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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老 年 大 学“ 一 座 难
求”。《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明
确提出加快发展老年教育，但据
央视新闻报道，3 月份正是老年教
育机构开学时，各类涉老教育机
构学位紧俏，报名出现“秒杀”现
象。虽然各地在解决“老年人入学
难”上出台过不少硬招实招，在扩
大校舍规模、设置特色课程方面，
做出了多项努力。不过，每当各地
老年大学启动春季招生，“学位”的
供需矛盾仍会暴露出来。究其原
因，无非是老年教育机构的总量和
增长速度，与我国老龄基数还不
匹配。据全国老龄办统计，能够
接受老年教育资源的人数占比仅
为 5%左右。

老年大学如此热门，反映出多
数老年人都有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的精神追求。面对数字浪潮的奔
涌、置身子女远离的“空巢”，老年大
学成为许多老年人获取信息资讯、
感受生活美好、保持社交关系的重
要依托。即便是与子女住在一起、
跟得上智能时代脚步的老年人，也
会因为对知识与兴趣的学习，而获

得充实和快乐。为老年人创造轻松
友好、便捷舒适的学习条件，是对他
们现实需求的重视，是对敬老爱老
文化传统的实践，是社会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老年
大学不仅要在数量上多做加法，还
要在经营模式、形式拓展上多想法
子。一方面，可以多多引入社会力
量，充分利用融媒体平台，探索多元
运转方式，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在
更宽的层面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
知识教学服务；另一方面，可探索不
同形式的老年教育载体。比如，北
京一些养老驿站中，有人气很旺的
老年合唱班；去年《北京市“十四五”
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提到，将培
育 100 个市级老年学习示范校(点)
及一大批区级老年学习示范校(点)，
探索“医、养、文、体、教”等场所与老
年人学习场所共建共享模式。

解决涉老教育机构学位紧缺
的老问题，真正形成部门主管、社
会参与、全民行动、齐抓共管的机
制，让老年人轻松找到属于自己的

“学习大本营”，这是社会人文关怀
的真情传递，也是现代城市温度的
集中流露。

给老年大学“添座”
都要搭把手

“峨眉多药草，茶尤好，异于天下。”峨
眉产香茗，自古备受推崇。据现有文献资
料考证，峨眉山茶文化最早可追溯至唐朝。

“人水合一，学人初道。人茶合一，学
人能道。人壶合一，学人会道。人禅合一，
学人修道。人人合一，学人悟道。天人合
一，学人明道。谓之于道。”唐朝昌福禅师
创立了峨眉茶道，涵盖茶品、茶人、茶道、茶
事理念，揽天地山水、人文性情于一体。可
见，峨眉山茶文化与儒释道文化一直相互
交融，彼此影响。

“品茶，就是修身养性。”峨眉山市一壶
半盏茶艺馆创始人崔新峰致力茶文化研究
20余年，他如此看待品茶与修身的关系，

“茶树生长在山中，一年四季，历经风吹雨
打，强烈日晒，此后新芽被人摘下，历经翻
炒，开水烫泡，终成清茶。茶叶只是一片树
叶，却遭受了如此多的磨砺，浮浮沉沉，像
什么？人生。”

崔新峰介绍，唐朝以前，古人以“荼”字
称呼茶。“荼”在古书中指苦菜，所以茶味始
终带苦。峨眉山佛教文化深厚，僧人在寺
院前后栽种茶树，自己制茶，并以此待客，
而品茶的过程也是修身悟道的一种方式。

当下，制茶工艺不断改进，茶的种类繁
多，中国人仍保有品茶的习惯，并将其作
为待客之道。古典雅致的茶具常见于会
客场所，行云流水般的沏茶功夫，给客人
留下美好印象。“我觉得现在茶文化的价
值主要体现在‘专注’和‘放松’两个词
上。”“晓三月”茶品牌主理人李里认为，

“品茶能让人从日常生活中暂时抽身，专
注于泡茶、品茶的过程，以放松身心的姿态
去感悟现实世界。”

““黑茶香黑茶香、、出彝乡出彝乡，，形如螺形如螺、、汤似珀汤似珀，，味醇厚味醇厚、、陈香久陈香久，，
马边萃马边萃、、中国味中国味。”。”每年春季每年春季，，云雾之中的马边茶山再也云雾之中的马边茶山再也
藏不住那份热闹藏不住那份热闹，，众人采茶的身影和动听的彝谣互相映众人采茶的身影和动听的彝谣互相映
衬衬。。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626日日，“，“中国彝茶之乡中国彝茶之乡””的美名花落边的美名花落边
城城，，马边彝茶文化掀开了崭新一页马边彝茶文化掀开了崭新一页。。

马边茶业协会会长李贤波号称马边茶业协会会长李贤波号称““马边彝茶第一人马边彝茶第一人”，”，
他的彝茶技艺来自水普武花他的彝茶技艺来自水普武花（（又名又名““杨玉珍杨玉珍”）。”）。明朝初明朝初
年年，，彝族水普家的一个分支迁到马边彝族自治县彝族水普家的一个分支迁到马边彝族自治县，，传到传到
现代历时现代历时600600多年多年。。19351935年年，，33岁的杨玉珍被掳到水普岁的杨玉珍被掳到水普
家作了家作了““娃子娃子”，”，取名水普武花取名水普武花，，便跟随水普家制茶人采便跟随水普家制茶人采
茶制茶茶制茶，，杨玉珍杨玉珍2727岁逃离水普家岁逃离水普家，，后嫁到劳动乡来龙后嫁到劳动乡来龙
村村，，恢复汉名杨玉珍恢复汉名杨玉珍。。李贤波的母亲周元玲拜杨玉珍为李贤波的母亲周元玲拜杨玉珍为
干妈干妈，，李贤波从小跟随杨玉珍采茶制茶李贤波从小跟随杨玉珍采茶制茶，，使此项传统彝使此项传统彝
族制茶技艺得到了恢复和完善族制茶技艺得到了恢复和完善。。

悉心研茶三十载悉心研茶三十载，，李贤波坚守着茶人的淳朴与执李贤波坚守着茶人的淳朴与执
着着，，以及对茶叶以及对茶叶、、茶农和故乡的热爱茶农和故乡的热爱。。他说他说，，马边彝茶制马边彝茶制
作技艺集当地原生茶叶作技艺集当地原生茶叶、、器具器具、、特色技艺为一体特色技艺为一体，，手工传手工传
承上百年承上百年，，是马边小凉山彝族最具特色的制茶技艺是马边小凉山彝族最具特色的制茶技艺。。

马边彝茶马边彝茶（（红茶红茶、、黑茶黑茶））在制作上各有不同在制作上各有不同。。比如制比如制
作红茶时有选茶作红茶时有选茶、、采茶采茶、、摊凉摊凉、、辗茶辗茶、、发酵发酵、、吊炒吊炒、、精选精选77
道工序道工序；；制作黑茶有选茶制作黑茶有选茶、、采茶采茶、、摊凉摊凉、、杀青杀青、、揉茶揉茶、、轻炒轻炒、、
发酵发酵、、晒干晒干、、成型成型99道工序道工序。。

李贤波介绍李贤波介绍，，吊炒是彝茶最显著的特色吊炒是彝茶最显著的特色。。使用的吊使用的吊
锅由彝家传统的吊锅演变而来锅由彝家传统的吊锅演变而来，，以山中以山中2020年生以上的年生以上的
青杠树木碳为燃料青杠树木碳为燃料，，将发酵后的茶叶放在锅里翻炒将发酵后的茶叶放在锅里翻炒，，其其
炒制技法分为中火炒炒制技法分为中火炒、、文火焙文火焙、、大火提香三道工序大火提香三道工序，，并以并以
特定手法将茶叶炒干出醇香为止特定手法将茶叶炒干出醇香为止。。

在李贤波的带动下在李贤波的带动下，，他的他的1010多名徒弟逐渐掌握了多名徒弟逐渐掌握了
彝茶彝茶（（黑茶黑茶、、红茶红茶））制作工艺制作工艺，，成长为新生代的制茶师成长为新生代的制茶师。。

““采茶者用心采茶者用心，，制茶者专心制茶者专心，，品茶者舒心品茶者舒心。”。”品茶如品品茶如品
人人。。勤劳勇敢的嘉州儿女勤劳勇敢的嘉州儿女，，用他们的匠心护茶爱茶用他们的匠心护茶爱茶，，将将
茶文化在碧水青山间化作缭绕指尖的缕缕芬芳茶文化在碧水青山间化作缭绕指尖的缕缕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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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茶？
“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

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
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
夸。”这是在中国民间喜茶、爱茶之人中广为
流传的一首小诗，言辞之间可见人们对茶的
尊崇。

在乐山，茶文化源远流长，最广为人知的
是以“峨眉山茶”为代表的绿茶。唐朝诗人陆
游在品峨眉山茶时感慨道：“雪芽近自峨嵋
得，不减红囊顾渚春。”在他看来，峨眉山茶
比之当时有名的顾渚春丝毫不逊色。除了峨
眉山茶，小凉山地区的马边彝茶也在近年来
声名渐起，为乐山茶文化注入一缕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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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仲文(1896～1974 年)，河北
遵化人。原名秦裕荣，号仲文，后
又以秦裕为笔名。近现代中国画
家、美术教育家。1915 年左右正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的秦仲文，
加入画法研究会并得金城点拨，此
后以书画为业。上世纪20年代入
中国画学研究会为研究员，30 至
40 年代在北平国立艺专等校任
教。

秦仲文早年曾认真研究过古代
绘画，临摹过不少古代名作，应当
说，秦仲文的艺术创作以清代“四
王”为宗，以“元四家”为源，其所秉
持的是最为正宗的南宗文人思想。
秦仲文在50岁时，被聘为北京画院
画师、院委。他“行役万里，跋涉崎
岖，看尽山川，写为画稿”，开启了外
出写生之旅。他遵循“外师造化，中
得心源”的旨要，注重大自然之美与
主观意象的契合，以抒发内心情感，
形成自己独特的山水画艺术风貌。
到上世纪60年代之后，秦仲文的山
水画艺更加精深，可以说达到炉火
纯青的地步。

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
山”之一，层峦叠嶂，山势雄伟，景
色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
称。峨眉山也是画家绝对不能错
过的“写生圣地”。1961 年，秦仲
文曾随中国美协组织的旅行写生
团入川，登临峨眉山游览写生，创
作了一些作品。其中一幅国画《峨
眉山色》，可谓中国山水画之精
品，其笔墨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的
气质与风貌，现被中国美术馆珍
藏。

《峨眉山色》综合了作者多重笔
墨手法，用笔精致细微、坚挺有力。
观其画面，无论是险峻嶙峋的崖石，
还是葱郁苍翠的树林，无论是潺潺
不倦的瀑流，还是突兀巍峨的山峰，
画家着意浓墨重彩，皴擦点染，传达
给观者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景象，而
是画面中莽苍浑厚的一种气魄，折
射出大自然的气息，给予观者审美

享受。
秦仲文曾经在谈艺时坦然自

述：“六十岁前以古为师，六十岁
后以真为师”，这意味着上世纪60
年代后，秦仲文的创作才从师古
法转入师造化阶段。《峨眉山色》
是秦仲文那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其笔墨与色彩的融合，体现出作
者长年累月摹写古画形成的传统
功力。他借助山水灵性，用北方
人的豪爽气质来描绘南派山水，
在笔墨技法上，揭示出画家在山
水画创作中所秉持的个性，让传
统中国画增添了新时代的艺术审
美意境，实现了他个人创作意义
上的“推陈出新”。

秦仲文：

峨眉山色绝天下

秦仲文《峨眉山色》
（资料图片）

又到一年采茶季又到一年采茶季 马边彝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马边彝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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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农采茶
峨眉山市委宣传部 供图

◀昌福禅师论茶
记者 唐诗敏 摄

▼入口回甘的绿茶
李里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