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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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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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
《望江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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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茶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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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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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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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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常的生命定力以及他们智慧的应变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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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文化的载
体，因现实需要，不断演进。相传黄帝时
期，中华文祖仓颉始创文字；西周太史籀
效法仓颉、改进文字，所作文字 15篇，被
称为《史籀篇》，而由他整理的字体被称
为“籀文”，也就是大篆；秦相李斯与同僚
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留下小篆。
到汉朝，隶书逐渐成为书写的主流，却产
生乱讲汉字的现象。为让世人明白先贤
造字的深刻意旨，许慎搜集整理小篆，结
合古文、籀文考查解释文字，著成中国文
字学奠基之作《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由许慎耗费数十年心血
撰著而成，全书收录 9353个正篆，1163
个古文、籀文等重文，并采用“分别部居”
方法，提炼总结出 540个部首，形成一套
形义结合的汉字系统。生活在隶书盛行
的汉代，许慎编著《说文解字》时，为何却
以小篆作字头？在《典籍里的中国》节目
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邬文玲以小篆“寒”字为例展开解读，
让主持人王嘉宁感慨：“零下二十摄氏度

起码是有了。”由此，她也进一步解释道：
“隶书虽然结构非常规整，书写也非常方
便，但是象形的意味大为减弱，而小篆有
很强的象形性，能够显示出造字本身的
含义，根据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

‘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的目的，更好
地传承古文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
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释读新发现
的数千年前的战国竹简、青铜器铭文以
及甲骨文等古文字。”

我们常说“文字”，但你知道“文”
和“字”其实是不同的概念吗？《说文解
字·叙》记载：“文者，物象之本；字者，
言孳乳而浸多也。”节目访谈现场，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解释道：

“‘文’是古人最初创造文字时，描摹客
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随着社会事物越
来越繁多，古人光靠‘文’不足以应对表
达的需求，便用最初造的‘文’作形符或
声符，组合成‘字’。文不可以分解，因
此是‘说文’，字可以解析，故而叫‘解字’，
这便是《说文解字》书名的含义。”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3月 28日，记者从自治
区文旅厅获悉，由国家文物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主办的全国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落幕，宁夏
选派 6人参加此次大赛，3个项目共获得 3个三等奖
的优异成绩。

大赛以“保护文化遗产 弘扬工匠精神”为主
题，设置木作文物修复师、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陶瓷
文物修复师、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金属文物修复
师、考古探掘工 6个竞赛项目，共产生一等奖 10名，
二等奖 22名，三等奖 42名。其中，宁夏博物馆李琦
获陶瓷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宁夏固原博物馆武
瑛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宁夏银川惠
晟博钻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佘保权获考古探掘工
项目三等奖。

据介绍，本次竞赛级别高、规模大、参赛项目多、
社会关注度高，参加选派文物工作技能人员参赛，对
于提升我区文物行业职业技能素养、推进文物科技
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利用、建立适应新时代文物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3月 27日，由宁夏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的“情系‘宁’我·扬帆起‘杭’”2023宁
夏文化和旅游推介活动在杭州市举行。

活动现场，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五市
文旅部门分别以“塞上湖城·诗画银川”“塞上灵秀
地·魅力石嘴山”“游在宁夏·吃在吴忠”“天高云淡
六盘山”“‘大漠长河·星空闪耀’星星故乡——宁夏
中卫等你来”为主题，开展专场宣传推介活动。

活动现场特设文旅场景区和产品展销区两大
区域。文旅场景区聚焦“宁夏文旅会客厅”概念，搭
建休闲娱乐区，将非遗产品融入生活场景进行展
示，以宁夏葡萄酒、枸杞、八宝茶、贺兰砚篆刻等宁
夏休闲旅游产品，吸引现场观众驻足品鉴，体验宁
夏非遗，零距离感受宁夏休闲旅游场景，购买特色
文创产品，沉浸式感受“星星故乡”的神奇魅力。

针对浙江文旅市场，宁夏文化和旅游厅现场发
布了“引客入宁”奖励政策，对旅游包机、航班切位、
旅游专列、自驾游、旅游大巴等进行最高限额 100万
元奖补。银联（云闪付）、携程、美团平台发放 500万
元宁夏文旅消费券让利游客。宁夏 133家A级旅游
景区针对优抚对象首道门票减免优待。针对重点
客源市场发放 10万张《宁夏航空旅游电子护照》、4
万本《宁夏自驾游护照》，热情邀约浙江游客来宁
夏，给心灵放个假。

活动中，宁夏沙坡头景区、沙湖景区、宁夏贺兰
山东麓庄园酒业、宁夏国旅分别与甘肃江源国旅杭
州分公司、杭州云美国旅、中国国旅浙江公司等签
署合作协议。在机制建设、项目投资、人才培养、联
合执法等方面深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地文化和旅
游事业共同发展。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剧院，演员表演魔术
节目《月光白鸽》。

3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综合晚会在
山东剧院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技表演艺术团带
来11个杂技、魔术精品节目与济南观众见面。

从 3 月 16 日开始，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山
东省济南市、济宁市、德州市举办，共有 50 个杂技、
魔术节目和8部杂技剧参加本届展演。新华社发

2023宁夏文化和旅游
推介活动在杭州举行

宁 夏 代 表 队 在 全 国 文 物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佳绩

首部乡村振兴纪录电影《加油吧！乡亲们》，在
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数字拷贝捐赠仪式暨影片定
档发布会”及观影活动，该片正式入藏中国电影博
物馆。

活动现场，《加油吧！乡亲们》出品方中国农业
电影电视中心向中国电影博物馆移交了影片、片
花、海报、剧照等捐赠物品，并获捐赠证书。电影宣
布定档 5月 20日，也就是在农历小满节气的前一天
公开上映。该片先后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
录/科教片提名奖、香港青年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
中国纪录片学术奖最佳纪录电影奖提名奖等多项
中国电影和中国纪录片权威奖项。（据中国新闻网）

乡村振兴纪录电影
《加油吧！乡亲们》定档“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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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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茶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旭烽
介绍，“茶文化”的核心就
是“茶道”，而茶道的内容
就是陆羽（唐代茶学家）所
提之四字：“精行俭德”。

从茶叶的种类到茶叶的制作工艺，
有关“茶文化”话题是最近网上热点之一。

王旭烽多年来一直颇为关注“茶文
化”，“传统的中国茶文化内容，以儒释道
三家精神融合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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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旭烽认为，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物
种，有一个弱点便是无尽的欲望，无止
尽地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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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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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旭烽在 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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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样很累，但不会半途
而废，而是一直向前走。

（据中国新闻网）

历时近 30年写就长卷

将文学放在历史框架下写作

一招破解文字密码！
《说文解字》怎么做到？

《说文解字》海报。

许慎，字叔重，从小广泛阅读经
书，后跟从东汉名儒贾逵为学，甚得
经学大家马融尊崇。当时大多学者
世守一经，唯有许慎通解五经，有“五
经无双许叔重”的美誉。《典籍里的中
国》戏剧以此为切入口，将围绕许慎
名字中“慎”“重”二字塑造其人物性
格，生动演绎许慎拜师、修书、游历、
讲学、献书等故事，致敬一代代文字
研究者恪守本心、严谨治学的态度，
以及后世读书人对华夏文脉、中华典
籍的传承守护。

戏剧演绎中，许慎的青中老三
个不同年龄阶段由演员陈晓一人分
饰，首次参演《典籍里的中国》的陈晓
坦言这是个不小挑战。节目组还根
据史料中“考之于逵”的记载，在戏剧
中融入许慎恩师、东汉大儒“贾逵”一
角，又据《后汉书》中“马融常推敬
之”等描述，创作出以大经学家马融
为原型的许慎挚友“马文”，并邀请演
员石兆琪、李健分别饰演。3人之间

深厚的情谊将贯穿整场戏剧，展现曾
经陪伴、帮助过许慎的众多东汉学者
的缩影。

令人期待的是，节目将再度呈
现先贤的“圆梦时刻”：许慎跟随

“当代读书人”撒贝宁来到 1900 多
年后，亲见国家语委“通用汉字全息
数据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汉字全
息资源应用系统”。了解到后世专
家学者在电脑里建构数字化“说文
解字”，促进文字的学习和传承，许慎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感慨道：“有
形易灭，无形永存，如此，我华夏文
明当可以此技术永存不灭！”这也
让同为文字研究者的王立军教授深
受感动，他表示：“《说文解字》的价
值是恒久的，经过 1900 多年的流
传，它又以新的面貌融入当今时
代，通过现代化手段继续发挥对汉
字研究以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
要作用。”

（据央视新闻网）

你知道每个汉字的字形都有

特定含义，可以被逐一拆解吗？

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表意

文字，汉字在方寸之间彰显着悠

久深厚的中华文化，与我们每个

人的日常息息相关。纵观汉字漫

长的演变历史，东汉文字学家许慎

编著的《说文解字》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字

圣”。《典籍里的中国》以许慎的视

角，打开中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

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书《说文解

字》。许慎如何穷尽一生破解文

字密码？汉字的前世今生又有多

精彩，将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

寻找答案。

这本识读古文字的桥梁 教你分辨“文”和“字”的区别 陈晓演绎许慎老中青三代 戏剧舞台再度为先贤“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