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窥见画里浮生
共情古人心境

本书不仅回答了政

府应当做什么这一根本

问题，说明了政府在过

去和近期的经济活动中

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还

对政府未来的经济职能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

析和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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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现

实主义诗歌的开篇，是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堪称上古时代的“百科

全书”。作者通过十堂

课通解 《诗经》 的起

源、发展和经典诗篇，

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现

实主义真挚之美。

www.whb.cn

2023年3月25日 星期六
策划/朱自奋 zzf@whb.cn

责任编辑/金久超 E-mail:jinjc@whb.cn8

《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
中国文艺复兴》
李冬君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解读了近 30

位名家、近100幅传世经

典画作，探究了山水、花

鸟、人物三大绘画类别

由技入艺以至于境的发

展过程,讲述个体与王朝

相互勾连、命运与天才

相激共振的历史事件。

《无国之谍：以色列建国之际
的秘密特工》
[以]马蒂 ·弗里德曼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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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出版

书中的四位间谍，是

摩萨德的前身“黎明”组

织的成员。通过大量口

述、笔录、回忆录和档案，

作者揭开了那个兵荒马

乱的时代中被掩盖的一

角，露出历史洪流之下最

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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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茶话

■ 谢 彩

■ 金夏辉

■ 唐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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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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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一名古籍修复师历

时七年，寻访中国13个

古法手工造纸地，考察

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及传

承现状，记录过程中的

点滴，勾勒出一幅当代

中国传统手工纸制造业

的现实画卷。

当“疯狗浪”到来时，谁能生存下来？

通往茶山的“朝圣”之路有多挤

每一幅画都诉说着一段隐秘的故

事，而有一位耐心的人，怀着对于中国

画的热爱，在浩繁的史料中，拾起关于

画作的记忆碎片，演绎出一个个充满悲

欢离合的故事，写成一本《画里浮生

——中国画里的隐秘记忆》，让我们得

以窥见画里的秘密印迹，共鸣那些历史

人物的复杂情绪。

这本书的作者金哲为，他对于中国画

的解读并不限于对于画作本身的阐述，而

是基于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对历史人

物抱有‘理解之同情’”的观点，结合对艺

术作品的分析，侧重还原和艺术品相关的

“历史现场”，试图“潜入画中人的深层内

心世界”。在挖掘画作背后故事的时候，作

者习惯从画作所表现的历史事件或者画

师当时作画的场景延伸开去，让读者更完

整地认识相关的历史人物。

例如在 《飞仙岭下的来客》 一文

中，作者没有仅仅讲述《明皇幸蜀图》

所表现的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被迫西逃

的历史事件，或者停留于分析画作的绘

画技法，而是从多个角度切入，帮助读

者洞悉唐玄宗西逃事件之下人性之幽

微。在该文开篇，作者便说明了飞仙岭

的地理位置，以及杜甫关于飞仙岭的诗

《飞仙阁》等信息，帮助读者更直观地

了解画中故事所发生的地点。随后通过

细腻的文字再现了画中的场景，并采用

倒叙的手法，说明导致唐玄宗西逃事件

的直接原因。接着，作者介绍《贵妃上

马图》，强调李隆基对于贵妃的宠溺之

情。随后，又讲起发生于唐玄宗西逃事

件前的“马嵬驿事件”——一个君王被

迫杀死他心爱的贵妃的著名故事。总

之，作者巧妙地将画中事件和更多故事

串联起来，让我们能够在种种对比中，

感受到画中唐玄宗的落魄情绪。

《韩熙载夜宴图》《寒山像》等图也

是如此——与其说作者在介绍中国画，

不如说作者在为我们呈现画中人物那

极具戏剧张力的人生片段。当然，沈周

所画的《落花诗意图》和文徵明所画的

《古木寒泉图》等属于文人画，一般多取

材于山水、花木，常用来抒发个人“性

灵”。因此，面对这些画，作者更多地是

展现画师本人的人生，或者画师作画时

的心境。

如在《听落花的沈周》一文中，作者

自79岁的沈周见落花而画《落花诗意

图》说起，不仅介绍了沈周在中年之后

“不断经历着失去的痛苦”的人生，还解

读了沈周所写的诗句——“山空无人，水

流花谢”中的“克制”情感。再如，在《文徵

明，比枯木倔强》一文中，作者讲完文徵

明喜爱古文却不研究科举考试的范文，

最终九次落榜，以及在升官之前辞官还

乡等故事后，才简单提到——82岁的文

徵明画了一幅《古木寒泉图》。翻书至此，

文徵明画《古木寒泉图》时的复杂心境已

然充分烘托，呼之欲出。

值得强调的是，作者在讲述历史人物

的故事时加入了不少自己的独到见解，这

构成了该书充满生命朝气的独特气质。虽

然那些画作背后的历史人物经历了太多

的苦难，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感慨生命的

无常，而是愿意发现和挖掘画中人身上的

生命朝气和洒脱态度。这种非凡的生命力

量，已然跨越时间的长河，感染着当下的

阅书之人。

“寻茶中国”的极限何在？这并不是一

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一直是茶人、学

人、游人们不断尝试去拓展其边界的领域。

这十余年来，中国高铁以惊人的发展

力，加持了无数茶客的行动力——他们怀

揣“寻茶中国”的理想，开启了一种新型运

动模式：抱着《茶经》的简体横排本或繁体

竖排本，背着长枪短炮，头戴渔夫帽，脚踩

登山鞋，孜孜不倦组团前往若干知名或无

名的茶山“朝圣”。大量记录茶人、学人、游

人“朝圣日志”式的著作或短片由此应运

而生。

所以，茶书出版也出现“通货膨胀”了

吗？似乎并没有。因为好书跟好茶一样，产

量通常不高。回顾近十年来出版的知名作

品，我们会发现：通往茶山的朝圣之路虽

挤，但总有茶人与学人心无旁骛脚踏实地

去做好本分事，作品但有茶气而无匠气。

茶之路：挑战陆羽，还
是变相致敬茶圣？

2021年6月，已是第16次重印的《茶

之路》，在包装上似乎犯了一点小错误：书

的腰封上赫然印有“长销7年，重印14

次”。当然，无论是14次还是16次，两位数

足以说明此书的影响力了。

在陆羽生活的唐代，云南的崇山峻岭

与大江峡谷是茶圣难以企及的存在。陆羽

生于湖北，行走于太湖，隐居在浙江，写下

了《茶经》。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他步履未

曾踏上“彩云之南”，未能亲见云南的茶

树。陆羽及历代茶人留下的填空题，就成

为《茶之路》团队“寻茶中国”的重要动因。

《茶之路》的团队成员包括茶人、文人

和摄影师。他们并不具备古代及当代隐士

的山中经验，但他们愿意寻访和倾听山里

的茶农、工人与茶人们原生态的山居生活

智慧，并以图文重绘了“朝圣”的旅途，触

摸中国茶文化的物质与精神发源地。

中国的茶之源在哪里？历代茶源的版

图一直在扩大。到了明朝，文人在书斋茶

室里悬挂山水画幅，焚香插花，意图营造

自然，但他们无法抵达真正的茶源，感受

茶山的风土与茶气。

若说《茶之路》有什么能够超越陆羽

的地方，或许就在于这个团队能去得更

高、走得更远、见识更广。所以，他们可以

充满底气地指出长期以来某些以讹传讹

的谬误，例如：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

歌》中写的那句“斯须炒成满室香”中的

“炒”字，含义并非“炒青”的“炒”，而是

“熬”，方法是将茶叶直接放入开水中几分

钟杀青，是一种脱胎于“羹煮”的原始茶叶

食饮方式。福建的畲族人至今仍使用这种

原始的杀青方式。日本极个别地方今天还

保留这一方式。而从中国烹饪历史、文字

演变和唐代出土文物中的炊器类型（多用

于蒸煮）来判断，基本可以排除“炒青”技

艺出现在唐朝及唐以前。

因此，刘禹锡诗中用了“炒”字，并不

能证明绿茶炒青工艺起源于唐朝。刘禹锡

是诗僧皎然（陆羽的好友、《茶经》的出版

赞助人）的粉丝，年少时曾向诗僧求教诗

艺，流连山寺，对于大唐常见的煮茶法并

不陌生。实际上，陆羽在《茶经》中并未提

及“炒青”，而作为一种烹饪技法的“炒”，

在大唐应该并未出现，在南宋有可能也只

是小范围地出现，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

《安国院试茶》诗后自注“日铸则越茶矣，

不团不饼，而曰炒青”中涉及的“炒青”概

念，应该是对当时散茶颜色或外形特定的

描述，因此，今人也不应望文生义，将其理

解成绿茶的一种杀青工艺。

《茶之路》团队前往多地茶山，把它们

的今时茶味、具体做法与史载古法的对比

记录下来，筛选出值得书写的“茶之源”，

意图昭然：书写一部“现代茶经续集”。《茶

之路》在寻访茶山、茶人的过程中，其研究

与写作思路基本上因袭了陆羽在《茶经》

中所涉及的要素：茶源、茶区、茶类、茶具、

生产、贮存、饮用方法等。

要想绍隆中华茶事，续陆羽之慧命，

言必称陆羽是不够的，捧着历代茶书食古

不化是不行的，《茶之路》出版近十年仍然

能够在印刷数量上吊打若干同类题材的

茶书，核心竞争力就在于主创团队的实证

精神与茶痴热忱，二者缺一不可。如果陆

羽还活着，应该乐于见到这样有好奇心和

想象力的团队。

《茶之路》其实并没有对陆羽构成挑

战，反而再次证明了陆羽在1200多年前

就已具备卓越的前瞻力。陆羽留下的财

富，除了《茶经》，还包括可贵的研究品质：

精行俭德、求真务实。如果陆羽生活在高

铁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茶经》一

定会写得更好。

中国寻茶：当学人成为
茶人，该有多拼？

《茶经》中的某些纰漏、或由于各种原

因被迫留下的空白，一直有学人和茶人在

努力查漏补缺。

“茶之否臧，存于口诀”，是陆羽《茶

经 ·三之造》中提出的。至于“口诀”的定

义，目前市面上常见有两种释义版本，其

一，评判茶叶制得好坏与否，有一套口诀，

例如“小锅脚，对锅腰，大锅帽”等关于制

茶方式的口诀流行于浙江嵊州等地。其

二，茶叶到底好不好，全凭饮茶人的口感。

显然，《岁时茶山记》更倾向于第二个版本

的定义。

但是，“口感”这个东西，充满了主观

色彩，所以，《岁时茶山记》的作者凭什么

向见多识广的茶人和学人证明自己的“口

感好”？

2022年出版的《岁时茶山记》与《茶

之路》的创作有着将近十年的距离。这十

年，也是中国茶业格局发生重大洗牌的十

年。在《岁时茶山记》之前，《茶之路》已成

为文人写作茶山朝圣日志的标杆，而《寻

茶中国》则是资深学人在全国寻访茶企、

指导茶农具体生产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教

学日志”。

通往茶山的朝圣之路，前浪凶猛，后

浪惊恐。《岁时茶山记》还能开拓一条什么

样的赛道？

《岁时茶山记》的两位主笔人陈重穆、

徐千懿，一个是法学博士，一个是哲学博

士。他们从事寻访茶山、书写常规的“朝圣日

志”之类的写作任务，显然有着先天优势。但

这种优势往往也是危险的，因为学人的基

因是研究与写作，而茶人的基因是种茶与

制作，要拼体力，可谓两条不同的赛道。

不过，当学人同时也是茶人的时候，问

题就迎刃而解了。陈重穆一座座茶山跑下

来，看天观茶，不耻下问，同时自己琢磨工

艺，尝试用古法或今法研发各种制茶工艺，

以身试茶，数年泡在各大茶山，念兹在兹，

才有了“茶之否臧，存于口诀”的底气。

实际上，身为学院派，任何学人都不可

能、也未必愿意完全摆脱“设备迷恋”和“术

语迷恋”，也不是没有甩出大量类于茶多

酚、茶氨酸之类名词的本事，但《岁时茶山

记》的写作，却严厉抵制了化学概念和时尚

名词的诱惑，更多回归于作者在访茶、采

茶、制茶过程中的第一手经验，知而后识，

有所发现，不止掉书袋，更多的是洞见。

比如说，陆羽身为带货达人，是否要

为一次茶会偶然的进言而导致常州民不

聊生一事背锅的公案，书中给出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判断。

宋代金石收藏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

合著的《金石录》中收录有大量从上古到

唐五代的石刻文字拓片，其中有块碑名叫

《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碑文中记载了宜

兴（义兴）茶叶上贡的始末：大约是在765-

768年间，常州刺史李栖筠组织茶会，陆羽

也列席其间，并称赞宜兴（阳羡）茶“芬香

甘辣冠于他境”，李栖筠于是将茶叶进献

给唐代宗。此后，阳羡茶成为大唐的贡茶，

年年上贡，妥妥地成为当地茶农的强制性

任务。茶农负担日益沉重。正因如此，《唐

义兴县重修茶舍记》的作者很气愤，将陆

羽和李栖筠名字刻在石碑上声讨：“后世

士大夫，区区以口腹玩好之献为爱君，此

与宦官宫妾之见无异。而其贻患百姓，有

不可胜言者！”

为断此案，作者从现存各类史料抽丝

剥茧，得出结论：这锅陆羽真是背得冤枉。

其实，陆羽的社会地位相对普通，既没有

功名在身，又不迎合当时的权贵、不装腔

作势，很踏实地了解当时的茶，从实践中

得真知，才奠定了他在后世的地位。所以，

他对茶的理解是建立在实际历练的经验

上，是反复推敲所得来的，这也是他与《茶

经》能在历史长河中发光发热的重要原

因，也是最值得我们后世学习的地方。

不过，研读史料、裁判历史公案，并非

《岁时茶山记》的写作初衷，作者更多的是

在精神和实践层面上承继了陆羽求真务

实的茶人作风，试图在当下重新去定义

“究竟什么才是好山与好茶”。

基于这一初心，所以当年陆羽带货过

的顾渚茶，仍然不可避免地进入作者的视

线和写作范围之中。实际上，真正去过湖

州顾渚山、并且能把顾渚紫笋古今做法进

行比较分析、说得头头是道的茶人，为数

不多。陈重穆做出了这样的尝试：“那次我

们没有采用唐代蒸青团茶的工艺，而是尊

重明清以来的做法，用炒青散茶的方式来

表达。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一定要用类似唐

代的工艺才能叫顾渚紫笋，我们倒是觉

得，工艺只是表达茶叶香气滋味的一种手

段而已，什么样的工艺能够更好地把茶叶

的特色与美展现出来，就是好的工艺，不

必过分拘泥旧的方式。况且历史上的顾渚

紫笋，唐、宋、明、清都是名茶，到了明代清

代，它不至于还停留在唐代的工艺，难道

那些就不是顾渚紫笋了吗？”

概而言之，最近这十余年来，通往茶

山的朝圣之路日趋拥挤，但却是乱中有

序。寻访茶山的“朝圣日志”层出不穷，有

涉及生产的，也有涉及文化的，但不管是

生产还是文化，抑或是对茶的品鉴与审

美，归根结底，“好茶”才是重塑中国人对

中华茶文化兴趣与信心的基础。当一些茶

人与学人步履维艰、笔走龙蛇，致力于论

证“好茶的标准”时，其目的不只是带货，

更是希望复兴“健康饮茶”这一生活方式，

这种自发的使命感，值得点赞。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

迪南大公遇刺身亡，相关各方照例一番

互相恐吓，继而转向谈判。此前近百

年，欧洲多次爆发类似危机，每次均以和

平告终……欧洲似已“一体”，略有理性

者，皆知无人敢挑战这个平衡。然而，

1914年8月1日，德国宣战，战争裹挟了

全球15亿人，3000多万人直接死亡。

人们常将第一世界大战称为“蝴蝶

效应”事件，可在未来学家、《疯狗浪：如

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剧变》的作者乔纳

森 · 布里尔看来，它是典型的“疯狗浪”

事件。

“疯狗浪”愈演愈烈

“疯狗浪”本是地理学名词，指巨

大、不可预测且危险的海浪，在海况平

静时暴发，浪高突增2.2倍以上。直到

1995年，“疯狗浪”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

视，发现每1万次波浪中就有一次“疯狗

浪”。仅20世纪下半叶，便有22艘货

船、500多条人命消失在“疯狗浪”中。

“疯狗浪”源于多个平常波浪共振，

“疯狗浪”事件亦源于多个可能性集中

爆发。很难预测“疯狗浪”在何时、何

地、以何种规模发生，只要可能性存在，

它便不可避免。

2019年，全球前十大企业中，八家

没想到会有疫情全球化。正如本书作

者家屋后森林里的黑尾鹿，吃得膘肥体

壮，却不知每八年会有一次森林大火，

因为黑尾鹿平均寿命不足八年。大多

数现代企业依据平稳期的状况看明天，

很少想到“疯狗浪”，可随着全球化的推

进，企业每年遭遇“疯狗浪”的概率已达

20%。过去20年间，大型企业的92%损

失源于“疯狗浪”。

这本《疯狗浪：如何应对突如其来

的剧变》从三个方面提出因应之道。

本书第一部分是意识，即正确认识

“疯狗浪”。作者认为，“疯狗浪”是“以

不可预见方式汇聚在一起的可预测趋

势的结果”。福岛核电站事故前，早有

人指出风险；而人工智能“突破”，始于

上世纪60年代。

作者提醒读者应特别注意两点：

首先，“疯狗浪”不是风险。因为风

险易被看到，“疯狗浪”则出乎意料。例

如，黑客入侵属于风险，但它给不同企

业带来的损失不一样，即不同步，且造

成伤害的概率是静态的。而新冠疫情

是“疯狗浪”，所有企业都受冲击，即同

步，且伤害概率是动态的。

其次，“疯狗浪”不是“蝴蝶效应”，

也不是“黑天鹅”或“灰犀牛”。南美洲

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可能引发北美洲的

一场风暴，可谁也说不准蝴蝶哪次扇动

翅膀会如此，只能听天由命。“黑天鹅”

则指人们在澳洲发现黑天鹅前，以为世

上只有白天鹅，因此“黑天鹅”被用来形

容超出认知框架的极小概率事件。最

早提出“黑天鹅”概念的学者塔勒布认

为它是可预测的，但许多人误将“黑天

鹅”视为无法预测。“灰犀牛”则指常被

提示却没被重视的大概率风险，它是风

险而非不确定。早在1921年，芝加哥学

派创始人弗兰克 ·奈特和宏观经济学之

父凯恩斯便指出，风险可用唯一客观概

率来描画，不确定则不行。

本书作者认为，“疯狗浪”是不确定，

它受多种因素影响，无法被唯一客观概

率描画，但“疯狗浪”依然可预测——斐

迪南大公遇刺是偶然的，但大战非偶然；

大公不遇刺，战争仍会爆发。

决策者忽略“疯狗浪”，因为用望远

镜看不到它。而正确观察应包括三点：

首先，了解主要潜流；其次，关注两种或

更多潜流的相互作用；其三，在组织中

建立起对趋势的认识。书中还提出了

影响未来的十大潜流：人口增长、数字

经济、自动化、亚洲崛起、借款利率降

低、新兴技术、创新窗口关闭（创新成本

增加，中小企业创新难）、技术融合、数

字信用和新社会契约等。

应对“疯狗浪”，不离五原则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行为转变，作者

提出“ROGUE（意为‘疯狗浪’）”原则：R

即现实测试，O即组织力量，G即形成可

能的未来，U即揭开风险，E即实验。作

者进一步解释应对“疯狗浪”的五原则：

现实测试：人看到的常常不是事物
的本真。作者发现，品酒师只靠感官就

能准确说出上千种酒的产地，可见不需

全部信息，同样能得正解。秘诀是：设

定澄清度、颜色、挂杯、杯口和香气这五

个模糊指标，依据这五个指标，人就能

从混沌中获得判断力。

观察系统：人们不仅需要看到直接
影响，还要看到二阶、三阶影响。2007年

至2017年，美国口香糖销量下降15%，原

因是智能手机普及，人们等待时不再依

赖口香糖。马斯克在火箭昂贵时想到，

把材料加一起值多少钱？发现只占2%

的成本。如今，他将火箭加一次燃料的

价格，降到与747飞机加一次油差不多。

创造未来：大多数方案以当下为
先，如果能以未来为先，则成功率会提

高30%。想象最极致的成功和最极致的

失败，可避免“疯狗浪”。会不会描绘未

来蓝图，决定着方案的价值。

发现风险：“泰坦尼克号”沉没，一
个原因是运营它的白星航运公司正面

临竞争对手赶超，急需一次营销活动，

“永不沉没”的设计使它在其他方面极

其吝啬，没安装大功率水泵，落入了典

型误区——只看到一个层面的风险，忽

略了下一层面的风险。

实验：大多数实验是在证明自己的
偏见，或背上政治包袱，这让曾经最强

大的海洋国家葡萄牙错过了哥伦布、麦

哲伦，西班牙人却后来居上。

本书的第三部分着墨于文化变革，

提醒企业改善文化，鼓励实验。作者认

为，大多数企业中，员工一般都持旅鼠

式的蜂拥逻辑，也就是看身边人的行动

而行动，一旦遇到“疯狗浪”，便集体毁

灭。相比之下，章鱼的每个触手都独自

行动，适应环境能力惊人。驯化章鱼很

难，可给它一台相机，让它理解你的目

的，章鱼竟能迅速学会照相。作者建议

企业管理者，把企业文化建设从旅鼠模

式切换到章鱼模式，从传统的金字塔式

管理结构走向分众式、扁平化管理，以

使企业在未来更能应对“疯狗浪”危机。

企业想发展，先懂“疯狗浪”

作为通俗商业读物，本书有很强的

解决方案意识，清晰、明白、可应用。作

者指出，为应对“疯狗浪”，企业将牺牲

部分效率。效率来自常态，领导者容易

将注意力集中在可控领域中，但在联结

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中，不能只看常态，

忽略变态。

在20世纪，美国企业每七年会遭遇

一次“疯狗浪”。在今天，最大的危险不来

自竞争者、供应商或顾客，而是“疯狗浪”，

它不仅是挑战，也是机会。比如皮克斯公

司制作第一部3D电影《玩具总动员》时，

一度陷入困境——原剧本太烂，不得不重

拍，好在它一开始就采取模块化制作，重

写剧本后，四分之三场景仍可用，最终该

片在经典动漫中票房排名第七。遗憾的

是，许多著名企业倒在“疯狗浪”中，如以

“拍立得相机”闻名的宝丽金公司，很早便

转型影视，因坚持胶片而被淘汰；黑莓手

机过度关注安全诉求，败下阵来……

从历史上看，“蝴蝶效应”“黑天鹅”

极少发生，“灰犀牛”则相对容易应对。

而近百年来，“疯狗浪”对人类社会的冲

击日渐频繁。在全球化遭遇挫折、国际

环境日趋动荡的今天，每个企业都应了

解“疯狗浪”危机，不仅如此，每个组织

乃至个体也应了解它，如此方能逆流而

上，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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