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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茶具》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茶具》主要内容：本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茶文化热，又为宣
传和弘扬中国民族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此，我们在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有力支持下，在广大同
仁的热忱鼓励下，决心在浩如烟海的茶文化领域中，努力寻求和发掘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古代茶具，
将它编印成册，奉献给读者。旨在通过此举，能对中国古代茶具的历史文化、生活艺术、社会文明等
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使植奶于中华大地的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异彩，让世界更多
地了解中国。
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茶具，使之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我们在论述古代各种茶具之前
，先介绍了有关茶具的发生与发展、特征与特性、鉴赏与保藏等方面的知识。编写时，我们尽量按专
业的贴近程度分头执笔，初稿完成后相互切磋校补，业经三易其稿，遂编写成现在这个本子，目的是
尽可能地使配收不出或少出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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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茶具》

作者简介

胡小军，当代陶艺家、画家、艺术评论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艺术设计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持浙江大学陶瓷艺术教学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及5届理事、
浙江省陶艺家学会秘书长。1992年举办第一次个人艺术作品展，1997年举办第二次个人艺术作品展，
其后多次举办个人陶艺展、画展及参加海内外重要展览并获奖，作品被国家文化部、浙江省博物馆以
及邵逸夫等社会名流收藏。出版《向名师学陶艺》、《中国古代茶具》、《茶具》等著作及个人画册
《21世纪优秀艺术家胡小军画集》、《中国陶:胡小军现代陶艺》等，有多篇学术论文和多件艺术作品
发表。作品融汇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理念，洋溢当代东方神韵，陶艺和绘画作品被评论界称为“两面
一体的艺术”。姚国坤，1962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原为中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科研处处
长、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茶树栽培学科带头人。现为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学术部主任、浙江树人大学教授。40多年来，一直从事茶及茶文化研究。姚国坤作
为资深的茶学学者，曾经以援外专家的身份，帮助多个亚非国家构建茶叶生产体系，并多次到美国、
日本、韩国等国家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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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茶具》

书籍目录

一 古代茶具的发生 （一）茶具的起源 （二）专用茶具的确立二 古代茶具的演变 （一）完备配套的唐
代茶具 （二）鼎盛兴隆的宋代茶具 （三）承上启下的元代茶具 （四）创新定型的明代茶具 （五）异
彩纷呈的清代茶具三 古代名窑及其所制茶具 （一）长沙窑 （二）越窑 （三）官窑 （四）建窑 （五）
德清窑 （六）钧窑 （七）定窑 （八）汝窑 （九）耀州窑 （十）哥窑 （十一）德化窑 （十二）龙泉
窑 （十三）邢窑 （十四）吉州窑 （十五）岳州窑 （十六）景德镇窑 （十七）宜兴窑四、古代茶具的
种类 （一）金属茶具 （二）瓷器茶具 （三）紫砂茶具 （四）其他茶具五、古代茶具的鉴赏与赝品的
识别 （一）古代茶具的鉴赏 （二）古代茶具赝品的一般识别六、古代茶具的修复与收藏 （一）古代
茶具的修复 （二）古代茶具的作色与作旧 （三）古代茶具的收藏七、古代茶具拾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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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茶具》

章节摘录

（十六）景德镇窑为中国古代制瓷名窑之一。因位于景德镇而得名。清代兰浦的《景德镇陶录》历史
窑考中，说唐时景德镇就有陶窑和霍窑存在，并有白瓷器具生产。宋代又开始烧制青白瓷茶具。由于
唐、宋时我国的制瓷中心在中原和江南，所以，景德镇窑并不占重要地位。自元代开始，景德镇窑地
位日趋重要，就其烧制的茶具而言，青白瓷茶具，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均超过其他窑场；青花瓷茶
具，由于装饰绘画工艺水平高，成了我国陶瓷茶具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明初开始，由于景德镇窑有元
代的制瓷基础，四邻又有量丰质优的原材料，以及便利的水上交通，加上明朝在景德镇设立专门工厂
（即御窑），制造宫廷所需的各种瓷器，终使景德镇窑名冠全国，景德镇成了全国的制瓷中心。明永
乐、宣德年间创制的茶壶，时人称它是“发古未有”。一代绝品”（参见《博物要览》）。其时，它
生产的青花茶具，器形、造型、纹饰等都名冠于世，成为其他窑场的模仿对象。它烧制的彩绘茶具，
在素瓷上使用彩料绘画，使得茶具在胎质细腻、小巧玲珑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色泽艳丽、画意生动的
特色。清代，景德镇还创制了粉彩、古彩等釉上彩绘茶具。景德镇窑生产的茶具，主要有茶壶、茶杯
、茶盅等器件。从明代开始，景德镇有大批瓷器出口，轰动海外，国外赞誉中国为“瓷器之国（China
）”。在当时出口的瓷器中，就包括许多茶具在内。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有一份记录当
时中国人去大泥国（patani）贩卖瓷器的备忘录，备忘录记载的大批瓷件中，内有茶壶500件。景德镇
在明、清两代已是举世闻名的“瓷都”。清代，景德镇窑继续为清皇宫烧制御用品，其青花瓷茶具始
终处于一统地位。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烧制的彩绘茶具，名噪一时，为皇宫珍品。

Page 5



《中国古代茶具》

后记

我们两人，一个是学茶学的，从事的是茶文化的研究与探索；一个是学陶瓷的，从事的是文物考古、
鉴定与陶艺、绘画创作；而茶具既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是茶文物的主要组成，因此，由我们两人
共同执笔编著《中国古代茶具》，其互补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共同事业的使然。众所周知，中国是
茶的故乡，陶瓷的祖国。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无不和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
相联，而茶和陶瓷一直伴随着炎黄子孙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的现代社会。茶具，乃是茶文化和陶瓷文
化的结合体，内涵十分丰富，功能极为广泛，渗透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她不仅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而且有文化价值，对促进民族个性、心理趋向和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
作用。古代，中国青瓷茶具传入法兰西，法国人认为无论怎样比拟，也找不出用适当的词汇去称呼它
，后来只得用欧洲名剧《牧羊女》中的主角雪拉同的美丽青袍来比喻，从此，“雪拉同”就在欧洲文
献中成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建窑和吉州窑产的黑瓷茶具传入东瀛日本后，日本誉称它为“天目茶碗
”，并仿造制作，时至今日，日本茶道表演和侍奉宾客用的茶碗，仍深深烙有宋代黑釉茶盏的痕迹。
茶具作为友好使者，曾为各国人们送去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同时也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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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茶具》

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茶具》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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