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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瓷茶盏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造型、装饰具有鲜明的时

代审美意蕴。宋瓷茶盏的设计特点一是造型简洁、比例恰如其分；二是釉色丰

富多彩，各有特色，三是装饰技法与图案纹样多种多式，其装饰技法以刻花、印

花、绣花等为主，而装饰纹样则以动植物纹、几何纹、人物纹等为主。宋瓷茶盏

的设计思想与《考工记》中提到的材美工巧思想相吻合，也与孔子提出的“质胜

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点相符合，且追求器形之外所存

在的审美意韵，从功能到外形再到意境，实现了器物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之

间的完美结合。宋瓷茶盏不仅注重实用功能，更体现了文人追求自然之美的格

调，整体清新秀雅，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简约设计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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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雅·释木》载：“
"

，苦荼。”［１］荼即为茶

的最早说法，“且茶之始，其字为荼”［２］。从史

料中可知，“茶”字是唐代时出现的新字，且当

时是“荼”“茶”并用，在之后的历史演变中“荼”

字则被“茶”字所完全替代。唐人陆羽认为，茶

是南方的良树，饮茶的习俗起源于神农氏，到鲁

周公时期（约公元前１１世纪中叶）开始为大众

所熟知［３］４９。关于茶起源的时间、地点争议颇

多，但我国饮茶习俗的久远历史是无需辩解的。

饮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随之而来的是饮

茶器具的丰富多样。唐代时饮茶之风已在全国

兴起，茶具渐从其他食用器具中分离出来，成为

专用器具，且种类众多。

宋朝时期文人雅士爱茶、崇茶，致使饮茶之

风达到鼎盛时期，茶具也更加丰富。茶盏是一

种由碗演化而来专供饮茶的器具，比碗稍小，口

径大概为９～１５ｃｍ。有一些称为“碗”的饮茶

用器，其造型与尺寸更接近盏，在此一并收入文

中进行研究。清人朱琰所著《陶说》载：“盏属

饮器，从酉作?。夏?饰以玉，遂从玉；亦从角，

作 。今俗作盏，从皿，数字通用。唐?，紫金、

白玉、银凿落、水晶、玻璃制，甚华美，专以佐饮。

至宋，则瓷?为斗茶之胜具矣。”［４］贾晋妍［５］、

商亚敏［６］等学者从历史背景、饮茶文化等角度

对宋瓷茶盏进行了相关研究。本文拟主要搜集

出土和传世的宋瓷茶盏，按口型进行分类研究，

同时对其设计特点、设计思想加以分析，以期为

当代陶瓷茶盏的设计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宋代陶瓷茶盏的主要类型

　　从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浙江、江苏、河北、

广东、河南、四川、广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

等地都有出土的宋瓷茶盏，可见茶盏是当时较

为常见的饮茶器具。这些茶盏中（不含带托

盏）数量最多的是黑釉盏，其次为青釉盏、白釉

盏、酱釉盏等，其中青釉盏又分为影青釉盏、翠

青釉盏、浅青釉盏等。装饰纹样种类繁多，常见

的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等，也有许多素面

无纹者。

宋代时官窑刚刚兴起，许多窑口还是官窑

与民窑并用，民多官少，因此这一时期宫廷传世

作品很少。现有的出土茶盏也多为民窑茶盏，

粗瓷厚胎，有流釉现象，只有少量精品和官窑制

品。宋瓷茶盏按口型大致可分为敞口盏、直口

盏、侈口盏、敛口盏、敞口盏、束口盏、花口盏等。

敞口盏，外壁斜直，略带弧度，近似斗笠的

形状，被称为“斗笠盏”，可分为浅弧腹、斜直腹

两种。成都市新都区褚家村遗址出土的宋代青

釉盏（Ｊ１：４８）［７］，宽敞的口沿与尖尖的唇部，搭

配浅弧腹与平底部，瓷胎暗红无化妆土；口径为

１１ｃｍ，底径为３．８ｃｍ，盏高为３．４ｃｍ。成都温

江区“边城·香格里”工地宋代墓葬出土的影

青瓷盏（Ｍ２：２３）［８］，有圆圆的唇部、斜直的腹部

与矮矮的圈足，内壁装饰有划花草叶纹；口径为

１４ｃｍ，底径为３．１ｃｍ，盏高为５．６ｃｍ。

直口盏，口沿处轮廓线为直线，根据腹部造

型，大抵可将其分为斜腹、弧腹两种类型。河南

省荥阳市晏曲宋代遗址出土的天青釉瓷盏

（Ｔ０３１０④：５）［９］，沿口微内敛，圆尖唇，斜腹弧

壁，圈足微向外撇，内外皆施釉，外部施釉未及

底部；口径为１０．４ｃｍ，底径为４．４ｃｍ，盏高为

５ｃｍ。福建沙县琅口、中堡宋墓出土的青瓷盏

（Ｍ２：９）［１０］，腹部浅弧，唇沿处作加厚处理，白

胎青绿釉，釉面光亮，有冰裂纹，盏心釉下有褐

色“午”字；口径为９．２ｃｍ，底径为３．１ｃｍ，盏高

为３．５ｃｍ。

侈口盏，口沿像喇叭花一样向外撇，分为浅

腹、斜弧腹、斜直腹三种。河南省荥阳市晏曲宋

代遗址出土的黑釉盏（Ｔ０２０９④：１），腹部稍浅，

斜直壁无明显圈足，表层施釉不及底；口径为

７．２ｃｍ，底径为３．２ｃｍ，高为２．６ｃｍ。京珠高

速公路孝南段出土的青白瓷盏（Ｍ８：１）［１１］，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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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尖小，腹部为斜弧线，圈足较高；口径为

１０．４ｃｍ，盏高为５．２ｃｍ。重庆市涂山锯木湾

宋代瓷窑出土的黑釉盏［１２］，唇部稍尖，口沿外

折起棱，腹部斜直，底部为玉璧形；口径为

１３ｃｍ，底径为４．２ｃｍ，盏高为７．５ｃｍ。

敛口盏，口沿部分向内轻微收敛，造型整体

看上去偏饱满，可分为斜弧腹、浅弧腹两种。重

庆市涂山锯木湾宋代瓷窑出土的褐釉盏［１２］，敛

口尖圆唇，腹部呈斜弧线状，小平足，白胎微黄，

通体施釉，为生烧器；口径为 １１ｃｍ，底径为

３．５ｃｍ，盏高为５．５ｃｍ。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

代窑址出土的白釉瓷盏（ＤＴ５④：１０）［１３］，唇部

尖圆形，腹部为浅弧形，圈足较矮，通体灰白胎

施青白釉；口径为１２．４ｃｍ，足径为４．４ｃｍ，盏

高为３．６ｃｍ。

束口盏，口沿下处与腹部上处之间的部分

向内凹陷，形成如袋子系口状的痕迹，即“注水

线”。这是宋人为了斗茶时能够清楚观察水

量、防止茶汤外溢所作的标记线。根据腹部造

型，大抵可将其分为斜腹、弧腹两种类型。将乐

县梅花井宋代墓群出土的黑釉盏（Ｍ４４）［１４］

为斜腹型，尖圆唇浅小圈足，灰黑胎施黑釉，釉

不及底，釉面有兔毫纹；口径为１２．６ｃｍ，底径

为３．８ｃｍ，盏高为５．８ｃｍ。而典藏于日本东京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宋代建窑曜变茶盏，则为

弧腹型，通体施黑釉，大小不等、分布不均的曜

变斑点随意组合散落于器具内壁；口径为

１２．２ｃｍ，底径为３．８ｃｍ，盏高为７．２ｃｍ。

花口盏，花式盏的统称，口沿处理成花瓣造

型如盛开的花朵，有葵花式、菱花式、菊花式、花

瓣式等多种样式。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代窑址

出土的青白釉盏（ＤＴ４①：５）［１３］，口沿呈六瓣花

状，唇沿稍向外撇，腹壁与口沿对应处呈瓜棱

状，通体灰白胎青白釉；口径为９．８ｃｍ，底径为

３．７ｃｍ，盏高为４ｃｍ。

　　二、宋代陶瓷茶盏的设计特点

　　宋瓷茶盏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体型优美、优

雅秀丽、简洁质朴、文静含蓄，如谦谦公子般温

润如玉、风度翩翩。其设计特点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造型简洁，比例恰如其分，若减一

分则短，若增一分则长；二是釉色丰富多彩，各

有特色，青瓷晶莹剔透，黑瓷朴实淳厚；三是装

饰技法和图案纹样多种多样，其中装饰技法以

刻花、印花、绣花等为主，而装饰纹样以动植物

纹、几何纹、人物纹等为主。

１．造型特点

宋人在设计器形时有模仿自然界动植物的

习惯，常常将熟悉的花、鸟、鱼、虫等自然素材与

抽象的几何形体相结合，通过概括、归纳、提炼

等设计思维方式，创造出全新的器形，造型简洁

且功能良好。茶盏从饮茶的实用角度出发，造

型基本上都是在大口小足的 Ｖ字型斗笠状上

进行演变的。简洁流畅的线条勾勒出整个外部

轮廓，大沿口与小圈足、直线与曲线，形成强烈

的视觉对比，整个造型的尺寸、比例、韵律把握

良好，不张不弛。灵巧秀美的形体与局部变化

的多样性相结合，使整个茶盏看起来亭亭玉立、

文质彬彬，充满文人气质，成为宋瓷茶盏的标志

性造型。

宋瓷茶盏常常在口沿、腹部做出不同的造

型变化，形成独特的造型装饰。藏于中国茶叶

博物馆的宋代青白釉刻花葵口盏（见图１），口

径为１１．８ｃｍ，底径为３．５ｃｍ，盏高为４ｃｍ；通

体施青白釉，口沿处作八瓣葵花式造型，简洁流

畅的曲线与直线和谐相处于同一器物之中，交

相辉映，构成一件体型优美的饮茶器具。藏于

故宫博物院的宋代耀州窑印花碗（盏）（见图

２），口径为 １３．２ｃｍ，底径为 ５．１ｃｍ，盏高为

４．１ｃｍ；敞口深弧壁，表层皆施青黄釉，内部碗

心装饰菊花一朵，精致柔和的放射性弧线剔刻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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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宋代青白釉刻花葵口盏（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２　宋代耀州窑印花碗（盏）（故宫博物院藏）

于内、外壁之上，弧线从沿口下部延至盏底，象

征着菊花花瓣，整体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菊花。

２．釉色特点
宋瓷茶盏按釉色可分为青釉盏、白釉盏、酱

釉盏、黑釉盏等，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数量最

多质量最好的是黑釉盏，其次为青釉盏，这与饮

茶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点茶法兴于晚唐时期，

最早见于唐人苏訥的《十六汤品》。这种饮茶

法是先将茶盏烧热，而后加入茶末用少量热开

水调匀，即调膏，再向茶盏中注水，茶筅击拂，搅

出白色的茶沫，点茶即完成。这种饮茶方式更

能展示茶末的特色，因此在宋代盛极一时。抹

茶与斗茶为点茶的两种形式，斗茶最讲究的是

汤花与汤合为一体，水乳交融，若出现两者分开

的现象，则为失败。在宋代，无论是王公贵族还

是平民百姓都以斗茶为能事，故斗茶之风盛行。

宋人蔡襄的《茶录》记载：“茶色白，宜黑

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誴

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

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１３］

宋徽宗赵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并将其著于

《大观茶论》中［３］４９黑釉盏主要出自福建建窑与

江西吉州窑，曜变盏、油滴盏、兔毫盏等都是建

盏较有代表性的釉色。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代

建窑黑釉兔毫盏（见图３），口径为１２．８ｃｍ，底
径为３．９ｃｍ，盏高为５．８ｃｍ；侈口小圈足，表层
施釉，外层施釉不到底，腹部下处有泪痕般流釉

状；沿口处为酱色釉，向下渐变为黑褐相间，近

盏心处为纯玄色，犹如兔毛般细丝状的黑褐色

结晶，俗称“兔毫斑”。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的

宋代吉州窑玳瑁釉盏 （见图 ４），口径为
１５．６ｃｍ，底径为４．７ｃｍ，盏高为６．２ｃｍ；色彩
炫丽的玳瑁状色块遍布于黑色釉面的器具之

上，故称“玳瑁釉”。

民国人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写道：

“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１５］青

釉盏中的“青”不单单指青色，也包括影青、粉

青、豆青、翠青、梅子青等颜色。“平淡并不是

枯淡，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学。玉的美，即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１６］玉的美为一切

美的标杆，器物之美、人格之美都以玉为参照

物，内有光彩，其光微微，不似太阳光芒四射，也

不似石头暗淡无光，是一种极绚烂又极平淡的

素雅之光。宋代疆域狭小，与西域不通，和田玉

求之不得。而青釉瓷“类冰似玉”的特质深受

宋人喜爱，龙泉窑的粉青釉、景德镇的影青釉等

单色茶盏，意在表现釉色、肌理的自然之美，器

物晶莹透亮、色泽莹润，好似“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般清新脱俗。安徽南陵铁拐宋墓出

土的宋代青色釉面盏（见图 ５）［１７］，口径为
１０．７ｃｍ，足径为３．１ｃｍ，盏高为４．９ｃｍ；有微侈
的敞口、斜直的腹部和矮矮的圈足，釉色青翠，

釉面匀称干净，质地精细，简练素雅。

３．装饰特点
为了丰盛宋瓷茶盏的视觉效果，宋人常用

的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贴花、彩绘、绞

胎等，其中刻花、印花为传统手法。刻花与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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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
（故宫博物院藏）

图４　宋代吉州窑玳瑁釉盏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５　宋代青色釉面盏

（安徽南陵铁拐宋墓出土）

两种手法常并用，称为“刻划花”。该手法根据

线条的粗线不同变换装饰手法，线条流畅且深

浅转变自如。印花是先制作出带有纹样图案的

模具，再用此模具在未干透的坯胎上拍或按压，

使装饰出的纹样精细且有浮雕效果。彩绘是釉

上描金、釉上彩、釉下彩等技法的统称，釉上彩

色彩艳丽动人，釉下彩色彩自然淳朴。绞胎是

将多种颜色的泥土搅在一起，拉坯塑型，烧成的

瓷器表面为多种颜色搅在一起的各种样式。虽

然宋瓷茶盏的装饰技法与题材多种多样，但整

个装饰风格是清新、自然、淡雅的。

宋瓷茶盏的装饰纹样题材丰富多彩，有植

物纹、动物纹、几何纹等，生活化的场景与世俗

化的文化也是其题材的内容。植物纹以菊花

纹、莲花纹和牡丹纹为主。菊花自古以来被称

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因其“此花开尽更无花”

的特点被世人赋予高风亮节、不畏寒霜、豪放孤

傲的品质，为诗人所喜爱。莲花“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形象与宋代文人的

精神追求相吻合，同时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也

使普通老百姓对莲花特别喜爱。牡丹是“花中

之王”，寓意大富大贵，广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

爱慕。珍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北宋时期

耀州窑青釉缠枝花菊纹盏（见图 ６），口径为

１２．８ｃｍ，底径为３．４ｃｍ，盏高为４．７ｃｍ，撇口

浅弧腹；器内壁刻饰缠枝菊纹，两个可爱的童子

在菊花丛中攀枝游荡，神情甜美喜人；线条流

畅，画案生动形象。

动物纹多为祥禽瑞兽与鱼纹水禽类，龙象

征着皇帝的权威，凤则是皇后的代名词。龙、凤

纹为宫廷瓷御用的图案纹样，寓意皇权至上、祥

瑞富贵。鱼谐音“余”，代表“有余”，多与其他

纹样组合，象征吉祥、喜庆等美意，如年年有余、

水波鱼纹等。几何纹常见的有折扇纹、水波纹、

出筋纹等，冰裂纹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几何纹。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三

凤纹碗（盏）（见图７），口径为１６．４ｃｍ，底径为

４．９ｃｍ，盏高为６．８ｃｍ，撇口弧腹；内外皆施黑

釉，外壁遍布大小不均的黄褐色斑点，碗心点缀

一朵梅花形图案，内壁上装饰三只剪纸状凤凰，

竞相追逐飞舞，灵动飘逸。藏于耀州窑博物馆

的北宋时期青釉刻花三鱼纹碗（盏）（见图８），

圆唇敞口，腹部斜曲，内壁底部以粗线条勾画出

三条游鱼，四周环绕水波三鱼纹，上部刻细密流

畅的弦纹，宛若鱼儿在水中自由嬉戏。

　　三、宋代陶瓷茶盏的设计思想

　　陶瓷大师陈淞贤认为，陶瓷是一门综合性

的艺术门类，它集各种学科于一体，反映了社会

发展各个时期的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审美取

向、科学技术等［８］。田自秉先生曾指出，宋代的

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不论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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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宋代耀州窑青釉缠枝花菊

纹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图７　宋代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

三凤纹碗（盏）（故宫博物院藏）

图８　宋代青釉刻花三鱼纹碗

（盏）（耀州窑博物馆藏）

漆器还是金工、家具等都以质朴的造型取胜，很

少有繁缛的装饰，使人感到一种清淡的美［１９］。

这与宋代的文艺思潮、造物思想有不可分割的

关系———宋人深受儒释道观念影响，追求理、典

雅、严谨、含蓄的艺术风格。

１．注重功能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答黄道夫曰：“天地之

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本气也；气也者，形而上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

然后有形。”［２０］“道”与“器”相结合，“理”即

“道”，是抽象无形的；“气”即“器”，是具象可见

的。“道”主宰着“性”，即内在；“器”主宰着

“形”，即外在，其本质是“重道轻器”的唯心主

义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在造物设计上就是重理

轻文，器皿多为实用器物，造型装饰简洁，更加

注重功能。

欧阳修的《古瓦砚》记载：“砖瓦贱微物，得

厕笔墨间；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２１］器物

的美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使用价值，功

能合理。黄金再宝贵、美玉再坚固，但若用以研

墨，其效果就不及瓦砾佳。建盏中的束口盏，口

沿唇部稍下处，外壁向内凹，内壁凸起一圈注水

线，标记注水量，便于斗茶。这小小的注水线体

现的是宋人功能设计的合理性。

２．平淡之美
理学虽然在宋代地位崇高，崇文抑武的政

策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充分施展个人才华。文人阶层的意识广泛深刻

地影响到了平民等各个阶层，就宋瓷茶盏而言，

宋微宗、蔡襄等为建盏做文章，评价其釉色，使

黑釉盏在宋代风行一时，达到巅峰，兔毫盏、玳

瑁盏、鹧鸪斑、
#

变盏等成为黑釉盏中的精品。

文人雅士所追求的平淡之美，成为理学之

外的主要审美倾向。美学大师敏泽认为，平淡

之美是特别崇高的艺术境界，而宋人在否定之

否定规律作用下，经过淳朴之美、华丽之美才达

到此种境界［２２］。这与道家所说的“既雕且琢，

复归于朴”的观点相一致。《二十四诗品》记

载：“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

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

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

读。”［２３］平淡不等于索然无味，不等于俗，而是

雅，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超凡脱俗的审美意向。

宋瓷茶盏多以素面为主，即使装饰也不过分雕

琢，纹样与器物融为一体，不喧宾夺主，宛如

天成。

３．追求意韵
宋代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相融合，在坚

持儒学为主体的基础上，吸收道家“清净无为”

和佛家“梵我合一”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寄意

于物而不停留于物”的哲学观念。在审美中的

表现是追求一种宁静含蓄、平和深远的审美意

韵。“意”即含义，“韵”即韵味，“意韵”指的是

存在于形式之外的审美意境。“以形内、象内

求美，则美而无韵；于形外象外求美，则美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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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因而，韵与神、神似、意、意气、理、妙理等

血肉相关，离神无韵，离意无韵，离气无韵，离理

亦无韵”［２４］。器物的美，不仅仅停留在肉眼可

见的形式美，更在意器物形之外所存在的含义

之美，随物赋形，求其神韵。青釉瓷盏简约的造

型、如玉的釉色，不仅体现出宋人尚雅的审美趣

味，同时暗含了宋人温和宁静、淡泊名利、委婉

含蓄、崇尚自然、以物言志的审美风格。菊花与

莲花的装饰纹样就表达了文人士大夫追求高尚

品格的审美意韵。

　　四、结语

　　宋瓷茶盏既具有功能美，也具有形式美，且
做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形式追随功能，茶

盏的形状在满足饮茶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人

们的审美需要。宋瓷茶盏不但具有瓷器材料之

美，同时具有造型之美、釉色之美、装饰之美等，

与《考工记》中所说的“材美工巧”理论相吻合，

也与孔子的提出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点相符合，且追求器

形之外所存在的审美意韵，从功能到外形再到

意境，实现了器物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之间

的完善结合。虽然宋瓷茶盏已经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消失，但通过对其进行研究，能给现代设

计带来许多启发。其造型、装饰、工艺都能为现

代设计提供借鉴，同时其造物思想也启迪今天

的设计去，把握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过度的装

饰会使器物的功能本末倒置，实用与审美应当

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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