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越窑青瓷盏托看宋代茶事的繁盛

复旦大学文博系唐 纬

荼文化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从《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

解”算起，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茶叶的国家。唐代以后，中国的茶文化开始走向繁荣。正所

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有茶事则必有茶具。在众多材质的茶具中，瓷质茶具以其

物美价廉的特点成为茶事的首选。而越窑青蓝茶具则又是中国古代瓷质茶具中的翘楚。被后

世尊称为“茶圣”的陆羽对越窑青资茶具就有极高的评价。在《茶经·囚之器》中，陆羽罗列了众

多的瓷质茶具，其中这样写到“碗：越州上，鼎州、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

…··”。（ 1）宋代的茶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更加繁盛。上至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元不痴迷于

此道。社会上饮茶之风的盛行必然对茶具，尤其是以越窑青瓷为代表的瓷质茶具产生了巨大

需求。在众多的越窑青资茶具中，盏托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本文试以越窑青资盏托为例，

结合文献与图像资料，说明宋代茶事中盏托的独特地位。

一、宋代兴盛的饮茶之风

如果说饮茶习俗在唐代还只是是文人雅客的消遣之道，那么，到了宋代以后，饮茶风气则

真正融入了国人的生活。

首先是茶馆的兴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请之竹竿

市。又东十字大街，日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晚即

散，谓之鬼市子。……归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这里描

写的是北宋作京城里茶馆的热闹景象。南宋年间的临安，其茶馆较之北宋作京而言，更为讲究

排场，且数量和形式也大为增加。《都城纪胜》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

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鼓汤，暑天兼卖梅花酒。”《梦粱录》卷

十六“茶肆”中亦载：“作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句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2)

其次是茶学著作的形成。民间茶馆既遍布于大江南北的街头巷尾，宋朝皇室对饮茶的热

情也当然豪不逊色。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帝王撰写的茶学著作一一《大观茶论》就出自宋徽

宗之手。宋徽宗亲自撰写的这部足有 3000 字的茶学著作，涉及面极为广泛，从茶叶的栽培、

采制到烹点、品鉴，从烹茶用水、茶具到茶的色香味，以及点茶方法、藏茶的诀窍等等，无所不

包，堪称为一部学术性极高的茶学著作。（3)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茶事亦是宋代文人们的一大癖好。《全宋诗》中收录的反映宋代文

人参与茶事的就有数百篇之多。其中，范仲淹的《和章山民从事斗茶歌》堪称宋代诗词中对点茶

法记录最为详细的：“年年春自东南东，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若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矶满斗归。”（的宋代文人不仅品茶，而且还对茶事有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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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宋代饮茶之法有数种，诸如煎茶、点茶、分茶等，但这其中以点茶法最具代表性。宋代著

名书法家，曾任福建路转运使的蔡襄就对点茶法就极有研究，其著作《茶录》分上下两卷，内容

生动翔实，堪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媲美。

如前所述，宋人对茶事的关注可谓空前。有茶事则必有茶具。茶具也是茶事的兴盛的最

好佐证。

二、宋代茶事中的越窑青瓷盏托

1、出土越窑青瓷盏tt概况

盏托的发明尚有一段供事。唐代李匡义的《资暇集》中记载：德宗年间，地方官崔宁喜茶，

因茶盏注人滚沸的茶汤后，端时很烫手，甚是烦恼。于是，其女灵机一动，就把蜡烤软，做成像

茶盏底部大小的蜡环，又拿了一个小碟子，把蜡环安放在碟子上，再把茶盏放在蜡环上。晚唐

以后，民间大量仿制这种中间有环的碟子，井称之为“托”。此后，茶托就流传开来。（5)
从考古资料来看，越窑青瓷盏托出现的年代要早于五代。 1975 年，宁波市唐代和义路遗

址出土了一件制作精美的越窑青暨盏托。盏托做成卷状荷叶，托沿腹壁压成五缺。上置了一

件敞口荷花形盏。轴色青黄，胎色灰白，胎质细腻。整件器物宛如出水荷叶般精美，其造型风

格明显受到了唐代金银器成形工艺的影响。

图一唐代越窑青瓷盏托（现藏子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图二 A型宋代越窑青瓷盏托

宋代以后，由于茶事的兴起，越窑青瓷盏托的生产更加兴盛。根据出土的众多越窑青瓷盏

托，笔者根据其造型的整体差异将其分为三型。

1 、A 型，平托台型。这类托台由平托台和托盘组成。托台为圆柱状，托台刻划有莲瓣纹。

托盘或为圆口，或为花口，宽平沿，浅腹，高固足，底部矮雕气孔。沿面刻划有云气纹或水草纹

饰。胎色灰白，质地细腻。通体施青绿轴。底部有一圆孔。圈足内有数个灰白色泥条支烧痕

迹。这种形制的托台是宋代越窑青窑托台中的代表作，产量较大。 1979 年，浙江省上虞市就

出土了一件这种形制的北宋越窑青瓷刻划花盏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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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制的越窑青瓷盏托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还被吴越以及北宋王朝的统治者们拿

去充当重要的贸易商品。在印尼井里汶沉船上出水的数万件越窑青瓷中，这种形制的盏托的

数量就十分可观。（7)

2、B 型，杯形托台。托盘为敞口。浅腹，高圈足，外撇。盘心置以杯形敞口托圈。通体素

面元纹。胎色灰白，质地细腻。通体施青绿轴或青黄轴。圈足底内有－圈白色泥条支烧痕迹。

这类器物以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 年）浙江省临安市康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盏托为代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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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盏托的托台起初是矮于托盘口沿的，发展到后来，托台就慢慢就高出了托盘的口

沿。这种现象在上林湖越窑窑址后段（宋代地层）出土的大量实物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印证。（9)

3 、C 型，无托台。形制与 A型较为接近。托为浅盘形，宽折沿，中心下凹，内底平坦，圈足。

宽沿中部及内底边缘各刻划有弦纹。通体施青袖，袖层均匀。胎色灰白，胎质细腻。底部有泥

条状支烧痕迹。这类器物以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 年）浙江省临安市康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盏

托为代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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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类元托台的越窑青瓷盏托在上林湖越窑也大量烧造。

2、文献图片资料中的越窑青瓷盏托

资质盏托在唐代的茶事中就已经发挥功用，这在相关资料中得以证实。传为唐代阎立本

的名作《萧翼赚兰亭图》，今多认为出自宋人之手。作品所绘制的唐代煎茶场景，细腻生动，尤

其难得的是对器物的刻画。图中所列煎茶器物除了有风炉、茶床、姚子、茶碾子、急须、汤瓶、汤

盆、盖罐等数种外，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侍童正以盏托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茶水，瓷盏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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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十分明显。唐代以煎茶为主，茶水很烫，盏托的使用自然必不可少。

图
五
唐
阁
立
本
《
萧
翼
赚
兰
亭
图
》

（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本
局
部
）

宋代的饮茶方式较唐代有所变化，虽然点茶取代了煎茶的统治地位，但越窑青瓷盏托在茶
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徽宗《文会图》为证。图中的两个侍女正在
准备茶水，其中一人一手持盏托，一手正从水孟中画出茶水。四角桌上摆放着三个已经摆好茶
盏的盏托。桌边还叠放着几个没有摆放茶盏的盏托。魏野《阻越茶具》记载：“谁将新若寄柴
扉，京兆孙家小紫微。鼎是舒州烹始称，因除越国贮皆非。卢全诗里功堪比，陆羽经中法可依。
不敢频尝无别意，却嫌睡少梦君稀。”（11）盹越地区就是今天浙江东部，这所谓的困越茶具就是
特指宋代越窑生产的青瓷茶具。凡此种种，皆可说明盏托之于宋代茶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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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皇亲国戚对于越窑青瓷盏托有大量的需求，文人雅集时自然也少不了它们的身影。
从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刘公年作《撵茶图》中可以找到证据。图中所绘两位文人正与一
名高僧在园中小聚。两个仆人正在准备煎茶。一人撵茶，一人准备茶具。黑漆大桌上即摆放
着数个准备使用的越窑青资茶盏与盏托。苏轼名作《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跑跑欲作
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阻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
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j路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
常苦饥，分元玉盘捧峨眉。且学公家作若茶，砖炉石姚行相随。不用撑肠挂腹文字五千卷，但
愿一阻常及睡足日高时。”苏辙《和子瞻煎茶》：“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川从二苏
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文人不仅衷情于饮茶，而且对茶具也颇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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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层阶层广泛使用青硅盏托，民间使用程质茶盏的悄况亦不稀见。今故宫博物院所
藏南宋李富《货郎图》，画面描绘货郎担子里面正放着若干茶具：一摞盏托，一摞茶盏，一把长流
汤瓶，一柄茶宪以及数个茶叶罐子。张伦《诉衷’悄·咏闲》“闲中一盏建溪茶，香嫩雨前芽。砖炉
最宜石锐，装点野人家。”｛阶由此可见，宋代饮茶之风在民间也是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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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无法脱离其时代的。如果说唐代的茶文化是一种精英文
化，那么宋代的茶文化则更平民化。

宋k对茶事的热爱不仅造就了众多的文学、书画著作，还促成了宋代各类优秀硅质茶具的
出现。作为宋代茶文化重要实证之一的越窑奇怪盏托，其优美的造型，匀净的轴色，无不彰显
出宋人对意境的追求。正所谓：“不宜一杯酒，惟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同此对梅花。”（叫宋
人邹浩的这首《同长卿梅下饮茶》也许正是宋人心态的最好写照。

注释：

(I ）陆羽：〈茶经〉，第 40 页，中国市场出版社，2伽年。

(2）刘消朱：《中国茶馆形ll,,J 、功能的演变和lJitrW.,》，｛农业考古），2009.6 .

(3）王n平：〈国磁茶魂在笼中悠前~一一赂论宋代茶H艺术的的缘起.！j变动，｛农业考i!i),2刷.2.
(4）傅璇琼等主编：〈全宋诗｝，册二．页 186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5）（府）李医义：《资暇集》，丛书＃＿l成初编水。 （下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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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舟在继承传统中国紫砂艺术上，不是模仿传统，而是充分利用现代的选矿、配方、练泥的技术，掌握柔

韧的紫砂材质与运用紫砂本色的生态美，加进去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紫砂文

化主体元素。他的所有作品，都不是在继承传统上标新立异，而是随着人们对壶艺的审美要求，拓宽视野。从

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明代审美的雍容大度、敦厚沉实；也有汉唐的博大沉雄；务去清代的繁缚庞杂，奢华炫富。

他从早年作品中，就已注意到，如较早的作品《柱础壶》，壶身书刻：“汉之甘泉不能尚也，石生氏刻”，这是一把

仿形之作。柱础，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建筑中，用以连属组合巍峨尊贵的纯色黄琉璃瓦顶，朱漆

描金木构建筑支撑梁柱的基石，就是不看题目，也能看出是什么。柱础入壶前代艺人有之，如不看题目，有就

是“一把壶”的感觉。不似顾景舟这把壶这么“抢眼”！壶下方的捺底边缘上的一条线，把柱础的形态，很艺术

地呈现在眼前，使人目光所及不得不看。看似在壶的下方的平常的一条线，但不突兀。做在捺底的边缘上，是

那么的自然，但确是壶艺家从千百条线中锤炼出来，再放在上面的。游艺之间追摹的是超今入古，不是趋炎附

势地穷追名家。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线条美一一比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更为自由和更为多样

的线的出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终于形成中国特有的线的

艺术”。李先生虽然是在讲书法的线的艺术时说的，但是纵观中国艺术发展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精神，还是高度

抽象的线条艺术。看顾景舟早期作品柱础壶下方的捺底边缘上咱那一条线，所揭示的就是把抽象美中的丰富

意蕴和人的情感凝聚在这条线上，产生出视觉上的美感，让人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般的“一把壶”了。所谓自

然的东西才有生命力，从这把壶上看，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顾氏制壶风格，是每件作品造型都力求简练，乾净利落，平实挺括，线条流畅，务去繁练、庞杂、奢华、炫富。

顾景舟充分地利用紫砂的质感与色泽，营造简约的现代审美元素，使紫砂材质的冷峻，经顾景舟的子，把它用

传统的元素变成很少人文雕琢的温润飘逸、简洁亲和、具有亲切感的紫砂壶。或方、或圆，或执把、或提梁无不

周正含蓄，大气儒雅，形态自然，气韵生动，有着由内向外散发的艺术感染力！

顾景舟紫彤、壶艺开拓、创新、发展了二十世纪紫砂艺术新局面，是因为他除了具备了上述条件，他的作品

颇具二十世纪世界流行的“空灵、简素”的审美标准，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中国整个艺术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联系起来，演进、发展了明清两代紫砂壶艺中的最精髓的东西，体现着“以线造型”的美学思想，并付诸在紫砂

壶的艺术实践中，求得紫砂壶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说：“他的艺术，实在已

是紫砂的至高境界。论历史，大亨、曼生等功不可没，论工艺，则今天已是后来居上，顾老先生早已度越前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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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泰斗顾景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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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秦大树丛拾遗南海布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7.J<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92 页，2仰年 6期。

(8）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第 180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

(9）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第 105 页图表部分，科学出版社，2002 年。

( 10）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第 185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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