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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看展深一度

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

遗成功，茶作为文化热点步入大众的视

野。经过两年策划，正于故宫博物院举

办的“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即以来

自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500余件

展品串联起人类数千年饮茶文明史，讲

述这片中国树叶的精彩故事。

故事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

地区。先民们发现了这种山茶科植物的

神奇功效，从此人类与茶的故事正式拉

开序幕。接下来的数千年中，中国人不

断改进制茶、食茶的技术与方法，最终形

成了六大茶类，并确立了以瀹饮为主流

的饮茶法。在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的同

时，茶也俘获了我们的心灵：它成为诗

人、画家的灵感来源；蕴含着融合之道的

茶文化成为中国式生活美学的重要维度

之一。然而茶的脚步并未停止于此，它

随着马帮、驼队与快剪船来到一个个新

的国度，并让那里的居民对它一见倾

心。下面让我们回到六千年前，故事的

起点……

【茶之源】

茶起源于中国。这里所说的“起

源”，不仅仅指中国是野生茶树的原产国

之一，亦指这里的人们最早发展出饮茶

习俗。展览用两组来自不同时期的茶叶

遗存展品，勾画出茶叶被人类发现及利

用的早期历史：一组展品是田螺山遗址

的茶树根，它的发现将中国人工栽培茶

树的历史上推至距今6000年。另一组

展品是发现于山东邹城邾国故城的一只

原始青瓷碗，内有经过煮泡的茶叶，是目

前已知世界最早的茶叶遗存。这两组考

古出土文物证实了中国的确是最早种

植、食用茶叶的国家。

尽管有关茶叶的最早记载出现于西

汉时期，“茶”字却到唐代才产生。在此

之前，用来指称茶的汉字是“荼”。“荼”的

本义是苦菜。到了唐代，为了区分茶与

苦菜，《开元文字音义》中将“荼”字减少

一横，专门用来指代茶；这种用法一直延

续到今天。展览中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

碗上有褐彩书“荼埦”两字，反映了在茶

刚刚具有自己专属名称的时代，“荼”

“茶”两字并用的情形。

【茶之饮】

取一撮茶叶放入茶壶，烧开水冲泡，

观察茶叶在水中上下沉浮、旗枪舒展，嗅

着沁人的香气慢慢品味，这是今天的我

们再熟悉不过的饮茶场景。然而，在中

国数千年的食茶史中，冲泡散茶不过是

近五百年间才出现的饮茶方法。在此之

前，饮茶，或者说“喫茶”，是一件颇要费

一些周章的事情。茶最初的食用方法称

作粥茶法，类似于今天煮菜粥：茶叶采来

制成饼状，喝之前将茶饼炙烤并捣碎，与

葱姜、橘子等一起烹调。

唐代流行的煎茶法基本步骤与汉晋

时期的粥茶法类似，只不过不再加葱姜

等佐料，并且所用器具及煮茶的步骤更

为讲究。煎煮之水需等待三沸：第一沸

即水中出现鱼目状气泡，此时加盐调味；

气泡如涌泉连珠则为第二沸，此时舀出

一瓢水，用竹筅搅动水面，并将茶末顺着

汤心投入鍑中；等鍑中之水若“腾波鼓

浪”则已到第三沸，需用舀出之水倒回鍑

中，称作“救沸育华”，“华”即茶汤表面漂

浮的泡沫。中国茶叶博物馆藏唐代白釉

茶具模型，由茶碾、风炉、鍑和一对托盏

组成，向我们展现了唐代碾茶、煎茶和饮

茶器具的样貌。

此次展览的明星展品之一——出土

于法门寺地宫的鎏金银茶器，由唐僖宗

施供给法门寺。茶具以錾刻或浮雕的飞

鸿、摩羯鱼、莲瓣等佛教艺术中常见的题

材装饰，器物通体为银色，纹饰处鎏金，

金与银交相辉映，形成极佳的视觉效

果。茶具套装中的玻璃托盏通体碧绿、

如水晶般剔透晶莹，茶汤注入其中有如

“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使饮茶不仅仅

停留在味觉享受的层面。这件托盏很可

能是萨珊波斯的工匠应中国买家的要求

定制的，是当时的顶级奢侈品。

宋代流行点茶之法，其与煎茶法的

区别在于不将茶末投入沸水中煎煮，而

是将茶末调膏于茶盏中，再用滚水冲

点。长治屈家庄村咸通六年唐墓出土的

邢窑白釉茶具组合中有一件执壶和一件

渣斗，是点茶必备的器具，说明在晚唐时

期点茶之法或已产生。

宋代留下了大量描绘点茶法的图像

和诗文，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宋

人饮茶的细节。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春

宴图》细致地描摹了为一场宴会备茶的

场景：燎炉上坐着侯汤的汤瓶，一侍僮正

将茶末舀入盏中。展览特别将此图卷与

图中类似的茶具并置在设计成宴桌样的

展柜中，观众可以想象自己是被邀请来

参加茶宴的客人。

点茶的精髓在于用茶筅击拂茶汤，

以形成“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乳花。

乳花是否沫饽均匀、持久不散是点茶成

功与否的标准，由此发展出了一项极富

观赏性且颇有雅趣的活动——斗茶。想

要在斗茶中胜出有许多秘诀：首先茶末

要研细，甚至如“飞雪轻”；要“熁盏令

热”，以避免注入开水时降温；调膏之后

需冲点七次，边冲调边用茶筅击拂，要轻

重得当，茶才能“发立”，形成乳浊状。当

茶汤“乳雾汹涌”且“周回旋而不动”，就

达到了“咬盏”的状态。汤花最持久、最

后出现水痕者，即是斗茶的赢家。斗茶

之要，不仅在于茶佳水美、手法得当，茶

具的精好也是关键，尤其是茶盏。由于

乳花是白色，因此衬托茶色的黑釉盏更

受欢迎，“兔毫”“油滴”“鹧鸪”等则是其

中的名品。而青瓷、白瓷盏因其如冰类

玉，亦有喜爱者。不论是“香凝翠发云生

脚”，还是“轻旋薄冰盛绿云”，宋人用最

美好的意象歌咏茶，使饮茶活动上升到

了艺术的高度。

尽管唐宋时期流行煎点团茶，饮散

茶的传统其实一直存在。明太祖下令

“废团兴散”，从此烹煮或直接冲泡散茶

的瀹茶法成为主流，直到今天。这是饮

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既是饮茶方式

的简化，也是味觉的革新：从此茶人更加注

重茶的本真之味。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

茶具的形态也随之改变。煎茶用的铫、点

茶用的汤瓶被器身较矮的短流茶壶替

代；便于观察乳花的侈口茶盏与盏托被

小盏及盖碗取代。今天我们的饮茶方式

和茶具仍然在延续着明代以来的传统。

【茶之道】

中国人嗜茶，不仅制茶、备茶、饮茶

讲究，还发展出了发达、系统的饮茶理论

与以饮茶为核心的生活美学。历代产生

的大量关于茶的著述以及文学、艺术作

品表明，茶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与艺术

史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以茶为中心

的理论与美学建构，使得饮茶不仅仅只

是味觉感受的满足，而是上升到了“道”

的层面。

陆羽并不是第一个饮茶的人，但他

的《茶经》却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讨论茶

的专著，并从此开启了为茶著书立说的

传统。陆羽一生未曾仕宦，却因茶名垂

青史，被尊为“茶圣”。据《唐国史补》记

载，在《茶经》成书后仅半个世纪，茶商就

已烧造陆羽像祀为茶神。出土于巩义司

马家族墓的这组三彩模型，各种茶具齐

备，风炉旁的坐俑很可能就是陆羽像。

宋代是“全民饮茶”的时代，人人都

为茶着迷，就连皇帝都专门写了一部《茶

论》来讨论饮茶，士大夫为茶写作者更是

不胜枚举。作为宋四家之一、因书法而

闻名的蔡襄，在茶文化史上也是一位重

要的人物。蔡襄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期

间，以建州凤凰山北苑贡茶院茶芽为原

料，创制了小龙团茶。小龙团茶因工艺

复杂、产量极低而极其贵重，二十饼重一

斤，值黄金二两，令欧阳修生出“金可有，

而茶不可得”的感慨。蔡襄还善于论茶，

其著作《茶录》，上篇论茶，下篇论器，详

述贡茶的制作工艺、茶的品评标准和烹

茶用器。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作为四般闲

事之一的茶，不仅是雅致生活中的组成

部分，更是文人之间唱和、交游的重要媒

介。展览用两幅与茶相关的绘画作品向

观众展示了明代吴门文人以茶会友的风

尚。正德十三年，文徵明与朋友蔡羽等

六人在无锡惠山登高品泉，赋诗唱和。

这次茶会被文徵明以图像的形式记录在

他的《惠山茶会图》中：画面中心两文士

在亭中静坐观泉，一旁的朱红茶台上陈

列着茶盏、水瓮等茶器，点出了此次雅集

的主题。另一幅作品《事茗图》是唐寅为

一陈姓友人绘制的别号图，此人因酷爱

饮茶而得此“事茗”别号。画前有文徵明

所题引首，卷后有唐寅友人陆粲所作跋

文，吴门文士间的交往都在这一幅画中

得到了体现。

【茶之路】

茶源自中国，却享誉世界。这片来

自东方的神奇树叶，伴着清越的驼铃声

穿越戈壁、在汹涌的波涛中漂洋过海，丰

富了世界各地的饮食与文化。茶叶的贸

易催生出茶马古道、海上茶路等与丝绸

之路齐名的贸易商道。随着茶叶一同远

播海外的还有茶器与茶文化，在日本、英

国等嗜茶国度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

饮茶仪式与文化。茶从中国向世界的传

播，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缩影。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被视作兵之根

本。中原王朝每年都要从西域或吐蕃购

买良马，而用来市马的商品则是游牧部

族视作生活必需品的茶。茶马互市至迟

在唐代已出现；宋代确立了国家专营茶

叶的榷茶制度，并在四川设立茶马司，掌

管川茶与西南少数民族马匹的交易。来

自四川、湖南等地的团茶，在数月的跋涉

中持续发酵，味道变得醇厚浓郁，与酥

油、牛乳等同煮味道极佳，且具有化解油

腻的功效。随着满族入主中原，奶茶等

少数民族创造的茶饮形式也进入清朝宫

廷，成为庆典、筵宴、围猎等国事活动的

组成部分，并催生出了多穆壶、奶茶碗等

新的饮茶器具。

九世纪初，遣唐僧最澄和空海将中

土佛法带到了日本，随佛法一同传入的，

还有茶。但饮茶风尚只在日本上层社会

经历了短暂的流行便归于沉寂。直至十

二世纪末，荣西禅师从南宋学成归国，广布

禅理护国并教导民众以茶养生，饮茶之风

才再度复兴并风靡日本。经过战国时代数

代茶人的探索与创造，饮茶成为融合自然、

哲学与宗教的综合性艺术，最终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另一条海上茶路则

向西延伸，将茶叶带到欧洲与非洲。十

六世纪，欧洲人开始接触到这种“能防止

积食的药草”，并迅速被这种神奇的饮料

征服。其中英国人对茶尤其钟情，社会

各阶层均嗜好饮茶，茶替代咖啡成为了

“国民饮料”。源自于上流社会的下午茶

本是用来缓解因早餐与晚餐间隔过长而

产生的饥饿感，后来演变为重要的社交

活动，并成为英国文化的代表之一。

茶在欧亚大陆上传播的历史最早可

追溯至六世纪。十七世纪，万里茶道——

一条承担着中俄之间茶叶贸易与运输的

商路出现了。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通道，

南起福建等中国东南地区茶叶产地，向

西、北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终点则是莫

斯科附近的商品集散地。随着饮茶风俗

在俄罗斯被普遍接受，一种适应俄罗斯

寒冷天气和传统习俗的茶具——茶炊被

发明出来。在俄国人心中，烧着晚茶、咝

咝作响的茶炊就是家和温暖的象征；即

使在最寒冷的冬夜，滚烫而香气馥郁的

茶汤总能给人带来一丝慰藉与暖意。

今天，在这颗星球上的任何一个有

人类生存的角落几乎都能够看到茶的身

影。这片源自山林中的普通树叶，征服

了人类的味蕾与心灵，成为当今世界三

大饮料之一。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想象

一个没有茶出现过的世界。茶深刻地塑

造了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历史的一部分。改变世界的中国饮

品的故事，还在继续。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青年学者）

征服世界的中国树叶
郑欣荻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几个大城市美
展不断，人们的观展热情却冷热不均。

最能引爆大众兴趣点的，无一例外
由西方“巨匠”领衔。近日分别官宣的
“对话达 · 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
学艺术特展”和国内首个卡拉瓦乔主题
展“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拉满人们
的期待值。这已经不是国内的美展第
一次聚焦文艺复兴，单单今年我们也数
不清是第几次“邂逅”西方艺术巨匠
了。能在家门口一睹西方名作，花费不
多，省时省力，多么难得的机会和福利！

别说我们，其他国家的观众也对西
方那三五百年的艺术有所偏爱。十多
年前，笔者参观日本上野美术馆时，恰
逢马蒂斯和野兽主义作品展，人山人海
的情景与今天别无二致。

引进西方巨匠的艺术作品很重要，
毕竟即便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非专
业观众也不一定能准确讲出“文艺复兴
三杰”的名字，亦或知晓笔触丰富，色彩
斑斓的“睡莲”到底出自莫奈还是梵高
之手。经典的西方大师展，有，且很有

必要继续引进。
但我们也应该看看当下。
当下的美术馆，特别是民营美术馆

经过大浪淘沙后，能清晰看到其逐渐规
范并发展壮大的轨迹。这些大大小小的
美术馆凭借自身实力和政府扶持，从馆
际交流到基金会合作到个人藏家联手，动
足了脑筋盘活资源，对接艺术展和公众，
为丰富人们的艺术生活而努力。但在经
营策略上，却很难脱离让西方巨匠站台，
提高关注度、打响知名度的套路。虽然
美术馆们也在不遗余力组织当代艺术
家办展，可许多展览仍免不了开幕式热
热闹闹，过后冷冷清清的尴尬。

西方大师展轻而易举便能收获关
注，增加经济效益。而当代艺术展人
气不高，是不是美术馆就可以忽视或草
率为之呢？笔者认为，美术馆非但不应
厚此薄彼，还得加大力度推介后者。
当下，普通观众显然对当代艺术的认知
不足。曾几何时，艺博会、双年展或是
蔡国强、徐冰等国际级当代艺术家大
展，都在非专业观众中掀起过观看热

潮。但是对当代艺术的不理解，没共
鸣，使观众对此类展览难以持续保持热
情。在许多观众眼里，当代艺术似乎总
在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前些年外滩美
术馆的“共此时”展览上，观众难以进入
到艺术家建构的语境，“看不懂展览”
“展览在说什么”“为什么展品这么少”
是他们的普遍反映。也有不少人不自
觉将其与潮流艺术或数字艺术画上等
号。仿佛作品色彩不够鲜艳，表现不够
夸张，冲击不够强，就不算艺术；形式不
够多样，声光电不够绚烂，便不足以令
人惊叹。因为不理解，观众看当代艺术
时不来劲，即使展览门票仅需三五十
元，也鲜有观众趋之若鹜；如若免费，那
也只是娱乐生活的配料，匆匆一瞥，走
过路过。

提升观众对当代艺术的认识，绝不
能仅靠学校美术教育。事实上，本土当
代艺术的起飞，本地画廊和美术馆是不
可或缺的双翼。在国外，画廊于这方面
的作用较之美术馆更为重要。但以中
国大陆地区现阶段的艺术市场生态来

看，本土画廊很难肩负起有效且大规模
向公众推广当代艺术的重任。反而是近
几年在人们将看展视为一大文化活动之
后而得到不断繁衍扩大的大大小小的
美术馆，能够也应当肩负起这个责任。

如果单从数量上看，现下的当代艺
术展似乎不少，隔三岔五便有展览开
幕，但其中具有较高含金量的占多少？
一些美术馆找来一位或几位风格相似的
画家，把画作潦草一挂，毫无布展策略和
脉络梳理，颇有填补档期之嫌。这类缺
乏精心策划和学术理念的展览，既然作
品随便挂挂，也无怪乎观众走马观花
了。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学术能
力较弱、资源不够丰富的民营美术馆
或非营利机构中，一些公立美术馆也时
常“为展而展”，开幕约等于闭幕，实在
浪费。

较之需要考虑盈利压力的其他展
览机构，公立美术馆的资金压力显然小
了许多，不遗余力推广当代艺术，可谓
不可回避的职责所在。比如西班牙马
德里的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作为

国家级展馆，虽说也展出毕加索、达利、
米罗，但更多的是本国当代艺术家的作
品。雕塑、绘画、设计、建筑、摄影，应有
尽有，从中可以看到西班牙艺术从现代
至当代的发展脉络。

拥有完善健全营运机制和学术团
队的公立美术馆，理应首先进一步挖掘
当代艺术资源，以最精妙最有吸引力的
方式展示当代艺术的姿态。比如上海
当代艺术博物馆曾以“中国当代艺术收
藏展系列”等方式，把中国优秀艺术家
推向大众，建构起值得借鉴的范式。另
一方面，公立美术馆公教活动的头部效
应非常明显。若善于利用公教活动，配
合精心打造的展览，让观众体会到当代
艺术的魅力，将会使人们的关注点进一
步引向当代展览。事实上，即便如上海
龙美术馆这样的民营美术馆，几年前也
曾推出过“詹姆斯 ·特瑞尔回顾展”“安
东尼 ·葛姆雷：静止中移动”“路易丝 ·布
尔乔亚：永恒的丝线”这样颇为引人瞩
目的高质量当代艺术大展。

当代艺术不是没有好作品，不能低

估它们对公众艺术素养的提升作用。
如果大家总习惯于在街角遇见大众艺
术，在萌、酷、仙、另类、好玩中释放快节
奏生活的压力，寻找自我，释放个性，那
么我们将进一步丧失在有深度的当代
艺术作品面前品读艺术、感悟人生、冥
想万物、思考哲理的可能。当代艺术展
能否挖空心思招揽观众，来平衡与西方
大师展相比在参观人数上的“逆差”？
通过展览能否真正提升整个社会对当
代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能力？这是国内
各级各类展馆需要思考的。

展馆不仅要坚持策划当代艺术展，
还得投入更多精力与资本，把它们做得
好，做得高，做得妙。只有不断坚持办
展，持续推广，高质量的当代艺术才有
机会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
一旦观众对当代艺术的热爱被美术馆
点燃而带动相关消费，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用双向奔赴，馆方还怕没有出路吗？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上海大学副
教授）

离开西方“巨匠”，美展不妨看看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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