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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前言

茶杯，只是用来装茶的容器，何足大论特论？茶杯，自品茗伊始，自甘成为配角，或形单影只，或成
双成对，环绕在壶与茶器周边，或因如是“不起眼”而身处于茶器中的细微末节。然而，杯小却藏无
尽之美，是与我们生活最贴近的用器！杯用以品茗，杯也可成为一件独立的艺术品。由胎土、形制、
釉色等不同角度来解构欣赏，杯的用料、烧结条件、窑口结构等不同因素，为品茗时留下杯与茶的对
话空间：薄胎杯挂香，由熟汤到冷汤，茶香由杯体冉冉升起；厚胎杯稳实，叫品茗时温暖贴心，久久
不散⋯⋯如是看杯，多了一层实用的趣味！精致的品茗堂奥中，每个杯子潜藏着制成前的不同元素，
进而产生种种“变数”。杯子的变数连动着品茗茶种的差异性，于是原以为一只简单的杯，顿时多彩
多样起来！历代对杯子的称谓就看出多样的变化：碗、瓯、盏、盅、杯等。来自不同时代风格的品茗
方式，使用杯器，形成烧制杯器窑系的大版图。光是一件黑釉茶盏，同时代南北两地的窑口，纷纷出
现：如陕西耀州窑茶盏、河南宝丰黑釉茶盏。

Page 2



《茶杯》

内容概要

《茶杯》内容简介：一只小小的茶杯，蕴含着无穷的奥秘。它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茶器之一，更赋予品
茗之时的美感与趣味。从胎土的选择、杯型的拿捏、釉药的施彩、士窑的烧结，茶杯在制作的每一个
环节，都蕴藏着大学问。茶杯与茶汤的交融、肌肤与杯沿的轻抚，更让品茗人在把玩杯器之时，别有
一番兴味，而中国悠久的品茗文化，以及历代文人对于杯器的歌咏传颂，更造就了荣杯的深厚内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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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作者简介

池宗宪

    1957年生于台湾台北市

    辅仁大学传播系毕业

    铭传大学EMBA毕业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

    曾任《自立晚报》记者、《联合月报》主编、《联合报》专栏记者、《大成报》编辑部总编辑、《
人间福报》新闻总监，现任《茶人雅兴电子报》总编辑。精于收藏鉴赏，痴迷中国茶文化，著有众多
茶书，解读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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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书籍目录

序 杯·幽邃的凝视第一部 杯·个性·表情  1章 茶杯·美的开始    符号学沿革    茶杯背后的文化意涵    
从饮食器中脱颖而出    器泽陶简·出自东隅    茶酒交锋·耳杯相欢    崔宁之女和盏托恋情    最早的盏托
从哪儿来    爱茶之心大告白    茶杯的符号诠释    以假乱真的“乱码”    金彩银彩的吉祥图案  2章 口沿·
肌肤的轻抚    唇齿凝聚滋味之际    赏器当心误人歧途    “若琛珍藏”的解码    视觉高度的选择性    陶工
凝结的表现力    青白瓷盏由简入繁    建阳茶盏的黑洞    探寻天目茶碗的出生地    形、胎、釉和烧结的因
子    茶与杯共生互融  3章 杯形·蹿升的香气    历代茶杯称谓不同    口唇不卷·底卷而浅    白瓷旋坯工艺
精细    把手杯的异国风情    其他窑口仿制黑盏    十二厘米的约定    包镶金银棱扣    巧妙的记号    莲瓣纹
浮雕效果    明德化杯与万历彩  4章 胎土·凝结的滋味    识瓷先识胎    听声辨胎    残片的蛛丝马迹    黑盏
中的绿波    厚胎保温效果佳    岂容青花乱之    白色茶盏的抬头    德化瓷胎土解密    卵幕杯与流霞盏    吸
水率低激茶香  5章 釉药·拥抱的热情    色的联想·勾魂慑魄    吸水率与抗污力    冰冷掺进几许温暖    青
釉的冰冷枯寂    白釉闻名于世    粉嫩糯米胎    黑釉的窑变魅力    神奇的火山作用    分相——析晶釉点滴 
  施釉方法大不同  6章 烧结·茶汤的解构    烧结的原点——窑炉    火与土的共舞    器与窑的共生    龙窑
节节高升    匣钵的守护    结晶如群星    点茶首席鹧鸪斑    悠见黑釉浮木叶    淬炼的一生相守第二部 杯·
品精·得清  7章 绿茶·单釉的衬色    碧螺春的春天    茶入水沉杯底    迷你小杯辨香    受想行识·亦复如
是    师法甘美况味    唤醒器的新生命    点茶的理性精神    茶色白喻清白    盛世之清尚    碧螺春水·洞庭
悠色  8章 白茶·青花的魅影    青花杯的历史厚度    苏渤泥青深邃多变    东瀛煎茶要角    赏美的最高标准
   宫廷青花杯    茶盅弥足珍贵    “分水皴”的神奇色阶    五彩十二花神杯  9章 黄茶·青瓷的发色    青釉
连结·闷黄熟甜    舞动发色魅力    唐代碗腹加深    宋茶盏腹变浅    回顾生碧色    珠光青瓷·冷酷之姿    
枯寂与鲜艳的搭配    猫爪纹写意云彩    厚而不流-丰满古雅    鹅皮黄别有风韵  10章 青茶·薄胎的挂香    
青茶多样·慎选杯器    “大”、“小”杯的朦胧    吐露举杯的解码    秋宜荷叶杯    薄胎表香·各有千秋
   三看三闻三品    乌龙高香·杯面馥郁    闻香杯获共鸣    观韵熟美·杯沿激嗅  11章 红茶·提把的闲情   
量化用器·用杯共识    “黑石号”的敛口杯    有田烧的容量情缘，    失落的环节    一朵花·水面计    一
千个带托盘的饮料杯    品法用杯·东西交流    在杯中自由思考  12章 黑茶·陶杯的沉淀    汤入杯辨高下 
  找对杯喝对茶    转换阴阳的再生    耀眼的茶底在杯底    白瓷毫无隐瞒    陶瓷大不同    艺术性与实用性    
品陈茶宜大杯    品茗最生动的“生”    辨普洱分真伪    品出香甘醇活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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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章节摘录

插图：品茶之细，由杯开始。同样泡好阿里山高山茶，注入不同茶杯，产生不同汤色滋味。现代生产
的白瓷杯与清代德化白瓷杯，茶汤颜色、滋味、香气等尽露差异：明明同样是瓷杯，现代瓷杯茶香隐
隐，味新流蹿；清代德化白瓷杯香扬四溢，味浓韵深。细品同款茶，味久回甘，境遇大不同。杯子扮
证人，鉴杯持玩，就在第一口唇齿与杯子口沿凝聚滋味之际，品茗人感动有几分？肌肤与茶杯亲密接
触，由微观见茶杯背后蕴含的磊磊大器，那么首先得抛开既成的拥器自重心态。先以“目鉴”为起点
：以观感找出一只杯的造型、色彩、文饰、质感，感受其发散出来的韵味，引动知觉的联想，借助鉴
定杯子的客观时代性，将历朝博雅文化熟练巧妙融入杯中，去领赏茶器文化，就此进入茗赏之境。茗
赏在肌肤轻抚杯器口沿中吟味，这时是醉心于杯？于茶？持瓯默吟之际，茗赏鉴器妙晤，必有妙法才
能得实境。方法是：用眼看杯，用手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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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编辑推荐

《茶杯》：茶叙艺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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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精彩短评

1、略翻了一下，貌似不错，内容虽然虚浮了些，还是可以一读，准备有空时仔细读读。
2、我不做 我一堆朋友做 呵呵 图多多
3、买书学习茶道，呵呵
4、我喜欢各式各样的茶杯，不同材质不同加工，
5、三联书店傻逼了出这种书，就值得翻翻图了所有的字除了表格都不值得瞅一下
6、很有感觉的一套书，在书店翻过后来买的。
7、很好的台湾茶书！喜欢值得收藏！
8、本来以为是繁体字，收到后发现时简体字，挺好的，前几天给别人做了一次培训，用上它了
9、很好 多多学习
10、清新高雅，爱茶之人喜欢
11、看图就好。
12、图文并茂，美不可言。
13、正在学习茶道！所以买了这套书来学习，初读了一下，很有体会，会再次慢慢拜读的！
14、值得一看，我推荐
15、好书必须得推荐好书必须得推荐
16、第一感觉就是乱。图不切文，知识面少，作者主观意识强，分析不够深入，只会乱引经据典
17、我看茶杯这本书 是想知道有哪几种窑，各个窑生产什么釉，每个釉细致的特点是什么，不同的茶
用不同的杯泡有什么特点，什么香气。但是书里都没有详细涉及，我估计作者也不是很了解，用了些
华丽的词藻去堆积了茶杯，没什么实用的价值。唯独介绍黑釉中天目盏时还给我普及了相关知识。
18、书写得比较玄比较虚，不适合学习基本知识，但是很漂亮，可以欣赏，和内地许多书不同的是还
会分析茶杯的化学成分，搭配着其他书学习吧。
19、最近和朋友们都挺喜欢喝茶,再需要补充些知道,下次吃茶的时候更加有谈资,书的内容不错,纸张也
好,图片文字俱佳,会慢慢品读的.
20、很好  茶杯很诱人哦学到不少知识
21、有点故弄玄虚了，虽然资料确凿，考证丰富。
22、韩国出品的东西，不坏，但总差一点什么。
23、非常好的书籍。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有情有理。
24、华而不实，没写多少有用的东西，尽是抒情赞美，像散文
25、逻辑混乱
26、喜欢品茶自然也会喜欢上茶杯，我就喜欢有特色的不同形质的杯子。
27、别具眼光
28、挺好的书，纸张不错，很喜欢
29、一如既往的好,发货速度也很快
30、帮老板买的，据说很好
31、书中图文并茂，一目了然，可以直观的了解，具体形象化，很好！
32、我想要的是茶杯的发展过程或茶杯的基础属性之类的，这样的也还好吧
33、买书读书，懒做评价。第一次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此书貌似专业，实不知所云。 如是外文要骂
翻译了，却是台湾人写的。看看作者“光环”，更加令人感叹。欺世盗名，世皆有之。亦非毫无价值
，毕竟还堆砌了大量图片。不如出本图册，配些简单的说明，倒也亲切。
34、很不幸又被这本《茶杯：寂光幽邃》的外表吸引了，这次用一个生僻的词汇“文物符号学“做文
章，但内容和茶风系列一样的零碎，一样的东拉西扯不得连贯，看来文字水平及学术素养也就这个水
平了；而且书的排版显得粗糙，图文脱节前后颠倒，对读者显得没有诚意，三联让人失望。作者难道
和书中所说，把自己不多的文化”。。。具足内涵，是一种价值的再创造。。。“么，此类书不翻也
罢。
35、美，惬意
36、比较主观的一本书，形容词，抒情的东西太多，为了辞藻华丽诗意，甚至牺牲了文从字顺，实料
营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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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37、恩，跟自己的预期差距较大。
38、内容有深度，大师级的文章。
39、　　To：和光陶社主人甲
    你好，我最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很想看你说的图，可以分享点吗？留个QQ好吗？
40、喜欢茶文化的朋友都可以读读，了解有关茶的历史，文化，还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个系列的
书很值得读读。
41、似乎专业的书，品相图片版式均不错，三本都买了，却看不下去！
42、茶席上必不可少的角色，收集了很多品茗杯，各类材质各类器形的，收一本书，随手阅读，内容
不错，学习了。
43、写得全面，茶杯历史写得很华丽。
44、非常非常喜欢的书
45、看完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里面茶杯的图片，文字内容反倒不太容易理解。
46、当当介绍说次日可到达，实际比计划晚一天。建议修改到货时间，信用积累不容易，丢失很简单
的。
47、属于可以很快看完的一类书
48、喜欢的书,读了几遍
49、有趣的表达 美死人的图
50、这文章写的真够烂的。
51、其实，火锅开吃前就几乎读完了...
52、欠缺深度和广度，行文泛泛
53、帮老师卖的
54、很好的一本书，质量不错！
55、这本书我在书店先看到的 当时没有仔细翻 觉得图片 设计什么的都不错 买回来才发现是一个博士
写的 说话比较绕口 而且是台湾人 有台湾腔 幸好最近经常看台湾的节目 所以还好懂得一些话⋯⋯总体
上看 只能说一般啦 不过有些图还是很不错的
56、　　我看茶杯这本书 是想知道有哪几种窑，各个窑生产什么釉，每个釉细致的特点是什么，不同
的茶用不同的杯泡有什么特点，什么香气。但是书里都没有详细涉及，我估计作者也不是很了解，用
了些华丽的词藻去堆积了茶杯，没什么实用的价值。唯独介绍黑釉中天目盏时还给我普及了相关知识
。
57、散文一样的笔意，作者很用心的看了很多书。
58、标准的装什么什么的书，有话不好好说的典型，一定要很长的很废的名词拗出来才算是有见识有
文化的人。而且薄薄得一本书，说茶杯，东拉西扯连茶叶种植农业依据都有，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是
什么都没有讲明白。糟糕的阅读经历。
59、博客写多了，以后这类书应该做成app来卖
60、个人觉得这本书比较专业，不过配图实在美，单单看图已觉得过瘾。建议喜欢喝茶的朋友买来收
藏。
61、书的内容写的挺好的
62、只翻看了图片，文字读不下去
63、To：和光陶社主人甲
    很想看到您说的图呢，你做陶吗？我也兴趣多多！
64、看看图，文章写的相当乱，古文太多，我只能先看图了。。。。可怜了这种好图
65、这人就是一创作型编辑，看她的《普洱茶》，看了半天也没有说明什么，比如说不要买有农药残
留的，这谁不知道呀，到这儿就打住了。
    这一系列三本我都买了，主要是迷茶席，觉得看图就成啦！
66、rr
67、可以了解关于茶杯的知识，有一定的帮助。
68、和理解的还有差距呀！
69、图还不错，只是和我电脑里面的图比起来，少了一些，也差了一些。想来我和作者看东西的角度
很不一样。三本都看完，和jeanne一样，我也觉得作者就有些奇怪作者的表达方式比较奇怪，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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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用写论文的语气在学着写诗。浪里个当啊
70、收了一套
71、好书，学习了。
72、很好！值得一看。
73、内容有点乱，有点空，逻辑性不强，重点不突出。总结一句话就是，立意很好，文笔很差！
74、挺喜欢他的图文
75、文美图也美,长知识.同时让人静心,远离这浮躁的世界.
76、3本都卖了，除了文字，图片丰富是买的原因
77、一本浅显易懂了解茶杯的工具书，赞！
78、这起码是对茶及周边产品有一定了解才会看的，不然看不懂不说，而且一看就忘！
79、尚未看完，确实有感而发！
80、文字语言组织太晦涩了！读起来很累！
81、一只小小的茶杯，蕴含着无穷的奥秘。它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茶器之一，更赋予品茗之时的美感与
趣味。从胎土的选择、杯型的拿捏、釉药的施彩、士窑的烧结，茶杯在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
大学问。茶杯与茶汤的交融、肌肤与杯沿的轻抚，更让品茗人在把玩杯器之时，别有一番兴味，而中
国悠久的品茗文化，以及历代文人对于杯器的歌咏传颂，更造就了荣杯的深厚内洒。 
  池先生的书值得一读
82、　　并没有说人家的意思，渊博是渊博了，品位也有的了，图片也好的呢，只是怎么不说人话呢
。不晓得为什么茶杯那么美好的事情会需要动用论文语气和用词。
　　
　　好吧，如果你认为“一把壶具有圆满自足的小宇宙。从水置入之始，壶体起了骚动，温度的觉醒
，容纳着各自茶叶的形境。。。。”这是人话的话，那么喝茶便是世间无比焦灼的一件事情了。
83、这书感觉写得比较深奥噢。
84、池宗宪的茶书，还是可以一看的。
85、给爸爸买的书，爸爸非常喜欢品茶，赶**当网打折的时候买很划算！
86、我会在微博有分享 新浪微博：和光陶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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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

精彩书评

1、我看茶杯这本书 是想知道有哪几种窑，各个窑生产什么釉，每个釉细致的特点是什么，不同的茶
用不同的杯泡有什么特点，什么香气。但是书里都没有详细涉及，我估计作者也不是很了解，用了些
华丽的词藻去堆积了茶杯，没什么实用的价值。唯独介绍黑釉中天目盏时还给我普及了相关知识。
2、在书店看到这本书，心情很矛盾。茶杯，是茶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市面上几乎也没有看到关
于茶杯的“专著”，不看似乎对不起好壶好茶的自己，所以就买了。但是，池宗宪的书我是看过不少
的，知道题目远大于内容果然里面的介绍的似乎是如何辨别古董多一些。心情矛盾就是在此而来，不
看知识少一点，看了，也不会多太多。
3、并没有说人家的意思，渊博是渊博了，品位也有的了，图片也好的呢，只是怎么不说人话呢。不
晓得为什么茶杯那么美好的事情会需要动用论文语气和用词。好吧，如果你认为“一把壶具有圆满自
足的小宇宙。从水置入之始，壶体起了骚动，温度的觉醒，容纳着各自茶叶的形境。。。。”这是人
话的话，那么喝茶便是世间无比焦灼的一件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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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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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