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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
代，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由宜兴特产紫砂泥料制作的陶器
得以扬名世界，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传播有着
密切关系。

明代流行沏泡散茶，文震亨《长物志》记载，
“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紫砂
茶具因此倍受追捧，并成为文人雅玩之物。

明万历年间，时大彬等能工巧匠在借鉴宜兴
粗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拍坯成型等
特色技艺，经不断完善，形成一套成熟的工艺体
系。文人参与紫砂壶创作，融入雕塑、金石、书法、
绘画、篆刻等艺术手法，形成古朴典雅的风格。

从时大彬、李仲芳、陈鸣远到以顾景舟为代
表的“紫砂七老”，宜兴紫砂名家辈出，创制出多种
具有特色的器型。拍坯、镶片的成型方式，使得紫
砂壶“方非一式，圆不一相”，呈现自然多变之美。
时至今日，“坯转人不转”的拍坯工艺仍在使用。

走进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陶瓷学院，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
承人谢强正在用传统的拍坯方法制作一把紫砂
壶，壶身已基本成型。“这是传统技法，但要做
好，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为了练好基本功，20
世纪 90年代初，谢强曾跟随“顾脉徐门”的紫砂名
手徐元明学习技艺，从打泥片、打泥条开始，进
行规范化训练。而后，又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鲍志强门下深造。

从艺近 40 年，谢强的作品多次在国家级大赛
中获奖，本人被授予全国轻工“大国工匠”等荣誉
称号。除了在实践中不断打磨技艺，谢强还注重
理论研究，出版《紫砂品鉴》《紫砂艺术》《紫砂工
艺》等多部著作，并担任国家级课题《中国工艺美术
全集·江苏陶瓷》执行主编。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钱江涵是华
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文学博士。在谢强指导下，她
对中华传统手工艺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参
与编撰《中国工艺美术全集·江苏陶瓷》等，对紫砂
的历史和工艺有了更深的理解，其研究成果被应
用于“宜兴紫砂陶”地方标准编制。

创新

2008 年开始，国内掀起一波紫砂壶购藏热
潮，市场价格连连攀升。彼时，谢强正在进行“中
华文明”系列紫砂艺术创作。

“如果只是照着传统器型复制或者稍加改变，
做出来的紫砂壶肯定也不愁销路。但是从长远
看，制作这种缺少艺术创造性的作品，对行业发
展没有推动作用。”谢强说。他从《中国通史》入

手，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了解不同时代的民
俗风尚和典型的时代文化符号，形成了6万多字的
学习笔记。

如何将传统文化意蕴注入紫砂壶中，是谢强
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制作“秦时明月”壶时，如果
按照传统思路，只要把“秦时明月汉时关”等诗句刻
到壶上就可以了，但谢强觉得这样过于简单。他
深入思考，想到“明月”这个边塞诗中常用的意
象，体现了士兵们对故乡的思念、对和平的向
往。于是，他将宝剑设计成一条从侧面环绕壶身
的装饰绶带，用段泥、绿泥等做出不同颜色的纹
饰，表达“化干戈为玉帛”的寓意。

除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谢强还对
传统工艺技法进行改进、创新。他巧妙运用“双弧
线弯泥条”技法，制作石瓢壶型等锥度比较大的器
型；针对紫砂异形器的成型方式，创新了燕尾型
条泥、“V”型开槽等技法；根据高难度提梁壶制作
经验，通过调整提梁壶把的长短比例、曲直走
势，解决了梁把因重力、收缩导致变形的问题，
创作出“素莲禅心”提梁壶。2023 年，谢强主持的

“紫砂技艺创新与文化融合表达及产业化”项目获
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今，谢强已完成100多件（套）中华文明系列
紫砂作品。其中，古代茶席系列生动展现了不同
时代的文化艺术风格。比如以兵马俑为元素的“秦
风茶席”，体现了秦的气势磅礴；吸收汉代漆器艺术
元素的“汉风茶席”，凸显了汉代文化高雅端庄的特
点；模仿唐宫金银器设计的“唐韵茶席”，再现了繁
华富丽的盛唐气象；借鉴宋代名瓷的“宋韵茶席”，
反映了宋代崇尚的简约之美。

许沈紫是谢强的徒弟，从南京艺术学院硕士
毕业后回到宜兴从事陶刻。“我外婆那一代就开始
做紫砂壶，父母也一直做壶，我出生的时候，外公为
我取名‘紫’，便是来自紫砂壶。”1988年出生的许沈
紫已是“全国轻工技术能手”，目前正在澳门城市大
学攻读艺术学博士。

许沈紫长期学习中国画，并接受了专业的现
代艺术教育，这让她的创作表现出古今交融的风
格。她的陶刻“明妃曲”套器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用

“工写结合”的方式，在造型古雅的紫砂器上刻画
出风姿绰约的昭君形象。该作品在 2022 年举行的
第十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中获得金奖。她将自
己学习的色彩理论运用到紫砂器制作中，通过调
砂来实现丰富的色彩变化。“比如紫泥，通过调制可
以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紫。”许沈紫还尝试用釉上彩
瓷器的制作工艺来处理紫砂陶器的色彩，产生了
别样的效果。

育人

作为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宜兴紫砂陶）、中国陶瓷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多
年来，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以“传技艺、育新人”
为己任，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和大师资源优势，将
培育人才的范围从在校学生拓展到乡村艺人，促
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宜兴市丁蜀镇古南街上，云集了许多创业开
店的年轻人。除了本地紫砂世家的后辈，还有来
自中央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外地院校的毕
业生。不少人刚来的时候不会做紫砂壶，在当地
拜师学艺，依托专业的科班功底，将绘画、书法
等艺术手法和现代设计理念运用到紫砂器制作中。

在钱松喦艺术馆执行馆长吕锋平看来，外地美
术类院校学生给宜兴紫砂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有
助于打破程式化的窠臼，实现更高的艺术造诣。

人才的多样化也为当地文商旅融合发展带来
了更多机遇。今年4月，“宜兴紫砂对话中国茗茶活
动”在丁蜀镇陶二厂创意园区举行，来自各地的制
茶大师与紫砂大师汇聚一堂，探讨非遗产业发展
的新方式、新路径。该园区在原宜兴紫砂工艺二
厂基础上改建，在保留工业遗产风貌特色的同
时，创新植入创意办公、潮流商业主题业态，建
设陶美术馆、国际会展中心、文化创意街区等，
致力于打造集文创核心区、生活体验区、现代陶
艺与科技融合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创意园区。

宜兴紫砂也在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在今年5月
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上，江苏省文投集团与宜兴一家文化公司联合
发布“紫砂·易”APP，这是集紫砂艺术品实物、数据

（版权）交易功能于一体的电商平台。据介绍，上
线产品拥有独家创作授权和唯一身份，并经国家
文化大数据华东区域交易平台进行版权交易备案
确权，交易数据实时同步江苏省“紫金链”存证，
为紫砂艺术品的数字化交易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

“中国陶都 世界陶醉”，宜兴不断擦亮紫砂文
化名片，弘扬“陶式生活”方式，让古老陶艺焕发时
代光彩，让千年文脉不断传承赓续。

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
东馆）人气火热，正在这里举办的“探秘古
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览吸引了许多
观众前来参观。

此次展览由北京文物局和四川文物局
联合主办，汇聚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等12家文博机构的265件（套）文物，其中
国家一级文物 46件（套）。这是以三星堆和
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珍品第一次大
规模亮相首都。

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此次展览主策
展人高红清介绍，“探秘古蜀文明”是首都博
物馆“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展览的首展，分为

“发现三星堆”“解读三星堆”“定位三星堆”
三部分，通过精美文物展示古蜀先民的智
慧与创造力，展现中华文明的璀璨辉煌。

“此次展览展出了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
文物，如各种造型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
像等。近几年出土的文物占比很大，让观
众了解最新的考古成果。”四川广汉三星堆
博物馆副馆长余健说。

走进展厅，观众可以近距离观赏多件
“明星文物”：登上2022年春晚舞台的青铜大
面具，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形制最完整、
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
2021年三星堆三号坑出土的金面罩，眉眼镂
空，鼻梁高挺，造型威严，是目前三星堆考古
发现的最完整的一件金面罩；还有身着长
裙、屈膝翘臀、肌肉发达的竖披发青铜立
人像，被网友戏称为“奥特曼”的戴尖脊帽
铜小立人像等。

张着扁方形大嘴的铜神兽吸引了许多
人拍照。这是三星堆遗址迄今发现的最大
青铜神兽，2022 年出土于八号坑。神兽昂
首站立，四足粗壮，大尾微翘，气势凛
然。它身上布满云纹、火纹等纹饰，胸口
饰神树纹；头顶上有一人站立于山形基座，
形象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相似；基座
底部前方还有一跪坐小人，后方亦有神树
纹。经过数字拼对，研究者认为神兽上部
承载的器物是三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

展览中还有一些文物为首次展出，如锥状柱头、扇贝形挂饰、圆
形和心形拼接的铜挂饰等。余健介绍，青铜锥状柱头十分特别，这种
形制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非常罕见，其功能还不明确。

“适逢龙年，我们特别挑选了一些龙形文物，如铜虎头龙身像、铜
盘龙形器、顶璋龙形器等。”高红清说。铜虎头龙身像是三星堆最高的
动物造型青铜器之一。虎头龙前爪支撑倒立，身体上翘，立于三叉型
基座中部。基座分支前端铸接蹼脚青铜鸟，鸟喙内有小型吊环。

来自金沙遗址的文物有铜器、金器、玉器和石器，其中不乏珍品。成
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介绍，金沙遗址出土的四节玉琮制作规
整，打磨光洁，雕刻精细，是研究商周时期古蜀先民玉器加工工艺的重要
实物资料；石雕人像、老虎和蛇等是这一时期的石雕艺术精品。

展览最后一部分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阐释三星堆文化，凸显其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考古研究认为，四川地
区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含金沙文化）一脉相承，形
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序列。横向来看，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的二里头
文化、良渚文化等存在交流互通。三星堆出土的单翼铜铃，与河南偃
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单翼素面铜铃类似。三星堆青铜容器中最常见的
尊、罍，造型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近，不少容器中装有海贝，又与
云南地区的贮贝习俗相似。玉璋、玉璧、玉琮等玉礼器，体现了三星
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良渚文化的联系。

“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既与其他地区文明交流互
鉴，又有自身鲜明的特征，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面貌。”四
川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周静说。

宜兴紫砂 古韵新彩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宜兴紫砂 古韵新彩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江苏宜兴，古称阳羡，是名茶产地，也是紫砂故乡，被誉为中国陶艺之都。
宜兴蜀山脚下，古南街沿着蠡河延伸，一座座白墙黛瓦的建筑鳞次栉比。自明

清以来，这里就是紫砂陶器生产、贸易集中区，顾景舟、徐秀棠、徐汉棠等紫砂器
大家曾在这里生活和创作。

如今，街上依然分布着许多紫砂店铺，不少店家世居于此，前店后坊，制壶卖
壶，乐在其中。随便走进一家，但见各式紫砂器琳琅满目，店主把盏品茗，与客人
谈古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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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谢强在制作紫砂壶。 受访者供图
图②：许沈紫在制作紫砂壶。受访者供图
图③：谢强中华文明系列紫砂作品“春秋·

素莲禅心”。 受访者供图
图④、图⑤：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陶二厂

创意园区。 宜兴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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