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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茶？

茶的“定义”当然有，但我们平时不会执
着于定义，基本都是随口一说。照理说，用取
自茶树的嫩芽、叶片加工出来的东西，才是货
真价实的“茶”。为什么是照理说呢？因为
“茶”这个词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而且它的用法已然超越了前面提到的定
义，变得更广泛、更自由了。以茶树为原料的
绿茶、白茶、红茶、黄茶、青茶、黑茶、花茶
等自不用说，用其他植物加工的茶（比如大麦
茶、花草茶、马黛茶、路易波士茶）甚至咖
啡，都被囊括在“茶”这个统称里。“那就喝
点茶吧。”这句话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以热饮
（有时候是冷饮）为媒介的沟通手法，也成了
“稍事歇息”的同义词，完全融入了我们的日
常生活。在日本，“茶”的概念里同时包含了
由“茶道”组成的日本传统之美，所以也存在
“学茶”这样的说法。既有严格的定义，又有
自由、宽松的使用规则，与文化、艺术也有交
集，时刻紧贴 普 通 人 的 生活— —— 这 就是
“茶”。

铁观音茶喝了能补铁吗？

喝铁观音补不了铁，但深度烘焙的铁观音
能让身体由内而外暖和起来。安溪铁观音茶产
于福建南部，是闽南乌龙中最具代表性的一
种。“铁观音”既是茶名，也是茶树品种名。
拜某大型饮料厂商的广告所赐，铁观音在日本
一夜成名，很多日本人误以为铁观音就是乌龙

茶的代名词，甚至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铁观音。
诚然，铁观音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很出
名，无奈它生长缓慢，环境适应能力也不强，
能种的地方并不多，在台湾更是稀少。

那么“铁观音”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话说清朝的时候，
有个笃信佛教的茶农。一天晚上，观音菩萨出
现在他的梦中，告诉他山崖上有一棵味如兰花
的茶树。第二天，他按照观音说的一路找去，
果然找到了茶树。他把树挖回了家，悉心照
料。种出来的茶叶如观音一般典雅芬芳，滋味
醇厚如铁，故名“铁观音”。

这个传说也从侧面体现出乌龙茶原本是一
种用大火烘焙而打造出浓厚滋味的茶。但是现
代的乌龙茶整体朝着不烘焙或轻度烘焙的方向
演变了，所以安溪铁观音也变成了颜色翠绿、
风味清爽的茶。倒是从福建传到台湾的铁观音
还秉承着两百多年的传统，采用炭火烘焙的加
工手法，一烘就是几十个小时。

台湾高山茶是什么茶？

如果你对台湾茶感兴趣，逛起了茶叶专卖
店，那你一定会在货架上发现印有“台湾高山
茶”这几个字的产品。其实“高山”不是品种
名，也不是特定的产地名，而是种植地区的统
称。我们一般以海拔1000m为界，高于这个海拔
线的茶园种出来的茶就是“高山茶”。其中也
包括茶园海拔高于2000m的稀有茶。虽然人们也
会在高山地区种植白茶、绿茶等品种，但这些
高山茶的名字里往往会带品类名，比如高山白
茶、高山绿茶。只写“台湾高山茶”的，基本
可以认定它是乌龙茶。

著名的高山茶产地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被
比它更高的高山环绕。这些条件凑到一起，便
造就了茶园上空的雾气。潮湿的气流沿溪谷一
路上升，一旦飘到海拔1000m以上，水蒸气就会
凝结成雾。雾能阻挡阳光直射，让茶叶变得更
鲜美。高山茶的品质也完美体现了这些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

基本上，茶叶的价格与茶园的海拔成正
比，但是除了茶叶本身的滋味和香味，稀有度
也对价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红茶的原产地是英国吗？

英国的红茶文化比较出名，但它并不是红
茶的原产国。名牌瓷器、银茶勺、下午茶……
长久以来，英国为红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红茶和英国画
上了等号。茶，种植范围在北纬38°与南纬45
°之间。地处北纬50°～60°的英国根本无法
种植茶树。不过印度与斯里兰卡曾是英国的殖
民地，也有种茶的传统，那它们是不是红茶的
发祥地呢？也不是。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茶
树几乎都是从中国引进的，加工方法也是跟中
国学的。没错，红茶的老家在中国。

世界各国对红茶的称呼就是最好的佐证。
英国是black tea，荷兰是thee，德国是tee，法国
是the，意大利是te，西班牙也是te，匈牙利是
tea，瑞典是te……这些“t”开头的单词都是由
闽南话的“te（茶）”演变而来的，通过海路
引进茶叶的国家，茶的发音基本都是这种规
律。另一种规律是“ch”打头的，俄罗斯是
chai，伊朗是cha，土耳其是chay，波兰是chai，
蒙古也是chai……俄罗斯、中近东和东欧的一部

分国家当年是通过丝绸之路等陆路接触到茶叶
的，所以采用了“茶”的粤语发音“cha”。

最有名的中国红茶是哪种？

应该是世界四大红茶之一“祁门红茶”
吧。祁门红茶的产地是安徽祁门县。据说那里
原本是著名的绿茶产地，为了出口茶叶到欧洲
才转型生产红茶。福建的正山小种，属于“小
种红茶”。而产地在福建以外、采用传统加工
方法的红茶称“功夫红茶”。有人说祁门红茶
模仿了正山小种，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款
茶在国外的口碑是一天好过一天，如今已经成
了和阿萨姆红茶、大吉岭红茶、锡兰高地红茶
齐名的“世界四大红茶”之一。

祁门红茶在英国更是顶级红茶的代名词，
听说女王陛下过生日的时候都要泡上一杯以示
庆祝呢。品质卓越的祁门红茶没有丝毫杂味，唯
有神似兰花与玫瑰的花香和甜味在口中扩散。

茉莉花茶的茶香

茉莉花茶是吸收了茉莉花香味的茶叶。用
鲜花熏制的茶叶，或是在茶叶中加入了花瓣、
中草药等配料的茶被称为“再加工茶”。其
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茉莉花茶”，备受中
国华北地区茶友的喜爱。外国人总以为中国遍
地都能种茶，殊不知中国虽为全球头号产茶
国，首都北京却因为纬度太高无法种植茶树。
早在隋唐时期，人们便开凿了南起余杭（今杭
州），北至涿郡（今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大
量的绿茶通过这条水路运往京城。无奈古代的

运输技术还很落后，京城还没到，茶叶的品质
就大打折扣了。如何掩盖瑕疵呢？古代人想了
个办法，那就是让茶叶吸收花香。另外，“北
京没有好水”恐怕也是茉莉花茶受欢迎的原因
之一吧。且不论这种茶究竟是怎么来的，反正
现如今“茶叶+茉莉花”已经成了世界通用的标
准组合。

虽然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用人工香料加工
的低档茶叶，但是用吸收了天然花香的优质茶
叶做成的高档茉莉花茶有着无比温柔的风味，
保证你喝过一次终生难忘。当然，影响品质的
关键还是熏制花茶的茶坯。是甘甜还是苦涩，
是鲜美还是难喝，全都取决于茶叶本身的品
质。在熏制的过程中，白色的茉莉花会受热度
影响而逐渐变成红色。照理说完成使命的花瓣
与花蕾是会被剔除的，但人们有时也会在熏制
后加入新鲜嫩白的花瓣作为点缀。

《你不懂茶》
[日] 三宅贵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巨大洪流中，庞
大的农村人口规模、广袤的田野、多样的农村
文化，都在城镇化的洪流中发生着蜕变、转型
或重组，中国的乡村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
城镇化的浪潮中，乡村美如何保存在中国大地
上？这是研究中国乡村和关心中国农村发展的
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美学家和艺术家
应该探讨的新课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
鲁生教授的《美在乡村》给出了独特的答案。

《美在乡村》是一部实证性与理论性相结
合的新作。全书资料丰富翔实，内容充实，囊
括了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研究的多个方面，包
含乡风文明、村落保护、手艺农村、农民画
乡、乡愁记忆等诸多内容。如乡风文明的篇
章，探讨涉及内容包括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文
化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意义、新乡村建
设的构建路径以及乡村文艺扶贫、民族边疆地
区乡村发展、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乡村设计命题等，对这些问题写出调研报
告和提出建议。对于村落保护，作者对传统村
落保护问题、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修复、村落保

护的法制体系等进行新的研究。对于手艺农村
问题，分别探讨了创意经济布局中的农村文化
产业、农村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与发展、传统工
艺的保护与发展路径等多种问题。在乡村文化、
构建路径的思考中，则是从过程和历史的角度进
行研究，向读者展示了过去几十年中乡村文化演
变的不同侧面。

《美在乡村》的一大特色是坚持从民艺学
田野考察的理论视角观察乡村文化建设和传统
村落保护等问题。研究乡村发展转型的学科很
多，民艺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注重从
生态学、社会学的视角切入，以综合的思维方
式研究乡村文化和手艺农村。作者不囿于某一
乡村范围内，而是从乡村与周边区域关系的视
角、城乡一体的视角和城镇如何带动乡村发展
的视角进行综合研究。对于乡土景观保护，作
者从设计政策角度进行解读，强调乡土民居在
内的历史性建筑的内外面貌，如体量、形式、
建筑风格、材料、色彩、建筑装饰等，还有历
史上该地段或聚落的功能、作用、影响等。在
此基础上划定保护范围，包括不容破坏的格

局、建筑风格、色彩体系，以及天际线的轮廓
视野等。关于“手艺农村”的解释，从民艺学
的综合视角，把文化产业、传统技艺、设计创
意、非遗保护、乡村建设结合起来讨论，对这
一现象给出科学合理的解读，其见解独到，政
策建议中肯，对指导乡村发展和建设具有参考
作用。

《美在乡村》告诉我们，乡村美不仅是自
然和谐、布局合理的生态之美，更多的是乡风
文明、历史传承的文化之美。“美在乡村”其
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何在？作者在该书绪言中
作了回答：“美在乡村，使我们在历史长河中
始终葆有一种关于生命、关于亲情、关于生活
最本质的情感，溯源而上总能找到那个锚定的
源头，不会迷失；使我们在物质的海洋、技术
的迭变中总有一种关于人生本质的怅望，记得
住的故园、最初的向往使我们拥有文化的、事
业的初心。”

《美在乡村》
潘鲁生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消逝的日本》是在日本生活超过三十年的
美国作家阿列克斯·科尔撰写的一部描绘日本美
景的文化观察著作。在大部分人眼里，谈到日本
的美景，不外乎樱花、东京塔、富士山等等。阿
列克斯·科尔在书中描绘的却是日本经济起飞之
前、外人难以想象的旧日日本的朴素绝美，在阿
列克斯·科尔看来，与那些现代文明包装下的美
景相比，日本的祖谷、“歌舞伎”文化、美术收
藏与书法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伸手不可及的美”
更令人怀念。

工业时代、商业时代、信息时代为我们带来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许
多的问题，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侵蚀。阿列克
斯·科尔通过《消逝的日本》就是想告诉众人：
20世纪60年代之后，因为日本的大变迁，造成了
他眼中的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因现代化的过度侵
袭而终成人类历史中的雪泥鸿爪。从这个意义上
说，这是一部向消逝的古老而优雅的文明致敬的
作品！

阿列克斯·科尔12岁随父亲到日本居住，后
虽往返于日本与美国之间，但大学期间就读日本
学系、到日本庆应大学做交换生，可以说他一直对
日本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但阿列克斯·科
尔并没有对日本传统文化一味地吹捧，他也陈述
了它们的不足或者说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

阿列克斯·科尔并没有局限于对日本消失文
化的描述，他通过日本与中国、泰国等东南亚国
家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整个东方传统文明与经
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和遭受到的严重破坏。
正如日本著名服装品牌设计师三宅一生所说“阿
列克斯的这本著作，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对于所
有的文化都适用”。因此，可以说往日美好的消
逝，是许多国家在追求现代文明的过程共同经历
的，不仅仅是日本的痛，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
痛。当我们只能在书中追忆这曾经的美好时光，
是一件既快乐又痛苦的事情。

在将日本这些残留的文化景象留存记忆的同
时，我们更希望见到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共存交
融的局面。找到一个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能够兼
容并蓄的相处方式，是整个文明世界必须认真思
考和探索的课题！

《消逝的日本》
[美] 阿列克斯·科尔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滴答，滴答”，挂钟把深夜摇摆得安静。一
钟、一灯、一书、还有自己，都是孤独的个体，却组
成了一个夜读的场合，安详妥帖。这样的夜晚读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是何等的默契！
孤独是上天赐予的赠品，书中那些从孤独

中获取人生价值的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参
悟。书中三十三篇美文，有难以割舍却又无可
奈何的亲情，有伤别累累而又刻骨铭心的爱
情，有一见如故又生离死别的友情，有放任自
我游历异乡的散碎，有豪情逸致曼妙小巷的悠
哉……其中所历数的天地行走和家舍细微，无
不透视着生命的无常和生活的艰辛。

在那些选择孤独的个体中，没有灰心丧气
颓废沉迷，他们以大自然的色彩壮阔自己的身
心。作者蒋勋从美术的角度描写张九龄《望月
怀远》里的句子——— 灭烛怜光满。月亮是孤独
的，尤其是世界以繁华耀眼的光倾覆一切时，
月亮的清辉就被淹没了，但月亮依然初一十五

月缺月圆，也只有孤独的人，才能感受到月光
的心满意足。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孤独是
安静的，但不是排他的，在岁月静好的孤独
里，可以邂逅那些与自己一样孤独的人，然后
一起寻找目标。失败的，失去的，会痛苦，但
不必哀伤，在我们的生命里哪怕只属于回忆，
那也是铸造成长的火焰，是一锤一锤砸过来的
闪光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爱好相同心有
灵犀的时候，就像本书的文字相聚在一起，成
了一道嘴嚼不尽的精神大餐。

在《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里，作者们通
过一篇篇生活历程和感悟，把伤痛和遗憾打磨
在孤独和改变中。很多情形下，我们得选择孤
独，内心的激荡和飞翔的思想的翅膀只有在寂
寞的空旷里才能恣意发挥，在孤独中成长丰
富。日月轮回的光影里，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一
座孤岛，这个世界同类的人终会相遇，一起站
在成长的路上，以群体闪光。

品读余光中《雁山瓯水》倍感至美，在他
拜山朝海的过程中，思维敏锐，胸襟开阔，他
在笔下谈古论今，童趣盎然，丝毫没有了乡愁
的慨叹，乡愁的孤独成了美好回忆。笔墨所触
之处皆为尤物。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乡愁》制
作成瓯绣(瓯绣因产于瓯江流域，故称瓯绣)挂于
室内，已然是高雅至极的艺术品。而我们阅读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更是精神境界里的一
次淬炼。

那些滋养生活华彩的日光、月光、水光都
在不停地流淌，看似孤独的世界却隐藏着多彩
的内涵，在急水滚石的成长中，孤独是最应该
选择的一段路，就像我的小屋，这夜深人静的
时候，熄灯，月盘盈在窗上，钟摆摇着宇宙浩
渺的烟波，相互映衬……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
余光中 蒋勋 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寸光阴不可轻”，是最好的诠释季羡
林一生光阴的诗句。这位国宝级的大师，一生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
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是国际
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散文家、国学
家、史学家、教育家。一个人一生要有多少精
力，有多少天赋才华，才能在这么多领域深钻
深研，并成绩斐然？在《一寸光阴不可轻》这
部文集里，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

书中收录了季老从灰黄童年，到少年意气
风发，再到青年留德学术研究发轫，以及择一
事、终一生，60年皓首穷经深研学问的回忆文
章。

其实，从初入学堂，到中学阶段，季羡林
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华，而少年顽劣却是可
见一斑。半玩半读书，不爱课本爱闲书，和同
学一起造反，被戒尺打手心，桩桩件件，和普
通孩童并无二致。童年，看似胡玩乱闹，浪费
了光阴，实则却是调制一个人性格底色、形成

兴趣爱好的关键时期。想必季羡林当时读的闲
书，也奠定了其在高中时期的文学功底。

择一事，终一生。留德十年，接受“德式
教育”，自己翻资料、做准备，攻读学术专
著，而教授只在关键时刻点拨迷津，为学生前
行引路，就在这艰难的求学旅程中，季羡林打
下了自己百年学问的坚固基石，其学习、研究
的方法也受益终身。比如梵文教授 E r n s t
Waldschmidt，其在第一堂课先教字母读音，以
后的“语音”“词形变化”就一律不再讲解，
全靠学生自已阅读研究，这样每周两小时的课
程，教授就只讲精华，而不再讲述学生可以自
学或通过练习掌握的东西，其课堂教学效率之
高，远远高于一些填鸭式教育的高校。

即使聪慧如季羡林，也要为上一堂梵文
课，而精心准备一周，遇到不会的问题，生僻
的语法、单词，也不是立即去请教教授，而是
自己翻阅字典甚至是典籍。一时解决不了的问
题，就记录下来，问题集中多了，在以后学习

时处处留心，总有醍醐灌顶，一通百通之时。
一寸光阴不可轻，是季老一生取得辉煌成

就的唯一妙方，不论是在经历不平，遭遇劫难
之时，还是上顿下顿口粮不济，经济陷入窘境
之时，他都不曾辜负时间，十年留德期间，他
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宿舍的时间更长。在作为
“不可接触者”的特殊时期，他凭借过人的毅
力和坚忍，硬是在“半地下”状态译出了一部
厚厚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今天的我们，在众多电子设备的环伺之
下，精力被东拉西扯，时间倏忽而过，却不知
所忙谓何，若能如先辈学人一般择一事，终一
生，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相信每一
个人都能将梦想绽放成春华秋实，不负自己不
负此生。

《一寸光阴不可轻》
季羡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速读

你不知道的那些茶知识
□ 孙星 整理

世界最有名的中国红茶是哪款？
如何泡一壶好喝的茶？在家如何制作
冰红茶？日本资深茶艺师带你走进茶
的清新世界。无论你喜欢绿茶、红
茶、花草茶，还是奶茶，在这本书里
你都能找到关于它们的内容。

耕耘与守望：《美在乡村》的文化意义
□ 陈池瑜

消逝的日本
□ 金永淼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
□ 张松枝

一寸光阴不可轻
□ 胡艳丽

■ 新书导读

《惊人的超慢跑》
[日] 梅方久仁子 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讨厌运动的人竟然也能跑完马拉松──
每个人都有慢跑的潜能，本书旨在大力推广
对健康有益的“超慢跑”，希望能让更多人
感受到“超慢跑”带来的乐趣。

《生活图鉴》
[日] 越智登代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买菜、做饭、整理、打扫……这些是每
天与我们相伴的日常，学校不会教授相关内
容，大多数的家庭也不曾重视，本书就是帮
助你打理日常生活，烹饪、洗衣、收纳、修
理，从一点一滴做起，成为真正的生活能
手，让生活变得更舒适！

《手写最美古诗词》
美日美字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精选120首唯美古诗词，每一首都是
传诵千年的经典。硬笔书法国赛导师手写
示范，彰显汉字之美。这是一本可以练字
的诗词集，硬笔书法与古典文学的巧妙结
合，诠释传统文化之美。手写古诗词，感
悟更纯正的东方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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