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2月3日 星期六 策划 吴国红 责编 聂晶 美编 李梦妮

CHONGQING DAILY 8■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记者 赵欣

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一次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致敬，让躺在博物馆里的苏轼书
法“活”了起来。

近日，在眉山三苏祠举行的第十二届(眉
山)东坡文化节开幕式上，45卷本《苏轼书法全
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底出版上市。

《苏轼书法全集》是西南大学与眉山市政
府校地合作的重大文化工程，由西南大学中国
书法研究所主持，中国国家博物馆、眉山三苏
祠博物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重
庆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多家单位相关专家参
与，历时6年共同编撰完成。

这一重大文化成果背后有着哪些故事？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该书主编之一、西
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曹建。

寻 海内外求索瑰宝

“众所周知，‘三苏’之一的苏轼是中国家
喻户晓的历史文化名人。他集文学家、书法
家、画家等身份于一身，诗、文、书、画无不精
绝，独领风骚。其中，他的书法被誉为‘宋四
家’之一，《黄州寒食诗帖》更有‘天下第三行
书’之称。”曹建介绍，长期以来，苏轼书法这一
东方文化瑰宝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得到整
理系统，让人难窥其全貌，殊为遗憾。

虽然苏轼的传世书法作品众多，但大都散
藏于海内外各文博单位和私人藏家之手，相当
一部分从未公开“现身”，不利于东坡文化的研
究和传播。曹建告诉记者，全集编纂期间，团
队的足迹遍及海内外，致力于从卷帙浩繁的文
献中寻找有关东坡书法的点滴。

编撰团队走访、调查了所有已知的能去的
藏有东坡书法的机构和单位，先后从重庆图书
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

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广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以及美
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日
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单位，获得苏轼及苏氏一
门书迹高清图版万余张，几乎囊括了传世苏轼
书法墨迹和刻本。与此同时，团队对释文整
理、书论校注与苏轼书法的分期研究、技法研
究、重要作品研究、接受史研究等工作，也在有
序进行。

编 收录苏门精品近千件

2021年12月10日，《苏轼书法全集》合作
编纂项目顺利结项，成功移交三苏祠博物馆。
同时，西南大学出版社开始了这一宏大文化成

果的出版工程。
“苏轼存世书迹以墨迹、法帖、碑刻三种形

式为主。这套全集分成总目卷、墨迹卷、法帖
卷、碑刻卷、释文卷五部分构成。”曹建介绍，
《苏轼书法全集》共计45卷，收录海内外20多
家文博机构及私人藏家收藏的苏轼及苏氏一
门书法作品940余件，包括墨迹90余件，法帖
75种800余件，碑刻50件。去除同名作品后
约500件，其中苏轼作品460件，苏洵、苏辙、
苏迈、苏过、苏迟、苏元老、苏峤等书法作品近
40件。

如此宏大的搜集整理工程，对于作品的收
录有何标准？“苏轼书法作品同一版本的刻帖与
碑刻由不同单位收藏，或同一单位收藏多件同
一版本者，择其精者。无版本出处又明显伪劣
的碑刻作品，则不收录。”曹建这样解释道，“这

套全集以版本精择与所录全面为目标，力图为
读者展示苏轼书法在历史流传中的全貌。”

这套全集还遴选了高清图版近万张，几乎
囊括了当前传世最重要的苏轼书法作品。参
与全集评审的专家认为，该项目的研究规模
大，项目立意高，收录最全最新，很多书法作品
都未公开出版过，如墨迹《定惠院月夜偶出诗
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宋刻《东坡苏公
帖》、明刻《雪浪斋苏帖》等作品，整套全集具有
很高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看 图版精美释读精细

据了解，全集五部分，可谓卷卷精美。总
目卷单独成册，由序言、前言、总目录等构成：

序言为苏轼书法的技法、思想与观念专论，以
中、英、法、日四种语言呈现；前言概述编纂缘
起及主要内容等；总目录为各卷篇目。

墨迹卷收录国内外公私藏家收藏的苏轼
与苏氏一门传世墨迹。本卷6册，采用仿“蝴
蝶装”（编者注：蝴蝶装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
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
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
书。）传统装帧形式。排序上，为突出作品的
关联性和整体性，按尺牍、诗、词、文、赋顺序
分类编排，同类作品按书写时间排序，书写时
间不明者参考文学作品创作时间排序。

法帖卷主要收录历代刻帖中的苏轼与苏
氏一门书家作品，包括宋刻、明刻、清刻和民国
刻。本卷25册，采用精装形式，以法帖的刊刻
时间先后排列。

碑刻卷主要收录历代碑刻中苏轼及苏氏
一门书家所书的碑版、墓志铭、摩崖题刻等作
品。本卷9册，采用精装形式。以碑刻和拓本
时间先后排列。

释文卷主要是对全集收录的书法作品、题
跋文字和印鉴的释读。释文以件为单位，著录
信息包括作品名称、作者、书体、装帧形式、规
格（材质、行数、字数、尺寸等）、藏地、书写（刊
刻）时间、书写（刊刻）地点，以及作品、题跋、印
鉴释文等。作品、题跋遵循“依图释文”原则，
以尽可能保证释读的准确性。本卷4册，采用
精装形式。按照作品图录顺序编排文字。

此外，补编墨迹卷主要收录台北故宫博物
院所藏苏轼作品46件，苏氏一门书家作品20
件。补编墨迹卷只作为西南大学中国书法研
究所研究资料交流使用，暂不公开出版。

“作为迄今为止收录全面、材料新颖、规模
宏大、图版精美、释读精细、出版精良的一项重
大成果，该套全集将为苏轼及宋代文化艺术研
究领域带来新的认识和突破，将进一步增强中
华民族文化自信，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
曹建说。

历时 6年编纂完成

《苏轼书法全集》展苏门传世大作

□吴倩

人的体质各有不同，有的人怕冷，有的人
怕热。

特别怕热的人，冬天穿一件短袖在屋子
里走，头上还会冒汗珠；特别怕冷的人，夏天
天气最热的时候，还穿着长袖毛衣，而且手脚

冰凉。
怕冷、怕热本来是体质偏向和习惯问题，

不需要过多注意，可是怕冷和怕热到了这样
的程度，肯定是身体有问题，需要纠正身体的
紊乱。

《黄帝内经·至真要大论篇》中说道：“诸
寒收引，皆属于肾。”意思就是，大多数寒冷
的、向内收引的、拘挛的疾病，都与肾阳不足
有关系，可以从肾去调理。

如果有人长期怕冷，而且一到气温下降
时就手脚冰凉，穿得再厚也解不了冷的感觉，
那肯定是肾阳比较虚。

大多数老年人都比青壮年人怕冷，因为
老年人肾精和肾气都衰退了，肾阳自然就不
足。正如《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中说
道：“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就是
说，人到了八八六十四岁的时候肾精就少
了，肾脏就衰了。我见过好几个老年人，他
们一到冬天，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就冰冷冰冷
的，睡觉必须用电热毯先把床铺暖起来，或
者在脚边放一个暖水袋，如果到了下半夜暖
水袋不暖了肯定会冷得醒过来，而且夜里要
起夜好几趟。

如此怕冷，又是老年人，那多数是肾阳亏
虚的问题了。这时候我通常建议老人们先到
医院去做一个疗程的推拿，疏通一下经络和

筋骨，然后自己在家注意调养。
一是平时要适当食用牛肉、核桃仁、韭

菜。牛肉是补血的，又是温性的，可以通过补
血来补肾精，又可温肾阳；核桃仁和韭菜都是
温补肾阳的食疗品。二是要适当增加活动
量，可以以散步等不剧烈的活动为主，但一定
要到户外沐浴阳光。因为太阳是天地间阳气
最旺盛的能量体，沐浴阳光是天然绿色的补
养方法。三是晚上睡前要用热水烫脚，然后
搓一搓足底，用手掌摩擦足底直到发热为止，
接着点揉足底的涌泉（在足心前1/3与后2/3
交界处），然后点揉太溪（在足内踝与足跟腱
之间的凹陷处）、复溜（在太溪穴往上2寸，跟
腱的前方）。

秋冬养生小建议：
●小腹牵扯拘急痛，很可能是因为肾经

受了寒气。此时可以用艾条熏灸神阙和关元
治疗。

●常吃牛肉、韭菜、核桃仁，有补肾精、温
肾阳的作用。

●太阳是自然界最强的能量体，常常沐
浴阳光是天然的补肾法。可以选择清晨及黄
昏，日照不十分强烈的时候，每天晒1-2小时
太阳。但夏季日照强烈，最好避免直晒。

（节选自重庆出版社《养生就是养脏腑
——〈黄帝内经〉的健康智慧》）

冬季健康保健指南

□陈可冉

柳宗悦（1889-196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
思想家、美术评论家。《茶与美》收录柳氏“谈
茶论美”随笔、散文14篇，围绕茶人、茶器、茶
事、茶礼等饶有兴味的话题，深度阐发了以茶
道为代表的日式美学（或者说“柳式美学”）的
基本特征和艺术旨趣。上世纪80年代初日
本出版的22卷《柳宗悦全集》是全面了解著
者学识和思想的权威参考文献，然而远水不
解近渴，相较于大而全的日文版全集，小而精
的中译本《茶与美》可谓是专为国内读者量身
定制的“导览手册”。

笔者的研究领域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古典
文学与出版文化，《茶与美》首先吸引我阅读
的是一篇专门讨论本阿弥光悦（1558-1673）
的文章——《光悦论》。本阿弥光悦是江户时
代初期名满天下的书法家、艺术家，由他参与
设计、出版的木活字古籍刻本称为“光悦
本”。光悦本因其雕工精湛、纸墨精良、装帧
精美，历来备受推崇，堪称日本雕版印刷史上
登峰造极的杰作。然而针对这些几乎是公认
的日本“最美书籍”，柳宗悦却提出了完全不
同的看法。他认为（光悦本）“最大的错误在
于把书籍做成了观瞻品。即便外表看来极

美，但作为书籍就难以言美了”。柳氏看待问
题视角之独到、个性之鲜明，于此可见一斑。

有关“茶与美”的问题，著者笔下的诸多
评论也是话锋犀利，一针见血。如论及日本
茶道的制度与传承，柳宗悦直言“很有必要尽
快把茶道从这种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中解救出
来。就我看来，如若要让宗师制度继存下去，
就应当终止世袭”。众所周知，在日本的传统
文化中，身份与职业的世袭其实是非常司空
见惯的现象。歌舞伎演员即是如此，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不但子承父业，而且连艺名也都
世代相传。前不久，日本当代名伶市川海老
藏终于接替自己的父亲，承袭了业界的最高
名位，正式成为第十三代市川团十郎。新一
代“团十郎”的诞生，一时间成为日本街谈巷
议的文艺盛事。

日本茶道领域素有“千家十职”之说，不仅
宗师的地位由千利休（1522-1591）的子孙世袭
罔替，其他与茶事有关的器具制作、书画装裱
等各门手艺也是由号称“十职”的工匠之家代
代继承。世袭制度固然可以发挥坚守传统的
积极作用，但在柳宗悦看来，主事者审美水平
上的眼光和见识远比血统层面的出身更为重
要。浮于表面的权威主义造成当今的日本茶
人“大都对宗师如此服服帖帖，被道具屋妥妥
地牵了鼻子走，把高价品错当作佳品，认为外
盒题字不可或缺，把手艺人的茶器当成是最好
的，然而却不以自己的心与眼来做取舍”。

具体以茶器为例，柳宗悦对一般意义上
所谓的“名工名器”并不感冒。《茶与美》告诫
读者，平凡的器皿“正因为其本身平凡，其辉
芒才显得更为璀璨。对其视而不见者，无疑

会错过不平凡的美”。著者最为津津乐道的
例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茶器的“喜左卫门井
户”。此茶碗原初不过是朝鲜无名陶工随手
烧造的日用餐具，真正使其完成华丽变身，为
它的“后半生”赋予非凡意义的决定因素乃是
先贤茶人的审美品味和识珠慧眼。正是由于
底层匠人的“无心插柳”，以及茶器与茶人之
间的种种因缘际会，方才成就了率真无邪、质
朴天然的至道之美。

上升到思想层面来说，柳宗悦秉持“禅茶
一味”的理念，力主“茶道是美的宗教”。在他
看来，所有孜孜以求、刻意为之的贪念，以及矫
揉造作、亦步亦趋的模仿，都不仅不利于美的
发现与鉴赏，而且往往会招致适得其反的后
果。所以，茶道应有的美学追求一言以蔽之，
实际上就是禅宗推崇的“但莫造作，只是平
常”。以非茶器为茶器，于平凡中见不平凡。
可以说，柳氏所倡导的茶道美学是一种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同时又融入生活的艺术境界。

“什么才是美，怎样鉴别美，如何生成
美？”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标准答
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时
代的人类个体，对于美的感知和评价自然是
千差万别，无法一概而论。说到底，《茶与美》
所呈现的只是“宗悦流”的参考答案。但无论
如何，根植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光
辉，足以带给我们丰厚的人生启迪。

搁笔之际，欣闻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品
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在这寒潮来袭的冬
日，人间的清味莫过于此。

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精神
——读《茶与美》的一点感受

□刘怀宇

最早听说陈宜禧和新宁铁路是我在北
大大二结束的暑假，第一次跟父亲去台山，第
一次回老家。父亲在广州出生。日本人占领
广州后，在广州行医的祖父把诊所迁至台山，
全家老小回乡躲避战乱。父亲对台山的情感，
渗透他那些有关家乡人情风物的散文，从解饥
救渴的藤酸果，到为乡亲避日挡风的山间凉
亭。乡下留给父亲的记忆无疑是美好的：质朴
的童年玩伴，慈爱的长辈乡邻，青翠的山野、悠
然的牛群……战争、土匪和饥馑或许逡巡在童
年梦幻的边缘，但始终不能入侵。

对那次走访我印象模糊，只笼统地记得满
眼的绿。好像我们带的胶卷有点过期，色调分
配不匀，拍出来的照片都偏绿，池塘绿、水库
绿，碉楼也别有风味地绿着，衣裙都染绿了，笑
容由衷地青翠。回头看这些照片，更觉得是乡
村的绿浸染了我们的镜头。随后的 20 多年
里，父亲移民、打工，到退休带孙女，生活翻大
波起小浪，他却一直没中断对新宁铁路历史的
调研和撰写。无论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还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书，他来看我，便总会
让我带他去学校图书馆查找相关史料。让我
陪着度假，首选是西雅图，因为陈老前辈曾在
那里生活过。每次回国，有机会便去台山各地
走访，到档案馆查询资料。那是信息网络兴起
之前，调研实打实，拂去上百年的浮尘，指下触
摸的都是有质感的岁月留痕。

父亲来洛杉矶治疗期间，还坚持写了一
章。那却是他最后的坚持了。六年里与癌症
的两次搏斗耗尽了他的精力与灵感。也是在
那段时间，他开始劝说我帮他写这个题材。虽

然多年耳濡目染，但我当时对这个题材的了解
笼统而表层：清末华侨自筹资金回国修铁路，
宏大、陌生，遥不可及。我劝说父亲努力康复，
也期望他能逐渐好起来，完成他后半生的心
愿。医生们都说，写作有疗愈的功效啊。

父亲走得急促，令人措手不及。之后，我
发心要接着父亲的遗愿写下去，有了意愿，一
步步走下去，尽心尽力，有时候就成了。

父亲留下的史料、手稿几乎全部是关于陈
宜禧60岁后回台山创办新宁铁路的25年。史
料称陈老前辈大概于1861年、才17岁就漂洋
过海闯金山了。那么从他到美国后，到回国修
铁路之间40多年里，除了1886年在西雅图排
华暴乱中为保护华人挺身而出这段史实外，他
还经历了什么？他如何在当时种族歧视极其
严重的环境中，从一位乡村少年长成让西雅图
创市先父们信服的华人企业家？

父亲收集的史料中留下的这段空白让我
很好奇。感谢互联网时代，经过一番搜索研
读，虽然踪迹寥寥，我还是发现了一些线索，比
如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英文信件和账
本。第一次动用美国庞大的图书馆联网系统，
通过比华利山市的图书馆从西雅图借调这套
收藏，先前并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心里一直忐
忑。

大约两周后，帮我借资料的图书馆负责人
Yael终于打来电话，说资料到了，因年久老化，
实物已经不能碰触，全部拍成了微型幻灯片。
在图书馆的幻灯机上，翻动一张张泛黄的幻灯
片，仿佛是透过岁月的云雾，一段段辨认着那
些朦胧的黑墨花体字。而同时，横隔在我和陈
老前辈之间一百年多年的时光，在一分一秒地
融化。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如墨迹般晕
开，渗进我所在的时空。

“陈宜禧为什么60岁离开西雅图的富商
生活，回台山修铁路？”我曾请教台山市博物馆
的蔡馆长。商业行为升华到爱乡爱国的高度，
他答得简洁。

爱国爱乡，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民初是怎样一
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他们响应着血脉里的召唤，
被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推动着，要突破所有个人的
极限，甚至与个人紧紧相关的乡与国的极限。

还记得一个惊喜的瞬间，发生在2018年8
月走访西雅图的时候。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里，伯克法官成箱的书信文件中，我翻阅到陈
老前辈回台山后写给伯克法官的十几封信。
他用流畅优美的英文，描述1909年斗山到公
益通车后庆祝典礼的盛况，诉说对老朋友的思
念，恳请老朋友协助筹建铜鼓商港……

这的确就是我在寻访的那位热血奔涌、要
突破一切极限的建设者陈宜禧啊。这样的印
证，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那个瞬间，仿佛头顶
生风，我站起来想大喊一声，宽旷的特别收藏阅
览室里只有我和图书管理员，安静得能听见自
己的呼吸，窗外绿树在盛夏的风中摇头晃脑。

陈老前辈的英文水平比起他二三十年前
在账本里记单词的时候，有了质的飞跃，声情
并茂，遣词用句的儒雅精确，让英文专业出身
的我也叹为观止。

（本文系《远道苍苍》后记，有删改）

血脉里的召唤

【精彩选读】

渝 版 书 架

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长篇小说
《远道苍苍》，是一幅横跨两个世纪、囊
括中美两地的恢宏历史画卷。小说分
上下两卷，共计36个章节，由当代移
民美国的台山人刘子毅、刘怀宇父女
接力创作。故事的主角，是百年前闯
荡美国、造福桑梓的台山人陈宜禧
（1844-1929），一位被孙中山誉为
“伟人”的台山历史文化名人。

——编者

进入冬季后，我们应该怎么养生
保健呢？请大家跟着《养生就是养脏
腑》的作者，一位有态度的临床一线中
医师，来了解关于冬季健康养生的知
识。 ——编者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苏轼书法全集》 全书内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