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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这些年，白茶因其特有的
药用价值，正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白茶收藏也逐渐
受热捧。

作为中国六大茶系之一，白茶是最古老的茶类，也是
药食同源的典范。传统白茶包括白毫银针、白牡丹、贡眉、
寿眉等品类，主要根据鲜叶不同区分，如白毫银针以头轮
采摘茶芽制作品质为最佳，2万个以上茶芽才能制作1斤
白毫银针，白牡丹选用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贡眉选用一
芽二三叶，寿眉选用一芽三四叶。

“近年来，喝白茶藏白茶的人开始增多，白茶价格每
年涨幅超过30%。”“秀禾问茶”茶叶精品街福建茶商陈丽
银告诉记者，去年白毫银针新茶基地收购价每斤700元，
今年已经涨到近千元一斤。

喜欢白茶的茶友往往会选择存新茶、喝老白茶。陈丽
银说，她的家乡把陈年白茶称为“麻疹茶”“清火茶”，具有
清热解毒的功效，老少皆宜。当年白茶有着明显的青草
味，三五年以上的老白茶青草味淡去，会出现淡淡果香或
枣香，时间越久，药香也就越浓。福鼎白茶“新国标”里明
确，白茶产品可长期保存，这让老白茶市场愈加火热。目
前比较受市场追捧的老白茶是5年左右的贡眉、寿眉，一
饼300g，价格几百元不等。

除耳熟能详的福鼎白茶外，近些年，云贵川等地白茶异
军突起，本地道人峰等茶园也开始用福鼎树种制作白茶。

至于收藏什么白茶为佳，陈丽银建议，新茶入手的话
可收藏白毫银针散茶，饼茶经过微发酵因而口感更柔和，
若收藏饼茶则完整度要好，叶片均匀、年份更老的茶饼呈
红褐色，类似深色琥珀的感觉。白茶存放也颇为讲究，不
能直接放入紫砂罐或者陶土罐，需用锡箔袋密封后再装
入，需要长期存放的白茶和饮用的白茶要分开存放、包
装，不宜经常打开。 龚艳 文/摄

白茶收藏藏健康

人的一生中，能够遇到一两位包容你、鼓励你、引导
你的老师，是你迈向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著名山水画
家曾宓先生的成才史，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曾宓先生今年已经89岁，但在接受采访时，他仍常
会提到一位小学老师。那是小学二年级时，一天课堂
上，大家埋头认真做作业，班主任利用这点空闲，坐在
教室一角打毛衣。调皮的小曾宓，不做作业，却偷偷给
老师画了一张打毛衣的“特写”。不幸的是，这一幕恰巧
还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将这幅“丑化”她的作品仔细端
详，小曾宓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一场“暴风骤雨”。没想到
的是，班主任却并没有批评他。更没想到的是，她还专门
到曾宓家家访，告诉曾宓父亲孩子极有绘画天赋，好好培
养，将来肯定会成才。

如果当年老师将曾宓的“特写”当场撕掉，又粗暴地
批评一通，或许，小曾宓从此就再也不敢拿画笔了。真实
的情况是，有了老师的包容和肯定，曾宓对绘画兴趣大
增，渐渐成了学校知名的小画家，从小就树立了考取美术
高等院校的志向。

后来，曾宓如愿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
国美术学院），他又有幸遇到了另一位让他终生铭记的好
老师。

那时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低年级的学生，不能临
摹黄宾虹大师的作品。黄宾虹是一代宗师，所作山水画凝
重华滋、品格高华、气势磅礴。不让学生临摹，好比是不让
刚会喝酒者喝高度白酒一样，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学子。
当然，学生一时半会可理解不了师长的善意，常有人偷偷
破规临摹，曾宓也不例外。一天早上，曾宓将自己临摹黄
宾虹大师的一张习作挂在教室自我欣赏一番后，忘记了
及时取下，此时，一个修长的身影迈进了教室，站在作品
面前细细品鉴起来——他是美院院长潘天寿！谁也不知
这位严厉、一丝不苟的院长大人会说出什么话来，同学们
都悄悄为曾宓捏了一把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不苟
言笑的老者竟然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还说了一句“破
坏规矩”的话：黄宾虹的画，曾宓倒是可以临习的。

潘天寿不仅是一位大画家，同时还是眼光犀利的书
画鉴赏家，他的片言只语，不要说学生，就连同辈艺术大
家都奉为圭臬。他的这句话，给了青年曾宓极大的鼓励。
近70年过去了，当年潘天寿大师点评过的那张习作，曾
宓仍一直珍藏着。

这是师长馈赠的一份多么丰厚的精神财富啊！
良木

曾宓幸遇好老师

紫砂壶不但艺术冠绝，而且还有
极强的实用价值。

用紫砂壶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
色，即使是盛暑时节，所泡之茶仍不
易馊。由于泡茶日久，茶素慢慢渗入
陶质，如果只泡清水，也有一股幽幽
的茶香。

抽象地讲紫砂的审美，可以总结
为形、神、气、态这四个要素。何斌彬
向记者介绍紫砂的艺术魅力，“几百
年来，紫砂壶的装饰手法增加了很
多，如贴花、雕塑、浮雕、描金以及文
人雅士所喜欢的诗、书、画、印等。总
之，每一只壶必须有它独特的个性内
涵，否则，这个壶就失去了它的生命
和价值。”

“我也有失手的时候，任何一个收

藏者都是从失手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他收藏紫砂壶已经十余年，真正好的
壶也就遇到过两把，“一把是二泉铭
壶，另外一把是冰心道人壶。”

总结多年的收藏经验，他告诫紫
砂壶收藏的入门者，“最忌贪便宜，刚
入行时最好不要考虑名家作品，而是
要考虑自己的消费水平和承受能力。”

那么，紫砂壶要怎么存放会更好
呢？他给收藏者提了两点建议：使用过
的紫砂壶一定要让它完全阴干，不能
让壶内有湿气存在；长期不用还需要
在壶里放一把干燥的茶叶，一把壶最
好一直泡一种茶叶。

采访中，他时常说到自己很欣赏
紫砂壶的那份淡雅朴素，那样真实，那
样生动，那样让人暗生欢喜！

淡雅朴素让人心生欢喜

收藏故事
紫砂，作为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备受国内和

国际文化界的推崇和喜爱。
富贵显荣，紫砂壶凭借着古朴而端庄的壶体造型、典

雅而质朴的传统工艺，成为极具文化价值的艺术品，傲立
于世界陶器艺苑之中。

4月24日，记者专程拜访紫砂壶收藏爱好者何斌彬，
了解紫砂壶的前世今生，聆听紫砂壶的传奇故事。

“紫砂是土、火与艺术家心灵相融
合的产物，紫砂艺术要以现实生活为
依据，生活是我们的思想来源和艺术
创作的源泉。”何斌彬的谈吐充满诗
意。他认为，一把精美的壶，一定是制
壶者心境与修养、情感与艺术的流露。
一把好壶，不仅能让人一眼就看出物
象的形式美，更能让人在细细鉴赏中
品味出意境的韵味美。

一边聊天，他一边拿出一把紫砂
壶。细细端详，龙头为把，凤首作流，貔
貅为盖，令人感喟。“龙有器宇轩昂之
势，凤又傲视苍穹，整个壶寓意瑞兽登
顶（鼎），龙凤呈祥。”他介绍。

而何斌彬与紫砂壶的缘分，还得
从一年春节说起。那年春节，他回老家
探亲，有一位朋友给父亲带回来一把
紫砂壶，那壶外观古朴大气、工艺精
湛，他很是喜欢。加上他从小喜欢喝
茶，便逐步对紫砂壶有了好感，一来二
去就渐渐喜欢上了。

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手工制造
陶土工艺品，极具收藏价值，名家
大师的作品往往一壶难求，正所谓

“人间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最要
得”。紫砂壶造型千姿百态，其间蕴
藏着丰富多彩的器形，汇集着历代
艺人的心血和智慧。如果按造型分
类，紫砂壶大致可分为光器、花器、
筋纹器这几类。

“一把好的壶，是制作者艺术修
为和成熟技术的体现，正所谓一壶
一故事。”何斌彬感慨。

据介绍，能收藏到一把好壶实属
难得，可遇而不可求。“按照目前市场
行情看，一个普通师傅采用普通泥料
制作的紫砂壶，售价在200-300 元左
右，有点名望的师傅制作的，一把起码
在千元以上。当然，一些老紫砂壶因历
史文化价值的加持，其收藏价值也就
在无形中增加了，这就另当别论了。”
他说。

一把好壶一个故事

紫砂壶与茶，一个是天然泥料
捏就，一个是自然叶芽捻成，在火与
水的交流中，散发着大自然对世人
的恩泽。

“把玩或赏析一把紫砂壶的时候，
应该着眼于合理有趣，它应该是形神
兼备、制技精湛的，能引人入胜、雅俗
共赏，使人爱不释手。只有这样的紫砂
壶才是真正的好壶。”何斌彬介绍说，
打泥片、划泥片、围身筒、打身筒、调脂
泥……每把上好的紫砂壶都经过全手
工制作。

那么，该如何来鉴赏一把紫砂壶
呢？何斌彬建议收藏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的紫砂壶：

首先是泥料优质。正宗的宜兴紫
砂泥料烧制后具有双重气孔结构，吸
水率高，透气性强。其次是全手工制
作，每一把全手工制作的壶都可以说
是“仅此一把”，因此更具有升值空间。
再次是工艺水平高，做出的紫砂壶不
仅外形美观匀称、比例协调，而且容量

适度、高矮得当、口盖严谨、出水流畅。
最后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紫砂壶之
所以被称为“艺术品”，是因为它与传
统的“诗、书、画、印”艺术完美地结合
在一起。

判断是否值得收藏，最关键的看
是否是纯手工和壶的泥料怎样。何斌
彬回忆，有一次他去收藏品市场游玩
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
把清代的好壶，纯手工制作，壶身也
深，底座还有字。但遗憾的是，当时没
有壶盖，但他还是果断收藏。后期自己
添加壶盖后，红红的玛瑙和壶身相得
益彰。“外观好看、壶身漂亮就可以收
藏的理念是错误的，每把壶都要仔细
鉴别。”

在他的藏品中，一个五彩茶叶罐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据他介绍，此物是
明清时期的，是他从一家农户手中收
来的，唯一遗憾的是茶盖没有了。“五
彩茶叶罐每面都是不同的物件，寓意
多子多福。”

收藏当品鉴工艺与泥料

“谈笑天地远，艺臻今古馨”。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凝结着心灵与艺术，技术
与材料，形式和功能，既有经济价值，又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符号；既饱含中国文
化传承，又是工艺创新技术创新的载体。紫砂壶是中国陶文化和茶文化的完美
结合，它变化万千的绰约风姿和千百年来积淀的厚重文化让人陶醉。

收藏者对紫砂壶缘于自己的喜爱，始于自己的欣赏，升华于对万事
万物的深度理解。

高山仰止，不断前行。岁月冗长，渐行渐远。紫砂的星空必将星光璀璨，
让我们把一切交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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