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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霏霏

  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
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饮”。中国人
充满浪漫气质的饮茶历史，是养成我们民族性
格的重要来源。
  探本求源，在历史上吹响中华茶文化第一
声号角的是唐代茶圣陆羽。其所作《茶经》，
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更是早早为
茶界定了一切。

《茶经》问世

  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新石器时期。作为开
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中国
是非常普遍的。远在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便在
澜沧江流域与茶树相遇。到两晋南北朝，南方地
区的饮茶习俗初步成型。但此时之茶，仍然处于
以“混煮羹饮”为主流的“独立前”时代。
  随着陆羽《茶经》的问世，中国才真正有
了茶学，使茶的品鉴与审美得以传播。
  短短七千余字的《茶经》在今日浩如烟海的
茶书著作中依旧闪闪发光。《茶经》首次在语言
学上为茶命名，在《茶经》之前，茶有许多名字，

《茶经》一出，茶才正式命名为“茶”。《茶经》之
前，茶只是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日用之物，并无
品性可言，《茶经》一出，茶始有大用，“为饮，最
宜精行俭德之人。”茶的饮用，不仅有关于身
体的需要，也关乎道德的修养。《茶经》之
前，鉴别茶叶算不上一门技艺，《茶经》一
出，识茶成了和识人参同等重要的事情。《茶
经》之前，茶的产地是没有版图的，《茶经》
一出，茶的产地有了清晰的版图。而最重要的
是，《茶经》之前，茶没有历史。《茶经》一
出，人们始知，茶的历史竟然那么久远，可以
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陆羽写作《茶经》的时
候，茶早已和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十余位
著名人物发生了关系。陆羽以写作史书的精神
书写《茶经》，不仅创造了茶的历史，也开拓
了茶的历史。
  《茶经》是一部茶的百科全书，系统展示了
茶叶种植、生产加工、茶叶养生、茶叶器具、茶汤
调制、茶叶品饮、茶叶历史、茶叶地理等全方位
的内容。陆羽用博物学家的实证考察，总结出了
很多到今天仍然不过时，甚至领先的茶叶技术
与人文思想。茶之具，谈采茶、制茶的用具，如采
茶篮、蒸茶灶、焙茶棚等；茶之造，论述茶的种类
和采制方法；茶之器，叙述煮茶、饮茶的器皿，即
造茶具二十四事，如风炉、茶釜、纸囊、木碾、茶
碗等，后人总结为“二十四将军”；茶之煮，讲烹
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品第；茶之次，讲饮茶的
风俗，即陈述唐代以前全国茶区的分布归纳为
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
等八区，并谈各地所产茶叶的优劣；茶之略，分
析采茶、制茶可依据当时环境，省略某些用具；
茶之图，教人用绢素写茶经，陈诸座隅，目击而

存。从茶的实物到器皿，再到水的选择，呈现各
地风俗，茶的华夏版图也变得清晰可见，最后形
成的是茶的图腾与仪式。
  《茶经》所要表达的意图也十分明了：人要
把自己的精神融合在格物运化之中，只有与自
然浑然一体，才能再回到自然。

以一叶而安百姓

  陆羽二十一岁时，踏上了游历考察之路。
他一路风尘，经义阳、襄阳，过南漳，潜心寻
觅茶事、茶情。经过十余年的实地考察，踏遍
三十几个州，搜集上千条茶闻轶事，历经五年
研究著述，又经五年增补修订，终成世界上第
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作为一种独立的植
物，以清饮的方式造福于中国人的生活，离不
开《茶经》对于茶文化的革新创建。从唐到
宋，中国茶文化蔚为大观，中国各个阶层，各
个区域的人民，开始享受到纯饮茶叶带来的快
乐。从《茶经》开始，陆羽首次将儒释道文化
的根脉和茶相结合，“中国茶道”由此建立。
茶因为陆羽，从此有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
性。中国人既陶醉于茶的滋味，又品味于茶的
智慧。
  陆羽使茶从万千植物之中独立，得以成为
盛行不衰的经济作物。人们种茶制茶贩茶，以一
叶而安百姓。自从陆羽《茶经》问世之后，饮茶更
加流行，政府开始首次征收茶税。陆羽的思想，
使茶叶在物质层面上获得了极大成功。伴随茶
消费的扩大，茶文化的诞生有了牢固的根基。茶
文化的壮大，使中国有了与酒并列的第二种主
流饮料，第二种民族性格。虽然中国的酒文化更

早，但只有酒文化启迪热情奔放的中国还不
够，我们还需要另一面，由茶文化带来平和内
省的中国。在陆羽为茶文化定下“精行俭德”
的信条后，茶不再局限于物质性的生命。茶超
越了“沉重的肉身”，步入瑰丽轻盈的人类精
神殿堂。茶叶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世界，被陆羽
首次成功构建。茶，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精神文
化之海。
  《茶经》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
艺能。自此，饮茶品茗成为中国人“意在物外”的
生活艺术。之后的茶道演变，无论是宋代宫廷的
点茶斗茶，明清庭院的清雅茶聚，寺院茶仪的空
灵持修，日本茶会的清寂和敬，都因《茶经》的启
示，得以开创自成体系的饮茶天地。《茶经》堪称
历代制茶、饮茶、茶道演变的百科全书，既可作
为烹茶、饮茶，鉴赏茶具的技艺之书，也是修身
养性、品赏茶美感之道的经典。自公元761年书
稿初成后，就迅速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南宋咸淳
年间刊刻的百川学海本《茶经》，是目前最早的
刊行本。宋代开始，《茶经》逐渐走出国门。日本
藏有宋版《茶经》，引为国宝。英国大百科全书、
美国《茶叶全书》都收录了英文本的《茶经》，单
行本英文《茶经》也大卖于欧美。韩文、法文、意
大利文、德文、俄文本《茶经》都是全球各国学茶
的必读书。
  茶来自草木，因人而获得独特价值。在中
国人的观念里，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之道。确切
地说，茶从陆羽的《茶经》开始摆脱了自然的
粗野，上升到一种精神层次，成为华夏饮食精
神的缩影。《茶经》之后茶就是“人生草木
间”。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纪录片赋予硬核科技

以浪漫诗意
  据人民日报，白鹤滩水电站历经半个多世纪选
址、10年勘察设计、10余年建设施工，承载着几代
水电人的光荣与梦想。《鹤舞长江》以选址筹建为
开篇，用真实的镜头捕捉一个个闯关夺隘的动人故
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和历史信息。作为
专业性极强的工程题材纪录片，如何用影像语言艺
术地挖掘和呈现工程价值，让广大观众在震撼之
余，激发起更多情感共鸣？该片作了诸多有益
尝试。
  以生动贴切的语言，呈现科技之美。纪录片将
科技术语转化为日常语言，以通俗易懂的表达诠释
复杂问题，打破专业隔阂，赋予硬核科技以浪漫诗
意。以平凡动人的故事，书写奋斗之路。纪录片以
工程建设为主题，但关键视角始终是人。工程建设
过程中，朴实的奉献和真切的情谊，令纪录片充满
温度和力量。从江中到岸边，“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落地生根、拔节生长。跟着镜头，观众
看到了沿线各地正在建设或运行的水面光伏、抽水
蓄能电站、远海风电等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
这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
饱含诚意、努力实现“双碳”目标的剪影。

怀旧小众成综艺关键词

招商能力回暖复苏
  据新华网，2022年的综艺市场可谓大起大落。
上半年，很多新节目因招商困难甚至直接夭折无法
启动。下半年情况出现转机，综艺市场正从“寒冬
期”逐渐回暖复苏。
  怀旧、小众成为2022年综艺关键词。许久未出
现在荧屏上的艺人、多年前影视剧中的名场面、能
勾起一代人追忆的老歌汇聚，很多节目借“回忆
杀”成功打响怀旧牌。节目类型也不再禁锢在几个
大热门题材，受年轻人追捧的推理游戏、虚拟现实
科技等元素被植入到节目中，综艺市场焕发了新的
生机。
　　怀旧曾是综艺创作和晚会盛典的重要部分，而
在近一年，怀旧更成为了吸引眼球的热度密码。利
用“回忆杀”打响情怀牌具有先天的流量优势，但
一味地消费情怀并不可取，共情力需要与之匹配的
价值输出来点燃。
  相比过去综艺市场的题材扎堆，2022年小众、
垂直、创新的新综艺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实现了节
目与年轻圈层的同频共振。可以预见，未来将涌现
更多小众垂直的创新节目，但无论市场如何变化，
内容品质仍然是爆款制造的硬道理。

让国风“为我所用”是

中国动画新百年“王炸”
  据文汇报，2023年元旦，中国动画开启新百年
的第一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哔哩哔哩联合上
线一部短片动画集《中国奇谭》，计划用七周时间
更新八个画风各异但又都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
故事。结果，开片即爆，逢更新必刷屏，它被列入
越来越多Z世代乃至80后、70后网民的“追番清
单”。截至1月13日，这部短片集更新了前三集
《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林林》，每集不过
20来分钟，但B站播放量近7000万，豆瓣超十万人
给出9.5的高分。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内容上，八个故事
纵览古今，融汇了传统神话、民间话本、当代叙
事、科幻想象，从乡土叙事到唯美爱情，从生命母
题到人性思考，尽可能地以传统文化和东方哲思拓
展着中国动画的表达边界；画风上，八个篇章包含
剪纸、素描、水墨、二维、三维等多种风格，缔造
“名画真能动，潜翔栩如生”的沉浸式体验，以中
国古韵之美演绎现代文娱生活新时尚。《中国奇
谭》总导演陈廖宇说，上美影缔造的中国动画学
派，就是善于向传统借智慧，奠定了深厚的学养根
基。面对中华传统文化这座宝藏，《中国奇谭》当
然要汲取个中精华，方能更好地推动具有中国特性
的动画“破土出圈”。
　　但同时，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远去的历史、静止
的符号，以创新思维、时代观照才能赋予其新活
力。《中国奇谭》虽以“妖”为主角，但它言古人
之未言，为中式想象力赋予新世代的语境；它也善
于向生活索要灵感，撷取现实场景中的只言片语以
触动心弦、激发共鸣，进而用雄奇想象营造出“奇
境入梦，我在其中”的浓厚在场感、真实感。难怪
年轻人留言感慨：“有的人在看故事，有的人在照
镜子。”
  （记者 张依盟 见习记者 董方舟 整理）

《中都历史文化丛书·名人篇》

出版发行
  □记者 高峰 通讯员 张明 李玉龙 报道
  本报讯 汶上县组织编撰的《中都历史文化丛
书·名人篇》近日出版发行。
  《丛书》选取从上古至晚清在汶上工作、生
活、游寓过的16位历史人物，汇编成书《春秋中都
宰孔子》《明朝农民水利专家白英》《明朝汶上四
尚书》《晚清闽浙总督刘韵珂》等12册。在解读
上，按照人物生平、史实考据、成就、评价或作
品、经典故事等依次展开，所采信的资料，来自国
史、方志和权威历史文献，以及知名专家研究成
果，并吸收部分民间传说。该书不仅为汶上历史、
社会、哲学、文学、科技、艺术等领域提供了丰富
的原生态研究资料，也为普通群众、青少年提供了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动教材。

人生草木间
——— 陆羽和《茶经》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刘雪雯 梁淑莹

　　蘸料、铺纸、推平……一张白纸上便
显现出五颜六色的年画。兔年春节临近，
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的年画艺人们正忙着
印制木版年画。
　　杨家埠木版年画工艺精湛、色彩鲜
艳、内容丰富、线条精准。每当家家户户
在门窗、墙壁上贴上年画，祈求来年家宅
平安、风调雨顺，喜庆祥和的年味儿扑面
而来。现如今，这一优秀的非遗文化项目
也在蓬勃发展中不断创新，在富有传统文
化韵味的基础上，年画纳入全新的时代元
素，更加迎合年轻人的审美，实现了传统
文化的现代化表达。

推陈出新中正本清源

　　“快过年了，我们的年画销量非常火
爆，很多客户慕名而来，今年的销量和产
量比去年上升了10%左右。”杨家埠木版
年画省级非遗传承人杨乃东说。
　　在杨家埠，几乎家家户户祖上都开画
店，曾有“画店百家、年画千种、画版上
万”的鼎盛局面；目前寒亭区年画年产值
1.12 亿元，产量2600 万张，远销省内外和
几十个国家与地区。
　　“杨家埠木版年画至今有600 多年的
历史，老辈人从四川迁移过来，就把这个
手艺带过来了。”杨乃东介绍。
　　木版是年画的源头，要在推陈出新中
正本清源。老艺人将杨家埠木版年画制作
分为四道工序——— 朽稿画样、雕刻木版、
手工套印、烘货点胭，每道工序都有一套
独特技法。其中，雕刻木版是最重要的工
序之一。
　　手工雕刻的木版年画从选材到雕刻过
程，都需要匠人逐步去完成。雕刻的速度
慢，一块线版刻完需要10 天左右，倾注
了众多心血，每一次落刀刻画都包含着手
艺人自己的思想和风格的表达。正因如
此，木版年画才有了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四十多年前，十二三岁的杨乃东开始
跟随父亲杨明智学习制作年画。杨乃东常
待在雕版室，在一块 300 多年的梨木板
上，刻刀起落间，一朵精美的花蕊慢慢呈

现。“宁刻十个直，不刻一个圈。”杨乃
东说。别看只有豆粒大，木板在他的手上
转着圈，足足刻了近半个钟头。
　　原来，传统题材的杨家埠木版年画有
上千种。没有的版，传承人会按需复刻。
祖传加新刻的，杨乃东攒了五六百块版，
他将它们视作生命。“近几年我的主要精
力就是挖掘和复刻，挖掘了上百套传统画
样，一年能刻十套八套。”杨乃东说，几
年前，他从外省“淘”了10 吨三四百年
树龄的梨木，找了三间老屋锁起来，“年
岁长的木质坚硬、细腻，板更整装，印的
效果更好。”
　　截至目前，杨乃东先后创作、刻制木
版年画700 余套3500 多块。在杨乃东等年
画艺人的影响下，木版年画艺术得以广泛
传承，吸引了国内外大量艺术爱好者。

注入新意，传承破圈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朴喜庆的杨家埠
木版年画也迎来了挑战。“过去，年画是
家家户户张贴的必需品，每逢过年都要
买，比如灶王爷，小年这天，家家户户都
要贴。现在了解年画、亲近年画的人少
了。”在寒亭区的中国年画博物馆，正金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安军边走边介
绍：“这也正常，社会在变化，像贴年画
这种古老的‘节日仪式感’，逐渐在人们
的生活中淡化。”
　　斗转星移，时光如梭，600年的古老
技艺现如今该如何绽放新的活力，实现传
承与发展？这是当下摆在杨家埠木版年画
面前的一道必答题。2019年5月，记者在
采访杨家埠木版年画第19代传承人、时年
92岁的杨洛书时，曾就此问题探讨。当
时，老人家提到年画讲究“随俗渐进”。
如果没有创新，没能贴近时代，年画的生
命也就结束了。杨洛书在原汁原味传承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他便
将木版年画制成挂历，在市场上非常畅
销。如今，斯人已逝，对年画的创新精神
却永远凝结在杨家埠年画的木版中。
　　“年画艺术要更好地传承发展，需要
年画传承人守正求新，需要年画创作者跨
界融合，需要年画年轻设计师的创意思
维。”杨家埠木版年画第21 代传承人杨
志滨说。
　　为了让年画更好地在当代呈现，杨志
滨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实践，他在保持杨家
埠年画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在作品创意风
格、造型色彩、思想寓意等方面进行创
新，力求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使得作品更
加具有人文色彩和时代气息，“新年画

是对传统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传承与
发展，是一种适应时代的自然

变化，时代在发展、年画也在更新，这就
是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原动力。”
　　“想要发展就必须得在内容上有所创
新，与时代紧密结合。”吴安军也给出了
类似的答案。为了能吸引更多人喜欢年
画，杨家埠的年画艺人们还尝试制作了帆
布包、抱枕、油纸伞、围裙等一系列年画
衍生产品。
　　相似的理念奠定了合作的基础，目
前，杨志滨正紧锣密鼓地着手设计《中华
上下五千年》系列年画画稿，这是正金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谋划的又一力作，目标
100 幅，计划10 年完工。“杨家埠木版年
画的传承工艺不能丢失，通过年画集的创
作，我们也探索传统民间艺术与历史相结
合的新方式，让传统技艺传承下去，让古
老的民间艺术焕发新生机。”吴安军说。
　　如今，杨家埠木版年画飞在天上是风
筝，拿在手中是扇子，悬在门前是灯笼，
摆在桌上是台历……老树发新枝，创新的
形式不仅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年画，辞旧
迎新之际，游戏《和平精英》也与杨家埠
木版年画开启了一场跨界联动。以游戏为
载体，搭载起年画和年青群体的桥梁，为
年轻人带来更深层次的非遗文化体验，实
现传承的破圈。

“赶”年味儿，“刻”期许

　　1月7日清早，年货满满、人山人海的
寒亭农贸市场热闹开集，杨家埠木版
年画摊位前围满了赶大集的市民。
“在杨家埠有个俗语，有钱没钱买
画过年。我们非遗传承人，带着自
己的非遗作品来到大集上，对广大
群众进行展示和展演。我今天带来
的好几十种传统年画，寓意都是吉
祥如意，像招财进宝、吉星高照，
都是些人们喜欢的年画题材。”杨
乃东边介绍边将自己的年画作品赠
送给赶集的市民。
　　富有人间烟火气的寒亭大集只
是寒亭区适时举行年画推广活动的
一个缩影。据了解，为深入推动年画
的保护、传承、创新，寒亭区组织民
间艺人积极投身进校园、进社区等推
广活动，每年参与人数超过3万人次。
不仅如此，该区还设立中国年画博物
馆，成立杨家埠木版年画保护协会、齐
鲁年画研究院和多个市、区级非遗传习中
心（所），建立四级传承人名录，为
非遗文化留下传承根脉。
　　此外，寒亭区实施杨家埠
木版年画古版保护工程，
运用数字化创新手段
对现存的古版年

画作品进行信息采录、存档、传播，建成
了中华木版年画数据库，实现了民间文化
艺术的数字化保护、创新性发展，擦亮
“中国年画之乡”国字号文化金招牌，真
正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与破圈
发展。
　　政府主导、民间参与，一代又一代的
年画艺人，秉持匠心为年画的传承与发展
作着自己的努力与坚守。而木版年画技艺
要求高，学艺时间长，加之短期经济效益
不高，真正能静心学习刻版的年轻人不
多，致使传统技艺走到青黄不接、后继乏
人的尴尬境地。“希望通过多层次、大范
围地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群体认识年
画、喜欢年画。”吴安军说。
　　“想通过我的努力在孩子们的心中埋
下一粒吉祥年画的种子，重新找回年味儿
的美好记忆和祝福。”杨志滨也给出新年
展望：“新的一年，希望杨家埠年画随着
春暖花开，让更多人
了解到杨家埠年画，
认识到它背后蕴藏
的吉祥文化。”

纳入时代元素，更加迎合年轻人的审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

年画也能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