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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毅/文 步恩撒/摄

深秋的丁蜀，有着一种与江南乡野大

相径庭的气质。虽说，已经过了龙井和碧

螺春的季节，但这儿又进入了另一种与茶

丝丝相扣的时间点。空气中略带潮湿，温

度却刚好适合紫砂陶土的揉捏与锻造。在

这样的月份里，最能留有茶香的紫砂壶从

此一一开始。

从浙江杭州到江苏宜兴的丁蜀镇并不

远，大约百来公里的行程。而这里，就是中

国最为著名的紫砂造艺中心。浙江同行中

熟悉紫砂的玩者，甚至能娓娓道来天目山

脉与这里的地质渊源。同山同土，但在一

山之隔的丁蜀，紫砂不仅成为文化，也成为

传奇，成为在中国茶的世界里，最不能被外

域仿制和超越的东西。

既是传奇，必有传奇般的故事和人物，

徐汉棠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位列蜀山七老

艺人之中。当然这里的蜀山，并非四川的

那个神话之地，而是指盛产紫砂的地脉一

支。有着亿万年地灵的底蕴，历经试炼紫

砂工匠徐汉棠成为丁蜀人杰的代表。

徐汉棠先生的徐门家族，据说从事紫

砂行业已有百年，从清道光年间时至今日，

徐家的九代族人都沉浸在紫砂的世界里。

徐汉棠更是从十二三岁起，就在父母身边

学做紫砂。1953 年，徐汉棠有幸拜得著名

的紫砂艺人顾景舟为师，凭借天资与聪颖，

徐汉棠成为顾景舟的第一入室大弟子；65

岁时，徐汉棠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2006 年，从艺六十周年之际，徐汉棠

又被授予了“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成为紫砂领域唯一获此殊荣者。

面对诸多成就，徐汉棠说：“我仿佛看

到了历史上一代代的大师在审视着我的作

品，无形中感到又增添了新的压力。”在一

本书的跋记中，徐汉棠曾写道：我是个传统

的艺人，一生经历了社会政局的几次重大

变革对紫砂行业的影响，从民国时期的家

族老字号经营开始，繁荣与动荡波折起伏，

特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迫于生活，许多手

艺极高的艺人改行，我不改初衷的选择，执

着走过来了。

一路走来的徐汉棠，几乎将传统与执

着，树立成为他的艺术人生中必须为之坚

守的信条。他不仅说：“我的作品同师父分

不开。就是那些有所创新的东西里，也必

须有着师父的影子。”他要求徒弟和接受传

承的子女们，严格按照祖训家规来生活和

学艺，要求他们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学

艺，不抽烟，不喝酒，更不要去做乱七八糟

的事情。这种古老的尊师重道儒学观念，

还有那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传承理念，让徐

汉棠和他的族人们在一开始就获得了根植

于土壤的力量，而他脚下的一捧捧泥土正

是紫砂生长的特有环境。

其实，在徐汉棠的艺术领域中，就有装

载泥土的“汉棠盆”系列，那些个精巧、温润

的微型盆景小品，一直是上海盆艺界的珍

藏。而这一特立独行的紫砂别系，也成为

徐汉棠最具个性的作品系列。在冬日斜阳

的花园中，徐汉棠对着薄雪覆枝的盆栽，竟

也有一番感悟“我想像着它们也许各自有

一瓣心香未开，那不是故意要错过自己的

季节，因为心中还另有期待，期待来年的春

光。”

从传统的江南民间提篮中可以得到启

示，徐汉棠创作了《提篮茶具》系列器物；从

池塘里荡漾的涟漪中也能得到启示，徐汉棠

创作了《水波提梁壶》；从天圆地方的传统理

念中，徐汉棠创作了《砂方壶》，方形身筒与

圆线有着自然而然的转折过渡；而借鉴了青

铜器造型的《古兽窥今壶》，徐汉棠在足、嘴、

柄、钮都加上了想象中的古代灵兽形象，借

助特殊的壶体上的冰纹开片加上泥色的渐

变，又形成了斑驳的仿真兽皮感。

对于这种源于生活，源于故土的传承

与制艺，徐汉棠将其称之为“一种造物的方

式”。庄子有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

合一。而徐汉棠则认为不仅是再现或者模

仿自然，更需要作者把自我表现和审美观

念蕴含在作品中，“作品是无声的语言，它

会真实地流露出心声。”在酝酿一把壶，或

者一件件紫砂器物时，徐汉棠的思绪与老

庄之道不谋而合。

秋日的暖阳中，泡一壶茶，听一曲昆

腔，在江南，茶是“饮”，壶是“品”，明·文震

享《长物志》曰：壶以砂者为上，既不夺香，

又无熟汤气。徐汉棠的紫砂就是品茗仪规

的印证，他的紫砂是时光的艺术，更是生活

的艺术。12 月中旬，徐汉棠老先生将携弟

子来杭州介绍紫砂艺术。

传奇紫砂 徐汉棠的壶中人生

传承

改革开放后，徐汉棠、徐秀棠访问台湾现场操作表演。

徐汉棠（右）和顾景舟。

“汉棠盆”系列成为紫砂界的珍品。

徐汉棠对紫砂艺术的坚守造福了丁蜀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