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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因宜而兴，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
时”，乃是宜兴丁蜀的黄龙山，蕴藏着独
特的紫砂矿，成矿年代为古生代泥盆系，
约三亿五千万年。宜兴位于江南古陆边缘
海水、陆地、湖泊交替地带，因地理优势
和水力搬迁形成了沉积型粘土页岩。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创造了宜兴得天独厚的紫砂
矿土；所谓“地利”，是丁蜀山水相依，
紫砂陶艺产销集聚地蜀山古南街依蜀山、
傍蠡河，柴薪丰饶、水路通达，便于烧制
和运输，古时龙窑遍布，宜兴先民在此耕
且陶焉；所谓“人和”，是早在 7300 多年
前的新石器时期，宜兴先民便已开始制陶，

其后历代均未间断，制陶技艺十分成熟。
公元 220 年至 589 年的 360 余年中，南北
方长期陷于分裂和对峙的局面，相对而言
江南广大地区战乱较少，中原广大人民和
士族地主大批渡江南下，寻找安身立命之
地，南方人口激增，增加了大量劳动力。
人们垦荒治田，围湖修堤，开辟山林，江
南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江南陶瓷生产也相
应走向兴盛。

宜兴制陶产业早期位于南部山区，后逐
渐向丁蜀地区转移。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
早期宜兴丁蜀地区已成为江南乃至中国的
制陶中心。当地黄龙山及周边蕴藏的夹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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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南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丁蜀城区东
北部，是明清以来宜兴紫砂陶
制作、生产、贸易的集散地，
已成为研究认识紫砂生产及其
文化的重要历史场所。

无锡宜兴古南街

宜兴新石器时期遗址众多，在此发现
的骆驼墩文化被认为是太湖西岸文明之源。
传说春秋战国，范蠡携西施归隐宜兴，带
领当地人创制陶器，因而被称为陶朱公，
至今宜兴保留了蠡河、蠡墅和慕蠡洞等名
称。宋时苏东坡迁至宜兴，因宜兴独山似
蜀，改名蜀山，并感叹“买田阳羡吾将老”，
传说提梁壶为苏轼所创制，因此也称为“东
坡提梁壶”，宜兴也成了“东坡第二故乡”。

宜兴的制陶人，名字是有记载的。相
传制陶人刻名的习惯源自供春。据记载，
明朝正德年间，宜兴进士吴颐山携书童供
春到金沙寺（位于今宜兴湖㳇镇）读书备考，
寺中有僧人善于制壶，供春便学老僧制壶，
并首创了紫砂壶制作用泥片回身筒的工艺。

其所制之壶质朴古雅，别具风格，尤以“树
瘿壶”最负盛名，在把稍里还刻上了“供春”
字样，这一刻不仅开创了宜兴紫砂，更开
创了中国陶瓷界匠人将自己的名字堂堂正
正留在作品上的新风尚。这是一种文化自
信，也为后人研究紫砂提供了依据和方便。
该壶也被后人称之为“供春壶”，现藏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

明代时大彬在泥料配置、成型技法、
造型设计铭刻等方面颇有研究，确立了紫
砂壶泥片镶接成型的基本方法，首创方形、
圆形壶式成为经典造型，适应文人饮茶习
惯将紫砂壶改大为小，引文人情趣及茶道
雅趣入壶艺创作，时人争求，有“宫中艳
说大彬壶”一说。

清朝陈曼生和他的好朋友赏月品茶，
见丫鬟井边取水，画下了井栏壶的图纸，曰：
“此壶天成，唯曰井栏。”天上云彩飘至，
明月半遮，陈曼生灵感又至，即兴又创作
了一把“却月壶”，并题下了“月盈则亏，
置之座隅，以我为规”的壶铭。一个中秋夜，
就设计了这样两把传世经典。

近代同样也涌现出一批极富传奇色彩的
紫砂制作大师。蠡河岸边就有着被称作紫
砂界“黄埔军校”“大师摇篮”的江苏省
宜兴紫砂工艺厂。新中国建立前，战火纷飞、
山河破碎，宜兴紫砂在风雨飘摇中浮浮沉
沉，一度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新中国建
立后，宜兴紫砂迎来了发展的曙光。1955 年，

“紫砂七老”——任淦庭、吴云根、裴石民、

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蒋蓉集齐当时
民间顶尖的制壶和陶刻艺人成立了紫砂工
艺厂，这成为后人眼中紫砂界的丰碑。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活着的“非遗”、
充满生机的“非遗”，它源自民间、兴于
民间，民间拥有广阔天地和源头活水，如
今已是宜兴亮丽的城市名片，更是一个民
生产业、富民产业。仅在丁蜀镇，就有 4
万多名紫砂工匠，近 10 万人从事相关工作。
据宜兴陶协公布，宜兴陶艺界共有健在国
家级大师 26 人，省级大师 130 人，推动紫
砂陶制作技艺在专业性方面行稳致远。

近年来，越来越多上规模的专业化公
司进入紫砂行业，他们更好地梳理了宜兴
紫砂陶文化脉络、更准地把握了市场对于
紫砂器及紫砂文化的需求、更强地规范了
紫砂行业的信用体系，也更有力地驱动了
紫砂陶全产业链的创新发展。宜兴上市公
司中超控股重树紫砂百年利永品牌，构建
了当时中国唯一的紫砂壶全息数字防伪平
台，为紫砂艺术品打造“数字身份证”，
提供跨时间、跨地域溯源服务，拨开艺术
品价值迷雾，极大盘活了市场流通。“走”
进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
数字紫砂产业平台“卓易紫砂街”，上万

件紫砂精品通过元宇宙、人工智能等

数字化技术完成在线展示和交易，超 20
万件紫砂珍品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了“数
字认证”。从“紫砂街”链接到丁蜀镇，
中国首个紫砂直播基地里，近万个入驻商
家熙熙攘攘，2023 年基地实现销售超 90
亿元，辐射带动生产、包装、物流等相关
从业人员超 5 万人。

紫砂凝结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审美价
值，但并非因循守旧。在新时期，紫砂
陶人们自觉承担起反映时代和中外交流的
责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吕俊杰长期以紫
砂反映及传播奥林匹克精神，2018 年被
授予顾拜旦金质奖章，他的作品广泛收藏
于美、德、日等国家，一套《生生不息之
团聚》被法国凡尔赛宫永久收藏。紫玉金
砂品牌茶具近年来多次出现于各个国际重
要场合，如 2014 年习近平奥巴马茶叙、
2017 年中越会谈等、2018 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2019 年获许生产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紫砂礼品……

立足“一带一路”战略蓝图，
宜兴紫砂更促成了许多海
内外民间艺术文

化交流。2023 年，“紫气东来 壶茗千秋——
中国艺术名家作品走进欧洲展”活动，打
开了对外展现新时代紫砂文化艺术魅力和
深厚底蕴的良好窗口，促进中奥、中欧之
间的人文交流合作、民间友好往来迈上新
台阶。作为首届江苏国际文化贸易展览会
的重要参与者、非遗文化代表，“紫砂九
隽马来西亚作品展”于次日开幕。活动现
场，紫砂壶展位门庭若市，除了展览和售
卖环节，更有省级大师现场演示、亲自教
授茶壶制作技艺，指尖交错、捻转，一套
行云流水的操作后，一只造型流畅、古朴
典雅的紫砂壶便已成型，引得参展嘉宾和
观展人员惊叹不已。此次盛会也为
传播紫砂文化、传承和发扬紫
砂工艺注入了新动能，
在促进中马艺术
交流互鉴，
紧

密双方文化联系，强化经济合作
基石，深化双边经贸关系方面意
义深远。

宜兴紫砂天工匠心，兼具市井野
趣和文人雅致，包孕了中华气度
与吴越遗风，在新时期依旧
彰显出乡土中国丰沛的
创造才情与坚实的文
化自信，薪火不
息、 历 久
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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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陶瓷制作紫泥矿料 宜兴陶瓷制作红泥矿料

嫩泥等成为宜兴陶工的主要制陶原料，人们
发现这种夹杂着“似石非石、似泥非泥”“紫
而不墨、红而不艳、黄而不娇”的泥层，是
制作生产盆、瓶、壶以及文房雅玩的上好材
质，这也就是后来被当地人称为紫砂泥的神
奇陶土。此外，宜兴紫砂也号称“五色金
砂”，明清古籍记载：石黄泥，呈黄、红色，
烧制后呈朱砂色；天青泥，烧制后呈黯肝
色，梨皮泥，烧过呈冻梨色；淡红泥，烧
过呈松花色；浅黄泥，烧过呈豆碧色；老
泥，烧制之后则出现点点白砂，犹如珠玉
一般闪亮，如果加上天青泥和石黄泥，烧
制过后呈浅深古色……近年来，一些有历
史记载但却只闻其名不见其物的特殊矿料，
如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泥、沉香泥、海
棠红等珍贵紫砂泥种相继出现在世人面前。

宜兴紫砂壶与文人相友，具有无可比
拟的独特优点：透气性佳，所烹之茗，醇
芳隽永，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越宿
不易馊；泡茶沏以开水时，冬不易冷，夏
不炙手；赏用日久，越细润古雅，有“世
间茶具称为首”的赞誉。另一奇特之处是
单矿成器，这使得宜兴紫砂不仅基因纯正，
且内蕴古拙、浑然天成。

龙窑薪火   千年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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