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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生看来，每一件紫砂器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灵性。“我常常在茶文
化博物院里看这些玉成窑的藏品，那份温润如玉的质感，彰显着当年那些文
人的风骨：儒雅、内敛，也彰显着一种对生命的态度：不争、不躁。感觉他们
会穿越时光，向我讲述背后的生动故事。”

玉成窑始创于清光绪年间，由甬城书法家梅调鼎倡议，得沪甬两地名家
之助，在慈城建窑，专事文人紫泥砂器，虽烧造时间不长，出品数量亦有限，
然品种却颇多，器品以文人自用雅赏和相互交流为主，亦有依同好要求定制
之器，件件皆素雅古逸、意趣盎然。

创始人梅调鼎（1839－1906）为晚清书法名家、浙东书风清季代表人
物，被誉为“清代王羲之”。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巻
第二号（1930年1月25日出版）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其中对梅调鼎
的评价：“说到他的作品价值，不但当时没有人能和他抗衡，怕清代也没有这
样高逸的作品。”

从了解玉成窑的那一刻起，张生就被深深地吸引了。他像探秘一样去
寻找被时光湮没的玉成窑的痕迹。幸运的是，通过收藏的人脉和圈子，张生
收到了第一个标准器，就是一件四位名家合作的玉成窑，兼具书、画、篆刻和
紫砂工艺。

带着感恩，也带着使命，张生花了很大的代价终于将一件件玉成窑藏品
带归故土。

“然而，由于玉成窑的烧制年份并不长，所以流传于世的不多，目前据我
所知的藏品大概二三百件。”作为玉成窑非遗传承人，张生数年来专注于玉成
窑摹古茶具，因为不希望玉成窑只是被小众收藏，而是立志让博物馆的艺术
品走进日常，让传统文化真正融入到了生活中，成为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版画家江敉艺术展
在宁波美术馆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徐
良/文 周建平/摄 ）“偕史同在——江敉
先生艺术展”在宁波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出的207件作品，为江敉之
女、著名艺术家江碧波精心整理而成，同
时也展出了她完成的张人亚的塑像，以
及一幅纪念张人亚组织上海革命运动、
学习马列主义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第一部
党章的绘画作品。

江敉（1912—1989），浙江镇海人，
著名版画家、漫画家、美术教育家。江敉
读完小学便赴上海做学徒，工余自学，尤
喜绘画，后从事木刻。1933年以卖画为
生，1937年编辑出版《非常时漫画》，以
杂文漫画闻名。上海沦陷后辗转于赣鄂
湘桂黔川等地，以毛笔金刀宣传抗日救
亡。1953年任四川美院绘画系副主任、
教授，为该校版画专业创建者之一。其
创作的《江边小景》《战鼓》《浪的传说》等
让人流连忘返，出版有《江敉版画集选》
《熊家婆》等。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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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成窑可算100
年前的文创产品，而
且是其中的成功典
范。记者从目前正
在火热进行的艺术
宁 波 TOP10（2018
年度）评选活动中了
解到，参选的“论道
玉成窑汉铎紫套件”
文创品，通过玉成窑
“张生品定”与知名
茶企双品牌合作，实
现了非遗文创产品
的延伸，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打造出一条
全新的文创品1+1>
2的新商业模式。

作 为“ 文 人 紫
砂”的顶峰，玉成窑
是由书画篆刻家领
衔，制壶名手、陶刻
高手共同创作而成
的。将文人的文学
修养、艺术审美和生
活情趣，用集诗书画
印于一体的形式，通
过紫砂器具完美地
呈现出来，从而使紫
砂壶达到“切题、切
意、切茶”和“可用、
可赏、可玩”的雅玩
意趣。

传世至今，玉成
窑一直被众多藏家
所追捧。玉成窑传
人张生也从收藏者
而成为玉成窑文化
的传播者。他不仅
建立了宁波茶文化
博物院，让湮没于历
史烟尘的玉成窑重
见天日；也通过传承
和创新，让玉成窑再
度激发活力，成为最
受欢迎的文创产品。

十年如一日，痴迷紫砂壶的张生终于重新挖掘和恢复了玉成窑紫砂壶的
制作技艺。从泥料、工艺、壶型、窑烧、书法镌刻等，全部自己亲自监制。“和记
张生”的玉成窑茶具不仅采用旧藏原矿顶级紫砂，更模仿古代柴窑烧结方式，
每窑烧制时间历经八十至百余小时，力求玉成窑的古雅温润，与玉媲美。

“形而下为器，形而上为道”，摹古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再创造。“过去
的壶比较大，而现在泡普洱茶、红茶等根据茶的特性小壶更加适合，更为聚
气。从350毫升到160毫升，不仅仅是讲究形的比例，更要注重紫砂壶的神
韵和气质。”说起玉成窑，张生总是充满激情。

为了提高自己金石书画方面的修养，张生多年来师承当代海上著名书
画篆刻家、金石鉴赏家童衍方先生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何道洪先生，孜孜不
倦地学习。

“闲时品茗玉成壶，无为论道竹叶青”。“论道竹叶青玉成窑汉铎紫砂壶
套组”是其中一件颇受欢迎的文创产品。这是根据著名的玉成窑汉铎缩小，
运线流畅优美，细微处均有变化，像明代家具、铜炉一样讲究造型和线条。
书画陶刻模仿玉成窑古法镌刻，采用双刀挑砂之方法。再配以汉代玉杯造
型的小茶杯，不经意间把汉文化生动地传递。

“论道竹叶青玉成窑汉铎紫砂壶套组”也是玉成窑与竹叶青品牌的联合
佳作。通过与茶业的大品牌联合开发产品，充分发挥双品牌的优势互补和
双赢效应。如今，玉成窑还与八马茶业合作设计了“赛珍珠系列”，和天福茶
业开发紫砂杯产品，产品供不应求。

如今，不管是摹古系列茶具和文房，还是新的紫砂茶具系列，既是玉成
窑文人紫砂的传承者，也是雅致茶文化的倡导者。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博物
馆走入生活。因为有文化的厚度，才能定义时代的审美，才能创造未来的价
值。 记者 陈晓旻

“紫砂器物都是有生命的”

雅致茶文化的倡导者

论道玉成窑汉铎紫砂壶论道玉成窑汉铎紫砂壶

江敉先生的作品《渔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