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华文教育 责编：陈芝 版式：陈捷钧

2023年4月7日

电话：（0591）87873681

E-mail：fjqb04@126.com

茶叶分为哪些种类？如何冲泡？对
身体有哪些好处？一段时间以来，网上
关于“茶文化”相关话题的讨论十分热
闹。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
介绍，“茶文化”的核心就是“茶道”，而
茶道的内容就是陆羽所提之四字：“精行
俭德”。

在写作方面，王旭烽的许多作品都
涉及了茶文化，比如出版的《望江南》。
她说，大学学习历史的经历，让自己不自
觉地选择了一种审美架构，即将文学放
在历史框架下来写作。

什么是“茶文化”的核心？

从茶叶的种类到茶叶的制作工艺，
有关“茶文化”的话题是最近网上的热点
之一。

对“茶文化”，王旭烽多年来一直颇
为关注，“传统的中国茶文化内容，以儒
释道三家精神溶合而成。儒家以茶礼、
道家以茶药、佛家以茶禅，使茶饮成为中
华民族之国饮。”

在她看来，“茶文化”的核心就是“茶
道”，而茶道的内容就是陆羽所提之四
字：“精行俭德”。

这也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参考
的行为规范。她认为，人类作为一种高
级的物种，有一个弱点便是无尽的欲望，

无止尽的索取。人类若要长存天地间，
便需控制欲望。

某种程度上，“茶文化”是内敛的。
学习它，其实就是学习在生活中要有礼、
有节、有自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也
是人生的重要文化导向。

与“茶”有关的人和事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过许多与
茶相关的作品。

王旭烽说，目前依据出土文物来看，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起码可以推前至春
秋。此外，西汉末年有王褒《僮约》提及
茶事，实际上为游戏文学作品，王褒便是
游戏文学的鼻祖之一。

提到茶的历史，很多人都会想起“茶
圣”陆羽。王旭烽很敬重陆羽，“他把天
地万物自然作为生命座标，因此在他看
来，茶就是他，他就是茶，曾两次拒绝朝
廷召纳他入朝为官。”

王旭烽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她
发现中国历代诗人大约创作了万余首

“茶诗”，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苏东坡的词作《望江
南》，故拿来做了小说标题。”

在这首《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苏轼
写了暮春时节郊外的景色，借煮茶来排
遣心中苦闷，“且将新火试新茶”，最终实
现了心理上的自我调适，“诗酒趁年华”。

“此词有景有情有意境，藏着一条故
事暗线，最后讲了苏轼的生命观、生活
观，层次丰富，知识面广，十分厚重。”王
旭烽说。

用近30年写就“茶人四部曲”

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王旭烽一
直对“茶文化”多有关注。

“茶人四部曲”便是她历时近 30年
写就的长卷。小说从19世纪清末开始，
以杭氏家族为中心，展现在恢弘的历史
变局中，杭家人继承与发扬的“茶人精
神”。

《望江南》是“茶人四部曲”中的第四
部，故事中杭嘉和、杭寄草、黄娜等人都
令读者印象深刻。身为作者，王旭烽说
自己“深情于杭嘉和，而喜欢于杭嘉平”。

杭嘉和的性格内敛而深藏，负责任、
有智慧，且一往情深。王旭烽很欣赏杭
嘉和，“他代表了中国江南男子的理想人
格，是一个文学长廊中创造的文学形
象。”

她表示，茶代表着精行俭德，是中华
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茶的优雅、
节制、日常深深影响了她的生活。同
时，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也
让她对茶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些都是王旭烽写作“茶人四部曲”
的缘由，“我真正关注的，是一个中国

人，不论岁月如何变幻莫测，都具备的
恒常的生命定力以及他们智慧的应变能
力。”

将文学放在历史框架下写作

结构宏大，将文学放在历史框架下
来写作，这是王旭烽小说的特点之一。

王旭烽大学本科读的是历史，在四
年的时间里几乎通读了地域史、经济
史、史学史和文学史等诸多门类。这段
求学经历，对她看待人类世界的格局、
视野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茶人四部曲”中，王旭烽将真实
的中外茶史及真实的近现代中外历史虚
化在小说背景中，而把虚构的家族设置
在小说的前沿舞台上。

“当历史的绣球向我抛来时，我要责
无旁贷地接住。”王旭烽曾如此解释持
续书写、关注茶文化的原因。对她而
言，这是一种使命。

“我一旦行事几乎没有蹉跎，往往是
冷暖自知，甚至有些‘一意孤行’。”创作
也是如此，她为此推掉了不少繁杂的应
酬，节省了大量精力。

王旭烽认为，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是
和自己“较劲”，不用考虑人际关系，心
血都实打实落在了每部作品上。这样也
很累，但不会半途而废，而是一直向前
走。 （上官云 来源：中新网）

茅盾文学奖得主、“茶人四部曲”女作家王旭烽解读：

中国历代“茶诗”这么多，“茶文化”为何深入人心？

4月 4日，陈嘉庚先生后裔、海内外嘉宾和厦门各界民众齐聚嘉庚
故里——厦门集美，祭扫陈嘉庚先生陵墓，寄托哀思。 （冯立东 摄）

厦门各界祭扫嘉庚墓寄哀思

本报讯 “文心雕龙·和而不同”——中
国民俗文化东盟行（菲律宾站）活动3月24
日在菲律宾远东大学举行。活动由中国驻
菲律宾大使馆、菲律宾远东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世界民俗文化研究所、国际儒学联合会
等共同举办。

活动现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苑国风”

演奏小组一首首国风之乐上演，每一首歌曲
都浸透着中华文化独有的姿韵，令在场观众
如痴如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民俗文
化研究所的非遗传承人和民俗学专家们现
场展示书画、瓯塑、蛋雕、十字绣等工艺艺术
的艺术手法、审美意境和精神内涵，让中国
传统艺术“活起来”。 （钟乔）

本报讯 日前中国海洋大学举办成果
发布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海
洋文化专题”全面上线，包括海洋文化词条
400余条，30余万字。这是《中国大百科全
书》首次将中国海洋文化作为专题列入。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分为专业

版和专题版。”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院长、海洋文化研究团队负责人
修斌教授介绍,该书全面上线为全社会

“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提供了
智力支持，将促进中国与世界海洋文化的
交流互鉴。 （宗荷）

中国民俗文化走入菲律宾校园

据人民网消息 中泰语言与职业教育
学院近日在泰国曼谷揭牌，该学院由中国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泰国教育
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共同建设。中泰双方代
表和有关嘉宾共200余人出席揭牌仪式。

据介绍，学院的成立将推动泰国东部
地区14所职业院校与中国职业院校在“中
文+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合作，为

泰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亟须的“中文+职业
技能”人才。共建语言与职业教育学院是

“泰中一家亲”的体现，将进一步促进泰国
4.0经济发展战略、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计
划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提升两国
中文教育、职业教育合作质量。

揭牌仪式后，中泰语言与职业教育学
院政策委员会召开了首次会议。

中泰共建
语言与职业教育学院揭牌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中国海洋文化专题”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