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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紫砂界
的鲍志强、李昌
鸿、顾绍培、周桂
珍 4位大师带着
自己的作品亮相爱
涛艺术馆，受到了南

京工艺美术界的一致
好评。随着紫砂壶逐渐
成为收藏爱好者的 “宠

儿”，市场上仿制的赝品
也越来越多。据了解，这
些赝品从几元到几十元
不等，有的颇能以假乱
真。昨天，记者就这个问
题请教了刚刚获得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鲍

志强。
据鲍志强介绍，一件

完美的器物，正如一部小
说，情节是必要的，但没
有细节就不能传神。紫砂
壶上的纹样、雕刻方法、
文字内容、贴花形体位

置，就像文学作品中的
“细节”，而这种细节对
紫砂壶的观赏和鉴别极
为重要。真品和赝品的鉴
别主要从泥料胎土、造型
风格、工艺手法、气质神
韵、熟练程度、印章款识

这几个方面着手。
“正如每个人签名笔

迹不会一样，紫砂陶人的
工艺手法即使出于同一师
门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如
线条的粗细曲直、轮廓
的方圆锐钝等等。”而作

假者最方便的就是伪制
印章或款识，所以，“仅
凭印章鉴伪是最容易走
眼的”。

鲍志强还表示，近几
年，中国传统紫砂壶藏品
拍卖价格稳步上行、投资

收藏群体逐渐扩大，预计
行情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要想让市场健康长久地
发展，现在开始就要逐步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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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是传统工艺
的根脉，创新是传统工艺

的生命，紫砂艺术代代薪
火相传啊。”戴着大大方
框眼镜的鲍志强说，“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这项工
艺美术界最高荣誉的授
予，让他们这批艺人传承、
发展紫砂艺术的使命感更

强烈了。
1946年生于宜兴蜀

山的鲍志强，13岁起进厂

师从谈尧坤、范泽林等学
习陶刻。作品被收藏于中
南海紫光阁、北京故宫博
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单位。
“善设计制陶，尤擅

长陶刻。对书法、绘画、篆

刻、陶艺、紫砂史等方面均
有独到研究。作品注重诗、
书、画、刻融紫砂陶艺术于

一体的表现形式，在紫砂
艺林中独树一帜。”鲍大

师的一位学生说。
2006年4月在福州温

泉大饭店举行的紫砂艺术
展览，最轰动的是一只名
为“古风壶”的紫砂茶壶，
它就出自鲍志强之手。由

于标出了 18万元的全场
最高价，加上名声在外，
“古风壶” 被大家称为
“壶王”，几乎每一位到场

的“壶友”都争相在“壶
王”前留影。据介绍，与传
统的紫砂壶不同，“古风
壶”的创作灵感来自秦汉
时期的青铜器。该壶从
1996年开始设计制作，其
间修改多次，直到2000年

才制作完成，历时4年，最
终获得了首届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作品展评金奖。
“文化主宰着工艺美

术的设计思路，” 鲍志强

说，“盛世赏壶、藏壶，现在
紫砂艺术已超越实用阶段，
许多人求壶不是为了喝茶，
而是为了把玩、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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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出生的李昌
鸿与夫人沈遽华都是顾景

舟在紫砂工艺厂的第一代
入室弟子，他的作品以优
雅的传统文化气息而形成
了文人派儒雅的个性艺术
风格”，宜兴紫砂行业协
会人士向记者介绍道。

可别以为传统儒雅而

可能内守，李大师还是个
很有观点的人，前不久在
一篇题为《品评宜兴紫砂
艺壶》的文章中，新解独
出，让众多同行眼睛一
亮———“品评（紫砂艺术）
决不是以门户之见，而是

按传世的作品、资料，作
些比较性的看法，以揭示
同好，由此不断提高紫砂
艺壶的技艺水平和鉴赏水
平，即使有不同看法、不
同观点也是难免的。例
如，有人在选茶壶时，把

壶翻过来合在台上，看看
壶嘴、壶口、壶錾是否在
一个水平面上，我就认为
不然，而要按壶造型结构
是否与实用功能合理为标
准，像单口壶（即没有颈
项的壶），假如壶嘴与壶

錾和口成一水平面，那
么，泡茶倒水口尚未满，
而壶嘴早就流出茶水了。
其二，我在实用中感觉到
300cc的壶，壶錾略高过
口，在使用时大姆指与中
指捏着壶非常得手。其

三，有些人要求壶内壁要
像壶面那么光滑，连布纹
和竹子纹都不能有，殊不
知内壁光滑对泡茶、养茶
功能有欠缺。”

这一下子颠覆了不少
人对紫砂壶认识的老观念。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
物于壶中。历代紫砂艺人
的辛勤劳作，智慧创造，我
辈必须好好珍惜。”李昌
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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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壶玩壶，特别能体
现个人的审美，”顾绍培对

记者说道，“好壶三看，一
看让人冲动，二看使人牵
挂，三看就是握壶在手，品
评赏玩。”

其实大师自己的作品也
是给人这样的感觉，1984
年，香港锦丰公司展示厅，人

挤人，肩挨肩，多少人在参观
宜兴紫砂艺术精品展，其中
一把“天龙鼎珠”壶格外引
人注目，紫红色的壶身，一条
带状水柱斜贯壶身，带上金
砂点点，势如江水奔腾；圆球
形壶身，三足鼎立，稳重端

庄；壶把，玉龙腾空，口中水
柱喷涌，水柱环抱壶身，那种
气势气度，震撼人心。这把
“天龙鼎珠”壶的作者就是
顾绍培。这把壶一经展出，即
被港人高价收藏，而且订购
者蜂拥。该壶后来参加全国

同行业创新设计评比时又获
大奖。

顾绍培 1945年生于江
苏宜兴制壶世家，1958年投
身紫砂事业，在众多先辈大
师的教泽下，练就了一手扎
实的基本功，在紫砂茶具、紫
砂花盆、紫砂花瓶等领域里，

都极具造诣。
他创作的紫砂百寿瓶，

1984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
后紫砂陶艺的第一个代表

作品参加德国莱比锡春季
博览会，荣获金质奖，为祖
国、为紫砂陶艺争得了荣
誉；1987年，特大紫砂壶
“高风亮节” 在香港展出
时，以十万港元高价，被海
外收藏家珍藏。
“我特别在意造型，紫

砂陶艺作品，无论是陈设类

的花瓶，还是茶具、花盆，我
都要求造型独创、风貌端庄，
以稳重飘逸的线条所构成的
灵变意韵，激发一种引人入
胜的美感”，顾绍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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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净的光货，造型简
洁，壶体质朴淡雅，基本是

没有雕饰的天然光滑线条，
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顾景
舟，他的代表作有僧帽壶、
汉云壶、雪华壶等。顾景舟
之后光货的代表人物是他

的嫡传弟子周桂珍。
周桂珍的作品则代表

了新的光货时代，光货从某
种意义上说更见证了手底
功夫，它不像花货那样可以
借助于外形的延伸来丰富
自己。作为顾景舟的嫡传弟

子，周桂珍在继承的基础上
又有很多自己的创新，她可
以严守绳墨，又可以不循成
规，作品就多了一些成熟而
又有个性的自由气息。她的
代表作品有韵竹提梁壶，壶
身扁圆鼓腹，拍打成饱满的

外形，壶嘴是一段竹子，遒
劲有力，提梁是光滑弧度的
竹鞭，烘托了壶身的气度，
壶体上的几片竹叶，简洁、
清秀，提梁上的竹节布局错
落有致，手感舒服、滑润。

最让人称奇的是她的

六方井栏壶，冯其庸先生曾
收藏一把，无意间提起沏满
茶的壶盖时，居然连壶身一
起提了起来，这种工细从外
表是无法看出的，所谓“大
匠不雕”，也就是这种气度
了。另外还有集玉、水浪、

之泉、追月、卧虎等这些充
满诗情画意的壶名，都代表
了光货的“周桂珍时期”。

1943年出生的周桂珍
40多年如一日对紫砂壶传
统技艺孜孜追求，终于形成
了 自 己 个 性 鲜 明 的 风

格———在简洁、大气、洒脱
之中，又处处蕴含着女性的
含蓄和柔美。近代的艺术大
师如刘海粟、朱屺瞻、冯其
庸等都曾在周桂珍的壶上
题诗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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