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兴盛的丝织业、茶业、陶瓷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自商、周至战国时

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绸品迄今仍然是中国人

民奉献给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它流传广泛，其意义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

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合浦郡的海上四面环海岸线的地理位置优势。海上资源与生态和谐使得合浦

郡成为统一和平的环境，农业生产与发展，城市与乡镇经济繁荣，都为手工业创

造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尤其到了北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租佃制生

产关系契约化的普及到天圣五年，佃户在秋后可以自由迁移，地主不得无理阻拦

政策。其推向社会经济最发达的两浙路以及长江中下游和以南的整个东南地区，

促进了合浦郡的经济近期的进一部发展。雇佣劳动的完全合法化为合浦郡的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不仅促进了农业，更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兴盛与繁荣。

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政府对手工业作坊控制由强制转向松

弛，使这时期转折起到积极的作用。

珠池业、珠市、榷场与海外贸易，商业的繁荣，合浦郡和平的环境，便捷的

交通条件，比较完善的商品税收制度以及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兴盛，为社

会提供了大量的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制品。加上为手工业发展标志之一的铸钱业，

尤其是铜钱铸造量的大量增加，而在流通笨重的铁钱影响下的商业发展的合浦

郡，在北宋中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使得货币流通量的大幅

度增加，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极大地促进了合浦地区的大小城

市及乡镇市的繁荣兴盛。

茶早期为药用，约在秦汉之际开始作为饮料用。为饮茶而配备专门的茶具则

始于西汉，当时茶主要是供给王公贵族享用。此时的茶具多为铜、玉陶制。到了

六朝，江南各地大量种植茶树，饮茶之风渐盛，茶叶遍及各地，进入寻常百姓之



家，成了官民共享，雅俗共赏之饮品。庶民作清心解渴用，达官贵人作标榜高洁、

俭朴用，僧道作修身养性之用，文人墨客作附庸风雅用，茶文化也因此逐步形成。

东汉晚期，浙江地区的陶瓷工艺发展很快，浙江越窑已开始制作瓷胎致密、

釉层较厚而且光润美观的青瓷，青釉盏与盏托有了大量的生产。至唐代，我国文

化极为发达，由于禁用铜器和生活需要，陶瓷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瓷

器的使用已很普遍，并且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唐朝茶圣陆羽的《茶经》

中赞美邢窑（河北省境内）白瓷“类银似雪”，又推越窑青瓷为第一。随着禅教

在北方的盛行，饮茶习惯逐渐传入北方地区。陆羽《茶经》中专门有关于茶具的

论述，其中卷四之器记录了王公豪门品茶用的二十四种器具“城邑之中，王公之

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足见王公贵族对茶器之讲究，又曰“碗越州上，

鼎州次……越瓷类玉……越瓷青而茶色绿”，并对当时陶瓷茶具做出了评价，指

出饮茶用的茶碗浙江越州青瓷最好。唐代诗人皮日休有诗曰：“邢人与越人，皆

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陶瓷茶具釉色温润，显茶色，不烫手的

优点使之深受欢迎。

唐朝饮茶之风的风靡也促进了陶瓷茶具的发展。唐朝的一盏一托为一套，器

型有海棠式、莲花瓣式、荷叶式等，甚为讲究。

到了宋代，“斗茶”在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广为流行。“先斗色，再

斗汤”“斗茶”以茶色白为上品，能不能取胜，茶盏非常重要。茶盏黑而显茶色

白，黑白分明，宜于“斗茶”。福建建窑的建盏、兔毫盏、鹧鸪斑、雨点釉均为

上品。

明清以后，制瓷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明代起，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

的制瓷中心。永乐、宣德、成化时期的青花清新秀丽，瓷器制品发展到了“薄如

纸、白如玉、声如磬、明如镜”的程度。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的五彩、粉彩，

器型美观大方，工艺精湛，装饰效果极佳。其茶壶、茶盏、茶托、茶盘、盖碗，



造型极为丰富。明成化年间生产的黄葵花茶杯“釉色嫩黄，如初放葵花之色，外

黄内白，宜乎酌茗，余弘治一窑器皿多矣，要之无过于此杯佳者”。明代，饮茶

风尚与宋代截然不同。陶瓷茶具的选用自然不同，宋代饮的是碾茶，即把一种半

发酵的膏饼茶碾成细末，然后用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沫，这种白

色的茶当然是用黑色的茶盏最为适宜，最适合斗茶。而明代饮的是芽茶，饮法同

今天大体相同，芽茶冲后为绿色，自然以白色茶盏最为相宜。许次纾《茶疏》：“茶

瓯古取定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

窑最贵，不易得矣。”张源《茶录》：“茶瓯以白瓷为上，蓝者次。”

在明清饮茶史上与景德镇陶瓷茶具并驾齐驱的是江苏宜兴的紫砂陶茶具。

《闲情偶记》中说：“茗注莫妙于砂壶，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阳羡的紫砂

壶最好，并赢得了“世间茶具称为首”的盛誉。明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中云：

“近一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紫砂茶具“能发真茶之

色、香、味”。对于陶瓷茶具，明清后一改宋代只重盏，不重壶的情况，加之制

瓷业的极大发展，茶具的材质、造型及装饰手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饮茶由

盏进而用壶，使用茶壶可以弥补盏茶易冷和落尘的缺点，是一大进步。明清时代，

著名的茶壶有明代供春砂壶、康熙五彩竹花壶、乾隆粉彩菊花壶等。茶杯像明代

的鸡心杯，直口尖底，形如鸡心，小巧玲珑，持握便当，广为流行。康熙年间，

创制了盖碗，康熙豆青釉五彩盖碗、雍正粉彩盖碗皆为当时的佳品。嘉庆年阅，

创制了一种盖杯，外题茶诗，杯与盖都绘有五彩花饰，甚为美观。

晚清后期，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茶与陶瓷业也受到

了很大的打击。建国后开始修复战乱之创伤，饮茶业与陶瓷业开始恢复，茶文化

与瓷文化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千余年来，饮茶之风有高潮低潮，逢盛世则茶兴、

瓷兴。新世纪，我们期盼作为中华文明之精华的陶瓷与茶文化有更大的发展，愿

中华民茶文化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其后，品评、鉴别、研究者颇多，宋代



越州茶著名的有日铸茶、卧龙茶、瀑布茶、大昆茶、剡溪茶等，以日铸茶为最。

宋吴处厚在《青箱杂汇》中说：“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日铸茶芽纤白

而长，味甘软而永，多啜宜人，无停滞酸噎之患。”日铸茶产于平水东首的日铸

岭。

相传，欧冶子为越王铸剑，他处都不能铸成，而至此仅一日便铸成，故名“日

铸岭”。岭下阳坡朝暮常有日，产茶奇绝。宋时列为贡品，但产量甚微，有“日

铸雪芽”之称。明、清两代在这里开辟“御茶湾”，专为皇室采制御茶。

明许次纾在《茶疏》中说：“浙之产，又曰天台之雁荡、括苍之大盘、东阳

之金华、绍兴之日铸，皆与武夷相伯仲。”日铸作为皇家珍品，声誉极高。

珠茶是绍兴茶农首创的一种炒青绿茶，亦称圆茶。它的外形圆紧，呈颗粒状，

色泽绿润、身骨重实、宛如珍珠，内质香高味浓，经久耐泡。此茶以“珠”命名，

最为恰当。

合浦廉州是岭南一个历史悠久的集镇。唐时，这里已是有名的茶、酒集散地。

清代至民国的近 300 年间，这里成了珠茶的精制加工和集散中心，故国际上称“平

水珠茶”，一直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