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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款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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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骞《阳羡名陶录》：陈鸣远擅有清一代之绝技，当日文人学士争相延揽，而与杨
耑木交尤厚。

耑木其人对陈鸣远个人的影响力，在于文艺修养和审美理念，更经由吴骞波及后续
文人紫砂发展尤其是壶身题刻方面的创作旨趣。杨氏筑园于海盐，曰“拙宜”，有
《拙宜唱和集》一卷。拙宜园即陈鸣远名盛时期，往来寓居浙江名园之一。

此外，杨耑木家族人物堪称史上有名。

杨中讷（1649~1719）字耑木，号晚研。康熙三十年二甲一名进士。授编修，官至
中允。督江南学政。先后受业于朱彝尊、黄宗羲。曾奉命参与编修《全唐诗》，成
就其个人文学同时也立下光辉业绩。

杨耑木与曹雪芹祖父曹寅为至交。曹寅《楝亭集》涉杨者有十首。现上海图书馆藏
杨中讷《芜城校理集》涉曹诸事皆为编修《全唐诗》期间所作。

杨耑木之父杨雍建，以敢谏著称。杨氏父子二人生平简介，可查阅：朱彝尊《光禄
大夫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铭》、查慎行《敬业堂文集》之《晚研杨先生墓志铭》
，《两浙輶轩录》卷十一亦有传。又见于《海宁州志稿》艺文志·典籍八、《国朝耆
献类徵》卷一二一、《国期先正事略》卷四、《国朝画家笔录》卷一、《国朝书人
辑略》卷二、《室名别号索引》等文献资料。

丁卯壶底的铭文，看起只是说明为谁制作、制作时间及作者署款。但此壶标明上款
人的意义，绝非简单的纪事而已。

耑木先生，因其博学修养，对于开辟具有文人紫砂特色的壶铭，也就是切器、切用
、切怀一类铭文的发展，有先导之功，此类铭文可以说是后续曼生壶壶铭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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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陶说》、《阳羡名陶录》、《阳羡砂壶图考》中关于丁卯壶重点字句

乾隆时期，朱琰，笠亭，则直接成为丁卯壶收藏者。朱琰是《陶说》的作者，这中
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陶瓷史专著。

丁卯壶，代表了文艺理论家对陈鸣远的推崇，其中我们发现砂壶典籍重要人物——
吴骞与丁卯壶的作者陈鸣远和上款人杨耑木的特殊联系。

陈鸣远的生平资料不多，其中最隆盛的声誉最早由清人吴骞记录。作为酷嗜典籍的
藏书家和杂项收藏家，吴骞继《茗壶》之后，成就一部有关紫砂研究的专著《阳羨
名陶录》，专门对陈鸣远进行了推介。此后乾隆年间，陈曼生客居海昌求学于吴骞
，无疑也受其思想意趣的洗礼。

我们发现，吴骞在编搜善本之余，费劲心思保存并出版了杨耑木的《药房心语》。
这部书来自于杨耑木关于饮具铭文、酒座偶尔游戏的散纸笔墨。吴骞在序言中确定
了杨氏的主张，强调饮具之铭可作为文人座右之铭，意味朝夕省览。

茶酒相通，这种主张，经由演说家由杨耑木，传导给陈鸣远这样的天才艺术家，为
砂壶题刻确立了主旨方向。譬如青铜铭文、书画题跋都成为可以借鉴的文化资源，
成为文人紫砂创作、发展、收藏，一路下来的关键内核之一。

像吴骞这样的作者，同时是学问家，藏书家，通诸经史。看似闲余的壶艺通史，却
埋藏典籍理路。通过树立像陈鸣远这样的典范人物，丁卯壶这样的标志性作品，意
在强调，在技巧之上，砂壶创作也需要立意以定位置，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
则深，意古则古。这给后续文人紫砂创作，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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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时期特殊 ·

康熙丁卯年，陈鸣远创作渐入佳境。

丁卯前一年，丙寅年陈鸣远以知名艺人的身份被载入《宜兴县志》，并被“特为表
之”。前几年，青年陈鸣远得到明末著名“复社四公子”陈维崧的推举，在阳羡派
词人的词赋中叫响了名气。自中年之后，开始周游于江浙一带，与大量名士定交，
这里面除了金张这样的地方文士，还包括像杨耑木那样具有良好政治前景的未来文
官。

陈鸣远采取了一种高级定制模式，寓居在名士名园中设计，还适时地让这些文人/文
官以书法、诗文各种形式参与即兴合作，这些情况从大量名士诗文集以及珍稀的传
世真器铭文里，可以得到证实。

塘栖诗人金张所著《介老编年诗抄》十三卷，诗集以编年体刊载，与陈鸣远有关的
诗作二十余首。丁卯年是陈鸣远与金张定交次年，列在这一年段的诗篇，为我们勾
勒出丁卯年间，陈鸣远具体的游踪、寓居往返的创作方式、壶底款印“壶隐”对作
者自身的意义、坚持创新的态度：

《陈鸣远欲归留看试灯一日…》，叙述了丁卯上元日陈鸣远被留塘栖看灯；《陈鸣
远至，始知归舟覆前山漾…》道出他往返将塘栖、桐乡、嘉兴等地制成的壶坯带回
宜兴烧制遭遇翻船的事故。

“三吴烟水间，小艇岁去来”，“生涯到处踪无定，问讯从今期有常”，这是丁卯
年间陈鸣远的生存状态。

此外从金张的诗篇中，我们发现他有着十分自重的作者感。逐步打响名气的陈鸣远
，十分注重自身的知识产权。

关于丁卯壶底陈鸣远自刻“壶隐” 一印：

《阳羡砂壶图考》载丁卯壶，提及此壶“壶隐”一印，“为所制陶器中仅见之品，
自与寻常所制不同”。

丁卯壶底一方小印——“壶隐”，对于陈鸣远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在金张诗集丁卯
年卷明白地显示出来：君私打小印，虚名颇自惜；因知不朽艺，贵乎自开辟；巧则
因心古则摹，最嫌依样画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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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金张《介老编年诗钞》丁卯卷，关于陈鸣远壶隐小印的诗篇

在丁卯时期，陈鸣远的创作动机，超越了和壶主之间消遣拈制，互相欣赏的程度。
可以说，在一次次的创意突破与技术攻坚背后，他对于自己的作品，是有可传之想
的，绝非游戏心态。

尽管丁卯年，自谦地刻了“壶隐”小印，但陈鸣远是有艺史留名的自我意识的。随
着名声的确立，陈鸣远的文人朋友们频繁捉刀代笔，其中最著名的是曹廉让、杨耑
木。

自《阳羡陶说》始，《阳羡名陶录》《阳羡砂壶图考》至龚心钊所述，人们普遍认
为，丁卯壶款“為耑木所自書，晉唐風格，足繼米、趙，宜其名重海内”。

杨耑木当然可以在自己定制的壶上，落自己的款，表明是自己的笔迹。但他选择隐
去自己，凸现壶的创作者为陈鸣远，一方面是二人交往至密，另一方面，可见鸣远
壶当时名声之赫赫。

· 收藏家理念 ·

丁卯壶经过被典籍记载，引起一代一代收藏家的关注，名孚中外波及日本。

这里我们也看到顶级紫砂收藏理念的发展。最初自然是定制与馈赠，鸣远为耑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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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作为壶主人，珍藏的同时是直接使用的。

褚德彝手拓丁卯壶

到了龚心钊，则更侧重流传考据，这种有据可考的模式，仿佛给传世名器增加了鉴
证备案。另一个层面，显示出同好之人，将自己，也就是最近一任收藏者和往届藏
家比肩，彰显一种跨越历史的品味契合。
这是物中见人的鉴藏理念，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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