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大红袍(舞茶的生命美学

! 王森田

摘"要!从历史性,能动性,有机统一性%三个面向来检视福建武夷山#印象
大红袍$舞茶的生命美学%最后得到以下结论.#印象大红袍$若要承担起武夷山
文化象征的标志%成为福建省的世界性地标%并非舞者的专业度问题%也不是编
剧够不够精彩的问题%与其执着这些浅层的外相%不如深入挖掘舞茶内在的生命
美学意识"武夷茶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足以为福建代言%但若要在
短暂的时间与有限的舞台空间全盘展现%必须要掌握舞茶的&生命神圣性'"如
此一来%不仅能提升武夷山的文化旅游质量%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引导
观众看见舞剧表演艺术的内在美本质%启发对审美对象的深刻文化领悟%发掘舞
茶的生命美学%以及对中华文化所产生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武夷山"印象大红袍"舞茶"生命美学

福建武夷山是世界双文化遗产胜地之一!而%印象大红袍&是唯一在这种世界双文化
遗产胜地展演的作品!由导演张艺谋+王朝歌+樊跃组成印象铁三角!是全世界唯一展示中
国茶文化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大红袍&采用全球首创07"度旋转观众席!6分钟
内即可旋转一周!舞台视觉总长度达一万两千米!四个面向的舞台!绵延出万米长卷的壮
阔景象'山水实景演出!展示了夜色中的武夷山之美!借茶说山+说文化+说生活!试图呈
现)天人合一*的生活态度!劝观众在宁静的山水中!放慢脚步!喝杯茶!把生活中的烦恼+
恩怨+郁闷全都放下!品味茶的宁静和谐!享受美丽的人生'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艺术不只是一种)情感的形式*!更是一种)生命的形
式*!!我们被美的事物感动时!不仅可以感知一份情感的形式!而且能够透过它来发现我
们自身的生命形式'然而!想要把一种艺术形式转换成生命形式!还需要一些中介元素!
因此艺术作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历史性+能动性+有机统一性'为了跨越舞剧外表的浅
层观赏!深入茶文化的历史底蕴!研究其内在的生命美学!本文透过以上所提出的三项)生
命形式*条件!逐一予以检视%印象大红袍&的外在艺术形式!发掘茶文化的生命诠释!以及
对中华文化所产生的意义与价值'

一# '印象大红袍(舞茶的历史性

生命本是具有历史性的!因此艺术作品必须能呈现人类的历史文化!并诠释历史文
化!进而超越现实的时空!回归人类历史的神圣时刻'当过去的历史重现于当今舞台的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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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大红袍(舞茶的生命美学

间!便穿过时光隧道!化成了神圣的彼时!让当代与后代子孙!体验过去先祖们所经历的生
命历程!从中得到感动与省悟'武夷山的茶文化正是循着人类历史脉络进行律动的!武夷
山历史文化悠久!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并且是世界红茶与乌龙茶的发源地!更是
唐宋元时期的贡茶产地'武夷茶最早的祭茶仪式与贡茶制度相关!贡茶制度形成于唐代
中期!衰落于明朝!复兴于清朝'每年贡茶采制前!当地官员都要选择吉日良辰!请得道高
僧主持贡茶园开采仪式!这是)祭茶*"形态的起源!随着贡茶制度的成熟与品茗之风的盛
行!便形成了击鼓喊山催茶发芽的习俗'

到了宋代!位于福建建安境内的)北苑龙焙*精制的龙凤团茶#即建茶/包括武夷茶在
内$入贡朝廷!成为王公贵族专享的)贡茶*'贡茶的采制过程!即是喊山茶俗的滥觞!每日
五更!园官在凤凰山聚集茶农!击鼓喊山'%御苑采茶歌&/)云腴贡使亲手调!旋放春天采
玉条'伐鼓危亭惊晓梦!啸呼齐上苑东桥'*由这首茶歌!可以想象当时喊山的浩大声势'
元代时!更在武夷山四曲溪畔设立御茶园!开发武夷茶!作为贡茶的主要来源!)北苑龙焙*
的喊山茶俗也因此传到了武夷山'建宁总管在御茶园建立了)喊山台*和)喊山寺*!喊山
祭茶的习俗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每年惊蛰!县令备牲礼率官吏+茶农到御茶园喊山台祭祀
山神!祭礼结束后!就会呜锣击鼓!众人同声高喊/茶发芽*0 )茶发芽*0 )茶发芽*0 声震
山谷!回响不绝!至此喊山习俗遂变成官方仪式'民国时期!武夷茶山盛行)开山*仪式!在
立夏的时候!春茶开采的前一天早晨!天刚微亮时!厂主带领茶工到制茶祖师的塑像前祭
拜!上山采茶'沿路厂主们鸣炮相送!在采茶与制茶的过程中!传唱民歌民谣'先将第一
道茶敬奉茶神!焚香礼拜!最后厂主端杯向每位茶工敬茶!祝愿工人生产平安!此即为武夷
茶的)开山*仪式'

综观武夷山茶文化的历史沿革!武夷山的祭茶习俗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出很多
不同的形式!从宋元时代的)喊山*到民国的)开山*!再到今天的)喊山*与)开山*结合体!
是武夷山在地方特色的历史民俗文化'到了./77年中央提出破四旧!当时)开山*习俗被
认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因此被废止了'综上所述!武夷山祭茶是以)喊山*)开山*为主要
形式!相继发展而形成武夷山独具地方特色的祭茶习俗!并传承了数百年之久'近年来!
随着茶产业的兴盛!传统的祭茶习俗又被唤醒了!在采制当天!茶厂会在自家的茶山举行
简化的祭茶仪式!祷祝风调雨顺!茶叶丰收'

由以上的武夷茶历史背景!对照%印象大红袍&舞茶!两个最令学术界诟病的部分!便
可得到答案!甚至为这舞剧所承受的负面评价翻案/第一个负面评价是开场的唐代仕女
画面!很多人批评此段演出与武夷山的茶文化或山水完全搭不上关系'事实上!武夷山的
喊山催茶发芽的习俗!其历史源流来自唐代的贡茶制度!若从这个历史渊源来看!%印象大
红袍&的唐代仕女开场!不仅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恰恰与茶文化的历史轨迹吻合'如果能
利用文宣或媒体等说明舞剧设计的历史渊源!一方面能预防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可以让不
了解历史的观众体验武夷山茶文化的历史之路!品尝地道的文化之旅'

%印象大红袍&另一个负面评价是)喊话*的表演方式!认为不如%印象西湖&的浪漫唯
美'事实上!把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拿来比较是不恰当的!%印象西湖&是透过白娘子
与许仙邂逅的杭州西湖为背景!歌咏人蛇之恋的神话故事!因此容易缔造出浪漫唯美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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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论坛"#!"./ 0$#总第.#辑$

围'而%印象大红袍&的茶文化!则含藏着农民血汗打拼之下的历史根柢!是一部鲜活的生
命史'尽管武夷山风光怡人!有着化外之地的氛围!但绝不能仅用浪漫唯美来诠释茶文化
的生命形式'从外象来看!)喊话*的展演形式!确实有失人文气息!而且有一种强迫观众
接收某种讯息的感觉'当我们亲临武夷山观赏山水实景演出时!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感
受到一股与世无争+宁静和谐的氛围!不需要说教!更不必强迫!观众们在大自然的洗礼之
下!自然而然能暂时放下一切烦忧!沉浸在武夷山的文化场域中'%印象大红袍&将)慢活*
与)放下*烦忧的生活态度!设计成口号!透过)喊话*的形式!强加在观众的心灵!则适得
其反'

然而!若自内在的历史文化渊源来看!武夷山祭茶正是以)喊山*)开山*为主要形式!
而发展出独具地方特色的祭茶习俗!并传承了数百年之久'由这个茶文化的历史渊源来
思考%印象大红袍&的)喊话*形式!恰恰与传统不谋而合!将原始的祭茶文化还原!在武夷
山水实景中呈现出来'学界认为%印象大红袍&的浩大阵容!是张艺谋的个人特色!因此说
%印象大红袍&的)谋味*很重'殊不知传统击鼓喊山的景象正是)伐鼓危亭惊晓梦!啸呼齐
上苑东桥*!气势磅礡'与其说%印象大红袍&是)谋味*!不如说是)武夷茶味*!而这份茶味
正是对武夷山茶文化的历史生命诠释'

总之!武夷茶藉由祭茶的仪式!将自身所处的)凡俗世界*转移至另一个)神圣世界*!
铺排出一场又一场的舞茶演出!让生命的神圣性开显出来!达到永恒的神圣境地'我们身
处!.世纪的凡俗世界中!当我们走进武夷山观赏%印象大红袍&时!即是一种自凡俗世界
走向神圣世界的道路!让我们得以在凡俗的)此时*!回归神圣的)彼时*!#打破一切具体

的历史时空!做一神圣性的回归!而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见证了一种)生命形式*'

二# '印象大红袍(舞茶的能动性

生命是在持续稳定中呈现多姿多彩的变化样貌!因此艺术作品必须是一种动力形式
的结构!通过一个中心!相互连系与依存!并不断创造新的元素'以茶文化的)能动性*观
点来看%印象大红袍&!将在地原有的武夷茶文化!结合过去的历史与神话故事!开创出观
光旅游等新的经济效益!便是一种动力形式'在此从三个面向来析论/

""%一&在地文化的能动性

%印象大红袍&自推出之后!可谓褒贬参半!总括负面评价主要是/针对演出人员的专
业度而言!除了竹林的白衣书生与执竿的红衣女孩之外!其余皆非专业舞者!而且1"a都
是武夷山当地居民!因此被认为其专业度不够'关于这一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用武夷
居民来演绎武夷文化!以)现实能动性*来看!能提供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把文化事业的
名声与实际利益回馈给在地人'以)文化能动性*来说!文化的挖掘与延续!本就应该要
)在地化*!找武夷人来演出!不仅让观众聆听了一场茶文化与山水神话!更让观众品尝了
一个实实在在的+原汁原味的在地文化飨宴!若是找一些专业舞者来演出!则流于商业机
械化的形式!而失去了在地的人文底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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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大红袍(舞茶的生命美学

事实上!每个人天生都是舞者!举凡人类所有的神态与肢体动作!无一不是舞蹈!一个
眼神的流转+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处处皆是舞蹈元素!人的一生中!不断在展演着属于自
己的生命之舞'原始时代的人类无不深信自己是天生的舞者!也都十分自信地舞动自己
的生命故事!直到功利主义盛行!凡事讲究专业分工之后!各行各业有了专门的训练!而舞
蹈也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导致人们迷信专业!使得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畏缩不敢舞动'
如此一来!不但自己失去了舞动的信心与热诚!甚至批判其他不够专业的舞者!就像批评
%印象大红袍&的武夷人不够专业一样'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来看!人人皆是舞者!重点在
于内在的文化意蕴够不够深厚!而非外在肢体舞动够不够专业'换言之!纵使是一个受过
专业训练的舞者!亦无能代替自己来舞动人生.一个专业的外地人!更无能代替武夷人来
诠释武夷的山水茶文化'所谓美或艺术!并非纯粹是美或艺术的本身而已!应该还包括这
些美的文化本质与艺术的内在精神!其最重要的是文化底蕴的发掘'我们必须透过内在
心灵沉思默观!当我们对舞蹈做一凝神观照时!我们是用心灵看见了舞蹈艺术的内在美本
质!是对审美对象深刻的文化领悟'

由这个观点来看待%印象大红袍&舞者的不专业问题!正可作为)茶文化能动性*的诠
释!由于非专业训练!反而不会受限于专业标准的框架!能够自由发挥其肢体律动!开放并
如实地展演武夷文化'在诠释的过程中!以过去武夷先民所遗留的历史文化为基底!包括
茶文化+山水文化+神话!现代的武夷子孙能站在山水舞台上!展演着一出又一出自己祖先
的故事!象征着薪火相传的生命神圣性'这种代代传承的文化命脉!回归祖先的历史轨
迹!本身就是一种神圣性的历史回归!从持续不变的历史文化!到现今变化的型态!就是在
地文化的生命动力形式'

""%二&旅游规划的能动性

武夷山的自然风光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山水地理状态!过去吸引游客的是山水!而%印
象大红袍&是利用山水背景来品茶看戏!鲜活地将茶文化推荐给游客'!"."年武夷山市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整合性的旅游营销企划!以)茶旅*作为品牌发展战略!开发
茶+旅+城市+印象大红袍+高尔夫五位一体!并借助世博会!带动流行风潮!促进武夷山市
的旅游营收'据有关部门测算!它将每年为武夷山至少增加6a以上的旅游人次!销售收
入超过!B6亿元'

自从%印象大红袍&在山水实景中倡导茶文化以来!不仅将武夷山的茶文化推向世界
舞台!而且武夷茶的销售量也增加许多!不少游客在看了%印象大红袍&之后!对武夷岩茶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到茶园走一走!观赏母株大红袍的庐山真面目'这样的)茶旅*品
牌战略!让历史文化悠久的武夷山茶!灵动并舞动起来了!从)不变*的历史文化中!增添
)变*的创意元素!不仅是非常成功的文化创意产业!而且能给茶文化注入新血!带来全新
的文化生命动力'

""%三&浪漫神话的能动性

%印象大红袍&撷取了武夷山大王和玉女传递了千年的爱情神话故事!透过持续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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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话故事引入武夷山的山水地貌'观众席不停的旋转!在一片漆黑的夜空底下!台上的
演员们突然一声吶喊!宇宙瞬间划破黑暗!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武夷山最知名的大王峰和
玉女峰!紧接着.6个超大屏幕穿插在山林间!展开如梦似幻的画轴!娓娓道出玉女和大王
的凄美恋情'传说武夷山曾经是个洪水泛滥+野兽出没的地方!名为)大王*的青年!带领
村民整治了武夷山!来到凡间游玩的仙女与大王一见钟情'可恨那铁板鬼向玉皇大帝密
告两人的恋情!玉皇大帝盛怒之下!将二人点化成石!从此大王和玉女化成大王峰和玉女
峰!只能隔着九曲溪畔遥遥相望'这段神话不仅为武夷山的地形地貌!注入了浪漫唯美的
诠释!而且还启动了)生命形式*之钥!在持续稳定的无情山水中!持续着人间有情的思维!
进而仰赖这份动力!展开一场又一场精彩的生命之歌!在生命的历程中!充满着无限的
动力'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宇宙能动性最透彻的莫过于%周易&的宇宙观/)一阴一阳之谓道*!
万物皆秉阴阳二气而生!阴阳二气)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故万物皆在)动*中!皆生生不已+
创化不息')动*即万物之生命与精神!而万物之运动又有普遍规律可循!因此生命至动而
有条理'生命是有节奏的!是展演着生生不息的节奏!生命的节奏!是生命艺术的最高境
界'承上所论!从宇宙自然出发!从生命艺术出发的一切作为!都是生生不息的艺术'$

生命是由持续不变的历史元素中!产生多姿多彩的文化变量!并从中体现自我认识自
我!生命中的自我是一连串的持续变化!在这持续的变化之中!得到一股生命的动力形式'
为了抵抗生命的无限可能!舞者在舞台上使尽浑身的力气!将武夷山中的茶!拨弄出有如
烟火弥漫般的千军万马!象征着生命动力的千姿百态!用以迎接未来生命中无边无尽的长
途跋涉与万里流浪'%印象大红袍&结合了在地茶文化动力+旅游经济动力+历史神话动
力!持续不断)翻腾*的意象!就是符合了一种持续稳定!且持续变化的生命动力形式'

三# '印象大红袍(舞茶的有机统一性

生命形式是一种)有机*的结构!而且是透过有节奏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当这种统一性
的节奏突然停止了!那么!整个有机体就会解体!甚至生命也就随之结束!这便象征着生命
形式是一种不可侵犯的形式'

生命形式所具有的特殊规律!是随着它自身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消亡活动辩证发
展的规律'因此艺术作品也必须透过有节奏的活动串联在一起!呈现生命所特有的有机
统一性'

以人类的身体为例!体内每个器官都各有其功能!但器官与器官之间!为了维系人类
身体的生存运作!各器官之间必须维持在统一的节奏之中!这便是器官之间的)统一性*!
而器官与器官之间是有所串联的!这种器官之间的串联就是生命的)有机性*'武夷山充
满了多元而丰厚的历史人文!要在短时间内诠释这些文化意涵!必须先找出各种文化元素
内部精神统一的节奏性!并且用一个共通的管道!将所有文化元素串联在一起!也就是建
立一个有机的组合!相互连系与依存'

%印象大红袍&的剧场设计符合了有机统一性的生命形式!它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圆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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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大红袍(舞茶的生命美学

空间!整个座位区可以07"度旋转!足以把观众转向四面八方的场景!共计有四个场景!由
四个舞台组成!各有不同的主题!分别是梯田式的场景+明清建筑的房舍+江边的草地+江
上的大王峰'观众坐在座位上!透过这四个不同的场景!可以体验各种有机体之间的对
话!饱览武夷山的多元文化'%印象大红袍&撷取了武夷山的多元文化进行着统一节奏的
展演!其中串联各种文化形成有机体的便是)茶文化*!而)茶文化*内在的有机元素!则是
中华民族的人文与人情'

""%一&"茶文化#的人文

中国历代茶诗+茶歌+茶舞+茶画+茶戏等!皆是以茶文化为中心枢纽!开展出多元的文
艺元素!因此茶是结合诸多文艺的关键!促动各种文艺之间彼此交会!进行着有机的组合'
茶生于深山幽谷!天生有隐士高人之风!再加上茶香与茶气皆属清高悠远之境!故深得文
人雅士之钟爱!历来创作了许多优雅的茶诗作品'中国茶更输出到海外!影响世界极其深
远!例如.#16年英国自由党员联合作了一首茶诗)$5'C+??;),*#鲁里之流$!歌咏各种茶
品!诗中就提及)武夷茶*#]+5')$/

R5)((+*F='H)*('??%$5'&)-;+=@P;*,@+J(')%

TJL?)HP)*,F-''*%TJUG@+*)*,]+5')+

R;(5K;*F?+%Z+*F+=%2'P+')*,K+=H5+*F%Z+E@?;I(5'J-)F-)*(%

\=*I+E,'-(5'@(-+*FB
&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 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
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花熏真芳馥%麻珠更稠浓"'

这首英国茶诗!涵盖了以武夷茶#]+5')$为首的十一种茶叶名称!印证了中国茶的风味已
然熏香了全世界'

有关武夷茶与英国的历史渊源!根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记载/.7"#年!和狼东
印度公司从澳门首次将武夷茶外销至欧洲!武夷茶输出欧洲之后深受喜爱!文献里的
)]+5')*一词!即译为武夷茶!开启了武夷茶出口欧美的先河!从此登上世界茶叶殿堂'武
夷茶歌谣中!更把武夷岩茶比拟为黄金!%武夷岩茶制茶谣&%/

人说粮如银%我道茶似金%武夷岩茶兴%全靠制茶经"
一采二倒青%三摇四围水%五炒六揉金%七烘八捡梗"
九复十筛分%道道功夫精"
人说粮如银%我道茶似金%武夷岩茶兴%苦热制茶人"

./6/年!全国)十大名茶评比会*选出了中国十大名茶!包括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
毛峰+庐山云雾茶+六安瓜片+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大红
袍遂成为武夷岩茶的代表!晋升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饮茶已不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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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种饮食方式!更是文人雅士的精神生活与灵性追求'由于北宋淳化五年#//8$!崇
安县正式建县!因此武夷茶脱离了)北苑*的统称!独步于茶坛之上!再加上历代文人的钟
情歌颂!将武夷茶的名声推至巅峰造极'例如苏轼%叶嘉传&把武夷茶比拟成一位清白可
爱的人物/)叶嘉!闽人也!其先处上谷!曾祖茂先!养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
焉'*苏轼笔下所创的)叶嘉*!就是武夷茶!他比喻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富其名!有
济世之才'*此正是武夷茶品的写照'苏轼把自身的生命感悟寄托于茶诗之中!净化了心
灵!达到物我合一!出入无执无碍的意境!此即中国文人的风雅!更是自茶文化淬炼出来的
生命之美'

""%二&茶文化的人情

林语堂曾说/)只要有一壶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中国人喝茶之所以快乐!不
仅仅是茶品本身的芳香与甘甜!更是人际交流的温馨氛围和优雅气度'中华民族讲究)以
茶会友*!是极为特殊的民族性!充分反映出中华儿女温柔敦厚!彬彬有礼的气质'苏轼
%道者院池上作&/)下马逢佳客!携壶傍小池*!正是中国文人以茶会友的最佳写照'中国
品茶不仅讲究茶品+茶具+茶水+茶艺!还讲究人品!这些元素即形成一种独特的)茶境*&'
文人因茶而结缘!更以茶诗相互赠达!茶诗不仅能载道!更能言己之志!畅己之情'茶诗所
载之道!一言以蔽之!不外乎一个)和*字!%论语"学而第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由此观之!)和*是中国处世哲学的核心!也是生命美学的精髓!自茶文
化的礼尚往来开始!乃至)天人合一*之道!皆由此道'

由)茶人文*与)茶人情*来看%印象大红袍&的舞茶!每一个单元都围绕在武夷山茶的
人文与人情/第一幕是)盛唐笙歌*!勾连了武夷茶源自唐代的历史渊源!撑竹筏的红衣女
子象征武夷茶销往各地的交通工具.第二幕是)竹林群舞*!两名身着古装的白衣男子在竹
林中穿梭!在茶桌前举杯对饮!这一幕是整场舞剧的核心主题!透过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为
主轴!展开武夷山一系列的多元文化介绍'第三幕是)爱情神话*!借)茶*之口来讲述大王
和玉女动人的爱情故事!一股忘我!无我!天人合一的茶道精神境界!于舞台上跃然而生'
第四幕是)武夷茶道*!展示了武夷山的茶祭祀+武夷岩茶.1道茶艺+大红袍传奇的名称由
来!说明武夷岩茶的养生功效+武夷茶人的朴实!连结了以茶会友的良善民族性'最后一
幕是)竹筏漫游*!让观众看到了武夷山的夜色之美!而饮茶文化更能洗涤凡俗的五欲六
尘!最后向观众奉茶敬茶!充分展现了武夷茶人以茶待客+以茶交友的茶礼'综观整个舞
剧的节奏!将武夷茶+武夷山水+武夷神话等元素有节奏地结合在一起!不仅符合中国茶文
化中的人文与人情!也与)生命的有机统一性*吻合!巧妙地诠释了茶文化的生命美学'

总而言之!透过生命美学来检视%印象大红袍&对于茶文化的生命诠释!得到以下的结
论/%印象大红袍&若要承担起武夷山文化象征的标志!成为福建省的世界性地标!并非舞
者的专业度问题!也不是编剧够不够精彩的问题!与其执着这些浅层的外相!不如深入挖
掘茶文化的生命美学意识'武夷茶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足以为福建代言!但
若要在短暂的时间与有限的舞台空间全盘展现!必须掌握茶文化的生命神圣性'%印象大
红袍&舞台上展演历史性的武夷茶文化!若能发展出一种原初的神圣时空再现!那么!每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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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大红袍(舞茶的生命美学

幕都是将发生于历史)彼时*的神圣事件!再次实现于)此时*'%印象大红袍&的表现方式!
与其透过旁白来强迫观众接收某种生活观!不如引导观众进入一个神圣仪式!那个仪式能
够打断凡俗时区!借着%印象大红袍&舞剧的参与!无论是舞者或是观看者!皆能从当下的
凡俗期间突显出来!再度实现秘思性的时间!将武夷茶的历史文化时空无限地重复+无限
地循环!进而将凡俗的)此时*!转化成神圣的)彼时*'如此一来!舞茶的生命美学!就能如
茶香一般!温润高洁!自然渗透观众的内在心灵!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生命美学境地'

注释%
!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8年版!第."6页'

" 郑慕蓉/%武夷山祭茶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茶叶&!".7年第.期!第67页'

# 5美6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7年版!第61页'

$ 王森田/%3周易4生命时空意象在舞蹈语汇的呈现&!%语言与文化研究&!""1年秋第.0辑!第

10页'

% 周圣弘+周娜冰+释超全/%武夷茶歌研究&!%农业考古&!".6年第!辑!第7/页'

& 蒋敏+丁以寿/%论中国茶文化的人际和谐意蕴&!%农业考古&!".7年第!辑!第.!6页'

"王森田!女!./70年..月出生!台湾台中市人!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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