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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得知子怡的博士论文已修订成书，并将付梓出版，了结了一个学人的心愿，作为她的博士导师，我为
之高兴，并表祝贺。
当然，其中可能的得失也将直面众人，接受更为广泛的评判，这也是对作者的一次新的检验。
正如书名所示，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和日本陶瓷艺术比较研究的论著。
虽说本书研究的焦点是一种物质形态——陶瓷器物，而且又是以陶瓷茶器作为个例剖析，却关涉蕴涵
其中的文化内容，以及文化交流和演进的进程。
在这本书中，作者针对两国陶瓷茶器存在的渊源关系、形态特色、艺术风格进行了较为翔实和深入的
分析。
但作者却未停留于此，而是别开生面地展示出一幅与论题有关的文化情境的宽阔画面。
这种波及文化情境的描述，又与一般宏观性著述惯常采用的大而全、面面俱到的推断不同，更加着力
于具体细节的挖掘和考证，希望以侧重个案的方式，阐明一些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
显然，作者必须从大量的古代文献中寻找线索，进而予以考证。
于是，经过作者严谨的探寻、慎重的分析，兴盛于中国唐宋时期的禅茶文化，以及相应发展起来的茶
用陶瓷艺术，如何传入邻邦日本，并得到保存，以至演化成日本文化象征的整个过程，便形象地展现
在读者面前。
从中国寺院茶的“茶寮”，到日本茶道的“茶室”；从百丈禅师的《百丈清规》，到千利休茶道的“
和、敬、清、寂”；从浙江德清窑的黑釉钵和福建建阳窑的茶盏，到日本的“利休陶”、“织部陶”
，以及其他更多的文化比较和联系，都一一得到阐述。
显然，作者偏爱于对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情境的描述，而非武断和孤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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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书中，作者针对两国陶瓷茶器存在的渊源关系、形态特色、艺术风格进行了较为翔实和深
入的分析。
但作者却未停留于此，而是别开生面地展示出一幅与论题有关的文化情境的宽阔画面。
这种波及文化情境的描述，又与二般宏观性著述惯常采用的大而全、面面俱到的推断不同，更加着力
于具体细节的挖掘和考证，希望以侧重个案的方式，阐明一些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
显然，作者必须从大量的古代文献中寻找线索，进而予以考证。
．于是，经过作者严谨的探寻、慎重的分析，兴盛于中国唐宋时期的禅茶文化，以及相应发展起来的
茶用陶瓷艺术，如何传入邻邦日本，并得到保存，以至演化成日本文化象征的整个过程，便形象地展
现在读者面前。
从中国寺院茶的“茶寮”，到日本茶道的“茶室”；从百丈禅师的《百丈清规》，到千利休茶道的“
和、敬、清、寂”；从浙江德清窑的黑釉钵和福建建阳窑的茶盏，到日本的“利休陶”、“织部陶”
，以及其他更多的文化比较和联系，都一一得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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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子怡，1972年生于山东烟台。
199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获硕士学位
；200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理论、美术理论、服饰文化和陶瓷文化。
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多篇，合著有《北京服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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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陈进海）引言第一章 茶饮·茶器第一节 茶之饮第二节 茶之器第三节 “茶器”解第二章 专用陶瓷
茶器的产生及其文化内涵第一节 煮茶法与唐代的陶瓷茶器文化第二节 中国“禅茶一味”的寺院茶及
其影响第三节 唐风东渐——日本平安时代的陶瓷茶器文化第三章 陶瓷茶器文化的兴盛第一节 点茶法
与宋元陶瓷茶器文化的兴盛与演变第二节 移植与摹制一一日本镰仓、室町时代前期的饮茶与陶瓷茶器
的生产第三节 室町时代后期茶道文化的确立与民族化陶瓷茶器的创造第四章 陶瓷茶器文化的成熟第
一节 撮泡法与中国明清时期的陶瓷茶器文化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紫砂茶壶第三节 日本桃山时代陶瓷茶
器文化的成熟第四节 江户时代陶瓷茶器文化的演变第五章 陶瓷茶器文化的现状与启示第一节 日本近
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和民艺运动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陶瓷业的发展状况第三节 宜人宜民，与时俱进—
—陶瓷茶器文化的启示第六章 发展陶瓷茶器文化的意义第一节 茶——健康之饮与文化之饮第二节 茶
器——生活化的艺术第三节 当代生活化艺术的发展与艺术化生活的创造第四节 发展手工艺文化，共
创“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结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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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陆羽之时，由《茶经·六之饮》可知，茶饮“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
之饮”。
但民间茶的种类和饮茶方式多种多样：“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
乃斫乃熬乃炀乃春，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竟敢。
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著百沸，或扬令滑，或著去沫。
”《唐本草》亦载：“茶作饮，加茱萸、葱、姜良。
”陆羽认为，这都不是“至妙”、“精极”的饮茶方法，他慨叹世人饮茶之浅薄，不能尽天育万物之
精妙，因此著《茶经》，对茶饮系统地改革。
①“大羹不和，贵其质也”（《礼记·礼器》），“大古之羹无盐菜”。
据此，陆羽抛弃了煮茶过程中所使用的诸多调料，而只钟其一味——保留了盐，将茶饮从瀹蔬羹饮中
提升出来，成为一种“越众饮而独高”②的独立的文化饮料，丰富了人类的饮食和精神生活。
唐代饮用的茶是饼茶，属于不发酵的蒸压类茶，煮饮之前要先用“夹”夹住饼茶置于火上炙烤，把茶
内含的水分烘干，把茶的香味烤出来；待炙烤过的饼茶冷却后，再放人茶臼或茶碾中捣碾成末用茶罗
子罗好备用。
至于用茶鳆（亦作茶釜）煮茶，要经三沸：“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此时，要根据水量的多少“
调之以盐味”；“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此时要舀出一瓢水来置于熟盂之中，随即用竹夹“环击
汤心”，使鳆中水沸均匀，然后根据水量和饮茶人数及其浓淡嗜好，用“则”量取一定量的茶末从水
涡的中心投下；一会儿，鳆中之水“势若奔涛溅沫”，“腾波鼓浪为三沸”，此时要将二沸时舀出的
熟水倒人茶鳆中，使沸腾减轻放慢，以育茶之精华，即“饽沫”，然后把茶鳆从风炉上拿下置于交床
上，即可向茶碗中酌茶了，但要注意每碗饽沫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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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直到现在，我都喜欢清华大学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在那里静静地看书，一待就是一整天
，不知不觉，阳光就换成了灯光。
徜徉在一排排书架间，不经意地，就会惊喜地有新发现。
翻动着那些精关的图片或发黄的纸页，怦然心动有之，长久感怀有之，心里有种莫名的亲近感和幸福
感。
那种感觉真是好⋯⋯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博士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进海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没
有陈老师对于中日陶瓷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我的悉心指导，要写出这部《中日陶瓷茶器文化比较研究
》来是不可能的。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特向陈进海老师表示感谢。
从博士论文开题一直到本书完成的过程中，杨永善、柳冠中、杭间、陈池瑜、郑宁、刘元风、高中羽
、邱耿玉、陈六汀等诸位老师都曾惠赐教示，使我的研究和写作思路更为清晰。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晓峰教授在日本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我受益匪浅。
借此机会，谨致谢忱。
和诸位师兄弟师姐妹等学友之间的交流，也给我很多启发，那段同窗共读的日子我格外珍惜。
感谢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为本书提供的出版资助。
感谢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的耐心、细心与严谨。
本书在写作时参考了很多学者的研究著述和考古工作成果，特别是作品图录，限于条件，无法一一详
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中遗漏和错误难免，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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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日陶瓷茶器文化比较研究》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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