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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漫品茗

茶通古今

从午门入故宫，沿西侧台阶拾级而
上至雁翅楼，就来到故宫“茶·世界
——茶文化特展”入口。映入眼帘的，
除巨幅海报外，还有成排摆放的一盆盆
茶树苗。梅占、奇曲、瑞香、黄金芽、
大红袍、金牡丹……“这是将各地最有
名的茶树品种都搬来了呀！”一位游客
啧啧称奇，这展览的“迎宾”配置真是
别出心裁。

展厅风格幽静雅致，观众们驻足展
品前，看到浙江余姚出土的已知最早人
工种植茶树根，灵魂仿佛穿越回神农尝
百草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广袤
大地上发现了茶，从最初的药用、食
用，发展到如今的休闲饮品，茶一直在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
角色。”任万平说。

“这个铜渣斗从吕大圭墓中出土
时，内壁上还附着有茶叶呢。”任万平
介绍道，在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出土的
文物中发现，几乎每个墓的墓葬品都
有茶器，且种类各不相同。此次展出
的这件“铜渣斗与茶叶遗存”里，有
当年留下的40多枚茶芽。“这说明宋
代茶叶形态不仅有团饼茶，也有未经
压制的茶叶。”

在梳理展品的过程中，有一个小发
现是让任万平惊喜的，是一些画有各
种茶壶图案的小信笺。“其实这些信笺
在故宫的文房用品中根本不起眼，也
派不上什么用场，也从来没展出过。”
任万平介绍说，古代文人信笺上常印
有梅兰竹菊，或十二月花神等，这几
张印着的图案，都是仿“西泠八家”
之一、文人壶开创者陈曼生的茶壶。

“就像现在年轻人喜欢做手账一样，在
每页的文字中添加一些插图，古人也
有这个爱好，这次展出的茶壶信笺说
明当时茶本身非常深入人心、深入生
活。”

各式展品无不诉说着茶从发现、种
植到形成文化的古今传承。展览中对茶
叶的著述，最早的有陆羽《茶经》，也
有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专门设有的
《荼（茶）部》，这些文字记载对推动茶
叶饮用以及作为一个农业业态发展，都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茶业的发展也呼应着瓷业发
展。“瓷器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餐
具，另一方面就是饮器。”任万平告诉
记者，这些不同年代的茶壶茶碗，体现
的是不同的饮茶方式所带来的茶具变
化。

如果说文献是用一字一句记载茶文
化，那么绘画就是饮茶场景的形象化再
现。比如此次展出的明代丁云鹏绘《玉
川煮茶图》，明代唐寅绘《事茗图卷》，
明代文徵明绘《茶具十咏图轴》等，除
名家画作外，还有一些画工所绘清朝雍
正皇帝、乾隆皇帝饮茶场景的画作，以
及一些西方饮茶场景画作。

展览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最新的考
古发现，即2022年在山西长治市潞州
区屈家庄村唐墓出土的一组唐咸通六年
（公元865年）的茶具。“可以说我们这
次展览既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学术的
前沿性。”任万平说。

茶通世界

中国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最早起源
于丝绸之路，虽是以丝绸命名，其实包
含了茶叶、瓷器、丝绸三方面。“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此次展览也从茶
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
献。”任万平说。

展览上有一个小细节，让游客们心
生赞叹，不是哪件展品，而是长长的借
展单位名单，展品不仅来自国内各省
市，还有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

“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借来的19世纪漆绘饮茶图盒上，描绘
着俄罗斯人喝茶的场景。与我们用茶
杯、盖碗不同，他们喝茶用的是深盘，
与西餐中喝汤的方式一样。”任万平进
一步介绍，喝茶方式的不同能体现各国
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人喝茶是慢条斯
理、很悠然的，不需要茶很快凉下来；
而西方用开口大的盘散热效果好，滚烫
的茶水可以很快凉下来喝到嘴里，这也
正对应了西方人开放的性格。

除饮茶外，中西方烹茶器具也大为
不同，我们多采用紫砂壶、瓷壶，而茶
炊则是俄罗斯茶文化特有的器具，是一
种具有保温功能、类似煮壶的铜制器
具，器型也较为硕大。

“茶来自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国后
入乡随俗，结合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形成
了独特的饮茶风格，这就是文化的多样
性。茶也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
标识。”任万平说。

通过观察，记者发现，来观展的游
客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目的性地为
了看特展而来，另一类，也是人数相对
更多的一类，是来故宫旅游，发现午门
这里有展览，好奇一观，慢慢发现原来
是个茶文化特展。故宫外国游客之多不
用赘述，因此展览本身也是中国茶文化
海外传播的重要形式。

茶通未来

“这是什么？”
“茶百戏。”
“茶百戏是什么？”
“嘘，认真看……”
循着家长和孩子的对话看去，展厅

一侧，是宋代点茶技艺的视频介绍，也是
观众最多的展览场景。

“这个展览上有很多设计亮点。”游客
小乐说，“比如第一个展厅里将六大茶类
的制作步骤以分栏的形式在同一画面中呈
现，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工艺的区别。”

“还有中间展厅一个高悬的山水长卷
下，用动态投影将画中的水流延伸，结合
旁边搭造的饮茶环境实景，有一种画面活
起来的感觉，就像来参加山水间的雅集一
样！”游客木子接着说。

对于这些结合现代技术手段的展览呈
现方式，任万平将其比喻为给展览内容

“梳洗打扮”和“化妆”，“每个展览都有
自己的调性，这些技术手段，能让整个展
览的形式更活泼生动。”

除展览呈现方式多样化外，央视也在
9月 4日对展览做了长达4小时的直播，
让不能来到现场的观众也能跨越时空、领
略这场茶文化特展的风采。“现在都讲融
媒体，直播也是我们将茶文化通过更加立
体、多元的形式进行传播。”

据了解，故宫之后还将举办本次展览
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展览期间，还要陆续
作10场学术讲座，每星期一次，观众可
以通过公众号进行预约。

开幕当天的讲座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刘仲华
教授讲述 《中国茶产业现状与发展趋
势》。“故宫的学者研究的是茶器、贡茶，
是过去，而当代茶人研究的是茶学，是未
来。让大家通过展览看到茶的历史以及对
中国人品格的影响，也通过讲座了解茶产
业现状和未来发展。”任万平说。

观展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一对热衷茶
文化的母女，一路看，妈妈一路对照介绍
给女儿讲述每一件藏品。两人还玩了一个
小“游戏”——从展品中找主题海报的元
素。

按照任万平的介绍，《说文解字》中
并没有对“茶”本字的释义，很多人理解
茶为“人在草木间”，于是在海报设计上
也颇下了一番功夫：一个大大的“茶”
字，中间一撇一捺即为“人”，上面有山
水、下面有树木，中间还有古画中喝茶的
场景。“我和女儿约定，要找到中间这幅
古画在哪儿。”母亲说。“还是我最先发现
的！”女儿答。

茶文化，正如这对母女一样在潜移默
化中代代相传，通向未来。

委员邀您午门看茶
本报记者 李冰洁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日前
在故宫博物院的午门正楼及东西燕翅楼
展厅展出，汇集了国内外30家考古文
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出总数达555
件（组）。笔者撰写的《茶的味道：唐
代茶诗新解》 一书，竟也有幸陪衬其
中，作为现当代茶学出版物板块中的一
件展品而展出。拙作不过是一本专讲唐
代茶诗的冷门小册子，能够参与到这样
高规格的茶文化专展中，高兴之余更觉
惶恐。

但不得不说，茶诗在中国茶文化之
中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注意
到，这一次故宫专展中非常注意梳理中
国古代知识阶层对于中华茶文化的贡献
与作用。例如第二单元中重点展出的
明·文徵明《惠山茶会图》，便是通过
雅士的茶会活动，勾勒文人群体的品茗
生活。也正是由于知识阶层的深度参
与，中华茶文化核心审美中才一直萦绕
着一份诗意的情愫。

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在组织参与
茶事活动的同时，也用笔墨书写着饮茶
生活的感受与见闻。我们总说，中国的
茶文化源远流长，有着千年的历史。这

“千年的历史”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式
来承载呢？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依托
于文人书写的茶书。故宫这一次专展
中，展出的明万历十六年素竹园刻本
《茶经》、清顺治四年《说郛》本《大观
茶论》、明万历刻本 《茶集》、清抄本
《茶苑》等书，皆是中国历代茶书中的
代表作品。

唐宋元明清，留存至今的茶书到底
有多少部呢？学界现在大致认为有
110部左右。这个数字，其实并不算
多，而且如果细究起来，这里绝大部
分 所 谓 “ 茶 书 ”， 都 很 难 称 之 为

“书”。因为很多“茶书”的体例过于
短小，有的甚至不足千字。即使是影
响力最大的 《茶经》，也不过7000余
字而已。唐代随便一本笔记小说，文

字量都比 《茶经》 大得多。何况留下
来的大部分“茶书”都还不及这个篇
幅呢。例如唐代张又新的 《煎茶水
记》，其实不过是一篇短文而已，我们
今天也把他认定为茶书了。

幸好，还有茶诗，茶诗的数量，比
茶书丰富许多。例如唐代有茶书9种，
却有茶诗500余首。在唐代文人之中，
写作茶诗最多的要数白居易。他一生竟
写作涉茶之诗64首，内容涵盖了唐代
茶文化的方方面面。宋代情况更甚，茶
诗有数千首之多。北宋文学家苏轼，一
生写作涉茶之诗78首，已超过白居易
创作的茶诗数量。但南宋大诗人陆游，
写作的茶诗却又比苏轼还多得多。陆游
本是高产的诗人，有“六十年间万首
诗”的成就。据原浙江诗词学会名誉会
长戴盟统计，在《剑南诗稿》中涉及茶
的作品竟然达到了200多首。如果把陆
游的茶诗集结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一部
宋代《茶经》了。

至于明清茶诗，就更不胜枚举了。可
以说，茶诗是一座巨大的中国茶文化知识
宝库。茶诗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无出
其右。我们把历代茶诗比喻为中国茶文化
的“敦煌藏经洞”也绝不过分。

还有一点，茶诗的作者人数更多，成
分也更为广泛。您想想看，能写茶学专著
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这需要一定的门
槛，也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动力。但是中国
的知识阶层又都爱茶。每个人都会有饮茶
的经历和感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对于
大部分人来说，茶诗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
式。因为相比于写书，写诗是一件相对轻
松的事情。据笔者统计，唐代写过涉茶之
诗的文人，足足有145位之多。李白、杜
甫、孟浩然、王昌龄、刘禹锡、柳宗元、
杜牧……这些耳熟能详的大诗人都没写过
茶学专著，但都有精彩的茶诗流传于世。
中国历代茶诗，是一组不得了的茶事经验
汇总。

研究中国茶文化，如果有茶诗作为
辅助材料，那可以说是如虎添翼。更
为关键的是，茶诗不仅有资料性，更
有艺术性。我在教学中经常说这样一句
话：茶是最美的生活，诗是最美的语
言。只有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真
正发掘出中国茶文化的美学体系和美学
基因。爱茶之人，闲暇之余不妨多读几
首茶诗吧。

茶诗，中国茶文化的“藏经洞”
杨多杰

早就听说，在游人如织的北京雍和宫附近，有一条颇
具文艺气息的胡同——五道营胡同。这条胡同到底有多文
艺？在胡同的尽头，当我无意间走进一家其貌不扬的茶空
间时，我仿佛感受到了。

胡同不过600余米，多是一些特色商店和餐厅，眼看
着就走到了尽头。我心想着“不过如此”，正欲转身返
回，眼前出现一面干净的白墙，墙上玻璃窗边挂着铜风
铃，有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再往前走，白墙上
有印章阳刻的“一拙”二字。这是家什么店？出于好奇，
我沿着墙根儿上了台阶，推开了店门。

进门的屋子陈设着各种茶具，铁艺与木质结合的陈设
架颇有些时尚，一件件别致的茶具疏朗有致地摆放着。本
以为是一家茶具店，待走进去，却发现右手边别有洞天。
联通着的另一间屋子里，几张同样铁艺与木质结合的茶
桌，有茶客围坐着，正安静地品茶，旁边古拙的柜子上
摆放着书籍和一些老物件，营造着低调却不寻常的氛
围。落座仔细一看，茶单是用宣纸做的，上面的茶名是
娟秀的毛笔字：香槟乌龙、冷泡荒野牡丹王、火焰红
茶、桂花青茶……

香槟与乌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荒野牡丹王已吊足
了胃口，再以冷泡的方式，将带来怎样的味觉体验？火焰
红茶又有怎样的讲究？……既熟悉又陌生的茶名，我脑海
中浮现一连串的问号。正想着一尝究竟，回首就看到了一
角的吧台。一位姑娘正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见我走上前
去，忙说：“请您稍等！”只见她将一个盛有黄亮液体的玻
璃器具和两个香槟杯放在托盘里，然后拿出一张小便签，
插在立牌上，一并放入托盘，给靠窗的两位女士送了
过去。

“抱歉让您久等，您想喝点什么茶？”
“你们家好像都不是传统茶品呀，刚才您送过去的是

茶吗？”我问。
“是的，我们团队都是爱茶的年轻人，希望做年轻人

喜欢的茶品。我们的原茶都是从原产地而来，经过多次实
验比对，最终研发出适宜的搭配和冲泡方法。刚才那两位
女士点的是香槟乌龙茶。”姑娘不紧不慢地说着，随即也
递给我一张小便签。

只见上面写着：“香槟乌龙，2015年独家研发，每日
限量供应，搭配8种台湾乌龙茶，萃取周期长达20小时。
口感清新回甘，前调是香槟般细腻的气泡感，后味是醇厚
乌龙香，咖啡因含量极低，无碍入梦，5摄氏度饮用最
佳。”

茶不同，泡茶的方式自然也有别于传统。与传统茶空
间的泡茶台不同，这里的吧台上放着几支圆球形的玻璃烧
杯，烧杯放在支架上，底部是茶漏的样式，支架下面放着
玻璃公道杯。

“这个是用来泡茶的吗？能泡什么茶？”
“很多茶可以泡，比如桂花青茶。”
“那就来一泡桂花青茶。”
姑娘取出3克台湾产的东方美人茶，放进玻璃烧杯，

加上200ml开水焖泡两分钟，将茶倒入壶中后，加入十年
杭州产的金桂。“金桂不能用开水泡，泡久了会苦，所以
我们将茶泡好后再放入，取其香便好。”姑娘解释说。

选一个靠窗的位置，望着窗外胡同里穿过的行人，暖
阳斜照着，一杯桂花青茶入口，淡淡桂花香入鼻，乌龙的
清甜入喉，那份难得的闲情逸致便入心了。

“‘一’是初始、简化、自我与纯粹；‘拙’是粗
拙、质朴、天然、少加修饰。‘一拙’寓意‘不受潮流左
右、随心随意，在纷扰的时代，关注真正的内心感受，不
随波逐流’。”无意间看到主人关于“一拙”的解释，再看
一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写着“一拙”两字，
大巧若拙，想必这便是店名了。

转角遇到茶，这般偶遇，是我遇见了这群可爱的年轻
人，经由这杯创新之茶体验到了茶的时尚之美。也是这群
可爱的年轻人，在创新这杯传统之茶中，展现给人们的独
特味道和不羁青春。

转角遇见茶
纪娟丽

东非是非洲的主要产茶地区，由于这里的气候环境十
分适合茶树的栽培，所以，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
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塞舌尔等国都产茶。这里
也成为当今世界茶叶主产区之一，其中又以肯尼亚最为
著名。

在东非各国，民众普遍都有饮茶习惯，且以饮用红茶
为主。无论是产茶国还是非产茶国，在有茶馆、茶店的地
方都可以买到红茶。

在这里饮茶也是一种社交方式，亲朋好友间联络感
情、生意伙伴洽谈合作，请客饮茶都是很好的理由和方
式。饮茶的方式则是煮饮为主，在饮茶的时候通常会加牛
奶和糖，而且配食干果和甜点。

肯尼亚茶文化极其丰富。虽然茶叶和咖啡同为该国农
业的两大支柱，但在这么多年茶与咖啡的较量中，茶对于
肯尼亚民众来说更为日常。

肯尼亚人喝茶深受英国统治时期的影响，有喝下午茶
的习惯，民众主要是饮用红碎茶，在冲泡红茶时普遍加
糖。过去只有上层社会才饮茶，目前一般平民也普遍喝
茶，在大饭店和市面上很多地方都可见到提供饮茶的
场所。

索马里人也习惯喝红茶。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那里
并不产茶，因此每年都要从肯尼亚等周边国家进口大量茶
叶，除了散装红茶外，现在最流行的莫过于袋泡茶了。

索马里的茶大多是糖茶，通常的做法是，先将水烧
开，放入茶叶，待煮到茶汤出色时，滤出茶叶并加入大量
的糖继续煮，煮到茶汤变成人们喜欢的红色。按索马里传
统饮用方法，还会在煮茶时加入小肉豆蔻和肉桂来调香。

虽然索马里鲜少像中国一样的茶馆，但是有露天茶
棚。在街道两旁的树荫下，摆有许多休闲椅，每到下午三
四点，大家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喝上一杯茶来解渴和缓解
疲劳，聚在一起聊聊天。

（作者姚国坤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世界茶文化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关剑平系浙江农林
大学教授）

东非茶俗知多少？
姚国坤 关剑平

域茶情异

你以为的五片木疙瘩，其实是距今约6000年
的人工种植茶树根；你看到那残缺不全的泛黄古
画，其实是唐代仕女托盏奉茶的定格帧；你感觉不
起眼的锦盒内小黑块，是清代保存至今的宫廷贡
茶膏……这里有唐寅、文徵明等大家笔下的文人
茶事，也有乾隆皇帝酷爱的茶炉茶宠；有淡雅内敛
的中国瓷器，也有描金着釉的欧洲茶具……

这里，就是故宫博物院“茶·世界——茶文化
特展”。

此次展览于9月2日在故宫午门展厅正式对
观众开放，展览分为茶出中国、茶道尚和、茶路万
里和茶韵绵长4部分，展示了发现于中国的一片小
小树叶，历经几千年发展成为沟通世界的文化符
号。本报约请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
万平，讲述故宫首场茶主题特展背后的故事……

业视点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