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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的藏品来自一位私人收藏家，他是英国的内科医生，名叫汉
斯&middot;斯隆，为了让自己的收藏品能够永远&ldquo;维持其整体性、不可分散&rdquo;，他决定将
自己近八万件的藏品捐献出来。
此事标志着1753年大英博物馆的成立，它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将藏品向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
也就是说，公共博物馆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捐赠结下不解之缘。
因此，社会捐赠对博物馆意义深远。
　　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发展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接受捐赠的数量占藏品总量的百分
之五。
其中，吴远明先生一次性向我馆无偿捐赠历代紫砂茶具一百件，这批捐赠的紫砂器，涵盖了明代紫砂
草创阶段代表作品，以及明清紫砂典型作品，具备了开展紫砂年代谱系研究的条件，为我馆今后开展
紫砂文化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9年4月13日，中国茶叶博物馆隆重推出了&ldquo;冰心寓壶&mdash;&mdash;吴远明捐赠历代紫
砂茶具展&rdquo;，诚如王旭烽在展览前言所写：百件紫砂，件件精品，让我们看到一个收藏家的慧眼
和不懈；一朝割爱，慨然捐公，让我们领略一个收藏家的冰心和豪情。
　　吴远明早就有捐赠紫砂壶给我馆的宏愿，十年前他就提出过这种想法。
对许多人来说，捐赠自己几十年的收藏心血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而对于吴远明来讲，只是水到渠成
的简单之事。
收集这一百件有着年代谱系的紫砂茶具，个中的酸甜苦辣，足让他回味万千，因此，让这一百件紫砂
茶具永久地保存在博物馆，并且最终通过展示的方式与观众分享，实现&ldquo;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rdquo;的愿望，一直是他的心愿。
　　为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品赏这一百件精美紫砂茶具，我馆编辑出版《百壶鉴赏&mdash;&mdash;吴远
明捐赠历代紫砂茶具》图录，通过一张张精美的图片及独特精到的点评，让这些美器，以及捐献美器
的心灵，一并在这春茶勃发的季节流播，这正是我馆推出该书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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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任何一类器物的起源&mdash;&mdash;从理论上讲，是无法找到物证的。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真正地知道任何一类器物的源头。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愿意停止这种对于物源的刨根究底式的终极追问。
我们总是指望会有一天，从地下看到了它们的起点来作为我们追问的终点。
　　器物的起源，对于人类来说，它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更重要的，它往往
是人类某种文化的玄机之所在。
文化的需求可以用文化的方式来解决。
人类其实根本不用地下来告诉我们，因为，文化就在我们心里，&ldquo;我心即宇宙&rdquo;。
所以，在人类文化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器物起源都有一个&ldquo;传说&rdquo;。
紫砂壶也是如此。
　　从目前的考古学成果来看，紫砂器起源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两晋南北朝，成熟于北宋前。
1976年，宜兴羊角山紫砂窑址的发现，为紫砂壶艺与紫砂文化最迟在宋代已经形成的说法提供了有力
的物证。
据考证，宜兴羊角山紫砂窑为龙窑，宽一米，长十多米，是北宋前期专门烧制紫砂器的窑。
羊角山紫砂窑址的紫砂器产品堆积层极为丰厚，出土了大量产品，主要有壶和罐两大类，而且以壶类
为主。
从壶的品种来看，不仅有矮颈壶、高颈壶，而且还有大量精制的六方壶、提梁壶。
　　关于紫砂土的发现，清代的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中的&ldquo;原始&rdquo;一节中说：&ldquo;相
传壶土所出，有异僧经行村落，日呼日：&lsquo;卖富贵土。
&rsquo;人群嗤之。
僧日：&lsquo;贵不欲买，买富何如？
&rsquo;因引村叟指山中产土之穴。
及去，发之，果备五色，烂若披锦。
&rdquo;　　关于紫砂壶的起源，明代的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的&ldquo;创始&rdquo;一节中说
：&ldquo;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
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壶鉴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