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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诸葛忆兵以独特的视角，在
其新作《宋词说宋史》中作出了清
晰的诠释。全书分十六章，每章以
一首宋词的解读为引子，对宋代
社会的诸多方面如科举制度、基
本国策、官制与党争、对外战争以
及都市经济等，作了细致生动的
描述，使人于欣赏宋词之际，不知
不觉又掌握了相关历史知识，而
这些背景知识对于更深刻立体地
理解宋词，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
助推作用。

这些宋词，从写作风格上看，
有 豪 放 旷 达 的《念 奴 娇·赤 壁 怀
古》，壮怀激烈的《满江红·怒发冲
冠》，也有沉郁雄浑的《渔家傲·秋
思》，细腻婉约的《一剪梅·红藕香
残玉簟秋》。从写作题材上看，有
反映宋代都市经济的《望海潮·东
南形胜》，表现“元祐党争”的《虞
美人·宜州见梅作》；也有展现社
会风习的《少年游·并刀如水》，表

达个人情感的《鹧鸪天·小令尊前
见玉箫》等等。通过这些脍炙人口
的作品，苏轼、范仲淹、黄庭坚、李
清照、柳永、周邦彦、岳飞等一代
词人，或发幽古之思情，或抒炙烈
爱国情怀，或托物言志，表达对美
好生活的不尽向往，或借景生情，
展示壮志在胸的人生襟怀。这些
词作，虽然创作于不同的历史时
期，思想主题、艺术手法、写作背
景也不尽相同，但是，这 16 首异
彩纷呈的宋词，依然以深邃隽永
的思想美，精深悠远的意境美，朗
朗上口的词赋美，张驰有度的音
律美，赢得了后世的喜爱。人们通
过他们赋有独特性的文学表达，
可以管中窥豹地对宋朝的历史、
文化、政治、军事等概貌，有了一
个提纲挈领的认识。

虽然，这些词作留给普通读
者的元初印象，更多的收获大抵
在 于 它 的 思 想 意 义 和 文 学 价 值
上。但是，独具审美情趣的诸葛忆

兵，还是从中看到了它的另一重
意味。那就是用文学观和历史观
并重的治学方法，完全可以从具
有时代特色和经典性的文学作品
中，去开掘历史长河，啜饮大咖的
思想甘霜，在探幽访古中找到一
条洞悉历史的别样路径。于是，循
着这种思路，诸葛忆兵在文中的
阐述，就不单单聚焦每一首宋词
的内外在涵义，讲出其经典的文
学意义，还把更多的笔墨，指向于
北宋和南宋三百多年宏阔历史的
叙写上。从而，通过这种独特的诠
释，我们不但能领略到宋词的翩翩
风采，一窥苏轼等宋词大家们的精
神境界。更重要的是，凭借诸葛忆
兵点睛式的解读，由一阙短小的词
赋，亦能从中读出一幕幕千转百回
的宋史，触及到博大精深的文明脉
胳，这样的文学体念和新潮讲史，
恐怕远比单纯的文学讲解和枯燥
的史料剖析，更富有韵味。

捧读或潇洒或奔放或缠绵或

悱恻的千年宋词，循着诸葛忆兵
的导引，沉浸在大漠风烟直的边
塞风光里，为将士们戍边卫国的
英雄情怀点赞。跟随他探幽访古
的跋涉脚步，在抚今追昔中体会
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深蕴。读那一
曲曲深情款款的小令，为宋王朝
淳朴的民风社风击节。品荡气回
肠的军中词，为“渴饮匈奴血”的
满腔赤诚高歌。读着吟着，不仅对
那些流传至今的不朽宋词，有了
深 刻 的 认 识 ，而 且 ，在 心 灵 共 振
中，对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
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一语，更
是有了深切的情感认同。

悠悠宋词，叙说着宋王朝的
兴亡更替，也叙说着中华民族蔚
为大观的古老文明。缅怀这段历
史，是为了留存民族的共同记忆，
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在砥砺前
行的征程中，用最美的中国声音，
讲出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

南宋末年，禅宗的临济宗一派
的点茶礼仪，被东渡僧从径山寺
带到日本。于是，日本有了茶道，
它以“和敬清寂”四字，成为融宗
教、哲学、伦理、美学为一体的文
化艺术活动。它的礼仪非常严格，
也非常富有禅味。日本茶人以日
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为基础，建
立了绝对和平的、充满人间之爱的
殿堂。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期最重要
的人物之一冈仓天心致力于保存
和发扬日本传统艺术和美学，他认
为茶道是日常生活的艺术，是一场
心的交流与美的盛筵，甚至是对美
的信仰。本质上，茶道是一种不对
称的崇拜，是在众人皆知不可能完
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完美而
进行的温柔试探。

冈仓天心所著的《茶之书》用
英文写就，1906 年在美国出版。作
者以清雅隽永的文笔和浓厚的文

人气息，带领读者进入日本传统
美学的精髓即茶道。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 2022 年 3 月出版的《茶之
书》插图珍藏版，在英文原版基础
上翻译，结合日本古典美学，力图
还原冈仓天心构造的茶道世界。
本书包括“一碗见人性”等七章，
以茶道为切入口，以诗意纯净的
语言，条分缕析地剖陈日本古典
美学的精髓。本书认为，茶不止是
单纯的饮料，而是一种东方精神
的代表。附录中，本书还提供了关
于冈仓天心的小传及大事年表、
日本的茶道宗师和流派，有助于
我们更加明白这本散发诗意和哲
思的百年茶道经典。

陆羽的《茶经》将普通茶事升
格为一种美妙的艺术，推动了中
国茶文化的发展。冈仓天心的《茶
之书》通过茶道的产生、流传、仪
式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来解释

日本的生活艺术和审美观，为西
方人理解东方文化及艺术之美打
开了一道迷人的回廊。譬如在《一
碗见人性》中，作者谈到茶代表着
东方民族的真谛，它的信徒出身
不论贵贱，都能从中获得不俗的
贵族气质。日本人从家具摆设到
生活习惯，从穿着打扮到烹调饮
食，瓷器、漆器、绘画，乃至本土文
学，无一不受到茶道的影响，任何
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也都无法忽
略它的存在。

武士道是日本人“死的艺术”，
而茶道是日本人“生的艺术”。作
者指出，茶道大师在艺术领域的
地位举足轻重，然而若与他们对
日常生活的影响相比，便显得微
不足道了。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
的谆谆教导，茶已经进入了每个
日本人的生活。妙玉曾说，“一杯
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

便是饮牛饮骡了。”这是有“道”蕴
含其中的，而我们今人随意饮茶，
其实是已经离“道”甚远了，有日
常生活，却没有艺术。冈仓天心发
现，东西方平等的对话与共通的
人情，可以在一个小小的茶碗中
展开。茶道成为惟一一个得到世
界普遍尊重的亚洲仪式。

人生喜乐只需这小小一杯，泪
水很快便会充溢其中，而对永恒
难以抑制的渴求，让我们能轻易
地将其一饮而尽。这不仅仅是一
本茶之书，也是一本散发着诗意
哲思的美之书，更是一本蕴含着
人之大道的思想之书。在这本书
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体悟，读
者自己的思想也会映射其中，与
作者的思想交相辉映，绽放出耀
眼的光芒。喝茶，意在茶外，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位喝茶的人
都是禅者。

◎彭忠富

一场心的交流与美的盛宴

用悠悠词赋观照中华文明
◎刘小兵

宋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朝代，一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科技最出色、最优秀的朝代，同时

还创立了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文学高峰——宋词。一千多年过去了，当代语境下，

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宋朝的那段历史呢？

灵台珠玉，吉光片羽
◎邓勤

一粒古珠，蕴含史诗意境；一
串项链，穿越千年光阴。爱好历史、
沉迷古珠的许丽虹和国内艺术品
鉴定师梁慧出版了《古珠之美》，将
古珠产生、流传的文化背景通过简
单通俗的语言转述出来。《古珠之
美》深受读者欢迎，两人受到鼓励，
又接着出版了《〈红楼梦〉中的珠玉
之美》，讲述珠玉故事时，作者亦对
《红楼梦》中不被人重视的情节进
行挖掘，并提出一些有趣的新观
点。《红楼梦》与古珠首度联袂，以
新的视角重读经典，以新的方式品
鉴古珠。

由于历史的波折，珠玉中沉淀
的文化因子很多已被淹没，而两位
作者能追索脉络、打捞诗意、联结
传承，具有现实意义。以“青玉案”
为例，案是指代木制的盛放食物的
矮脚托盘。后来泛指长形的桌子或
架起来代替桌子用的长木板。案的
用途，除了食案，还有琴案、书案、
供案等。所谓青玉案，就是用玉质
细润、色青似水的南阳玉雕刻出来

的。青玉案最后成了词牌名，取于
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
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诗句。以“青
玉案”为词牌名的宋词，多到不可
枚举。譬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
夕》。可惜如今的古诗词只念不唱，
精髓遗失一半。

许丽虹和梁慧认为，古人创作
的诗词数不胜数，能流传下来的都
是经典。在古诗词里，借助珠玉，我
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文化积淀。小小
古珠，意蕴丰厚：从步摇的演变，可
见统治者的权力巩固方式；从一根
仙人拐杖，可追溯东西方文化的分
野；从白居易的“瑟瑟”体，可统揽
丝绸之路的贸易流变；从一抹香，
则能进入宋人的书房意境……许
丽虹和梁慧最新出版的《一珠一
玉，一诗一词》，包括“琼瑰玉佩”
“青玉案”等四辑，通过一颗颗小小
的古珠，讲述其背后许多有趣的历
史故事。

《诗经》里绝世美人的婚礼装
是什么样的？汉朝的豪车是什么样

的？大唐自信的女人是谁？玫瑰在
古代竟是种宝石？是谁引领了翡翠
珍珠的辉煌时代？本书生动地还原
了古诗词中的珠玉之美。作者以
《诗经》、唐诗、宋词等古诗词中提
到的珠玉为引，讲述了玉佩、琼琚、
青玉案、金步摇等27种古珠的前世
今生，配合150张精美彩插，带你走
进活色生香的古珠世界，直观感知
千百年前名词背后的古珠实物。她
们的笔触，写的是珠玉，道的却是
人情。自古以来，珠玉作为社会权
力、风尚和情感的浓缩，被赋予极
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皆然，
古今同例。

以《美人赠我金错刀》为例，作
者以东汉张衡《四愁诗》之一“美人
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引
出“金错刀”，介绍了“错金工艺”，
一是镶嵌法，二是涂画法。错金工
艺运用的高峰期在战国至汉代，越
王勾践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者认为，美人赠给张衡的金错刀，
应该是佩刀，集文修武备于一身，

不知是多少男人念念不忘的名句。
而这里的“美人”实则代指皇帝，张
衡委婉地表达了想要得到皇帝重
用、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决心。“金错
刀”也可能是书刀，用来刮削书写
在竹简木牍上的文字错误的。书刀
是汉代文人必备的文具之一，一般
挂在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