环境相融合的思潮

之下，也对茶具的设计起到了影

响——明朝泡茶多了一道洗茶的工

序。

明朝的洗茶，和今日国人饮茶

的方式已经非常相似，就是用热水

把茶叶冲洗一遍之后再加以冲泡。

明代专门有洗茶的工具“茶洗”，

多以砂土烧制，分上下两层。上层

置密漏，下层为实心圆盆。

洗茶时，通过热水的涤荡，茶

叶的污垢会随水流经由上层的出水

孔流到下层，达到茶叶与污垢分离

的目的。同时，茶叶经过第一轮热

水的冲泡洗礼后，全身舒展开来，

更易于后续的冲泡入味。这样的饮

茶风尚也促使了新茶具的出现。明

朝茶具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小茶壶。

小茶壶十分适合散茶冲泡，迎合了

明朝泡茶道兴盛的发展趋势。

明代茶具虽然简便，但其对质

地、用法、形制等方面的讲究并不

逊色。明朝茶道以淡雅为上，青翠

为胜，涛以蓝白为佳，许多工匠都

会选择用白瓷来衬托青翠的茶叶，

以达到清新自然的视觉效果，正所

谓“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

茶色，次之”。因此，白瓷、青瓷、

青花瓷取代了黑釉，成了当时茶具

的主要材质，并诞生了壶、盏搭配

的茶具组合。这种组合甚至延续到

了现代。

此外，茶壶的使用弥补了盏茶

易凉、易落尘的不足，简化了饮茶

程序。一盏一托一盖的形式逐渐占

据主流。如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

和青花瓷茶具、江苏宜兴的紫砂茶

具，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样式。书

画家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的“壶

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

汤气”便表现了紫砂壶在明朝茶文

化中的重要性。无疑，紫砂茶具的

出现，是中国饮茶方式的革命性事

件。紫砂“茶具”一直到目前为止

还是我们最主要的“泡茶”工具。

到了清代，传统的六大茶体系

已全部形成。茶叶销量产生了新的

突破，各地茶馆林立，喝茶更加普遍，

这标志着茶文化已不再局限于文人

雅士的怡情之用，逐渐走向世俗化，

社会对茶具的需求也大大提高。清

代的饮茶方式基本沿袭明代，茶道

也是以返璞归真为主要基调。景德

镇的青白瓷制茶具和宜兴紫砂陶制

茶具在当时被称作“南瓷北陶”，

南瓷以绚丽的色彩和精致的镂雕为 下图：竹叶紫砂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