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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饮茶场景，总离不了外头疯

玩至满头大汗，急急跑回家中，摸过桌

上的粗陶包壶——壶里是开水冲泡的

老叶子茶，晨间煮饭之前泡好，晾至此

时已是凉透——凑着壶嘴一通猛灌，

是所谓“牛饮”，解渴生津之外，也没觉

出别的好来；长大离家，四海飘零，居

无定所，终日辛劳也不过求得三餐温

饱无虞，自无煮水烹茶的闲情逸致，解

渴之需求也通交给遍布街头巷尾的大

小便利店那些琳琅满目的或瓶装或灌

装的各色饮品；如今人近中年，应酬颇

多，酒局、饭局之后，多半会寻个茶馆

坐会儿，喝茶其次，主要是醒酒解乏，

聊些不着边际的闲天，人也倏地放松

下来，次数多了，虽然仍分不清不同茶

种之间的冲泡方式差异，闲下来的时

候，也会习惯给自己冲泡一壶好茶，在

袅袅茶香中学着让身心都放松下来。

所 以 ，当 王 亚 老 师 的 新 书《吃 茶

见 诗》摆 上 我 的 案 头 的 时 候 ，我 颇 有

些 故 友 重 逢 的 欣 喜 —— 书 中 所 述 那

些与茶相关的闲话，可不就是领我入

喝 茶 这“ 坑 ”的 老 友 当 日“ 蛊 惑 ”我 时

的 种 种 ？只 不 过 ，王 亚 老 师 在 书 中 是

以 另 一 种 更 为 广 博 和 文 雅 的 话 语 形

式表述出来的。

《吃茶见诗》一套两本，上编《茶烟

起》，顾名思义，自与茶之种种相关；下

编《营闲事》，典出白乐天诗“自笑营闲

事，从朝日到斜”，茶事之外，笔触延伸

至名人字画、丝竹管弦之类的文人雅

玩上，落脚点则仍在一“闲”字。

文题《闲时饮茶》，自不敢偏题太

远，还是续谈茶事吧。与王亚老师相交

有年，酒饭之约颇有过几次，茶局之邀

却一次也无，想是王亚老师也知，我这

俗到骨子里的粗汉，大约是难与言茶

之雅韵的。也好，正可从《吃茶见诗》里

慢慢体悟茶事之种种，省却当面请益

的尴尬，毕竟，我面皮薄嘛！

显然，王亚老师是嗜茶之人，亦是

懂茶之人，《吃茶见诗》以过半篇幅详

述喝茶之种种，内容涵括茶之品类择

选、煮茶之水讲究、茶具搭配区分，以

及喝茶场景构建等种种，且非臆测的

一家之言，事事皆有出典，中国古典文

学宝库中数之不尽的与茶相关的诗句

信 手 拈 来 ，所 谓“ 吃 茶 见 诗 ”，正 此 意

也。奈何我是俗汉，甚少读诗，亦不解

诗，《吃茶见诗》中所引种种与茶相关

之诗句囫囵读过，仍属一知半解，倒是

所引诗句作者写诗时的那些人事纠葛

之类的八卦弄了个门儿清，再有友人

邀约饮茶，亦能引为谈资——既难窥

专业泡茶饮茶之门径，聊聊与茶相关

的八卦不也是“加分项”？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对古文人述

茶之诗的简单解读，充其量不过拾前

人牙慧的再创作，文笔再精致凝练，也

难逃“掉书袋”之嫌，难能可贵的是，王

亚老师的《吃茶见诗》在解诗之余，更

多的是从个人视角出发的审美体验，

如写凉水泡茶，说“这茶水里有一抹鲜

绿，与滚水泡来的黄绿截然二致”，且

进一步解释，“滚水里大约待着一个半

懒的老道，而凉水里则躲着个鲜活的

小妖，一股子稚气还未脱”；再如写外

祖母熬的茶粥，“粗粝的茶末泡了水，

拿纱布隔了滤出茶水来熬粥，茶粥的

香里多了层次感，温厚的，有米香，有

茶气，还多了一层日子里的琐屑滋味，

无从寻觅，无处不在”；又如写雪水烹

茶味寡，解释是“雪水轻浮是自然的，

寡大约也是自然的，无根之水少了土

地里生出的甘甜，怎能不寡……”类似

这样满溢个人生活情趣的词句在书中

俯拾皆是，诗意的茶香袅袅里氤氲开

的是红尘俗世里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丝丝欢喜，点点惆怅，皆在其中。

几年前初识王亚老师，是因了那

本《声色记》，写汉字里那些销魂蚀骨

的意境与情致，布局精巧、用语考究之

余，总不脱为写而写的专栏气息，格局

难免狭小了些，到如今的《吃茶见诗》，

却是信手遣兴，随物赋形，纵横斜直，

率意而成，真有东坡所谓“行于所当行,

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自然洒脱，如《茶

灶对谁烹》篇中，写严荪友为亡友纳兰

《成容若遗稿》作序，笔意兀的荡开，慨

叹“ 从 此 ，天 地 皇 皇 ，再 不 见 他 。寻 山

水，赏风月，吟诗篇，理钓筒，谁与共？

携笔床，抱茶灶，对谁烹”，寥寥数笔勾

勒出人世间的至悲至恸，非大家手笔

难以为此。

当然，我更喜王亚老师在书中随

处埋设的那些与主旨无关的闲笔，还

是《茶灶对谁烹》篇中，写朱熹主武夷

精舍讲席时，常携学友、生徒至五曲溪

中 的“ 茶 灶 石 ”处 煮 茶 论 学 ，并 有《茶

灶》诗传世，在引述诗作之后，兀的来

句短评，“朱老夫子论学自然是集大成

者，作诗嘛，不说也罢。”方正之士看来

多少有诋毁先哲之嫌，我却没来由的

喜欢类似的闲笔，正可见行文者意趣

之所在，至于朱老夫子的诗作究竟如

何 ，也 容 我 卖 个 关 子 ，买 本《吃 茶 见

诗》，自能明了。

闲时饮茶
茅 道

烟雨蒙蒙中，恍恍惚惚如坠梦境，

给小城添加了婉约的氛围。在湿而清

爽的天地里行走，在雨的缝隙中行走，

行走之余读王亚书稿，星星点点地看，

读得深了，人也觉得清爽了很多。

《吃茶见诗》我喜欢，王亚文章有

生之喜悦，也有追忆的惆怅。好文章让

人喜悦又惆怅。一味喜悦的文章，格调

未免低了，一味惆怅的文章，行文又显

得逼仄。喜悦中有惆怅，差不多就是我

读完《吃茶见诗》的感受。有些篇章里

藏着沧桑，那沧桑隐得深，如同深水潭

底的鱼虾。

王亚笔力颇足，写诗写茶，兼及酒

画世俗，能抓住一根线，捕捉到生命本

真的东西。散文随笔写得久了，越发觉

得不过是性情，性情到了，水到渠成。

散文随笔的写作，相对于博大精深地

引经据典，有条不紊地抽丝剥茧，远不

如随心所欲气象万千。读这本书时，我

眼前会时常恍惚这样一帧场景：一场

戏刚刚结束，看客渐渐疏落，舞台上未

灭的灯光照在台上，一个女子悄悄站

在台下，静静看着戏人浅浅淡淡的身

影。看客是王亚，戏人也是王亚。

时序中年，渐渐知道人生多难，芳

草多愁绿遍心扉真是清福。王亚在繁

华中寻觅到寂寞，在庸常中找到诗意。

《吃茶见诗》里的文章，不缺伤逝的隐

痛，不乏忧乐的反省，更有独有的那种

执着与情怀与灵光乍现的感悟，给人

绵绵慰藉。

王亚文章的好，好在轻快，好在灵

性，好在朴素，好在烟火，好在琐碎，一

篇篇滋味不同，底色不同。好文章各有

其好，美美与共。

王亚是湖南人。湘人气象到底不

同，女子笔下也一片明朗，说到底，还

是正大。近来最好正大，也好光明，正

大光明的正大，正大光明的光明。正大

光明里尽是通透，通透里有明媚，那是

文章的山水。

文章的山水曲折一些好，文章的

山水浩荡连绵一些也好。我读《吃茶见

诗》，感慨王亚入了山水境地，一篇篇

读来，眼见她朝辞白帝彩云间，眼见她

轻舟已过万重山，眼见她饮弄水中月，

眼见她下见江水流，眼见她看花上酒

船，眼见她低头礼白云。

散文随笔的写作，一篇篇是一面

面 性 情 。读 王 亚 这 本 书 ，滋 味 亦 如 喝

茶，绿茶，红茶，青茶，黑茶……入口有

清香有回甘。王亚写茶，是她的朝花夕

拾 ，跌 宕 起 伏 不 动 声 色 ，线 条 枯 荣 浓

淡。那些旧事里多少惆怅一笔点过，写

下过去种种与现实种种，是思绪博物

馆也有内心的不舍与追忆。

记事是实，冥想则虚。我看重王亚

的记事更看重她的冥想，那些冥想充

盈五月茶园的青草气，风花雪月，儿女

情长，神游杂思。徘徊在一篇篇茶文章

里，行文自然是恬静的，甚至带几分柔

波旖旎，绿意盎然。

王 亚 将 庸 碌 的 生 活 写 得 达 观 诗

意，平常的凡俗灿若云霞，茶香缭绕。

那些人生风雅片段，让人赏心悦目。俗

是甜的，雅却有苦意，王亚在苦中嚼出

丝丝甜味。《吃茶见诗》有两部分《营闲

事》《茶烟起》，走笔行文仙气清气茶气

雅气一以贯之，这样的书写是坐在尘

埃里举在掌心之花。

王亚写茶说酒谈诗论词，轻松好

看，摇曳出春茶般绿色。笔触深时，世

情苍茫、人性浮光时隐时现，浅浅描绘

那 些 诗 酒 风 流 ，无 挂 ，无 碍 ，不 泯 ，不

灭，空明得很。王亚写文章，会用闲笔，

看似随记，实有深意。《煮茶如药》中这

么荡开一记：

冬夜里几碗胡椒茶喝下去，汗珠

也沁出来了，暖暖的，浑身通泰。后来，

外婆过世后便好多年不喝了。去年回

家 ，偶 然 念 起 胡 椒 茶 ，母 亲 便 煮 给 我

吃，不知是哪个程序不对，还是茶与胡

椒的问题，全然不是那个味道。或者，

我 只 是 念 那 些 坐 在 灶 边 煮 茶 的 夜 晚

吧。外婆走了，茶慌病总不得根治。

这样的文字，让人心痛。忽然觉得

文章无非两款，一款有情，一款无情。

有情时，洪波汹涌，无情时，云淡风轻。

王亚写作，即便云淡风轻，也有个人情

绪 的 影 子 若 无 其 事 地 粘 附 在 文 字 背

后。这影子是影影绰绰的，像烛台照壁

画，一灯如豆下掩映着明明灭灭的心

影踪迹。

和光同尘是境界，幽兰满怀也是

境界。烹菜煮饭是人生一味，《吃茶见

诗》也是人生一味。吃茶见诗，杨柳依

依。吃茶见诗，雨雪霏霏。吃茶见诗，不

知老之将至，不管老之将至。

《吃茶见诗》：人生一味
胡竹峰

《吃茶见诗》
新书分享会举行

罗遇真

6月 25日（周六）14：30，株洲作家

王亚的新书《吃茶见诗》分享会在株洲

神农城店悦阅书屋举办，活动主办单

位为株洲市文联，协办单位为株洲市

作家协会，承办单位为株洲市新华书

店神农城店。

聂鑫森、叶之蓁、万宁、唐璐、张雄

文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分享会。此外，还

有几十位读者朋友来到活动现场，其

中不乏中学生，他们津津有味地聆听

着王亚讲述自己与这本新书的故事。

活动现场，王亚分享了不少自己

写作的心得和创作观念，针对这本新

书中的“茶”与“诗”，她也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主持人还访问了王亚在创作

路上的经验和趣事，比如“上热搜”事

件。通过这些对文本和创作理念的谈

话，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了这位株洲本

土作家的作品和人生观。“和光同尘是

境界，幽兰满怀也是境界。烹菜煮饭是

人生一味，《吃茶见诗》也是人生一

味。”在诗情画意和多年如一日的创作

中，王亚有着自己的坚持。

在古典文学之林中随遇而安
与王亚的访谈录

罗遇真

记者：王亚老师你好，《吃茶见诗》是你的第几本书，能给我们介绍一

下这本书吗？

王亚：《吃茶见诗》由黄山书社出版，是我散文集中的第五本，还是以

往诗词品读的延续。《吃茶见诗》，顾名思义，与茶与诗词有关。《吃茶见

诗》是一套两册，两本分册书名是《茶烟起》和《营闲事》。《吃茶见诗》书名

由著名作家叶兆言题写，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题分册的《茶烟起》《营

闲事》两个书名。这套书写诗写茶兼及酒画世俗，在其中我还想传递一种

与文学与诗词相关的生活美学。

记者：在这本书中你用茶与诗做引子，写出了平淡人生的绵长况味。

在茶这个意象中，你所品悟到的最让你觉得可贵的东西是什么？

王亚：在古人看来，茶能涤烦，能清心，因此，古人有“茶隐”一说，大

概是借茶障世。比如嵇康爱打铁，王济爱马，陆羽爱茶，米芾爱石头，倪瓒

有洁癖，都是借癖好寄寓胸中块垒，将自己隐于其间。又比如爱吃茶的苏

轼，在世事跌宕中仍旧自在过生活。我大概也是借茶来安顿身心，来传递

除了诗词文学之外的态度或者性情吧。

记者：你这本书里有诗、有茶、有画、有曲，也有酒，如序言里所说，是

抓住了一根线，一头系着诗意茶香，另一头系着世俗烟火，既有着繁华中

的茶香，也有着庸常里的诗意。你的文字里似乎随心所欲地将诗意和庸

常两种境界融为了一体，你是怎样做到庸碌也诗意，凡俗也风雅的呢？你

认为生活中的诗意重要吗？

王亚：关于诗意与庸常，人们常爱用毛姆的《月亮与六个便士》中的

一句话来回答，“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我们

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过着庸常生活。但庸常不妨碍一个拖板车的男

人会摘一束花给妻子，一位陷于家务的主妇在洗碗和做饭的间隙泡一壶

茶慢慢啜饮。我记得我的祖父在世时，最爱哼《空城计》，第一句是“我本

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他唱的重点就在散淡上面，喝了点酒会更不一

样，眯缝着眼，轻轻缓缓地击节，脑袋随着韵曲婉摇晃，是真散淡啊。我以

为他这样就是诗意，其实，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世间所有的苦，却仍能在

苦中觅得诗意。大概，诗意可以抵抗庸俗，为生活注入力量。

记者：你认为怎样的散文是好散文？

王亚：我一直都认为散文应该是风格最为宽泛的一种文体，既可以

呈现社会现实，也能表现美好生活，既有平和质朴的叙述语和自由随意

的谈话风这样本色率真的语体风格,又有清新典雅的诗化语和铺张渲染

的激情语这样浓墨重彩的语体风格。因此，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

果非得谈一点，我想用“质感”一词来概括，语言的质感、形式的质感、内

容的质感、主题的质感，等等。

记者：你刚才说这本书还希望能“传递一种与文学与诗词相关的生

活美学”。可以谈谈你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吗？

王亚：我一直以来给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名教师，教师需要做好古典

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因此，我的散文写作大多以古典诗词为切入口，去探

寻古代文人和古人生活。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作品拉近读者与古人的距

离，让读者了解古典文学和诗词。这就需要不仅在文本中呈现古典意蕴，

也要将今人生活和今人思维融入其间。我希望拉了白居易、苏轼、张岱、

八大山人们来到当下，与读者铺毡对坐，饮酒喝茶清谈。

记者：我发现你的语言颇有古风意蕴，婉约优雅，又不乏朴素深厚，

读来字里行间都很精致，很有讲究，可见你对写作的“语言”非常重视斟

酌和磨炼。这一点也是来源于你长期以来对古典文学的涉猎吗？可以给

读者推荐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吗？

王亚：我在写作中的确会对语言进行反复斟酌，这个习惯也确实基

于我的日常阅读。古人做诗词文章，都讲究字斟句酌，尤其诗词，哪怕一

个字眼都须反复推敲。如贾岛那句“僧敲月下门”，古人往往为了“吟安一

个字”，而“捻断数茎须”。古代小品文也是如此，都是“百炼成字，千炼成

句”。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比如人们最为推崇的《红楼梦》，又

比如唐诗宋词元曲，还有诗经、楚辞等等。如果希望亲近古代作品，我建

议从诗词入手，推荐读一读叶嘉莹先生的诗词品读。钟叔河先生有一套

《念楼学短》也颇值得一读，都是短小的古文，读来也不费劲。

记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王亚：因为前不久才交了一本写古代文人的书稿《十个苏东坡》，所

以就写一写好玩有趣的饮食文章。这些年写了很多饮食文章，到目前已

有 7、8万字，大概明年可以完稿。虽写饮食，其实还是与古人生活有关。

我大概会一直这么写下去，在古典文学之林中，随遇而安。

它见证了中国女排一次次夺冠的艰难险阻，回忆了喜忧参半的夺冠

历程；它既是一部体育题材影片，又是一部传记类型影片，它就是——由

陈可辛执导、女排成员倾情参演的影片《夺冠》。影片以多元丰富的色彩、

极具隐喻意义的景别、富有象征性的拍摄角度，回顾了中国女排的夺冠

之路，以 3 位不同时期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陈忠和、郎平为线索，

从上世纪 80 年代女排“五连冠”为开端直到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再次夺

冠、重回荣耀巅峰，横跨 35 年的峥嵘历史。

色彩基调：
情感表征与精神传承

多元丰富的色彩衬托了人物形象、暗示了人物命运。上世纪 80年代时，

女排姑娘们在赛场上尽情挥洒汗水、踊跃争分时，她们身着大红色上衣队

服。此时红色既象征了热血、激情、力量、勇气，又暗示了胜利的喜悦和一种

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女排精神的形成埋下伏笔。到了 2016年时，身

着大红色排球队服的女排姑娘们继承了“咬紧牙关、一分一分地咬拼尽全力

直到最后一刻”的女排精神，在里约奥运会会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红色也

表明一种精神与情怀的传承、冉冉升起的希望和荣耀，但同时也暗示了伤痛

与流血以及赛场上拼搏的艰难险阻，这些感受与内涵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

刺激与心理冲击。由巩俐饰演的郎平教练身着大红色外套，凸显了她镇定自

若、沉着冷静的气质，表达了她对女排姑娘们的深深的热爱与信任。

景别构建：
描绘环境与凸显情感

极具隐喻意义的景别渲染了氛围、表现了人物的情感活动。在与外国

选手争夺比分时我方处于劣势，用近景表现身着白色上衣的郎平教练在

场外指导的样子，刻画出她的焦急、担忧以及对受伤队员的心疼与无奈之

情。用近景拍摄女排姑娘们在比赛前几天抱膝坐在训练场上，与队友们一

起诉说心事的画面，既体现她们临近比赛内心的挣扎、紧张、对于这份荣

誉与来之不易的机会的万分重视，也侧面表现出她们最真实、脆弱的一

面，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

拍摄角度：
主题意蕴的解构与重建

富有象征性的拍摄角度深化了影片内涵、升华了影片主题。在表现女排

姑娘们在里约奥运会会场上尽全力拼搏时采用仰拍视角，表现了她们在为

国家争夺荣誉时形象的高大、观众对她们钦佩与尊重的感情色彩。她们聚精

会神紧盯排球的样子格外鲜活生动，渲染了焦灼的氛围，在赛场上争分夺秒

的紧迫感直击观众内心，增强了影片与观众在情绪、心理活动上的交流感。

总之，影片以多元丰富的色彩、极具隐喻意义的景别、富有象征性的

拍摄角度再现不同时期女排姑娘们顶住巨大压力，在一次次焦灼局势下

扭转战局拉平甚至赶超对手的比分直到最终夺冠的历程。继《女篮 5 号》

《冰上姐妹》《沙鸥》《黑眼睛》《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体育题材电影之后，

《夺冠》重现并探讨了“女排精神”的时代意义，并折射出中国社会新时期

以来的沧桑巨变与光辉历程，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影坛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夺冠之时 荣耀之巅
方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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