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挑灯看剑的诗意与豪情
——读刘笑伟诗集《岁月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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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品之一，无论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
盐酱醋茶”，还是传统文化中的“琴棋书画诗酒茶”，从物质生活到精神

生活，始终离不开茶和茶文化。如今茶文化在全世界开枝散叶，影响深远。茶何
时进入欧洲？茶在英国社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茶文化研究专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前，曾于2016年精心策划
过一场“茶之旅”：带领17名中国茶人踏上英伦三岛，选取在中英历史上具有茶文
化互鉴意义的25个点，进行为期14天的考察。回国后，他用时5年，对中英茶文
化400年的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了由表及里的全方位研究，写出60余万字的《英
茶行日记》，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多万字“英茶行日记”
再现中英 年茶文化交流史
60

400

系统梳理中英茶文化交流史
林奈的茶标本和拉丁文定名，绿茶

与红茶的地位，凯瑟琳女王的小茶屋，下
午茶圣殿和茶舞会，格雷伯爵茶庄园，
川宁“壶变史”展，怎么做茶生意才能赚
钱，两派英国特使访乾隆嘉庆真相，佩
皮斯和约翰逊博士的茶情结……围绕
一个“茶”字，《英茶行日记》系统梳理、
呈现出从16世纪至20世纪的中英茶文
化交流史。

在这本书中，孙前通过移步换景式
的笔法，生动再现赴英之旅的文化溯源
情境。将瓷器、丝绸、漆器，乃至商贾贸
易、世事政局等中英文化元素熔铸其
中。书中还对茶文化界一些普遍的提法
进行了匡正，考察、研讨了英式下午茶进
入英国的准确背景、时间、人物。

先有红茶还是先有乌龙茶？国内
有壁垒分明的两大派，且都有大师级茶
教授提供支撑。在国外对黑茶（black
tea）即国人称的红茶指什么茶、起于何

时，也各说不一。孙前在书中写道：“但
是都可以追到一个源头，美国的茶文化
大家威廉·乌克斯1935年出版的《茶叶
全书》中说，林奈1753年出版的《植物
种志》一书，就讲了中国出武夷茶即红
茶。以我虽宽但浅的知识而言，那个时
代即归类了武夷红茶，似有存疑之处。
要解决问题，只有查原著。”

所涉及的深度与广度没有先例
在林奈学会（注：伦敦一个研究生物

分类学的协会），孙前一行查阅到林奈
1753年第一卷《植物种志》，他这样记录
自己的心情，“我有一种异样的亲切，林奈
先生，我终于找到你啦。房子中间有一个
3×1.8米的黄桌，黑皮饰面，是研究藏品
或小型讨论会之用。马克取出两张白色
毛巾铺在桌上，转身蹲在标本夹柜面前，
从一格的上方取出4个夹子，看来他是
预先放此以便取用。他小心翼翼地取出
夹子，双手托着，仿佛生怕惊醒熟睡的婴
儿，转过身，轻轻地放在白毛巾上，一字

排开，每夹的左下角，贴着标准式样的标
签，简注相关信息。他用指尖轻轻解开
丝带，再把上下左右对折的厚纸卡打开，
一张白泛黄的卡纸露脸了，四张卡纸展
现在我们面前。他像演出成功的魔术
师，面对屏息静声的我们一笑，‘这就是
你们想看的林奈茶标本原件，1783年从
瑞典来到伦敦，已230多年了。’”

翻阅全书，仿佛跟着作者从成都飞

往伦敦，来一段深度漫游英伦茶之旅。
林奈学会、巴特勒码头、切尔西药用植
物园，哈姆城堡、皇家植物园“邱园”、川
宁茶叶旗舰店、英国农贸市场、维多利
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就中英茶文
化考察交流而言，此书涉及的深度与广
度，是没有先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教
授、著名茶文化专家沈冬梅评价《茶英
行日记》时说道。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一本书里能藏得下什么？一片树
叶、一枚书签还是一封情书？假如说一
本书中能藏千军万马，你肯定会摇头一
笑说：“吹牛。”

但是几天前，当笔者打开一本诗
集，还真在其中发现了“千军万马”。

这本书就是诗人刘笑伟的新作《岁
月青铜》。

简短响亮的书名，天蓝色封面的精
装版本，典雅而大气，乍一看还有几分
深海静流般的沉厚。但翻开这素雅与
恬淡，走进诗里行间，听到的是金鼓声
震、吹角连营，看到的是沙场点兵、旌旗
摇动，感受到的是挑灯看剑的壮心与豪
情，长缨在手的自信与必胜。

每一篇诗作，每一行诗句，只要用
心吟诵，就有钢与铁碰撞相击的铮铮之
声传来，带着振聋发聩的轰鸣，恰似排

山倒海的波涛奔涌，又如天崩地裂的巨
石呼啸。若细品慢读，似又闻箭簇从远
古镝鸣而来的悠远、深邃和执著，看到
马蹄撞击石板路溅起的火花，还有荒野
大漠中的霹雳弦惊，夜幕黑云下闪烁的
蓝光，那气势、那场面，不由得让人联想
起胯下马、掌中枪。诗人驾驭文字、挥
洒诗意的凌厉勇猛，真如一股股势不可
挡的旋风突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般的骁勇。

读《岁月青铜》，有一种东西总在笔
者心中按捺不住地向上升腾，而一时又
无法准确地说出那种感觉是什么，是火
焰？是狂飚？是飓风？是豪气？还是英
雄的阳刚与胆略？应该说都有，但又不
能简单地用其中一个词语来形容。它们
就像一股雄风直挂云帆，把笔者的胸怀
也鼓涨得满满的，想要去突击，想要去冲
锋，想要一夫当关，想要决胜千里。

众所周知，最能激起军人灵感的，无
疑是号角，是冲锋的号角，是战斗的号
角。任何时候只要号角响起，热血就会
被激荡，并迅速地把全身每个细胞调整
到最佳状态。军人的最佳状态不是坐
姿，不是站姿，而是不顾生死向前冲锋的
姿态。《岁月青铜》正是将大量笔墨着色于
这一姿态，让军人读了有跃跃欲试之感，
让普通读者读了有安心宁神之功。

金戈铁马，四面边声，自军旅诗诞
生以来，抒写的就是军人战死沙场、马
革裹尸、为国捐躯的悲壮气概。看书中
第一集《钢铁集结》，笔者眼前就闪过一
道亮光，亮起一抹剑锋。这一集的首

章，也是全书的首章，笔者曾反复诵读
这些诗句：

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
电磁的闪电蓄满山冈，
巨舰驶向深蓝。
我们是深山密林内，大漠洞库里，
直指苍穹的利剑，
是冲击蓝天的极限飞行。
是惊涛骇浪里，潜在最深处的
无言的威慑。我们是神舟，是北斗，
是天河，是天宫，是嫦娥，是蛟龙，
是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自豪的微笑。
……

不知道读到这些诗句的军人，读到
这些诗句的中国人，读到这些诗句的每
一个热爱和平的人，会生发怎样的感
想，但笔者是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声由
衷的赞叹，为新时代的中国军队喝彩。

身为《解放军报》记者，刘笑伟一
定不止一次去过中国军队红蓝对抗的
练兵场，那里让千千万万的军人向往，
也让众多指战员在这里承受钢与铁、
水和火的打击、淬炼。凡来到这里又
从这里走出去的部队和军人，都更加
威武雄壮、自信满满，因为他们的意志
和能力、血性和胆略，对现代战争的认
识和拼赢意识，都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与锤炼。所以刘笑伟能够写出《钢铁
集结》，但仔细一想，集结的仅仅是钢
铁吗？

诗人告诉我们，这里有蓄满山冈的
电磁，有驶向深蓝的巨舰，有直指苍穹
的利剑，有蓝天上的极限飞行，有潜龙

在海的威慑，有神舟有北斗，有天河有
天宫，有嫦娥有蛟龙在手……如今，高
精尖的军事科技，已被中国军人熟练掌
握了。它们的作用，不是为了开战，而
是为了止战；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
和平；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屈
人之兵。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在每个
中国人的脸上写满微笑。

《钢铁集结》只是诗集中的一个章
节，而整本诗集都是诗人文思、诗情的
延伸和加固。这样的诗只有军旅诗人
的笔下能够诞生，只有既是优秀军人又
是优秀诗人的人，才能够才情洋溢、诗
思纵横地写出来。

刘笑伟在《勋章》一诗里写道，只要
在人群中看一眼，就知道谁是当过兵的
人，因为当过兵的人胸前都有一枚闪闪
发光的东西，那就是勋章。在他笔下，这
一枚勋章不是看得见的奖牌，而是岁月
静好。

在诗人的心中，军人掉皮掉肉不掉
队，流血流汗不流泪，为的并不单单是
那枚小小的军功章，他们追求的勋章是
造福于神州大地上十四亿人民的和平
岁月。所以当过兵的人，胸前都有一枚
勋章，这枚勋章记在老百姓的心上，佩
戴在战士的赤心忠诚中。

在《岁月青铜》中，刘笑伟以其深厚
的军人素养和文学积淀，紧扣强军时代
节拍脉搏，担当起军旅诗人的文艺使
命，善于观察、思考、发掘独到的诗眼，
把似流水易逝的平凡岁月，铸就成青铜
金文般的恒久流传。

《英茶行日记》

林奈学会珍藏室。

林奈茶标本。

《岁月青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