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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次高水准学术会议的召开，一本本精彩深刻的学术专著出版，使得中日茶文化交流，走向了更为开

放、多元与学术化的道路。

湖光山影，茶韵禅心。2020 年的岁末，在

美丽的西子湖畔，南山书屋之中，一场名为“松

风隔世尘”的茶书会，吸引了江浙沪乃至海外

众多茶文化爱好者的关注，专题讲座、新书首发、

茶道体验……古色古香的环境，优雅静谧的氛

围，好书、好茶、好友相伴，使得冬夜的杭州，

因为古老雅致的茶文化，而显得分外温馨。

茶在唐代传到日本后，在嵯峨天皇时期形

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被称为“弘仁茶风”。

可是随后却又沉寂了近三百年，直到荣西再次

关注饮茶，把日本茶文化带入新时代。《吃茶

养生记》作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在日本茶文化

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因为记载的是中

国最单纯的散茶工艺，而宋代茶书都是记载最

复杂的蜡茶，所以反而填补了中国文献的空白。

饮水思源，日本临济宗创始人荣西（1141-

1215年）禅师因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

养生记》，据说还从中国带回茶籽，而被誉为日

本茶祖。他把茶籽送给了在京都栂尾高山寺的明

惠上人，后来又在宇治分植成功，所以也是宇治

茶的实际奠基人。荣西禅师在1168年4-9月,1187

年 4月 -1191年 7月两次到中国，主要活动范围

在浙江，与浙江有着不解之缘。此番，在南山书

屋的大力支持下，主、协办方成功在杭州举办“松

风隔世尘”茶书会也可谓是殊胜的因缘。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关剑平先生从历史学出

发，结合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生活文化，以饮食

文化为主，涉及服饰、插花等，近年做了茶文化

的研究，这次茶书会邀请关教授主讲主题为“荣

西《吃茶养生记》与中日茶文化”的讲座，不仅

详尽介绍荣西禅师的生涯以及撰写《吃茶养生记》

的原委，还分别从中国和日本茶文化史的角度做

出评价，规划今后的四头茶礼、宋代点茶等系列

活动。讲座之外，还有《荣西〈吃茶养生记〉研

究》新书签售会，以及日本茶道演示、中国茶会

和体验等内容，全方面地体现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与精彩纷呈。

这次活动得到了日本和杭州有关方面的特别

支持：京都“香山堂”为活动准备了京都佛教会

理事长有马赖底长老的“喫茶去”茶挂墨迹；杭

州“三千水”茶空间首次公开亮相就奉献了一场

别具特色的中国茶席；杭州“破嘘”空间提供所

有影像支持。作为协办方，京都明渓株式会社（三

德茶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日两国民间的文化

交流事业。自2018年在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和中

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举办了“宇治茶的前世今

生—三星园-上林三入”宇治茶会取得了良好效

果起，三德茶寮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高品质的茶文

化分享活动，包括“中日宜兴宇治茶陶会”与此

次“松风隔世尘”茶书会等，在中日双方茶、陶、

书画等各界精英的参与与支持下，每次活动都举

办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令人难忘。

事实上，中日两国民间茶文化交流由来已

久。2009 年 12 月，根据日本最重要的茶文化学

者熊仓功夫先生的提议，中日两国有必要通过

合作的方式来全面提高茶文化学术的研究水平，

关剑平教授开始着手于进行茶文化学术研究机

构的筹建工作。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大

力支持下，于 2010 年 10 月，成立了世界茶文

化学术研究会，熊仓功夫先生担任会长。以“世

界茶文化史上的陆羽《茶经》”为主题的“世

界（中日）茶文化学术会议”、编辑出版日文

版《陆羽〈茶经〉研究》……一次次高水准学

术会议的召开，一本本精彩深刻的学术专著出

版，使得中日茶文化交流，走向了更为开放、

多元与学术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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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献礼建党百年——长三角“画

砂隽赏”工艺美术展，在上海龙现代美

术馆隆重开幕。展出众多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和省大师等名家们新创170余件造

型各异、精美绝伦的紫砂壶，并由长三

角著名画家们在壶体作画。这种百位艺

术名家跨界合作的形式，在中国当代艺

术策展史上，也极富美术创作的拓展意

义。融合了上海龙现代美术馆众多艺术

名家的品牌优势，发挥了艺术资源聚合

效应，将进一步促进长三角跨界艺术家

强强合作，推动江南传统文化的融合与

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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