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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训佐：书法的创作与鉴赏

周末闲暇，常去济南的英雄山和药王楼文化市场
转转，前些年叫做“淘宝”或者“捡漏”，现在已经被训练
出来了，轻易不敢出手，当然，出手必上当。先说酒，老酒
好喝，陈酿有味，于是，这里就冒出批量的所谓老酒陈
酿，讨价还价买一瓶回家打开一闻，不要说陈香，自来
水的味道都没有退去。再说茶，以老普洱居多，在完全
臆造的老包装之下，卖家不断重复着听上去似乎还有
些道理的故事。其中之一：这是在我们老县长的家里收
到的，他准备搬家，处理一批老东西，老普洱只有这三
包，是1949年进城时从地主家里缴获的，一直没舍得喝，
保存至今。其中之二，这包老普洱是我哥在台湾买的，
是1949年一个国军老兵到台湾时带去的，台湾哪有喝这
个的，就一直放到现在……总有人相信，一个上午，老
普洱就卖没了。花点冤枉钱无所谓，怕的是不懂茶买回
去真的喝起来，喝出毛病得不偿失。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从喝茶到品茶，再到茶具
茶艺茶道，留下了很多值得收藏把玩的茶宝贝。《茶经》
中有《茶经·二之具》和《茶经·四之器》，具，主要指采茶
制茶的工具。古代采茶的用具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只竹
篮，叫做“籝”，通常还被解释为放筷的竹编笼子，估计样
子也差不了多少。陆羽时代都是茶饼，像今天的普洱茶
饼，为的是便于存放和运输。制作茶饼一个是需要蒸茶
用的灶，即锅灶，釜，就是铁锅，还有蒸笼、叉子之类的辅
助用具。茶树叶经过蒸青之后，再进行“捣”，茶叶碎烂，
装进模具紧压成饼。饼茶成型，但水分很高，需要人工
干燥——— 烘焙。烘茶的工具就是焙，烘的方法是把茶饼

串起来：“茶之半干，升下棚；全干，升上棚”。道理犹如农
村烤黄烟叶，形式像今天露天烧烤的羊肉串，烘焙完毕
即可储存了。这些采茶制茶的工具，留存下来的并不
多，即使在茶叶博物馆看到的也是复制品。工具本身不
易保存容易毁损是其一，还有就是随着采茶制茶半机
械化、机械化、程序化的发展，如此简单的工具失去实
用意义，慢慢消失了。现在很多茶品都标有“纯手工制
作”的字样，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多大的比例而已。

器，则是煮茶和饮茶的用具，《茶经》列举了28种，主
要分为生火用具、煮茶用具、量茶取水的用具，还有饮
茶、摆设、清洁用具。如今经常看到的就是茶壶、茶碗、茶
罐了，其他成为摆设了。陆羽时代所说的煮茶其实就是
我们今天用茶壶沏茶，也叫冲茶、泡茶，茶具的品质与
茶汤的汤质关系紧密。唐代的陆羽说“青则益茶”、“越瓷
青而茶色绿”，他喜欢用青瓷碗冲茶。到了宋代，茶碗的
色泽从青变成黑，《大观茶论》有“盏色贵青黑”之说。明
代又从黑突变到白，“茶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
茶色，次之”。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散茶的普及，瓷茶壶和
紫砂壶成为饮者新宠，至今不衰，茶器的收藏亦是以此
为热点，以紫砂壶价最高，量最大，参入的人最多。

以云南普洱茶为代表的茶叶收藏，这些年被炒得
热火朝天，甚至出现了天价。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普洱
茶都可以藏起来，普洱茶也不是在什么地方都适合收
藏。从其基本的茶性讲，普洱茶属于黑茶的一种，为后
发酵茶，中国独有。黑茶的原料比较粗拉，多是一芽五
六个叶，梗茎粗长，成品茶叶色呈现黑褐色，被叫做黑
茶。云南普洱茶是黑茶的一种，主要生产地区是思茅，
就是现在改名叫做普洱的地方。此茶以大叶种茶树鲜
叶制成的晒青毛茶通过发酵而成，分散茶和紧压茶(茶
饼)，散茶外形条索粗壮肥大，色泽乌润红褐，紧压茶又
有方形、砖型、圆扁形、碗形。普洱茶等黑茶主要销往边
远地区，如西藏、新疆、蒙古，以及西亚各地，那时候的交
通十分不便，都是用马驮着走几十天甚至更长，才到达
目的地。所以，便于储藏和运输，是黑茶类的特点。因于
此，普洱茶的收藏需要相应的收藏条件，云南地处云贵
高原，气候凉爽干燥，喜饮普洱茶的广大地区也同样具
有这样的气候条件。现在有一些所谓回流普洱茶，多是
来自香港、台湾以及南亚各地，而且年份久长，被茶叶
收藏者和喝茶高人视为臻品。殊不知，上述地区恰恰不
适合普洱茶的储藏，更不能长期存放，道理很简单，就
是气候迥异，在那样的天气条件下普洱茶会变质，首先
是发霉，其后是散味。

喜欢喝酒又掌握了一些酿酒知识的人知道，高度
白酒品质最好的时期在出厂后的三到五年，好酒要在
这期间喝了，再放品质就会逐年下降。普洱茶之类的黑
茶和部分老茶也需要三到五年的储存，达到这个年份
内香外溢，味醇色正，营养释放。超过这个时间，就会干
燥、味淡、色重，储藏不当者还会发霉变质。因而，
茶收藏爱好者，要先给自己这方面足够营养，然后
是辨伪存真，去粗取精，适量收藏。某个周末，在济
南药王楼古玩市场看到了几小件与茶有关的物
品，一个是民国时期的礼品茶纸壳包装盒，品相上
好，并不多见。卖家张口200元，这么贵，我话音未
落，卖家开说了，你不懂，现在茶文化兴盛，相关的物件
一天一个价。卖家接着说，你没看齐鲁晚报刊登的茶文
化专栏吗？人家手上还拿着一张齐鲁晚报，本专栏“问
茶齐鲁”被红笔圈了起来。我赶紧递上200元，往自己挖

的这个大坑里填上
一把土，溜之乎也，
自作自受呗。

所谓收藏，历
来就是一个愿打愿
挨的事，收藏茶文
化亦如此。

书法热的持续不衰使它成了近二十
年来显豁的文化景观。的确，对当下的中
国人而言，书法不仅仅是一种专业、职业、
爱好，更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那么，到
底应该如何为书法定位？有人认为书法是

“器”，是末技小道，是纯粹的载体，但更多
的学者从传统的“载道”情结出发，将书法
视为与“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密切相关
的神圣的艺术门类，如熊秉明先生就认为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学习书法的起点自然是临帖，这是千
百年来人们遵循的一条切入书法创作的
必由之路，并且在常规下又以楷书为具体
的切入点。启功先生曾经以他特有的诙谐
口吻调侃：“许多人看到古代的字先有篆，
到汉代有隶，魏晋以后有楷，有草，有行，
于是有误说：认为凡是古代的字的风格就
是高的，后来发展的字就是低的、俗的，甚
至不高的、不雅的、没有价值的。有人说，
学写字必须先有根底，先学篆，篆字好看
了再学隶，隶学好了再学楷……那么我们
请问，什么时候有的篆？比篆还早的是结
绳记事，那你学篆还得先学结扣。”(《启功
给你讲书法》)

因为本着世间任何事物都须追本溯
源的常理，书法的学习似乎也应该从具有
本源性质的篆书开始。但殊不知对今人而
言篆书已是相当古奥的一种书体了，如没
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恐怕连识读都无从
谈起，遑论临习？而楷书则不同，它是至今

仍在使用的书体，并且在书法史上对基本
技法的提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点画
的用笔方式和结构的经营得到了最为明
晰的规定。原先涵容在篆隶中用笔率意
或单一而不是十分凸显、丰富的提按在
经过洗练放大后，变得更加坚实；原先
在行草中因高度的艺术自由而显得飘忽
不定的构形，在经过磨砺后，变得安详
而稳固。这些基本特征的确定，使楷书
毫无悬念地承担了书法艺术逻辑起点的
角色。因此，楷书虽属后起的书体，但
却具有模块与典型的意义。选择自己钟
情的经典书家作为临习的对象这对日后

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如颜真卿，追随者
甚多，除了他人格的伟岸、艺术气象的雍
穆等诸多因素外，与他在楷行草几方面皆
有重大建树从而便于学习、转化也密不可
分。

如果说临帖是“入”，是解决艺术上
“我从何处来”的问题，即确立艺术的血
统，那么创变则是“出”，即解决“我往何处
去”的问题。一个书家如果无条件地为依
傍的对象所制约，那么典范的力量便会成
为难以破解的茧子，追随者自然会成为一
个“影子书家”。许多功力甚深但缺乏艺术
个性的书家陷入的就是这样的泥淖。因
此，创变成了书家重要的命题。历史上王
铎则是成功的范例。王氏契古甚深，但在
诸多的经典书家中，最心仪二王和颜米，
而后者对他艺术基本面貌的形成尤具决
定性的意义，使他们在敢于进行艺术的历
险这一层面上，成为同一类型的书家，因
此，颜米携手，可谓天造地设，水到渠成。
在此基础上，王铎又将之复杂化，形成了
自己特有的“繁富”之美——— 尽管有人对
之颇有微词，但毕竟瑕不掩瑜，后人对其
趋之若鹜即是明证。而今之书家则以魏启
后先生为楷模。其书之基本元素是简牍和
米芾，前者于古拙中激荡着淋漓的混元之
气，后者亦时常于放诞不羁中焕发出惊世
骇俗的视觉冲击力，魏老将之嫁接在一
起，并对一些标志性的特征进行更强烈的
艺术夸张，从而形成了特有的魏体书法。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每周邀
请一位省内文艺界专家举办讲座。7月12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省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郑训佐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分享“书法的创作与鉴赏”。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该征文截止日期推延至9月30日，
欢迎继续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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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一个微笑……【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信子

我随“蛟龙”去探海(之一)【走南闯北山东人】

□许 晨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从动议采访写作“蛟龙”号开始，我就

渴望并计划着跟随其出海一次。因为对于
一个当代有作为的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
作家来说，要想写好一部作品，深入生活
一线的切身体验太重要了。经过努力争
取，得到了国家海洋局、中国大洋协会等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蛟龙”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7000米
级载人潜水器，是国家“863”高科技重大项
目，历经十年，于2012年6月24日在马里亚
纳海沟创造了下潜深海7000米的世界纪
录，使我国具备了在全球99 . 8%的海洋深
处开展科学研究、资源勘探的能力。恰恰
就在这一天，我国神舟九号飞船也实现了
与天宫一号空间站手控对接的壮举。炎黄
子孙“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梦想一
齐变为现实！这不是巧合，而是勤劳智慧
勇敢的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为宏伟
而美丽的“中国梦”艰苦奋斗的必然。创造
这一伟业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又是怎样
迎风踏浪走向深海大洋的？世人应该知
晓，作家有责任去体验去创作。

2014年5月25日，中国大洋协会、国家
深海基地在北京召开了2014年-2015年蛟
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中国大洋第35航次)

协调会，明确了科考任务和人员名单。我
荣幸地出席会议并被批准参加第一航段
科考项目，成为亲临“蛟龙探海”现场的中
国作家第一人。6月中旬，我应邀出席在浙

江岱山举办的全国海洋文学大赛颁奖典
礼，遇到了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叶梅女
士，她得知我即将随“蛟龙”号远航，给予
了深深的祝福后说：“我给你总结了三个

‘难’字，就是难得，难熬，难忘。一是难得
的机会。许多作家想去，只有你是幸运的，
一定要珍惜啊！二是难熬的过程。走向太
平洋几十天，开始新鲜，慢慢会感到枯燥
乏味，还可能会遇到台风大浪，你要坚持
住。三是难忘的经历。等到战胜所有困难，
安全回来后，这就是一段永生难忘的珍贵
回忆。潜心思考，会写出一部佳作来的。”

这话说得太好了！我铭记在心。
6月21日上午十点，随着一声长长的

汽笛，向阳红09船缓缓驶离了青岛港，我
和几位船员站在母船栏杆前，与岸上送行
的人们挥手告别。甲板上高高的五星红旗
在海风中猎猎飘扬着，尖尖的船首像一页
犁铧劈开万顷碧波，飞溅起两道雪白的浪
花涌向船后。几只海鸥尖叫着飞过来，好
似依依不舍的亲友，送了一程又一程。啊！
再见了，青岛；再见了，陆地！虽说是第一
次登船出海，而且是远航。我却没有一点
不适感，沉浸在一种高度的兴奋之中。

按计划，工作母船搭载“蛟龙”号于6

月25日出征第一航段。负责研制维护的中
船重工集团将举行一个送行仪式和蛟龙
号“吉祥物”发布会。一大早，我们穿上印
有吉祥物图案的白色T恤衫，蓝色工装裤，
纷纷跳上岸去，站在标有“欢送蛟龙号”和

一个硕大蛟龙卡通形象的背景板前，照相
留念。母船也拉起了一条横幅：牢记祖国
和人民重托，坚决完成中国大洋35航次蛟
龙号载人深潜科考任务。9时整，天空飘起
了小雨，送行仪式开始了。主持人特别介
绍了蛟龙号的卡通形象：一只可爱的红白
相间的小龙图案，睁着大眼睛，头上竖着
两只角，取名“龙龙”。他说：我们的“龙龙”
一出现，天就下起了喜雨。蛟龙在雨中出
征，预示着如龙得水，凯旋成功。

这时，全体科考队员都已上了船，按照
海试指挥部和临时党委的安排，在面向码头
的左舷甲板上站成一排——— 这在海军称为

“站坡”，即军舰出海，官兵依次列队告别。现
在，我们也是这样，身着统一服装，手里挥舞
着小旗，向岸上送行的人们致意。

“呜——— ”，汽笛一声长鸣，向阳红09船
撤梯、解缆、启动，缓缓驶离了苏南国际码
头。

正值落潮时分，轮船越驶越快，沿江
顺流而下，直奔长江口而去。风雨也越来
越大了，江风劲吹，浑黄色的江水波翻浪
涌。前方，辽阔的南海、浩瀚的太平洋在等
待着我们。站在甲板栏杆前，江风吹动着
我的发梢，一阵清凉沁入心脾，可我的胸
怀却越来越热：真正的大洋考验即将开
始，蛟龙入海的壮举再次上演，那将是一
幕幕动人心魄的活剧。祖国母亲，你的海
洋科考儿女将像前几次海试一样，一定
会给你交上一份优秀的答卷！

年幼时，家境清贫，为了能让我们读
书，吃上饱饭，父亲母亲拼命在田间地头
劳作，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身体严重透
支，导致了现在一身的伤痛。因为我们，母
亲付出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因为我们，父
亲付出了他的时间和身体，他们正在一年
年老去，两鬓斑白的银丝告诉我们他们此
刻最缺的就是温暖。

在陌生的城市条件稍好起来之后，我
把父母接到了自己身边。母亲年纪大了，
渐渐有了些小毛病，比如喜欢唠叨。比如
中午回家吃饭晚了，母亲便会不停地重
复：“要早点回来吃饭，回来晚了饭菜都凉了
吃了对胃不好，你现在年轻，等你老了胃不
舒服你就知道了……”母亲的话不无道理，
但有时的确不是故意晚回来，可能是路上
交通造成的，也可能是手头上有事一时之
间走不开，还有可能今天有饭桌文化，推脱
不开。我有我的难处，母亲有母亲的道理，这

个时候我会轻轻地给母亲一个微笑，并保
证下次一定准点回来吃饭。母亲假装生气
地说：“六月里的沙漠，定了性，骂你还笑！”
其实我知道，她嘴上生气，心里可不生气，
只是因为太爱我而担心我。

母亲最近几天有点情绪低落，原因是她
感冒了，咳嗽得厉害，躺在床上下不了床。见
我下班回来就对我说：“妈老了，不中用了，一
点小感冒就要上医院，唉！”还没说完就开始
叹气，我轻轻地走到床边，伸出双手轻轻地
拥抱她，笑着说：“您算厉害的了，我一个同事
感冒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院后两个星期
才好，你这才咳两天，说不准明儿就好了！”

“真的？”母亲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当然是
真的啦！您不记得上次我感冒了，也拖了十
天八天才好的吗？”听完我的话，母亲似乎一
下子轻松了许多。配合医生的药物，母亲的
感冒不到一个星期就基本康复了。

光阴在流光逝水间远去，当我们长大

成人的同时，父母也已经垂垂老矣！轻轻
的一声问候，轻轻的一个微笑，轻轻的一
个拥抱，不需要过多华丽的言语，也不需
要多么灿烂的笑容，更不需要带着色彩的
拥抱，因为他们是我们最亲的父母。感恩
父母，让他们在年老之时有我们在身边陪
伴，给他们家的温暖和爱的力量，是我们
报答父母唯一的选择。

【问茶齐鲁之三十七】

收藏茶文化
□许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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