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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见之美》

内容概要

李玉刚沉淀多年的首部文字作品，他历时一年时间，足迹遍及西双版纳、常州、苏州、南京、宣城、
敦煌、武夷山、建阳、五夫等地，诚心发愿开启了一场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旅程。其间李玉刚走
遍名山大川，拜访各界文化名人，探访传统手工艺民间作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用赋有禅意的优美文
字讲述着自己的艺术过往与美学感悟。他说，一只盏、一杯茶、一尊佛像、一段缂丝⋯⋯是美的展现
、是艺术的呈现，也是历史回旋的句读与感叹，当以一颗朝圣之心用文字与图片记录这一路感受与沉
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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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见之美》

作者简介

李玉刚，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青年艺术家。被海外媒体赞誉为“中国国宝级艺术家”。
他用赋有中国传统艺术的身形唱腔让世界领略了中国之美，用自我魅力弘扬国粹。他以独特的男性视
角，完美诠释中国传统女性之美。他一面是平民的代表，另一面却是艺术的化身。时至今日，李玉刚
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娱乐圈的范畴，延伸到美学、文化、思想等社会各领域，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
青年一代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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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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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见之美》

章节试读

1、《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页

        我一直在思考，幽幽的古国有太多的文化精髓，而在互联网横行霸道的今天，我们每天所思所想
在与世界同步的时候，也失去了自己。如何能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如何能利用我有限
的影响力把中国传统之美分享出去？成为我久久以来不断思考的问题。
古人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这一切便成就了写下这些文字的初心。 《玉见之美》 

2、《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04页

            旧的真好，旧的街，旧的人，旧的墙，旧的我。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啊，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啊，多么美的家乡啊，山美，水美，人更美啊，难忘
啊。

3、《玉见之美》的笔记-第277页

        曹一松和父亲曾经做过一张长达10米的纸帘，在他的家里，他给我们展示了用那张纸帘打捞出来
的宣纸，长10米，宽3.3米，几个人从堂屋一直拉到院子里，令人叹为观止。

4、《玉见之美》的笔记-第4页

        我常把我追求的舞台比喻为一幅画。
由于对绘画的喜爱，我闲来常会拿起墨笔，涂涂抹抹，做些个人的表达。《玉见之美》 

5、《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20页

        陆羽置身的唐代，吟咏茶的诗歌亦是大珠小珠，错落纷呈。翩翩如碧云引风，白花浮光。其中，
卢仝的《七碗茶歌》最为人称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
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令人无限向往。宋代点茶，以白色为贵。方法是注汤击沸，以达到白乳盏面，恍若淡月流星之效
果。“未下铃锥墨如漆，已入筛罗白如雪。”在北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运清平，物资丰裕，人
们注重精神享受，点茶、闻香、挂画、插花，所谓的宋人四艺，普遍在文人雅士和贵族阶层流行。苏
东坡便是个中高手：“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庭馆
静，略从容。”当然，还有那句脍炙人口的“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6、《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9页

        十八岁离开家乡，一路奔波，最终成名，却也随即掉进了名与利的喧闹中。我本是一直喜爱安静
之人，然而现在的生活和我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逆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会出现一些念头—
—等在山上的庙里，无尘世打扰，每日诵诵经，打扫打扫庭院，也许才是心满意足的生活。

7、《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33页

        置身在山坡上的古茶树间，未及仔细观看枝繁叶茂的古茶树，首先被一阵又一阵的茶树香气吸引
。淡淡的甜意，混合着各种植物释放的芬芳。这种香气，对于喜欢喝生普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

8、《玉见之美》的笔记-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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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见之美》

        《玉见之美》 建盏《玉见之美》 建盏

9、《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79页

             丝锦在中国已经有5千多年历史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人们就开始养蚕吐丝绸了。
     丝绸是中国的一项多么伟大的发明啊，古代的丝绸之路，让欧洲人们认识到了中国的丝绸，太了不
起了 

10、《玉见之美》的笔记-第96页

        门是敞开与关闭的隔断，也是进与退的必经之路。属于你的门会永远对你敞开，不属于你的门你
可能终生都难跨半步。

11、《玉见之美》的笔记-第214页

        那是一家非常雅致的店铺，长几案上供养着一尊白玉石雕刻的佛像，佛前有一盏香炉。墙壁上挂
着画，兰草，插花，极具匠心。最重要的是，我发现，这间店铺里的每一样东西做工都非常精美，一
问，才知道，都是用缂丝加工而成。

12、《玉见之美》的笔记-第202页

        有明确记载，白局诞生于清代的乾隆年间，是以南京方言配上明清的曲牌和江南丝竹小调来演唱
。

13、《玉见之美》的笔记-第62页

        3.“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几句诗词更点明了
武夷山的“大红袍”与天心永乐禅寺之间的关系。法师虽身为“出家人”，缺深知“在家人”求名求
利之苦。他告诫我，要时时刻刻保持一颗清净的心做事情。“茶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
一种内向的、安静的精神。酒会让人越喝越噪，茶却会让人越喝越静。当一个人能够静下来的时候，
才会有智慧生成。就像诸葛孔明所云，“非宁静无以致远。”在师父看来，浮躁的时代里，茶更是一
个精神的载体，饮茶便是与自己心灵的对话。时常饮茶可以让人保持一种能量平衡的状态，人一旦出
名，各种各样的人便会找到你，各种事情也会找到你，而你为了维持自己的知名度，也要去做更多事
情。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内在能量便被大量消耗，你的能量一直处在向外释放的状态，你需要屏蔽掉
一些事情，就像关掉一扇门那样。当你饮茶时，你的心便静下来，你的能量就开始补给。他端起一杯
茶，向我们感叹：“人就是这样，什么都是拿起来容易，放下难，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寻找热闹
容易，求个安静，却难........”

14、《玉见之美》的笔记-第2页

        一开始的时候，缂丝产品是 定制，再生产，发展比较稳健。慢慢地，更多人看到了有利可图，便
大量生产缂丝产品。以腰带为例，出现了从定制向自制转变，就是不预先接受订单，先生产大量腰带
，供日本的客户选择。但实际上，整个日本市场是不需要那么多缂丝的，结果造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 同时，日本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的缂丝市场一下子就垮掉了，苏州的缂丝工厂瞬间倒闭，状况惨不
忍睹。《玉见之美》 

15、《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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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见之美》

        寻找是别样的情愫，在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空里，远离喧嚣，远离世俗，无限地触碰宁静与感动
的点阵。

16、《玉见之美》的笔记-第59页

        长大之后，我才逐渐明白。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的苦涩，只要你懂得口味，苦涩中自然会升起别样
的香韵。

17、《玉见之美》的笔记-第3页

        存活下来不容易，但更重要的是果考虑如何发扬传统并创新。《玉见之美》 

18、《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73页

        明人饮茶，最喜在山间、树下、溪旁等山野间，以追求天人合一，与自然融合的意境。往往他们
会筑有简单的茶寮，供室外饮茶之用。

19、《玉见之美》的笔记-第17页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那么奇妙，充满各种因缘际会。“了却红尘，皈依佛门。”弘一法师原名李叔
同，出生于天津，三十九岁时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每次听到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
风佛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经典旋律时，离别的愁绪和漂泊的过往便会涌上心头，令人不能自已
。他圆寂时留下的那句“悲欣交集”，更是让我时常感叹生命的无常和人世的变幻。

20、《玉见之美》的笔记-第83页

        曾几何时，它是一朵青涩的蕊，黑夜同星星一起沉睡，清晨拥抱阳光和雨水。它亲吻采茶人的手
掌，接受着高温的抚慰，只为赴一场，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

21、《玉见之美》的笔记-第295页

             敦煌，敦为大，煌为盛。
    甘肃敦煌莫高窟，很出名的建筑，美的无处藏啊，古人是怎样建造的这样建筑物 啊。佩服啊，真的
了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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