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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
现》栏目将拍摄《天童寺》纪录片，
分上、中、下三集，每集时长 36 分
钟，共计 108 分钟。日前，该片主创
人员专程来宁波考察。拍摄“天童
寺”，无论是题材的特殊性，还是从
卷帙浩繁的佛教历史文化来看，这
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那天我应邀参加了东吴镇召
开的关于天童寺的研讨会。作为凡
俗之人，我谈不出佛学的深刻奥
义，也理不清禅宗“南能北秀”“临
济、曹洞”宗派之脉络，更搭不出像
大雄宝殿那般框架。好在研讨会就
是让人集思广益，一花一世界，一
叶一菩提，借用王安石描写天童寺
的诗句“青山捧出梵王宫”，这便是
胸怀与智慧的大境界。

那天我发言的题目叫《从荣西
的<吃茶养生记>追溯日本茶道文
化的渊源》，主题切口小，但很日
常。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喝茶对中
国人来说是非常普遍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所谓开门七件事，喝茶就
是其中之一。而中国又是茶的故
乡，与丝绸、瓷器一样，茶在国际上
是一个识别度很高的中国符号。英
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把茶
叶誉为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
类的第五大贡献。

现在闻名于世的日本茶道，就
源于中国古代寺院。

赵朴初先生喜欢喝茶，常以茶
入禅诗，其中《吃茶》：“七碗受至
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
吃茶去。”巧妙地化唐代诗人卢仝

《七碗茶歌》的诗意，并用“吃茶
去”这一中国人以茶待客的惯用
语和出典于唐代高僧从谂的禅林
法语，贴切而生动地写照出“茶
禅一味”。而他的题诗 《中国——
茶的故乡》：“东赢玉露甘清香，
椤伽紫茸南方良。茶经昔读今茶
史，欲唤天涯认故乡。”从赞美日
本 玉 露 茶 、 斯 里 兰 卡 紫 茸 茶 入
手，最终道出它们都根系中国的
土壤。

荣西禅师在日本被尊为“茶
祖”，他与天童寺有着深厚的佛
缘，这是我在一次日本旅游中探
索而知的故事。

当时，我在静冈下飞机，坐
上大巴沿途过去，映入眼帘的满
是绿油油的茶叶树。令人诧异的
是我们平日所见的茶叶树，大多

种在层层梯田似的山坡上，而日本
那边像种稻似的长在地上。原来静
冈县是日本的茶叶基地。径山茶籽
就是由圆尔辨圆禅师通过宁波海
上之路带回，种在自己故乡的。

2003 年，宁波组织了一个“海
外寻珍”团，在日本考察时发现几
株高龄茶树，经专家们考证后推
测，茶树籽来自浙东，甚至可能来
自宁波。这个推测很快得到了印
证，日本的中国茶文化评论家工藤
佳治在《日本茶文化和宁波历史渊
源的探求》一文中，明确表示宁波
是日本茶文化的源头。而且，宁波
是“海上茶路”起航地。这些甬城媒
体都曾作过报道。

在日本的奈良时期，也就是中
国的唐代，禅宗茶道已经形成，那
时日本的遣唐僧人是中国茶道传

入日本的重要桥梁。到了宋代，喝
茶被称为“和尚家风”。日本临济宗
的开创者荣西，两度入宋研究禅
法，那正是禅宗茶道发展的鼎盛
期。荣西在天童寺学佛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寺院生活方式。
回国时，他除了带去佛教经典之
外，还带去了茶树种子。他除了自
己种，还把茶籽送给京都高僧明
惠上人。明惠上人在尾山上种出
了日本闻名遐迩的“尾茶”。

荣西将茶的种子和种茶、制
茶 及 点 茶 的 方 法 技 术 传 到 了 日
本，并写下影响广大的 《吃茶养

生记》，此书相当于中国陆羽的
《茶经》，在本国茶文化发展史上
属于里程碑式的著作。

顾名思义，《吃茶养生记》 就
是“饮茶、养生健体的方法”。书
里不仅写茶的功效，也提到了丁
香、桑、沉香、青木香等中药。
荣西曾经在前往天台山的路上，
因天气炎热而中暑，后经茶店主
人救助，喝了由丁香熬制的茶水
而得以恢复。回国后，他也以同
样的方法帮人。当时镰仓幕府的
源实朝将军正患热病，荣西便将
从中国带回的茶叶献给他，并教
他茶疗法，使他恢复了健康。自
此，茶风更为兴盛。

日本的大学教授高桥忠彦对
荣西这一茶文化著作有过比较客
观的评价，他说：“ 《吃茶养生

记》 以推广点茶，这可以看作是
日本茶道的起点。这样的说法或
许有点过于简单，但是点茶从这
一时期开始在日本正式流行，确
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的点茶是唐宋时的一种
煮茶方法，它分抹茶道与煎茶道
两大体系。但茶道一词通常是指
较早发展出来的抹茶道。

那次在日本旅游时，晚上在
下榻的宾馆小超市里，我买了抹
茶，典型的日式绿茶。日本料理
中会用抹茶把食物染成绿色，我
们平常吃的冰淇淋、蛋糕等，也

有抹茶制作的。其实，抹茶起源
于中国隋唐。那时人们出于保存
需要，将春茶的嫩叶用蒸汽杀青
后做成饼茶或团茶，在食用前再
进行烘焙，并用石磨碾成粉末。

不 仅 日 本 的 抹 茶 起 源 于 中
国 ， 而 其 茶 道 精 神 “ 和 、 敬 、
清、寂”，也明显带着中国佛教
思想的烙印。《吃茶养生记》 将
茶 称 呼 为 “ 仙 药 ”， 是 因 为 有

“佛的加持功效”，带着一种神秘
感 。 而 茶 确 实 有 提 神 防 困 的 功
效，有助于僧侣们专心修行。

禅，是这次研讨会上的一个
高频词。什么叫禅，《辞海》 的
解释言简意赅：梵文“禅那”的略
称。意译作“思维修”“弃恶”等，通
常译作“静虑”，也就是“禅定”。禅
定，系佛教修行方法之一，就是

“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佛教
修行者以为静坐敛心，专致一境，
久之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
净”的状态。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禅，是
一个带有宗教意义的用词，但它
更蕴含着一种生活哲理。且不高
论禅文化如何促进世界大祥和，
于我们日常而言，若能够在喝茶
时 反 省 一 下 自 己 ， 纠 正 错 误 思
维、去恶从善、博大胸怀，从而
获得心灵的清净安宁与开阔，这
样，世事即便再纷繁，人生即便
再忙碌，也能从容超脱得自在。

清宸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黄易本
月 5 日因中风去世，享年 65 岁。
对于这位作家，很多人的印象可
能停留在《寻秦记》和《大唐双
龙传》这两部作品中。因为黄易
先生的诸多武侠小说，唯有它们
被改编拍摄成了电视剧，广为传
播。其实对于黄易先生的成就，
坊间评价并不一致。喜欢他的，
称之为“一代宗师”。不喜欢的，
觉得他文字平平，人物形象单
薄，情节线索纷乱，无用的叙述
和描写随处可见，整体水准与金
庸、古龙两位有着霄壤之别。然
而文学审美，本就无需整齐划
一。总之：风格是他们的，选择
却可以是我们的。

黄易先生对武侠写作自有他
的功绩。黄易先生本名黄祖强，
因好玄学，喜 《易经》，后改名
黄易。他在香港大学毕业后，本
是从事中国传统绘画的，后来弃
丹青，从翰墨，完全源于对武侠
创作的热爱。黄易 1989 年辞职
后开始隐居写作。那是武侠小说
从黄金期渐渐走下坡路的时代
——1972 年，金庸写完 《鹿鼎
记》 后封笔；1984 年，梁羽生
亦封笔；1985 年，古龙驾鹤。
同时，各种强势传媒和流行文化
占据市场，武侠作品渐渐鲜有人
问津了。黄易先生选择这个时候
写作武侠作品，分明有一种知难
而进的意思。他说：“那时候武
侠小说真是像被人判了死刑一
样，但唯独有一个人不相信，那
就是我。”

黄易先生从此笔耕不辍，据
说两个星期能写出八万字，可以
想见是一种怎样的勤奋和艰辛
啊！而他的作品也有不少“大部
头”。如 《大唐双龙传》，1996
年起在杂志上连载，直到 2001
年才完结。全套63卷，共435万
字。笔者印象中，篇幅上能与之
比肩的大概只有张炜先生获茅盾
文学奖的那部 《你在高原》 了
（全书450万字）。黄易先生还自
己成立出版公司，陆续出版《覆
雨翻云》《大剑师传奇》《时空浪
族》《寻秦记》《破碎虚空》等作
品 。 2012 年 ， 先 生 “ 重 出 江
湖”，写了部《日月当空》，创下
黄易小说在大陆销售的历史纪
录。

然而，武侠小说想要再度辉
煌，谈何容易。黄易先生想到的
方法是出奇出新，并由此开创了
独树一帜的“武侠+X”创作模
式。这个“X”是什么呢？黄易用
作品告诉读者，“X”并无定义，
它可以是科幻、穿越甚至情色。
有鉴于此，有人认为现代网络中
文写作的很多题材就是从仿效黄
易先生开始的，这个观点不无道
理。但笔者觉得两者层次有别。
黄易先生当初对“穿越”情节有
过自己的考虑。他的创作意识中
存在一个跨类型结合的理念。他
觉得“穿越”就是打破了线性时
间，堪称是一种超越了生死轮回
的“道”。他作品中的一些角
色，往往不会执着追求绝世武
功，而是认定武侠的最高境界为

“藉武道窥见天道”。这样的立意
和现在网络上的快餐写作大相径
庭 。 且 看 黄 易 先 生 的 《寻 秦
记》，讲述的是男主角项少龙从
一个现代社会的反恐专家穿回秦
朝，不断打怪升级的故事。项少
龙的穿越方式不是什么病危或车
祸，他有专门的工具——“时空
穿梭机”。可能有读者在看到项
少龙的儿子叫“项羽”时，会看
不想去，觉得这纯粹是乱话三
千。但这就是黄易先生的风格，
无拘无束，无远弗届。他作品里
包含的元素也极其庞杂：爱恨情
仇、术数丹学、仙道玄说、经脉
理论、琴棋书画、宗教哲理，天
马行空，驰骋万里。《大剑师传
奇》把读者带到了异世大陆，《星
际浪子》 营造了浩瀚的未来太
空，《边荒传说》 充满生命的哲
思，《覆雨翻云》则大胆探讨虚空
破碎的可能。他的武侠创作就是
这般“任性”！

黄易先生作品所带来的辉煌
是武侠小说走到自己固有历史时
期后一次令人欣喜的空白填补。
这就好比唐诗到了晚唐，流风余
韵虽在，和烈火烹油的盛景到底
不能同日而语。武侠圈子里流
传：“金古梁温黄，武侠万年
长”。其实呢，今天的武侠一定程
度上早已脱离了文学本身，转而
由改编而来的影视剧进行着“扫
盲”般的大众传播。因为那里面
一样能展现江湖恩怨，武林纷
争，更兼种种影视科技带来的视
效冲击。如此，笔者反而更加钦
佩黄易先生了。他长年的伏案
疾书真是凭一己之力，拓展了
武侠创作的域界。而且，他是
有情怀的人，带着点这个时代
下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他对武
侠有信心，对文学有信心。他觉
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
湖的地方就有武侠，所以武侠不
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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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前

贺天健是一位与吴湖帆相峙
海上画坛的海派大家。

民国海上画坛，名家辈出，风
格迥异，在山水画坛上执牛耳者，
其时当数吴湖帆与贺天健。两人在
画风上“一文一武”：吴湖帆婉约清
腴，贺天健雄奇苍秀。在近几年艺
术市场上，吴湖帆作品极受藏家追
捧，价格已进入第一板块行列，而
贺天健作品的市场价值与艺术价
值却严重背离。

纵观历史，许多画家在世时不
被社会认可，甚至死后几十年默默
无闻，如近代大家陈子庄、黄秋园
等，都是死后才被世人所重视。黄
宾虹在世时，其“黑乎乎”的画不为
人欣赏，而在近二十年里，他的书
画作品“异军突起”，进入近现代书
画家艺术市场第一板块的行列，现
在要收藏一件黄宾虹的绘画作品，

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贺氏作
品在世时已有很好的市场价值，只
不过近几十年来，市场未给其应有
的价值匹配。这值得人们思考。

贺天健在现代中国画坛的地
位和影响极大，他是新中国继齐白
石之后，被欧洲画会吸纳的成员，
被丹麦美术界誉为“水墨画大师”；
1959 年作品《东风吹到好江山》参
加世界美术博览会，荣获一等奖；
同年受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
厅创制《河清可俟图》巨幅；1960年
受聘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
曾任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
主席等职。

“艺术贵在创新”，贺天健所特
有的“贺家样”奠定了他在近现代
画史上的地位和学术价值。民国海
派山水，在营造多元风貌上，首推
黄宾虹和贺天健两家，贺天健在创
作实践上秉持“师法五代两宋的法
度精神”，注重“传统的继承和创
新”与“生活体验与创作”，为海上
画坛婉约秀美的“吴家山水”注入
了恣肆劲健的豪迈之气，一度引领
海上绘画，成为与傅抱石为代表的

“金陵画派”、溥心畲为代表的“京
派”、赵望云为代表的“长安派”等
相颉颃的革新主力。贺天健所独创
的“秃笔法”与傅抱石的“抱石皴”、
黄宾虹的“积墨法”、谢稚柳的

“落墨法”、张大千的“泼彩泼墨
法”等，丰富了中国画语言的表
现形式，独树一帜，名享海内外。

贺天健是一位“用脑画画”
的艺术家，也是一位画学研究与
创作兼长的学术型大家。他曾放
言：“我的画人人看得懂，人人画

不出”，他认为“绘画是‘形象的
音乐’”，“画不可过实，过实就
要无灵巧之趣；不可过虚，过虚
就要造成险涩之状；不可过奇，
过 奇 则 要 显 犷 悍 之 气 ； 不 可 过
平，过平要造成慵懒之概。”贺氏
画风从早年的“清新朴健、奇谲
巧笔”到中后期的“沉雄奇险、
苍古高华”，风格明显。在山水学
习和创作实践中，他提出的“学
山 水 画 ” 和 “ 学 画 山 水 ” 的 主
张，二者同时并进，成为与黄宾
虹、郑午昌一起的海上画坛画学
研究与创作并进的三位大家之一。

上世纪 50 年代初，贺天健成
功创作了巨幅金碧山水 《锦绣河
山》，此作展出后反响极大，黄宾
虹撰文道贺，傅抱石在 《人民日
报》撰著长文：“古人说‘书画可
以论世’，但论世足以知人，贺
老所具有的笔墨基础相当深厚，
其作品足以反映新时代……”并
誉之为“是继四王后三百年又一
个 山 水 画 的 整 理 者 和 集 大 成
者”。贺天健也获得了当时美术
界 、 文 化 界 同 道 黄 宾 虹 、 傅 抱
石、邓拓、王朝闻、蔡若虹等大
家的高度评价。“他对中国现代美
术史的贡献是相当重要，是不可
或缺的一位重要画家。”——当代
美术史论家邵洛羊先生把贺天健
的山水画推举到极高的位置，列
为与黄宾虹、吴湖帆、张大千、
陆俨少等相同的地位。

贺天健的书画在世时已很有
市场，与当时上海滩吴昌硕、王
一亭的画价可比肩，短短数年，
润格一涨再涨。其一生创作态度

精益求精，存世作品量少，据行
内估计仅存千余件，其中有三百
多 幅 入 各 博 物 馆 等 文 化 机 构 庋
藏。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但在
书画市场中，存世量少在某种程
度上也会影响市场对画家的关注
度 ， 削 弱 画 家 在 市 场 上 的 影 响
力。贺天健过世后，其作品价值最
早是在香港书画市场被发掘和宣
传的，20世纪 80年代，贺氏作品开
始进入海外拍卖市场，1982年他的
一幅山水作品（115×46.5cm）在苏
富 比 以 2.5 万 港 元 成 交 ；1990 年

《流 江 滩 水 乡 生 活 图》（90.5 ×
43.8cm），在苏富比以 17 万港元落
槌；1999 年，巨幅山水《北国风光》

（作于 1953 年，150×358.5cm），在
嘉德拍卖会上以 57.6 万元成交，
创其作品的当时市场最高价。时
过 17 年，《北国风光》再次在 2016
年嘉德秋拍重现，以 680 万元起
拍，805 万元收槌。这件近五十平
方尺的巨幅山水，全用唐人全碧
晕染之法，气势磅礴，极为壮丽，
可称贺天健第一，拍出这一价格，
应该说是市场低估了。同年嘉德秋
拍，山水《五泄湾头》（创作于 1935
年，121×40cm），60万元起拍，80.5
万元收槌。

一般来说，艺术家的艺术价
值与市场价值是相符的，但在市
场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偶
尔也会出现两者相背离的状况。
笔 者 认 为 ， 贺 天 健 就 是 其 中 一
位，他完全有理由进入目前艺术
市场的准高价板块。贺天健是一
位“汲古开今，与时俱新”的中
国画大家，值得藏家关注。

天童禅文化之日常意义

贺天健：

一位值得关注的山水画大家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黄易：
武侠小说的流风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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