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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艳红，女，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北农业大学茶文化研究所所长，国家茶艺师考评员，地方文化产
业名人，茶文化传播中心顾问。
长期从事茶文化专业教学及科研工作，承担并完成多项茶科学及茶文化科学研究课题。
多次赴云南、福建、湖南、浙江、江苏等主要产茶区考察，并与地方茶产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过广泛
交流合作，还先后到韩国、越南考察交流。
在茶具设计及使用方面与国家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开展交流合作，对宜兴紫砂各类瓷器茶具等有深人研
究。
对不同材质、不同器形茶具在茶的沏泡实践中产生的各种效果进行过深入系统研究。
长期致力于茶文化宣传与推广工作，多次承办国内企事业单位、商业集团及来自美国、日本、法国、
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友人的茶文化活动及培训。
主编《茶文化概论与茶艺实训》（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并发表多篇茶
文化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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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高档次商品。
工技精致，形式完整，批量复制面向市场的高档次商品。
 （3）普通产品。
按地方风俗生活习惯，规格大小不一，形式多样，制技一般，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日用品。
 顾景舟先生在《简谈紫砂陶艺鉴赏》一文中论述：“抽象地说，紫砂陶艺审美可总结为‘形、神、气
、态’4个要素。
形，即形式之美，是作品的外轮廓，也就是具象的面相；神，即神韵，一种能令人意会体验出精神美
的韵味；气，即气质，壶艺所内含的本质的美；态，即形态，作品的高、低、肥、瘦、刚、柔、方、
圆的各种姿态。
从这几个方面贯通一气才是一件真正完美的好作品。
” 对于茶具的鉴赏和选择，包括种类、质地、产地、年代、大小、轻重、厚薄、形式、花色、颜色、
光泽、声音、书法、图画等方面，是一种综合性的高深学问。
 3.3茶具选配 明代许次纾的《茶疏》有言：“茶滋于水，水籍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负，缺一则废
。
”强调了茶、水、器、火四者的密切关系。
古往今来，大凡讲究品茗情趣的人，都注重品茶韵味，崇尚意境高雅，强调“壶添品茗情趣，茶增壶
艺价值”。
认为好茶好壶，犹似红花绿叶，相映生辉。
对一个爱茶人来说，不仅要会选择好茶，还要会选配好茶具。
 1.因茶选具 茶具的选配首先应是“因茶选具”。
 唐代，人们喝的是饼茶，茶须烤炙研碎后，再经煎煮而成，这种茶的茶汤呈淡红色。
一旦茶汤倾人瓷茶具后，汤色就会因瓷色的不同而起变化。
陆羽从茶叶欣赏的角度，提出了“青则益茶”，认为以青色越瓷茶具为上品。
越瓷为青色，倾人淡红色的茶汤，呈绿色。
 宋代，饮茶习惯逐渐由煎煮改为“点注”，团茶研碎经“点注”后，茶汤色泽已近“白色”。
宋代蔡襄在《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
建安（今福建建卅）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熠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
”蔡氏特别推崇“绀黑”的建安兔毫盏。
 明代，人们已由宋代的团茶改饮散茶。
明代初期，饮用的芽茶，茶汤已由宋代的“白色”变为“黄白色”，这样对茶盏的要求当然不再是黑
色了，而是时尚的“白色”。
明代张源的《茶录》中也写道：“茶瓯以白瓷为上，蓝者次之。
”明代中期以后，瓷器茶壶和紫砂茶具兴起，茶汤与茶具色泽不再有直接的对比与衬托关系。
人们饮茶的注意力转移到茶汤的韵味上，主要侧重在“香”和“味”，追求壶的“雅趣”。
强调茶具选配得体，才能尝到真正的茶香味。
 清代以后，茶具品种增多，形状多变，色彩多样，再配以诗、书、画、雕等艺术，从而把茶具制作推
向新的高度。
一般来说，重香气的茶叶要选择硬度较大的壶，如瓷壶、玻璃壶。
绿茶类、轻发酵的包种茶类比较重香气。
品饮碧螺春、君山银针、黄山毛峰、龙井等细嫩名茶，则用玻璃杯直接冲泡最为理想。
重滋味的茶要选择硬度较低的壶，如陶壶、紫砂壶。
乌龙茶类是比较重滋味的茶叶，如铁观音、岩茶、单枞等。
 俗话说“老茶壶泡，嫩茶杯冲”。
这是因为较粗老的老叶，用壶冲泡，一则可保持热量，有利于茶叶中的水浸出物溶解于茶汤，提高茶
汤中的可利用部分；二则较粗老茶叶缺乏观赏价值，用来敬客，不大雅观，这样还可避免失礼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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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细嫩的茶叶，用杯冲泡，一目了然，同时可收到物质享受和精神欣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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