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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杰 新 著《两 宋 茶 诗 词 与 茶

道》分“两宋茶诗词与茶道论”和

“两宋茶诗词中的茶事杂考”上下

两篇，前篇为正论，下篇拾遗补缺，

还有资料性的附录和详细的参考

文献。

在中国茶文化学术著作中，是

书的史料特点如书名所示，使用了

大量的两宋诗词。七篇附录对于

包括在书中使用的两宋茶诗词在

内的所有两宋茶诗词作者及其所

作茶诗词做了系统的统计。这个

工作不仅是作者在出版《宋词与民

俗》（商务印书馆）、《宋画中的信仰

民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之后

继续研究的基础，也通过展示了自

己的研究基础，增强了对于其研究

成果的信任度，同时还为后继研究

者提供了基础史料，最终为把中国

的茶文化学术研究引向深入、规范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参考文献客

观、直观地反映了本课题把茶文化

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

究，这也使得其研究别开生面。

出于规范的学术训练和缜密

的思考，研究首先交待基本概念：

“我们只把那些主旨在咏茶，包括

咏茶叶、咏茶具、咏茶汤、咏茶泉、

咏茶人、咏茶园、咏茶山、咏茶画、

咏茶政、咏饮茶之意境等的诗词称

为茶诗词。”当然，对于茶诗词的判

断标准并不容易把握，但是作者把

她的判断传达给了读者，附录中对

于每位诗人的作品数量都有明确

的交待。

第一章“茶诗词与茶道正名”

从道出发，对于唐代煎茶道、宋代

点茶道做了阐述，然后出于现实关

怀，讨论了茶道与茶艺的关系，指

出“茶道之当代迷失”，痛心疾首之

情跃然纸上。这是研究缘起的说

明，对于理解本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

第二章“两宋茶诗词与茶道精

神”开始进入主题。本章通过生、

和、俭、闲、静、清、淡、敬、省、坚、仙

（两腋生风）、禅（茶禅一味）等 12
个关键词，逐一论述了中国茶道精

神。与和、敬、清、寂日本茶道的目

标或者说是基本精神相比，显得所

谓的中国茶道异常丰富多彩，不过

由此而确认中国茶道的真实存在

似乎还有一定距离。是书整理以

茶诗词为特征的宋代文献，努力

“破除历史的迷障”，以让读者“见

其庄严妙相”。然而要让世人理解

中国茶道，恐怕除了文献学、历史

学者的努力，还需要哲学的解说与

总结。

第三章“两宋茶诗词与茶艺”

系统梳理了种植、采摘、加工、建

盏、水品、煮水、研磨、点茶、煎茶、

搭 配 、茶 食 、空 间 等 形 而 下 的 内

容。其中搭配其他原料点茶鲜有

提及，对于点茶与煎茶等不同茶汤

加工方法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

最后指出：“两宋人对饮茶艺术真

真是格外的讲究，其中建茶制作的

侈靡，确乎破越了和于自然、归于

本真的茶道精神，终致废于明太祖

的一道政令。但其广泛地被废止，

应该说本质上还是茶道价值体系

的约束。而其他的茶艺讲究，则至

今 仍 然 活 在 我 们 的 饮 茶 生 活 之

中。”末茶的消亡是中国茶史的重

要命题，毫无疑问，对于末茶发展

极致时代的两宋末茶的研究对于

认识、解明这个问题不可或缺。

第四章“两宋茶诗词与茶人文

化人格”重回形而上，分析茶人的

文化人格或性格，无论是表现为非

地域性、非阶层性、非事功性、非关

道德性、兼融性、群体性的茶人人

格，还是求道之心、乐道之心、乐生

之心、感物之心、审美之心等丰富

的内涵的总结都具有开创性。作

者认为茶诗词是更完美的研究史

料。

第五章“两宋茶道与两宋茶诗

词创作之新变”的论述对象回归到

了诗词本身，回到了原点的中国文

学学科。通过研究两宋最负盛名

的茶人·诗人·词人的苏轼、黄庭

坚、陆游的作品，发现他们均以释

门之机趣，开拓了个性鲜明的新境

界、新题材，她称这个新境界为“诗

禅茶一味”。

下篇既有对于实物的乌龙茶、

茉莉花茶、黑釉茶盏等的考证，也

有对于僧俗饮茶技艺的考察，还有

文学的研究。

《两宋茶诗词与茶道》具有社

会关怀而不庸俗，恪守学术规范；

以诗证史，别开宋代茶文化研究蹊

径；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茶道是茶文化界高度关注的

话题，在论述深度与广度上，恐怕

无 出《两 宋 茶 诗 词 与 茶 道》之 右

者。而该研究的最大难度还是在

缺乏先行研究上，任何研究都无法

一蹴而就。茶文化是个社会上广

泛关注，学术界却普遍无视、甚至

鄙视的课题，至今茶文化的基本内

容都没有得到系统梳理，因此是书

的社会性学术基础（不是黄杰个人

的学术积累）非常薄弱。

反省茶道研究也要回到 1990
年前后。当时，东亚茶文化爱好者

在某种程度达成共识，中、日、韩根

据现实情况，分别使用茶艺、茶道、

茶礼指称自己的茶文化，以避免混

乱。首先是日本在使用茶道这个

名词，而且用得很成功，影响很大，

东亚各国都耳熟（能详）；韩国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打造了韩国茶礼；

中国茶艺是台湾爱茶人以闽南功

夫茶为基础，吸收一些日本茶道元

素打造的饮茶方式。当然，这个规

则并没有让所有的人接受，甚至随

着茶文化价值的普遍认可，中、韩

使 用 茶 道 名 称 的 人 反 而 有 增 无

减。这样一来，混乱就在所难免，

要想避免混乱，必须冠以国名，这

就成了中国茶道、韩国茶道、日本

茶道。是书也没有出现这些说法，

似乎反映了作者认为无论古今还

是中外，所谓茶道都是一脉相承

的，日本只不过延续了唐宋的茶道

而已。中国对茶道缺乏系统研究，

那就看看日本的茶道概念吧。

根据《角川茶道大事典》，茶道

也称茶汤，指以主客聚集举行的茶

会为中心，综合独特的道具及其装

饰方法、主客的点茶与礼仪以及茶

会场所的茶室等要素，追求独特的

表演与理念的艺能。从定义上看，

以强调精神性著称的日本茶道可

操作性非常强。日本茶道是个真

实的产品，而中国茶道研究的难处

在于没有产品性的存在，要从今天

不存在的唐宋茶道出发总结研究，

包括为茶道定义，是典型的历史研

究，可是又缺乏历史学家的深度介

入。当然，可以“发明传统”，打造

中国传统茶文化，打造茶道，事实

上不管如何理解，今天确实在设计

茶艺，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全国此起

彼伏的茶艺大赛，茶农、茶商、茶学

家、茶艺师是主力军。

茶艺是拥有 30 多年历史的“传

统文化”。茶俗是民间世代相传的

饮茶风俗。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第

一，这样的茶俗、茶艺能支撑起中国

茶文化（茶道）研究吗？第二，就这

样一个内容有限的基层文化还没有

系统完整的调查报告。所以，第三，

当代茶文化究竟要打造出怎样的产

品？

日本学者分析中日文化的方

法与逻辑值得我们关注，其意义绝

不 局 限 于 中 日 茶 文 化 关 系 的 研

究。日本通过充分研究茶道，缔造

了茶文化研究的基本准则，欧美不

见得在意，东亚却深受影响。事实

上，在展开论述一个事物时不可能

没有参照物。日本茶道理论自然

而然地成为东亚茶文化研究的理

论基础，甚至标准。中国面临的首

要问题是展开自己的研究，包括对

于日本茶道的研究，由此建立起中

国的价值观。今天展现在世人面

前光鲜亮丽的日本茶道，就历史来

说有不少虚假的成分，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强大的茶道产业的影响；

但是就理论来说却是真的，因为日

本学者梳理了茶道的逻辑，在理论

上把茶道的发展过程、文化特征说

清楚了，并且不仅成为日本茶人的

精神支柱，而且让世界接受了。而

中国茶文化界的学术研究成果仍

嫌少，在这种情况下，《两宋茶诗词

与茶道》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剪 纸 的 尴 尬 和 悖 谬 在 于 ，它

一方面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节俗和

人生礼俗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几

乎家家都离不开它的点缀，一方

面又受到居于庙堂之高的社会上

层和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有意

无意的忽视。很少有人真正将其

作为一种艺术给予足够的珍重，

充其量它就是一种主流文化之外

的亚文化现象。当剪纸被归入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的时候，

它应该迎来重新解读和深入研究

的春天。张志春教授的著作《剪

纸》就好像是为了剪纸“正名”应

运而生。

这本书既是对剪纸历史高屋

建瓴和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分析，

又 是 对 剪 纸 的 人 本 性 、仪 式 性 、

艺术性等固有特性的深度的学理

探 究 ，还 是 按 照 文 艺 创 作 规 律 ，

对剪纸艺术家人生经历的个案分

析和艺术理想的精深诠释。作者

将剪纸艺术放在和书法、绘画同

等的高度上进行审美观照，将剪

纸艺人放在作家、诗人的高度分

析研判。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

浪 漫 的 、洒 脱 的 、唯 美 的 诗 意 品

质 ，更 能 体 味 到 一 种 浩 大 的 、温

暖的人文情怀。

陕 西 作 为 中 国 剪 纸 的 高 地 ，

并且能代表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正是因为陕西的剪纸

艺 术 绚 烂 多 姿 ，大 师 层 出 不 穷 ，

流派纷繁众多。剪纸是自由洒脱

奔放的艺术，看起来没有什么文

化的妇女凭着一种集体无意识，

凭着从远古传承而来的彩陶文化

和 青 铜 文 化 ，拿 起 剪 刀 随 心 所

欲 ，想 剪 什 么 就 剪 什 么 ，这 在 陕

北 称 为“ 冒 铰 ”。 这 与“ 信 天 游 ”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 于 剪 纸 的 人 本 性 ，作 者 分

析 了 它 与 诸 多 艺 术 种 类 的 差 异

性，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剪

纸的人本性指向的是具体的人和

具体的家庭的具体需求，是真正

的为生活而艺术。其中涉及到作

为超自然意向的抓髻娃娃，在诸

多 剪 纸 题 材 中 尤 其 显 得 与 众 不

同。它实际上是一种赋予了神性

或者魔性的神秘存在，它对人的

照拂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讲，抓

髻娃娃都有辟邪的功能，但是其

中的燎疳娃娃有时候却成为邪祟

的 替 身 ，要 被 烧 掉 。 所 以 ，研 究

剪纸，地域性差异也是重要的方

面。

人们对剪纸艺术性的感受在

于 它 的 多 视 角 、多 向 度 、多 时 空

的 表 现 手 法 。 正 如 书 中 所 说 ：

“作者的目光好像全能叙述者的

目 光 、神 灵 的 目 光 一 样 ，穿 透 一

切 空 间 建 构 ，超 越 现 实 中 的 障

碍 。”这 种 论 述 准 确 地 概 括 了 剪

纸艺术性的一个本质特征，我将

其 概 括 为“ 全 视 角 构 图 ，全 时 间

叙述”。每一个剪纸艺术家实际

上在创作过程中好像都成了一个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甚至她们都

是一个个无所不能的神，可以对

人间事项、现实物体任意安排和

调度。所以剪纸表象是唯物的，

本质是唯心的。剪纸就是典型的

“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艺术实

践活动。

叔 本 华 说 ，意 志 在 客 体 化 的

否定过程中实现着自己。而剪纸

恰 恰 是 剪 纸 艺 人 对 客 体 化 的 否

定，因为剪纸的内容是对客体的

极 大 改 造 ，是 对 其 客 观 性 的 否

定 ，这 个 主 观 对 客 观 的 变 形 、重

组 和 改 造 最 终 达 到 了 意 志 的 目

的 。 在 实 现 意 志 的 目 的 的 过 程

中，剪纸艺人的劳动和创造是一

种被借用的手段，而她们自己却

不自知。那么意志在哪里？意志

就在古老传统的背后，就在深沉

的民族精神积淀的背后。当然，

在这种具有狂欢性质的创造中，

剪纸艺人们的精神沉醉其中，她

们通过惊人的想象、精彩的演绎

释 放 了 自 己 ，诠 释 了 自 己 ，圆 满

了自己。所以这种艺术的精神约

略等同于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

尤其是它与宇宙生命本体相融合

的这点上有其相似之处。

人们总习惯于将西方现代艺

术和中国剪纸进行对比，这种对

比的目的是以现代艺术的高大上

来烘托剪纸的文化价值，这在发

掘和普及剪纸知识的时候有其积

极意义，但是实际上是缺少自信

的表现。西方的现代艺术是在曾

经辉煌的写实传统基础上求新求

变的结果，而中国的剪纸有了几

千 年 的 历 史 ，一 直 延 续 至 今 ，所

以说，是西方的现代艺术靠近了

中国的剪纸，而非中国的剪纸靠

近了西方的现代艺术。

中国的剪纸老太太们从几岁

开始就在搞“现代艺术”，代代相

传，只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艺术归

纳为“野兽派”“立体主义”或者“超

现实主义”，更没有觉得自己的艺

术有多么“现代”。而中国的老太

太们大字不识，普遍在饥寒交迫和

缺少做人的尊严的窘境中长大，单

纯靠着自己的悟性、老人的口传和

剪纸的花样来从事自己的剪纸艺

术的。实际上，她们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从事的是艺术活动，他们是为

了生活而艺术，为了具体的张贴悬

挂剪纸的实际需求而艺术。只是

到后来，她们慢慢爱上了，就当作

心灵的寄托了。正如库淑兰这样

历经苦难的女人，剪纸更多的是一

种默默的哭诉。她把自己当作一

尊神——剪花娘子，从心理学上来

讲，是对沉重肉身的逃避，是尊严

极度欠缺之后产生的心理焦虑的

激情转化。在艺术的领域，她的确

已经近乎神了，她出神入化的技法

让她不需要任何门派，她就是库淑

兰派。

毕加索不满足于自然界的色

彩，自造属于自我意识的特有的

色彩。毕加索这样对西方人来讲

属于独造的“天才”之作，在中国

的大地上已存在了几千年。就艺

术的天赋和强大的创造力方面，

毕加索恐怕要甘拜下风了。正如

高凤莲所言，她的飞虎和飞马是

从天上下来的，所以就要四蹄飞

扬。她们的艺术是天马行空的艺

术，是灵感的机关一旦触发就飞

天入地，横扫四合的艺术。

作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

艺术，剪纸艺术正在发挥着积极

的作用，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所能

看到的大量的具有现代特征的艺

术 作 品 ，无 疑 是 受 了 剪 纸 的 影

响 。 虽 然 我 对《剪 纸》一 书 的 价

值不能做出更加全面的评价，但

是我要说它远超出我的预期。我

想，它一定能够带给读者诸多快

乐的知识和有益的启发。

“冰上丝绸之路”是中俄两国

领导人在 2017 年会晤中共同提出

的，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东北

亚方向的重要构成。“冰上丝绸之

路”是北极区域合作利益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但是需

要相应的配套制度来保障，这种

制度是基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

背景、不同社会关切与利益诉求

基础上的多种制度相互协调、融

合共生、变迁演化而形成的国际

合作制度。冯多教授、赵万里教

授所著《“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

度设计》一书为之作出了理论与

实务的贡献。

《“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

设计》是对北极治理机制的新探

索和新突破，旨在通过中国与北

极各国的互利合作，统筹平衡各

方利益诉求，以期达到公共利益

的最优配置和利益共享的最大公

约数。以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带

动北极地区共同开发，本着“北极

命运共同体”的原则精神和行动

宗旨，客观认知和评价泛北极地

区国家关系，做好对北极地区航

道开发、环境保护、资源潜力、地

缘关系的合理评估，这是对北极

国家主导治理范式的必要和有益

补充，表明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

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度和对该地区

和平与发展主动担当治理责任的

明确立场，为北极区域治理提出

制度层面的构想以及中国倡议主

张，为北极主导国和域外国家协

同治理北极地区，提供了新的制

度化对话平台和合作机制，有助

于获得北极国家对于中国参与北

极区域合作的理解与认同。

以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纽

带、以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为

目标，以建立区域合作共生制度

为保障，本书提出中国北极区域

合作的制度方案。在制度变迁的

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

这不意味着社会发展只能靠制度

的自发演进。理论与实践都已经

证明，制度的人为设计是可行的，

而且是必要的。作者认为制度设

计是重要的，它能够加速制度的

自我演进过程，及时修正制度偏

差，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提高制

度效率。本书将制度设计理论应

用“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设计

中，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

国际合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正

是基于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才

使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秩序框架

内而不断发展。制度设计可以推

动制度变迁，摆脱制度的恶性锁定

状态。制度变迁的模式是复杂多

样的，不同的制度变迁类型有不同

的变迁过程。制度给人们提供了

共同生活和工作的途径，通过对集

体行动的规范和约束，产生了个体

单独行动所不能取得的收益，因此

制度能够激励集体行动和合作。

本 书 基 于 制 度 设 计 理 论 ，探

究“冰上丝绸之路”合作风险、合

作中的不确定性与困境，提出“冰

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设计的原

则与策略性选择。作者指出“冰

上丝绸之路”合作存在着域内与

域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社

会意识形态的冲突；法律上尚未

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国际权威的

法律体系，治理体系和规则呈现

碎片化。

本书构建了“冰上丝绸之路”

合作制度框架体系，涵盖区域经

济合作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法律与人文交流合作制度、北极

国际安全保障制度、北极治理与

跨 区 域 合 作 制 度 。 书 中 阐 述 了

“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建设现

状，合作制度设计的主要关切点，

进而提出中国的政策倡议。作者

指出“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制度包

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

间存在着互动与耦合关系，在北

极区域制度长期演进下形成了一

种共生的合作制度框架。

“冰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及

主张集中反映了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治理的新型合作理念。基于共

同保护责任的开发是构建“北极

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之一，将

“责任”嵌入北极治理，符合推进

“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互利合

作的价值导向。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视阈下，北极发展与北极治

理的最终目的是共同构建“北极

命运共同体”，而“冰上丝绸之路”

则是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和远景夙

愿的协同发展实践平台。作者指

出，中俄在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合作进程中，应重点在北极航道

开发、陆海通道建设、海洋跨境旅

游、海洋技术装备、海洋物流、海

洋环境保护、海洋油气矿产资源、

港口建设、水产养殖等重点领域

开展合作。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中国致力于积极务实的推进北极

合作，提出新的理念和主张，构建

“北极命运共同体”，这有助于打

破北极“圈内”和“圈外”的身份认

知惯性，有助于通过寻求制度化

方案和共识性举措，长效管控北

极地区权力化、利益化和安全化

的过度倾向。

出 于 全 球 问 题 复 杂 化 形 势 ，

面临全球化逆潮流现象，中国作

为推进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理

应在北极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北极作为人类共同的北极，受制

于北极主导国的多重博弈，难以

在关系人类共同未来的诸多问题

上 达 成 有 效 共 识 与 方 案 。 通 过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可开创中国

与北极区域国家新的合作领域，

建构新的北极事务参与身份，增

强中国在北极的实质性存在。作

者提出“冰上丝绸之路”合作的技

术保障、资金保障、法律保障和政

策保障，并呼吁建立国际协调机

制、风险防控机制、应急响应机制

以及多边治理机制。中国是重要

的北极利益攸关方，必须积极应

对北极区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以“共赢共享”为理念，使“冰上丝

绸之路”成为繁荣之路、合作共赢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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