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茶宠只有中国有么？
A：茶宠不仅只有中国有，日

本也产销茶宠。但日本不偏爱紫
砂材质的茶宠，他们制作的茶宠
多以铁、铜为主要材质，造型多
为小动物如螃蟹、八爪鱼、乌龟
或莲花等，相比中国茶宠承载的
丰富寓意而言，日本茶宠寓意更
为浅白直接，他们强调的是工艺
的细致和婉约，尺寸细小、用材
简约。

Q： 茶宠的玄学知识有哪
些？

A： 茶宠的玄学多体现在爱
茶者的内心信仰和寄托的一种
外在表现，我们在日常品茗之中
无需刻意介怀茶宠的风水与命
理，诚然风水与命理是自然规律
的一种延伸与放大，但更为关键
的是茶宠的主人心态要顺其自
然、达观平和。就茶宠的玄学知
识而言，有貔貅辟邪、金蟾生财、
佛陀佑平安、 神龟寓长寿等，此
外还有众多造型的茶宠，寓意丰
富。 ■图文整理 徐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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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宠业迎冰霜期，品牌茶宠仍走俏
供大于求、仿制盛行，茶宠行业遇低谷 建立规范、加大创新，突破困局需集体思变

茶宠本是工艺美术师闲暇时创作的一种新的工艺形式，以
紫砂茶宠最为常见和好“养”，最近几年渐渐形成了风气。

风气形成需求，使得茶宠市场风头一时无两。但行走在茶
宠市场，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困局，不过，
品牌茶宠依然热销。

随机走访湖南省长沙市神农茶都一位茶
宠店老板，他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茶宠行业的
状况已经到了历史的谷底，正迎来冰霜期。

茶宠的产销与茶壶相比， 存在着巨大的
行业差距。首先，茶宠大部分是由模具制成，
之后稍作加工，市场准入门槛相当低。在茶宠
风头盛劲之时， 从事茶宠产销可以分得市场
一杯羹，但随着市场饱和与行业竞争加大，大
量产销茶宠的店铺面临关门或转型的局面。
第二， 茶宠所具有收藏保值的市场热度已经
消退，理性消费时代到来。第三，茶宠出产量
巨大，造成市场供量大于市场需求，又面临国
外市场拓展不开的瓶颈，导致茶宠滞销，造成
囤积。

据店家介绍：“在几年前， 花生造型的茶
宠售价是一元一粒，而现在只卖三毛一粒，青
年陶艺家张爱成的紫砂茶宠售价在800左右，
如果采购量大的话500左右也能拿到。”

近年来，茶宠行业缺少真正的制作大师，
整体从事茶宠产销的人员素质也有待提高，
即便是知名艺人如张爱成等人的作品， 也存
在着被仿制的可能， 消费者又普遍缺少甄别
鉴赏能力，导致茶宠行业如沐冰霜。

茶宠种类有很多， 比如金蟾、 大象、小
龟、蟾蜍、貔貅、小猪、小蜗牛以及各种人物
等，意义也各有不同。但市场上以紫砂材质
茶宠最为常见， 调查中得出的品牌有万新、
爱壶人、尚言坊、陶先生、宏中、品茶忆友、思
喜、三义、易臣、唐丰等，这些品牌多以紫砂
陶瓷茶器具为主要销售领域，茶宠所占销售
比重并不大。

根据中国品牌调查大全统计，以茶宠金
蟾造型为例，2016年度茶宠金蟾销售量排
在前十的品牌是宏中、 冠坤、 指间陶艺、涧
溪、古悦堂、瓷牌茗茶具、云在青天、肖字和
德、加文、雯晨。平均售价128.90元，最低售
价28.00元， 最高售价368.00元， 月热销
7219件。其中“宏中”、“冠坤”、“指间陶艺”
总热销781件， 占比10.82％， 继续领头
2016茶宠金蟾市场。

“宏中”品牌作为紫砂器具的佼佼者，其
品牌售价高于行业平均价格2.63元，其行业
占有率高达9.53%；而冠坤和指间陶艺的行
业占有率仅为4.56%和1.41%，两者的和约
为“宏中”的一半。因此，茶宠行业所面临的是
强者恒强、弱者存难的局面。寓意好、品牌影
响大、名家之作的茶宠市场行情依旧火爆。

预测茶宠行业在未来持续的一段时间
里，将依然面临发展困局，过于依仗行业自律
和传统产销模式是行不通的。 加强茶宠行业
规范管理机制、 保护茶宠工艺名家知识产权、
加大创新力度借助互联网+风口的战略机
遇，每位从事茶宠产销的商家都要转变思维，
为这个行业饱蓄青春、激发活力献智献策。

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制作紫砂
雕塑诸玩的高手叫陈仲美，这些雕
塑诸玩也许就包含着“茶宠”。

陈仲美是江西婺源人，本来在
景德镇制瓷，后来到了宜兴，从事
紫砂陶制作。他“好配壶土，意造诸
玩，如香盒、花杯、狻猊炉、辟邪、镇
纸，重镂叠刻，细极鬼工。壶像花
果，缀以草虫，或龙 戏海涛，伸爪

出目。庄严慈悯，神采欲生。”
紫砂艺人从明代开始就制作

陶塑工艺品，作为几案清供，有的
就成了“茶宠”先驱。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就珍藏着
不少这样的紫砂文玩，有清乾隆时
的“三连核桃”、“梅花鹿”和“小异
兽”等，这些也许就是乾隆皇帝在
品茗时赏玩宠物———茶宠。

茶宠产销与茶壶相比差距大

好茶宠依旧行情火爆

“蟾” 在古代神话中是吉祥之
物， 旧时传说金蟾有三足为灵物，
古人认为可以致富。因而民间流传
有“刘海戏金蟾步步得金钱”的传
说。金蟾作为茶宠独受宠爱，缘由
大概根源于这个传说故事。

相传黄山脚下住着一对刘姓
夫妇，膝下一子名叫刘海。黄山南
海龙王有一女名叫巧姑，自幼生长
在水底龙宫。

有次， 龙王带巧姑去北海龙宫
赴宴，途中的美景令其贪恋，她甚至
趁龙王外出的机会，变作一只金色的
蟾蜍跃出桃花溪白龙潭，伏在一片翠
绿的荷花叶上观赏四周的景色。

突然， 一条凶恶的大蟒向她扑
来，她被吓得立马晕厥过去，而正在
桃花峰下砍柴的刘海救下了她。金蟾
醒来后得知是刘海将她从恶蟒口里
救出后，便从口中吐出一颗龙珠到荷
叶上，作为给刘海的纪念之物，然后

恋恋不舍地跃入水中回龙宫去了。
巧姑因思念刘海心切，又偷偷

跑出了龙宫，变作金蟾爬上荷叶盼
望能再次见到刘海。 事也凑巧，那
天刘海伐树累了， 走到潭边喝水，
忽然发现在他的身边有一串金钱。
原来这钱是金蟾暗放在他身边的，
那串着金钱的丝线就在她的手里。
刘海要走， 她便在水下牵动丝线，
让那串金钱响起来。 刘海感到奇
怪，聚精会神地端详那串金钱为什
么自己会响。不提防上次那条吞吃
金蟾未成的大蟒，从背后向刘海扑
来。龙女巧妙地引开凶蟒，使刘海
得以抽刀， 把那条恶蟒斩作两段。
最后二人结为夫妻。

茶宠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一部分， 而茶人一旦拥有了自己
心仪的茶宠， 在茶宠与茶人之间也
有一丝扯捻不断的丝线相连着，茶
人会用一生的时光来呵护和滋养。

紫砂茶宠典故

金蟾茶宠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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