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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旧藏玉成窑任伯年写刻
提梁壶 （西泠印社藏品）

清·玉成窑赧翁铭汉铎壶

为了更好地传承玉成窑非遗，20余年
来张生广购遗珠，将一件件玉成窑存世
古器请回她的故土，并挖掘、研究，结
合清代玉成窑文人紫砂的特点，复刻摹
制当代成窑作品与非遗文创。

“当知道张生有近60件玉成窑古代紫
砂藏品，得知宁波民间对紫砂、对玉成窑
研究到这么深的程度，这令我感到十分吃
惊。”2016年在上海举办“金石齐寿——
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时，童衍方这样说
道。

实际上，无论古今，艺术都是要互
动和交流，才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八年前，笔者参加了在月湖边的宁
波茶文化博物院举办的一场雅集。西泠印
社名誉副社长、中国著名书法篆刻家高式

熊，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一起为玉成
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生的摹古紫
砂器题写铭文。

紫砂水盂上的“圆融”两字、紫砂
花瓶上的“秋实”两字、茶罐上的“天
地自容”铭文、汉铎壶上的“不可说”
铭文、柱础上的“大自在”铭文⋯⋯高
老已离去五载，但有着高老题铭文的这
几件紫砂器，依然静静地陈列在宁波茶
文化博物院的展厅中，见证着一代大儒古
朴峭拔、不染戾气的书风，留下了紫砂与
金石辉映的佳话。

“事实上，玉成窑的金石气息非常浓
厚，完全可以融入金石传拓艺术，我们
见到王东石制、徐三庚铭刻的木铎壶
后，由西泠印社的唐存才以六舟全型拓
法呈现出来并补梅花于壶上，西泠印社
团队成员都参与题跋等，也是一种雅
玩，非常有意思。”童衍方说。

围绕玉成窑的雅玩还在继续，并以
跨界隔代对话的方式，表达同门对老前
辈的致敬。

去年宁波玉成窑非遗馆开馆，正好赶
上西泠印社来宁波办春季雅集，在西泠印
社副社长童衍方的提议下，经过多方协
调，将吴昌硕先生旧藏、玉成窑任伯年写
刻双龟图提梁壶借展到宁波玉成窑传承
基地展出。童衍方把双龟图提梁壶文物视
作沪杭甬文人交流互动的见证。

晚清时期，任伯年曾在北仑小港望
族李家教书四年，其间曾参与宁波慈城
玉成窑的创办。

任伯年比吴昌硕大四岁，两人都是海
派顶级人物，多有交集。壶上面刻的是寿

龟，正所谓龟寿延年，照此推测，此壶是任
伯年送给吴昌硕的祝寿之礼。吴昌硕后人
将它捐给西泠印社，现在它成为西泠印社
镇馆之宝之一。

“清朝光绪年间都有这么好的艺术交
流，现在交通如此方便，上海、杭州、宁波
三地更要常来往，多走动，因为文人紫砂
里面的气息和文化底蕴，跟书画印是相融
相通的。”童衍方说。

去年 2月，省政府发文公布第六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玉成
窑紫砂制作技艺入选其中的传统技艺类。

两个月后，宁波玉成窑馆正式开馆，
玉成窑非遗传承基地坐落于江北区新马
路文化街区，内设童衍方文艺大师工作室
与玉成窑文化研究院，着力挖掘、研究与
推广玉成窑学术与文化，举办展览雅集、
培训讲座、实践体验等。

基地日常开展从矿料到泥料的加工，
生坯成型，书画镌刻，到最后的窑烧等工
作，成为培养紫砂艺人、紫砂爱好者及玉
成窑传播者的一个文化平台。

去年底，玉成窑馆成功入选宁波市
“一人一艺新空间”。

“在文产融合方面，玉成窑通过创新
推出文化艺术产业运营模式，突出艺术与
产业相结合，提升项目造血功能。”江北区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一个艺术门类创新如果有群众基
础，它肯定会发展。如果还有文人加持，它
的发展空间更大。通过摹古创新，在书、
画、刻各方面有它自身的特点，而且有继
承和发扬，那就成为一个活体了。”童衍方
对玉成窑的复兴充满了信心。

复兴玉成窑，大有可为

5 四明周刊·视点 NINGBO DAILY

2024年3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 青
电子信箱/c_q@cnnb.com.cn

文
人
紫
砂
巅
峰—

—

宁
波
玉
成
窑

一个初春的午后，饮着用玉成窑老壶泡的老白茶，坐在古
色古香的玉成窑非遗馆内，案前摆放的一本《宁波茶通典·茶器
典·玉成窑》，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这是玉成窑非遗传承人、
玉成窑文化研究院院长张生的心血之作，日前已付梓出版。

非遗馆坐落在江北区新马路文化街区，精致的石库门建筑
氛围，馆内挂着梅调鼎的书法，空气中弥漫着古雅、恬淡的气
息。非遗馆的展厅里，陈列着张生的藏品：大有来历的玉成窑汉
钟壶，海上书画大家唐云的旧藏；造型十分漂亮的玉成窑提梁
壶，刻有梅调鼎的铭文，出自何心舟的精心之作；文人艺术家与
能工巧匠珠联璧合的典范之作——玉成窑汉铎壶，它也被张生
当作母本，制成当代玉成窑造汉铎紫砂壶，作为国礼赠送60余
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和我国30位两院院士……

徜徉其间，着实感到此地文气澎湃——一个多世纪前，慈
城古镇专事烧制文人紫泥砂器的玉成窑，因宁波、上海、宜兴一
帮文人巧匠的共同参与，声名籍甚，作品时人共美之，其道法之
盛，冠于一时。抚今追昔，物我相融，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闲
情逸致，他们温润如玉的风姿，文意诗情浓载于物的君子气质，
仿佛就在眼前浮现；而当触摸这些存世古器，不知不觉间，笔者
与这些文人、巧匠，也有了穿越时空的对话。

张生在 《宁波茶通典·茶器
典·玉成窑》 一书中，全面详尽
地论述了文人紫砂巅峰——玉成
窑的历史、艺术特点及其在当代
的传承。

玉成窑被定义为清朝光绪年
间创建于宁波江北慈城、专事烧
制文人紫砂的窑口。

玉成窑不仅仅是一个窑口，
它还指当时从事紫砂创作的一个
艺术群体，其中，核心人物是晚
清宁波著名书法家、浙东书风开
创者梅调鼎。

紫 砂 界 曾 有 这 样 的 评 价 ：
“千年紫砂，绵延至今；雅俗共
赏，文化先行；前有陈曼生，后
有梅调鼎。”

文人紫砂发端于明末清初，
中兴于清中期，兴盛于晚清。真
正由文人主导并赋予紫泥砂器以
人文情趣，注重造型审美与文化
内涵相契合，是在清朝嘉道年
间，钱塘著名篆刻家、书画家、
西泠八家之一陈曼生倡导兴起
的。他在阳羡做县官时与宜兴当
地的紫砂制壶名手杨彭年合作，
主张制壶须创新，壶坯上兼以刻
刀题写诗文，整件作品虽“不必
十 分 到 家 ”， 但 必 须 见 到 “ 天
趣”。

文人紫砂的深入发展及最鼎
盛时期，是以梅调鼎领衔创作的
玉成窑为标志。

玉成窑当初为小型馒头窑，
原址在宁波慈城林家院内。

“我所收藏的玉成窑老壶如
博浪椎、钟式、瓜娄等紫砂壶，
以及文房器件紫砂香炉等砂器
上，经常可以看到底款落有‘林
园’圆章或方章。”张生说。

在梅调鼎诗集 《注韩室诗
存》 中有 《林园秋海棠歌》《林
园白槿花》 两首诗，虽未提到窑

口，但描写了林家后园的情景。
20 世纪末，罗丰年等宁波

地方文化学者曾多次探访玉成窑
窑址实地。罗丰年说过，他以前
烧过窑缸，对窑有所了解。玉成
窑位于林家后花园，他在年轻时
和林家后人有过交往，亲睹旧窑
风貌，还曾进入窑内。

宁波历史上人才辈出，人文
荟萃。至晚清时期，宁波富庶繁
荣，商学并进，文风鼎盛，甬城
与上海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本埠的文人墨客与上海
的高俊雅士相交甚密，并受到多
元及个性化的海派文化影响。

玉成窑文人紫砂的产生，得
益于这些文人之间情感趣味的交
流和对紫砂的热爱，他们从紫砂
创作中获得艺术趣味，从器物中
追求养素守朴、徜徉林泉的文人
生活，以诗文和书画的形式抒发
精神生活。当时，沪甬两地越来
越多的文人墨客因玉成窑而相
聚，视紫砂创作为文人雅艺美
事，把文人紫砂推向了历史巅
峰。

张生从存世古器考证，玉成
窑参与创作的文人雅士众多，除
核心人物梅调鼎，常见的名家还
有任伯年、胡公寿、徐三庚、周
闲、黄山寿、虚谷、陈山农、艾
农等，制壶名手有何心舟和王东
石，他们大多身居艺林主流地
位，他们的重要艺术成就深受后
世尊崇。

这群文人墨客将他们的文学
修养、艺术审美和生活情趣，通
过诗文、书法、绘画的形式镌刻
在紫砂壶器上。所谓“半瓦神泥
也逐鹿，延年本是人间福。壶痴
骚 人 会 浙 宁 ， 一 片 冰 心 在 此
壶”，可见玉成窑紫泥砂器已灌
注了文人风骨和玩家品位。

“宁波造”玉成窑，发端于文人雅集

如果说文人风骨和玩家品位是玉成
窑不变的魂，那么，文人艺术家的领衔与
能工巧匠的结合，则是文人紫砂长盛不
衰的内在基因，而这离不开梅调鼎。

八年前，笔者参观上海龙美术馆（西
岸馆）的“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
特展”，这场由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策
划的特展，汇集了明清至当代众多金石家
创作的书法、绘画、篆刻、铭刻及拓本题跋
作品，宁波玉成窑文人紫砂作为压轴藏品
集中亮相，令人眼前一亮。现场有五件梅
调鼎题铭的玉成窑紫砂壶，其中四件由
张生提供，另外一件是唐云儿子送来的
传家宝“玉成窑瓜娄壶”。

据史料记载，唐云收藏了八把曼生
壶，举世无双，堪称瑰宝，晚年自号画室
为“八壶精舍”，另庋藏玉成窑紫砂壶十
余件。

展出的那件唐云旧藏瓜娄壶，形如
南瓜，壶身上刻着“生于棚，可以羹，制为
壶，饮者卢”几个字，边上有“赧翁铭”的
梅调鼎落款。

这“赧翁”便是玉成窑创始人梅调鼎
的别号。梅调鼎（1839 年—1906 年)，慈溪
县孝中镇（现宁波慈城镇）人，清代浙东

书风代表人物，被誉为“清代王羲之”。
《尚书》中把“和羹调鼎”喻作担任宰

相。梅调鼎的长辈为他取名“调鼎”，说明
家族对其寄予厚望。可惜他让长辈失望
了，梅调鼎应试时因书法不合“馆阁体”
而被拒，从此放弃科举。但他没有让后
人失望，他将全部的才智融入书法和文
人紫砂的创作，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影
响了宁波一个多世纪的书风和紫砂审
美。

沙孟海如此评价他：“不但当时没有
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也没有
这样高逸的作品呢！”

文人雅士吟诗作画时常以饮茶伴
读，清代的江南文士尤其喜欢用紫砂壶
泡当地的各种绿茶，色香味俱佳，可谓相
得益彰。

梅调鼎或许为饮茶之喜好增加乐
趣，或许为诗书之情趣添加新意，或许为
以砂壶之艺道迎朋会友，参与玉成窑的
创办以及玉成窑紫砂器的设计，亲力亲
为撰文题铭。他又与家住奉化的紫砂名
家何心舟、来自上虞的篆刻家陈山农携
手，由何心舟制坯、制壶，由陈山农把梅
调鼎写的铭文镌刻在紫砂器上。又延请

任伯年、胡公寿、徐三庚、虚谷、周闲等海
上画派名家参与作书作画，并与宜兴制
壶名手王东石合作，各尽其长，使甬上玉
成窑的文人紫砂名赫一时。

在玉成窑紫砂作品里，张生最爱收
藏梅调鼎题铭的紫砂壶。他认为，梅调鼎
的壶大多由何心舟制作，两人颇有英雄
惜英雄的默契，凡他们合作出品的紫砂
造型一流，这些紫砂器上所有的铭文、笔
墨，文雅风流，素雅古逸，意趣无限，已被
公认为紫砂历史上文人壶顶峰之作。

梅调鼎在玉成窑砂器上的书法题
铭，兼具北碑沉雄和晋唐高逸之美，题铭
布局错落有致，神韵超乎其表，一气呵
成；用笔软中有刚，顿挫分明，体态高雅，
这是他立足于帖又致力于碑，大胆尝试
的结果。书法与壶型器型自然天成，有珠
联璧合、画龙点睛之感。

文人紫砂因茶而生，讲究的是造型
艺术与诗文、书法、绘画、印款、镌刻的殊
妙结合，达到天趣妙出的艺术深度，是文
人内涵、气质、风格的象征。玉成窑文人
紫砂之所以“字随壶传，壶以字贵”而成
为经典，与梅调鼎的壶铭书法和诗文密
不可分。

“文蕴天趣”玉成窑与梅调鼎

文人群体把他们的艺术主张付诸紫
泥砂器的创作中，把诗情画意、书法印
款与紫砂壶艺巧妙生动地结合起来，使
原本只注重技艺的紫砂壶艺卓然汇聚了
强大的人文气息。

取名“玉成”，寓意作品可与美玉
媲美,又有成全美事之意。

据张生考证，按照目前已发现的传
世壶器的器身落款年号分析，玉成窑已
有近 150 年的历史。这些传世壶器的器
型隽美、款式丰富，有汉铎壶、汉钟
壶、木铎壶、博浪椎壶、瓜娄壶、秦权
壶、柱础壶、匏瓜壶、椰瓢壶、大小石
瓢壶、各式提梁壶等。

除了茶壶，玉成窑品种里面还有茶
杯、砚台、水盂、笔洗、印缸、棋罐、
壁瓶、画缸及大小梅瓶、各色花盆等，
艺术创作形式特别丰富，文人化、艺术
化、生活化兼具。

玉成窑文人紫砂核心内涵是壶器上
镌刻的铭文和书画，并通过质朴秀美的
造型，达到天趣横生、以器载道，乃至
道器合一的高雅意境。

从存世各器的铭文内容看，艺术家
表达的思想是茶饮与自然世事，茶饮与
人生哲学，茶饮与人文历史，茶饮与读
书修身等相关，文辞直白易懂，或感悟
人生，或体会世事，或启迪睿智。

玉成窑铭文的书体，有行楷、隶
书、金文等。梅调鼎晚年受碑体影响，
壶铭书法古拙朴厚、俊逸洒脱，是他最
成熟的书风，也是玉成窑最经典的书

体。此外，还有任伯年、胡公寿、徐三
庚、虚谷等名家的原创书法和绘画，丰
富的器身绘画是玉成窑文人紫砂的特别
表现手法，栩栩如生的高士人物，历代
文人痴迷的赏石、梅兰竹菊及自然界中
的花草蔬果等，天趣盎然。

玉成窑铭文还带有浓浓的金石气
息。玉成窑壶器镌刻以陈山农与何心舟
为主，镌刻内容有周闲、虚谷、徐三
庚、黄山寿等人的原创书画。

梅调鼎的壶铭由陈山农镌刻完成，
陈山农工篆刻又擅书法，他通过刀刻将
梅调鼎壶铭书法的遒劲典雅、沉雄古拙
的风格准确地表达出来。

徐三庚的壶铭书法，自然苍劲，高
古浑穆。目前已发现存世开门的作品有八
件，其中“阳羡王东石制似鱼室主题木铎
壶”上的铭文镌刻，可品味到他书法笔意
的宽挺爽辣和“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
气韵。

玉成窑绘刻最具个性、创意的是任
伯年，他自绘自刻的作品有茗壶、各式
文房、花瓶花盆等，题材有花卉、人
物、赏石等。对于不同的画面题材，他
可采用各种刀法完美地表达出造型准
确、线条明快、情感丰富、高雅脱俗的
个人画风。

玉成窑文人紫砂超越前贤的艺术表
达方式，是彼时文人品格的一种象征，
因而在紫砂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其影响绵延至今仍余音频传，使千
年紫砂生机盎然，雅俗共赏。

文人化、艺术化、生活化兼具

玉成窑培训、雅集、创作活动童衍方讲解吴昌硕旧藏玉成窑任伯年写刻提梁壶

清·玉成窑范湖居士写佛手有
石 （东石） 款三足炉鼎花盆

黄银凤/文 本版图片均由玉成窑文化研究院提供

◀清·玉成窑
赧翁铭柱础壶

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