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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不少茶商赚得第一桶金靠的是
“炒”。古树春茶、精品拍卖、陈年黑茶、第
一锅春茶等炒作的噱头，一度让投资者对春
茶的神奇价值深信不疑。

2013 年春，云南省勐海县的乔木古树
茶均价同比上涨 30％，每公斤茶叶最高卖
到 4000 元。这还不算，福建武夷山举办的
第二届武夷精品茶拍卖会成功拍出的 64 件
精品茶，最高价每斤近 6 万元。而在此前的
杭州春茶节上，第一锅春茶的价格高达每
斤 4 万元。

据统计，茶叶拍卖已至少出现 4 年，价
格走势一年比一年“疯狂”。在巅峰的 2012
年，全国各类涉农展览会共有 10余起天价茶

叶诞生。2013年下半年开始呈下降趋势。
老包坦言，过去若没有茶商的炒作，很

多“明前茶”根本不值那么多钱。更关键
的是，不少高端茶的品牌离开了炒作，知
名度远没有那么高。各地频频拍出天价茶
叶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做秀”，这些茶企
肯花大价钱炒作，实际上也给高端茶叶价
格增加了泡沫。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认
为 ， 要 给 国 内 天 价 春 茶 降 温 ， 可 借 鉴 国
外同行的做法。国外的茶叶拍卖并非针对
消费者，而是纯粹的原料竞价行为。无论
是 黑 茶 还 是 绿 茶 ， 茶 叶 生 产 者 只 针 对 加
工 者 的 大 宗 需 求 ， 通 过 拍 卖 方 式 实 现 价

格最优。
此外，国外市场茶叶价格并未贵得离

谱。目前主流茶叶消费的品种是红茶，国
内茶企出口原料茶的均价仅为每公斤 3 美
元 。 而 由 于 品 种 、 文 化 、 历 史 等 差 异 ，
国 外 消 费 者 往 往 视 茶 叶 为 单 纯 的 饮 品 ，
国 内 赋 予 茶 叶 太 多 文 化 、 历 史 含 义 ， 给
天 价 茶 叶 以 滋 生 土 壤 。 要 让 天 价 茶 叶 降
温，可以从淡化“炒作点”着手，还茶叶
本来面目。

今年以来，随着春茶价格的回归，更多
茶 叶 投 资 者 选 择 从 最 普 通 的 大 宗 春 茶 入
手 ， 做 起 中 小 客 户 的 生 意 。 而 往 年 “ 大
火”的春茶拍卖，也呈降温之势。

一斤龙井春茶被拍到 10 余万元，安溪铁观音茶王每百克成交价近 7 万元，而最好的“明前茶”每斤被炒到 20 余万元，名曰“熊猫
茶”⋯⋯短短 3 年时间，茶叶市场的“炒新”主角换了一茬又一茬，从黑茶贵族普洱、六堡到高端绿茶龙井、雀舌，再到茶叶新贵金骏
眉、大红袍，每克堪比黄金贵的茶叶，在炒家眼里依然有着数百倍、数千倍的升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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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舟这个名字，几乎已经成为了高价紫砂壶的代名词。近年来，在各大拍卖场
上，顾景舟先生的紫砂壶精品屡屡拍出过千万元的高价。相比之下，与其并称为“紫砂
七老”的朱可心、王寅春等老艺人的作品，拍卖价格却要低得多，大多数只有几万元到
几十万元。是因为这几位老艺人的作品“壶艺”略逊，还是市场尚未发现它们的价值？

寻找顾景舟的伙伴

顾景舟的壶艺高，与其并称紫砂界“七
位老艺人”的蒋蓉、吴云根、朱可心、任淦
庭、裴石民、王寅春等人壶艺也并不逊色。
赵行说，我将清末民初时期，称为紫砂的

“后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和明末清初一样，
紫砂界人才辈出，七位老艺人是这一时代的
杰出代表。江苏宜兴紫砂工艺厂销售部执行
董事张明强认为，朱可心、裴石民、王寅春
和吴云根的工艺水平，一点不比顾景舟差。

不过，他们的作品的市场热度却差了不
少。除了少量作品之外，大量作品成交价都

在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之间。赵行分析，
整体来看，近十年来，与顾景舟作品或者宫
廷紫砂器等主题相比，他们的作品价格涨幅
不大。

几位老艺人的壶艺好，作品价格稳，但
业内人士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这几位

老艺人的壶，就有升值空间。即使出于一人
之手，壶的艺术水准也会有很大的差距。

李长平说，几位老艺人的壶艺好，指的
是他们的代表作或者精品。像朱可心、王寅
春等人，他们有很多精品，也做了大量商品
壶，前者的收藏价值高，而后者即使目前看
价格比较低，将来价格上涨的空间也不大。
最好的办法是一壶一价，把艺术品和商品壶
的价格区分开。

赵行认为，现在的紫砂市场还没有真正
成熟，过于重视作者的名气和拍卖纪录，很
少从艺术角度探讨壶的价值。“很多参与拍
卖的人，都是先看款，然后再来探讨拍品的
工艺精与不精。”以人论壶，以人定价，是
当今紫砂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拿到一把
壶，买家首先问的是作者是谁，如果是顾景
舟，估价就会水涨船高。

“过山车”未影响基本面

浙江茶商包建胜在北京做了 10 多年
茶叶生意。可最近 2年的茶市让他越来越
看不懂。

“茶市流行品种变化太快,此前各家
门 店 流 行 陈 年 普 洱 茶 饼 ， 现 在 被 金 骏
眉、大红袍取代，而最早风靡各地的西
湖龙井、碧螺春茶、黄山毛峰等高档绿
茶在北方市场上已经不是最受欢迎的品
种。”老包一边皱着眉头说，一边伸手指
向门店后面的库房。

在大约 100 平方米的空间里，是琳
琅满目的高档茶叶，这些外行人眼里颇
为 精 贵 的 存 货 ， 现 在 成 了 老 包 心 坎 的

“石头”。前 2年这里的“精包装”卖得很
火，基本上是零库存，可从 2013 年下半
年 开 始 ， 高 档 茶 的 价 格 坐 上 了 “ 过 山
车”，上半年价格同比增长约 10%，下半
年开始价格“缓步下行”，尤其是高档绿
茶的销售价格受到不小影响，降幅超过
15%以上。直到今年年初，“精包装”茶
叶的价格才开始小幅回暖，但距离 2013
年上半年的高点仍有不小差距。

高端茶价格波动，让老包这样的茶
商开始收紧荷包。过去一个月的茶叶销
售收入大约 4 万元，毛利率约为 60%。
如果除去包括茶叶进货费用、交通运输
费、经营场所租金、税收、水电费、通
讯费等在内的销售成本，随着高端茶叶
价格每下降 2个百分点，老包的纯利润至
少下降 0.5个百分点。

“今年各地受雨雪天气影响，春茶产
量有小幅下降，但还是不敢奢望高端茶
价格有大改观，只要有微涨就是胜利。”
老包说。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广西南宁，与老
包 有 不 同 意 见 的 中 国 茶 叶 流 通 协 会 理
事、广西农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永宁却因为茶叶价格变动喜上眉梢。

近 2 年以来，广西农垦茶叶集团旗
下的 5 个制茶公司销售情况都不错，尽
管春茶中高档品类价格受影响较大，但
中低端的大宗茶叶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

“大头”。
唐永宁算了这样一笔账：2012 年大

明山制茶车间共产“明前茶”16 万公
斤，包括有机茶 1.6 万公斤，普通茶 14.4
万公斤。按照当时的有机茶每公斤 200
元、普通茶每公斤 35 元计算，总销售收
入为 820余万元。

2013 年共产“明前茶”20 万公斤，
其中每公斤 300 元的有机茶 5000 公斤，
每公斤 40 元的普通茶 19.5 万公斤，总销
售收入为 930 万元，比 2012 年增加 110
万元。

包建胜和唐永宁的经历看似矛盾，
但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姜爱芹
认为，从基本面看，近 10 年来，我国茶
叶市场整体供求规模处于宽松的平衡状
态，部分时间和地区存在结构性供大于
求状况。一方面，10 年来供给量和消费
需求基本呈同步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约
10%。另一方面，由于长期高速增长，
全行业必然积累结构性供需矛盾，通过
价格调整生产、消费是正常的市场机制
作用。

近 期 出 现 的 阶 段 性 高 端 茶 价 格 下
降、低端大宗茶价格走高，属于行业周
期性发展的正常现象，这样的价格“指
挥 棒 ” 与 市 场 炒 作 造 成 的 价 格 “ 过 山
车”有本质区别，也不应解读为全行业
不景气或者茶叶市场泡沫严重。

大宗茶叶价格“小步慢跑”，名优茶价
格“坐滑梯”，茶叶行业“盘整期”内投资
风险犹存。

对于以收藏为目的的投资者来说，投资
名优茶的风险无疑随着价格的回落日益增
加。虽然由春茶制成的普洱茶、六堡茶的品
质无可厚非，但其价格显然与 1 年前不可同
日而语。一位广东的普洱茶藏友坦言，目前
的普洱茶价格已经处于高位，藏茶人的风险
很高，后来者应谨慎出手。

对于生产环节的投资者来说，风险一方
面来自茶叶本身的生长周期长，品种更新换
代快，容易形成产销不对接问题，最终影响
投资者收益。唐永宁认为，以品种为例，过
去的浮云 6 号、云南大叶种等品种，只能加
工成单一的黑茶或者绿茶，一旦市场对红茶

需求量增加，投资者根本来不及反应。但是
若选取中茶 108、龙井 42、金牡丹等“能黑
能绿能红”的品种，可以实现灵活应对市
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另一方面，由春茶制成的茶叶在保存上
也面临不少风险。高品质春茶不论是制成绿
茶、红茶、黑茶还是黄茶，对茶叶的仓储条
件都要求不低。以黑茶为例，黑茶加工往往
需要若干天。销售 1000 吨黑茶，需要同时
存储 1000 吨黑茶、生产 1000 吨黑茶以应对
市场变化。一般，黑茶要求年份越久价格越
高，必须有一个温度、湿度相对合适的存放
空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前期投资成
本和风险。

对于流通渠道的投资者来说，风险不止
于此。随着行业盘整加快，来自全国各地不

同茶叶集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营销的难度
无疑将更大。

姜爱芹认为，茶叶应回归大众消费品的
属性，价格适度是根本，今后应鼓励各方打
造投资者留得住的茶叶市场、销售普通消费
者喝得起的茶叶。

做大宗茶叶的生意

3 “盘整期”谨慎投资

以人论壶不可取

每个老艺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比如蒋蓉擅做花货，任淦庭精于刻字，
裴石民长于杂件和仿古。在这些领域中
细选精品，还是能找到一些价值洼地。

赵行认为，在几位老艺人之中，朱
可心价值是远远被低估的。他的壶艺很
高，至少在学艺和成长阶段，他和顾是
不相上下的，他的作品还曾被当做国礼
送给外国友人。而他的壶目前价格很
低，平均下来价格不及顾景舟的十分之
一。尤其是有一些早期作品，价格低得
不可想象，只有几万块。

朱可心最贵的 5 件拍品中，有 3 件
都是“报春”壶，成交价也只在 180 万
元至 370 万元之间，和动辄过千万元的
顾景舟相比，相去甚远。李长平说，很
多朱可心的精品如今以几十万元甚至更
低的价格成交，肯定是低估了。朱可心
的一些创新的款式，比如报春系列，顾
景舟也做过。如果把两人做的报春放在
一起比较，可以说各有千秋，顾胜在线
条、精细，朱胜在自然的感觉，而且报
春这一款式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理念和
创作能力。如果非要从艺术水准上分高
下的话，朱要排在顾前面的。但在拍卖
场上，顾景舟作品的价格恐怕要更高，
这里面就是一个机会。

去年 12 月举行的西泠秋拍中，王
寅春的一把亚明四方壶拍出了 287 万元
的价格，也创出了王寅春个人作品的最
高价。李长平说，我觉得这个价格很正
常，这才是王寅春精品应有的价格。这
些老艺人代表一个时代，如果市场将来
认识到这些老艺人的艺术价值，上涨的
潜力还是很大的。

精品里面有洼地

景舟壶贵须知理

自 2011 年以来，就有 9 件 （组） 顾景舟
的紫砂作品拍出了千万以上的价格，最贵的
提璧组壶更是以 1782 万元的价格成交。那
么，顾景舟的壶这么贵，到底有没有道理？

业内人士认为，顾景舟的作品整体造型
和细节处理俱佳，是支撑其高价的一个重要
原因。华夏紫砂博物馆馆长李长平认为，顾
景舟的壶线条和造型的美感，工艺的精细，
都要比同时期的艺人好，价格高也有其道理。

物以稀为贵。和其他老艺人相比，顾景
舟作品数量较少，也是其价格猛涨的原因。
李长平说，由于做壶特别认真，顾景舟的成

品数量更少。相对来说，同时期的其他艺
人，像朱可心，有较多的“商品壶”存世。

另外，顾景舟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地位，以
及在港台地区享有的知名度，也是市场对其作
品高度认可的原因。而且，顾景舟弟子众多，
其中有不少人成为了在紫砂界有影响的人物。
远方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行表示，弟
子们出于对老师的敬佩，推崇他的作品，也是
情理之中的事。李长平说，每一个艺术领域都
需要标杆，作为紫砂界的标杆，他的作品价格
高一些，也可以理解。但是要明白他的作品好
在什么地方，而不能只看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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