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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宜兴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和沪宁杭三大城市的几何中心，是中国著名
的陶都、江苏省三级I类新兴中心城市、江苏省重要的工业旅游城市和苏浙皖三省接壤地区的商贸服务
中心，素以“陶的古都、竹的海洋、茶的绿洲、洞的世界”享誉海内外。
全市总面积2038平方公里，人口106万，下辖14个镇、4个街道、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2个省级
经济开发区。
近年来先后被授予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
，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和基本竞争力排名分别列第20位和第9位。
宜兴历史悠久，自秦代建县以来已有2200多年，古又称荆溪、阳羡等，是一个具有丰厚底蕴的历史文
化名城。
从古至今人才荟萃，英才辈出，古代出过4个状元、10个宰相、385个进士，现代有22位两院院士
、8000余名教授，涌现出徐悲鸿、蒋南翔、周培源、潘汉年、吴冠中、沙祖康等一批各行各业的领军
型人物，成为全国著名的“教授之乡”、“书画之乡”。
作为享誉世界的中国“陶都”，宜兴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已有7000多年的制陶史，境内自汉朝至民
国各时代的古窑址数不胜数。
陶瓷文化中宜兴紫砂工艺更是独树一帜。
紫砂陶工艺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朝，传承于当代，迄今已有700年以上的历史，期间历经一代又一代
紫砂艺人薪火相传，工艺技术日臻完美，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瑰宝，成为代
表宜兴形象的一张文化品牌。
目前，紫砂工艺的传承人被多次邀请出国作手工工艺表演或作品展览。
许多作品在国际国内民间工艺赛事中先后获得数十项高级别奖项，有的作品被作为我国“国礼”赠送
给外国政要，为中国传统工艺赢得了国际声誉。
2006年，国际陶艺学会和美国中华陶艺学会分别授予我市“中国宜兴——世界制壶中心”、“中国宜
兴——茶壶之都”两项殊荣，充分肯定了宜兴紫砂陶工艺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价值。
宜兴紫砂工艺是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工艺流程、器物造型、装饰技巧及审美理
念无不饱含深厚的中国民族文化精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较广
泛的实用价值。
可以说，宜兴紫砂是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重视与保护。
近年来，宜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紫砂保护工作，从2003年开始，将加强紫砂保护和发展列入人大
议案，由政府具体组织实施紫砂矿山资源的开采保护、紫砂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紫砂艺人职称评定、
紫砂文化发掘与继承、规范整顿紫砂生产经营秩序等有关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宜兴紫砂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
2005年开始研究制订《无锡市宜兴紫砂保护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加大了对紫砂事业的保护力度。
2006年该条例经无锡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江苏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批准，并于2007年4月1日正式实施，宜兴紫砂也成为继“苏州昆曲”后全国第二个获立法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市文化部门积极联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组织开展紫砂工艺申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2006年宜兴手工紫砂陶艺列入了江苏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首批试点项目，同年6月，国务院公布第
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位居传统手工技艺首位。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三家单位的有关同志编辑出版《紫砂大师访谈录》，这是宜兴紫砂
工艺遗产保护与传承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进一步提升宜兴紫砂的知名度、推动紫砂技艺的传承和
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十分关注宜兴紫砂工艺的传承和保护工作
，从2003年开始，每年暑假他都冒着酷暑，亲自率领师生到宜兴对紫砂陶工艺进行调研，足迹踏遍宜
兴的山山水水，白天考察访问，晚上研究整理，几年如一日，形成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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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紫砂陶艺的“申请”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本《紫砂大师访谈录》，就是他们在宜兴调查研究期间，与紫砂艺人特别是紫砂工艺大师访谈的忠
实记录，这些访谈资料清晰地反映了紫砂工艺这一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体验、传承和新历程，既是紫
砂工艺大师和艺人的心得、经验和心声，也是富有价值的口述历史与遗产现状实录，对国内外民众了
解宜兴紫砂陶工艺的丰富内涵和现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宜兴紫砂属于宜兴，更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我真诚希望宜兴的广大紫砂艺人能潜心钻研紫砂艺术，
精益求精，开拓创新，不断把紫砂传统工艺发扬光大。
同时也热切期待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士踊跃参与到紫砂工艺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中来，为推进宜兴紫砂的
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相信，有全体紫砂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有广大有识之士对紫砂工艺一如既往的关心、爱护和支持，
宜兴紫砂这颗民间传统工艺的明珠，一定会散发出越来越光彩夺目的艺术魅力，宜兴紫砂事业的发展
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蒙编者所托，特写此序，借此机会，对贺云翱教授以及所有关心宣兴紫砂事业发展的单位和同志致以
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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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紫砂大师访谈录》是关于收录“紫砂大师访谈录”的作品集，内中具体收录了：《以紫砂花器
工艺为终身追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蓉先生访谈录》、《传承与创新并举是紫砂陶艺能长久生存
的奥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先生访谈录》、《我的紫砂之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桂珍先
生访谈录》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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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紫砂花器工艺为终身追求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蓉先生访谈录
传承与创新并举是紫砂陶艺能长久生存的奥秘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先生访谈录
兴寄泥丸孜孜以求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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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贵在创新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吕尧臣先生访谈录
成功来自艰辛的劳动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汪寅仙先生访谈录
做传统技艺的弘扬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先生访谈录
我的紫砂之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桂珍先生访谈录
走陶刻与壶艺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先生访谈录
走教学相长与传承创新之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绍培先生访谈录
跋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宜兴紫砂陶工艺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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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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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03年秋天起，在江苏省文化厅和宜兴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与宜兴市文化局、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合作开展了宜兴紫砂陶工艺的调查和研究，2004年宜兴紫砂陶
工艺被列入江苏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该项目又开始进入江苏省申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行列并最终顺利入选；2007年该项目又被江苏省文化厅确定为江苏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推荐项目。
在前后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反复考察了宜兴现存的与紫砂陶工艺相关的几乎所有的文化遗产资源，包
括活态的工艺遗产、紫砂泥料采掘场遗址，汉、六朝、唐、宋、元、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窑址
，紫砂陶工艺生存的历史街区和整个文化生态区以及历代紫砂陶工艺家留下的各式造型的优秀作品，
特别是面对紫砂工艺大师们操作传统技艺时，我们才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紫砂工艺的神奇魅力和蕴含
的艺人独特的智慧，感受到隐藏在作品背后那顽强的生命力和自古以来一代又一代艺人孜孜不倦而艰
辛的工艺追求，感受到它为什么会养育成为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瑰宝的深层原因。
宜兴紫砂陶工艺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我们着重在对现存技艺遗产的调查和把握，其中对传承技艺的
紫砂工艺大师及其他艺人的访谈是我们尤为重视的事项。
从2004年到2006年，我们每年都要在宜兴走访一位又一位紫砂艺人，从他们的言谈中，了解技艺的增
长奥秘、传承和创新的若干细节以及它的实际功用和文化精神，也领略到紫砂艺人执著的工艺追求和
投入到技艺劳动中时的迷人风采。
在此感谢各位紫砂工艺大师以及其他紫砂艺人的慷慨帮助！
我们的工作宗旨是为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遗产而作出努力，当然，也希望能推动这一在中国乃至世界
的陶瓷工艺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并对中国茶文化有过重要作用甚至对世界制陶技艺也发生过一定影
响的传统技艺向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不断迈进。
我们特别要感谢各位接受采访的紫砂工艺美术大师和十多位紫砂界的高级工艺师，他们是紫砂遗产的
传承人和守护者，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与依托，我们首先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这本《紫砂大师访谈录》只是我们工作成果的一部分，今后我们还会陆续推出相关的访谈录，以期为
保护、传播、弘扬宜兴紫砂陶技艺遗产尽绵薄之力。
本书是一项集体性的劳动成果，除了各位大师之外，所有参加采访的同志和整理执笔者都付出了辛勤
劳动。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对各访谈录作了反复阅读和文字及图片上的补充校订
，宜兴市文化局局长宗培君、宜兴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先生也参加了全书的审阅和对访谈工作的
周到安排。
宜兴市副市长洪雅同志十分支持宜兴紫砂陶传统工艺的保护工作，她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这些
都是要在此予以专门说明的。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我们还要对给予这一工作以大力支持的诸多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们是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惠芬，原宜兴市市长吴峰枫，现宜兴市市委书记蒋洪亮
、市长王中苏、副市长洪雅，宜兴市文化局原局长周良君、现局长宗培君、副局长陈奕，宜兴市陶瓷
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谭国华、副主任黄兴南以及该会考古学者潘
纪纲，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的万联佳、路侃、周桂龙、夏增威、杨宁波、万圆圆、聂琼姿
等。
南京大学等高校中多位研究生和本科生也先后参加过调查和访谈工作，他们是冯慧(现南京大学博士研
究生)、廖望春(现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洁(现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吴婷(原南京大学本科学生、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现故宫博物院科研人员)、万娇(原南京大学本科学生、现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沈如春(原南京大学本科学生、现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任姬(现南京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黄姝(
现南京大学在读本科生)、陆长玮(原南京大学本科学生、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复旦大学科研人员)
、郭怡(原南京大学本科学生、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梁旭(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胡
传耸(原南京大学本科学生、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人员)等。
宜兴市民间文化爱好者杨海波先生也一直参与了调查和访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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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对他们为宜兴紫砂陶传统工艺遗产保护所作出的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文物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办支持和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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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紫砂大师访谈录》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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