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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小姐的美食日记98

钱南扬学术成就暨第八届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平湖召开
张婕/文

有些喜爱，是与生俱来的。英国女

王，偏爱午后红茶配甜点的美妙时光；

德国老幼，最爱是剔透明亮的缤纷水果

香茶；炎黄子孙，自古就有着传承已久

的饮茶文化。

茶，源于水，而高于水，就像人们千

百年来，对美好事物的无懈追求，古往

今来，饮茶爱茶者不计其数。男男女

女，不局限于年龄与性别。

儿时不懂茶，但觉入口甘甜，口留

余香。成年后再饮茶，顿悟了味觉以外

的东西。中年以后品茶，多的是冥想与

追忆回顾。

茶，可以独享，用来待客，亦能代

酒。品茶，雕琢了时光，又渗透进了生

活。

宋朝才女李清照曾与丈夫赌书泼

茶，作为饭后娱乐。夫妻二人打赌，说

出典故出自哪本书的哪一位置。只有

答案正确的一方，才能得茶一品。后来

清朝诗人纳兰性德听说此事，称二人

「赌书消得泼茶香」。形容经历过一番

才识的考量，才能最终饮上一杯好茶。

“养生达人”慈禧太后，爱养生的慈

禧太后，有自己专属的调茶师。一年四

季，她都要喝不同的茶叶来调理身体。

夏天喝龙井清热提神，冬天喝红茶暖胃

养身。待到冬春换季时节，就来杯普洱

茶调理肠胃。平日里，慈禧还常用安神

益气的花果泡茶。加入各种果类，为茶

饮营造天然的香氛气息。伯爵红茶的

诞生，她功不可没。

七日七叶——囿好茶，茶饮年轻

派！一个星期有七天。元素周期表，有

七个周期。全身细胞的重生更迭，需要

七年。鱼类，最长的记忆则只有七秒。

七是一个轮回，亦代表新生。新生囿好

茶，为你而来。

一杯清新绿茶，帮你驱赶一天上下

班的乌烟瘴气，抚平随时可能炸毛的糟

糕情绪；一杯高香红茶，替代街边的奶

茶店，品味了赶超奶茶店的味道；一杯

清新水果茶，摒弃甜腻腻的很容易发

胖，慵懒的午后，刚刚好；一杯谷物果

茶，寻找片刻也好的温柔安慰，就像柠

檬遇到苦荞那天，柠檬并不酸，苦荞也

并不苦⋯⋯

囿好茶，七日七叶，讲不完的故事，

陪伴你，忘记难过、痛苦或遗憾。带领

你，唤醒全身细胞的重生。摒弃繁琐 ，

化繁为简。黄金比例的三角形茶包，随

时随地与茶为伴。

囿好茶：七茶七叶，随时一口恋爱的滋味

11 月 3 日和 4 日，在钱南扬先生的故乡浙江

平湖，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钱

南扬学术成就暨第八届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平

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国平，平湖市副市长方晓

烈等出席。

南戏被誉为中国百戏之祖。在近代研究南戏

的学者中，钱南扬先生的研究历时最久，用力最

勤，成就最著，是中国南戏研究的泰斗级人物。

钱南扬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南戏研究

和民间文学研究两个方面，其中，南戏研究是其学

术生涯的重点，辑录 54 种戏曲的《宋元南戏百一

录》在《燕京学报》上甫一发表便引起了学术界的

重视，这一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近代南戏研

究的科学基础，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后戏曲

史研究上的又一重大突破。戏曲理论家杜颖陶先

生更是将“南戏研究‘第一人’”的赞誉给了钱南

扬。

钱南扬先生一生著作颇丰，先后出版了《宋元

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版）、《永乐

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版）、《元本琵

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版）、《戏文概

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版）等著作，这些论著

在国内学术界影响巨大，至今仍是从事南戏研究

的必备参考书，在国外如苏联、日本、欧美等许多

国家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戏文概论》被公

认为填补了中国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此次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还参观了由平湖

市级文保点当湖张宅修缮而成的当湖街道戏曲活

动中心。当湖张宅是平湖保存较好的一座体现江

南水乡传统民居特色的老宅，古色古香的老屋让

戏曲有了年代感，而古老的戏曲又为古宅披上了

一件文化的外衣。在活动中心中，还有部分关于

钱南扬先生的展陈。“用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

里，进而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这

便是我们进行展陈和承办会议的初衷。”当湖街道

党委书记陈伟表示。

平湖自古就有“金平湖”之美誉。人杰地灵是

“金平湖”成色的体现之一，自建县以来先后有明

清两代进士 221 人，举人 668 人，建国后有“两院”

院士8人，乡贤资源十分丰富。乡贤，对于一个地

方来说，是一本最具乡味，最接地气的“乡土教

材”，当湖街道作为平湖的主城区，自然承担起了

挖掘乡贤资源，传承乡贤文化的重任。近年来，在

当湖街道辖区内，先后建起了著名音乐、美术教育

家弘一大师李叔同，著名书画家陆维钊等乡贤纪

念馆。“钱南扬先生作为平湖典型的乡贤人物，也

是平湖文化界的一颗璀灿之星。召开学术研讨

会，既是对钱南扬先生的一种纪念，也是对南戏学

术研究的一种传承与弘扬。希望能运用好此次学

术研讨会的各项成果，进一步传承南戏艺术、弘扬

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平湖市民了解南戏、喜欢南

戏、学习南戏。”平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国平

说。

在乡贤文化的熏陶下，近年来当湖街道的文

化建设取得累累硕果。群众文化“遍地开花”，农

村文化礼堂实现全覆盖，社区文化家园建设加快

推进，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老百姓都能就近开

展文娱活动。民俗文化“远播重洋”，做香囊、吃

“五黄”等端午民俗活动通过央视中文国际平台实

现全球直播。历史文化“开拓创新”，当湖十局名

气渐响，举办了当湖十局杯 CCTV 电视围棋快棋

赛、围棋元老邀请赛、古李十番棋等多项赛事，同

时，还以当湖十局为背景，创作了舞蹈《当湖十局·
弈》，现已申报国家艺术基金小型舞台剧和浙江省

文化精品扶持工程。节日文化“精彩纷呈”，紧扣

“善美当湖”文化品牌，开展寻找当湖工匠、“我们

的节日”等系列活动，抓住传统节日、春泥计划、文

明创建等契机，传承非遗精髓，弘扬民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