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沏茶、 倒茶都有讲究。

从小儿就爱喝茶， 因茶爱上紫砂
壶， 因紫砂更能品出茶的芳香。 茶与
壶之于王萌， 是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
一部分。 王萌是渤海银行北京商务中
心区支行行长， 2015年当选全国劳动
模范， 用他自己的话说： “相当于公
安系统派出所所长， 是最基层的金融
从业者。” 说起与紫砂的结缘， 要从喝
茶说起。

因茶爱壶
“我从小跟着我爷爷喝茶， 那时

候农村就拿个大茶缸子， 喝的是花茶，
就这么着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王萌并
不挑茶， 绿茶、 普洱茶、 乌龙茶， 他
都能喝。

办公室里一个紫砂杯， 沏上一杯
就喝起来； 外出游玩儿， 随身一定带
着茶和茶壶， 有机会就沏上； 谈成一
笔大的生意， 并不喝酒吃饭， 而是回
家一个人沏上一壶好茶 ， 静静回想
“成功” 的过程。

冬茶取暖， 夏茶解暑。 王萌两个
字就形容了喝茶的感觉： 享受。

“银行工作压力非常大， 喝茶可
以缓解这种压力。 三伏天儿， 有时候
周末不出去， 我一个人在家， 不开空
调 、 泡上茶 、 打开电视就这么坐着 ，
喝出一身汗， 感觉特别放松！”

结缘紫砂
与紫砂壶的结缘， 是2001年到海

南旅游， 当地的旅游商店卖茶， 正用
紫砂沏泡 ， 使茶香悠远 、 茶味更浓 ，
回到北京就跑去马连道探寻。 王萌从
此不但与紫砂结缘， 还因紫砂与曹婉
芬、 鲍志强等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相识
并成为朋友。

早年的紫砂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炒

作成天价， 几百块钱就可以购得一把
好壶。 就这样慢慢收藏， 现在竟也有
百八十把紫砂壶。 在这个过程中， 读
书 、 看报 、 与紫砂壶制作大师交流 ，
王萌对紫砂壶的渊源也了然于胸。

王萌说 ： “紫砂壶并不在于它
价值多少 ， 而在于个人的爱好 ， 几
百块钱一把的壶 ， 可能就是你最喜
欢的 。”

慢聊故事
沏上一壶今年早春的宜兴红茶 ，

品茶中听王萌讲紫砂壶的故事。
“你看这一大一小两把壶形态一

样， 但价值有天壤之别。” 王萌指着茶
海上两把造型圆润的壶说， “这把略
小的壶名为 ‘西施乳 ’， 出自名家之
手， 你看它形态饱满， 圆得已经不能
再圆； 再看这把大壶， 是仿造这把小
壶制作而成， 虽然也是圆的， 但是张
力明显不如这把小的……”

一把好的紫砂壶看似普通， 里面
却有许多讲究。

“这把是 ‘花货’， 你看这壶体上
有阴线、 有阳线， 形似瓜果菊花， 每
转一个角度， 盖与壶口都契合的天衣
无缝， 纯手工制作的难度非常大。”

王萌又拿出一套一壶四杯的紫砂
制品： “这套玉兰壶杯， 是我特别喜
欢的 。 大概十年前吧 ， 3万多块钱一
套， 当时早就看上了， 但是没舍得买，
后来那年业务做得不错， 年底就奖励
了自己一下。”

银行工作压力大， 但王萌也有慢
生活。 每年他都会抽出几天时间到江
苏宜兴丁蜀镇住上几天， 每天睡到自
然醒， 闲逛到陶瓷艺术大师的工作室
看他们制作紫砂， 赏玩陶瓷制品， 闲
聊中又多了几分对紫砂的认识。

紫砂壶情缘

每把壶都有一段故事。

闲暇时光把玩爱壶。

饮茶品的是文化。

全国劳模王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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