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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中有日月 心中有乾坤
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华派紫砂代表性传承人钱秋虹作品将赴美巡展

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华派紫
砂代表性传承人钱秋虹大师从业
40余年，传承与创新的紫砂花器作
品，将在疫情好转后计划赴美巡
展。听到这则消息，记者的心情为
之一振。加强中美艺术交流与往
来，特别是在世界抗击疫情后积极
推进中美手工艺术文化与手工艺
品的交流，自然受到中美两国政府
与民众的高度关注与广泛的欢迎。

紫砂壶自明太祖朱元璋将茶叶
该团为散后，具以其独特的适合冲

泡散茶的造型与扬香的材质，以
及新颖高雅的造型走向世界。茶人
们把使用或收藏名贵精致的紫砂壶
作为文明生活的一种标志或时尚。
精致、稀缺的紫砂壶具既有日常生活
典雅高贵的品质，又有身份与地位的
象征，还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一一．．华派花器紫砂壶造型别华派花器紫砂壶造型别
致品质高雅风靡全球致品质高雅风靡全球。。

明代紫砂壶走进人们的生活，
然后其走向世界的历史还不是很
悠久。但现代社会的高端人群与
普通民众喜欢使用紫砂壶，一股全
新的使用或收藏中国紫砂壶具潮
流扑面而来。

人们缘何如此钟爱紫砂壶？自
然是它的使用与收藏价值决定的。

据考研，中国的紫砂陶器工艺
创始明初。史料记载，紫砂壶的起
源一直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越
国大夫范蠡，就是那位功成身退的
与西施一起退隐江湖的“陶朱公”，
数来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了。不过，紫砂做成壶，那还是中
国明武宗正德年间以后的事情。从
此蔚成风气，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
断翻新，五百年间不断有精品传世。
发展到今天，可谓巧夺天工，技绝寰
字，雅致清新，风靡全球。

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
——嘉靖时的龚春（供春）。明代中
期以后，中国逐渐流行用茶壶泡茶，
而紫砂壶因其具有“既不夺香，又无
熟汤气”（文震亨《长物志》）的实用优
势，一跃成为饮茶的主要用具。

紫砂壶不但具有泡茶烹香的实
用价值，还因其用材特殊考究、做工
精巧细致、外形不媚不俗、内涵委婉
含蓄，品质高雅，养生环保而具有把
玩收藏的价值。从明代起，紫砂壶就
成为品茶藏家们使用与追索并成为
主要收藏的对象。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
头一丸土。”便是对紫砂陶艺的绝妙
写照。

近年来，紫砂壶在拍卖市场行情
看涨，一把名贵的紫砂壶（名人名师
制作）的市场拍卖价格已过百万（已
故紫砂大师顾景舟的一款石瓢就被
拍卖出1600万元的天价）。极具收藏
价值的紫砂壶作为“古董”，名家大师
的作品往往一壶难求，正所谓“人间
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最要得”。

二二．．华派紫砂传承及艺术家华派紫砂传承及艺术家

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华派紫
砂代表性传承人钱秋虹大师，1963
年7月27日出生于江苏宜兴，高中
毕业于江苏省宜兴铜锋中学，苏州
工艺美术专修班毕业。四十多年
的精心研究与实践，为当代中国最
著名的紫砂陶艺家之一。她是华
派紫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外交部
的紫砂国礼，均出自她的巧手。

当你走进华派紫砂艺术馆，那
迷人的紫砂壶，别致晶莹，造型各
异，精致灵巧，万千气象，令你心旷
神怡，遐想连篇。

那一把把紫砂壶，仿佛一行优美
的诗，一首恒古的曲，浅音低唱着紫
砂的悠悠岁月------做壶如做人，
一个没有婉约之心的人，她的壶是没
有内容的，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她的
壶是不细腻的，一个没有善心的人，
她的壶只会糟蹋一匙好茶。

当代的紫砂大师，首推顾景舟
老先生，顾老潜心紫砂陶艺六十余
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名传遐
迩。其余如朱可心、高海庚、裴石
民、王寅春、汪寅仙、徐汉棠、蒋蓉、
华冠群等也各自身怀绝技，各有专
长，皆为一时俊才。而蒋蓉，便是
钱秋虹的老师、华冠群的老姐妹。

“华派”紫砂艺术创始人华冠
群女士，钱秋虹之母，生于1931年，
以植物花器紫砂壶著称。她10个月
时父亲去世，母亲把她送给宜兴县城
上一家开南货店的老板家，18岁那
年，她和小姐妹商量好瞒着家里去寻
找进步组织，谁知被妈妈得到了消
息，妈妈痛哭了一夜，最终她抵不过
母亲的眼泪，只得留下来在家管理店
里的一些事物。

1955年宜兴县丁蜀镇蜀山陶业
生产合作社成立，华冠群抱着对未
来，对紫砂事业的热爱参加了生产合
作社（就是后来的宜兴紫砂一厂），跟
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等几位师傅认
真学习紫砂壶的制作技艺。当时，她
风华正茂，潜心学艺。她却不忘初
心，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刻苦钻研
自己的紫砂艺术，潜心创作新的作
品，这也为今后的华派紫砂艺术的传
承，奠定了坚实的基业。

那时，华冠群虽然下放在农村，
但是她不忘紫砂壶的创作，为紫砂厂
做外加工，每次送壶（泥胚）要走十几
里山路。她的早期的作品被紫砂一
厂全部销往日本等国，至今都难觅回
流。而那时出口的紫砂壶，通常都是
要打上紫砂厂的印签，而个人的印章
只能是在壶盖里。华冠群一生坎坷，
1998年，她67岁那年的秋天，这颗经
历了人生无数创伤的心脏心肌梗塞
发作，她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撒手人
寰。慈母心肠，人存正气，壶涵茶
香。临终前，她将华派紫砂传给了一
直在自己身旁，已经学艺21年的女
儿钱秋虹。

女儿钱秋虹，自幼随母学艺，8
岁起贴梅花、推松皮、理松针，得母
亲技艺真谛，以花器紫砂著名，继

承了母亲所传“华派”技艺的经典
“岁寒三友壶”和“梅桩壶”，所做供
春、松鼠葡萄壶等惟妙惟肖。

七十年代末，母亲华冠群大师
决定，将本门“华派“紫砂艺术的技
艺传女不传男作为家训。母亲将
家里唯一的男孩，钱秋虹的哥哥送
入大学，考研，攻读博士，搞科研。
钱秋虹尊母训，留在家里随母亲专
心学习紫砂壶制作技艺。

钱秋虹在母亲的教诲下，将华
派的植物花器紫砂艺术特点凸
显。尽管母亲华冠群曾多次找到
厂里，要求恢复职工的名义，并希
望能让女儿进厂接自己的班，厂领
导虽然答应恢复了华冠群的身份，
却迟迟没有给女儿进厂的机会。
此时，这些上班的名分对钱秋虹女
士早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唯一能让
她欣喜和沉寂下来的，是手中做紫
砂的泥巴。

当时的紫砂壶大都是台湾和
香港的商人来内地买的，对壶的泥
料制作工艺也要求多样化，客人会慕
名而来，定制他们喜欢的样式。那
时，制作紫砂壶的过程非常艰苦，冬
天没有空调，暖气，手里捏着冰冷的
泥块，夏天天气热不能吹风扇，吹风
扇泥干得快，不好制作。不同的泥料
收缩率不一样，进窑后在不同的温度
阶段变化也完全不同。

紫砂壶的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
钱秋虹在继承华派代表作“岁寒三友
壶”的制作中（岁寒三友壶有三种颜
色的泥）在母亲的指导下，充分掌握
了在什么温度时，他们能融为一体
（不开裂），经反复实验后，烧制出了
色泽艳丽不浮夸的华派紫砂艺术精
品，使“岁寒三友壶”（松竹梅、三色）和

“梅桩壶”这“华派”紫砂艺术的代表
作，承前启后，广为流传。

一捧泥土，原本是没有生命
的，可到了钱秋虹的手里却幻化出
万千气象，那一把把紫砂壶，仿佛
一行优美的诗，一首恒古的曲，浅
音低声吟唱着紫砂的悠悠岁月，独
特风韵------钱秋虹是：“壶中有
日月，心中有世界。”她的作品与珍
品雅致清新，风韵独特，极具使用
与收藏价值。

应该说真正使“华派”紫砂艺术，
达到巅峰的是眼前这位美丽干练的

“华派”第三代传人，华冠群的外孙
女，钱秋虹的女儿——钱盈盈。

钱盈盈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外
婆华冠群创立的“华派”紫砂艺术
的精髓，还实现了妈妈钱秋虹没能
上大学深造的梦想，虽也历经世
事，睿智而觉悟，可以从容婉约知
性地看待世间纷争。

她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前提下，
不断创新，用于创作。紫砂虽然说
是无言的泥土，但是通过钱盈盈设
计制作出的紫砂壶，却成了有声的
语言。她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
统工艺紫砂艺术融为一体，她设计
创作并亲手制作的“一帆风顺”紫
砂壶，流畅的线条，编织着紫砂最
美的身影。从这件作品亦可以寻
到传统的文化元素，探究到熟谙的
装饰手法，更能品出古朴中的大
美，被中国航海博物馆永久收藏。

三三．．精湛的制作工艺与独特精湛的制作工艺与独特
魅力走向世界魅力走向世界。。

紫玉无言，金砂有声。茶壶泡
养，开壶有序。养壶天趣，珍如珠
玉。

钱秋虹女士积四十多年研究
制作紫砂壶的实践经验，撰写多篇
专业论文，从紫砂壶品质的：“泥、
形、工、款、功、名”六方面分别讲述
优劣的几个鉴别，彰显了传统手制
紫砂壶的艺术魅力，也是极为珍贵
的紫砂壶制作精湛工艺技术与宝
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一）“泥”，是紫砂壶价值的根
本所在。一把用纯正黄龙山紫砂
泥做出来的壶才具有现实的使用、
投资、收藏价值。紫砂壶具有保味
功能好，泡茶不失原味；陈茶不馊，
暑天越宿不起腻苔；经得起温度冷
热巨变的特点。这些特点都缘于
紫砂泥独有的双透气孔结构，这种

结构使紫砂壶能比其他材质的茶
壶泡出更香的茶，同时能较长时间
地保存茶水而不变质。在中国，只
有在天目山脉才能开采出这种具
有双透气孔结构的紫砂泥。

（二）形，是紫砂壶的“形”千变
万化，才有无限的魅力。因为具有
投资和收藏价值的紫砂壶皆由手
工做成，所以，紫砂壶不仅聚集了
手工艺人的创作智慧和心血结晶，
更体现了手工匠人对紫砂壶的理
解与期望。虽然紫砂壶“方非一
式，圆不一相”，但作为中国茶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紫砂壶所追求
的意境，应与茶道所追求的“涤净
烦嚣，淡泊明志，超世脱俗”的意境
想融洽，具有“古拙韵味”造型的紫
砂壶才能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接
纳。根据“越时髦越容易被淘汰，
越传统越容易被流传”的规律，古
朴传统造型的紫砂壶比造型奇特
的壶更具有的收藏的意义及升值
的空间。

（三）工，是紫砂壶价值的灵魂所
在。一把壶的制成要经过几十上百
道工序。只有道道工序的精心制作，
才能使壶恰如其分地体现紫砂泥的
温润，才能使形具有考究的基础，才
能使不同紫砂壶的‘款’和‘功’有了
相互比较的根本。好的紫砂壶除了
壶的流、把、钮、盖、肩、腹、圈、足，应与
壶身整体比例协调外，点、线、面的过
渡转折也一定要交待清楚、流畅。在
整体上，紫砂壶形态端正，无别扭之
感；在细节上紫砂壶当直则直，当曲
则曲，当须则须，当毛则毛，没有丝毫
含糊。做工精良的紫砂壶或激发人
高昂的情绪，或表达含蓄内敛的气
质，不仅表达着作者的思想，更具有
区别于其他壶的“神”、“气”、“态”。

四、款。是指镌刻在紫砂壶上
的诗词书画及印款，这些也包含在
紫砂壶的价值之内。好的镌刻，或
出自名人之手的镌刻，会大大提升
紫砂壶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宜兴一位壶商曾请一位知名人士
在一壶上刻下“品茶论道”四个字，
此壶的价值就非同类壶所能比拟。

五、功，是紫砂壶的另一价值
体现在紫砂壶的使用“功”能上。
紫砂壶功能主要表现在容量适度、
高矮得当、口盖严密及出水流畅四
个方面。“功”好的紫砂壶在一定的
程度上比“功”不好的紫砂壶具有
更高的价值。一般来说，精细的做

“工”可以使紫砂壶具有较好的使
用“功”能。 不同茶叶要求紫砂壶
在做工细节上的区别，做出来的茶
壶应能很好地体现不同茶叶的特
点，使得品茶乐趣无限，文化底蕴
幽深，这样的紫砂壶的价值当然就
会很高。

六、名，是指紫砂壶的作者。
作者的名气构成了紫砂壶的附加
价值。名头响亮的人做出的壶，自
然比一般匠人的壶卖价要高，选购
时非常有必要考虑制壶之人的名
气。这需要投资者具有“慧眼识
真”的本领。

四四．．精益求精精益求精 最佳设计最美最佳设计最美
珍品流光溢彩珍品流光溢彩

钱秋虹女士一年只做十把壶，
这可谓是精品无瑕，纯真可信。无
论是从泥料还是做工，她制作的每
一把壶都是值得期待的。

钱秋虹在继承华派代表作“岁
寒三友壶”的制作中，充分掌握了
在什么温度时，将三种泥料融为一

体（不开裂），经反复实验后，烧制
出了色泽艳丽不浮夸的华派紫砂
艺术精品，使“岁寒三友壶”（松竹
梅、三色）和“梅桩壶”这两把“华
派”紫砂艺术的代表作，广为流传。

1. 岁 寒 三
友。岁寒三友就
是松竹梅三种植
物融在了一个壶

的壶身上面，岁寒三友壶的壶身就
是梅树的一段，属于一段梅树桩，
在上面松树梅花竹子都在一起，松
竹梅在寒冷冬天还是常青常绿的，
梅花有报春的含义，迎接春天的象
征，冬天要过去了。泥料采用四种
泥料，用工方面比较困难和复杂，
一是做的时候比较复杂，做了之后
四种泥料在烧制过程中会开裂脱
落，成型方面比较难，在窑里窑变
的时候会开裂。这把岁寒三友特
色是容量比较大，一般的会小一
点，这把会大一点大概有600ml，盖
子上用的是段泥，把用的是梅枝，
壶嘴用的是松树的一截，这个就把
梅花松树和竹融在了一起。

2.斜梅桩。
呈 深 栗 色 ，壶
身、流、把、盖全
部是极富生态
的残梅桩、树皮

及缠枝组成，壶上的梅花是用堆花
的手法，将紫砂泥堆积塑造成型，
栩栩如；壶盖是采用嵌盖手法，把
盖从壶身上雕刻出来，此壶是一件
完美的雕塑。

3.喜鹊登梅
壶 此壶壶身一
面是常青的松
树，一面是傲雪
挺立的梅树，壶

盖上是竹子和梅花，一只喜鹊挺立
在梅枝上（喜鹊能360°转动），仿佛
在向人们报告春天来了啦！此壶
由四种泥料组合而成，做工繁琐，
对窑温的要求极高，窑温足则色泽
温润，但又容易开裂，不足则色泽
枯燥；原料收集不易，炼制困难，此
壶布局简洁，手工一流，整个壶型
惟妙惟肖，浑然天成。

4.松鼠葡
萄壶 大自然
中的万物，是
取之不尽的创
作源泉，紫砂

花货也不例外。将自然界中的物
体形态去粗取精，经过艺术加工提
炼，方成为艺术品。松鼠葡萄壶，
葡萄果实堆叠繁密，象征着五谷大
获丰收和富贵。成串的葡萄还有

“多”的含义，鼠在十二时辰中为子,喻
“子”之意，葡萄松鼠合喻为“多子”

5. 供 春
此壶是钱秋
虹女士采用
三十年前的
老段泥制作,
造型古朴精

工，温雅天然，壶身作扁球形，古绉
满身，纹理缭绕，钮为小灵芝，壶把
是一小树枝微垂，短弯流塑于壶身
上部，造型与传统的供春略有区
别，是一种新的尝试。该作现藏于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
馆。(文/王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