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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为中华文化的瑰
宝之一，源远流长。从茶艺表
演到茶道哲学，茶文化体现
了中华传统礼仪和审美情
趣。作为茶文化的载体，茶
园、茶马古道等地，则成为人
们感受自然和人文、品味文
化和人生的胜地。

8月19日上午，中国科协
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
茶叶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
任委员、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
所长王岳飞教授，做客台州市
图书馆，为读者带来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中国茶文化与茶健
康》讲座。记者摘录其中精华，
与读者分享。

西湖龙井天台来

我是浙大茶学学科带头
人，做茶研究有多年。我们所
说的“三茶统筹”，就是将茶文
化、茶叶、茶科技统筹起来发
展。我们台州茶产业怎么做才
好？我认为就是把“三茶统筹”
这项工作做好。“三茶统筹”
中，政府代表着茶文化，企业
是茶产业，高校便是茶科技。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高校及研究所为支撑的科
学技术合作研发平台，以促进
台州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高质量发展。

台州的茶历史，在浙江的
地位是很高的。西湖龙井的种
子，就是从天台过去的。可能
90%以上的台州人都不知道，
99%的杭州人也不知道，天台
可能也有 60%以上的人不知
道这件事。

台州茶产业发展，还有很
大潜力。我们一亩茶园的农业
产值，目前是 3000多元，将来
有可能达到1万元。

中国人均年喝茶量
有三斤半

中国的茶叶，对世界茶叶
生产和消费影响巨大，种植面
积占全球的 62.73%、产量占
世界茶叶产量的 47.44%、消
费量占世界茶叶消费总量的
42.78%，出口量占世界茶叶出
口的 19.19%。用我的话来说，
可用“中国茶，冠世界”这六个
字来总结——“冠”主要体现
在茶叶产量、茶园面积、茶叶
消费总量、茶叶出口总金额等
四方面。

但 是 ，1933 年 到 2005
年，印度才是最大的茶叶生
产国。从 2005 年以后，我们
又反超印度。今天我们的茶
叶产量，是印度的两倍，茶园
面积是印度的五倍。“茶运即
是国运”，茶的生产和消费，
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高度正相关。

在上千年的中国封建社
会，中国人均年喝茶量，从来
没有达到过 100克。到了 1996
年，每个人的年均茶消费量，
达到了半斤左右，这是非常了
不起的成就。2006年，中国人
年均茶消费量是 600 克，到
2012年达到2斤，2018年达到
3斤。今天，我们的人均年喝茶
量，达到了三斤半。人均年喝
茶量，在世界上也是前五名。
现在我们喝茶量一年的增长
速度，相当于之前一两千年的
增长速度。

人生就像一杯茶。平淡是
它的本色，苦涩是它的历程，
清香是它的馈赠。

有的人觉得茶是柴米油
盐酱醋茶的茶，茶是很多人的
生活必需品。有的人觉得茶很
好玩，它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

茶，是一种精神食粮。所以茶
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这里我会提到一个人，唐
代著名的茶学家陆羽，他写了
一本叫《茶经》的书。世人对

《茶经》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这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世界
现存最早、最完整介绍茶的第
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
全书”。陆羽把《茶经》写出来
后，大家便把茶当成一门学
问，所以说是陆羽创立了中国
古代茶学。

茶叶成分解码

“高山出好茶”，为什么天
台华顶山茶叶不涩，甚至有甜
味和鲜爽感？这就是茶氨酸的
作用。涩的茶多酚、苦的咖啡
碱、鲜爽的茶氨酸，它们都是
茶的特征性成分。

什么叫特征性成分？它需
要达到三个要求。第一是茶独
有的，或者是茶里面含量最高
的。咖啡豆中也有咖啡碱，但
茶叶中的咖啡碱含量，比咖啡
豆要高好几倍，所以它应该算
茶的特征性成分。第二是这个
成分要溶于水，如果不溶于
水，那么我们喝茶，就没什么
意义了。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成分有特殊的生理功能。咖啡
碱的生理功能，我相信大家都
感受到了，提神醒脑、消除疲
劳，我们喝茶睡不着觉，就是
咖啡碱的功能造成的。但是喝
茶，还可以改善睡眠。大家听
后，会觉得矛盾：喝茶不是影
响睡觉吗，怎么能改善睡眠
呢？咖啡碱提神醒脑，它的威
力很大。但是茶叶很神奇，它
既有影响你睡眠的咖啡碱，又
有改善睡眠的茶氨酸。

一茶、一书，一知己！最后
让我们远离生活的琐碎，避开
尘世的喧嚣。愿每个人都能找
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盏茶，以
及那个陪你喝茶的人。一言一
诗一心境，一茶一人伴余生！

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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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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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风暴》（以下简称《风
暴》）让我想起了经典剧集《不要和
陌生人说话》，应该没有观众在观影
结束后，能像刑满释放的女主角徐
敏那样露出艰辛的微笑。

《风暴》讲述的是一个融合了大
量现实案例的虚构悲剧，悲剧的关
键词是“家暴”。愿意来看一个“家
暴”主题电影的，一类是同理心很强
同时带着好奇心的观众，另一类是
家暴的亲历者或间接经历者。

作为第一类观众，《风暴》确实
将我拉入了徐敏遭遇的风暴中。

佟丽娅能将徐敏这个角色演
到如此程度，应该很多观众都想
要“查一查前夫陈思成”。从佟丽
娅入戏的程度，可见她和女导演、
编剧秦海燕的创作团队做足了功
课，她们是用尽全力在替家暴受
害者控诉。

《风暴》让人感到压抑、紧迫，直
接展现男 主 陈 均 家 暴 的 画 面 并
不 多 ，更 多 是 通过配乐、音效、晃
动的镜头来放大这种无处可逃的恐
惧感。

家暴受害者之所以一直以来很
难被援助，因为她们单方面的讲述，
很难让外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隔
了一扇“家门”，如果那些家暴男又
像陈均这样文质彬彬、低调平实，外
人难以置信，也无法代入情感，自然
会说出“夫妻打打闹闹都很正常”的
片汤话。

所以《风暴》的呈现效果，对那
些从没站在受害者角度感受过被暴
力支配恐惧的人来说，可谓震撼至
极。影片中陈均、徐敏一家四口所住
的房子，看得出很旧很小，每当陈均
狂暴地殴打妻子，又懂得用毛巾包
住拳头不让徐敏留下伤痕时，这个
老破小的空间，会让人更加理解徐
敏为什么要“逃离”。

家暴的危害，“家”字比“暴”字

更可怕。原本是人最依赖、最疗愈的
空间，却成了最持久、最无望的牢
房。《风暴》中无论是陈、徐二人的
介绍人、街道调解员，还是双方父
母，他们都觉得既然是“家”就不存
在“暴”。

《风暴》让观众体验到了“家暴”
是什么感觉，呈现了试图通过法律
来保护自己的徐敏所遭遇的“取证
难、离婚难”。因为是“家事”，为了孩
子徐敏两次主动回到陈均身边，这
种法律也无能为力的情绪纠结，影
片也传达得很好。

相比影片用力较猛的主线剧
情，几处闲笔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一处是陈均母亲手上的疤痕，
以及陈母歇斯底里的行为举止。另
一处是陈、徐二人的儿子念念，因为
打人被徐敏责骂“为什么打人”时回
答“要用毛巾吗”。

陈均之所以家暴，是因为他从
小目睹家暴，这是隐藏剧情，推理一
下即知。而他的儿子念念，无形中已
经也有了成为“陈均”的可能。

在很多实际案例中，“家暴”确
实是一种“遗传”。虽然让人想不通，
但事实确实如此。儿子从小目睹爸
爸打妈妈，对妈妈无比疼惜，对爸爸
极其憎恨，但等到自己做了父亲，却
会在情绪失控时成为自己最讨厌的

那个“暴君父亲”。
援助家暴受害者，是《风暴》的

主题之一，但我也看得出，它想要探
讨“为什么会有家暴”，然而这一部
分展现得很隐晦。

家暴是果，是恶果，法律和人情
目睹它的存在，必定会摘去。但家暴
的成因，同样极有必要去了解，去预
防，去杜绝。

陈均为何在家成为魔王，而在
外人畜无害？因为他是典型的弱者，
原生家庭和社会现实使他变成了一
个虚假的人，他的心理病症没有得
到医治，他唯有向受制于他的妻子
宣泄。向妻子使用暴力，对他来说无
异于饮鸩止渴，最终他自己也确实
于其中灭亡。

看完《风暴》最难受的，我觉得
是另一类观众，即家暴的直接受害
者、间接受害者，他们的观影会非常
痛苦，而他们能从影片获得的治愈
非常有限。

2001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播出，掀起社会热议。2016年 3月 1
日，国家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现
在《我经过风暴》上映，相信引起的
讨论会比当年更加全面和深入。

优质的现实主义影视剧总是能
做一些艰难的推动。观众的支持，是
很大的贡献。

《我经过风暴》：她遭遇的风暴，我们都该看到

备受争议的电视剧《不完美受
害人》收官了，同为性骚扰受害人的
顶级大律师林阚和职场小菜鸟赵
寻，通过 girls help girls完成了自我
救赎。识大局顾大体的原配太太夺
回公司控制权，把出轨男赶回家中
带娃，付出真爱的小三挥泪离开。长
期遭受家暴导致反杀的女子，打赢
正当防卫官司，符合了大部分观众
对完美结局的期许。

强与弱的冲突，受害人的懦弱
犹疑，职业伦理与内心真相的冲突，
整部剧做得最好的一点是不下定
义，不洒狗血，只是完完整整地讲好
一个故事。加上强大的演员阵容，几
位主演周迅、董洁、刘奕君、林允、陈
数的演技全员在线，在我看来这部
剧成为年度热剧已无悬念。

一个故事要有看点，我理解编
剧和导演的苦心，但整部剧看下来，
给我的感觉就是——女性的代价太
高了。

赵寻自杀差点没命，落下一个
终身残疾。林阚丢掉了律师资格。米
芒虽然离了婚，但两个孩子的归属
完全没有交代，她自身也没有经济
能力，如果选择和尹声在一起，在周
遭人的语境中，她将始终背负着荡
妇的骂名。小三李怡咎由自取，她自
身的职业能力和付出的真情连带被
一笔勾销。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男主角成
功，照样维持着完美的婚姻，只不过
是从幕前退居幕后，经过一番洗心
革面，仍然是好丈夫、好父亲，坐拥
亿万家产。网上到处是同情成功的
声音，骂赵寻是仙人跳，而这一切就
是现实。

我无法评价对错，每个人都是
不完美的，这本就是人生常态，世界
不是非黑即白，每个成年人心中都
有数。我唯一遗憾的是，整部剧讲述
了所有说不出那个“不”字的理由，
却没有任何人告诉受害人，要用怎

么样的方式在避免受到侵害之前，
说出那个“不”字。

说出那个“不”字，可能意味着
你将要失去很多很多，你的职场道
路将会面临无数的艰辛与挣扎，尤
其是在强弱完全不对等，且要面对
巨大权力碾压或者利益诱惑下。我
想说的是，要么你足够幸运，不然这
几乎是你人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遭遇
的关口。

你得为此做好心理建设，反复问
自己，直到清楚自己内心的选择。如
果你真的坚决选择“不”，你愿意无视
艰险的前路，想要凭自己的力量去拼
博去证明自己，那就一定要在事情还
没有发生前做好防范预案。

骚扰有第一次必将有第二次第
三次，你的机会不是很多，最好在第
一次就明确表达出你的不愿意，尽
量避免给对方创造第二次机会。你
可以用各种方式闪躲避免正面冲
突，但是传达出来的意愿要明确。大

部分的捕猎者是不坚决的，尤其是
高阶位的捕猎者，因为他们的目标
太多，说“愿意”的肯定也有大把人
在，他的兴趣很快会转移。如果对方
很坚决，那就向身边可信的人求助，
让对方找借口给你打电话、来接你，
编造子虚乌有的不舒服，怎么让对方
倒胃口怎么来，反正先脱身才是硬道
理。千万不要像赵寻一样，等到侵害
发生了再去说“不”，那样的代价只会
更大。记得保留证据，视频、录音、聊
天记录，能保留什么是什么，等到证
据充分你就可以绝地反击。

作为父母，这些东西就像性教
育一样，你不去教孩子，等到他们误
入歧途就晚了。不用遮遮掩掩，告诉
孩子无论 TA是否完美，无论 TA做
哪种选择，当 TA需要帮助时，家是
TA永远的依靠。给孩子力量的同时，
还要告诉孩子，人生或许有很多捷
径可走，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命运所
有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

如果你不想成为不完美受害人

夏日炎炎，择一阴凉处读书是
个不错的选择。我随手捡起一本书，
那是白落梅的《苏东坡传》。

书中的第二十章，记述了苏东
坡泛舟赤壁后，来到了 1082年 9月
的一个夜晚。那晚，他与友人对酒当
歌，不知不觉到了半夜。回家时，被
家童闩在了门外，“家童鼻息已雷
鸣 ，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这
时，他浮想联翩，思绪似江水悠悠，
吟就千古绝唱：“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这句堪称词眼，来源于《庄子·
知北游》中的“汝生非汝有”，也化用
了《庄子·庚桑楚》中的“全汝形，抱
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我深感，它
渊源深厚，富有哲理，有必要对此作
更深入的解读。

这句词的本意浅显明白，这
个我不是我自己，许多事情都是

被迫的。
苏东坡“此身非我有”的身不由

已，可谓比比皆然。有的是因时代
潮流浩浩荡荡，被大浪裹挟着的人
们没有太多自由，尽管有千般想
法，也只得随波逐流；有的是因社
会道德规范的束缚，使自己的言行
不由自主，心中冉冉升起的希望或
欲望的火花，常常被社会规则的汹
涌之水所浇灭；有些是因理想与现
实之间的落差，想干一番事业，但柴
米油盐又把他拉回到原地，想要做
而做不得。

苏东坡 20岁考取进士，曾在杭
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后任
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那时的
他，风度翩翩，鲜衣怒马，“会挽雕
弓如满月”。但他想不到，人生路如
此坎坷，一生遭遇三次贬谪。1069
年至 1085 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
实施熙宁变法。在推行青苗法过程
中，官吏任意摊派，伤害了百姓利
益，苏轼便提出建议。他的本意是
兴利除弊，却被认为是反对派，神
宗不高兴，御史们便见风使舵，按
图索骥，从他的诗词中凭空找出

“罪证”，将他打入监狱，坐了 108
天的牢房，差点丢了性命，史称“乌
台诗案”。随后，苏东坡被贬黄州。
1094 年，新党再度执政，他又因讥
讽 先 朝 之 罪 ，贬 至 更 远 的 惠 州 。
1097年，62岁的苏东坡又被一叶孤
舟送到更加荒凉的儋州。他时时处
处想报效国家，但都无法实现，以
至发出“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
日黄花蝶也愁”的叹息。他只觉得
被一只巨大的手推着搡着，像一片

树叶在寒风中四处飘摇。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有“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的感慨。“这个身本来
就是我，怎么会是‘非我有’？我不理
解。”有人会这样疑问。

这正 好 说 明 弗 洛 伊 德“三 个
我”理念。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
本我、自我和超我。“长恨此身非我
有”的“此身”，是一个躯体，是一团
物质，也是行为的载体，是“本我”；
这里的“非我有”的“我”，表示自己
的心，是精神层面的存在，是起支
配作用的，是“超我”。它们是分离
的又是依存的。因为两者是独立的
客体，所以“此身”非“我有”也就有
了可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

这种不同侧面的“我”，常常处
于平衡和失衡的运动之中，推动着

“我”不断向前迈进。现在，出现这样
的问题，当“超我”的指令发出去，

“本我”无法落实，心想要做什么，身
躯主观上或客观上不能跟上，身不
听心的指挥和调度了。这种情况下，
不就成了“此身非我有”？

再有一种情形是，“超我”的指
令发出去了，“本我”也执行了，但执
行结果得到了负反馈，也就是说与
原来的愿望很不一致，甚至相反。苏
东坡起起落落的人生不就是如此
吗？“长恨此身非我有”正是他一生
的真实写照。

本书的主题就是“几时归去，作
个闲人”，以细腻的笔触和凄美的意
境，表现苏东坡逆旅而行，几多潇
洒。不管他身处何种逆境，都能淡然
处之，随遇而安，纵然不能大展宏

图，却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大放
光彩。他在杭州为官时，修复六口
井，引水至千家万户，疏浚西湖，传
为千古美谈。在黄州积极倡导成立

“救儿会”，改变当地随意弃溺女婴
的恶习。在惠州推行“秧马”的新式
农具，创作了《秧马歌》。在儋州兴办
学堂，为民治病，挖掘东坡井等等。
他在诗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问汝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逆境中，是什么支撑着他呢？是
他的精神，是他的信仰。有人为之
概 括 了 三 条 ：一 是 给 人 以 认 同
感，有血有肉，食人间烟火；二是
自 我 调 节 的 能 力 ，流 放 落 魄 之
时，总能乐观豁达，自得其乐，常
常在失意之时展开与自己对话，

“一蓑烟雨任平生”；三是与民同
乐的人性光辉，他平易近人，体贴
民情，救人危难之中，“上可陪玉皇
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面对如此多“此身非我有”产生
的不由自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无
非有三。一是如文天祥一样，牺牲

“本我”，光大“超我”；二是让“我有”
的心屈服于“此身”；三是像苏东坡
一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
南北风”，每次贬谪，他都不忘初心，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出不凡的业
绩。他身上的“三个我”始终和衷共
济，齐驱并进。即使一时无法实现自
己的抱负，他的“超我”部分从来不
曾泯灭。

翻阅这本书，深刻理解苏东坡
身上精神特质，对当下的人们是有
禅益的，它就像夏日里徐徐吹来的
一阵阵凉风。

——读《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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