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
位
书
法
家
书
历
代
百
篇
咏
茶
诗

◎

主
编/

汪
少
华/

杨
剑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

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  张戈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茶香墨韵
    CHAXIANG MOYUN

主        编     汪少华   杨   剑

出版发行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电  话   0791-6565506 

网        址      www.jxfinearts.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889mm×1194mm

印        张   14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0-0593-3

定  价   43.50元

赣版权登字-06-2011-4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流沙河

◎责任编辑＼黄润祥

◎书籍设计＼梅家强＼周晨\赵紫薇

    茶香墨韵 / 汪少华, 杨剑主编. -- 南昌 : 江西

美术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80-0593-3

    Ⅰ. ①茶… Ⅱ. ①汪… ②杨… Ⅲ. ①古典诗歌－诗

集－中国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

①I222②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4571号



【
序
】

 在诗意氤氲中体悟澄怀味象

陈  政

汪 少 华 、 杨 剑 编 了 这 本 《 茶 香 • 墨 韵 》 的

书，选取上千年的各种茶诗，约了百余名当代书

法 家 挥 毫 泼 墨 ， 洋 洋 大 观 ， 配 有 茶 语 、 书 法 心

得，确为修身养性、休闲放松的选本。此书不但

要 求 在 我 社 出 版 ， 而 且 一 定 要 我 作 序 ， 推 脱 不

过，便把自己对茶的点滴感受记录如下，权当为

序。

一

中国文化人身上，从来都有励志和闲情的两

面。

励志为儒家倡导，鼓励积极入世；闲情为道

家推崇，劝导淡泊出世。其实作为一个人，这两

者我以为都不可或缺。励志与闲情是有意义生命

的两个组成部分，同样都是人性的一种解放，是

人的精神不同角度的性灵表达。

如果我们把励志喻为豪放，把闲情喻为婉

约，那么，我们既要金戈铁马，也要委婉悱恻；

既要大江东去，也要烟雨江南；既要壮怀激烈，

也要低吟浅唱。

因为只有闲情，没有励志，社会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因为只有励志，没有闲情，社会

就会僵硬，就会变得脆弱无比。

诗、茶、书法，是东方式闲情的典型形态。

二

茶属会意字。或许是我对于汉字特别敏感

之故，只要这个“茶”字出现于眼帘，脑子里立

刻就会浮现出“人在草木之中”的图像，就能泛

化睢鸠黄鸟、蒹葭白露，就能升腾霏霏雨雪、习

习谷风，或是刚刚收割的稻堆麦垛，或是良田美

池上的黄发垂髫。端起茶杯，能体会到一种来自

山野、田畴的气息。沉浮不定的茶叶，仿佛是大

山里的雨丝云片，从产茶地的峰岭之间，徐徐而

来。

这种在自然与自我之间的共识与共振，仿佛

只有通过茶，寻找方为有效，感觉才能抵达。

茶之于我，从道的层面看，是美学，不是经

济学；从器的层面看，是活泼的生命，不是植物

的叶片。

品茗之于我，是感情加闲情，心境加环境，

具象加想象，恬淡加散淡，从容加宽容。

所以，一个品茶的上午，可能是一个浮想联

翩、清雅绝尘的上午；而一个品茶的下午，又可

能是一个幕天席地、攀今览古的下午。如果晚间

与茶对话，那么，茶的宁静，是一种真真切切、

经过千山万壑沉淀后的宁静，像秋日山径的曲

线，或冬日山峦的雪霁，一直停在没有星星的夜

空下方，风，无法吹动。

三

茶的适应能力特别强。

如果我们将这个世界分为“雅”与“俗”，

那么，在我的印象里，除了茶是脚踏两边船、两

边都靠谱的，就再也找不到其他同伴了。

在“俗世界”里，柴米油盐酱醋茶，七子忝

列末位。在“雅世界”里，琴棋书画诗酒茶，又

是忝列末位。尽管如此，两个世界都争着要的，

想必便是人间珍宝无疑。

茶入俗世，关键是门槛低。

想来那泡茶只要放茶叶、倒水两个动作就行

了。茶叶贵了买不起，自个儿种行啵？买些茶叶

末子吃行啵？寻常老百姓除了以茶提神醒脑、去

油解腻外，还将它当独坐、闲谈、外出、居家的

“伴”。独坐时，有一杯茶捧着，不寂寞；闲谈

时，不时添茶加水，增气氛。茶在俗世，贵在随

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选，以有

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

茶入雅世，关键是门槛高。

同一个茶字，有些茶是进得那个门却进不了

这个门的。特别是品茶上升为一种生活礼仪，被

认为是修身养性的方式时，那门槛就高得去了。

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还有人，还有

人的情绪。在这里，条件越来越苛刻，台阶越垒

越高，不为别的，是要培养起人对茶的精细感

觉，培养出对茶的敬畏。茶道的繁文缛节，实际

是在一步步净化人的焦虑，一层层洗涤生活中的

尘垢，把躁气、怨气、怒气慢慢退去，让香气、

静气、和气氤氲在水汽中。因之，品茗绝不是喝

茶本身，而是要找到茶事之趣、诗性之美，进而

以茶会友，共图步入超凡脱俗的殿堂。

由是，想要攀到茶道的塔尖，恐怕真的要花

一辈子的工夫去悟，有如禅。

四

谈到茶，陆羽便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存

在。

和唐僧一样，陆羽是一位弃儿。

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往官场上奔，陆羽是一

个异数。

孤儿绝对是人生最坏的起跑线。但，命运无

常往往就体现在这里，最坏往往是最好的导师。

陆羽从小被弃于竟陵城下的河边，容貌又

丑，还有口吃，被智识禅师收养后，以感恩之心

为师父精心煮茶。长年累月的这一“精心”不要

紧，智识看他根器不凡又懂得知恩图报，便把自

己的诗文、佛典和有关茶的知识一股脑儿全部传

授给了他。

于是，茶圣在人生底层，在一个有修为的禅

师的精心呵护下，逐渐生成。

每每想到陆羽自苦境中走来，在心里就默想

着，这是茶的幸运，是茶中国的幸运，是东方美

学的幸运。试想，陆羽如长在官宦富贵之家，就

如贾宝玉那样，也不可能踏遍千山万水，历经千

辛万苦去考察天下水、走遍天下山、采遍天下茶

的。这样，就不会有《茶经》，就不会有多少代

人对茶文化的认识高度。

时也，命也，运也。啜苦咽甘，茶也。

五

茶的世界是一个博大的世界。

仅从茶本身的命名来看，就足够桃红柳绿。

从时间上分，有春社茶、明前茶、谷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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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白露茶等；从产地上分，有西湖龙井、武夷岩

茶、江苏碧螺春、安徽六安瓜片、云南普洱、湖

南君山、庐山云雾、台湾冻顶等；从色泽上分，

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从香气上分，有香

片、茉莉花、菊花；从制成形式上分，有团茶、

沱茶、砖茶、块茶、梗片、饼茶、金瓜贡等等。

还有饮茶方法，茶具茶藏，栽培加工，茶事

茶俗。

还有茶之起源，茶器茶炊，茶图茶画，茶文

茶诗。

每项拎出来，都是一部书，都是一个系统，

都有许多故事和传说。

进入茶的世界，我以为有四个步骤：一、

把自己看成自己。你是谁？今天为什么来喝茶？

想得到什么效果？想清楚。二、把茶看成茶。什

么茶？什么性质？产于何地？有何特点？有何规

矩？弄明白。三、把自己看成茶。也就是把自己

想象成茶，无论是痛苦、忧伤，还是亢奋、狂

喜，当你真正把自己看成茶时，便自然中和了不

少，找得到相对的公正与平和。四、把茶看成自

己。进入这种境界，你会完全融入茶的生命，去

真正爱茶，茶的经历就是自己的经历，茶的色香

味就是自己的色香味，焉能不爱。

有了这四个步骤，一般能进入以下境界：

其一：青松不占黄昏景，依旧悠然看夕阳。

其二：客去茶香留舌本，睡余书味在胸中。

其三：春水才深四五尺，野舟恰渡三二人。

其四：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其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六

文明的最大功能，是让人类走出丛林；而艺

术的最大功能，是使人生复归于丛林，并能享受

到身处其间的快乐。

丛林的秩序或者是说自然的秩序，就是老子

说的“道”的秩序，往往也是道德的秩序。而工

业化、信息化的秩序，或者说是文明的秩序，却

是“器”的秩序，往往又是道德的杀手。我们一

方面离不开城市，因为城市能够提供我们太多的

感官享乐；我们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扑向山野与

田畴，因为田园是几千年农耕文化融化在人们血

脉中的精神家园。

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注定无

法诗意般生存时，我们只能去亲近诗意生活的替

代品作为补偿。

于是，从山野里生长的茶，就搭起了城市

与田园之间的一座雅致之桥，是诗意般栖居的象

征。品茶，如同踏雪寻梅，大雪天寻找那枝梅，

恐怕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是在展示我们自身的

人生美丽。

我以为品茶的最高境界，是让山间美妙的采

撷，引诱自己进入一扇想象之门，从自身记忆的

瓦罐里煮茧抽丝，织就一幅幅斑驳奇幻的画卷，

谱写一个个若有若无的音符。

新鲜里透着古老，古老里又亮出新鲜，茶叶

在水的浸润下，开始蜷缩如婴，睡至杯底，后来

渐次舒展，不断释放青春气息，上升、下沉，下

沉、上升，及至肥硕肿胀，汤汁寡淡，则是人老

珠黄，阳寿将尽，不忍卒读了。一泡茶，能将生

命的整个过程演绎一番，不能不叫人感慨万千。

茶盏中的那点水，不小心又成了池塘、湖泊，荡

漾着自己变成渔翁或樵夫，在山之巅或水之湄，

像一棵挺立的青松或一茎白发的芦苇，犹自在秋

风里苦苦守望。

十分钟，三十分钟，九十分钟，年华确已老

去，人生却得到了升华。

茶经每向僧窗读，菰米仍于野艇炊。陆放

翁的茶诗句子，不知是否为其知天命后的年轮所

作。

七

茶，绝对有尊贵高低。

明前的绿茶，能嗅得到春天的气息。

大红袍，雍容华贵，让人感觉肥而不腻，如

杨贵妃。

黑茶，有些霸道，又有些匪气，文化人开始

不能适应，一旦投了缘，恰似宋江遇到了李逵，

诸葛亮喜爱上了张飞。

花茶我是不喝的，太浅。香气过后，什么也

留不下。

陈年普洱，如温厚老者，不但贮藏着许多红

土高原的阳光，且淳实，且体贴，且热情奔放。

红茶，正山小种、滇红功夫、坦洋功夫，宽

容、醇厚、舒坦、绵长，如浩荡秋风，如古寺悠

远的钟声。

八

诗词、书法与茶，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门槛都很低，故和者必众；都没有任何高度的设

限，故创造的空间无限之大。诗道、书道、茶

道，皆为闲情之道，皆为修为之道，皆是在艺术

地雕刻人生时光。

南朝画论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

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澄怀”是要求审

美主体澄清胸怀，涤除俗念，净化纯洁无瑕的审

美心境。“味象”之“味”，即体味、品味、玩

味，也即体验；“象”指客体物象、审美对象。

所谓“澄怀味象”，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

无物无欲的情怀，在非功利、超理智的审美心态

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

意蕴、生命精神。

我们不是圣人，不能含道映物，但我们可

能成为贤者，因而，多在茶香与墨香的诗意氤氲

中，去体悟澄怀味象，或许是人们身陷滚滚红尘

中的最佳选择。

2010年12月20～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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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白露茶等；从产地上分，有西湖龙井、武夷岩

茶、江苏碧螺春、安徽六安瓜片、云南普洱、湖

南君山、庐山云雾、台湾冻顶等；从色泽上分，

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从香气上分，有香

片、茉莉花、菊花；从制成形式上分，有团茶、

沱茶、砖茶、块茶、梗片、饼茶、金瓜贡等等。

还有饮茶方法，茶具茶藏，栽培加工，茶事

茶俗。

还有茶之起源，茶器茶炊，茶图茶画，茶文

茶诗。

每项拎出来，都是一部书，都是一个系统，

都有许多故事和传说。

进入茶的世界，我以为有四个步骤：一、

把自己看成自己。你是谁？今天为什么来喝茶？

想得到什么效果？想清楚。二、把茶看成茶。什

么茶？什么性质？产于何地？有何特点？有何规

矩？弄明白。三、把自己看成茶。也就是把自己

想象成茶，无论是痛苦、忧伤，还是亢奋、狂

喜，当你真正把自己看成茶时，便自然中和了不

少，找得到相对的公正与平和。四、把茶看成自

己。进入这种境界，你会完全融入茶的生命，去

真正爱茶，茶的经历就是自己的经历，茶的色香

味就是自己的色香味，焉能不爱。

有了这四个步骤，一般能进入以下境界：

其一：青松不占黄昏景，依旧悠然看夕阳。

其二：客去茶香留舌本，睡余书味在胸中。

其三：春水才深四五尺，野舟恰渡三二人。

其四：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其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六

文明的最大功能，是让人类走出丛林；而艺

术的最大功能，是使人生复归于丛林，并能享受

到身处其间的快乐。

丛林的秩序或者是说自然的秩序，就是老子

说的“道”的秩序，往往也是道德的秩序。而工

业化、信息化的秩序，或者说是文明的秩序，却

是“器”的秩序，往往又是道德的杀手。我们一

方面离不开城市，因为城市能够提供我们太多的

感官享乐；我们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扑向山野与

田畴，因为田园是几千年农耕文化融化在人们血

脉中的精神家园。

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注定无

法诗意般生存时，我们只能去亲近诗意生活的替

代品作为补偿。

于是，从山野里生长的茶，就搭起了城市

与田园之间的一座雅致之桥，是诗意般栖居的象

征。品茶，如同踏雪寻梅，大雪天寻找那枝梅，

恐怕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是在展示我们自身的

人生美丽。

我以为品茶的最高境界，是让山间美妙的采

撷，引诱自己进入一扇想象之门，从自身记忆的

瓦罐里煮茧抽丝，织就一幅幅斑驳奇幻的画卷，

谱写一个个若有若无的音符。

新鲜里透着古老，古老里又亮出新鲜，茶叶

在水的浸润下，开始蜷缩如婴，睡至杯底，后来

渐次舒展，不断释放青春气息，上升、下沉，下

沉、上升，及至肥硕肿胀，汤汁寡淡，则是人老

珠黄，阳寿将尽，不忍卒读了。一泡茶，能将生

命的整个过程演绎一番，不能不叫人感慨万千。

茶盏中的那点水，不小心又成了池塘、湖泊，荡

漾着自己变成渔翁或樵夫，在山之巅或水之湄，

像一棵挺立的青松或一茎白发的芦苇，犹自在秋

风里苦苦守望。

十分钟，三十分钟，九十分钟，年华确已老

去，人生却得到了升华。

茶经每向僧窗读，菰米仍于野艇炊。陆放

翁的茶诗句子，不知是否为其知天命后的年轮所

作。

七

茶，绝对有尊贵高低。

明前的绿茶，能嗅得到春天的气息。

大红袍，雍容华贵，让人感觉肥而不腻，如

杨贵妃。

黑茶，有些霸道，又有些匪气，文化人开始

不能适应，一旦投了缘，恰似宋江遇到了李逵，

诸葛亮喜爱上了张飞。

花茶我是不喝的，太浅。香气过后，什么也

留不下。

陈年普洱，如温厚老者，不但贮藏着许多红

土高原的阳光，且淳实，且体贴，且热情奔放。

红茶，正山小种、滇红功夫、坦洋功夫，宽

容、醇厚、舒坦、绵长，如浩荡秋风，如古寺悠

远的钟声。

八

诗词、书法与茶，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门槛都很低，故和者必众；都没有任何高度的设

限，故创造的空间无限之大。诗道、书道、茶

道，皆为闲情之道，皆为修为之道，皆是在艺术

地雕刻人生时光。

南朝画论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

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澄怀”是要求审

美主体澄清胸怀，涤除俗念，净化纯洁无瑕的审

美心境。“味象”之“味”，即体味、品味、玩

味，也即体验；“象”指客体物象、审美对象。

所谓“澄怀味象”，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

无物无欲的情怀，在非功利、超理智的审美心态

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

意蕴、生命精神。

我们不是圣人，不能含道映物，但我们可

能成为贤者，因而，多在茶香与墨香的诗意氤氲

中，去体悟澄怀味象，或许是人们身陷滚滚红尘

中的最佳选择。

2010年12月20～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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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袁
道
厚
书

唐
代
·
卢
仝
《
走
笔
谢
梦
谏
议
寄
新
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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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
文
达
书 

唐
代
·
皎
然
《
九
日
与
陆
处
士
羽
饮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
继
中
书

唐
代
·
皎
然
《
饮
茶
歌
诮
崔
石
使
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
志
明
书 

唐
代
·
郑
谷
《
峡
中
尝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
德
聪
书

唐
代
·
灵
一
《
与
亢
居
士
青
山
潭
饮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赵
山
亭
书

唐
代
·
韦
处
厚
《
茶
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 
 

丹
书

唐
代
·
鲍
君
徽
《
东
亭
茶
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
钟
华
书

唐
代
·
曹
邺
《
故
人
寄
茶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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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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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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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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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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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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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友
杰
书

后
晋
·
郑
邀
《
茶
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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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胡 
 

强
书

南
唐
·
成
彦
雄
《
煎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
洪
洋
书

【
目
录
】

○
○

二

○
○

五

○
○

六

○
○

九

○

一○

○

一
三

○

一
五

○

一
七

○

一
八

○

二
一

○

二
三

○

二
五

○

二
六

○

二
九

○

三○

○

三
三

○

三
五

○

三
七

○

三
八

○

四○

○

四
三

○

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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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代
·
林
逋
《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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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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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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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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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杨
少
华
书

宋
代
·
梅
尧
臣
《
茶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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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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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毛
嘉
仁
书

宋
代
·
欧
阳
修
《
双
井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良
书

宋
代
·
欧
阳
修
《
送
龙
茶
与
许
道
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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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
颜
涛
书

宋
代
·
欧
阳
修
《
茶
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肖 
 

慧
书

宋
代
·
赵
抃
《
谢
许
少
卿
寄
卧
龙
山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钧
书

宋
代
·
曾
巩
《
尝
新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吕
燮
强
书

宋
代
·
苏
轼
《
咏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强
书

宋
代
·
苏
轼
《
记
梦
六
首
之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
雄
志
书

宋
代
·
黄
庭
坚
《
以
双
井
茶
送
子
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闹
书

宋
代
·
秦
观
《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
文
浏
书

宋
代
·
蔡
襄
《
茶
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童
孝
镛
书

宋
代
·
陆
游
《
雪
后
煎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
国
兴
书

宋
代
·
杨
万
里
《
非
叶
非
花
只
是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洪
涛
书

宋
代
·
朱
熹
《
咏
武
夷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 
 

斌
书

宋
代
·
朱
熹
《
茶
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
承
闿
书

宋
代
·
朱
熹
《
茶
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
志
超
书

宋
代
·
杜
小
山
《
寒
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聂
成
文
书                  

宋
代
·
罗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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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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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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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薛
元
明
书

宋
代
·
罗
大
经
《
咏
烹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
国
平
书

宋
代
·
罗
大
经
《
茶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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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章
柏
年
书

宋
代 

释
德
洪
《
山
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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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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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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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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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童 
 

辉
书

金
代
·
元
好
问
《
茗
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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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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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
方
华
书

金
代
·
李
俊
民
《
新
样
团
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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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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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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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牛 
 

忠
书

元
代
·
虞
集
《
题
苏
东
坡
墨
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
树
人
书

元
代
·
萨
都
剌
《
元
统
乙
亥
余
除
闽
宪
知
事
未
行
立
春
十
日
参
政
许
可
用
惠
茶
寄
以
谢
》.

.
.
.
.
.
.
.

洪
朝
阳
书 

元
代
·
倪
瓒
《
龙
门
茶
屋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
健
松
书

元
代
·
林
锡
翁
《
咏
贡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洪 
 

亮
书

元
代
·
马
臻
《
竹
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 
 

强
书 

元
代
·
谢
宗
可
《
雪
煎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胡
崇
炜
书

元
代
·
孙
淑
《
绿
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夏
奇
星
书

元
代
·
李
谦
亨
《
士
锉
茶
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 
 

勋
书

元
代
·
蔡
廷
秀
《
茶
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姚 
 

杰
书

元
代
·
了
庵
清
欲
禅
师
《
痴
绝
翁
所
赓
白
云
端
祖
山
居
偈
忠
藏
主
求
和
》.

.
.
.
.
.
.
.
.
.
.
.
.
.
.
.
.
.

龙
开
胜
书

明
代
·
谢
应
芳
《
煮
茗
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庄
振
华
书

明
代
·
高
启
《
采
茶
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
云
斌
书

明
代
·
高
启
《
过
山
家
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
显
双
书

明
代
·
唐
寅
《
事
茗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
晓
康
书

明
代
·
文
徵
明
《
树
阴
煮
茶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曾 
 

鉴
书

明
代
·
瞿
佑
《
茶
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
存
锦
书

明
代
·
陆
容
《
送
茶
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 
 

刚
书

明
代
·
徐
祯
卿
《
煎
茶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
克
年
书

明
代
·
徐
祯
卿
《
秋
夜
试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樯
书 

一
三
四

一
三
七

一
三
八

一
四
一

一
四
三

一
四
五

一
四
六

一
四
九

一
五○

一
五
三

一
五
四

一
五
六

一
五
八

一
六○

一
六
三

一
六
五

一
六
七

一
六
八

一
七○

一
七
二

一
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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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代
·
林
逋
《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
少
华
书

宋
代
·
梅
尧
臣
《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毛
嘉
仁
书

宋
代
·
欧
阳
修
《
双
井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良
书

宋
代
·
欧
阳
修
《
送
龙
茶
与
许
道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
颜
涛
书

宋
代
·
欧
阳
修
《
茶
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肖 
 

慧
书

宋
代
·
赵
抃
《
谢
许
少
卿
寄
卧
龙
山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钧
书

宋
代
·
曾
巩
《
尝
新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吕
燮
强
书

宋
代
·
苏
轼
《
咏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强
书

宋
代
·
苏
轼
《
记
梦
六
首
之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
雄
志
书

宋
代
·
黄
庭
坚
《
以
双
井
茶
送
子
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闹
书

宋
代
·
秦
观
《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
文
浏
书

宋
代
·
蔡
襄
《
茶
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童
孝
镛
书

宋
代
·
陆
游
《
雪
后
煎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
国
兴
书

宋
代
·
杨
万
里
《
非
叶
非
花
只
是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洪
涛
书

宋
代
·
朱
熹
《
咏
武
夷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 
 

斌
书

宋
代
·
朱
熹
《
茶
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
承
闿
书

宋
代
·
朱
熹
《
茶
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
志
超
书

宋
代
·
杜
小
山
《
寒
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聂
成
文
书                  

宋
代
·
罗
愿
《
茶
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薛
元
明
书

宋
代
·
罗
大
经
《
咏
烹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
国
平
书

宋
代
·
罗
大
经
《
茶
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章
柏
年
书

宋
代 

释
德
洪
《
山
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童 
 

辉
书

金
代
·
元
好
问
《
茗
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
方
华
书

金
代
·
李
俊
民
《
新
样
团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牛 
 

忠
书

元
代
·
虞
集
《
题
苏
东
坡
墨
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
树
人
书

元
代
·
萨
都
剌
《
元
统
乙
亥
余
除
闽
宪
知
事
未
行
立
春
十
日
参
政
许
可
用
惠
茶
寄
以
谢
》.

.
.
.
.
.
.
.

洪
朝
阳
书 

元
代
·
倪
瓒
《
龙
门
茶
屋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
健
松
书

元
代
·
林
锡
翁
《
咏
贡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洪 
 

亮
书

元
代
·
马
臻
《
竹
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 
 

强
书 

元
代
·
谢
宗
可
《
雪
煎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胡
崇
炜
书

元
代
·
孙
淑
《
绿
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夏
奇
星
书

元
代
·
李
谦
亨
《
士
锉
茶
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 
 

勋
书

元
代
·
蔡
廷
秀
《
茶
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姚 
 

杰
书

元
代
·
了
庵
清
欲
禅
师
《
痴
绝
翁
所
赓
白
云
端
祖
山
居
偈
忠
藏
主
求
和
》.

.
.
.
.
.
.
.
.
.
.
.
.
.
.
.
.
.

龙
开
胜
书

明
代
·
谢
应
芳
《
煮
茗
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庄
振
华
书

明
代
·
高
启
《
采
茶
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
云
斌
书

明
代
·
高
启
《
过
山
家
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
显
双
书

明
代
·
唐
寅
《
事
茗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
晓
康
书

明
代
·
文
徵
明
《
树
阴
煮
茶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曾 
 

鉴
书

明
代
·
瞿
佑
《
茶
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
存
锦
书

明
代
·
陆
容
《
送
茶
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 
 

刚
书

明
代
·
徐
祯
卿
《
煎
茶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
克
年
书

明
代
·
徐
祯
卿
《
秋
夜
试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樯
书 

○

九○

○

九
三

○

九
五

○

九
七

○

九
八

一○

一

一○

三

一○

五

一○

七

一○

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一
一
五

一
一
七

一
一
九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四

一
二
六

一
二
八

一
三○

一
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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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
施
渐
《
赠
欧
道
士
卖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邬
浙
雷
书

明
代
·
居
节
《
雨
后
过
云
公
问
茶
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 
 

磊
书

明
代
·
王
稚
登
《
题
唐
伯
虎
烹
茶
图
为
喻
正
之
太
守
三
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 
 

峰
书

明
代
·
释
德
祥
《
题
诗
经
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文
广
书

明
代
·
韩
奕
《
白
云
泉
煮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荆 
 

戈
书

明
代
·
吴
兆
《
暮
春
偶
过
山
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倪
进
祥
书

清
代
·
毛
奇
龄
《
西
河
诗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明
书

清
代
·
郑
板
桥
《
竹
枝
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
建
铭
书

清
代
·
陆
廷
灿
《
武
夷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 
 

远
书

民
国
·
苏
曼
殊
《
采
茶
词
之
二
十
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仇
必
鳌
书 

民
国
·
沈
兼
士
《
又
和
一
首
自
调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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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位
书
法
家
书
历
代
百
篇
咏
茶
诗

百
位
书
法
家
书
历
代
百
篇
咏
茶
诗

二 三

○
○

○
○

晋
代
·
左
思
《
娇
女
诗
》

吾
家
有
娇
女
，
皎
皎
颇
白
皙
。
小
字
为
纨
素
，
口
齿
自
清
历
。

鬓
发
覆
广
额
，
双
耳
似
连
璧
。
明
朝
弄
梳
台
，
黛
眉
类
扫
迹
。

浓
朱
衍
丹
唇
，
黄
吻
澜
漫
赤
。
娇
语
若
连
琐
，
忿
速
乃
明
劃
。

握
笔
利
彤
管
，
篆
刻
未
期
益
。
执
书
爱
绨
素
，
诵
习
矜
所
获
。

其
姊
字
惠
芳
，
面
目
粲
如
画
。
轻
妆
喜
楼
边
，
临
镜
忘
纺
织
。

举
觯
拟
京
兆
，
立
的
成
复
易
。
玩
弄
眉
颊
间
，
剧
兼
机
杼
役
。 

 
 
 
 
 

从
容
好
赵
舞
，
延
袖
象
飞
翮
。
上
下
弦
柱
际
，
文
史
辄
卷
襞
。

顾
眄
屏
风
画
，
如
见
已
指
摘
。
丹
青
日
尘
暗
，
明
义
为
隐
赜
。

驰
骛
翔
园
林
，
果
下
皆
生
摘
。
红
葩
缀
紫
蒂
，
萍
实
骤
抵
掷
。 

 
 
 
 
 

贪
华
风
雨
中
，
眒
忽
数
百
适
。
务
蹑
霜
雪
戏
，
重
綦
常
累
积
。

并
心
注
肴
馔
，
端
坐
理
盘
槅
。
翰
墨
戢
函
案
，
相
与
数
离
逖
。

动
为
垆
钲
屈
，
屣
履
任
之
适
。
止
为
荼
菽
据
，
吹
嘘
对
鼎
呖
。

脂
腻
漫
白
袖
，
烟
薰
染
阿
锡
。
衣
被
皆
重
地
，
难
与
沉
水
碧
。

任
其
孺
子
意
，
羞
受
长
者
责
。
瞥
闻
当
与
杖
，
掩
泪
俱
向
壁
。

宋旭安近照

宋旭安，1967年7月出生于吉

林榆树。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专业

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理

事、榆树市文联副主席、榆树市书

法家协会主席、榆树市书画院院

长。

作品曾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创作奖，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

“全国奖”，全国青年庆国庆书画

展银奖，全国魏碑书法大赛一等

奖，全国首届书画小品大赛特等

奖，第四届中国电视书法大赛二等

奖，《人民日报》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周年书画展二等奖，第五届国际

文化交流赛克勒杯书法竞赛二等奖

等。应邀参加“棋盘山杯”中国书

协会员优秀作品展，“弘扬石油文

化”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第一、

二、三届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等国

家级大展。

我的楷书创作属传统一路，讲究造型，讲究线条，更讲究它的韵致，这也

是我多年来不变的定理，与时下流行的大刀阔斧、粗头乱服有点相悖，但这并

不影响我继续耕作自己的那片墨田，曾经一时的盲目追随、跟风早已不再。

不愿意重复过去，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所以我的楷书也一直在变换着味

道，我的书法创作准确点说更像是一种玩味，只是想在我的生命进程中，驱走

空虚，多寻觅些快乐，我觉得用玩的心态去写字，感觉真的很好。

                                                                                            ——宋旭安 小楷镜片  描金地粉彩宣  38cm×2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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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楷书创作属传统一路，讲究造型，讲究线条，更讲究它的韵致，这也

是我多年来不变的定理，与时下流行的大刀阔斧、粗头乱服有点相悖，但这并

不影响我继续耕作自己的那片墨田，曾经一时的盲目追随、跟风早已不再。

不愿意重复过去，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所以我的楷书也一直在变换着味

道，我的书法创作准确点说更像是一种玩味，只是想在我的生命进程中，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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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
○

○
○

晋
代
·
张
载
《
登
成
都
楼
》
（
节
选
）

借
问
杨
子
舍
，
想
见
长
卿
庐
。
程
卓
累
千
金
，
骄
奢
拟
五
侯
。

门
有
连
骑
客
，
翠
带
腰
吴
钩
。
鼎
食
随
时
进
，
百
和
妙
且
殊
。

披
林
采
秋
橘
，
临
江
钓
春
鱼
。
黑
子
过
龙
醢
，
果
馔
愈
蟹
婿
。

芳
茶
冠
六
情
，
溢
味
播
九
区
。
人
生
苟
安
乐
，
兹
土
聊
可
娱
。

包立民先生和杨剑在云海楼探
讨篆刻艺术

包立民，1941年出生于上海，祖

籍江苏武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张大千的艺术》、《张大千

诗文集编年》（与曹大铁合作），

《张大千艺术圈》、《百美图》、

《张大千》、《叶浅予》、《艺术之

路丛书》、《云海楼随笔》。发表

书画评论、书画家传记100余万字。

杂文《闲话唐玄宗》、《张嘉贞为

何不营家产》、《浮士德的悲剧》

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 •杂文卷》

（1976-1982）。

《百美图》中，曾先后收入了十位以书法篆刻

起家的书画篆刻家，诸如钱君匋、沈祖尧、林锴、

韩天衡、王镛、熊伯齐、陈复澄、陈秀卿；增补版

中又添了张人希、李燕生。据我所知，这十位“美

人 ” ， 大 多 由 印 入 手 ， 旁 及 书 法 ， 最 后 又 扩 大 战

果，步入绘画，成为印、书、画的全才。而真正坚

守书法、篆刻，且以篆刻为主者，几乎式微。陈复

澄虽未步入绘画，但他索性以刀代笔，由篆刻书法

转向刀笔书法。个中原因，除了兴趣禀赋外，怕也

与雅根有关。何谓雅根?风雅之根也。什么是风雅之

根呢？一个字，钱。钱是一切风雅之物的根本。比

较而言，画要比书印挣钱容易，求之者也多，这是

无须多说的道理。为此，我有意物色了一位在书法

篆刻上已初露头角，尚未染指绘画的江西印人。这

位江西印人名叫杨剑。

 我与杨剑相识于2001年初秋，邂逅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他与我同时在展厅观展。见我在签到簿上

签名，便主动上前攀谈，谈起他在报刊上读过我的

不少文章，尤其读了《中国书法》杂志刊登的《傅

周 海 周 年 祭 》 一 文 ， 深 受 感 动 。 傅 周 海 是 他 的 恩

师，对他教诲颇多。交谈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很重

师道和情谊的人。

 不久，他热情邀请我和内子赴赣东北一游，还

特地从上饶接来了他的启蒙老师胡润芝作陪，朝夕

共处了一个星期，十分愉快。杨剑家住广丰县城，

临街的一座四层小楼，一楼会客厅里挂着当代名人

字画，三楼大厅则是他自己的书法、篆刻展厅，展

厅一侧是他的画室。我观赏了他的部分藏品，也观

赏了他的书印作品。我惊讶身处僻壤的他，居然能

与诸多海内外名家交往，切磋技艺。更惊讶青少年

时代赶上“十年浩劫”无法安心求学的他，竟然能

排除万难，发奋自学，面壁习字刻印，潜心读帖、

读诗、读文，读到了书内功，也读到了书外功，潜

移默化，化作了传统文人笔下的书卷气。

 赣东北之行后，杨剑与我交往日多。2004年

春，他偕胡润芝老师，应泰国政府之邀，赴泰举办

师生书画联展，2006年又应武夷山友人之邀，举办

《放歌武夷——杨剑书柳永词作品展》，他的书印

已走出江西，走出国门。

 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中青年书法篆刻行楷书条幅 纸本128cm×13cm

家，作为交往数年的友人，我请杨剑画一画自己，

入围《百美图》增补版。他面露难色，说尚未染指

绘画，遑论画像。怎么办? 情急之下，请友人用铅

笔画速写，他在友人画稿的基础上“书丹”，然后

找出已故的胡润芝老师生前赠他的旧作，抄录于像

右，以示不忘师训、师恩。诗曰：

莫道雕虫不丈夫，贞生铁笔写春秋。

纵情驰骋方寸地，攻城斩将十万颅。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启蒙老师语重心长勉励

学 生 治 印 的 诗 箴 。 杨 剑 字 贞 生 ， 号 禅 石 、 静 远 室

主。诗写得很有风骨，可惜不能起乃师于九泉，只

好亲笔为之题写了。

                             ——包立民   丁亥夏于云海楼

（刊载于《百美图》[包立民编著]山东画报出版

社2007年8月出版、发表于《书法报》2008年8月27日

第34期[总第1231期第21版《兰亭》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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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添了张人希、李燕生。据我所知，这十位“美

人 ” ， 大 多 由 印 入 手 ， 旁 及 书 法 ， 最 后 又 扩 大 战

果，步入绘画，成为印、书、画的全才。而真正坚

守书法、篆刻，且以篆刻为主者，几乎式微。陈复

澄虽未步入绘画，但他索性以刀代笔，由篆刻书法

转向刀笔书法。个中原因，除了兴趣禀赋外，怕也

与雅根有关。何谓雅根?风雅之根也。什么是风雅之

根呢？一个字，钱。钱是一切风雅之物的根本。比

较而言，画要比书印挣钱容易，求之者也多，这是

无须多说的道理。为此，我有意物色了一位在书法

篆刻上已初露头角，尚未染指绘画的江西印人。这

位江西印人名叫杨剑。

 我与杨剑相识于2001年初秋，邂逅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他与我同时在展厅观展。见我在签到簿上

签名，便主动上前攀谈，谈起他在报刊上读过我的

不少文章，尤其读了《中国书法》杂志刊登的《傅

周 海 周 年 祭 》 一 文 ， 深 受 感 动 。 傅 周 海 是 他 的 恩

师，对他教诲颇多。交谈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很重

师道和情谊的人。

 不久，他热情邀请我和内子赴赣东北一游，还

特地从上饶接来了他的启蒙老师胡润芝作陪，朝夕

共处了一个星期，十分愉快。杨剑家住广丰县城，

临街的一座四层小楼，一楼会客厅里挂着当代名人

字画，三楼大厅则是他自己的书法、篆刻展厅，展

厅一侧是他的画室。我观赏了他的部分藏品，也观

赏了他的书印作品。我惊讶身处僻壤的他，居然能

与诸多海内外名家交往，切磋技艺。更惊讶青少年

时代赶上“十年浩劫”无法安心求学的他，竟然能

排除万难，发奋自学，面壁习字刻印，潜心读帖、

读诗、读文，读到了书内功，也读到了书外功，潜

移默化，化作了传统文人笔下的书卷气。

 赣东北之行后，杨剑与我交往日多。2004年

春，他偕胡润芝老师，应泰国政府之邀，赴泰举办

师生书画联展，2006年又应武夷山友人之邀，举办

《放歌武夷——杨剑书柳永词作品展》，他的书印

已走出江西，走出国门。

 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中青年书法篆刻行楷书条幅 纸本128cm×13cm

家，作为交往数年的友人，我请杨剑画一画自己，

入围《百美图》增补版。他面露难色，说尚未染指

绘画，遑论画像。怎么办? 情急之下，请友人用铅

笔画速写，他在友人画稿的基础上“书丹”，然后

找出已故的胡润芝老师生前赠他的旧作，抄录于像

右，以示不忘师训、师恩。诗曰：

莫道雕虫不丈夫，贞生铁笔写春秋。

纵情驰骋方寸地，攻城斩将十万颅。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启蒙老师语重心长勉励

学 生 治 印 的 诗 箴 。 杨 剑 字 贞 生 ， 号 禅 石 、 静 远 室

主。诗写得很有风骨，可惜不能起乃师于九泉，只

好亲笔为之题写了。

                             ——包立民   丁亥夏于云海楼

（刊载于《百美图》[包立民编著]山东画报出版

社2007年8月出版、发表于《书法报》2008年8月27日

第34期[总第1231期第21版《兰亭》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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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近照

叶鹏飞，195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常州市文联副主席、常州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常州市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国家

一级美术师。

书法作品入展全国首届扇面书法展，全国第六、七届书法篆刻

展。论文在第一、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研讨会、中国书法史学国

际研讨会上宣读。作品获首届江苏美术节银奖。参与《书法学》

修订，《大学书法教程》、《中国书画篆刻年鉴》、《中国书法

全集》的编写。出版《海镜堂诗草》、《水乡余韵全集》、《书

法楹联欣赏》、《书林随笔》、《叶鹏飞书法集》及《叶鹏飞书

法文选》等10余种著作。

步西中文先生《除夕》原韵

怕听惊心爆竹声，迎新难有小诗成。纷飞白雪高空舞，娱乐荧屏笑眼评。生韵梅花犹

积玉，多情短信正敲更。书斋夜冷吟杯浅，句未清时岁已清！

其一

迎新送旧古风存，满眼高楼也叫村。笔下青山多草舍，瓶中美酒吟新城。书临杜牧怜

花气，诗唱白华添字痕。犹爱园中修竹好，长遮不暖不寒门！

次吴震启先生韵

欲翻新历报新年，往事渐成过眼烟。后乐先忧还一笑，墨缘深处筑诗缘。

其二

酒染衣衫又一年，春山秋水寄云烟。美人心事词人梦，半是情多半是缘。

岁朝步周俊杰先生韵

频频短信总宜时，爆竹喧天也入诗。搔首体愁添白发，案头正写颂春词！

正月初五步王冰石先生原韵

起床已不见星辰，处处惊天爆竹频。谁信财神真送爱，终疑猛虎会施仁！和诗尽索枯

肠涸，酹酒还浇铁砚春。开岁莫生惆怅事，镜中笑对二毛新。

元宵步蔡树农先生原韵

烟花今又开，独自砚耕来。修竹清依石，寒梅乱点苔。怀随明月远，诗借彩云偎。幽

境由心造，休言不染埃。

 ——叶鹏飞

行草书斗方 纸本69cm×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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