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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亦庄亦谐，亦雅亦俗。茶韵茶事，
源远流长，以茶悟道，古已有之。
人文风雅，少不得琴棋书画诗酒花；

烟火生活，少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茶，
是凡俗生活所需，是烟火人生的一部分。
茶的发现，得益于神农走千山，访万物，
历万难，尝百草。

茶有八德，即：康、乐、甘、香、和、清、
敬、美。

康德者，祛病除疾，延年益寿；
乐德者，安乐愉逸，如沐春风；
甘德者，味若甘露，滋润人生；
香德者，百味凝春，芳香盈溢；
和德者，固本扶元，和而不同；
清德者，寡欲清心，悠然自得；
敬德者，座上礼宾，奉茶为敬；
美德者，洁身自香，物我皆忘。
茶拥六境，即：外境，初境，韵境，觉

境，修境，度境。初饮茗茶，味觉其苦，似
忆旧忧，此为“外境”；饮茶片刻，分其茶
时，别其茶类，粗知茶味，此为“初境”；
饮茶多时，渐知汤之清，渐晓气之香，渐
悟味之醇，渐明叶之整，此为“韵境”；饮
茶入心，饮与不饮尽如佳饮，有茶无茶皆
似名茶，此为“觉境”；饮茶入神，任外界
狂风暴雨，自内心稳如泰山，此为“修
境”；饮茶入道，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
台，尽去烦忧，不染尘埃，此为“度境”。

茶能入器，亦可入品，更能入诗，入
画，入曲，入禅、入道。

何为茶道？不妨想象一个颇具诗情
画意、耐人寻味的生活场景：沸水过处，
倩影轻眸，一波顾盼，一段心语，一席幽
思雅致，成就了一番茶品佳话。是的，这
正是“茶之道”的外在形式。通常情况下，
茶之道，是品味生活的一种方式。究竟是
心之安放，还是物之追逐？也就不言而喻
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明显的物欲
介入，茶之道当属前状。古往今来，中国
人喝茶，讲礼仪，讲规矩，不仅要有完善
的规范和品饮方法，还追求通过饮茶陶
冶情操、修身养性，而将二者相结合的，
便是茶之精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茶
道”。

品茶就是品生活，也是一个入道的
过程。成功人士品茶，失意落拓的人也品
茶。一杯茶，让生活的平凡、庸俗、琐碎、
繁复退到幕后，让身心有了回旋的余地。
能坐下来细品一杯茶的人，说明还没有
丧失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份顾惜生活
的美好心境，还有一腔不懈不怠的斗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为异数，却是
个人品位的象征。古人品茗论道，煮茶听
琴，为的是在袅袅幽香中揣摩世态炎凉，
体味人生苦乐。

北宋诗人苏轼，十分嗜茶，爱茶之情
常见于诗行之中：“仙山灵草湿行云，洗
温香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
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
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
人。”因为爱茶，才具有对茶独特的感受。

“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
“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可
以说，苏轼咏茶，总是那么绘声绘色，情
趣盎然。

在烹茶这一环节，苏轼以为“精品厌
凡泉”，好茶必须配以好水，因此常常亲
自到钓石之旁汲取深潭活水。“活水还须
活火烹”，所以他用于泡茶的滚水皆由

“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对煮水的器具
和饮茶用具，苏轼也很讲究。在宜兴，他
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纪念
他，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松风
竹炉，提壶相呼”，即是苏轼用此壶烹茗
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苏轼不只是烹茶、品茶，还亲自栽种
过茶。他贬谪黄州期间，经济拮据，生活
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
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
稍济“因匮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
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有诗为证：

“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
更乞茶子艺。”在另一首《种茶》诗中他这
样写道：“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
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
晚遂茂。”诗意是说，茶种在松树间，生长
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
鹤岭，连日春雨滋润，便恢复生长，枝繁

叶茂。可见诗人于躬耕之时，
已深谙茶树习性。

茶的透明、润泽、剔透，
使人冷静，使人沉思，使人清
醒与真实，使人欢喜与清明，
使人有了超越现实生活的想
象。苏轼的一生，足迹遍及各
地，从蛾眉之巅到钱塘之滨，
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是
长期的贬谪生活，为他提供
了品尝各地名茶的机会，也
让他在沉苦之时，葆有一腔
向上飞扬的心襟，在贬谪之
境，不失敏锐深刻乐观的人
生态度，正因如此，他的生命
之茶，才能不间断地泡出诗
意的芳香。

所以说，品茶悟道，是品
茶，更是悟道，这源于生活的
美学，在煮水、洁器、暖杯、入
茶的过程中，有暗香盈室，有
琴音绕梁，在一盏茶的仪式
里，伤感渐去，烦恼渐消，困
顿疲惫的心，得到了最妥贴
的安放。就像一首诗中写到
的：“黄榆案后，紫砂壶前，一
棵意象的菩提树，一朵被茶

洗过的心状莲花，正在，闪闪发光。”
茶，生于天地之间，采集星辰灵气，

吸取日月精华，藏千河，存万山，纳万象，
有着无可言状的美妙。

静室雅斋，置一杯清茶于案前，缕缕
茶香，袅袅升起，沁入肺腑，蕴藉天人合
一之韵，呈现抚日挽月之势。一当茗茶缓
入口中，只觉清香入喉，其间气韵，令人
心旷神怡，忽如云升长天，忽似雪入玉
壶，妙不可言。品茶，乃洗心之礼，更为相
敬之仪。茶调众口，为静谧伴侣，于年华
里感悟眷恋旧忆之幽香；茶化忧愁，是寂
寞知己，于岁月中寻觅思念往昔之清逸。

茶之色泽，融天地之光，汇宇宙之
明。绿茶，如茫茫草原；红茶，似落霞满
天；白茶，若皑皑雪野；黄茶，胜厚土魂
魄；黑茶，及晨曦将近；青茶，乃枯木逢
春。茶有季节，其叶纤嫩，可生一时春；其
汤净透，可长一节夏；其香悠长，可收一
季秋；其味绵柔，可藏一场冬。品茶，可知
四季变迁，能解繁复情缘。

茶，是生命中的一段沉香，携自然之
精髓，雨露之滋润，匠人之技艺，成就茶
人杯中浮沉之风景。而光阴，更似清茶一
盏，与素净文雅之女子相匹配，与清风明
月般男子相媲美，蕴含读不尽的过往，写
不尽的情怀，说不尽的期待。茶有佳茶，
清如兰净，条索分明，浸水嫩芽展，汤色
意犹长，入杯尚未饮，香气溢满房，叶底
尽齐整，齿润味甘畅。茶有清茶，一叶一
念，禅意深深，或与相知之人诉说往事，
或与相念之人心有灵犀，或与相别之人
久别重逢。

品茶宜静。在心静身净之时，慢口细
品，方能品出茶之真味。人生如茶，在时
光的熬煮中，煮入尘世之味，生活之味，
方能领略生命最深处的意趣。品茶，品的
是春花，晨露，轻烟，和风，夕阳，月光，
江水，秋色，万物，自然，岁月，禅心，品
的是一份或沉浮或起落，或苦或涩，或甘
或甜，或淡然或坦然的心境。

品茶的过程，就是一个见证“人品、
茶品、水品、火品、器品、室品”的过程。
茶之为道，茶之有道，离不开“人品”的

“清、雅、简、淡”；“茶品”的“清、香、甘、
淡”；“水品”的“清、活、甘、冽”；“火品”
的“明、活、洁、燥”；“器品”的“质、朴、
雅、素”；“室品”的“简、古、通、幽”。如
此，品茶悟道，才有可能渐入佳境，将心
灵安放得恰到好处。

以茶为媒，以茶为悟，足以明心悟
道，修身养性。展席交坐之间，偶寄闲情
之时，可感受真善之美，可悟透世间之

情。
茶之道或为人之道。所谓茶道就是

品茶悟道之意，也就是通过品茶，自然而
然地进入一种艺术人生的境界，悟得为
人处世之道，达到人生哲理的高度。茶道
的本质不是制茶之道或煮茶之道，而是
品茶时所悟到的人生之道。

茶之道或为事之理。传说乾隆微服
南巡时，到一家茶楼喝茶，当地知府知道
了这一情况，拼了老命也得去护驾，否则
万一出了事，小心性命不保。知府也微服
一番，以防天威不测。到了茶楼，他就在
皇帝对面末座的位置坐下了。皇帝心知
肚明，也不去揭穿，久闻大名、相见恨晚
地装模作样了一番。皇帝是主，免不得提
起茶壶给这位知府倒茶。知府诚惶诚恐，
但也不好当即跪在地上来个谢主隆恩，
于是灵机一动，弯起食指、中指和无名
指，在桌面上轻叩三下，权当行了三跪九
叩的大礼。

茶之道或为诗之思。所谓“茶里乾坤
大，壶中日月长”，正是古代文人对茶道
的诗意诠释。在古代，文人们在品茶悟道
的过程中，对茶产生了特别的情感。特别
是唐宋以后，咏茶诗词大量涌现，涉及茶
的栽、采、制、煎、饮，以及茶具、茶礼、茶
功、茶德等，文人以茶喻人，将自身的理
想人格，印照在咏茶的诗句之中。茶之为
物，纯洁无邪，平静和谐，高贵醇厚。文人
们借茶吟咏，养性修身，得已步入人格、
茶香交融之境。

道家哲学里，“道”，是“天人合一”的
“自然之道”，茶，乃契合自然之物、采天
地之灵气的山珍，长期饮用，可以除却污
浊秽气，洁净身心。所以，一杯茶，一缕清
香就是道。饮茶品茶的过程，就是入道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之韵
不知不觉地深入心灵，予人以绝妙的感
受。
只是，世俗之茶，或为招待，或为

交流，或为应酬。即便有一个人独处时
泡上一杯香茶独品，多数是为着解一时
之寂，一瞬之渴，真正用心品茶悟茶的
并不多。
一个有心于清风明月之中，万籁俱

寂之下品茶悟道之人，一定会有不同于
常人的人生截获，这样的时候，生命是如
此真实，生活是如此安宁，大千世界是如
此妙不可言。这就是道——— 一个人在凡
俗生活中的茶之道，其身，已然揉进了禅
之境，其心，已然浸润着道之味，其意志，
已然融入了与清风明月交融辉映的奇情
妙局。

我喜欢喝茶，喜欢到家里除了茶，几乎很少有
其他饮料。

对极度喜欢的事，我向来是不遗余力的。我收
藏了很多茶具，有各个官窑的细瓷，也有各种紫砂
类，每次我小心擦拭这些茶具，都有一种把岁月捧
在手心的感觉。日子就如同茶盏里的茶水，越品越
淡越温和，一饮而尽之后，心中就油然而生出一种

“生活赐予我的悲欢我都坦然接受”的豪迈之情，
岁月随之也就有了清冽的香气。
有一美女朋友不止一次对我说，姐姐，等我有

时间了，一定带上私藏的好茶来找你，那些茶和你
一起喝才有味道。确实，喝茶这事儿吧，也真算得
上是个雅事儿，虽说它不一定非要有制作精美的
茶具，口感怡人的茶叶，以及禅味十足的空间，却
一定要有一个心意相通的良人。

喜欢《爱有来生》里面俞飞鸿续茶的镜头，在
槐树下，石椅前。前世的恋人变成了今生的茶客，
一遍一遍地讲述着他们前生的情爱，一杯一杯地
喝着她为他煮的茶，等茶凉了，香散了，故事也讲
完了，爱情也破碎了。我说这是“一盏香茶一段情，
春水渐瘦断前生”，纳兰却说是“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这凄美的爱情在一盏茶里沉沉
浮浮，苦，香，甜，淡，最终无味而尽。我想，那被茶
水浸泡过的儿女情长，一定是有着幽远的香气的，
不然，易安怎么会说：“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呢！

当然，不只是相爱的人用茶来演绎人生的相聚与分离，也包括，那绵绵
长长的朋友之间的情谊。

我有一个挚友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每周回城一次，几乎每次返校前的
周日下午，她都会提前来我的茶室，她落座，我泡茶，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
人，一切自然到连最起码的开场白都没有。她其实也是精通茶道的，但我们
从来不谈这个，也没有繁琐的茶礼，大壶泡茶，小杯慢饮，禅乐声压低到隐
隐约约，我们可以接着上周的人生话题继续，也可以对一本书各抒己见，直
至把茶喝到无味，把书读到无字，然后她起身告别，我挥手相送。这种场景
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不得不承认，总在一起吃吃喝喝的不一定是好朋友，
但能够数年如一日共饮一壶茶水的大多都是知己。

亦会有美女希望我教她们所谓的茶道，我会笑着问她们:你们喝茶为了
什么？解渴？还是为了装点门面？冲茶泡茶的过程，无非就是一个人心绪的
体现，你若心怀贪念，功利当头，就无法完成一杯茶的品鉴。红茶暖心，绿茶
养肝，无论哪种茶，过浓味涩，过淡味无，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这就告诉
我们，凡事都要有度，方可有所得，亦暗合生活的底色。只有你心无旁骛，一
心品茶时，茶才是茶，你才是你，这与人生没有什么两样。说白了就是，太过
浮躁，和太过迂腐的人都不适合饮茶论道。喝茶，有时候也不是单纯用来解
渴的，它喝的是人生的寂寞，是处世的淡然。余生不长，万事不必太刻意，寻
一味，加加减减，得一味，自自然然。

古人品茶，贵在尝茶，闻香，观汤，品味，最后一道工序叫做论道。这个
世界上昂贵的东西大抵都是繁琐的，那些个文人墨客热衷于“高冲、低斟、
括沫、淋盖”的泡茶工序，而我们市井小民是不会在乎你是否用了三龙护鼎
的端茶方法，还是用了凤凰三点头的倒茶礼节，我们是高兴了一起喝一杯，
郁闷了也一起喝一杯，我感觉，精致的生活固然让人心生向往，但俗世中的
一些看似粗粝的活法，也未尝不能达到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从繁琐归于简单，才是真正的茶道，而生活的真谛恰恰就
在于此。一壶香茗，一轮皓月，两柱禅香，一剪清风，还有那曾被无数尘埃涤
荡、破碎、迷乱的心，陪伴着我走过了无数寂寞如晦的光阴。

我喜欢月下拂袖煮茶，怀抱万般敬仰的心，看茶叶在沸腾的水中开始了
一生，又匆匆结束着短暂的生命。欣赏那一片叶在杯中释放着生命，如莲花
的开放。一生有多长，是一片叶子伸展的过程；一生能有多久，是我入口回
味的期许。这种过程让我享受，更使我自醒。品茶，不为风雅，只为清心。心
清，则世明，世明，则心更清。

一盏茶不起眼，能让我在嘈杂中挣一份宁静，它让我明白，心若燥，浮
生皆乱，心若静，举世皆安。这种宁静，不是耳边无声，而是内心无争。就算
是世间风烟弥漫，岁月渐老，梦想缩水，甚至连欲望也瘪得不像话，我也会
在一盏茶的柔情里，细数着如梭的光明，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取悦自己，
微笑着接过生活赐予我的沧桑与艰辛。

让让心心灵灵在在茶茶香香中中归归真真
程程应应峰峰

谷雨那天去一个村庄，新雨之后的天空放晴
了，流泉潺潺，鸟语花香。

我独步而行，是如约去看一位制茶老人。老
人住在一幢青瓦白墙的徽州民居，宽敞的院落，
高高透亮的天井，还有古色古香的木雕、石刻、砖
雕，让我赏心悦目。我是第一次见老人，他虽然深
居山村，可是我们通过网络早就成了不曾谋面的
忘年交。他读我的文章时说，我是一个血气旺盛
的青年人，我读他的文章感觉到许多生活的细
节，寻常真实，细腻感人，是不可杜撰的，在我内
心划过一道道智慧的亮光。

老人鹤发童颜，那天老人把采回的茶叶，摊
开了让风凉吹，那是吹散茶叶表层的水分，他说
堆放捂热了会导致茶叶变质，制红茶可以，制绿
茶就不行了，如同烧鱼一样，红烧鱼与清蒸鱼完
全是两种风味。也像写诗作文,有豪放也有婉约，
有深沉也有浪漫。他说着望了望我又说，正如我
的诗文中永远逃脱不了诗情画意，而他的文风透
出寻常人家的烟火气味。我听了对老人说，他的
文章读后有一股红茶弥香的浓郁与深沉。而我
呢，是绿茶清爽好看却没有岁月的酿香沉淀，那
点淡香挥之即去。

老人笑了解释说，明前茶以早嫩稀缺为贵，
雨前茶凭鲜浓耐泡出彩。清明前茶芽叶细嫩如莲
心，氨基酸丰沛茶香清雅；谷雨时节叶质饱满，茶
多酚与芳香物质交融，滋味醇厚回甘。春茶之妙，
在于明前品其鲜，雨后享其韵，时节造就杯中的
千般味。

老人说着，他在铁锅给茶叶杀青，手掌插入
锅内的茶叶不断将下层翻上来，他说这样就可以
让茶叶逐渐而均匀地受热，才能慢慢变软。杀青

的火力不能太急，心情也不能急躁，就像一个人
的成功，是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杀青后的茶叶
要乘热揉制，变软的茶叶在手心搓揉成卷曲状就
成茶了。他边搓边说，茶汁、茶气都很浓呀，搓茶
不能让茶叶粘在手掌，会烫伤手还会影响茶叶形
状。炒茶不能火力太旺，炒焦的茶叶就一文不值
了。老人还神秘地对我说，搓茶是生命的体验，也
是身心至高的享受，因为茶汁会沁入肌骨心灵，
手上留有的余香多日不曾散去。

他望望我亲切地说，雨生百谷，是集天地复
苏万物更生的暖意气象，而作为一个弱小的人，
在制茶过程中也可以吸取茶叶的弥香，让身心之
悦透遍灵魂。也正是，人要像谷雨茶，茶质绝佳，
泡出来的汤头浓香，久久泡了仍不失茶味。

老人是退休回归故里的文化人，他说谷雨茶
可以用于沐浴，也可以烹制佳肴，还可以沏上一
壶边喝边聆听音乐，欣赏茶雾袅袅，品味茶汤嫩
绿，感受清香溢远，那茶盏中的绿枪细针，恍若浮
荡幽谷山林的神秘怡然……喝茶的姿态可以看
出一个人的品行，喝茶的境界是体现看透茶之韵
那超凡脱俗的心灵。

那天，我吃了老人精心用茶叶烹制的三道
菜，茶香烤鸭味美香纯，茶烧鲤鱼清鲜爽口，绿茶
汤圆细腻甜香而意蕴深长。老人说，这都是用上
一年珍藏的谷雨茶烹制的食物，刚制的谷雨茶不
可马上食用，就像陌生人不可能过于亲密，朋友
是久酿陈香才出来的情谊，谷雨茶也是藏了一段
时间之后，才能喝出它的香韵和风味的。

我听了想，老人说得太好了，他心灵洁净高
远，如谷雨季节一样春意缭绕，热情充沛，晴和明
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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