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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的作品深得“大汉文化”精髓，以厚
重见长，以古朴为先，以圆润出众，以霸气称
著。蒋彦本人也有一种参透世事的睿智，粗
颗粒、大轮廓、豪放不羁又坦诚率直。

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蒋彦与中国文化
的纯真年代对话。那个时候的中国，名字叫
做“汉”。

汉代可算是汉文化的孩童时代。鲁迅
先生对汉代之“豁达闳大之风”颇为嘉许，他
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
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代的这种率
真，倒真是可以用一个质朴孩童的举动来具
像。蒋彦和他的作品就很有“闳放豁达”的
风骨。在他的大汉工作室，“金沙宝鼎”、“陶
家佳人”、“古井风韵”、“楚汉
雄风”、“中华至尊”、“葵花宝
典”、“西施浣纱”等一件件作
品，仿佛隔着时空氤氲出不
绝如缕的恬淡与质朴。蒋彦
本人也丝毫不吝于用“豪放、
粗犷、圆润、霸气”等粗线条
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作品。
所谓作品如人，蒋彦本身就
有一种参透世事的睿智，粗
颗粒、大轮廓、豪放不羁又坦
诚率直。

16 岁那年，蒋彦初中毕
业进入了宜兴紫砂工艺厂，
拜著名艺人王寅春、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吕尧臣、江苏省
高 级 工 艺 美 术 师 李 碧 芳 为
师，学习传统造型艺术。同
时进厂的 100 个学徒里，别
人去烧窑、炼泥、做车工，他
被分配去做最苦最累的行当
制壶。如果站在今天回顾过
去，那么，当年这个看似不公的分配倒成就
了今天的蒋彦，也成就了今天的“大汉工作
室”，以及那一件件豪放粗犷的作品。当时
的蒋彦每天只顾埋头苦学，所幸的是他的师
傅王寅春、吕尧臣、李碧芳都毫无保留地将
自己的技艺传给他，这也使得蒋彦成了光素
器、花器、筋纹器、方器……样样精通的“全
活儿”手艺人。3 年后学徒毕业，成绩优异的
他“升职”做了师傅。到今天，蒋彦已是“桃
李满天下”。 谁也不会想到，现在风格鲜明
的蒋彦曾被自己的老师评价“没有思想”。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蒋彦作为厂里选
拔的人才，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老

师经常会要求学生交“作业”设计作品。蒋
彦交的“作业”总是按照老思路来，老师评价
他的设计“没有思想、太传统”。蒋彦决定设
计一件“不传统”的造型给老师看看。4 个月
后，这一批学员要毕业了，蒋彦交上了自己
的“毕业作品”。他到现在都记得老师当时
的表情,“他看了我 5 分钟，最后问我为什么
会有新的思路出来”。这一完全颠覆老师对
他评价的作品，名字叫“灵石”，灵感来自太
湖石丰富的线条，成为了蒋彦有生以来的第
一次创作尝试。

真正让蒋彦思考自己创作定位的，是一
个来自台湾的商人。他以 500 元一把的价
格从紫砂工艺厂购买的 20 把紫砂壶，以 200
多倍的价格在台湾被销售一空。这批壶的
器形是“倒把西施”，无一例外地用粗颗粒制

作，古风俨然。这给了蒋彦很大的启发。在
多年对陶文化的研究中，他渐渐揣摩出来，
陶是汉文化的代表，而粗颗粒的表现手法在
体现陶质朴特性的同时，也刚好与汉文化的
底蕴吻合。他开始尝试这种创作。在当时，
国内整个市场的紫砂都以细腻为主，粗颗粒
的壶很少有人认同。蒋彦没有放弃，他从事
紫砂制作，本来也与名利没有关系，只要做
得开心就好。他认定，自己的这种理念和心
态，要通过陶的质感来传递。

蒋彦的坚守是值得的。在他的“大汉工
作室”，来访者无不被他古朴霸气的作品震
撼。代表作“楚汉雄风”的制作完全可以看
做蒋是彦与作品的一次灵魂交流的过程。

众所周知，子冶石瓢是紫砂经典，完美的造
型难以逾越。蒋彦曾以追求极限的心态仿
造这把壶。仿造过程中，他一直在体会当年
作者的思维和意境，在连续打了 9 个样后，
他慢慢地体悟到了作品的灵魂和气韵，一种
金字塔的形体语言在壶中与中国陶文化水
乳交融。这一发现让蒋彦无比震撼，因为这
是中外设计理念隔着时空的对话。震撼之
余，蒋彦把自己对汉文化的体会与之结合，
造就了雄浑霸气的“楚汉雄风”。像这样的
对话在每件壶中都可以体味得到。蒋彦的
另一代表作“陶家佳人”完成于 2009 年，取
形于憨态喜人的葫芦。这把壶线条流畅自
然，光洁的壶身没有任何装饰，圆润的提梁
如彩练当空。一切都那么简洁、质朴，就像
一位汉代田间的女子手挽陶罐款款而来。

“金沙宝鼎”是蒋彦的得
意之作，取名宝鼎之源，
以商周最尊贵的方鼎作
为主体，直玄纹和回旋纹
两线条组合的壶身，前有
方仪壶嘴领仗，后有无尽
龙凤把对，顶有华盖富佑
四方，一派歌舞升平群仙
朝和的盛世美景。这种
对富贵平安毫不掩饰的
追 求 和 向 往 ，是 那 么 坦
白、直接，正是汉代文化
的可爱之处。

“ 留白”在他看来是
最高的艺术境界。蒋彦
常说“密不透风，空能跑
马”。他的作品很少有书
画纹饰。即使有，也是在
把、嘴等地方“点到为止”
地刻些字、词。他要让人
一眼先看到器皿，与器皿

有共鸣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他的创作灵魂的
人。其实，敢于“留白”又何尝不是对自己作
品的一种自信？蒋彦坦白地说：“一把壶的
文化内涵应该由作品来体现，而不是由字画
提升价值。”

“古井风韵”被中南海紫光阁收藏；“知
足常乐”被南京博物馆收藏，并获 2004 海峡
两岸中国（福建）茶叶博览会特等奖；“楚汉
雄风”于 1992 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无锡市
博物馆永久收藏；“中华至尊”荣获“2000 江
苏陶艺评比”金奖……面对收获，蒋彦只想
说：“耐得住寂寞，就总有一天会见阳光。”

现在的蒋彦还是开开心心做事，实实在
在做人，像陶一般朴素、率真。

2010 年 11 月 7 日 ，英 国 前 首 相 布
莱 尔 到 北 大 访 问 ，北 大 以 紫 砂 壶 相
赠。北大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赵
为 民 教 授 在 写 给 布 莱 尔 的 信 中，不 仅
传 达 了 中 国 的 紫 砂 文 化 和 茶 文 化“ 精
行 俭 德 ”的 精 髓 ，更 传 递 了 中 国 文 化

“和”的精神。而早在 4 年前的 5 月，北
京大学就曾将一把紫砂壶赠送给时任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的 安 南，在 将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传 递 给 世 界 的 同 时，也 赠 与 世 界

“ 心 平 气 和”。 赵 为 民 相 信，在 大 家 不
懈 的 努 力 下，万 里 世 界 一 定 能 够 进 入

“月白风清”的境界。
4 年前赠安南“心平气和”，4 年后赠

布莱尔“月白风清”。两次“相赠”使紫
砂参与到了世界性的文化事件当中，从
而备受关注。作为一名文化传播使者，
赵为民为什么会认为紫砂能够代表中
国传统文化，成为文化传播的介质？他
与紫砂又有怎样的因缘？在紫砂创新
发展的过程中，他又有怎样的参与，扮
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为什么赵为民会选择紫砂壶作为
礼物？他是希望借此传播一种怎样的
文化呢？赵为民坦言：紫砂作为一种泡
茶 的 器 皿，与 茶 文 化 息 息 相 关 。 一 方
面，紫砂的审美情趣在泡养中产生；另
一方面，茶文化也因为紫砂壶的特性得
以发扬光大。此次赠与布莱尔的这把
紫砂壶名为“清风”，简单质朴，不求奢
华喧闹，体现了中国茶文化“精行俭德”
的精神，也体现了布莱尔倡导的当今世
界低碳生活的理念。赠送紫砂壶实际
上 赠 送 的 是 中 国 茶 文 化、紫 砂 文 化 中

“精行俭德”的精神，也是希望世界人民
都能够静下心来品茶，少一些浮躁，多
一些愉悦，在心平气和中思考问题，反
省自己，尊重别人。在这把壶上刻有一
首他自己的诗：“不苟俗尘素业隆，欢欣
寂寞苦茶中。红炉点雪难留迹，娇女吹
嘘肯用功。身有所依皆挂碍，心无臆想
自神通。一壶了却千般累，月白风清万
里同”。他相信，只要大家不懈努力，万
里世界一定会进入“月白风清”的境界。

在 赵 为 民 心 里 ，他 理 解 的 紫 砂 作
为 一 种 艺 术 品 所 体 现 的 价 值 是 这 样
的：首先，“美”应该是一件艺术品最直
观的价值体现。紫砂的美是在泡养当
中产生的。开水的注入会使紫砂产生
变 化，那 种 玉 润 的 神 态 会 让 人 感 到 十
分 美 丽 。 而 且 在 使 用 的 过 程 当 中，紫
砂 也 会 不 断 变 化，这 正 是 紫 砂 独 有 的
魅力。如果一把壶不能泡茶，只能做陈
列品的话，价值会失去很多，它本身的
优势也无法体现。

其次，紫砂能够成为具有艺术韵味
的收藏品与文化是分不开的，也与文人
的介入是分不开的。陈曼生对于紫砂
的发展贡献很大，中国的紫砂文化也是
到 曼 生 壶 时 期 达 到 了 一 个 发 展 的 高
峰。当时的紫砂因为有了文人的介入，
体现出了十足的文人气息，品位、神韵
等都有了不一样的精神寄托。但是，并
不是一把壶上刻有诗句就可以叫做“文
化”，什么样的造型适合什么样的泥料，
应该刻什么样的诗句，能够体现什么样
的情感，都很有讲究。归根到底，还是
需要有较深的文化底蕴。

创 作 一 把 好 的 紫 砂 壶 很 不 容 易 。
如果把紫砂作为一件陈列品的话，紫砂

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从美感上来
讲，紫砂较美玉略逊一筹，也不似玻璃
晶莹剔透，不似瓷器造型丰富，也不似
木头那样有韧性和表现力。但是泡茶
却是其他器皿无法替代的。因此，紫砂
和茶的融和很重要。同意这个理念的
话，在设计紫砂上就会有这样一个原则
必须对茶和茶性有所了解。研究什么
样的茶用什么样的壶来泡，味道才能更
好地体现出来。肚子大一点、小一点，
口盖大一点、小一点……都有讲究。一
定要充分体味喝茶人的心情，从使用性
上去考虑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第二步
就是怎么设计紫砂造型。色彩、造型、
泥料……都是从美学角度来讲必须要
讲究的。粗犷的造型用粗砂，能够体现
颗粒感；纤细的造型用细腻的砂料，可
以感受线条的流畅。而且，同一个造型
用不同的泥料都很有讲究，做出来的作
品感觉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创作一
把好壶是不容易的。它体现的是设计
者对紫砂文化的理解和美学的理解。

现在市场上有这样一种趋向，就是
大家都过分地追求作品的精细程度，比
如壶盖是不是严丝合逢等，过多地对工
艺苛求，而忽略了对神韵的把握。为什
么前人的作品很经典、很震撼？因为一
把壶耐看是很重要的条件。无论是光
器、花器还是筋囊器，设计得很合理就
好，不需要画蛇添足地过多装饰。因为
从便于泡茶的角度来讲，过分繁缛并不
一定就是好事。

对于紫砂的创新，赵为民感慨道，
现在有好多工艺美术大师们都在致力
于 创 新 ，而 且 都 取 得 了 很 好 的 成 就 。
比如“曲壶”就是一把中西文化交融的
经 典 作 品，创 新 得 非 常 成 功 。 在 紫 砂
的 创 新 中，一 定 要 尊 重 紫 砂 的 本 色 之
美，从前人到现代，经历史沉淀下来的
经典的东西就是体现紫砂本色之美的
作品。因此，在紫砂壶创作中，必须正
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
系，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才是创
新正道。

赵为民一直致力于紫砂文化的传
播及推广工作。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桥
梁”，努力把中国现代很多文人与紫砂
拉得更近，让更多文人了解紫砂，参与
创作，形成当代文人壶这样一个流派。
他本人也经常参与紫砂的设计与创作，
截至目前，已经设计了近 60 把壶，每把
都能讲述一个故事，都有一段因缘。他
在与紫砂的交流中，作过一首小诗《题
曼生壶》：“点土成金好梦长，黄龙深处
有芳香，古来紫玉为尤物，最是曼生肯
断肠。”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真实
写照。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紫砂的事
业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应该成为一个社
会性的事业。他自己也说：一个文化如
果太自我就会没有生命力，也经不起历
史的考验，难以成为真正的文化。因为
工作原因，他与许多大师是好朋友，他
们的很多想法与他是相通的就是希望
把紫砂文化进行很好地推广，从而有一
个好的传承。而作为一名文化使者，也
有义务与紫砂从业者共同努力，找到一
条提升中国紫砂文化的道路。什么时
候紫砂艺人的文化修养达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紫砂的春天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就会来到了。

从另一方面来讲，现在社会物质化
的倾向很严重，很多人没有时间，也不
愿意与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喝茶就
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更多人可以增进
交流，而这种交流可以让人们少一份浮
躁，多 一 份 真 情，是 多 么 可 贵 和 重 要。
这也是他传播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把个人的
行为变成公众的行为，使它富有传播的
价值，变成一种文化事件，从而意义更
大。总的来说，弘扬人文精神，是我的
使命之一，我做这些事情，是一份尝试，
更是一份责任。”

被誉为“国粹”的紫砂壶，自古以来与奇
石、兰花一起并称为“文人三雅”。作为收藏
品，也是历史悠久。在当代，紫砂壶不仅是
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载体和传播者，也是极
具观赏和收藏价值的工艺品。随着原材料
的减少，正宗宜兴紫砂壶保值增值的性能也
被看好。

“收藏紫砂壶，还得学会养壶，养壶的过
程，也是人修养身心的惬意时刻。”有着 20
余年藏玩、制作紫砂壶经验的高级工艺师问
清说。在紫砂人的眼里，紫砂壶是有生命
的，需要人的呵护。在呵护壶的过程中，人
与壶达到了交流和沟通。一把好壶经过护
养之后，会呈现古雅圆润、柔和细腻的色泽，
摸上去也有润滑的质感，而且内敛的气韵，
犹如一位含蓄古雅的高士。没有养护过的
壶，带着很大的“火气”和“土气”，显得质地
疏松，颜色偏黄，少有光亮。

“ 不 管 多 么 贵 重 的 壶 ，都 需 要 精 心 养
护，只 有 养 过 了，才 算 是 真 正 的 好 壶。”问
清 认 为 ，养 壶 的 过 程 ，就 是 藏 壶 的 过 程 。
养壶忌讳一壶多茶。问清还强调，不管多
好 的 紫 砂 壶，首 先 是 其 实 用 功 能，其 次 才
是观赏价值。如果不能用，多好的壶只是
个 摆 设，就 会 使 紫 砂 壶 失 去 真 正 的 意 义。
只 要 是 正 宗 紫 砂 壶，养 护 方 法 正 确，就 会
有收藏价值。

用“人气”去掉“火气”

新的紫砂壶如果没有用过，会有很大的
“火气”和“土气”，就需要“开壶”，去掉这些
“味道”。“开壶”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壶在沸水
里煮。先把壶和盖儿分别放在冷水里，再搁
一把茶叶，用文火煮沸。煮上几十分钟，关火
后等待自然冷却，再捞出来用柔和的棉布擦
拭壶身至干净，晾干后就可以使用了。 煮壶
切忌乱投茶，因为一把壶最好只泡一种茶，所
以“开壶”的时候，要选择适合的茶叶。

“养壶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时
间”，精品紫砂壶需要上等的茶叶来养，如台
湾高山冻顶的乌龙茶、福建安溪乌龙茶以及
铁观音，还有红茶。最好不要用花茶，因为
花茶太香浓，而且最好用山泉水或者矿泉水
冲泡。

泡茶的时候，先用热水冲一下壶身，再
往壶里注水。然后要用棉布把壶身上的水
渍擦拭干净，以免日久影响了壶的“品相”。
要始终保持壶的清洁，尤其不能让紫砂壶接
触油污，保证壶的结构通透。等不用的时
候，要用清水把壶冲洗干净，晾干搁置起来，
等于给壶“放个假”，休息一下。

“经过泡养的壶，有人气在里面，就会显
得柔和细腻”，泡养后的紫砂壶，包含了五行
的“金木水火土”，会显得珠圆玉润，发出内
敛的油亮光泽，而且长久的摩挲，会有婴儿
肌肤般柔润光滑的质感。

不能抹煞其实用价值

“我觉得，紫砂壶首先的功能是实用，无
论多么值钱的紫砂壶，如果不能用，那也是不
完美的。”问清认为，无论有多大的艺术价值
和收藏价值，紫砂壶的实用功能不能被抹
煞。问清是土生土长的宜兴人，从小在紫砂
文化的滋养中长大，祖辈上都在制作紫砂
壶。她长大后继承了这一技艺，以制作传统
的手工紫砂壶而见长，并在传统中不断摸索
适合现代人收藏和使用的造型。她自身很强
调壶的实用性。在她看来，紫砂壶是最贴近
百姓的传统工艺品，把中国的茶文化和紫砂
文化完美结合在一起。如果实用功能被弱
化，那么紫砂壶工艺的传承就会遇到困难。

“养壶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急不得，也虚
不得”，首先得有耐心。日月的积累，会在壶
身上有体现，壶“吃了”多少茶和水，就会有
多大的价值，而这个价值非一朝一夕能为。
其次要淡泊。藏壶之人如果老想着用壶能
获取多大的利润，那也养不好。“价值是在不
经意间获取的。”问清强调，即使再贵重的
壶，也需要养护，束之高阁，反而会影响壶的
质量。就如老藏家，不会冷落了架上的每一
把壶，也不会“累垮”了桌上的每一把壶。

紫砂壶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不衰，如今
又创新性地传承，是因为紫砂壶包容了中国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
体验的是一种胸怀和境界。

蒋蒋彦作品——古朴的大汉陶艺

紫砂壶初藏者要注意哪些事项紫砂壶初藏者要注意哪些事项

让紫砂成为让紫砂成为
文化传文化传播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