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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紫砂之魂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这是清代诗人、画家汪文柏《陶器行赠陈鸣
远》诗中的一句。
“阳羡”是江苏宜兴的古名，“一丸土”是名扬天下的紫砂壶的唯一原料——紫砂泥，它是宜兴特有
的一种陶土，有“泥中泥”之美誉。
由这种泥加工而成的紫砂壶，因其具有优良的宜茶功能而广受赞誉，是深受人们钟爱的茶具。
    宜兴地区用紫砂泥来制作紫砂器的历史非常久远。
根据当地陶工世代相传的一种说法，他们的祖师爷是“陶朱公”，即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
传说范蠡携西施隐退，来到今天的宜兴地区隐居，教人挖土制烧窑坯，开创了宜兴的制陶业。
据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宜兴紫砂壶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北宋时期。
宜兴紫砂壶在文人雅士及造壶大师的共同推动之下，逐渐集壶艺、诗词、书法、篆刻于一体，成为中
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一种艺术品，被人们收藏赏玩。
正因为紫砂壶，宜兴这座普通的江南小城，在中国文化史和茶文化史中，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地位和意
味的城市。
    今天的宜兴，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渐渐褪去了传承千年的古色古香；那种隐逸山林、听竹松、品山
泉的闲情逸致，今人也很少有人能体验到了。
但一脉相承的紫砂技艺和文化血脉，并没有断流。
作为公认的“陶都”，宜兴和它的象征之一——紫砂壶，依然是我们寻访陶文化之根，品味茶文化之
源。
    这本《宜兴问壶》，是笔者对紫砂壶进行潜心研究和数次进出宜兴探访的产物。
所谓“问”者，既有对博大精深的紫砂文化的敬畏，也包含有对紫砂壶魅力进行探究的持久兴致。
那轻叩紫砂的清泠声响，那壶中氤氲的诱人茶香，个中三昧，难以言传；唯有化诸笔墨，以期与同好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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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宜兴问壶》介绍了宜兴紫砂壶名满天下。
其陶器创始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宋代时趋于成熟，明清两代，紫砂壶成“茶具之首”。
紫砂壶的泥料有着“五色土”的美称。
紫砂壶色泽温润、形制质朴，非常宜于茶性的发挥，用紫砂壶沏茶品饮真可谓得了茶的“苦”与“真
”的真谛，被赞为“壶中壶”。
明、清两代的紫砂壶大师以他们精美绝伦的技艺，为后世创作出诸多紫砂壶精品。
紫砂壶的制作工艺、造型均独特而高深。
收藏、鉴赏、品茗，紫砂壶由最初的茶壶用具，成为当今身价“贵于金”的古董。
《宜兴问壶》描述了宜兴的地理、人文、特产、紫砂壶历史、紫砂壶制作工艺、器型、制壶大师、收
藏紫砂壶、养壶等内容，涉及宜兴紫砂壶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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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宜兴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太湖流域，隶属无锡市。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
其历史源远流长，境内山秀水美，山水相依，文物古迹众多。
 在春秋时期，宜兴叫“荆溪”，秦王政二十六年设置阳羡县，属会稽郡，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西晋阳羡名将周处的长子周圮，因三兴义兵、卫国有功，晋怀帝于永嘉四年改阳羡为义兴郡。
下辖阳羡、国山、临津等六县，封予周圮。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将国山等县合并入阳羡县。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因避讳“义兴”二字，遂改为宜兴县。
清雍正四年（1726），分置宜兴、荆溪二县，民国仍合并为宜兴县。
现在的宜兴为县级市，属无锡市管辖。
 在历史上，宜兴的制陶业一直很发达。
其境内山区盛产陶土和竹木薪炭，这为发展陶瓷提供了有利条件。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在此制陶。
东汉时，宜兴丁蜀与南山一带已形成了制陶中心。
三国两晋时，宜兴均山窑也生产青瓷，但因宜兴的胎土质量不如越窑，后来仍改烧日用陶器。
 在明代，宜兴陶器主要产于当时宜兴县的丁山镇和蜀山镇。
丁山镇所产，一般称为“宜均”或“泥均”，是一种挂釉的陶器。
胎有紫色与白色两种，白胎用宜兴的白泥制成，紫胎利用宜兴夹泥和紫泥混合制成。
“宜均”最有名的是“欧窑”，即明代欧子明所制，又叫“宜均窑”。
其中，以灰蓝釉色最足珍贵，这种釉色在灰黑、灰绿之间，“灰中有蓝景，艳若蝴蝶花”，这是欧窑
的基本釉色。
 另外，宜兴还大量生产各种日用陶瓷。
《重刊荆溪县志》记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其产品已是“鬻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
走天下半”，“商贾贸易廛市，山村宛然都会”，各地商贩云集。
故宜兴有中国的“陶都”之誉。
 宜兴的历史、地理、人文 浙江宜兴为著名的“宜陶之地”，其位于江苏省南部，太湖西岸。
境内既有青山秀水，又有平整的平原。
高山峻岭主要集中在西南面，其山水相依，景色优美；东、西、北三面，则为富饶的太湖平原。
 秀美山色 宜兴境内既有险山秀水，又有坦荡的平原。
高山峻岭主要集中在西南面，其山水相依，景色优美；东、西、北三面，则为富饶的太湖平原。
据宜兴地方志记载，“全县有名山一百三十六，溪河二十四，荡淹十七，溪潭十，渎七十二，大湖五
”，“山水之胜，甲于东南”。
清代民间画家徐达章绘有《荆溪十景图》传世。
所谓“十景”，有阳羡茶泉、画溪花浪、铜峰叠翠、周侯古祠、龙池晓云、玉潭凝碧、蛟桥夜月、张
公福地、国山烟寺等。
这些画中的记载，有些是当时的人情事物，如今已看不到了。
但作为实景的，如今依然留存着。
如善卷洞、张公洞、灵谷洞等，只要亲身来到宜兴，便可以一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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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宜兴问壶》是紫砂壶文化、茶文化爱好者收藏、品鉴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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