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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茶文化发展至明代，形成了以泡茶
法为中心的 “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1］(P117)。
这一时期，茶文化繁荣发展，特征鲜明，影响深
远，故笔者不揣简陋，试总结其时代特征，以就教
于大方之家。

一、饮茶之法产生重大变革，形成了以品饮
散茶为主的泡茶法

（一）从团茶到散茶
明代饮茶之法产生重大变革，跟明太祖朱元

璋的一条诏令直接相关。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
月，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
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 置茶户
五百，免其徭役”［2］(P799)。 所谓“龙团”，是指宋代皇
室等上层社会享用的龙凤团茶，“宋太平兴国初，
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
茶盖始于此”［3］（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P54)。 宋代不仅要做
成团片状，上有龙凤图案，还要“杂以诸香，饰以
金彩”①［3］(朱权 《茶谱 》P77)，以区别于民间的蒸青团茶。
不管是蒸青团茶还是龙凤团茶，它们在制作时都
要蒸、碾、揉、压，并添加香料，使得茶叶失去原始
的香味、真味，故沈德符评介：“按茶加香物，捣为

细饼，已失真味。 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
水厄中第一厄。 ”［2］(P799)所谓“绣茶之制”，是指“大
镀金 ，以五色韵果簇 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
目”［4］(P1023)，实际上是在龙团凤饼上加金箔、五色
韵果等以修饰， 但再次破坏了茶叶原有的香气，
失其自然之性。 朱权也认为“杂以诸香，饰以金
彩，不无夺其真味”［3］（朱权《茶谱》P77)。

与团茶相适应，两宋流行点茶法。 饮茶前，
先将团茶饼碾成细茶， 再磨成粉末即茶粉，备
用。 又预先将茶盏烤热，点茶时先注汤少许，调
成浓稠状，谓之调膏。 然后一边注入开水，一边
用茶筅在盏中环搅，称为“击拂”，待盏面白色乳
沫浮起，是谓茶成。 点茶法成于五代，盛于两宋，
衰于元［5］(P74-78)，随着明太祖诏令的实施和上层社
会的引领，逐渐在明代中后期消亡。

明代逐渐流行的泡茶法，却最大限度地保留
了茶叶的真味、原味，因为泡茶法所用茶型为散
茶。 明万历年间，张源撰《茶录》，所记“采茶”“造
茶”“辨茶”“藏茶”，均是散茶炒青的技术，已无团
茶、饼茶之痕迹；许次纾撰《茶疏》，对龙团凤饼与
散茶进行了比较，指出“近进制法，旋摘旋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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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俱全，尤蕴真味”，并对“炒茶”和“岕中制法”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又沈德符在总结“茶式”说：“饮
茶精洁无过于近年，讲究既备，烹瀹有时，且采焙
俱用芽柯，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盖始于本
朝。 ”［2］(P799) 这说明万历时明朝人不再使用团饼
茶，以避免“碾造之劳”，且能得茶叶之“真味”。前
述明太祖诏令中的“芽茶”即为散茶，从此，团饼
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与散茶相适应的泡茶法成
为中国饮茶史的主流。

（二）泡茶法的流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明朝初期的饮茶方式仍以点茶法为主，只是

所用茶叶为散茶而不是团饼茶。 朱权《茶谱》载：
“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
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
新改易，自成一家。 ”［3］（朱权 《茶谱 》P77)从朱权所记“品
茶”“收茶”来看，对生茶的加工，做到火焙即可，
不再碾压成饼，亦不加香料。 钱椿年著《茶谱》记
载“采茶”“点茶三要”也表明当时用点茶之法饮
茶，只是茶叶为散茶。此种饮茶方式可简略为“散
茶点茶法”。至田艺蘅著《煮泉小品》，我们可以看
到发生了变化，“芽茶以火作者为次， 生晒者为
上，亦更近自然……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旗枪舒
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3］（田艺蘅《煮泉小品》P94)。 枪者，
茶芽也；旗者，茶叶也。采芽茶时，一旗一枪为佳，
用生晒茶直接冲泡， 能保留茶叶的自然之味、清
新之香，因之，火焙之茶，发展为炒青散茶。 这是
关于散茶在瓯盏中冲泡的最早记录［5］(P74-78)。 虽然
这时已在十六世纪中叶， 但作为明代的一般官
吏，用芽茶泡茶并记之，则说明饮茶之法至此已
发生变化， 已省略过去点茶法的一些繁琐步骤。
同时，与田艺蘅同为钱塘人的陈师，撰《茶考》一
书，记载了饮茶方式的撮泡法：“杭俗烹茶，用细
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 ”用细茗置茶
瓯， 以沸水冲泡的撮泡法已经成为杭州的习俗，
可见其在杭州流传时间之长。 万历时期还有茶
学家撰写茶书，记载了用壶泡茶的技法。 如张源
撰《茶录》记“泡法”：“探汤纯熟，便取起。 先注少
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 茶多寡宜酌，
不可过中失正，茶重则味苦香沉，水胜则色清气
寡。两壶后，又用冷水荡涤，使壶凉洁。”［3］（张源《茶录》

P146)这就意味着把散茶置于壶中，用壶盛开水以
泡之，意即壶泡法。 许次纾撰《茶疏》中也提到壶
泡法：“未曾汲水，先备茶具。 必洁必燥，开口以
待。 盖或仰放，或置瓷盂，勿竟覆之案上，漆气食
气，皆能败茶。 先握茶手中，俟汤既入壶，随手投
茶汤，以盖覆定。 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
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 更三呼吸顷，以
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 ”［3］（许次纾《茶疏》P164)因这两
部茶书均产生于万历年间，故而壶泡法的起始当
在明朝万历年前。 壶泡法的兴起，同时带动了制
壶产业的起步。

历经散茶点茶法、撮泡法、壶泡法，泡茶法逐
渐在明代不同地区流行，成为明清以来的主导性
饮茶方式。沈德符称：“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
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2］(P799)这个
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泡茶法的推行，开启了中国
制茶、饮茶史的新纪元，对此后的中华茶文化发
展及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饮茶形式的变革，使得散茶大行其道，各种
新茶类型得到创制和发现。 如全发酵红茶，起源
于 17 世纪的武夷山附近。 王草堂《茶说》记载：
“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
侯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独武夷炒焙兼
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
色也。 ”［3］（陆廷灿《续茶经》P447)此为乌龙茶，青茶之一种。
明代散茶取代团饼茶， 促进了炒青技术的进步，
进而炒青代替了蒸青。 人们在研究炒青制法的
同时，不断地创造出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
等茶类加工方法［6］(P75)。 散茶的推广，丰富了茶的
种类，提高了茶的质量。

二、 明代茶文化与儒释道思想融为一体，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之部分

（一）明代茶文化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明代茶文

化在发展、 繁荣过程中必然和儒家思想相碰撞、
适应，进而融合为一体，表现为明代茶文化中讲
究茶境之和、茶道之礼、茶学之思。

茶境之和是说采茶、制茶、饮茶过程中要做
到与环境和谐，与人和谐，与内心和谐，这与儒家
追求和谐思想是统一的。 儒家非常看重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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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
和。 ”孔子还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
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的学生有
子也曾经说：“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
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7］(P8)而现存的明代茶书中，大部分
为儒士所编，深刻体现着儒家的和谐思想。 朱权
《茶谱》指出品茶时要与朋友“或会于泉石之间，
或处于松竹之下， 或对皓月清风， 或坐明窗静
牖”。 对品茶的室内、室外环境提出明确的要求，
必须处于一个和谐静雅的状态下进行品茶。 谈话
内容也要求脱离世俗，尽量“探虚玄而参造化，清
心神而出尘表”［3］（朱权《茶谱》P77)，这同时也对交谈对象
提出了要求。 张源《茶录》“火候”条曰：“烹茶旨
要，火候为先。 ……过于文，则水性柔，柔则水为
茶降；过于武，则火性烈，烈则茶为水制。 皆不足
于中和，非茶家要旨也。 ”［3］（张源《茶录》P145)这是对烹茶
火候提出的要求，即过于文或过于武均不能达到
中正平和之标准。 徐献忠《水品》对品茶用水亦有
和谐之气的要求：“古称醴泉，非常出者，一时和
气所发，与甘露、芝草同为瑞应。 ……醴泉食之令
人寿考，和气畅达，宜有所然。 ”［3］（徐献忠《水品》P104)明代
儒士对品茶之人亦提出要求， 以达到与人和谐，
如陆树声《茶寮记》中有“人品”一节，指出“煎茶
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 故其法每与高流
隐逸，有云霞泉石磊落胸次间者”［3］（陆树声《茶寮记》P118)；
屠隆《茶笺》也专设“人品”一节，认为“茶之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3］（屠隆《茶说》P138)；许次纾《茶疏》对
品茶时机和内心提出了要求，“心手闲适，披咏疲
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3］

（许次纾《茶疏》P164)，等等。
茶道之礼是说在以茶待人、与人品茶过程中

要做到儒家所强调的礼仪规范， 以彰显尊卑、主
客之别，朋友、知己之情。 礼是孔子思想的起点，
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礼仪，是“仁”的
外在表现形式。 在明代的茶道中，处处可见儒家
“礼”的思想。朱权《茶谱》中就记载了茶事中的待
客之礼：“童子捧献于前。 主起，举瓯奉客曰：‘为
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
闷。 ’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

陈再三。 ”［3］（朱权《茶谱》P77)明代品茶要求逐渐形成“十
三宜”和“七禁忌”的说法，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对
礼仪的要求。 如对泡茶者的妆容、姿态、双手、气
息、韵律，茶具的使用、摆放等有不同的要求。 茶
道之礼传达的是中国传统茶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茶学之思是指明代茶学与儒家思想紧密结
合，处处体现中庸思想与道德要求，追求中庸之
道与高雅品质。 明代茶书中对采茶的记载非常
多，采茶一般要注意时节时辰、手指姿势、茶芽嫩
熟程度等等，其实质是掌握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的节奏， 泡茶时对沸水火候的要求也体现适宜、
折中之中庸思想。 儒家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
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 ”［8］(P299-300)如何激发人们的恻
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达到比较完善的境界，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 在明代茶文化中，亦有
这种修养的途径。 明代茶人经常以茶品类比人
品，将儒家的道德追求融入其中，前述陆树声《茶
寮记》和屠隆《茶笺》均设“人品”一节，就很能说
明问题。 在田艺蘅《煮泉小品》的《跋》中，蒋灼与
田艺蘅有关于天下名泉和恶泉的争论，表面上是
品泉，实际上是借品泉表达儒家对人生品格的追
求。

（二）明代茶文化与佛教思想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 但是在我国却影响深

远。 佛教传至明代， 因朱元璋有意整顿佛教，加
强管理，加上明代理学、心学的发展，明代佛教发
展出鲜明的特色。 以明代名僧元贤为代表，提出
“教必归理”的宗教观，拉开了明代三教合一思潮
的序幕，后 宏、真可、德清及智旭等四大高僧同
倡“三教同源”论，把三教合一思潮推向高峰。 明
代茶文化的发展与形成， 有佛教僧人的贡献，融
入了佛教“清静”的思想。 茶文化与佛教有着深
厚的渊源关系，历来就有所谓“寺必有茶，僧必善
茗”的说法。明代多有名山古刹盛产名茶，僧人擅
长焙制，引风雅之士趋之若鹜，纷求山茶，或坐而
论道，或品茶吟诗。而产名茶之区又多名泉，僧又
好客， 如明诗所载虎丘山寺：“虎丘寺外野僧家，
客子过时请吃茶。 ”［9］（卷17《采茶歌 》）明代冯时可《茶
录》 记载：“徽郡向无茶， 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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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
法。 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
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 ”［3］（冯时可 《茶录 》P201)

当时高僧坐禅讲经于此的甚多，文人骚客拜访暂
居的也非常多。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中记居士
“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
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10］（子部·杂家类 ）等事，
其中，“煮茗”事居第二，可见僧人对茶文化的喜
爱，“茶禅一味”当有道理。佛教认为“茶有三德”，
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欲
望。 佛教徒在参禅打坐、修养身性时正可饮茶提
神，驱除睡意。明代著名画家沈周云：“吴僧大机，
所居古屋三四间，洁净不容唾，善瀹茗。有古井清
冽为称，客至，出一瓯为供饮之，有涤肠湔胃之
爽。先公与交甚久，亦嗜茶，每入城必至其所。”［11］

（子部·杂家类 ）沈周名震当代，既嗜茶又解茶艺，故记
载僧人大机其人其事。 其父亦受僧人之影响，沈
周实承其家风，佛教徒因精通茶文化而影响世风
如此。明代茶文化的推广与发展与僧人有很大的
关系，称茶文化有三分佛气，实不为过。

（三）明代茶文化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亦与明代茶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

系。 陆树声《茶寮记》“茶侣”条记载：“翰卿墨客，
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 ”［3］

（陆树声《茶寮记》P118)，其中，“缁流羽士”即指寺庙中的僧
人与道观中的道士。只是，有明一代，佛教比道教
更为兴盛。 然道家隐逸思想、清净思想在明代茶
文化中也有体现， 如选择清新脱俗之境品茶，饮
茶时对水的选择，远离闹市等等。 陆廷灿《续茶
经》曾记载有一徐道人，“居庐山之天池寺，不食
者九年矣。畜一墨羽鹤，尝采山中新茗，令鹤衔松
枝烹之，遇道流辄相与饮几碗”［3］（陆廷灿 《续茶经 》P447)。
隐逸于庐山，九年不食，只饮茗茶，与鹤为伴，道
家思想与茶文化合为一体。又记云泉道人从平日
品茶中悟出茶理来，认为茶有肥瘦之别：“凡茶肥
者甘，甘则不香；茶瘦者苦，苦则香。”［3］（陆廷灿《续茶经》

P426)这说明道士不但嗜茶，且精于茶艺，体悟当然
深刻。道家对水的评价较高，认为“上善若水”，最
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
不争名利。 明代茶文化中对水的要求也比较高，

常有专论述及。田艺蘅曾经指出，虽有名茶，还需
配合名水，也惟有如此才能尽茶之真味；而水品
中以泉水为最上，泉水中又以山泉为最佳，相水
之法有所谓：“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
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品也。”［3］（田艺蘅《煮泉小品》P94)明
代茶文化中对水品质的要求，对清新脱俗环境的
追求，与道家思想中的远离俗世、清静无为的思
想相契合，与儒释两家共同构筑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

三、茶学著作数量为历朝之最，推动饮茶之
风更盛

明代是古代茶学著作刊印最为繁荣的时期。
当今学者们基于茶书判定标准的不同看法，对明
代茶书数量的研究结论略有不同。 根据形成认
识的时间早晚，现予以举例说明。 王河在《明代
茶学著作述评》一文中认为，明代茶事专著有 50
余部，其数量相当于从唐至清时期茶书的一半［12］

(P254-259)；章传政、朱自振、黎星辉等学者认为，唐至
清代，现初步确认的茶书为 188 种，其中完整者
96 种、辑佚 28 种、佚书书目 64 种，而明代有 79
种 ［13］(P66-71)，现存 47 种；陈椽在《茶业通史》中指
出，自唐至清代，包括失传而有书目可查者在内
的茶业专著计 118 部， 并列出明代茶书目录约
37 种（不含失传目录）［14］(P2-3)。 茶书数量较多是明
代茶学繁荣的表现之一。

明代茶学著作众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茶
学著作作者大部分来自江浙地区，这反映了江浙
地区不仅是全国的经济重心，还是中国茶文化的
中心区域（见下页表格）。

明代江浙地区饮茶之风大为盛行，这么多的
文人儒士总结积累茶叶的产制技术和烹茗技艺，
著书立说，不仅推动了明代茶文化的发展，也标
志着中国茶文化中心区达到了鼎盛时期，并对全
国其他地区产生了辐射影响。

茶学著作的大量出版，虽然受当时印刷出版
界盛况的影响，有流行重刊或辑录前人作品的趋
向， 但也有不少茶书是作者自己的感悟和积累，
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作。 从上述可知，明代茶书
涉及到茶叶、茶史、茶艺、品水、茶诗、茶文甚至运
水契约，其内容从采茶、制茶、焙茶、品茶、观茶、

明代茶文化的特征浅析

21

ChaoXing



农业考古 2017·5

茶品、水品到茶寮、茶侣、茶具，几乎包含了我国
茶文化的所有方面。 这些茶书的丰富内容，体现
了明代人对茶的认识、运用、欣赏及对茶文化的
丰富与总结。 民间保留茶叶自然属性的泡茶法
逐渐成为主流，因其程序简洁，追求真味，很快得
到普及，推动着茶馆业在民间的重新振兴。 明代
茶文化融入了儒释道思想， 明代士人、 贵族、仕
宦、平民百姓等阶层都能从茶文化中找到性灵舒
展的精神境界和寄托。 茶人团体的出现，便是这
种茶文化发展的表现。 共同爱好的人组成团体，
共同研讨、探究茶文化，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同时
推动明代茶文化的发展。茶学著作的出版、流传，
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记载前人
的茶韵遗风对后世文人在茶文化上的追求产生
了深远影响。

四、茶具进一步简化、平民化，形成实用、淡
雅的时代特征

明代用散茶进行冲泡的泡茶法简化了程序，
使得一些茶具如碾茶、罗茶、煮茶器具均无用武
之地，被束之高阁，这促使茶具相应变革，一批新
的茶具品种出现。 明代中期，随着泡茶法在社会
上的流行，人们不再崇尚金银茶器，而是使用陶
质茶具、瓷器茶具，社会审美情趣发生变化。这一
时期，茶具进一步简化、平民化，形成实用、淡雅
的时代特征。

（一）茶壶成为茶具中的主角，紫砂壶异军突
起。

宋代点茶法盛行时所用茶具主要有茶盏、茶
碗、汤瓶（又称执壶、注子）、茶托、茶碾、茶罗等。
其中汤瓶或执壶主要用来盛水和注水。 当泡茶
法登上历史舞台，直接在壶中泡饮逐渐被人们所
接受。 宋代虽有茶壶之器，但在煮茶、点茶、斗茶
过程中，汤瓶或执壶的作用不大，而明代泡茶法，
必须依靠茶壶这一最为要紧的茶具，故明朝人开
始重视茶壶的制作、款式、色泽，甚至茶壶上面显
示的书法、绘画、纹路，等等，茶壶成为茶具中的
主角。 与茶壶相配套， 明代主要茶具有茶杯、盖
碗（杯）、茶洗、奉茶托盘、茶匙等。 茶杯主要用于
配套茶壶品茶，盖碗（杯）主要用于泡茶及饮茶，
茶洗主要用于洗茶。 这些茶具的使用与宋代相
比，已经简化了不少。 明代茶道文化中，茶壶、茶
杯、盖碗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故而明代陶器、瓷
器茶具的生产主要以这三种器具为主，生产技艺
也大大提高。

明代茶具革新中最耀眼的是江苏宜兴紫砂
茶壶的成熟与兴盛。 宜兴紫砂茶壶兴起的主要
原因，一是与泡茶法相契合。 明代饮茶之风追求
茶叶的真味、自然之味，明代茶道与儒释道思想
的结合，也追求一种自然、清净、超脱的饮茶意
境。二是实用性。 “茗壶为日用必需之品，阳羡砂

书书书

明代茶书作者（部分）籍贯统计表

茶书 作者 明代籍贯 今籍贯 茶书 作者 明代籍贯 今籍贯

茶疏 许次纾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洞山祘茶系 周高起 江苏江阴人 今江苏江阴市人

茶泉论 高濂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茶话 陈继儒 江苏华亭人 今上海松江人

煮泉小品 田艺蘅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水品 徐献忠 江苏华亭人 今上海松江人

茶考 陈师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煎茶七类 徐渭 绍兴府山阴人 今浙江绍兴人

新刻茶谱五种 胡文焕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茶寮记 陆树声 江苏华亭人 今上海松江人

茶录 程用宾 浙江新安人 今浙江淳安人 茶录 冯时可 江苏华亭人 今上海松江人

茶经外集
茶谱外集 孙大绶 浙江新安人 今浙江淳安人 茶经 张谦德 江苏昆山人 今江苏昆山人

茶说 屠隆 浙江鄞县人 今浙江宁波人 茶略 顾起元 应天府江宁人 今江苏南京人

茶谱 顾元庆 江苏长洲人 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人 运泉约 李日华 浙江嘉兴人 今浙江嘉兴人

茶录 张源 吴县包山人 今苏州洞庭西山 茗笈 屠本畯 浙江鄞县人 今浙江宁波人

茶董 夏树芳 江苏江阴人 今江苏江阴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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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端宜瀹茗，无铜锡之败味，无金银之奢侈，而
善蕴茗香，适于实用。 ”［15］(P3)既无金属茶具艰涩口
感，又可以保留茶叶的原香，故宜兴紫砂茶壶大
行其道。 三是制壶名家辈出，其艺术风格受到世
人的大力追捧。

明人周高起专门为宜兴紫砂壶著书， 写作
《阳羡茗壶系》，该书是研究宜兴紫砂茶壶的重要
著作。 书中对紫砂壶的评价是 “能发真茶之色、
香、味”，并认为为保留茶叶之自然香味，最好用
小茶壶，“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
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
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3］（周

高起《阳羡茗壶系》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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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P418)文震亨
认为紫砂壶不侵夺茶叶的香气，且茶壶久置不用
没有宿杂气，泡茶仍得原味。

紫砂茶具工艺独特、造型典雅古朴，泡茶汤
色澄清，是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珍品，享有“世界茶
具之首”的美誉，这也和紫砂壶原料的诸多优良
性能有关系。 按照现代人对紫砂陶土的分析，我
们可知紫砂陶土是一种水云母—石英—高岭土
类黏土，含铁量高，有良好的可塑性，经高温烧制
后，产品不易变形；紫砂陶是一种双重气孔结构
的多孔性材质，气孔微细，密度高，具有较强的吸
附力和透气性； 紫砂泥料分子排列呈鳞片状结
构，因此紫砂壶冷热急变性能好，热胀冷缩率低，
不易炸裂等等。 紫砂壶独具的这些品质，让其大
放光彩并形成了紫砂壶艺文化。陶质茶具的生产
成本低，技术成熟，普遍受到百姓欢迎，遂逐渐平
民化。

从茶盏汤瓶到茶壶的革新及紫砂茶壶文化
的兴起，是明朝茶文化独有的特色。

（二）弃黑盏，尚白釉，景德镇青白瓷进一步
平民化

宋代人用点茶法饮茶、品茶，很容易在茶盏
中形成白色泡沫，人们在欣赏时易于和茶盏的颜
色相比较，故宋代建盏黑瓷非常流行，很受宋代
皇室和上层社会欢迎。 明代逐渐流行的泡茶法

为保留茶叶原香， 使绿茶茶汤保持了原有的颜
色， 这使得明代人对茶具鉴赏的标准发生变化，
即“弃黑盏、尚白釉”。 屠隆《茶笺》中记载：“宣庙
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
茶色，最为要用。 ……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
用。 ”［3］（屠隆《茶说》P137)这似乎能说明时人鉴赏标准的
变化，洁白如玉的茶盏能观察茶色，而建盏已不
能用。 随着这一鉴赏标准发生变化，以生产青白
釉瓷器闻名的景德镇，顺应了历史潮流，在明代
成为全国瓷业中心。

明代瓷质茶具，主要是白瓷和青花瓷的茶壶
和茶盏。 白瓷茶具大多洁白无瑕，正好映衬茶汤
的色泽，适合冲泡各类茶叶。 而青瓷茶具因其色
泽青翠能增益汤色，适宜用来冲泡绿茶，在明代
也受到了欢迎和追捧。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
在江西景德镇设立工场，专造皇室茶具。 景德镇
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瓷器制造中心。 景德
镇的白瓷彩绘茶具，造型新颖，清丽多姿，釉色娇
嫩，白里泛青，令人爱不释手。 朱权《茶谱》指出：
“茶瓯， 古人多用建安所出者， 取其松纹兔毫为
奇。 今淦窑所出者与建盏同， 但注茶色不清亮。
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 ”［3］（朱权《茶谱》P80)其
中，饶瓷是指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茶具，用来泡
饮绿茶最能衬托茶汤的颜色。 同时，白瓷茶又具
有传热、保温性能适中的特点，大受百姓欢迎。故
景德镇虽为皇室专造茶具，但辐射能力和带动作
用不可小觑，瓷质茶具逐渐得到推广，进一步平
民化。 景德镇瓷器与江苏宜兴紫砂茶壶有“景瓷
宜陶”之说，可见其已深入人心。

明代茶具不仅设计科学，经济实用，使用方
便，而且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实
用、 淡雅的艺术特征可以与传世的书画相媲美，
是我国陶瓷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
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茶文化繁荣发展，特征鲜明，饮茶之法
形成了以品饮散茶为主的泡茶法；与儒释道思想
融为一体，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之部分；
明人撰写的茶学著作数量为历朝之最；茶具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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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简化、平民化，形成实用、淡雅的时代特征。

注释：
①以下茶书除特别说明者均引自叶羽编著《茶书集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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