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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目茶盞，是中國茶器中一個特定的專用名稱，以兩宋間建窯、吉州窯等生

產的黑底曜變茶盞為主。因當時日本僧人多在浙江天目山徑山寺、禪源寺等名刹

古寺留學習禪，又因茶禪一味，回國時往往從寺中帶去各種茶器，而兩宋鬥茶尤

好黑盞，天目山中各窯口亦生產黑釉茶盞，故日僧帶回的多為此類茶盞，被扶桑

之國人奉為唐物至寶。由於茶盞多從天目山帶出，故往往將此類黑色茶盞，稱為

天目茶盞。至十五世紀後，這種將中國建盞及其餘中國黑釉茶器叫做“天目茶盞”

的慣稱被確定了下來，行至今日，成爲黑釉一類陶瓷的國際通用名詞。 

 

人們對宋代尚黑色茶盞的常規解釋，來自於同時代的經典，北宋蔡襄曾在《茶

錄》中說：“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甚厚，熁之

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宋人祝穆也在其《方輿勝覽》中說：“茶色白，入黑盞，

其痕易驗”，這種將天目盞色澤的功能性作為唯一解釋的理由，固然相當有理，

但未必完整詮釋出了天目盞色澤背後的玄妙意義。本文將以天目盞色澤為視點進

行分析，由此企圖來豐滿與挖掘天目盞更深切的文化內涵。 

 

 

 

 

 

 

 

【關鍵詞】天目茶盞、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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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目茶盞究竟是什麼顏色 

人們一般都以黑色界定天目盞，以為黑釉茶盞就是黑色茶盞。嚴格地說，這

樣表達並不夠科學。蔡襄所說的“紺黑”之“紺”，便是微帶紅的黑色。日本平

凡社的《世界百科大辭典》說：“天目為黑色及柿色鐵質釉彩陶瓷茶碗的統稱。”

這裡既有黑色，又有柿色，天目盞被學術界歸入釉彩陶瓷的類別。 

 

天目盞的色澤，其實就是以黑色為基調，摻雜眾多顏色與花紋而構成的。斑

紋形成的原因可用科學解釋:在燒制過程中，釉層裡的氣泡將鐵質帶到釉面；在

1300 攝氏度高溫下，釉層流動，富含鐵質的部分冷卻時從中析出赤鐵礦小晶體，

並導致釉面形成絢麗的各色斑紋。恰是這些斑紋與底色，共同構成了茶盞的色澤。

故中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耿寶昌先生說：“‘曜變天目’是中國宋代陶藝家所創

燒的一種釉面極具特色的陶瓷產物，經過精心細研而燒成，極為寶貴，諸多的元

素和適合的溫度使其呈現出斑駁燦爛的色彩。” 

 

有許多宋代文人的詩句中記錄了天目盞的色澤。比如蔡襄在《試茶》詩中說

“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雪凍作成花，雲間未垂縷”，這“兔毫紫甌新”，

說的是茶盞的紫色底；黃庭堅的《西江月·茶》一詞說“兔褐金絲寶碗，松風蟹

眼新湯”，這茶盞便以褐金二色為主打了；《四部叢書》影宋寫本《誠齋集》卷

十九記載了陳蹇叔的詩：“鷓斑碗面雲縈字，兔褐甌心雪作泓”，詩中的“鷓斑”

就是鷓鴣斑，宋初陶穀的《清異錄》中曾說：“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

家珍之”，這是指茶盞黑釉上散佈類似帶鷓鴣鳥羽斑的黃褐色釉彩。 

 

還有一種油滴盞，也是建窯黑釉茶器珍品。釉面密佈著銀灰色金屬光澤的小

圓點兒，直徑從數毫米之微至針尖大小，形似油滴，故名。至於前面提到的兔毫

斑，那也是有色的，兔毫盞以盞身內外顯現帶結晶的細長兔毛狀紋為特徵，每條

細紋均閃銀花色。民間根據兔毫盞色澤的微妙不同又分稱“金兔毫”、“銀兔

毫”，日本古籍中亦有青兔毫、黃兔毫的記載。南宋大詩人楊萬里在他的《以六

一泉煮雙井茶》詩中說：“鷹爪新茶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雋永雪白的茶

湯與宛若銀霜的茶盞面相映成輝，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意境！ 

 

皇帝宋徽宗對天目盞色紋有自己的評價標準，在《大觀茶論》中一錘定音，

認為“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盞色要青黑，而兔毫則要細長。總之，

天目茶盞的特點是黑褐青底色上散佈各色花紋斑點，諸如紅、藍、綠銀、金等色，

斑紋有立體感和層次感，金屬感，色彩隨光線的強弱而突變。至於斑紋，從古至

http://baike.baidu.com/view/504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4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8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53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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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歸結起來，亦有兔毫釉、鷓鴣斑、油滴釉、玳瑁斑、剪紙貼花、木葉紋、黑釉

印花、黑釉金彩，黑釉彩斑、黑釉剔花等，細細分類，可謂光怪陸離，千變萬化。 

 

稱天目盞為黑釉茶盞，從專業角度說並無錯誤，但黑釉茶盞與黑色茶盞之間，

容易造成概念混淆。故，在提及天目茶盞為何種色澤時，筆者建議不妨亦可用“玄

色”稱之。因為玄色恰是一種黑裡帶微赤的顏色。《考工記》中曾說“五入為緅，

七入為緇” ，說的是黑赤色對半分是緅，黑色七、赤色三為緇，漢代的鄭玄在

其下注釋說：“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說的是玄色在這兩種顏

色之間，應當是黑色六而赤色四吧。 

 

玄與黑，雖然在色澤上有同義之處，在文化解讀上卻各有領域，失之毫裡差

之千里，故在此先界定概念，以行下文。 

 

二、玄色的意義 

討論玄色，先要從“玄”字的本意開始。“玄”這個字，甲骨文中尚未發現，

鐘鼎文中已有。玄原本與絲線有關，是搓線和編草繩的意思。從象形的小篆字體

看，就是兩個繩子相對一撮，形成“玄”的形狀。文字學家解釋，以為玄下端象

單絞的絲，上端則是絲絞上的系帶，表示作染絲用的絲結，那玄字下面的一點，

就是新續待搓的草。 

 

基於這個本意，玄字衍生出下面兩個意思：由玄到繩的變化，說明玄字就是

變化的意思，可以解釋自然界的萬物是變化的，相對的，相互影響的，有規律的，

而且是有規律的無窮變化；二是看不到結果的遠方。玄色，是很遠看不清究竟是

什麼的顏色，故而抽象出精神領域中的概念“玄”。老子在《道德經》提出玄字：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恰恰是形容道的玄虛奧妙。“玄者轉也，轉者變也” 

以發展的角度看問題，用心洞察，可以找到面對任何事物，解決不同問題的竅門。 

 

玄意的泛化，漸漸進入色彩領域，看不清漸可以被理解為黑色。漢書《小爾

雅》篇說：玄，黑也；東漢許慎的《說文》說：黑而有赤色者為玄。 

 

二千多年前的中國，玄色已同時進入了人文領域中的最高級別——天與地。

《周禮·染人》注：“玄纁者，天地之色。”《易·坤》中說“天玄地黃”《詩·豳

風·七月》說：“八月載績，載玄載黃。” 

 

http://baike.baidu.com/view/705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96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1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19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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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從天的顏色又直接演進成天本身。《莊子》說：“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

天德而已矣。《釋言》說：“玄，天也”。《太玄·玄告》說：“天以不見為玄。

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玄是無形之天，無形之地，無形之魂。玄引入

黑色的概念，便聯想到了黑暗，漢代的劉楨有詩《公宴》曰：“遺思在玄夜，相

與複翱翔。”——玄夜就是黑夜之意。再推理，便出現了玄窗，玄室等，黑暗中

人的靈魂便進入深厚，故屈原的《楚辭》說：“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

一旦有了深厚，便進入了深奧，故有老子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而一旦進

入了深奧，便進入了幽遠。《說文》解釋：“玄，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

而一旦進入玄妙幽遠便與天地同齊。如《淮南子》中所說的“天道玄默，無容無

則。 

 

與此同時，玄作為黑的代指，又進入了方位：黑是北方的意思。玄方為北方；

玄郊為北郊；玄海為北方之海；玄帝為北方之帝。道教所奉的北方之神是玄武，

形象為龜蛇合體；中國傳統神話中二十八宿天神中的北方玄武七宿，又被合稱為

玄武七宿。 

 

玄進入了哲學，中國魏晉時代誕生了玄學，這是由向秀、何晏、王弼等人運

用道家的老莊思想揉合儒家經義而形成的一種唯心主義哲學思潮。玄，也成為一

個高貴的姓氏，玄”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華人文初祖黃帝，其兩個源頭都與黃

帝有關：一說“玄”姓為黃帝之子玄囂的後代；另一說為黃帝時臣子玄壽的後代，

此二人在《史記》開篇五帝本紀第一中都有記載。目前河北唐山市遷安縣、山東

泰安市夏張鎮和山東陽谷縣（山東陽穀縣有一玄莊村，在村東橋處有一玄氏祠堂）

都有玄姓宗族人居住。 

 

有一個挺有意思的歷史細節，查中國歷代“玄”姓名人，都出生于宋代以前，

宋代以後有不少玄姓人改姓為“元”，原因為了避諱。原來北宋開國之君趙匡胤

之父名玄朗，天子從此下令天下凡姓“玄”者都改姓“元”，而平時行文中遇

“玄”字，亦必改作“元”。如此說來，蔡襄等人不說天目盞為“紺玄”，而說

“紺黑，已經相當不容易了。如果當時竟然成了“紺玄”，豈非將被改成“紺元”，

那就更搞不清楚什麼意思了。 

 

知曉玄的意思，我們便很可以推理玄色之意了。玄色未入五色之列，或者可

以說是五色的總和。總之，這是一種最高品質的色澤，直通天意，與道同齊。對

以文化極為發達、朝野有著共同藝術品趣的兩宋而言，將這樣一種以黑色打底、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2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5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3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81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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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著天意的變幻莫測的色澤，定性為與茶相生相伴的茶盞之色，成為茶事活動

規則中不可或缺的構成，這是很可以理解的。 

 

三、宋代為什麼崇尚玄色天目盞 

玄色固然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推崇的色彩，但具體聚集到小小一隻天目盞上，

除了實際功用之外，依然有著其獨特的原因。 

 

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會有相對應的色彩。這要從“五行論”說起。“五

行論”起源于商代，認為世界是由火、土、金、木、水五種物質構成，而古代中

國的“五色論”恰恰是建立在“五行論”的哲學基點之上、並與“五方”——青

色東方、赤色南方、黃色中央、白色西方、黑色北方連結在一起。赤、黃、青、

黑、白，被統治者定為國之正色。 

 

無獨有偶的是，這種色彩觀並非東方所有，古希臘的哲學家及政治家恩貝多

克利曾經這樣說：“色彩來源於宇宙的四種基本元素——火、水、土、空氣，四

種基本元素相對應的四種色彩是——白、黑、紅、黃綠”。而義大利著名畫家達

芬奇則認為：“全部的色彩來源於光，沒有光，就沒有色彩，就什麼也看不見。

黃色是大地、綠色是水、蘭色是天空大氣、紅色是火、黑色是黑暗”。他們對色

彩與物質對應關係的論述，有些類似於古代中國的“五行論”和“五色論”。 

 

中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王朝，自有它們崇尚的色彩，比如秦朝的黑色，漢代

的朱色，唐朝的三彩色；進入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崇尚的是紅色，人民稱之

其為“中國紅”。而宋朝，崇尚的恰恰是黑白二色。 

 

宋代崇尚黑白二色，與理學興起有關。從對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中，學者們

發現，和唐代相比，宋代的服飾款式色彩簡單，風格開始向質樸、潔淨、自然的

方向傾斜。男子衣裳基本以冷色系列為主，其中涼衫、襴衫，都是白色的。一些

宋代的隱士，則多穿褐色的衣服。這種反映在服飾上的色彩觀，其實恰來自于有

宋一代色彩與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宋朝從儒學上說進入理

學時代，存天理去人欲，色彩表達一種節制理念和道德準則，理學精神和黑色恰

恰是一種對應。我們知道，黑色是一種明度最低，但具有莊嚴、穩重的很強大的

色彩，在所有顏色之中最重，莊重和高雅兩全齊美。其安靜的色澤中折射出的深

邃意境則既能給當時的人們帶來生理上的享受，又能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宋人

通過人內心的沉思，達到人心裡的進化，恰好反映了宋代重視內省功夫的時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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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心理素質。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尚黑、尚紫，尚黑的反面白色，便有了文化

上的心理依據。 

 

宋王朝選擇黑白色，還與宋朝統治者狂熱地推崇道教有關。道家崇尚自然，

原始，而黑色被稱為最原始、最自然的形式。我們可以從太極陰陽圖上看到兩種

最基本的色彩便是白與黑。 “上善若水”，水的對應色彩就是黑。一盞茶離不

開三項物質要素：茶盞，茶，水。這三個要素在此非白即黑，別無選擇。 

 

與此同時，徽宗對道教的迷戀也已經到了不可自拔地步。為提高道教的地位，

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下詔示道教仙經於天下；政和四年(1114)正月，下令置道

階 26 級、道官 26 等；政和六年(1116)，下令立道學、修《道史》；政和七年(1117)

四月，他還自稱是神宵帝君下凡，令道籙院冊封他為“教主道君皇帝”，集天神、

教主、人君三位於一體。重和元年(1118)八月，頒發《禦注道德經》，九月，詔太

學置道教各經博士，等等。道教的地位被抬到空前的高度。 

 

將道教的黑白二色移情於分茶鬥茶，應該是宋代崇尚玄色天目盞的另一個重

要原因。趙佶自畫的《文會圖》中，他本人的分茶形象，便是一個白衣秀士。1127

年北宋滅亡，趙佶連同宋廷的三千親屬、僕從和藝匠被金軍押赴五國城（今黑龍

江省依蘭縣），直到此時，他依舊是道袍裹身，頭戴逍遙巾，自稱是“流道”。 

 

從藝術創作中我們亦可以看到宋朝對黑白二色的重視。宋朝是中國文人畫的

高峰時期，中國古代繪畫中的色彩因受到道家文化的影響,一直都走著一條追求

清淡、簡練、素雅的路。老莊的“五色令盲”,“無色而色始全”的色彩觀成了

文人畫家對中國繪畫的最好的表述。中國繪畫用色于水墨，墨是民族繪畫的主色，

一代代中國藝術家追求墨色的高度表現力，並把這種思想發揮到了極致，無論對

當代還是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即便是在有色彩的花鳥畫運用上也是如此。在宋朝時期的重、淡色花鳥畫上，

藝術家們尤其追求一種人為色彩的形式美，就是把世間萬般色彩提煉出來，用少

有的幾種彩來表現世界的萬色，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自然，但又有人為美感痕跡。

這就使得繪畫真正成為一種由人創造出來的藝術形式。 

 

宋代這種將色彩提煉，強調人為美感的藝術觀，顯然已經充分地運用到了茶

湯的製作上。故而，將茶湯稱之為茶丹青，絕非只是一種形容與借喻，它恰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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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傳統水墨畫翻了個個兒：紙上畫畫，紙是白的，墨是黑的；盞上畫畫，紙是黑

的，墨是白的，不過是用水和茶來取代水和墨，用玄色茶盞來取代白色宣紙罷了。

而從茶葉自枝頭摘落，到幾十道工序之後進入鬥茶，這種提煉色彩的過程，無疑

與書畫家繪畫時提煉萬物之色而凝聚成少數幾種色彩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宋代為什麼崇尚玄色天目盞的最後一個原因，也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乃是

因為茶具備了與玄色最相匹配的內在精神。我們知曉，黑色是幾乎所有顏色的好

搭檔，它讓其它顏色看起來更亮，和白色搭配可以提供很棒的對比。而茶是內斂

的，溫和的，單純而又豐富的，茶可以提煉出雪色之白。茶的這種內在素質與外

在方式，都決定了茶盞的相應方式。天目茶盞本是以黑色為基礎的，但它的黑色

中潛伏著無數色彩，與白色的茶湯浮沫相應成輝。從分茶中構勒出唐詩的意境和

魚蟲花鳥的圖案，這是一種確定了藝術目標再去完成的創作，而且還是一種行為

藝術。在全神貫注中要抵達自然、脫俗、靜謐、枯高、簡素、幽玄的彼岸，通過

茶與盞器的質感，呈現出無法預測、無法言傳而又瞬間即逝的深刻意境，毫不誇

張地說，這是中國宋代茶人奉獻給世界的創造性的獨特之美。 

 

八百年過去了，分茶的技藝已經失傳，而曜變的技能亦正在探尋，天目盞玄

色的當代審美卻永遠在啟迪和滋養我們。玄色是一種具有多種不同文化意義的顏

色。以黑色為主色的玄色，和白色的搭配，永遠不會過時。這兩種極端對立的色

澤之間，有著令人難以言狀的共性，以對方的存在顯示自身的力量，天目茶盞就

此透露出深邃的神秘之美，永遠滋養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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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茶盞圖 

 
 

油滴天目盞，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南宋吉州窯 

梅花天目盞，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南宋吉州窯 

  

建窯天目盞 玳瑁盞，宋代允山窯玳瑁斑杯盞 

 

 

 

鷓鴣斑黑釉盞 油滴盞 

 

 

剪紙鳳紋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