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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中環有一座古希臘建築風格的樓房，為羅桂祥先生的茶具文物館。

羅老一生收藏頗豐，大力推出紫砂界新秀新作，對茶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

本專場擇選文獻專題，向諸位研習資料、著書立說的前輩致以敬意。

    文獻拍品中，2001《I-HSING WARE》是 1977 年由謝瑞華女士在美國

發起「宜興紫砂陶藝展」巡迴展所出圖錄，收紫砂展品 60 件，級別之高，

屢受業內知名藏家關注。2002 號《宜興名陶》為香港蘇富比 1978 年拍賣專

場圖錄，是第一場以紫砂為主的專場，收錄拍品 52 件。羅桂祥先生的藏品

圖錄是紫砂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2003 號《宜興陶藝》為 1981 年香港第六

屆亞洲藝術節之宜興陶藝展覽圖錄，收錄 119 件，是明代以來宜興名家傑

作，書中同時有謝瑞華及羅桂祥撰寫專文。羅先生編輯的 2004 號《宜興紫

砂：從明代到今天》1986 年由蘇富比出版，收錄明、清、民國直至當代的

宜興紫砂名家作品共 181件。2005 號《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

為 1991 年香港茶具文物館展出的羅桂祥珍藏品圖錄，有五位學者各專文論

述宜興紫砂器物。

    日本學者和藏家在發揚紫砂茶道文化中有很大貢獻，2008《茗壺圖錄》

1函 2 冊是日本東京著名陶藝鑒賞家與煎茶愛好者奧玄寶編著，收錄宜興

紫砂茗壺 32 件，並聘請著名畫家小林永濯繪圖，刻板藝術家安井友顯鐫刻，

線描工整，比例精準，閱後如見原器，是中日紫砂交流史最重要的著錄。

    紫砂茗壺在晚明清初迅速興旺，名家輩出。2035「明萬曆邵亨裕款紫

砂圓珠壺」便是這一時期的精品之作。器身為圓珠造型，珠圓玉潤，無絲

毫裝飾，觀之令人覺得趣味十足。此件出版於《古壺之美》一書，香港茶

具文物館藏「邵文銀紫砂圓珠壺」與此件可互為印證。2037「清康熙竹節壺」

段泥燒造，質感獨特，猶如竹壁一段，彎曲成弧。在乾隆以前，以竹為題

的茶壺傳世數量稀少，此類型與更是與眾不同不可多見。

一片冰心在玉壺            

慕 石



    朱泥器在紫砂茶具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傳統文化中，紅色代表了吉祥喜慶、富

貴榮耀，備受人們鍾愛。朱泥在多種顏色的紫砂礦中存量最少，開採困難，加之燒造過

程中收縮率大，成品率低，因此好的朱泥壺頗為難得。傳世朱泥壺多見光素之器，體量

適中，賞用皆宜，其小中見大的氣勢，鮮艷可人的色澤，追捧之下價格一路走高。2018「清

雍正 -乾隆 逸公款朱泥六方壺」榫接流暢，乾淨利索，充分運用點、線、面的變化，起

承轉合清晰明確，比例結構合理。表面看似簡單，卻做工精細，方圓並濟，展現了作者

深厚的技術。《古壺之美》曾數次引用此件器物，《中國紫砂茗壺珍賞》亦有著錄。

    紫砂一經問世，便得到宮廷皇室的青睞。2027「清雍正 彩繪花鳥笠帽大壺」工藝精湛，

雄渾壯碩，氣度不凡。蓋面繪折枝菊花，腹身兩側有怪石嶙峋，其上牡丹綻放，菊花盛

開，蝴蝶飛舞，雀鳥俏立枝頭，筆法細膩，刻畫到位。壺身局部還殘留描金的痕跡，屬

於宮廷指定燒造的皇室用器。此件出版在《文薈菁英》，堪稱精品。文人的參與讓紫砂

器大放異彩。2039「清嘉慶 -道光 楊彭年製曼生合歡壺」嵌蓋飽滿，自然簡潔。壺身短流，

壺把棱角分明，在把端以端石塑螭龍首，形似螭龍沿把攀爬而來。壺身若羅盤，中部彎折，

呈兩鑔相合之貌。合歡壺是陳曼生喜極而製，風格綺麗，典美精工，餘味無窮。

    現當代紫砂名家繼承了文人傳統，其中 2050「謝稚柳書畫 沈覺初刻 朱可心梨壺」

泥色溫潤，觸若冰肌，通體蛋形，截蓋，壺鈕巧做，直嘴微彎，出水流暢，大圈把，手

握舒適，壺體下部平緩圓潤，憨態可掬，全器富於拙味和稚氣。壺身上淺雕謝稚柳所繪

梅花一樹，經沈覺初刀筆刻畫，深得神韻。王鵬設計的五把紫砂新作各具特色，2059「俞

榮駿製孤吟壺」承陳鳴遠衣缽，仿生技巧巧奪天工，顯示出樸實拙雅的美感。專題中一

代大師作品 2065「顧景舟製松鼠葡萄十頭套組茶具」，形製碩大，十組成套，更是堪稱

顧壺花器之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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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日
。
本
場
甄
選
紫
砂
與
茶
事
名
著
，
望
陶
人

案
頭
常
備
，
以
期
「
覽
錄
而
知
旨
」
，
亦
是

我
們
向
先
賢
前
輩
的
致
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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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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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一
九
七
七
年

2001 I-hsing ware
1977

無底價

1977 年 10 月 28 日 -1978 年 9 月 29 日，美國華美協進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曾向各大博物館及知名藏家借

展，由美籍華人謝瑞華在美國發起「宜興紫砂陶藝展」

巡迴展，並出版《I-HSING WARE》（宜興陶器）圖錄，

收紫砂展品 60 件。其中部分藏品級別之高，屢受業內

知名藏家關注，該書後還附 8 幅名家畫作，共 159 幅圖片。

謝瑞華女士是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喜馬拉雅藝術及中

國裝飾藝術館原館長，佛教藝術史和印度藝術專家、世

界著名的吉祥花邊圖案專家、唐卡專家、宜興窯紫砂器

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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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冊

一
九
七
八
年

2002 I-hsing ware
Property from a Private Collection
1978

無底價

此書為香港蘇富比 1978 年 5 月 24 日春拍《宜興名陶》

拍賣專場圖錄，是拍賣史上第一場以紫砂為主的專場拍

賣，全書收錄拍品 52 件，每件拍品均配有插圖及底款細圖，

皆為明清大家之名作，包括明代之供春、時大彬之父時朋、

時大彬、大彬弟子徐友泉、李茂林、陳仲美等；清代作

品收錄陳鳴遠、陳漢文等精雅之作，以及其他幾位同時

代的製陶名家作品。器型豐富，造型各異，為紫砂領域

重要學習和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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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陶
藝
》 一
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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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
年

2003 Yixing Pottery
1981

無底價

本書為 1981 年香港第六屆亞洲藝術節之宜興陶藝展覽圖錄，展品於

香港藝術館展出，書中收錄此次展品 119 件，為明代以來宜興名陶手

之傑作，均為香港藏家珍品，其中大部分為羅桂祥先生捐贈藏品中

的精選。同時還包括陳蕾士、北山堂、水松石山房、唐健垣、萬卷樓、

麥雅理、藍大偉、豐樂主人、梁沛錦、鄧仲安、莊貴侖等各家紫砂藏品。

書中同時收錄謝瑞華及羅桂祥所撰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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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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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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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到
今
天
》 

一
冊 

一
九
八
六
年

2004 The Stonewares of Yixing 
from the Ming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
1986

無底價

此書 1986 年由蘇富比出版，羅桂祥先生編輯，收錄明、清、民國直至當代的宜興

紫砂名家作品，包括供春、時鵬、李茂林、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陳辰、陳仲美、

惠孟臣、邵文銀、陳鳴遠、惠逸公、邵旭茂、華鳳翔、陳曼生、楊彭年、瞿應紹、

吳月亭、何心舟等作品共 181 件，均配以器物圖片及底款圖，以及諸位名家之簡介，

並附有中英文對照的名家名錄，資料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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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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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年

2005 The Art of the Yixing Potter - The K. S. Lo Collection, 
Flagstaff House Museum of Tea Ware
1991

無底價

本書為 1991 年香港藝術館分館茶具文物館

展出的羅桂祥珍藏品圖錄，展品並於美國、

加拿大兩地巡展。書中遴選羅桂祥先生紫

砂茶具精品，並有羅桂祥、趙錦誠、謝瑞華、

汪慶正、樂寶納（Donald Rabiner）五位學

者各專文論述宜興紫砂器物。該書集合學

術性與 賞性，較為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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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灣
茶
會
圖
錄
》 

三
冊
全

一
八
六
二
年

2006 A Set of Three Volumes of Rare Japanese 
Catalogues on Tea Ceremonies 
1862

rmb 10,000-15,000

煎茶之風，在江戶初期就已逐步盛行，茶人們舉手投足間都是文人

風範，標榜中國的教養和文人趣味。這些志同道合的煎茶文人常聚

於書齋，不拘格式地飲茶，考究文房清玩之趣。茶會圖錄集《青灣

茶會圖錄》包含「天」、「地」、「人」三冊，是日本煎茶道中最

經典的古籍之一。為著名畫家田能村直入和其子小齋所繪，父子對

各個茶席進行描繪，連陳列的器具也都加以記錄。從中我們可以看

到在茶會中，煎茶、插花等有著嚴格的規定。據說裡面的藏品級別

之高、規模之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展品及空間佈局值得後人借

和學習。

 田能村直入，明治時期著名的繪畫大師，畫家田能村竹田的養繼子。

文化 11 年（1814）出生於豊後直入郡竹田町（現在的大分縣竹田市）。

幼名松太、伝太，字虛紅、顧絕，號小虎，後改為直入。別號竹翁、

忘齋、煌齋、芋仙、布袋庵、無聲詩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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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莊
茶
譜
》 

二
冊
全

一
八
六
七
年

2007 A Set of Three Volumes of Rare Japanese 
Catalogues on Tea Ceremonies
1867

rmb 15,000-20,000

日本對煎茶道文化多有推崇，而將宜興紫砂壺作為主體的著錄在日

本明治時期僅有兩本，此書即為其一。作者富岡鐵齋（1836-1924），

名百煉，京都人，日本南畫名家。畫風獨特，且熱衷煎茶，其 32 歲

時出版的《鐵莊茶譜》，書中收錄 39 件文化、交政年間輸入日本的

紫砂壺。該書記述了明代中期至晚期絕大部分資料所能查到的時大彬、

陳仲美等紫砂製作大師的姓名及簡介，並將當時大師的部分代表作

的壺型手繪出來，圖文並茂，為日本最早的紫砂茶具圖，是目前最

值得研究和借鑑的紫砂經典古籍之一。此書的出版促使宜興壺在日

本廣受歡迎，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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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茗
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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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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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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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
墨
緣
奇
賞
》
一
函
四
冊

一
八
七
六
年
、
一
八
九
三
年

A Set of Two Volumes of Japanese  Cata-
logues on Teapots, by fukashi gen takara 
1876;
A Set of Four Volumes of Ink Plates
1893

rmb 60,000-80,000

2008

奧玄寶（1836-1897）為日本東京著名陶藝鑑賞家與煎茶愛好者，代表作《茗

壺圖錄》正式刊行於明治九年（1876），分為上下兩卷，收錄奧玄寶庋藏的

17 件茶壺，加之同好甄藏的宜興紫砂茗壺共 32 件，並聘請著名畫家小林永

濯繪圖，刻板藝術家安井友顯鐫刻，線描工整，比例精準，並撰有詳細說明

描述泥料色澤與印章款字，閱後如見原器。並仿《茶具圖讚》、《文房圖

讚》之例，對所刊茗壺予以命名。全書共 14 章，分別詳述茶具價值的評定，

以及審美觀點，是中日紫砂交流史最重要的著錄。明治二十六年（1893）又

出版《墨緣奇賞》一書四冊，輯錄我國明清文人書畫 29 件，間及印鑑款識，

家居陳列、花草奇石及工藝品等，圖、文、印章並茂，版刻甚為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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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山
茶
會
圖
錄
》 

一
函
四
冊

一
九
〇
八
年

2009 A Set of Four Volumes of 
Japanese Catalogues on Tea Parties
1908

rmb 10,000-15,000

日本在進入 20 世紀的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煎茶道日益興旺。明治時期

（1868-1912）的煎茶道發展成為大型茶會，同時進行多個茶宴。並展覽書畫、

古銅器、陶瓷器、盆栽等。茶道具的品質不斷提高，茶人的 賞性也顯著增強。

《東山茶會圖錄》印刷、發行於明治 41 年，是日本煎茶古籍中的經典代表作。

 岩田嘉兵衛著，岩田秋竹堂出版。共描繪 78 幅茶席圖版，可一睹上世紀

初日本茶人生活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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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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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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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茶
翁
獨
樂
圖
》 

一
函
二
冊

2010 A Set of Two Volumes of 
Prints on Baisao (Tea Seller)

rmb 40,000-60,000

賣茶翁高遊外（1675-1763），原名柴山元昭，被稱為日本煎茶

道始祖，集煎茶思想之大成的高遊外曾以紫砂壺作為主要茶器。

賣茶翁 11 歲時出家，與黃檗山萬福寺有若干茶事因緣，更曾

向長崎的唐人學習煎茶之法。晚年開設「通仙亭」茶店，開始

長達 20 年的賣茶生涯。事實上，賣茶翁此舉是一種究明禪理

的修行生活，他自況「非儒非釋又非道，一個瘋癲瞎禿翁」，

以實際行動批判當時腐敗的禪僧社會和茶道世界，並通過煎茶

來論說人生哲理，為後世的煎茶文化擎起大纛。本書包含「乾」、

「坤」兩冊，彩繪賣茶翁悠然自在的煎茶三昧生活，體現了鉛

華洗盡、超然物外的高遠境界。書籍保存良好，原函木盒，難

得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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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泥
乃
紫
砂
之
一
種
，
因
含
鐵
量
極
高
而
色
若
朱
砂
，

古
謂
朱
泥
為
「
未
觸
風
日
之
石
骨
」
，
是
泥
中
精
品
，

向
來
十
分
稀
有
。

 

朱
泥
器
以
其
光
彩
紅
豔
、
嬌
妍
多
姿
的
發
色
，
顆

粒
細
膩
、
平
滑
通
透
的
觸
感
，
小
巧
玲
瓏
、
適
宜
把

玩
的
體
態
，
不
但
符
合
中
國
人
傳
統
的
審
美
觀
點
，

甚
至
在
海
內
外
紫
砂
江
湖
上
掀
起
一
陣
陣
「
赤
雨
朱

風
」
。
例
如
，17

世
紀
中
葉
起
外
銷
歐
洲
的
「
紅

色
瓷
器
」
；
清
同
治
以
後
，
轟
動
東
瀛
茶
陶
兩
界
的

「
朱
泥
燒
」
；
從
明
末
至
民
初
，
在
閩
南
沿
海
乃
至

南
洋
一
帶
捲
起
的
「
水
準
壺
」
紅
色
浪
潮
…
…
歷
史
上
，

宜
興
朱
泥
壺
光
素
簡
練
器
，
造
型
無
華
，
氣
韻
內
斂
，

小
中
見
大
，
令
當
代
許
多
陶
手
難
望
項
背
。
清
中
末
期
，

朱
泥
壺
賞
玩
是
盛
極
一
時
的
風
氣
，
惠
孟
臣
、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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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等
製
壺
大
師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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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過
令
後
世
標
榜
的
朱
泥
壺
。

 

朱
泥
壺
適
合
沖
泡
多
種
茶
，
陶
器
特
有
的
氣
孔
使

茶
葉
不
易
悶
敗
，
還
可
以
通
過
影
響
水
分
子
運
動
以

順
和
茶
性
，
壺
體
提
溫
迅
速
，
使
壺
內
環
境
發
茶
均
勻
，

是
深
受
茶
人
喜
愛
的
泡
茶
佳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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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泥
成
型
工
藝
難
度
較
高
，
成
品
率
約
僅
七
成
，

泥
性
嬌
挑
。
朱
泥
燒
成
要
比
紫
泥
更
接
近
燒
結
點
，

偏
低
光
澤
皮
相
不
佳
，
色
澤
鮮
度
不
足
，
偏
高
則
坯

體
收
縮
過
程
易
起
泡
變
型
。
故
而
每
一
尊
完
美
的
傳

世
朱
泥
壺
，
更
當
令
人
珍
視
。





    「世間茶具稱為首，玩賞楷模在人手。」在中國漫長的

制陶史中，紫砂之美符合中國傳統素簡的解讀，漸而成為陶

瓷門類中最令人稱道的茶道具之一。

    紫砂的宜茶功能，則體現在「義取炎涼無變更，能使茶

湯氣水清」。它的適茶性已經遠遠高於其他茶具，成為茶文

化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筆。

    近十年來，與紫砂相應的國內藝術品投資熱潮，不論是

明清紫砂還是當代作品均獲得了極高觀注度及熱度。在紫砂

區塊內唯有朱泥壺（此後以清代早期朱泥為述）「養在深閨」，

近年來才逐漸被人們認知，漸而去發掘它最本真的存在意義。

    我們所熟悉的朱泥壺自清代即為閩南工夫茶主泡器之用，

此前傳器主要來源為兩大區塊。

    一為閩南工夫茶用器經陪葬出土。主要集中於福建漳浦

一帶，清代隨閩僑移民，東南亞等華人聚居地、墓葬等也有

南壺一絶
宜興朱泥之古往今來

呂一讓

相關器皿出土。

    再者為十八世紀隨外銷器。部份光素與貼花裝飾之朱泥

小壺同時外銷至歐洲，如十七世紀中葉起，形成了外銷歐洲

的「紅色瓷器」風潮。

    因台灣茶風飲泡所需，朱泥壺為台灣藏家茶人所喜。

三十餘年來，朱泥壺收藏主要收藏群體集中於台灣地區。近

年隨國內收藏及茶文化熱，當年出口的朱泥壺隨各種渠道部

分回流至國內。

    諸如種種，朱泥壺的實用、觀賞、品味的多重價值貫穿

古今，成為整個清代閩南功夫茶主要的用器，並傳至歐洲成

為中國茶器代言，乃至風靡台灣，受到無數茶人推崇。

    據此，筆者認為目前朱泥壺在觀感釋義及收藏價值上一

直未有較為正確的定位，尤其以清早期朱泥壺其工藝藝術價

值被輕估。

    實際上，清初朱泥造器可定義為晚明文人造器之重要承

續，極見精神。

    時至今日，朱泥壺仍是陶手最難臨作的系統作品之一。

    古制朱泥器在對器型變化掌握及工法處理上，代代傳承，

手法科學而有效。當代陶手普遍注重創作表現，對有效工法處

理更較前人理解單薄，臨摹或創作多難以達到古制朱泥器之水

平，對朱泥高收縮之泥料特性也難以掌握。故現在的朱泥製作

者屬小眾，形成朱泥器知識推廣也處在相對薄弱的環節。

    清初朱泥器審美引鑒前人規矩有度。器型如鵝蛋、蓮子、

湯婆、扁觶、六子，皆尊古人。此均為於傳統審美架構內深

度製作表達，其內斂審美符合紫砂素心無華之藝術表現。

    相較曼生玉成窯一脈主流認同之裝飾性文人器，更見素

簡平實，相較毫不遜色，值得深刻玩味推崇。



明天啓
君用款朱泥壺

    朱泥壺之形成用料早起始於明代。明周高起《陽羨茗壺系》有記載：「石

黃泥，出趙莊山，即未觸風日之石骨也。陶之乃變朱砂色……」之前普遍認為，

朱泥壺多為閩南功夫茶用器，實際上近年傳器披露可證朱泥器從明代起以

各種泥貌形態出現。

—呂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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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A Zisha Cinnabar-Sand Teapot, 
Junyong Mark
Tianqi Period, Ming Dynasty

rmb 300,000-400,000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80-81「明天啓 君用款朱泥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中國紫砂茗壺珍賞》P41「梨式壺」，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底款：「大明天啟丁卯君用製」 《古壺之美》卷一 P80-81 《中國紫砂茗壺珍賞》P41

此壺以朱泥製成，蓋扁，圓鈕小巧，壺身飽滿，下部低垂，

矮圈足。流短而粗，倒把柔和，底部有楷書刻款「大明天

啓丁卯君用製」。沈君用是明代天啓、崇禎間宜興製壺高手，

名士良，風格屬尚歐正春一派，技藝可與陳仲美比肩。善配

紫砂土，技術精湛，造型把握爐火純青。明代周高起《陽羨

茗壺系·神品》記：「沈君用，名士良。踵仲美之智，而妍

巧悉敵，壺式上接歐正春一派。至尚象諸物，製為器用，不

尚正方圓，而準縫不苟絲髪。配土之妙，色象天錯，金石同堅。

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巧殫厥心，以甲申四月天。」

天啓丁卯即天啓七年，公元 1627 年，正値晩明文人文化大發

展之時。辨此造型，可發現壺蓋壺身渾然一體，與後世的文旦、

西施頗為相似，只是縱向較矮扁，當是文旦壺之鼻祖。民國

李景康、張虹《陽羨砂壺圖考·別傳》著錄有陳靄雪藏紅泥

粗砂小壺一具，流短而把反，製作極精，壺底亦鐫「大明天

啓丁卯君用製」九字楷書三行，與此壺相類，是沈君用同一

時期作品，可為參考。



清初
子怡款朱泥壺

    古製朱泥用料考究，正取砂料摶就，雖細而不膩。順帶一提，現代朱

泥器不作砂料正取，做新老朱泥斷面顯微測試比較，氣孔率呈千倍差距，

古器事茶，更是佳用。

    目前就可見傳器批證，晚明為紫砂造器之峰期，文人名士參與創監製作，

成器審美嚴謹、用料考究，精造者器小雅緻，延續而下至清初時期工藝也

相對成熟。

    明朝末年，雖江南一帶經戰火蹂躪，也間接帶動工藝移轉，或因南明

政權遷移影響，易地生產，可能性也帶動商貿及茶風，如閩南功夫茶。由

宜興當地窯址各地層顯示，並無清初朱泥器窯址殘件發現。故清初朱泥器

勢必轉移燒造，從同時期宜興窯普遍造器與朱泥傳器比照，朱泥器工藝精

度顯勝一籌，工藝與器型多見晚明之遺風。

—呂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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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A Zisha Cinnabar-Sand Teapot, 
Ziyi Mark
Early Qing Period

rmb 250,000-350,000

出版：

《古壺之美》卷二 P30-31 「清初 子怡款朱泥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12 年出版

《荊溪紫砂器》 P88 「十八世紀初 子怡款朱泥壺」，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中國紫砂茗壺珍賞》 P124 「扁掇壺」，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參閱：

《古壺之美》卷一 P244-245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底款：「松竹開山遙 子怡」

此壺朱泥胎肉厚實，壺身圓潤柔麗、收縮自然；壺嘴小巧靈致、

曲環有度，似漁翁釣竿垂於江上；壺把曲而不俗、張而不揚，

銜接處力度適中，穿指於其間，把握舒適穩定；壺蓋疏密有

致、棱角分明。壺鈕為扁圓珠，細膩光滑，氣孔通於天地之間。

蓋身鼓起呈半圓狀，口處向外延伸成沿，收而為子口嵌於壺

中；壺身上沿與蓋沿吻合，儼然一體，下部扁鼓，線條舒展

流暢、勻稱柔和，給人以神清氣爽的感覺。壺底矮圈足，平

底上刻「松竹開山遙」，落「子怡」款。松、竹自古就是文

人墨客鍾愛之物，一者獨立寒風，傲視冰霜，一者虛懷若谷，

氣節凜凜。此種刻款方式多出現於明末清初，而子怡一名在

清初紫砂作品中亦有所見。遠觀壺體，鈕、蓋、身筒三點一線，

比例協調；其形如斗笠、蓑衣之翁獨釣寒江，令人回味。昔

張志和有詞《漁歌子》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

須歸」來表現漁翁的閒逸之情，也與壺底銘文相互契合，更

含一種清隱之趣，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不飾繁華，在喧鬧

中惟求一清靜。

《古壺之美》卷二 P30-31 《荊溪紫砂器》 P88 《中國紫砂茗壺珍賞》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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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A Zisha Cinnabar-Sand Teapot,
Shenghe Mark
Yongzheng to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400,000-500,000

把款：「圣和」 《古壺之美》卷一 P166-167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166-167 「清雍乾 圣和款朱泥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此件朱泥壺胎體堅致，質地細膩，表面光澤潔淨，顏色純正

明快。造型端莊，古樸大方，線條流暢，棱線挺括。壺蓋扁

圓厚實，壺鈕上方近似平面，微微隆起，下方內斂與蓋頂相接。

壺身呈正扁圓，肩腹轉折舒緩，飽滿富有張力。壺流彎曲斜

上而出，壺把呈耳形，圓潤流利，下方連接壺身處復出一角。

流和把持平，有向上升騰的效果，達到均衡之勢。底部圈足，

把下方有楷書款「圣和」二字。圣和據傳姓邵，為乾隆時期

製壺好手。





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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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A Zisha Yellow-Sand Teapot, 
Poem Mark
Early Qing Period

rmb 250,000-300,000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七 P64-65 「清早期 詩詞款黃泥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15 年出版

參閱：

《朱泥寶記》 P183 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底款：「花晨月夕 捨此不可 孟臣」

此壺為傳統矮梨式，選用斑駁的黃泥與壺式相合，在色彩和

型制上仿梨樹之果。壺蓋與壺體貼合，線條構成梨子外形，

自然流暢。圈把、三彎流，身筒矮胖，圓珠壺紐，提拿自

如。梨形壺器型源自瓷器，約出現於元代。馮先銘主編的《中

國古陶瓷圖典》寫有「梨式壺，壺式之一，始於元代，流行

於明代，因形狀似梨而得名。」耿寶昌的《明清瓷器 定》

一書中也記：「梨壺——因造型類似梨而得名，元代始燒

造，其後歷明、清兩代，經久不衰。」紫砂藝人借 瓷器造型，

改良後而成此矮梨式。壺底以刀刻寫詩文「花晨月夕，捨此

不可，孟臣。」花晨月夕即鮮花之早晨與明月之夜晚，特指

美好的時光和景物。清代汪汝謙的《畫舫約》有：「花晨月夕，

如乘彩雲而登碧落。」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局詐》亦有：「程

為人風雅絕倫，議論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歡笑益

洽。從此月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落款中的孟臣為惠孟臣，

江蘇宜興人，生卒年不詳，傳為明代天啓、崇禎時期宜興製

壺高手，為時大彬後一名手。孟臣製壺，大壺渾樸，小壺精妙。

以竹刀刻款，筆法類褚遂良。後世多有託名之作。

《古壺之美》卷七 P64-65 《朱泥寶記》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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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A Zisha Flattened Teapot, 
Wenhou Mark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3,500,000-5,000,000

參閱：

《砂壺選粹·天地方圓紫砂藏品集》 P58-59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76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底款：「壬子春為國祥先生清賞 文侯」

此壺採用段泥製成，質地細膩，光澤內斂，呈紫砂栗色，點

點顆粒感有如梨皮，隱然有珠玉之澤。壺體扁圓造型，技藝

精巧，流短微微彎曲，蓋略有隆起，邊緣起線。扁橋鈕，平底，

壺把圓轉。器身輪廓分明，線條流暢，口蓋緊密，剛柔相濟。

肩部彎折而下，近底收斂，圓中寓方，挺拔中見端莊，瀟灑

中見穩重。比之常見的圓扁壺，此壺身較為矮小，底部略闊，

更覺沉穩。壺底刻有「壬子春為國祥先生清賞」，書法俊秀

端莊，與《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中收錄「清雍乾 『香

玉堂息如』款扁圓壺」款字風格相類。從刻款風格及壺身制

式，此件屬清代早期風格，因此壬子年當為康熙時期，即公

元1672年。刻款一旁有篆書印款「文侯」，上款和落款中的「國

祥」、「文侯」皆不可考，但從器型看，此件不是出於凡工

之手。圓扁壺入窯焙燒極易變型，蓋與身收縮不同，出現縫隙。

然而此壺蓋與壺身嚴絲合縫，巧窮毫髮，對泥料火候的熟練

把握可見一斑。此類器物中，李仲芳、邵茂元等名家都有圓

扁壺傳世，文侯圓扁壺不落窠臼，自成一體，另闢蹊徑創出

個人風格。通過銘文可知壺為贈送友人之作。

《砂壺選粹·天地方圓紫砂藏品集》 P58-59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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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對紫砂選藏引導較為注重名章識款而

輕略壺品本質。清初朱泥器落款多有臨托前朝

前人之形式，其形式沿革自晚明拓款之使用。

如「天啓丁卯年荊溪惠孟臣制」等等。以詩句

形式或前人識款之泥拓膠拓拓用款為清初朱泥

器常見落款形式，以此普遍對朱泥壺之觀感有

托仿跟風之嫌。

    但尚古傳序更應被包容理解，有其年代背

景深層之因素，只是我們因長期接受的落款資

訊令我們對此有所執念。宋瓷無款，國之瑰寶。

但關鍵的是我們可以合理觀察到，在整個清初

朱泥壺造器上我們基本看不到兩件形態比例相

同的朱泥器。在朱泥器有限之造型成型框架內，

即便最常見之梨式壺形，也在細微處別見精神，

此意義上不等同於摹作。或見刀款，字法晉唐，

以刀代筆流水行雲，非一般陶工刀手能就。即

便今日出色陶刻家臨刻，依舊難及。

—呂一讓





rmb 300,000-400,000

A Zisha Cinnabar-Sand Teapot, 
Fang Runqing Mark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116-117 「清康熙二十四年 方允卿款朱泥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荊溪朱泥》 P69 「方允卿款朱泥壺」，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底款：「乙丑仲春方允卿製」

此壺工藝嚴謹，設計圓潤小巧，卻不失凝重沉穩。蓋如帽

檐，邊沿棱角分明，正中突起，平頂，其上置扁圓鈕。壺身

曲線柔美，體線三彎。頸曲至肩，肩收成腹，腹轉為足，底平。

壺流沿腹肩切線方向斜上而起，微微彎曲，令壺口出水有力。

壺把較壺流纖細，上闊下窄，形若耳。選用朱泥燒製，色澤

紅而不嫣，潤比玉面，姿比凝銅。朱泥礦形瑣碎，需經手工

挑選。文獻中記：「石黃泥，出趙莊山，即未觸風日之石骨也，

陶乃變朱砂色。」因其含鐵量多寡不等，燒成之後變朱砂色、

朱砂紫或海棠紅等色。明末至乾隆時期，朱泥壺佔有一定數量，

後因礦少而稀。壺底刻款「乙丑仲春方允卿製」，行筆飄逸

流暢，有超然物外之風。間架猶見晉唐書風，骨肉亭勻，筆

力含蓄內斂，筆劃起刀處偶見切刀痕，具康熙時期鋼刀刻款

特徵。康熙乙丑年為公元 1685 年，這種在紫砂壺底楷書寫干

支紀年的方式從康熙朝一直持續至乾隆早期，當是受晚明文

人署款傳統的影響。作者方允卿不見史料記載，有允卿款紫

砂宮燈壺傳世，刻字風格與此件相近，當是同一人作品。帶

有姓氏「方」字者獨此一件，從兩件作品看，方允卿不失為

清初製壺好手。

《古壺之美》卷一 P116-117 《荊溪朱泥》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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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 Zisha Cinnabar-Sand Teapot, 
Mingyuan Mark
Kangxi to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250,000-300,000

出版：

《古壺之美》卷二 P32-33 「清康雍 鳴遠款朱泥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12 年出版

底款：「香」 「清閒之時 有此可樂」 「鳴」 「遠」

此壺原礦朱泥製成，砂質淘煉細膩，色澤豔麗不嫣。壺身邊緣，

鼓腹飽滿，三彎流柔順胥出，弧把昂揚，矮圈足；蓋唇邊厚

實，蓋面平弧微穹，中心鈕滴似如算珠。底部刻款「清閒之時，

有此可樂」頗為點題。刻銘右側有落葉引首印款，葉內含「香」

字，巧妙設計，將筆畫融於葉脈紋路中。這種一葉知秋的花

押在清初瓷器筆筒、象牙筆筒等文房器物中極為常見，成為

斷代的一個標誌。落款分別為圓形「鳴」、方形「遠」兩鈐印。

《古壺之美》卷二 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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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器朱泥泥色奇美，平面六方形，

壺身、流、蓋、鈕、底、頸皆呈六方，
曲折合宜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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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 Zisha Hexagonal Teapot, 
Yigong Mark
Kangxi to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500,000-600,000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442-443 「清雍乾 逸公款六方朱泥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古壺之美》卷二 P42-43 「清康雍 逸公款朱泥六方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12 年出版

《中國紫砂茗壺珍賞》 P117 「六方壺」，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底款：「片心閑對花 逸公」

此器朱泥泥色奇美，平面六方形，壺身、流、蓋、鈕、底、

頸皆呈六方，曲折合宜尺度，六方條把圈成圓形，六方流三

彎向上秀美，把四方榫接流暢，蓋大而平，子口稍短，鈕六

方狀似珠圓，圈足六方乾淨利索。雖是六方壺，但肩頸處以

弧線處理，線條明確流暢，毫不拘泥，充分運用點、線、面

的變化，起承轉合清晰明確，比例結構合理。六方壺是紫砂

的經典器型，其形體明快挺秀，富有陽剛之氣。從早期的「大

彬六方壺」，到歷史悠久的「僧帽壺」，再到近代的「雪華壺」，

無不詮釋了方器線條流暢、輪廓分明、平穩莊重的製器準則。

此件依據幾何造型而成，表面看似簡單，卻做工精細，方圓

並濟，展現了作者深厚的製作技術，將六方壺的藝術精髓發

揮的恰如其分。壺底竹刀刻「片心閑對花」，落款「逸公」。

《中國紫砂茗壺珍賞》 P117《古壺之美》卷一 P442-443 《古壺之美》卷二 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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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 Zisha Cinnabar-Sand Teapot, 
Baiyuan Mark
Yongzheng to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250,000-350,000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144-145 「清雍乾 柏原款朱泥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底款：「我愛江山好 柏原」

此件朱泥壺簡潔大方，風格柔美，曲線凹凸有致。壺流自

壺腹向上胥出，流口簡練，細長優美。壺把近圈，秀麗小

巧。壺流、壺把相接分明，處理細緻到位。壺蓋小圓鈕，蓋

扁，微微隆起。壺身垂鼓腹，底部內凹呈圈足。蓋與壺口相切，

壺身宛如一隻葫蘆，子母線切合嚴密。整器比例均勻，泥料

色澤豔麗華貴，更添紫砂高雅氣質。壺底刻「我愛江山好，

柏原」。

《古壺之美》卷一 P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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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祥款朱泥文旦壺





高11.9
cm

 

寬16
.8
cm

發
祥
款
朱
泥
文
旦
壺

清
乾
隆

2020 A Zisha Teapot,
 Faxiang Mark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250,000-300,000

出版：

《荊溪朱泥》 P114 「清雍乾 發祥款文旦壺」，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參閱：

《朱泥寶記》 P183 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荊溪紫砂器》 P52 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底款：「四時佳興與人同 發祥」

此壺器身由極精簡的線面架構成形，流線豐滿光潤，自然服

帖，身蓋相連呈截蓋，鈕為扁圓狀，底向裡收斂。流短而粗

大，位置略微偏上，把圈向下傾斜，俗稱「倒把」，壺流與

把和諧對稱，視覺上更為穩重。其圓潤豐艘之美，將女子的

優雅飄逸展露無遺。選用朱泥而製，表面珠粒隱現，質樸無華。

圈足之內，楷書刻寫「四時佳興與人同」，句出宋代程顥的《秋

日偶成》詩。落款「發祥」，圈足外側有「文旦」二字。整

器渾圓天成的狀態，顯示出製壺藝人的功力。

  發祥，當指周發祥，傳奇可見「荊溪周發祥製」篆書印款

之器。

《荊溪朱泥》 P114 《朱泥寶記》 P183 《荊溪紫砂器》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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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A Zisha Cinnabar-Sand Teapot, 
Xiang Mark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250,000-300,000

蓋款：「香」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184-185 「清乾隆 葉形香字款朱泥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古壺之美》卷二 P64-65 「清乾隆 香葉款朱泥小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12 年出版

參閱：

《荊溪朱泥》 P105 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此件朱泥壺造型規整，渾圓周正。壺蓋如帽，上有扁圓鈕。

壺身腹部扁鼓，平底。壺把纖細圓潤，口流三彎。此壺特殊

之處在於其蓋款鈐印，為一樹葉，內寫「香」字，巧妙融合，

頗為特殊。紫砂器自明代晚期興起以來，多於壺底刻寫製器

姓名款或年號干支款。進入清代以後，紫砂器年號則不再出

現，改以干支紀年，這一現象在同期瓷器上亦是如此。康熙

十六年，出於維護帝王權威的考慮，浮梁知縣發佈了「年款

禁令」。據清乾隆《浮梁縣誌》記載：「康熙十六年，邑令

張齊仲，陽城人，禁鎮戶瓷器書年號及聖賢字跡，以免破殘。」

禁令雖出，並不能完全禁絕民窯題寫年款現象的發生。康熙

三十八年曾立「奉憲永禁碑」，碑文中再次重申民窯不得書

寫年款的禁令，如有「陽奉陰違，一經查出，定拿枷責不貸。」

自此絕大多數康熙民窯停止了書寫年款而改書其他類型的款

識。宜興窯當然也不例外，這也是清初紫砂中僅有干支而不

見年號的原因。禁令雖然限制了題寫年號款，卻激發了民窯

的款識創新能力，使得康熙款識空前豐富，寄託款、堂名款、

吉語款、圖記款、花押款等等百花齊放。清初直至乾隆，民

窯器皆有以秋葉為款者，而紫砂香葉款十分罕見，獨具特色。

《荊溪朱泥》 P105《古壺之美》卷一 P184-185 《古壺之美》卷二 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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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A Zisha Purple-Sand Teapot, 
Baiyu Shanju Mark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150,000-200,000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220-221 「清乾隆 白玉山居紫砂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古壺之美》卷六 P60-61 「清乾隆 白玉山居紫砂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14 年出版

參閱：

《朱泥寶記》 P131 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底款：「荊溪 白玉山居 孟臣 惠 孟臣」

此壺紫泥燒製，色澤深沉，穩重大方。蓋扁而隆，中部微微平，

上有小圓鈕。蓋與器身合而一體，近似圓鼓，上下窄而中部

闊。壺流三彎，人形耳把。壺底刻「白玉山居」，落「孟臣」

款，右上有橢圓篆書印「荊溪」，左側有圓形「惠」字印和「孟

臣」方印。此壺氣韻質地皆為上品，可謂佳器。

《朱泥寶記》 P131《古壺之美》卷一 P220-221 《古壺之美》卷六 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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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A Zisha Purple-Sand Teapot, 
Mengchen Mark
Jiaqing to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100,000-150,000

底款：「山香不見花 孟臣」 把款：「昌記」

此壺選用紫泥而製，在深沉的紫紅色胎骨中，隱隱閃耀點點

黃色斑駁。選曼生十八式之合歡壺造型，器身小巧，中規中

矩。圈足之內，刻「山香不見花，孟臣。」在傳世的諸多孟

臣壺中，詩文款通常選用一句古詩詞句，以五言或七言詩句

居多，七言款多以前四後三分寫成兩行，五言款以前三後二

兩行，或前四後一分兩行排字，少量用四字款。吳騫《陽羨

名陶錄》中所見到的孟臣壺底有唐詩七言詩句，旁署「孟臣

製」，十字皆行書，制渾樸，而筆法絕類褚河南。褚河南即

褚遂良，書法學歐陽詢，繼學虞世南，後取法王羲之，融會

漢隸；其特點是正書豐豔，自成一家，行草婉暢多姿，變化

多端。孟臣壺詩句繼承了這種筆法，以此風格書寫壺上，正

符合文人的審美觀念。從明晚期直至清代，飲茶逐漸成為人

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文人雅士卻是個中的

主要角色，諸如袁枚、鄭板橋等文人嗜茶皆有史可載。周亮工、

朱彝尊、連橫、納蘭性德、曹寅、金農等詩人，都有相當數

量的茶葉詩詞傳世。文人把每次品茶當成一次情感與自然交

融的過程，而詩文紫砂壺自然沉穩，詩書並舉的特點，成為

文人的品茗首選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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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A Zisha Purple-Sand Teapot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80,000-120,000

出版：

《荊溪紫砂器》 P128 「十九世紀 潘壺」，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參閱：

《朱泥寶記》 P100 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潘壺是清代道光年間廣東番禺人潘仕成專門定製的紫砂器。

潘氏以鹽賈起家，官至兩廣鹽運使，家族好尚飲茶，在宜興

做專屬茶壺。經過親自挑選壺樣，畫圖設計，將潘氏風格的

茗壺定式定款。印款習慣落於蓋沿之上，壺底及他處反無落款，

所用印款均為陽文篆「潘」字印。其造型典雅，適合文人雅

士一邊品茗，一邊把玩，成為一時風尚。加之潘氏為當時名

門望族，因此世人以潘壺稱之。

  潘壺的形制大體可分為三種，壺腹作扁柿形者，稱之為「矮

潘」；器身稍高，近扁球形稱之為「中潘」；器身高，近梨形者，

稱之為「高潘」。此潘壺選上好紫泥而製，形似掇球，端莊大方，

渾圓飽滿。蓋面微微隆起，有如官帽，一粒圓珠壺鈕綴于蓋上，

精巧可愛，鈕型制與壺身相應，自然融洽。壺體曲線張弛有

力，壺腹鼓鼓緩收成底，豐腴樸質。彎流纖長柔美，出水成線。

壺把細長，半環唯美。圈足矮小，銜接順暢，整體均衡。流

比把稍顯厚重，與古樸沉鬱的壺色相呼。蓋邊一側，印有「潘」

字款。整器圓融有力，簡潔明快，令人賞心悅目。

《朱泥寶記》 P100蓋款： 「潘」 《荊溪紫砂器》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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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A Zisha Cinnabar-Sand Teapot, 
Yuzhen Mark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250,000-300,000

出版：

《古壺之美》卷二 P74-75 「清乾隆 玉珍款桶形平蓋朱泥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2012 年出版

參閱：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86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底款：「玉珍之玩 惠 孟臣」 把款：「玉」

此壺端莊大氣，簡潔飽滿，剛柔相濟。壺蓋平整，倒角利

落，正中小鈕棱角分明，轉折清晰。壺身呈圓筒狀，細看可

覺曲線外膨，張力十足。肩部寬闊，其上頸部收緊。嘴流勁挺，

口部水平。壺把圓轉，曲彎成耳。底平，承矮圈足，內刻「玉

珍之玩」，鈐印「惠」、「孟臣」。

《古壺之美》卷二 P74-75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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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A Zisha and Coloured Teapot, 
by Fang Zengcan
Early Qing Period

rmb 800,000-1,200,000

底款：「方曾參製」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272-275 「清初 方曾參款紫砂加彩大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紫砂加彩藝術是有別於以刀代筆的紫砂陶刻的另一種裝飾手

法，借鑑了傳統的瓷器彩繪技藝，又有別於瓷繪，前者是在

白色瓷胎上手繪，後者則是在紫砂器燒成後，在深沉的紫褐

色素胎上進行彩繪加工復燒而成。加彩紫砂器既不失紫砂穩

重、古樸、典雅的風格，又能顯示出富麗堂皇、高雅華貴的氣質，

大大提高了紫砂器的藝術欣賞價值。紫砂加彩源於明代，盛

行於清。據史料記載，時大彬時代有少量的加彩紫砂壺，當

時以紫砂為胎，外壁髹漆，並雕刻花木雲山、人物鳥獸等圖案，

臺北故宮博物院存有時大彬紫砂胎剔紅執壺，可謂開創了紫

砂加彩工藝的先河。清代康雍乾三代宮中用品日益追求富麗

堂皇，因此由宜興紫砂素器入貢朝廷，再由總管內務府所轄

造辦處進行二次彩繪加工。此壺即是紫泥調砂為胎，外施粉

彩圖案而成。壺蓋若斗笠，頂有圓珠鈕。壺身飽滿圓潤，壺

流三彎，壺把若耳，底部圈足。壺身與壺蓋花卉蝴蝶交錯滿佈，

色彩多樣，栩栩如生。底部有篆書，“方曾參製”，四字款。

方曾參為清代順治至雍正年間人，所製壺古樸渾成，頓雅絕妙，

堅致不俗，以光貨居多，所傳壺器罕少，當為宜興製壺好手。

《古壺之美》卷一 P274《古壺之美》卷一 P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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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A Zisha and Coloured ‘Birds and Flowers’ Teapot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800,000-1,200,000

出版：

《文薈菁英》 P198-199 「清雍正 彩繪花鳥圖笠帽大壺」，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此壺紫泥製成，壺體折肩平順，圓轉周正，笠帽形壺蓋板沿

寬厚，與高頸壺口密合。壺流粗壯上翹，流口寬大，壺把扣

於壺身，工藝精湛，雄渾壯碩，氣度不凡。壺蓋緣、頸腹結

合處藍彩繪捲草紋，蓋面繪折枝菊花，腹身兩側有怪石嶙峋，

其上牡丹綻放，菊花盛開，蝴蝶飛舞，雀鳥俏立枝頭，筆法

細膩，刻畫到位。壺身局部還殘留描金的痕跡，描金裝飾基

本只見於宮廷紫砂器皿上，此壺應屬於宮廷指定燒造的皇室

用器。從造型上看，清代宮廷加彩紫砂陶器完全保留了宜興

紫砂陶器的造型特徵，並未受到瓷器造型的影響。這是因為

加彩紫砂陶的素陶均在宜興民窯中製作，由官府選取，保持

了宜興紫砂陶的原有造型特色。從紋飾上看，清代宮廷加彩

紫砂陶器所描繪的題材絕大多數是各類花卉紋，如牡丹、月

季、梅花、菊花、葵花、蓮花、山茶花等等，另外還有龍、鳳、

雲紋以及書法等等。宮廷加彩紫砂陶器與釉上彩瓷紋飾在藝

術特徵上基本相似，其花卉紋以惲南田沒骨花鳥畫風為主流，

並融合了大量的西方油畫繪製技法，如油料渲染、透視技法等，

使其產生鮮明的層次感與立體感。此件泥質細潤，高雅脫俗，

有雍正朝製器之風骨。

《文薈菁英》 P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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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A Zisha Yellow-Sand Mottled-Bamboo-Imitated Teapot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800,000-1,200,000

參閱：

《銷往歐洲的紫砂器》（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P230 Ediciones Exotic Line publication 2000 年出版  

《砂壺選粹·天地方圓紫砂藏品集》 P88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仿自然形態的紫砂花器造型，旨在以形寫神，以形寓意，以

形抒情，以形寄志。尤其是仿竹的紫砂器，被寄予高尚的節

操和清貞的性格。竹為題材的紫砂壺中以束竹壺歷史最為悠

久，香港羅桂祥茶具博物館中收藏有陳仲美款「束竹柴圓壺」，

壺底有款「萬曆癸丑陳仲美作」，即公元 1613 年的晚明時代。

材質為紫砂團泥，呈米黃色，砂質隱現。形制以年久風殘的

竹柴組成壺，刻劃精細入微，生趣盎然。壺身有竹枝作壺流，

把手亦拗竹枝製成。整體於平實中見優雅，器形像真而悅目。

此件紫砂壺黃泥而製，壺身為一捆十二枝湘妃竹圍繞，壺把、

壺流及蓋鈕皆竹節之貌，其上點點紅斑，渾若天成，寫實自然，

極為肖似。陳鼎《竹譜》稱「瀟湘竹」、「淚痕竹」，竿部

生黑色斑點，頗為美麗。《群芳譜》釋：「斑竹即吳地稱『湘

妃竹』者。」《博物志》記：「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

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汨揮，竹盡斑。」唐代詩人賈

島以一枝斑竹贈給友人作手杖，寫下《贈梁浦秀才斑竹拄杖》：

「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

是湘妃淚盡時。」於平淡中營造雋永的意味，令人回味無窮，

也是這把湘妃竹紫砂壺最佳的詮釋。

《銷往歐洲的紫砂器》 《砂壺選粹·天地方圓紫砂藏品集》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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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A Zisha Chrysanthmum-Shaped Circular Teapot
Yongzheng to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800,000-1,200,000

出版：

《文薈菁英》 P250-251 「清雍正 - 乾隆  菊瓣圓壺」，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2012 年

參閱：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63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深秋時節，萬花紛謝，唯有菊花淩寒怒放、生機勃勃。士人愛菊，

不僅因為它高潔、韻逸，色彩繽紛，形質兼美，更由於它開

放在深秋季節，傲霜挺立，淩寒不凋，因此被詩人譽為「花

中君子」，以象徵忠貞不屈的意志和堅定頑強的精神。「淩

霜留晚節」是菊最可貴之處。晉代詩人陶淵明因愛菊而名聞

天下，其「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千古流傳。以菊花作

為壺體的造型，蘊含著獨特的賞菊文化。此壺採用紫泥燒造，

色澤秀美豔麗；器身分為十六瓣，器身橫向呈扁菊，正向成

瘦菊，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意境，角度不同則感受不同。

菊瓣壺既呈圓形，又分十六均等的花瓣，其製作難度可想而知，

也足見陶藝家手藝精巧嫺熟。壺蓋和口瓣相吻，筋紋從壺蓋

頂端放射到蓋口，再舒展過渡到壺體，直到壺底中心，全器

貫通一氣。瓣面大小如一，腴而不肥，轉角純而清朗，呈現

出勻稱豐腴的寶相，惹人喜愛。壺鈕如精巧的菊花蕾，雖小

巧玲瓏，其上筋紋歷歷可數，精雕細刻，清晰規整。壺把耳

環形，拿握穩正。壺嘴微彎，輕巧如指；壺底圓型內收，使

整器恰似芬芳的菊花，沁人心脾。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

記載：「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郎中海望持出菊瓣宜興茶壺

一件，奉旨：作木樣交年希堯，照此款式作霽紅、霽青釉燒造。」

佐證了在雍正一朝，即有紫砂菊瓣壺作為貢品進入宮廷。

《文薈菁英》 P250-251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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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A Zisha Lantern-Shaped Teapot, 
Poem Mark
Yongzheng to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220,000-280,000

出版：

《文薈菁英》 P178-179 「雍乾 伴吟月下·且啟我心款小宮燈壺」，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2012 年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69 「雍乾 伴吟月下 且啟我心款小宮燈壺」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底款：「伴吟月下 且啟我心」

宮燈壺紫泥而作，圓器造型，壺身端正，腹部圓鼓，宛如蘋

果。壺頸較高，壺口與壺蓋流暢相接。壺蓋中央鼓起，邊沿

起線裝飾。壺鈕為一顆豎立的長珠鈕，小巧而秀氣。三彎長

壺流與圈把置於壺身兩側，前後呼應，其簡潔精練，纖細苗條，

線韻感極強，更襯托出壺身的豐潤。底部鋼刀刻詩「伴吟月下，

且啟我心」，奏刀有力，乾脆利落。宮燈是懸掛在廳堂梁上

的照明燈具，相傳東漢光武帝劉秀統一天下建都洛陽後，為

慶賀功業，在宮廷裡張燈結綵、大擺宴席，盞盞宮燈各呈豔

姿，之後宮燈的製作技術傳入民間，並融入陶瓷造型中。而

紫砂宮燈壺起源則較晚，相傳在清代雍正年間，屯頭村一老

者依據燈籠設計，後被一縣級官員進貢到宮中，取名「貢燈」，

成為皇宮專用品。後把「貢」字換作「宮」字，成為現在的「宮

燈」。整個壺型珠圓玉潤、骨肉亭勻、雋永耐看。口、蓋、流、

把、肩、腰的配置比例均協調自然、可謂柔中寓剛，圓中有

變，厚而不重。胎質泥性細嫩光潤，色澤中更泛著一種自然

而然樸雅光暈，彷彿是一盞絢爛的宮燈，正散發著溫馨的光彩。

紫砂光貨素面朝天、不施粉黛的特徵，將宮燈流光溢彩的意

境巧妙而淋漓盡致地傳遞出來。

《文薈菁英》 P178-179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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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四年七月

……加用宜興澄泥三成，燒造硯二方，

其澄泥硯交蘇州全德。

將所傳做之澄泥硯， 照加宜興澄泥三成之法燒造。

……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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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An Imperial ‘Hare and Sun’ Inkston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1,000,000-1,500,000

參閱：

（明）高濂 《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房四寶·紙硯》 P134 商務印書館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西清硯譜古硯特展》 P418-420 臺北故宮博物院 1997 年出版

《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 P202 紫禁城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 

P202 
（明）高濂 《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

系：文房四寶·紙硯》 P134 

《西清硯譜古硯特展》 P418-420





硯臺選用紫砂澄泥混合料燒製，平面正圓，硯膛規整，起線流暢。硯背面有「玉兔朝元」

圖，繪一隻臥兔回首相望，一輪白月高懸空中。硯周緣刻環形楷書乾隆御題硯銘：「月

中兔兮日中雞，卯酉其象交坎離。天然配合誰所為，日雞月兔兩弗知。朝元之硯恒

如斯，硯朱點筆尤繁辭。乾隆御銘。」鈐印「會心不遠」，字內填以金粉。「玉兔

朝元」硯臺仿自宋代歙石「玉兔朝元」之硯，為乾隆皇帝最喜仿製的六種古硯式之一。

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牋》中記載，「余所見硯有百方，皆名硯也，不能一一悉記，

舉其可寶者言之，如端溪天生七星硯、綠端石硯、玉兔朝元硯子」，清代張英的《淵

鑒類函》還有描繪古硯實物的記載：「玉兔朝元硯，此為細羅紋刷絲歙石面有蔥色，

兔月二像巧若畫成真，五代前物也。」 「玉兔朝元」不僅用於硯臺，還用於銅器上，

明人呂震《宣德鼎彝譜》有言：「夜明之神供奉玉兔朝元鼎，仿唐朝天寶年局鑄鼎……

頭尾耳足深得俯伏顧戀之態，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年，以夜明之神從祀圜

丘……蓋緣唐儒採取離騷經天問曰，夜光何德？死而復育，厥利惟何？顧兔在腹……

今以之鑄鼎報功合其宜矣。」呂指出玉兔朝元鼎是仿唐制，並認為唐人鑄鼎的理由

源自《離騷》中「顧兔在腹」之言，據此推知最晚至唐代就已經出現「玉兔朝元」

的造型。根據《全唐詩》中「歲迎更始，節及朝元。冕旒仰止，冠劍相連。八音合

奏，萬物齊宣。常陳盛禮，願永千年」的記載，「朝元」一詞意為歲始對帝王的賀見，

結合上述呂震在《宣德鼎彝譜》的闡釋，「玉兔朝元」可表示玉兔在歲始對月亮的

賀見，乃以玉兔比臣下，圓月比君王。硯臺所用材質特殊，非傳統的澄泥，是奉乾

隆聖旨將宜興紫砂和澄泥混合而成。據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四十四年七月……

加用宜興澄泥三成，燒造硯二方，其澄泥硯交蘇州全德。將所傳做之澄泥硯，俱照

加宜興澄泥三成之法燒造。……欽此」。這種加配不僅使硯臺顏色微現紅紫，還能

增加研墨之力。值得注意的是，此硯盒裝潢考究，紫檀木雕刻，正中鑲嵌變形獸面

紋白玉一塊，與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所藏玉兔朝元硯頗為相類。此件為日本藏硯大

家龜阜齋主人山田渙先生舊藏。

  銘文：「月中兔兮日中雞，卯酉其象交坎離。天然配合誰所為，日雞月兔兩弗知。

朝元之硯恆如斯，硯朱點筆尤繁辭。乾隆御銘。」

  鈐印：「會心不遠」

  來源：日本龜阜齋舊藏

  備註：原配紫檀嵌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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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32 An Archaistic Zisha Zun-shaped Vessel, 
Chen Zhongmei Mark
Ming Dynasty

rmb 2,600,000-3,600,000

銘文：「天啟辛酉仲美製」

出版：

《宜興名陶》 P16-17 ‘AN ARCHAISTIC ANIMAL TSUN signed Chung-mei’，香港蘇富比 1978 年出版

《紫韻雅玩·中國紫砂精品珍賞》 P46-47「仲美款異獸尊」，天地方圓雜誌社 2008 年出版

此件瑞獸尊採用紫泥調砂，模仿銅器中犧尊造型。瑞獸昂首

直視，雙眼炯炯，圓耳大鼻，口部大張，頭頂獨角逶迤後伸，

神態憨拙可愛。四肢直立撐起肥碩的身軀，兩翼尾巴緊貼兩側，

淺浮雕而成，羽翅捲曲流暢，極富動感。寶尊喇叭口，細長

頸，直腹，腹下沒於瑞獸身軀之中。宋元明清時期的動物形

尊頗為流行，在吸收商周青銅器造型基礎上，加以改變創新，

題材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現實生活存在的動物，另一類則

是根據民間傳說和神話而設計的。其用途除了盛酒之外，還

在祭祀中承擔著重要任務，《元史·志第二十三》記載：「二

曰尊罄。上帝大尊、著尊、犧尊、山罄各一，在壇上東南

隅，皆北向，西上；設而不酌者，象尊、壺尊各二，山疊四， 

在壇下午陛之東，皆北向，西上。皇地祇亦如之，在上帝酒

尊之東，皆北向，西上。配帝著尊、犧尊、象尊各二，在地

祇酒尊之東，皆北向，西上。」「四曰酒齊。乙太尊實泛齊，

著尊實醴齊，犧尊實盎齊，山罃實三酒，皆有上尊。設而不

酌者，以象尊實醴齊，壺尊實沈齊，山疊二實三酒，皆有上尊，

以祀昊天上帝。」明代文獻中也記載祭祀時使用犧尊、象尊等。

湖南省博物館藏有「崇禎癸酉歲」款銅犧尊，從時間上證實

明末卻有類似器物使用。此件器底刻有「天啟辛酉仲美製」，

皆晚明器，與銅犧尊可互為參考。

《宜興名陶》 P16-17 《紫韻雅玩·中國紫砂精品珍賞》 P46-47





晨起，則磨墨，汁盈硯池，以供一日用，墨盡複磨，故有水盂明
陳仲美製款四方鼓釘紋水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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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33 A Zisha Squarish Waterpot, 
Chen Zhongmei Mark
Late Ming Period

rmb 400,000-600,000

出版：

《宜興陶器圖譜》 P128 「陳仲美仿青銅器」，南天書局 1993 年出版

參閱：

《北山汲古·宜興紫砂》 P250-251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15 年出版

水盂為磨墨時的盛水器皿，宋人趙希鵠在《洞天清祿集》中

記載：「晨起，則磨墨，汁盈硯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

故有水盂」。可見這種文房用具是貯水以供研墨之用。水盂

又稱水中丞，最早應出現於三國時期，總體變化趨勢是從扁

平到修長，有一個薄而光滑的扁圓形腹用以貯水。到唐代早

期演變成斂口，鼓腹，圈足的形狀。宋代的官窯、哥窯等名

窯均有製作，造型古樸典雅。明清時期，水盂更為盛行，製

作日漸精美別緻，當紫砂材料運用於文房器物後，紫砂水盂

應運而生。

  此件水盂採用紫泥鋪砂而製，外形四方，口沿內斂。向下

逐漸增大，肩腹交界處彎折，底部內凹形成圈足。頸部一周，

裝飾突出的乳釘紋，下方有捲草紋帶。紋飾平淡，與調砂效

果完美搭配。調砂是將處理好的缸砂或紫砂泥礦調和進紫砂

泥內，經燒成後，摻入的砂粒與泥片會形成不同的顏色和肌

理效果，增加了紫砂陶的裝飾美感，達到珠粒隱現，光閃奪

目。底部有「陳仲美製」篆書款，陳仲美是明末清初紫砂名家，

史載其「意造諸玩」，明清兩代，文玩興起，多有託名之作。

紫砂水盂小巧玲瓏，體輕形微，雖屬文房用具中的小品，卻

頗具匠心。

《宜興陶器圖譜》 P128底款：「陳仲美製」 《北山汲古·宜興紫砂》 P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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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一年，司庫常保、首領太監薩木哈奉旨，

著宜興缽 式樣，另尋宜興缽 一件，

交與燒造瓷器處仿樣，將鈞窯、官窯、霏青、霏紅缽  　

各燒造成些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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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 A Zisha Squarish Tea Caddy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250,000-300,000

參閱：

《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 P162 紫禁城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此件茶葉罐摶土為器，內摻和熟料多次澄練後，捏築為胎。

灰色光澤隱現，包漿古樸。平面正方，四棱倭角，直口帶蓋，

鼓肩，腹自下漸收斂，平底內凹呈圈足。此罐儀態樸雅，做

工以精妙勝，士度嚴整，形制簡潔，厚實沉穩，大氣之中見

真趣。

  雍正帝喜好茗飲，不但崇尚紫砂固有的古雅質感，且講究

材料的配製。雍正朝檔案中提及宜興燒造事件者屢見不鮮：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旨持出宜興壺大小六把，奉

旨照此款打製銀壺幾把、琺瑯壺幾把。」「雍正十一年，司

庫常保、首領太監薩木哈奉旨，著宜興缽式樣，另尋宜興缽

一件，交與燒造瓷器處仿樣，將鈞窯、官窯、霏青、霏紅缽

各燒造成些送來。」這其中，就有提及用紫砂製茶壺之外的

器物，故宮博物院也藏有雍正蘆雁紋紫砂茶葉罐。茶葉罐用

料特殊，《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刊錄一器與此件材質相

同，這種胎土在乾隆以後便失傳不用。其胎薄體輕，砂質細潤，

一反康熙朝古樸敦厚的風格，呈現出雍正一朝輕靈秀美的時

代風格。

《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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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A Zisha Purple-Sand Teapot, 
Shao Hengyu Mark
Wanli Period, Ming Dynasty

rmb 600,000-800,000

底款：「邵亨裕製」

出版：

《古壺之美》卷六 P44-45 「邵亨裕款平蓋圓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14 年出版

參閱：

《古壺之美》卷一 P44-45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朱泥寶記》 P24-25 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此壺可稱紫砂圓器中的絕色，泥質呈紫褐色，器身為圓珠造

型，珠圓玉潤，無絲毫裝飾，屬純依賴體線展示技藝的光素

器。壺口、蓋、鈕、嘴、肩、把均搭配得和諧融洽，勻稱流

暢。壺身為豐潤的大圓珠，壺鈕為秀美的小圓珠，壺鈕與壺

身形態一致，壺鈕幾乎為壺身的縮小，觀之令人覺得趣味十足。

壺流伸曲自然，壺把端握便利，簡潔直率，可愛宜人。底部

有篆書四字款「邵亨裕製」。邵亨裕是明代萬曆時宜興製壺

高手，又名文銀。據《壺史》記：亨裕即文銀。時大彬弟子，

生卒不詳。兄文金，亦為大彬高足。所製砂壺多文巧，饒有

時門風格。文銀傳器，民國李景康、張虹《陽羨砂壺圖考·正

傳》著錄有：「碧山壺館藏紫砂中壺二具，式度相同，淡墨色，

身形微扁，肩圓，四旁光澤，底平，……底有篆書陽文方印

曰『邵亨裕製』。不耽閣藏紫泥中壺二持，製作工致，與前

壺相伯仲，底鈐『邵亨裕製』陽文方印。」香港茶具文物館

藏「邵文銀紫砂圓珠壺」一具，嵌蓋、圓鈕、三彎流、圓弧把，

製作文巧、精細，風格柔美清秀，底鈐「邵亨裕製」四字篆

體方章，與此件可互為印證。

《古壺之美》卷六 P44-45 《朱泥寶記》 P24-25《古壺之美》卷一 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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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6 A Zisha Purple-Sand Teapot, 
Youquan Mark
Early Qing Period

rmb 400,000-600,000

底款：「松竹古人心 友泉」

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296-297 「清初 友泉款紫砂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此壺紫泥燒製，蓋近乎平，微微隆起，頂部有扁圓小鈕。壺

頸與壺蓋相切，扣合嚴密，渾然一體。圓肩收腹，三彎流，

環耳形把。平底內凹形成圈足，內有竹刀刻楷書「松竹古人

心」，落款「友泉」，是明末清初常見的題名落款形式。松

樹堅毅挺偉，虬枝凝香，不畏嚴寒，笑霜傲雪；竹節氣堅正，

虛心亮節，冰霜不凋，四季常青，古之賢者多以其自喻。徐

友泉，名士衡，江蘇宜興人，一說為江西婺源人，明萬曆年

間宜興紫砂陶名家，時大彬弟子，「壺中妙手稱三大」者之

一。他原非宜興製陶世家子弟，但因有造型藝術天賦，為時

大彬賞識，納為弟子。徐友泉善製漢方、扁觶、小雲雷、提

梁卣、蕉葉、蓮方、菱花、鵝蛋等多種器形，所配泥料有海

棠紅、朱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淡墨、沉香、水碧、榴皮、

葵黃、閃色、梨皮等多種色調，史籍評價他的作品「種種變

異，妙出心裁」。清人吳梅鼎在《陽羨茗壺賦》中寫道：「若

夫綜古今而合度，極變化而從心，技而進乎道者，其友泉徐

子乎！」把徐友泉稱作窮變化、集大成的一代宗匠，可謂備

極推許。其子繼承父業製陶，時人並稱「大徐」「小徐」。

《古壺之美》卷一 P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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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壺是指文人與陶工合作，或者是陶工受文人的影響

所創作出符合文人品味的茶具，這是紫砂壺的獨特形式，也

深受茶人文士所喜愛。

    宜興紫砂在晚明早清出現了一批以時大彬、徐友泉、李

仲芳、陳鳴遠為主的製壺名家，在紫砂初始階段以光素造型

為主的基礎上，創研出工藝難度更大，更崇尚氣韻格調的筋

紋器及仿生器。由於紫砂優越的藝術造型及極致品位，紫砂

壺也成為文人雅士私人定制的極致器具，並蔚為風尚。

    進入清初時期，由於明末以來的長年征戰，農業受到破壞，

在康熙皇帝推行發展農耕的政策下，紫砂茶具或因此受影響

而發展出以蔬果為創作原型的花貨類型，其中，以梅蘭竹菊

四君子為創作題材的茶壺尤其在康熙一朝普遍盛行，而清代

第一聖手陳鳴遠更是在仿生器上取得極大的藝術成就。

    一般的觀點認為紫砂文人壺始於嘉道年間金石書畫家陳

曼生與紫砂藝人楊彭年的創舉，開始了文人在壺上題詩刻銘

的風氣。其實不然，康熙年間錢塘詩人金張曾有一首詩作

《酬鳴遠偶成三轉韻》：「宜興茶壺何足異，異在端妍鑿款

識。即如前輩時大彬，亦只寥寥一定字。（如年號時節及名

諱而已）無所不可君獨能，詩詞箴銘隨人情。蠅頭未有滿壺底，

五十六字踏莎行（鐫余五十自壽詩）……」由此詩可見，壺

上銘刻詩文，應該是始於陳鳴遠與當時文人的合作，紫砂壺

方才從壺底、流把下端的署名落款進展到在壺身腹部明顯的

位置題詩刻字，這種表現方式，是以極高水準的書法銘刻來

彰顯銘文的詩文意涵，突出了文人在品茗之餘的雅興，開風

氣之先，開創了文人與陶工合作的新模式。

    「看竹」竹節壺屬於介於光素器與花貨之間的題材，此

壺造型為目前僅見者，應為傳世孤品。壺式具有康雍時風，

其原創構思別出心裁，壺身取一段竹片為主體，呈彎曲狀，

流把及蓋鈕分別飾以竹節造型，蜿蜒伸展，婀娜多姿。此壺

立意巧妙不凡，竹者，有彰顯氣節，堅忍不拔，萬古長青等

的寓意，所以廣受當時的文人喜愛。從傳世紫砂名品中可見，

康熙一朝還有幾位如陳孟侯等人水準超卓的壺藝大家，留下

了很多精彩的竹子造型的茶壺。此壺從工藝上來看，其線條

簡潔明快，氣韻挺拔，製作手法精湛，嵌蓋密合，整器顯得

神完氣足。壺身正面以行書雙刀鐫刻「看竹何須問主人」，

書法俊雅有晉唐時風，銘刻行刀流暢、氣韻生動，非一般工

匠俗手所能為之。

    「看竹」竹節壺的泥料頗具特色，從已知出版物《銷往

歐洲的紫砂器》一書中，可見一件扇形方壺的泥料與之近似，

而這件扇形壺底款為「陳鳴遠製」，雖然我們無法確認此壺

是否為陳鳴遠真跡，但是從壺形時代風格基本可以斷為康雍

時期的作品。

    此竹節壺銘文「看竹何須問主人」，一詞源自晉代書法

家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子猷）愛竹的典故，王子猷有一次經

過吳中，知道一個士大夫家有個很好的竹園。竹園主人已經

知道王子猷會去，就灑掃佈置一番，在正廳裡坐著等他。王

子猷卻坐著轎子一直來到竹林裡，吟唱了很久，主人苦盼已久，

已經感到失望，希望他返回時會派人來通報一下，可他竟然

要直接就走了。主人很不能忍受，就叫侍從去關上大門，不

讓他出去。王子猷因此更加賞識主人，這才留步坐下，盡情

歡樂了一番才走。後因以「看竹」為名士不拘禮法的典故。

    綜上所述，「看竹」竹節壺乃康雍時期文人定製的茗壺，

一把精巧別緻的的竹節壺，不但散發出竹韻的清高氣質，壺

身銘文秀逸的書法，也令人賞心悅目。在茶道中品味詞意對

文人士大夫的率性精神的推崇和標榜，進而變化氣質，陶冶

性靈，昇華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壺還是那把壺，我早已忘了我，

妙哉妙哉！

看竹何須問主人
清康熙竹節壺淺析

劉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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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7 A Zisha Squarish Teapot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2,600,000-3,600,000

參閱：

《銷往歐洲的紫砂器》（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P176 Ediciones Exotic Line publication 2000 年出版

古人崇尚竹的「虛心」、「氣節」。竹者，彰顯氣節，堅韌挺拔；

不懼嚴寒酷暑，萬古長青。竹是君子的化身，古往今來「不

可一日無此君」深受眾多文人雅士的喜愛。紫砂壺以竹子塑

造外形比比皆是，有蒼竹翠綠的「束竹壺」、飽滿圓湛的「四

方隱角竹頂壺」、高風亮節的「竹段壺」，以及筋骨勁風的

「竹節壺」。據史料記載，早在明代萬曆年間，紫砂名家陳

仲美便已製作出「束竹柴圓壺」，並且大受歡迎。清代乾隆

年間吳騫所作《陽羨名陶錄》中《陽羨茗壺賦》也有記載：

「竹節之清，清貞莫比」，可見「竹節壺」在當時已經普及

士眾，並飽受好評。幾百年間，竹節壺未曾脫離過人們的視野，

並在製壺藝術家的精心研究中不斷傳承和創新，誕生了許多

發展和演變後的名品。

此件清康熙高風亮節竹段壺段泥燒造，質感獨特，此種紫砂

土在清代早期偶見，之後不再使用。壺身造型別緻，猶如竹

壁一段，彎曲成弧。流部三彎，壺把若耳，作成方折的竹節狀。

蓋身契合平整，蓋正中開孔，兩端竹枝上下貼搭為鈕，柔美

流暢。壺身一側刻楷書 「看竹何須問主人」，出自唐代王維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詩中句，典故為晉王

徽之去吳中一大夫家賞竹，諷嘯良久，完全聽不到主人的邀

請，在他將歸時，主人把門關上，留他賞竹，盡歡而散。在

乾隆以前，以竹為題的茶壺傳世數量稀少，主要以十六竹的

「束竹壺」為主，而此類型與眾不同不可多見，故彌足珍貴。

大英博物館藏有一件「陳鳴遠製」款扇形壺，與本品泥料相類，

可供參閱。

《銷往歐洲的紫砂器》 P176銘文：「看竹何須問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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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8 A Zisha Squarish Teapot, 
Poem Mark
Kangxi to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300,000-400,000

底款：「生今之世 尚友古人」

出版：

《文薈菁英》 P182-183 「康雍 生今之世、尚友古人款方敦壺」，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 P64 「康雍 『生今之世 尚友古人』款方敦壺」，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這把紫砂方敦壺棱角分明，線條挺括，形神俱備，是四方壺

的經典器型之一。扁方鈕寬厚有力，四方鼓蓋折線分明，蓋

扣於壺口之上，氣勢雄大。方形彎流霸氣十足，流口平衡直

出，朝向水準方向。方形壺把轉折迂回，步步到位。四方凹

底設計，底部穩重中見大氣。底內有刻款「生今之世，尚友

古人。」壺銘源於孟子之語，寓意深刻，孔子曰：「信而好古」，

意在尋求貫通古今的一貫之道。孟子強調要論世知人而「尚

友」古人，在《孟子·萬章下》：言：「尚論古之人。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述

古非止於讀書，而要熟知經典的時代，與古人交友。孔子追

蹤三代之禮，乃親至杞、宋而徵之，即孟子所謂「尚友」之義。

與古人交朋友，所重不在其言，而重在得其人之心，得其人

之道。這句壺銘也恰印證了此方敦壺的內涵。方是雅正，從

容中自有規矩，似人生之道，只求圓而不求正，雖能左右逢

源，卻自失人格底蘊。只有方圓相融，剛柔並濟，始得古人

之中庸。整器構思巧妙，造型別緻，工藝高超，選用材質講究，

胎色純正，在微微陽光下，折射出淡雅的光澤，顯得古風蕩漾，

古韻悠長。

《文薈菁英》 P182-183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 P64





酒以合歡，不如鳳團





清嘉慶 – 道光 
楊彭年製曼生合歡壺

壺把原有殘缺，主人對壺頗有寶愛之心，

以端石塑螭龍首而補之，恰如魚龍出水，
刻畫細膩，持之順手，與壺身相得益彰，愈顯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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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 A Zisha Mansheng Teapot
Jiaqing to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800,000-1,300,000

把款：「彭年」

參閱：

《曼生遺韻》 P1-6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中國紫砂茗壺珍賞》 P92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底款：「阿曼陀室」

此件紫砂壺做工精緻，泥料上乘。嵌蓋飽滿，柱鈕，自然簡潔。

壺身短流，壺把棱角分明，把端以端石塑螭龍首，形似螭龍

沿把攀爬而來，實有點睛之意。壺身若羅盤，中部彎折，呈

兩鑔相合之貌。肩部一周運刀如筆，刻有行書銘文「酒以合

歡，不如鳳團」，落款「曼生作銘」，底部篆書印款「阿曼

陀室」。阿曼陀室即陳曼生齋號，陳鴻壽（1768-1822），字

子恭，號曼生、曼龔、種榆仙客等，浙江杭州人。嘉慶六年

拔貢，官至淮安同知。工書法，善山水、花卉，精篆刻，亦

擅刻竹。與陳豫鍾齊名，世稱「二陳」，為「西泠八家」之一。

相傳陳曼生在溧陽為官，上任伊始便承接運送貢茶入京的任

務，一番安排後終於順利完成，得到皇帝讚許。賓朋好友前

來相賀，陳曼生喜不自禁，觀席間鼓樂歡天，樂手執大鑔賣

力敲擊，聲音洪亮悅耳；忽覺大鑔凹凸有致，合則響，合而美，

有感於分分合合，奏響人間歡樂，遂以合鑔為樣，合歡為名，

設計出合歡壺。合歡壺是陳曼生喜極而製，故風格綺麗，典

美精工，餘味無窮。擁此壺而品茗，必逢喜悅之事。捧壺把玩，

有如重回當年呼朋喚友鼓樂歡天之場景，喜不自禁由壺傳。

  銘文：「酒以合歡 不如鳳團 曼生作銘」

《曼生遺韻》 P1-6 《中國紫砂茗壺珍賞》 P92 













東閣招邀 

梅花弌瓢

亨金珤石齋誦青作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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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 A Zisha Shipiao Teapot, 
by Yang Pengnian, 
Shmou Mogu Mark
Mid-Qing Period

rmb 1,200,000-1,800,000

把款：「彭年」

此石瓢造型經典，穩重大氣，溫潤的壺身、細膩的胎質，無

不彰顯著製作者的高超技藝。壺嘴斜上而出，壺把彎曲成環，

三足短小秀美，壺身輪廓飽滿富有張力，既有圓器的飽滿柔和，

又兼方器的挺括，棱角轉折有力，線條能屈能伸，各部分之

間配合默契，搭配合理，渾然一體，極具美感。壺蓋厚薄適

宜，與橋形的壺鈕自然融合。壺身一側，刻有老梅幾株，雖

無筆墨點染皴擦，卻深得風骨灌入精神，聚散之間層次錯落，

舒展曲折渾若天成。寥寥幾筆下，萬蕊千花次第開放，繁枝

曲幹虯龍亂舞，梅影花光香雪繽紛，堪稱妙絕。壺身另一側，

隸書銘「東閣招邀，梅花弌瓢。」落款：「亨金珤石齋誦青

作銘。」底款「石某摹古」，把款「彭年」。

  石瓢壺為陳曼生始創，是曼生十八式之一。據傳他在溧陽

任職期間，公務之餘走街遇一乞丐，身前放一石器，見此物

雖污濁破舊，卻形制獨特，似瓜非瓜，細看底端，依稀可見

「元人邵氏定製瓢器」字樣，知是古物，遂掏出紋銀買了下

來。後又據此，繪圖設計了石瓢壺。另有說法稱，當時溧陽

城裡，一般在水井井欄邊置有石製的大「瓢」供人淘米洗菜

之用，陳曼生受此啟發而有石瓢壺。

  壺底和壺把的印款，標明此乃朱石梅與楊彭年合作之器。

楊彭年，字二泉，號大鵬，生卒不詳。荊溪人，一說浙江

桐鄉人，弟寶年、妹鳳年，均為當時製壺名藝人，善於配

泥，所製茗壺，玉色晶瑩，氣韻溫雅，渾樸玲瓏，具天然之趣。

他又善銘刻、工隸書，追求金石味。與當時名人雅士陳曼生、

瞿子冶、朱石梅、鄧符生、郭頻伽等合作鐫刻書畫，技藝成

熟，至善盡美，對後世影響頗大。朱堅（約 1790-1857 年前

後），字石梅、石楳，號鶴道人、楳道人，山陰（今浙江紹興）

人，客宜興，晚年僑寓袁浦（今江蘇松江）。擅畫人物、花卉，

通鑒賞。他創製壺身包錫、嘴鋬鑲玉的紫砂壺形式，深受文

人歡迎。清代陳文述（1771-1843 ）《畫林新詠》載：「山陰

朱石梅仿古，以精錫製茗壺刻字其上……易字而畫，花卉人

物皆可奏刀。」生前著有《壺史》一書，嘉、道以來，名士

題吟殆遍，可惜此書今已失傳。

  石瓢壺書畫雙絕，運刀利鈍闊窄，深淺浮沉，書法氣脈連

貫，一氣呵成；畫面的構圖筆意、濃淡層次有序分明，梅花靈

動和氣韻刻繪的淋漓盡致，足具大家風範。上海博物館藏有道

光十九年朱石梅製梅花石瓢壺與此件在銘文、款識內容完全相

同。與南京博物院館藏子冶石瓢壺相比，此件在造型上略為圓潤，

書畫則各有千秋，展現出同一時期不同名家的審美趣味。

  銘文：「東閣招邀 梅花弌瓢 亨金珤石齋誦青作銘」

底款：「石某摹古」

參閱：

《宜興紫砂珍賞》 P112 遠東圖書公司 1992 年出版

《曼生與曼生壺》 P75 藝術家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宜興紫砂珍賞》 P112 《曼生與曼生壺》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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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A Zisha Teapot, 
Inscribed by Youqin and Made by Yang Pengnian
Jiaqing to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400,000-600,000

出版：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p91「道光 楊彭年摹古石泉品定三足乳鼎壺」，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 年出版

楊彭年，字二泉，號大鵬，生卒不詳。楊彭年創作的壺式，

多與文人合作題詩作畫，追求文化內涵。他首創捏嘴不用模

子和掇暗嘴的工藝得以流傳，所製茗壺渾樸雅緻、精巧玲瓏，

頗具天然之趣；他又擅長銘刻，工於隸書，追求金石味。當時，

楊彭年與名人雅士陳鴻壽「曼生」、朱堅「石梅」、瞿應紹「子冶」

等人合作鐫刻書畫，至善盡美的技藝為 賞家所珍愛，世稱「彭

年壺」或「彭年曼生壺」。此件楊彭年製乳鼎壺泥質呈深紫色，

細膩光澤。壺蓋聚而隆起，扁鈕寬闊，有如菌菇狀，敦厚大方，

便於提起，造型別緻，足具特色。壺身呈圓形略扁，寬口溜

肩。直管狀短壺流向前橫出，圓把小巧，底承三個凸起的板

足。壺身一側以刀代筆，陰刻梅花三株，青竹一叢，兼工帶

寫，頗得筆墨之趣味。壺身另一面行楷刻「毋執牛耳，以礪

吾齒」，落款「壬寅春日，友琴」。壬寅年為道光二十二年（公

元 1842），正值楊彭年壺藝的巔峰時期，銘文表明此為當年

文人訂製之器。壺底「楊彭年摹古石泉品定」篆書印，推測

石泉應屬楊彭年同時期文人。壺形周正典雅，弧線優美，文

韻十足，為茶道之精品。

  銘文：「毋執牛耳 以礪吾齒 壬寅春日 友琴」

底款：「楊彭年摹古石泉品定」 《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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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 A Zisha Teapot, 
Wanquan Mark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400,000-600,000

把款：「萬泉」

參閱：

《宜興紫砂珍賞》 P124 遠東圖書公司 1992 年出版

此件漢扁壺造型簡練大方，做工精細，美妙絕倫。形體扁圓，

肩部折線圓棱，口與肩平滑舒展，腹肩口產生曲折剛勁的張力，

底部圓潤豐滿。平蓋微坡，穩住架勢，蓋邊飾反弧線，扁圓鈕，

是壺身的縮影，形成大小對比。壺嘴微曲，大圈把向外拉

出，富有張力，嘴側肩與把形成一條氣貫全壺的流線，整壺

彰顯質樸大氣。壺身與身體的比例協調，壺蓋與壺鈕大小溫和，

壺嘴、壺把與壺鈕比例和諧，其力度、質感、虛實對比等皆

恰到好處。壺把有篆書款「萬泉」。萬泉為清代道光同治年

間陶人蔣德林之字，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記載，其人「百

藝極精，凡茗壺、花盆、杯盤及一切書案陳設器具，設色工致，

為一時之冠。」據傳漢扁壺由蔣萬泉首創，是受「曼生壺」

影響而來。此壺走向流暢自如、能直能曲、毫無阻塞感，為

後世紫砂光器的經典之作。

《宜興紫砂珍賞》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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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 A Zisha Teapot with Handle, by Xinzhou, 
Mantuohua Guan Mark
Late Qing Period

rmb 1,200,000-1,600,000

蓋款：「心舟」

出版：

《紫韻雅玩·中國紫砂精品珍賞》 P108-109 「心舟款提梁壺」，天地方圓雜誌社 2008 年出版

底款：「曼陀華館」

此件紫砂提梁壺簡練而不失精緻，樸實而不失雅味。壺身與

提梁比例各半，提梁彎曲成環，圓中帶方，與壺肩部首位相

連。隆起的橋形壺鈕顯得豐腴飽滿，半圓扁蓋包裹在壺身內

部，渾然一體，佈局精緻而有度，構思合理。短流直，前窄

後闊，精氣有神。壺身豐腴，雖過渡和緩，但線條清晰明確。

壺身一側，鏨刻楷書詩文「水闊盡天南，孤舟去緲然。驚秋

路傍客，日暮數聲蟬。」落款「心舟」。壺身另一側刻山水畫，

畫面清麗素雅，清氣逼人。遠處山峰起起伏伏，雲煙鑲嵌其中，

溪水由遠及近，草木茂盛，生機無限。奏刀精微，變化豐富，

濃淡虛實直追筆墨，深得宋元書畫之真味。壺蓋有印款「心

舟」，底款「曼陀華館」。

  何心舟，字子陶，號韻石、石林、石林居士，齋名曼陀華館、

林園。浙江紹興人，清同治、光緒年間成就極高的紫砂藝人。

通過其傳世作品，可知何氏與海上畫家任伯年、胡公壽、虛

谷等書畫家常相往來，並與陶友王東石一起到寧波創建玉成

窯，燒造紫砂壺。他擅刻書畫，多有精品之作，極具文人味。

  銘文：「水闊盡天南 孤舟去緲然 驚秋路傍客 日暮數聲蟬 

心舟」

《紫韻雅玩·中國紫砂精品珍賞》 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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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4 A Zisha Yucheng-Kiln Teapot, 
Amantuo Shi Mark
Jiaqing Period, Qing Dynasty

rmb 1,500,000-2,000,000

把款：「彭年」底款：「阿曼陀室」

參閱：

《I-HSING WARE》 P40-41 美國華美協進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77 年出版

《古壺之美》卷一 P352-353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2000 年出版

《曼生與曼生壺》 P23-24 藝術家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I-HSING WARE》 P40-41 《曼生與曼生壺》 P23-24 《古壺之美》卷一 P352-353 





清代中期的嘉慶、道光年間，在文人士大夫階層的追捧下，紫砂壺

藝走向全盛。大批具有高學識修養的文人參與進來，對紫砂書畫藝

術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陳曼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陳鴻

壽（1768-1822），字子恭，號曼生，乾隆至道光年間錢塘人（今浙

江杭州）。詩、文、書、畫皆以資勝，擅長紫砂壺設計、書畫，是

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為溧陽知縣時，公餘辨別砂質，創製砂

壺新樣，設計壺樣十八式，請製陶名工楊彭年兄妹，邵二泉等製造，

然後由其與幕客江聽香，高爽泉、郭頻迦、查梅史等銘刻書畫裝

飾，世稱「曼生壺」。在陳曼生參與製壺之後，一些文儒鉅賈、富

貴階層爭相附庸風雅，不惜以重金購藏其作品，一時間紫砂壺價格

水漲船高，形成了「壺以文貴，文隨壺傳」的藝術經典。此件虛扁

壺即是這樣一件精品，段泥為胎，胎質細膩，外表平滑光潤，壺身

近扁方形，壺蓋平，作橋形鈕，蓋、身以子母扣合。壺身前後設流

嘴、執把，流嘴較短，彎曲前突；壺執作圈把，自肩部伸出收於腹

底，流露靈秀韻勢。壺肩部以篆書銘「叔陶作壺其永寶用」，壺腹

側邊行書銘「嘉慶乙亥秋九月桑連理館製，茗壺第一千三百七十九

頻迦識。」底部楷書銘「江聽香、錢叔美、鈕非石、張老薑、盧小

鳧、朱理堂、張殅厓、施辛蘿、高爽泉、釋嬾堂、高午莊、繆朗夫、

孫仲疋、沈春蘿、陸星卿同品定並記。」壺把印款「彭年」，底

部款識「阿曼陀室」，是陳曼生楊彭年合作之壺。其中腹側的郭麐

（1767-1831），字祥伯，號頻伽，因右眉全白，又號白眉生、郭白眉，

一號邃庵居士、苧蘿長者。江蘇吳江人。游姚鼐之門，尤為阮元所

賞識。工詞章，善篆刻，書法黃庭堅。間畫竹石，別有天趣。壺身

記錄同時品定者十五人，加上叔陶與頻迦，共十七人。這在紫砂器

中極為罕有，是一段文人紫砂史的見證，也開啟了玉成窯之濫觴。

  肩銘：「叔陶作壺其永寶用」

  側銘：「嘉慶乙亥秋九月桑連理館製，茗壺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頻

迦識」

  底銘：「江聽香、錢叔美、鈕非石、張老薑、盧小鳧、朱理堂、

張殅厓、施辛蘿、高爽泉、釋嬾堂、高午莊、繆朗夫、孫仲疋、沈

春蘿、陸星卿同品定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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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由
於
港
臺
地
區
品
茗
、
品

壺
之
風
盛
行
，
紫
砂
壺
的
經
濟
價
值
日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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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時
上
海
美
術
館
的
沈
智
毅
先
生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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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名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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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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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一
想
法
立
刻
得
到
了
唐

雲
的
讚
同
和
支
持
。
在
唐
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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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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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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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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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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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了
一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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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作
品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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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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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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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
葛
陶
中
、 

 

徐
維
明
、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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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秀
芳
、
徐
雪
娟
等
如
今
已
成 

大
家
的
名
門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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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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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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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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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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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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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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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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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其
、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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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直
接
在
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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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書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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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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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加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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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篆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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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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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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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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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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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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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自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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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是
小
工
，
壺
底
均
印
「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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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
。
後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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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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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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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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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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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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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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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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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
智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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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的
「
海
上
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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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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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壺
」
之
舉
，

被
國
學
大
師
饒
宗
頤
譽
為
「
紫
砂
壺
復
興
第
二
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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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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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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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是
前
無
古
人
、
後
無
來
者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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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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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 A Zisha Teapot,
with Writings and Drawings by Tang Yun

rmb 70,000-100,000

大石齋唐雲先生，杭州人，久居上海。名畫家，嗜茶、愛好

紫砂壺。生前藏名壺數十把，其中「曼生壺」就有八把，故

齋號「八壺精舍」。

  茄段壺，靈感來自枝頭成熟的茄子，最佳者須使用紫茄色

之泥，方顯逼真生趣。 此壺以茄蒂為壺鈕，圓弧形壺蓋，壺

身飽滿，線條過渡流暢，將張力處理在欲破不破之間；二彎

壺流與耳狀壺把以壺身中線呈對稱呼應，自然順暢，寓動於靜，

正是「方匪一式，圓不一相」。色澤沉樸，深邃溫潤，充滿

豐收後深沉內斂的喜悅。

  唐雲先生以翠竹數叢點綴茄段，石濤畫法，鋼筋鐵骨，竹

石掩映，咬定青山，寓意氣存高古，清正高潔，爽朗凜然。「甘

泉」二字，讀之沁人心脾，下筆飛落有神，如入清茗，幻化

出勻淨雅致的文人意趣，清飆脫俗，感人至深。 

  唐雲（1910-1993），字俠塵，別號藥城、藥塵、藥翁、老藥、

大石、大石翁，畫室名「大石齋」、「山雷軒」。曾擔任中

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中國

畫研究院院務委員，上海中國畫院副院長、代院長、名譽院

長等職。唐雲對古書畫收藏亦情有獨鍾，醉心於石濤、八

大、新羅、金農、伊秉綬、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諸家作品，

欣賞揣摩之餘奠定了他清新俊逸，沉鬱雄厚的畫風。先生對

紫砂壺、硯臺、竹刻、印章、木版畫籍等均樂之不疲，一一涉獵。

  銘文：「甘泉 杭人唐雲」





唐雲書畫 徐孝穆刻 
掇只壺





高11.9
cm

 

寬17
.5

cm

掇
只
壺

唐
雲
書
畫 

徐
孝
穆
刻

2046 A Zisha Teapot, 
with Writings and Drawings by Tang Yun, Carved by Xu Xiaomu

rmb 70,000-100,000

掇只壺由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川埠上袁村（現丁蜀紫砂村）

邵大亨創作。壺體渾圓碩大，渾厚華滋，壺嘴短小前沖，曲

線優美；壺把自由舒展，飄逸放達；壺口略小，壺蓋略呈拱形，

壺鈕呈圓球狀。清代高熙《茗壺說·贈邵大亨君》稱：「其

掇壺，頸項及腹，骨肉亭勻，雅俗共賞，晌者之譏，識者謂

後來居上。嘴注把胥出自然若生成者，截長注尤古峭。口蓋

直而緊，雖傾側無落帽憂，口內厚而狹，以防其出。氣眼外

小而內鉅，如喇叭形，均無窒塞不通之弊。且貯佳茗，經年

嗅味不變。此皆前人所未逮者。」顧景舟大師認為「大亨壺

各式傳器堪稱集砂藝之大成，刷一代纖巧糜繁之風」。

  此壺形取大亨而得其精髓，整件作品雍容大度，氣韻生動。

壺身由篆刻家徐孝穆刻畫海上花鳥畫「四大名旦」之一唐雲

創作的蘭石圖，可謂「壺隨字貴」。唐雲書法「飲香」，化

用唐人《與元居士青山潭飲茶》詩：「野泉煙火白雲間，坐

飲香茶愛此山。岩下維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唐雲（1910-1993）花鳥取法八大、冬心、新羅諸家，書法

長於行書，大膽落墨，細心收拾，筆墨上融北派的厚重與南

派的超逸於一爐，清麗灑脫。著名的篆刻家、竹刻家徐孝穆

（1916-1998），是南社著名詩人柳亞子的外甥。尤精刻竹、硯、

紫砂茶壺，追摹明代朱氏三家之刻技，深研清代周芷岩之刀法，

刀筆如神，自成家法。所作渾厚凝練，圓轉秀潤。 

  銘文：「飲香 唐雲書 孝穆刻」

參閱：

《紫砂壺鑒賞》 P112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1993 年出版

《紫砂壺鑒賞》 P112





陸儼少書畫 沈覺初刻 
掇只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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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 A Zisha Teapot, 
with Writings and Drawings by Lu Yanshao, Carved by Shen Juechu

rmb 70,000-100,000

掇者，壘也。掇只壺由蓮子大壺轉變而來，為邵大亨首創。

掇只壺是典型的幾何型傳統圓壺式，也是最優秀的紫砂壺代

表款式之一。它的基本造形是壺鈕、壺蓋、壺身，由小中大

三個順序排列的球體組成。壺腹為大球，壺蓋為小球，似小

球掇於大球上，故稱掇只壺。掇只壺在蓋沿和口沿各塑一條

粗細不同的燒線，這種上粗下細複合在一起的雙線，稱為天

壓地或文武線、子母線。

  海派大師陸儼少（1909-1993）擅畫山水，尤善於以筆尖、筆肚、

筆根等的不同運用來表現自然山川的不同變化。線條疏秀流

暢，剛柔相濟。雲水為其絕詣，有雄秀跌宕之概。勾雲勾水，

煙波浩淼，雲蒸霧靄，變化無窮。他曾說：「畫山水，必須

歷覽名山大川……看其山巒起伏、龍脈走向、飛瀑流泉、雲

霞樹木，不致有悖物理；而更重要者，必須看山之神氣，主

峰如坐，近崖揖讓，列嶂回護，各得其位，岩者不可犯，旁

出屏嶂，奔走驅使……把胸懷放開，然後下筆之時，好象山

山水水都被我心扉包住」。

  此壺上所刻畫秋林怒瀑，仿佛能於紫砂上見層林盡染，飛

流直下。書畫能與掇球之壺形相得益彰，篆刻之人功不可沒。

  沈覺初（1914-2008）本為畫家，致力於清四王畫派的繼承

和創新。上世紀六十年代，沈覺初與劉海粟、王個簃、唐雲、

謝稚柳、來楚生、單曉天、方去疾等齊名，合稱上海書畫篆

刻八大家，反而湮沒了他的畫名。唐雲十分推崇沈覺初刻的

紫砂壺。他曾說：「沈覺初不但自己畫得好，而且還懂得畫理，

當然要請他刻。非他莫刻。」

  銘文：「秋林怒瀑 儼少書 覺初刻」「儼少畫」





陸儼少書畫 沈覺初刻 
碗燈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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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 A Zisha Teapot, 
with Writings and Drawings by Lu Yanshao, Carved by Shen Juechu

rmb 70,000-100,000

碗燈壺流行於清晚期及民國，因壺身酷似一種碗形燈的造型

而得名。這種壺形的共同特點是壺身容量較大，壺流短小精悍，

出水有力，是泡茶利器。但為了塑造出碗的形狀，其出棱起

線工藝難度相對較高，不易把握，故製作數量較少。顧景舟

先生曾作碗燈壺， 線條硬朗，頗有風骨。

  此碗燈壺壺身作桶狀，壺肩處起棱並向內收，壺蓋內嵌，

與口沿齊平，壺鈕摶成略扁之形，與整體和諧統一。壺流與

壺把相互照應，力道健勁。壺身刻畫陸儼少所繪巉岩、林壑、

秋雲，題為「晴麓橫雲」，庚申中秋（1980）。

  相傳南宋畫家馬遠曾作《晴麓橫雲》圖，後世吳湖帆、張

大千等都曾仿其筆意，陸儼少亦然。甲子八月（1984），陸

儼少又作《晴麓橫雲》圖，墨線簡潔老練，準確生動，筆無

虛設，各盡所用，是此壺上之畫的豐富版。

  當代壺刻有兩大家，宜興有任淦庭，上海便是沈覺初。滬

上著名的書畫家唐雲、陸儼少等所作書畫的紫砂名壺，其壺

刻幾乎都出於沈覺初之手。國學大師、西冷印社社長饒宗頤

稱沈覺初的刻壺藝術為「紫砂復興之第二浪」。

  銘文：「晴麓橫雲 庚申中秋 儼少」「儼少畫」

參閱：

《紫砂壺鑒賞》 P105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1993 年出版

《紫砂壺鑒賞》 P105





謝稚柳書畫 徐孝穆刻 
高竹節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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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 A Zisha Teapot,
with Writings and Drawings by Xie Zhilv, Carved by Xu Xiaomu

rmb 70,000-100,000

竹節壺亦稱「竹段壺」，在紫砂器中屬於形取自然的「花貨」。

竹節是紫砂壺上常見的傳統題材，表現出古人崇尚竹子的「虛

心」、「有節」，也有「節節高升」、「虛心傲骨」之寓意，

將文人情操和美好寓意結合在一起，頗受雅士喜愛。現存史

料中最早記載宜興紫砂竹節形茗壺的，為清乾隆年間吳騫《陽

羨名陶錄》中的《陽羨茗壺賦》：「竹節之清，清貞莫比」。

和其他壺形一樣，竹節壺亦變化多端。有多枝節組合為一壺的，

也有單一的桶身，或方或圓。流、把、紐均為細小竹節，有

的局部貼以竹枝、竹葉，加以裝飾，意境更佳。

  此高竹節壺即為簡潔的直筒壺身，挺拔堅毅，亦方便書畫。

圓平蓋面與壺口取平，吻合緊密，天然而無雕飾，直邊扁圓鈕，

硬朗而有金石之風。壺流二節，剛直遒勁；壺把四節，曲而不柔。

全壺光潔瑩潤，樸實無華，宛若天成。

  此壺雖為竹節壺，但壺腹鐫刻謝稚柳所繪桃花一枝，溫婉

清麗，如宋人工筆，並題「滿堂春色」，正是「竹外桃花三

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早春意境。徐孝穆刻陶如刻竹，

淺刻取勝，以刀代筆，運刀靈活，風骨崢嶸，將謝稚柳書畫

的墨色濃淡、輕重淋漓盡致地再現出來。

  謝稚柳（1910-1997），原名稚，字稚柳，後以字行，晚號「壯

暮翁」。擅長書法及古書畫的鑒定，兼擅花鳥、山水畫。

  銘文：「滿堂春色 壯暮翁 稚柳」

  印章：「徐孝穆刻」

參閱：

《紫砂壺鑒賞》 P123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1993 年出版

《紫砂壺鑒賞》 P123 





謝稚柳書畫 沈覺初刻 
可心梨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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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A Zisha Pear-Shaped Teapot,
with  Writings and Drawings by Xie Zhilv, Carved by Shen Jue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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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先銘先生主編的《中國古陶瓷圖典》認為，「梨式壺，壺

式之一，始於元代，流行於明代，因形狀似梨而得名」。耿

寶昌先生在《明清瓷器 定》一書中也說：「梨壺——因造

型類似梨而得名。元代始燒造，其後歷明、清兩代，經久不

衰。」可心梨壺，顧名思義，是紫砂名宿朱可心先生在傳世

古樣基礎上所創新而製的梨式壺。不同於相傳為惠孟臣所作

的傳統梨壺，朱先生取法龍蛋壺身，而將壺鈕設計成梨子的

柄狀，簡潔明快，形象可人。清康熙·吳梅鼎《陽羨茗壺賦》

中述：「圓者如丸，體稍縱，為龍蛋。」龍蛋壺為明季古式，

殊為可愛，以橢圓線構成基本輪廓，造型單純流暢，粗獷敦厚，

整體感強。1972 年，可心梨式壺被國務院定為贈予日本首

相中角榮的國家禮品，被壺家評為優秀的紫砂藝術品，廣為

傳播，令人寶愛。

  此壺泥色溫潤，觸若冰肌，通體蛋形，截蓋，壺鈕巧做，

直嘴微彎，出水流暢，大圈把，手握舒適，壺體下部平緩圓潤，

憨態可掬，全器富於拙味和稚氣。

  壺身上淺雕謝稚柳所繪梅花一樹，化用宋人林逋《山園小

梅》：「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詩境，雖只

畫一叢梅樹，只寫半句詩詞，卻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經沈覺

初刀筆刻畫，深得神韻。

  銘文：「疏影橫斜 庚申夏 壯暮翁」「稚柳寫 漫之作」





程十髮書畫 沈覺初刻 
掇只壺





「我能夠用線條來傳播我思想感情的時候，我是十分驕傲的，

我十分珍惜這一份藝術遺產。 」 

  程十髮（1921-2007），名潼，齋名曾用「步鯨樓」、「不

教一日閑過齋」，後稱「三釜書屋」、「修竹遠山樓」。海

派巨匠，其人物、花鳥畫獨樹一幟。深愛民間藝術，尤其在

連環畫、年畫、插畫、插圖等方面造詣頗深。工書法，得力

於秦漢木簡及懷素狂草，善將草、篆、隸結為一體。程十髮

曾長期任上海畫院院長，其藝術視野寬闊，「取古今中外法

而化之」。 

  程十髮曾於戊辰年（1988）作《十魚圖》，十尾游魚大小不同，

顏色各異，神情生動。此壺上之魚亦與其同。大魚精神豪壯，

有順流而上之勢，造型奇特，李復堂有此豪而無此韻，八大

山人有此簡而無此靈變也。

  魚，向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多義而吉祥的形象。因與「餘」

同音，故常被用作「連年有餘」、「吉慶有餘」的代表紋飾。

三國人陳壽的《魏略·儒宗傳·董遇》中，記載過一段古人

抓緊一切閑餘時間讀書的故事，「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

陰雨者時之餘也。」齋名「步鯨樓」的程十髮揮毫「延年」，

即說明他有鯨吞之志，想要抓緊一切時間讀書自勉，也是對

賞壺人的一中警醒。

  程十髮先生曾言：「客問余，何謂書法？余云：初學時，

落筆之先搜索法度，熟後信手拈來，不求畫法而得法度。此

即畫法，亦為上法。」此壺上書法篆如老松虯根，隸如擺尾

蒼龍，草如狂風卷草，經沈覺初先生雕刻，神形更高一格。

  銘文：「延年 十髮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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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 A Zisha Teapot,
with  Writings and Drawings by Cheng Shifa, and Carved by Shen Juechu

rmb 70,000-100,000

參閱：

《紫砂壺鑒賞》P74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出版 1993 年出版

《紫砂壺鑒賞》P74





陳佩秋書畫 沈覺初刻 
觚棱提梁壺





《周髀算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在中國古典幾

何美學的影響下，紫砂壺造型通常也是方與圓交融的。觚棱

壺即為典型。此壺形體亦方亦圓，側角修圓，底承犴門，下

大上小，穩如泰山，古樸挺括，三彎流、提梁式。俯視呈四

方形，側面看又如覆斗狀。蓋是小於底的四方形，三曲如意

橋形鈕極富裝飾性，又可中和全壺硬朗之風，尤為可愛。正

是「方中寓圓，圓中見方」的奇妙境界。

  「觚棱」壺，顧名思義，仿古代觚棱設計。一是建築上的名稱，

一般指宮闕上轉角處的瓦脊。東漢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其《西

都賦》曰：「設璧門之鳳闕，上觚棱而棲金爵」。王觀國《學林·觚

角》：「所謂觚棱者，屋角瓦脊成角棱瓣之形。故謂觚棱」。

二是古酒器，後又演變為用於祭祀、陪葬的禮器。據鄧實《明

清各名家砂壺形拓》中之《阿曼陀室製砂壺》稱：「觚，為

古酒器，容酒一升。形方，四面有棱，今世傳尚多，唯方者

少而圓者多」。清·楊彭年曾製作此款式，壺身一面刻「觚棱」；

另一面為曼生幕友郭祥伯所刻銘文「棱可模，觚不觚，取其精，

意遺其粗」。

  陳佩秋（1922-），女，字健碧，室名秋蘭室、高華閣、截玉軒，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她曾自題：「予習山水，自清六家四

僧而上溯宋元，每有名山大川之遊，反復體察前人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之說。」

  此壺一面隸書「長安」，一面繪三隻芋頭，寓意「隨遇而安」。

  銘文：「長安 健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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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 A Zisha Teapot with Handle, 
with Writings and Drawings by Chen Peiqiu, Carved by Shen Juechu

rmb 70,000-100,000





因緣特殊的作品，一批意韻複雜的作品，也是一批無法複製

的作品。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沈智毅先生等的大力促成下，

上海美術館、上海書畫院與宜興紫砂工藝廠合作的這批紫砂

作品，由顧景舟、徐秀棠等擔任指導，葛陶中、徐維明、李

慧芳、王秀芳、徐雪娟等如今已成大家的名門新秀製作，朱

屺瞻，王個簃、關良、陸儼少、唐雲、謝稚柳、陳佩秋、應

野平、吳青霞、賴少其、程十髮、邱綬成等直接在壺體上書畫，

沈覺初、徐孝穆等加以琢砂篆刻。這批作品的完成，在某種

意義上來說，是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後特殊時期的饋贈，是紫

砂藝術在集體創作條件下的最後絕唱，更是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的一次藝術碰撞交流的產物。要系統探討這批東西的價

值，筆者以為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認識。

    首先是形體的時代性與經典性。這批紫砂作品，因為顧、

徐兩位大師的把關，加之幾位廠內「小輔導」級高手的全手

工製作，從泥料、形制、工藝、手法，都體現了紫砂一廠時

期的最高工藝水準，泥料窯溫配合使胎土潤澤緊結，顆粒鮮

明，加之形體挺括，線條清爽，手法老到，整體放鬆而不粗野，

細節疏朗而不猶豫，是紫砂工廠化製作時期技術規範的完美

展現。此外每一把仔細看來，又在形體構成韻味裡，各有其

作者師承的影子，看到陸儼少「秋林怒瀑」掇只壺的徐門味道，

謝稚柳「疏影橫斜」可心梨壺的顧式風味，這中間的共性與

個性、大型體與小差異的欣賞趣味，構成了這個系列作品在

形式上的特殊美感，耐人把玩尋味。

    其次是書畫的高度與特殊意義。此次上拍的八把當代文

人壺，從創作主體上來說，其書畫分別為陸儼少、唐雲、謝

稚柳、陳佩秋、程十髮五位大家在壺身上親筆描繪，遠非後

來多見的摹刻畫片可比，且皆為孤品。從書畫作品的類型來說，

陸儼少先生的山水小品，勾雲描水，飛瀑晴嵐；程十髮先生

的白描游魚，大腹便便，古拙天趣；謝稚柳先生的折枝花卉，

結構嚴謹，文氣鬱鬱；唐雲先生的蘭花竹石，旁逸斜出，風

雅閒逸；更有健碧先生的幾個芋兒，懶殘留半個，一世保長

安，真個是好意頭。每位先生的書畫，都是他們最擅長的類

型，都能體現其風格特點，這其中的用心與難得，實在是值

得琢磨體會。從歷史沿革上說，細數歷代紫砂壺上的名家刻

繪，曼生、赧翁有字無畫，子冶、石梅多寫梅竹，到了清末

民國，除個別精品外，輒更每况日下，皆《芥子園》《點石齋》

的行畫趣味了。所以，這批紫砂作品的字畫合作是開創性的，

更是具有特別意義和價值的。

    再次是銘刻之經典和別創新格。書畫金石家之於紫砂，

愛好者眾，而創作成名者鮮。為什麼？因為刻泥不同與刻

石，畫畫不等於畫壺。有了好的畫片底稿，沒有好的銘刻表現，

效果庶幾歸於零。歷史上的紫砂刻繪，表現字好的多，表現

畫好的少，就因為不管是線條白描還是雙刀鏟底，都有表現

不好墨色濃淡和筆觸方向的難點。這批當代文人壺作品的高

級之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了沈覺初、徐孝穆這樣的刻繪大

家加入，在如何體現這批書畫大師的筆墨趣味方面，他們大

膽借 採用了很多竹木雕刻特別是留青竹刻的刀法，單刀直

入，鏟動泥門，形成有方向性的沙粒表面，加以茶水泡養之後，

會形成筆墨濃淡枯榮的效果，甚至可以很好的表現作者運筆

的趣味走勢。這是紫砂篆刻上的一個進步，也是一個孤獨的

高峰。非常遺憾，隨著之後紫砂商業化浪潮的掩過，類似墨

點複印的所謂精細刻法大行其道，這種靈光一現的刻繪妙筆

當下也很少出現了。

    最後是從手澤傳承到神交大師。古玩和藝術品的收藏，

砂壺有幸風雲會，世間更無此奇局
寫在東正秋拍當代文人紫砂拍賣前夕

醉裡橫笛

一方面是從技術、創作、表現、通感等幾個層面去理性的賞析，

另一個方面更應該從個體文化體驗和歷史文化現象的角度去

加以認識。這批紫砂作品集製壺、書畫、篆刻各方面一流高手，

親力親為獨立參與，總共做出了這一百幾十件，如果不是在

文革剛剛結束，商品大潮尚未興起這個歷史階段，永遠不可

能實現。正因為如此，據 2007 年我採訪潘持平先生時他回憶，

當年顧景舟先生非常重視和欣賞這批作品，其中有一把作品

從上海運回過程中壺把不慎斷掉，顧老感到非常可惜，特地

將其選出並自己配上壺把，保留下來使用。從這個小故事可

以看出，這批當代文人壺作品在顧老這樣的行家心目中的份

量。一把茗壺在手，神交大師古人，這種特別的感受，應該

只有識者得之了吧。

    一批帶著傳奇色彩的紫砂壺，從八十年代初標價 6000 塊

在展櫃裡蒙塵，到被香港和新加坡買家購入後漂流海外，再

到今天滄海珠還回被我們再次關注，這中間的因緣際遇實在

是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發展的小小縮影。然而，此刻靜靜的

看著，我似乎突然更加希望跟他們一起，回到那從丁蜀到大

上海的輾轉舟車中，回到那青春勃發做陶人光彩熠熠的眼

裡，回到那白髮蒼顏大師端詳描摹的手上，回到那個「車、馬、

郵件都慢」的純真舊日時代……

    是以為之記，以紀念這批作品的再見。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上海美術館和上海國畫院與紫砂工藝廠緊密合作。時有當代書畫名流如

王個簃、朱屺瞻、唐雲、謝稚柳、程十髮、張樂平、應野平等，裝飾了一批砂壺，並投入市場。」

——顧景舟《溯源話藝——談文人及書畫界與砂藝的結合》

    砂壺有靈能聚首，人生何幸不相逢？

    離東正秋拍還有段日子，涅磐兄欣然來電告知，此次的

紫砂拍賣中，將有八把 70 年代末期當代名家文人壺作為專題

系列推出。聽聞這個消息，實在難掩心中激動的情緒，要寫

下一些紀念的文字，只因為沉默在歷史煙塵中三十餘年，這

些已不為人們所熟悉的紫砂藝術瑰寶，終將再次系統的出現

在人們的視野中了。

    當我們翻開圖錄，或者走進預展，他們靜靜的陳列在那裡，

這些質樸的近於拙納的砂壺，篆刻著那些黃鐘大呂般的名字，

帶著一個特殊時代的故事和氣息。他們從哪裡來？從「削竹

鐫留廿字銘，居然楷法本黃庭」的歷史源流中來嗎？從「憶

昔域空時，與君長相知」的劫後餘緒中來嗎？還是從「紫砂

復興之第二浪」這樣的高標美譽中來呢？說實話，這是一批





蔣蓉製 
荷花壺（一套）





蔣蓉（1919-2008）是當代紫砂花貨塑器藝術的開山人物、花

器藝術的一代宗師，在 70 餘年中創作了 200 多款紫砂作品，

大多以自然界瓜果、動植物為題材，表現手法以仿生為主，

作品形象生動、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枇

杷筆架》被選作北京中南海紫光閣陳設，紫砂果品小件還曾

作為國禮隨周恩來總理 1954 年出國訪問。

  「荷花壺」是其代表作品之一，曾在 1956 年全國陶瓷工藝

會議上被評為特種紫砂工藝品。大師談及它的構思：「當时

還正是紫砂花貨創作新的萌芽時期 , 又逢盛夏六月 , 盛開的荷

花惹人喜愛。……我以盛開的荷花作壺身，圓鼓鼓的蓮蓬作

蓋 , 彎曲的花梗作壺把 , 這時候必須用大力氣精細地把模型的

一筋一瓣模仿得惟妙惟肖 , 這說明了藝術造型的一絲不苟和

嚴謹性……當我再次來到藕池邊時 , 一隻小青蛙從荷葉上急

速跳入水中 , 水微微蕩漾開去 , 才露尖角的小荷葉 , 輕輕搖起

來 , 才出水的嫩葉捲起 , 剛好是壺嘴的造型 , 決定用青蛙做壺

鈕 , 讓蓮蓬壺蓋上伏一隻青蛙 , 多有情趣。」

  蔣蓉與任淦庭、吳雲根、斐石民、王寅春、朱可心、顧景

舟並稱為紫砂藝界「七老藝人」，是新中國成立後紫砂藝術

發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她於 1993 年被授予「中國工藝美術

大師」稱號；2006 年，被江蘇省文化廳指定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紫砂陶技藝」傳承人代表。同年，中國工藝美術協會授

予她「中國工藝美術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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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3 A Set of Zisha Lotus-Imitated Teapot and Cups, 
by Jiang Rong

rmb 400,000-500,000

蓋款：「蔣蓉」

參閱：

《紫砂壺鑒賞》 P74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1993 年出版   

《宜興紫砂珍賞》 P204 遠東圖書公司 1992 年出版

底款：「蔣蓉」 《紫砂壺鑒賞》 P74 《宜興紫砂珍賞》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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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寅仙，女，生於 1943 年，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擅長「花貨」

製作，宜興紫砂文化藝術研究專委會顧問，曾任宜興紫砂工

藝廠副總工藝師、宜興紫砂研究所副所長等職。汪寅仙大師

是我國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之一紫砂製

作技藝傳承代表人。她的作品氣韻生動、整體協調，酷似自

然生態，維妙維肖，具有濃厚的東方藝術文化特色和高雅的

藝術欣賞價值。作品被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香港宋縣

文物館、南京博物院、臺灣歷史博物館收藏，在日本、美國

等 20 多個國家地區展出，廣為紫砂愛好者稱讚，曾多次獲國

家級大獎。

  大師此瓶，不輸壺具。小口、短頸、豐肩、瘦底、圈足。

雖為梅瓶，確如美人般削肩細腰，頎長秀媚，故又名「美人瓶」。

瓶側附一對天雞耳。據南朝任昉《述異記》記載：「東南有

桃都山，上有大樹……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

天下雞皆隨之鳴。」《宣德彝器圖譜》中載後宮皆有天雞耳

爐，以熏衣香膚，避移驅邪，拜神祭月。汪寅仙大師取法古

今，以北宋中期壺嘴上捏塑的獸頭裝飾為靈感，將天雞耳移

於紫砂梅瓶上，不但不覺突兀，反而謹慎嚴密。整器線條流暢，

以簡練的形式表達紫砂器特有的美感與深度，散發著韻味無

窮的藝術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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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 A Zisha ‘Beauty’ Vase, 
by Wang Yinxian

rmb 80,000-100,000 

款識：「汪」 「寅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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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鵬

身為宜興紫砂藝術收藏家，同時也是當代紫砂藝術的推廣者。「當下社會

人們難免奔波勞累，但是你要學會放鬆的方法，我認為很好的方式就是玩玩壺，參與

到當代紫砂的創作中去。」作為土生土長的宜興人，王鵬從小到大浸淫在紫砂藝術的

大氛圍中，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中已成為一個深愛紫砂文化的愛壺人，也在平日玩藏

過程中，不斷產生新的設計構思，並且與中青代實力派陶藝家連袂設計，從最初的靈

感構思、草圖繪製到茶壺的製作，砂壺表面的陶刻裝飾……全程督導參與，對當代紫

砂藝術的推廣可謂不遺餘力。

在使用的過程中體會燕閑樂趣，並慢慢體會到其中的藝術性，是紫砂壺的一大魅

力。王鵬坦言，作品設計的靈感來源離不開傳統，紫砂的設計是兼具實用與美觀的藝術。

在傳統器形的基礎上，融匯一些新的創意與元素，從而達到古今融合並相得益彰的效

果。本專場遴選五件王鵬與陶藝家合作設計的砂壺新作，包括 2055「閒人雅置款鳧趣

壺」，2057「閒人雅置款鏡圓壺」，2058「李寒勇製聽禪壺」，2060「閒人雅置款荷潔

壺」，2061「高旭峰製溢香壺」。五件作品或靈秀，或端莊，從造型、立意到器身裝

飾可謂各具特色、各具看點。古人謂「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以饗同好藏家。

王鵬，









閒人雅置款 
鳧趣壺





高6
.5
cm

 

寬14
.4
cm

鳧
趣
壺

閒
人
雅
置
款

2055 A Zisha ‘Mandarin Ducks’ Teapot, 
Xianren Yazhi Mark

無底價

鳧，即野鴨，一種在中國極為常見的水禽。它的形象早已融

入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中，可以食，可以賞，可以觀時氣，

可以明禮儀，並由此生發出聖賢君子對於人生的隱喻，從而

成為一種明志的符號。鳧的形象自商周時代即為玉雕、為銅器，

出現在《詩經》、《楚辭》裡，被唐人作詩吟詠，入宋畫小

品，清乾隆的景泰藍鳧尊，八大山人的《荷鳧圖》，無所不在，

不一而足。

  此鳧趣壺乃由深諳古人意趣的王鵬特別定製，全程監督製

作，「閒人雅置」是其款識，道盡文房清貴之味。該壺創作

由兩部分組成，壺體部分由王鵬先生設計、出圖、定樣，選

擇一名中青年實力派陶手製作，製作週期 35 天。實體作品部

分結束後由中青年陶刻家王翔先生進行壺身裝飾，刻繪週期

為 10 天。

  王翔生於 1975 年，師從著名工藝美術大師、紫砂陶藝大

家譚泉海。他的作品門類豐富且藝術性極佳，畫面構圖嚴謹，

平淡天真，意境直追宋元文人畫，充滿靜穆單純的氣息。

  紫砂陶的雕刻不同於一般的雕刻，它是在紫砂陶坯凹凸不

平、多角線條等複雜的造型上進行刻畫。陶刻是許多紫砂工

藝過程中最後的一道工序，作為陶刻藝術創作者，必須要有

高超的技巧，才能使作品巧奪天工，錦上添花，妙超自然。

然而技巧雖然重要，但也不能喧賓奪主。從事陶刻藝術，必

須具有深厚而全面的藝術修養，篆刻、繪畫、雕塑、詩詞不

可不精。

  該壺名為鳧趣，壺形似野鴨，壺身刻畫一對野鴨於平湖葦

蕩中休憩的場景。王鵬賦詩：「小鳧忽驚水中月，孰知菰蒲

有雌雄！」知是化用宋人張耒詩句：「晴江水滿長菰蒲，野

鴨鵁鶄欲哺雛。誰為寄聲沙塞雁，春來朔野定如何。」作品

器形靈動，線條流暢，構圖生動，刀法輕靈，形神兼備，奇

趣天成。

  《西清續鑒·紹興古器評》曰：「鳧之為物，出入於水而

不溺。……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鳧

尊之設，其意如此。」以鳧為壺，因茶不醉人人自醉也。

  銘文：「小鳧忽驚水中月  孰知菰蒲有雌雄  王鵬句  乙未

年初秋」

蓋款：「壺人」底款：「閒人雅置」





黃雲雲，1969 年生於陶都宜興，1990 年畢業於江蘇大學，

同年隨母親葛明仙（高級工藝美術師）學藝。1992 年赴中

央工藝美術學院深造陶藝設計。本著對紫砂藝術的熱愛，用

心揣摩歷代紫砂精品，汲取其藝術精華，運用於作品製作中，

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作品被大英博物館及香港茶具文物館

收藏。

  此壺胎土細膩、泥色溫潤，隱然有珠玉之澤；流直而微翹、

精氣十足且不失芒利；壺把彎曲有力、端拿得力平衡；肩線

豐滿得體，基於造型法則，在變化中求統一，鈕似壺身縮小

之微型；蓋線圓潤飽滿，蓋體中間隆起，線面變化豐富。壺

身既渾圓挺括又不失清風道骨之氣，實乃剛柔並顧。此器式

度樸雅，古韻濃厚，挺拔中見端莊、瀟灑中見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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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 A Zisha Circular Teapot, 
by Huang Yunyun

無底價

底款：「黃云云」蓋款：「云云」把款：「黃」









閒人雅置款 
鏡圓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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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7 A Zisha Circular Teapot, 
Xianren Yazhi Mark

無底價

此鏡圓壺乃王鵬「閒人雅置」款定製壺，靈感源自中國古代

藝術品——銅鏡。

  鏡之歷史悠久，是人們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上古的鏡以

瓦為之，名叫「監」，就是大盆的意思。《說文》中說：「監

可取水於明月，因見其可以照行，故用以為鏡。」銅鏡初為禮器，

春秋戰國時代是只有貴族方可享用的奢侈品，西漢末年普及

民間，隋唐至臻至美。銅鏡因製作精良，形態美觀，圖紋華麗，

銘文豐富，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瑰寶。

  在一枚明代銅鏡背面鐫刻著一首詩：「月祥團圓水漾清，

好將香閣伴閑身。青鸞不用羞孤影，開匣當如見故人。」雖

是兒女情長、祈望團圓之詩，卻隱隱有李商隱「曉鏡但愁雲

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的繾綣詩意。壺底銘刻：「一壺清香半窗月，兩本閒書無古今。」

頗見縱橫紫砂史上下五百年的氣魄。

  鏡圓壺壺身扁圓，上下內縮為口為底，狀如鼙鼓，穩定敦

厚。壺蓋如倒覆之銅鏡，壺鈕正似鏡鈕。壺流短小，出水有力，

壺把彎曲遒勁，二者前後呼應，有高古之風。

  蘇東坡《前赤壁賦》曰：「……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

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值此仙境，月白風清，

以鏡圓壺泡香茗，坐於窗櫺之下，竹影婆娑，花香滿徑，「誦

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方不負良夜。

  銘文：「一壺清香半窗月 兩本閒書無古今 王翔」

底款：「聞人雅置」 蓋款：「壺人自賞」









李寒勇製 
聽禪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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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8 A Zisha Teapot, 
by Li Hanyong

無底價

唐代山水詩人王維《過香積寺》詩曰：「不知香積寺，數里

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禪製毒龍。」於深山古刹悟道參禪，香煙繚

繞自能清心，佛聲鐘鼓令人醍醐灌頂。禪宗真正的創始人六

祖慧能，指出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之學，一方面使繁

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也使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自

唐代以來，廣佈中原。

  此王鵬設計監製、李寒勇製「聽禪壺」，緣起王鵬先生的

一對潛心禮佛的夫妻友人，特囑王先生做一件佛教題材的紫

砂壺。王先生自言不諳佛學，如果只追求形似而不能做到形

神兼備，則於佛、於紫砂器均不算盡善盡美。本著對佛教的

崇敬和對紫砂藝術的負責，王鵬與李寒勇從構思到設計、出圖、

定稿、製作以及無數次精益求精、日臻完美的修改，到最後

燒成，耗費近半年時間而成「素心聽禪」壺，光器澄澈如月，

禪音汩汩流動而出，佛壺一體，禪茶一味，是為的得意之作。

  此壺身桶為鐘形，寓古刹禪鐘，警醒俗世中人應一心向禪。

三彎流，如佛門弟子供奉佛、法、僧三寶。王鵬先生將倒裝

的壺把，視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叩拜佛祖的五體投地之禮。

壺把上的小飛是設計師刻意而留，象徵凡塵俗子，沾惹紅塵，

畢竟難如佛門中人五蘊皆空。壺鈕是一座板橋，「雞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它連接凡塵與佛境，到此該壺的精神內涵表

現到極致，橋的這頭是寂寂紅塵，橋的那邊是一切皆空。

  該壺的精妙之處在於壺嘴、壺把、壺鈕的組合。看似各自

零落，實則為一整體，足見設計者匠心獨具的巧思和製作者

的高超技藝。

  李寒勇，生於 1974 年，1991 年入紫砂工藝廠，歷經嚴謹的

基礎訓練，擅於手工筋紋器與光器紫砂傳統之創作。其光素

器作品線面流暢，口蓋嚴密，古樸端莊。其創作思路深遂遼闊，

作品妙築屢出，是中青代之紫砂傳人。此壺與王鵬先生合作

而成，神韻綿長，禪意酣暢，實為經典！

  銘文：「素心聽禪 王翔書之」

蓋款：「李」 「寒勇」底款：「嶺上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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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薩都刺《過高郵射陽湖雜詠九首》曰：「秋風吹白波，

秋雨嗚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夏盡秋來，湖面

菡萏香銷，翠葉零落，形色各異的蓮蓬已枯，淩亂浮遊波上，

愈顯簡淨疏朗。優秀的藝術家善於捕捉自然恩賜的瞬間，再

現、重塑並賦予他們哲學的思辨意義，成就傳世珍品。此壺

即是俞榮駿先生從秋日荷塘中汲取靈感，枯淡寧靜，禪意雋

永。壺以段泥摶製 , 色澤酷似深秋殘荷，壺體似荷葉包裹的

蓮蓬 , 壺肩特意製成殘缺狀 , 上有三五顆蓮子半開半露 , 極富

靈氣，平蓋嵌合,鈕是對初夏的回憶，彷彿「小荷才露尖尖角」,

兩條荷梗彎曲成壺把 , 筋脈頗有力道 , 一梗為流 , 出水便利流

暢 , 用以泡茶 , 似有荷香陣陣 , 清心明目 , 涵養文氣。

  俞榮駿 ,1966 年出生於江南太湖之濱陶都宜興的書香門第，

字伯譽，號老藤，齋號為「古藤草堂」。自幼即習書畫，在

丁蜀鎮自創「陶窠工作室」。在陶藝創作圖式上，俞榮駿師

承清初製壺大家陳鳴遠的紫砂塑器樣式，又受清代文人陳曼

生的直接影響，在題材的選擇和藝術境界的追求上表現出文

人審美趣味。他癡迷於自然造物，注重體察自然之靈性與藝

術家內心體驗，使藝術家的主體精神在傳統技法與個性情態

中張揚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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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9 A Zisha Teapot, 
by Yu Rongjun

無底價

蓋款：「榮駿」底款：「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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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潔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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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 A Zisha Teapot, 
Xianren Yazhi Mark

無底價

底款：「閒人雅置」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有關於荷花的記載：「山有扶蘇，

隰有荷花」（《鄭風·山有扶蘇》），「彼澤之陂，有蒲有荷」（《陳

風·澤陂》）。以荷花比喻士人情操高潔則最早見於屈原的

《離騷》：「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

兮，苟余情其信芳。」詩人幻想自己以荷葉為裙，以荷花為衣，

飄蕩江湖，芳香四溢。一代鴻儒周敦頤「獨愛蓮之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

亭净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即使深秋時節，荷花凋謝

後仍可留殘葉聽雨，可入八大山人之畫，「高揮大抹惹寒煙」，

可以食蓮藕、蓮子，個中樂趣無窮。真如清代著名戲劇家李

笠翁所云：「是芙蕖也者，無一時一刻不適耳目之觀，無一

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

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大於此者乎？」

  此荷潔壺為王鵬定制，屬「閒人雅置」款，全程監督製作，

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該壺的創作由兩部分組成，2015年9月初，

作品實體部分製作完成，製作週期 17 天，隨後作品進入裝飾

部分，陶刻裝飾週期 5天。

  此壺線條圓潤，形體飽滿，壺身如雨後嬌荷，豐腴可愛，

壺流圓短彎曲，壺把如荷莖，彎而柔韌。壺把和壺嘴前後呼

應，分別是駛入池塘的一艘採蓮小艇的船頭船尾。壺身一側

刻畫荷葉，與壺蓋上因露重垂落下來的荷花相互映襯，一側

點綴些許花瓣，小篆「荷潔」二字。以此壺飲茗，如入荷塘，

二香相伴而生，器、畫兩相當。蓋款「壺人」本為壺宗顧景

舟先生自用款，經顧老家人許可授權而使用，如一點睛之筆，

更顯可貴難得。

  銘文：「荷潔」

蓋款：「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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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1 A Zisha Teapot, 
by Gao Xufeng

無底價

蓋款：「旭峰」「高」

南宋詩人陸游素喜百合，他曾作詩：「爾叢香百合，一架粉長春。

堪笑龜堂老，歡然不記貧。」「芳蘭移取遍中林，餘地何妨

種玉簪。更乞兩叢香百合，老翁七十尚童心。」百合花香遠

益清，色澤淡雅，寓意和美，頗為歷代文士所愛。

  此壺由王鵬先生於 2011 年底設計、製圖，2012 年初由高

旭峰定樣並開始製作，製作週期 40 天。由於設計者與操作

者皆是力求完美之人，為達到精、氣、神兼美的紫砂製作之

境，該壺在製作過程中，壺身做了四個，壺嘴做好後切下七次，

壺把切了三次，可謂精益求精。

  此壺的設計靈感來自百合花，力圖表現含苞待放的百合端

莊而嬌羞的姿態，尤其是她的香氣四溢，沁人心脾，期望與

賞壺、用壺之人共聞清芬。壺身取色若沉香之紫泥為百合花形，

筋囊片是初綻的花瓣，包裹的壺身是欲放的花蕾，大線條的

流把則是從花蕾中溢出的飄渺香氣。壺蓋嵌入壺身，是一朵

倒垂的盛放百合，圓潤的壺的彷彿花蒂。整體觀之，全壺比

例協調、轉折圓潤、雋永耐看，像是一位翩翩起舞的花仙子，

優雅、高貴、完美。

  高旭峰，工藝美術師，優秀陶藝家，1970 年生於宜興制壺

世家，外祖父為著名陶藝名家王寅春。其作品深受紫砂收藏

者喜愛。高旭峰認為一個做壺的人，如果想要成為一個壺藝家，

作品傳世留人，青史留名，就應該做工考究、技藝精湛、提

升品位。做藝如做人，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要認真做人，認

真做藝，藝術上對別人負責，實際是對自己負責。

底款：「閒人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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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梁壺是壺類中一種古老而獨特的款式。它的把手不像通常

那樣安在壺體一側，而是自壺肩淩空而起，氣勢高昂，古樸

大方。其形式有方、圓、拱、海棠形等，還有各種像生形狀，

多式多樣的提梁造型為多種壺類增添了許多神來意趣。此壺

之提梁即為竹節。

  竹節提梁壺是眾多紫砂壺式中的傳統題材，亦是經典壺式，

從清代到現代都有製作，代表作有現藏於南京博物院的清代

陳蔭千所製「雙竹提梁壺」。此壺之提梁、蓋鈕均為竹節造型。

壺肩一側有兩段竹竿，起至最高點後與壺肩另一側的一根竹

竿交匯而成提梁，構思巧妙，視覺效果穩固。壺鈕是一段奇

巧的竹根，一側點綴幾片竹葉，其一蟲眼逼真，竹根上旁逸

斜出一枝嫩芽，寓意「萬木逢春」。壺身渾厚扁圓，壺嘴微

彎向下。全壺色澤赤赭，竹枝處理得既挺勁又柔韌，構思別

出匠心，是仿生壺中一件精巧的佳作。

  何敏，國家級工藝美術師，1967 年生於陶都宜興，1983 年

進入紫砂工藝廠，跟隨江建祥老師，經過三年徒工的系統學

習，於 1986 年考入紫砂工藝廠研究所，正式拜汪寅仙大師為

師。受兩位大師的薰陶，所製作品吸取傳統技法之精華，借

傳統造型之優點，花貨作品表生態萬物之美，或工致或達

意或寫實，給人一種清新典雅之感，力求達到完美和實用並重，

於不經意間而自得其神韻。

高13
cm

 

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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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逸
提
梁
壺

何
敏
製

2062 A Zisha Teapot with Handle, 
by He Min

無底價

底款：「何敏」 壺把下款：「敏」 蓋款：「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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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紫
砂
界
公
認
的
一
代
宗
師
、
壺
藝
泰
斗
，
顧

景
舟
先
生
用
畢
生
的
精
力
書
寫
紫
砂
藝
術
的
華

彩
篇
章
，
是
當
代
紫
砂
文
化
的
集
大
成
者
，
代
表

了
一
個
時
代
的
高
峰
。2015

年
是
顧
景
舟
大
師

百
年
誕
辰
，
為
緬
懷
前
輩
、
傳
承
前
輩
的
陶
藝
精

神
，
專
場
推
出
顧
景
舟
壯
年
力
作
「
松
鼠
葡
萄
十

頭
套
組
茶
具
」
以
饗
藏
家
。
此
器
由
顧
景
舟
先
生

在1955

年
創
作
，
作
為
向
日
益
繁
榮
昌
盛
的
偉

大
祖
國
的
獻
禮
。
壺
體
碩
大
，
容
積
達1400C

C

，

堪
稱
顧
景
舟
花
器
中
的
絕
世
翹
楚
。
相
比
顧
老

七
十
年
代
作
品
「
詠
梅
茶
具
」
，
它
的
身
筒
更
為

渾
圓
雄
壯
，
把
及
流
的
枝
幹
塑
造
是
力
與
美
的
融

合
，
松
鼠
葡
萄
紋
飾
寓
意
深
長
，
一
展
振
興
繁
盛

的
大
國
氣
魄
。
而
且
顧
老
作
品
主
要
以
光
素
單
壺

為
主
，
此
花
貨
作
品
以
其
十
頭
成
套
，
具
有
重
要

的
歷
史
學
術
地
位
與
藝
術
價
值
，
當
彪
炳
史
冊
。

 

如
今
，
這
一
巔
峰
重
器
是
本
次
拍
賣
向
這
個
尊

重
、
欣
賞
、
珍
視
紫
砂
藝
術
的
時
代
的
獻
禮
。





在「大躍進」的熱潮退卻後，顧景舟得以繼續開展技術革新，

例如幫助搞灌漿工藝，試製上釉啤酒杯，搞工業陶設計，改

制轆轤車，為探求紫砂成型新工藝而努力，還設計了一批

大型的餐具及高檔花盆，與其他人一起陸續搞出了一些產品，

如後來曾暢銷一時的紫砂保溫杯等。1962 年前後，整個國民

經濟發生變動，紫砂工藝廠由於產品結構的失當，積壓了大

批滯銷品，紫砂業一時陷入低谷。顧景舟責無旁貸地一方面

改進紫砂專用工具，使紫砂生產工藝水準更趨精益求精。同時，

他帶人訪遍北京、南京、廣州、蘇州、杭州等地博物館尋覓

珍品，與科研人員一起到其他兄弟陶瓷產區考察，與全國許

多知名的科學家、陶藝家、藝術家結交，為紫砂藝術的再度

振興而積極活動。

  三線咖啡具即為顧景舟先生在六十年代為紫砂工藝品出

口創製的經典作品。這兩隻咖啡杯內壁掛白釉，有網狀開

片，微微泛黃，頗有宋元名瓷風範。三線咖啡杯是簡化傳統

紫砂器中的竹節壺造型而來，形制簡潔，直筒形腹，曲柄圈足，

器身飽滿，器面不飾雕琢，僅以上、中、下三條圓線為裝飾，

合理的空間分割使咖啡杯顯得十分輕靈。此壺用料極為講究，

據傳為顧氏保存多年的「缸底之紫泥」，泥料的色澤對裝飾

效果的完善亦起到了關鍵作用。杯底鈐印「顧景洲」印。

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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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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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
啡
具
杯
（
二
隻
）

顧
景
舟
製

2063 Two Zisha Coffee Cups, 
by Gu Jingzhou

rmb 250,000-300,000

底款：「顧景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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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4 Two Zisha Cups, 
by Gu Jingzhou

rmb 250,000-300,000

底款：「顧景洲」

「雙線竹鼓杯」是可與「雙線竹鼓壺」配套使用的器具。此

杯為顧景舟先生在六十年代為紫砂工藝品出口創製的作品。

以竹為題，運用曲線組合進行造型，黃金分割，竹節彎折成

把，意趣天成，器形工整，清雅大方。杯內壁上釉，青如汝窯，

魚鱗開片，既美觀，又適合外國友人飲用咖啡的習慣。

  著名畫家亞明先生曾在顧景舟所製之壺上寫道：「壺先秦

有之，紫砂始於明正德，至今已經五百年，高手不過十餘人。

顧景舟當為近代大師，顧壺可見華夏之哲學精神、文學氣息、

繪畫神韻。」 

  顧景舟（1915-1996），原名景洲，別稱：曼希、瘦萍、武

陵逸人、荊南山樵。自號壺叟、老萍。宜興紫砂名藝人，中

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是近代陶藝家中最

有成就的一位，世稱「一代宗師」、「壺藝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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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2065 A Set of Zisha ‘Squirrels and Grapes’ 
Teapots and Cups by Gu Jingzhou

估價待詢



    本專場秉承了春拍的少而精，除了延續宮廷器和明清文人紫砂藝術品之外，這次「紫器東來」還

增加了文人情懷與生活雅趣並重的朱泥壺與著名海派畫家參與創作的當代文人壺。全場分為七個系列：

《字裡乾坤——紫砂文獻》、《正色朱紫——朱泥壺》、《御闕瓊英——宮廷紫砂》、《清貴雅趣——

明清文人壺》、《古道今傳——當代文人壺》、《韶樂新聲——壺藝新作》、《巨擘神思——大師顧

景舟作品》。

    與以往紫砂拍賣不同的是，此次拍賣以文獻作為開篇。「紫器東來」推出十套紫砂經典文獻。其

中編號 2003「《宜興陶藝》1冊」、編號 2004「《宜興紫砂：從明代到今天》1冊」以及編號 2005「《宜

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 1冊」體現了以羅桂祥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前輩對紫砂藝術的傳承所起

到的巨大作用。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向前輩們致敬，提升人們紫砂融入生活的意識，是每個心繫紫砂

藝術的人不改的初衷。

    明清時期的紫砂茶具無論是宮廷器還是文人器，都帶有追求奇巧新穎的品位意趣。式樣繁多、工

藝成熟的拍品展現了當時紫砂藝術不斷推陳出新的過程。從繁複之美到純樸清雅，方非一式，圓不一相，

高手輩出。編號 2027「清雍正 彩繪花鳥圖笠帽大壺」、編號 2031「清乾隆 御製澄泥玉兔朝元硯」就是

難得的宮廷器。編號 2037「清康熙 竹節壺」、編號 2039「清嘉慶 -道光 楊彭年製曼生合歡壺」；編號

2044「清嘉慶 彭年款玉成窯漢鈞壺」，則是典型的文人壺。

    秋拍另一個為人矚目之處就是重點推出了朱泥壺、當代文人壺系列。大陸紫砂熱近十年來，對朱

泥文化有所忽略。朱泥壺非常益茶，助茶，適合茶人，具有獨特的朱泥之美。朱泥含鐵，燒成溫度稍高，

就會出現鐵熔點。其泥性也有別於一般的紫砂，它收縮率大，成型燒製風險相對就高。好的朱泥壺泡

養後有「透感」，表面顆粒感比較豐富，非常奇妙。這次專場徵集了一些清中早期的朱泥壺作品，還

有一些適合茶人的小紫砂壺，期待它們能夠受到應有的珍視。

    當代文人壺也是此次秋拍的重點，這些作品大多為海派大家八十年代所製。在當時，唐人組織了

海上名人參與紫砂創作，然後由海派的竹刻家，在紫砂壺上篆刻。現在製作這批文人壺的大師們不少

已經仙逝，這些作品成為了當代文人壺不可複製的經典。

    另外專場《韶樂新聲——壺藝新作》部分包含五把壺藝新作，由紫砂收藏家王鵬與陶藝家聯袂創作，

王鵬參與了文人壺的設計，並把他的設計理念通過陶藝家的雙手實現，有很大的價值認識空間。

    最後，籍由「紫砂泰斗」顧景舟誕辰一百週年之際，推出顧景舟先生的花器巔峰之作，編號 2065

「顧景舟製松鼠葡萄十頭套組茶具」作為壓軸，以致敬大師豐碑的仰之彌高。此套作品不僅形制恢宏，

而且十頭成套，價值更是非同尋常。以拍賣的形態推廣紫砂藝術不易，感謝一直以來支持「紫器東來」

專場的朋友對我的支持與信任，在此鳴謝。

後 記

涅 磐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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