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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由日本財團法人 One Asia Foundation 贊助、
香港城市大學主辦的「思考亞洲一體化」系列講座中，
慕唯仁從細節入手，分析了近代以來影響中國與印度的
亞洲主義思潮及其表現，以學者特有的嚴謹和客觀，將
聽眾帶回到了歷史博弈的弈局中，重溫理性的思辨與感
知的實證。

起源：質疑歐洲中心論
在慕唯仁的視角中，明治維新以降的亞洲主義，不僅
是一種文化的聯絡、國策的聯合或對外擴張的工具，它
在思想層面上首先表現出的則是亞洲知識階層對全盤西
化的一種否定和反思，是對歐洲中心論的挑戰。
歐洲文明在十九世紀，無論是科技還是人文，都取得
了巨大的優勢。戰爭一次次檢驗了東西方當時的實力。
故而，一切向西方文化看齊成為當時東方社會變革的路
徑。日本學者福澤諭吉的脫亞主張，在明治時代的日本
頗為流行。不過隨文明開化的深入以及日本在清日戰
爭中取勝，國族文化的自覺也開始體現。有日本思想家
指出：惟有以西方為鏡，亞洲才能反射性地獲得它的文
明、種族或民族的自我意識。
慕唯仁認為，不能忽略的是日俄戰爭的影響。日本在
這一戰爭中擊敗了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俄國，形成了

黃種人對白種人、亞洲人對歐洲人的勝利。這種自豪
感，也深深觸動了東亞之外的知識分子。有人認為，日
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強力挑戰了歐洲文明的傲慢。
故而，伴隨對歐洲文明的質疑和批判 ，尤其是對
歐洲資本大舉進入亞洲的批判，東方知識階層，將其視
之為掠奪。因此，日本在對俄作戰的軍事勝利，帶來了
去西方化的色彩。印度、中國、日本等國的傳統文化、
宗教與藝術，被更加重視和推崇。誠如慕唯仁所言，就
亞洲主義的發端而言，其實是東西文明碰撞下，東方的
一種回應。

帝國主義：明治亞洲主義的潛流
從明治日本到二十世紀初，亞洲主義成為了日本與當

時的中韓兩國思潮交匯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觸媒。亞
洲主義從日本一國之內，伴隨文明開化、歐洲勢力對
亞洲的介入，而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流行化的趨
勢。
不僅僅是在日本，韓國的開化黨、中國的維新派、革
命黨、留日學生，不少人從本國歷史出發，都具有一種
亞洲主義的觀念。黃遵憲、章太炎等在今日中國都被視
為愛國者的思想家，彼時都是亞洲主義者。
慕唯仁特別強調，當今人在當前的歷史語境下，回看

亞洲主義時，區分思想界的亞洲主義和
政界的亞洲主義，是極為關鍵的。這一
點，在看待日本亞洲主義的問題上特別
重要。慕唯仁說，在中國美術界享有盛
名的日本美術史學家岡倉天心、支援孫
中山辛亥革命的宮崎滔天，這些都是亞
洲主義者，也頗受中國民眾和精英的歡
迎，但他們顯然不是帝國主義者。
可日本的亞洲主義，有很多種形式和

種類。慕唯仁以在東京審判時成為甲級
戰犯的大川周明為例，指出：大川對印
度文化頗有研究；了解伊斯蘭文明。但
大川本人激烈反對民主主義體制，主張
建立日本皇國專制體制；顛覆明治維新
以來形成的憲法政治；反對西化思潮。

慕唯仁指出，在這一情況之下，大川周明的思想，對
所謂「滿洲國」偽政權的建立，產生了巨大影響——
「王道樂土」、「解放有色人種」，成為一種烏托邦，
但卻明白顯現了法西斯式的亞洲主義中，所具備的帝國
主義特質與潛流。故而，戰爭時代，日本軍部號召下的
亞洲主義，工具化色彩濃厚；所謂「滿洲國」，也不過
就是日本軍部的傀儡而已。

未來的可能：左翼的亞洲主義
其實，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各種左翼思想頗有研究的慕

唯仁，認為亞洲主義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的註解或名
詞，它已經成為了一種歷史的價值體系，印刻在中、
日、韓三國的精英、官方以及民間的心目中。
從日本明治維新開始以來，曾經風靡一時、最終又成
為戰爭動員的思想工具的亞洲主義，還會重新成為一種
意識形態嗎？慕唯仁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大。最為根本的
原因所在，是十九世紀亞洲主義提出之時，東亞地區的
中國、韓國，將日本視為文明開化與革故鼎新的典範，
是學習和效法的對象。那時，亞洲主義的概念，在中韓
兩國知識精英和民眾心目中，對日本並沒有特別深刻的
負面歷史記憶，相反，卻有同的文化基礎和價值觀。
但是，隨本對韓國殖民的開始，以及與中國數度爆
發戰爭，這一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歷史事件，已經形成了
戰爭、侵略的歷史記憶，使得由日本過往提出的亞洲主
義內涵，在中國、韓國頗不受歡迎。而在日本一側，如
今的日本是一個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大國，西
方文化的影響相當之大。故此，歷史上以反對歐洲或西
方文化中心主義而形成的亞洲主義，還會有多少影響力
呢？
在此一背景之下，慕唯仁說，當前已經在經濟、人員
往來等領域密不可分的中日韓三國，未來可能的共通性
的價值觀，或許是一種左翼話語論述下的新亞洲主
義。何謂「左翼的亞洲主義」？ 慕唯仁說，左翼亞洲
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中日韓三國形成共同的歷史記
憶，尤其是日本一側，要對當年的殖民與戰爭進行深
切反思。
此種具有左翼特質的思潮，會在今日的日本被主流接

受嗎？慕唯仁表示，即便現在不是主流，未必在將來就
不是主流；這始終是將來的一種可能性。

澳門藝術博物館，正舉行規模宏大的「清心妙
契——中西茶文物特展」。是次展覽是故宮博物院與
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合作舉辦的。據
悉，將一直持續到本年三月中，為珠三角地區的茶文
化，帶來啟發及開拓廣闊視野。

展品珍貴，種類繁多
今次在澳門展覽的東西方茶文物，在數量大約有一
百七十多件套，其中包括瓷器、木器等茶具、書畫
等，展覽分為溥天之貢、茶瓷史話、宮裡宮外、乾隆
茶事、紫玉金砂、茶飲西漸六大主題，立體而又多面
向地展示和反映了中國茶向外輻射的巨大能量與文化
魅力。
清代，與前朝一樣，優質的茶是要向朝廷進貢的，
以供皇家享用。根據資料記載，清代的茶貢情形，在
乾隆時期達到了鼎盛，每年由各地進貢的茶大約有六
十多種。據悉，清高宗最為喜歡的茶約有三清、武

夷、六安等。
根據展覽提供的資料顯示，清代宮廷珍藏的雨前龍

井茶，對包裝是極為重視的。其楠木匣，匣內用木
板，將整個空間一分為二，變成兩個，這樣其中就可
以放入兩個小桶的雨前龍井。據悉，這種茶桶的密封
性特別之好，屬於性能優良的鐵桶，蓋口非常嚴密，
幾乎能夠達到永不變質的功效。因此，這也是清代民
間非常流行的一種茶之包裝樣式。
資料顯示，所謂雨前茶，是對中國長江流域江南茶
區按照農曆節氣對不同階段的春茶所作的稱謂。雨前
茶，就是清明之後穀雨之前的茶葉。

下午茶：西式生活開端
如今，在港澳以及海外華人地區，已經流行飲下午

茶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一般被視為是來自歐洲的
生活模式。但其實，下午茶在其食物源的本質上，是
從中國輸入的，是典型的東茶入西的產物。

中國與英國是世界
上茶文化最為普及的
兩個國家。茶起源於
中國，在十七世紀三
十年代，透過荷蘭傳
入英國。在午餐和晚
餐之間，下午茶成為
了填飽飢餓的一個有
效方法。據悉，當時
嫁給英王查理二世的
葡萄牙公主凱瑟琳，
特別喜歡飲茶。她將葡萄牙的飲茶模式和下午茶習俗
帶到了英國王室，從而使得下午茶成為英國宮廷生活
的一部分。而更為重要的是，下午茶不僅是一種飲食
行為，實際上在後來成為了一種交際禮儀和場合，因
而其作用被大大提升。
茶輸入西方社會早期，是作為奢侈品的形象示人

的。但是，隨
十八世紀英國在
印度等地陸續種
植茶樹，茶的輸
入量大大增加，
成為了西方各階
層都非常喜愛的
大眾消費品。到
了維多利亞時
代，下午茶的風
氣已經席捲英國

各階層。
茶，作為一種招待客人的方式，與東方不同，西方
社會中，是由主人親自在客廳為客人準備的。因此，
優雅的茶具對於贏得客人的好感非常重要。故而，茶
具在西方社會中，也變得愈來愈重要。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東茶入西，清心妙契

Viren Murthy，中文名慕唯仁，是美國籍印度裔著名學者，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以研究現代

性、馬克思主義、東方思想與哲學而著稱。往返美國與亞洲進行講學，是其學術生活的一部分。他與中國也

頗有淵源，曾經到中國內地研究外國思想學術的最高機構——中央編譯局，進行講座。不久前來港，則分享

了他對近代以來亞洲主義的認識和看法。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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