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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亦即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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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相

约从“喝酒去”变成了“喝茶去”。

这茶有什么好喝的？ 我参加工作

就开始喝茶。 每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

情就是抓把茶叶丢进茶缸，一个上午

或是一个下午也就够了。

“天天喝，喝了

18

年了。 业余时

间还喝什么茶？ ”

“哈哈，你老土了吧！ 你那也叫喝

茶？ ”

“不是喝茶是喝什么？ ”

“那是喝水。 ”

“我明明喝的是茶水，怎么就成

了喝水？ ”

朋友也答不上来。 其实朋友也才

开始喝茶，和我一样也对茶稀里糊涂

的。

喝了

18

年的茶，由淡到浓，由浓

到淡，却“都是在喝水？ ”我不知道茶

中还有许多的奥妙。 生活、工作在茶

乡，只知道这里的茶很好，是普洱茶

的故乡，茶马古道的发源地，曾经是

清廷贡品， 皇帝都喜欢西双版纳的

茶。 至于茶里的内涵、茶里的文化底

蕴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业余生活应该说还是丰富

多彩的，书法、摄影、户外运动，但就

是没有涉及到茶事。 直到有一天一

“驴友”（即“旅途中的朋友”）问及普

洱茶的事，我一时答不上来，就在网

上搜索了一下关于普洱茶的知识，发

现了不少茶网站。 哈哈，这里也别有

洞天！

这一来就上瘾了。 说实在的，对

于茶道我是一无所知， 家中也有些

茶，都是些纪念茶饼，朋友送的，也没

有开过，说是越陈越香，就留着吧！ 我

还是依然故我喝着从山里带回的散

毛茶和老帕卡（茶农从茶中拣出来的

老叶片的称呼，即“老黄片”），喜欢冲

泡时的那股清香味，也喜欢茶水入口

时的苦涩味和绵绵的回甘味。

开始对普洱茶产生浓厚的兴趣

是源于那场相聚。 那天，我正在网上

浏览关于普洱茶的文章， 突然听道：

“你有新的消息。 ”点开一看是论坛里

的茶友“老树新芽”发来的，第一次留

言就告诉了我联系电话和真实姓名，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位茶友够坦

诚。 所以当他一个电话过来：“钟兄，

有时间吗？ 勐仑的一位茶友上来，出

来喝茶。 ”我就毫不犹豫关了电脑，骑

上摩托，一溜烟来到约好的地点。

那次喝茶，印象很深刻。 “老树新

芽”的言谈幽默风趣，他出身于事茶

世家，于茶之道，我只有听的份。 可以

说， 这是我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喝

茶。 席间只作聆听状，认真倾听几位

茶友的茶经， 一直喝到深夜

12

点多

才意犹未尽地惜别。 这一喝让我感受

到了普洱茶的博大精深，更让我感受

到了茶友间亲密无间、坦诚相待的情

谊，也让我感觉好友如茶。

于是，我喜欢上了喝茶，也喜欢

上了茶山。 每到周末，约一二茶友，穿

行于各大茶山之间，与茶农、茶人一

起采茶做茶， 感受普洱茶带来的乐

趣。 朋友之间与茶相交，不需要排场，

方桌相坐，一壶茶水，安详随和，没有

客套，有的是真诚，无论与朋友还是

与客人相处，于酒桌上，你若敬酒会

被拒之， 你若敬茶却不会被忍心拒

之。 朋友如茶般随和，如茶般无贵贱

之分，更无虚假。 喜欢茶的随和与平

常更是因为这茶登大雅之堂而不骄

淫，入茅棚草舍而无卑贱，随随和和

使人宁静安详。 通过饮茶和品茗，更

能使饮茶人净化心灵，性情幽雅。 一

旦与友人相交，清茶一杯，细啜慢饮，

相互内心之间，顿有一种心灵相通的

感悟。 这茶的平凡，茶的质朴，茶的纯

净，茶的中和，统统融化在清心爽口

的玉液之中。

各个茶人由于个人的经历和所

处的环境不同，从而在心中对茶道自

有不同的感悟， 但有一点值得肯定，

那就是：返璞归真，真诚处世，珍爱人

生。

走，喝茶去。 从品茗中，品出生命

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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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屡屡失意的年轻人来到普济寺，

对高僧释圆诉苦，“人生总不如意，活着也

是苟且。 ”释圆静静听着年轻人的牢骚和

絮叨，不发一言，末了才吩咐小和尚：“施

主远道而来，烧一壶温水送过来。”不一会

儿，小和尚送来了一壶温水，释圆抓了把

茶叶放进杯子，然后用温水沏了，放在茶

几上，微笑着请年轻人喝茶。 杯子冒出微

微的热气，茶叶静静浮着。 年轻人喝一口

细品，不由得摇摇头：“一点茶香都没有。”

释圆说：“这可是名茶铁观音啊。 ”年轻人

又端起杯子品尝，然后肯定地说：“真没有

一丝茶香。 ”

释圆又吩咐小和尚：“再去烧一壶沸

水过来。 ”小和尚提着一壶冒着热气的沸

水过来，释圆又取过一个杯子，放茶叶，倒

沸水，再放在茶几上，年轻人俯首看去，茶

叶在杯子里上下沉浮， 飘出丝丝清香，望

而生津。年轻人欲去端杯，释圆挡开，又提

起水壶注入一线沸水，茶叶翻腾得更厉害

了， 一缕更醇厚更醉人的茶香袅袅升腾，

在禅房弥漫开来。 释圆这样注了五次水，

杯子终于满了，那杯茶水，端在手上清香

扑鼻，入口沁人心脾。

释圆笑着问：“施主可知道，同是铁观

音，为什么茶味迥异吗？ ”年轻人思忖着

说：“用水不同，则茶叶沉浮不一样。 温水

沏茶，茶叶轻浮水上，怎会散发清香？沸水

沏茶，反复几次，茶叶沉沉浮浮，释放出四

季的风韵：既有春的幽静夏的炽热，又有

秋的丰盈和冬的清冽。 ”

人生犹如泡茶。 想要收获成功的喜

悦，想要创造美好的人生，就必须“用沸水

泡茶”，努力改变自己的环境，变不成功的

环境为成功的环境。环境就是那一壶泡茶

的水，可能是温的，甚至是冷的。你所要做

的，就是不断努力，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

素质和能力， 让环境那一壶水温度升高，

直至沸腾。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所有人的

起点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壶温水或者冷

水，或许别人的那一壶水温度比你稍高一

点，但不管怎样，在尚未付出努力之前，每

一个人的水都不可能是沸腾的，也都不可

能沏出散发诱人香味的茶来。

用你的意志和努力来加热那一壶水，

当你认真地努力了， 把那一壶水加热，直

至沸腾了，那么你就可以冲泡出一杯芳香

四溢的绝妙好茶来， 你也就可以摆脱失

意，享受成功的快乐。

(

据《普洱茶文化与交流》）

把水瓶放到茶灶上去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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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把水瓶放到茶灶上去煮，令人联想

到江南一带曾经流行的大水炉。那是一种专

门烧开水出售的小店， 一般是两口大锅、两

只铁瓶嵌在四个灶口里面，大锅里的水烧到

八成，可以用大勺打出，转移到铁瓶里，铁瓶

的受热面积大，存水少，两分钟便烧得翻滚，

这样一来，客人随到随买，打了开水立马走

人。 朱权的设计，会否和大铁瓶的设计相仿

呢

?

在林间树下支上个茶灶， 已属怪异，还

寻了位不知姓名的“菊翁”，专爱看他的背影

似“菊”字，又令他穿上道袍烧水，朱权坐在

一边喝茶，“倍觉清逸”。这种品位，是不是有

些不可理喻了

?

不然才。茶道的候汤，最是引人联想。例

如谈到日本茶道，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脑海

里浮现出一位温和典雅的和服女子，背负着

小小的木桶， 从小溪的上游采来清凉的净

水，踩着木屐，从雪尚未化尽的溪边小步走

来。这外面微寒的雪景和屋里茶炉温暖的火

苗彼此辉映，真是享尽人间好时节了……

（据和茶网）

茶道之道中的逍遥意境

同是道家的圣人，老、庄的落脚点有些不同。 老

子的学说立足对大道的体验，侧重治国之道和君王

的警策，而庄子的学说立足人本的价值，侧重于人

生的审美与超越。

两者相比老子玄重而庄子飘逸，老子深远而庄

子通达。 但细究下来，则庄子关于人生逍遥超脱的

说法，几乎就是对老子损益之道的活用，朱权既然

在《茶谱》中特别指出这两种境界作为修养之道的

入门，我们就不能不围绕着这两大思想来深入体会

他的茶道。 朱权又说“游心于茶社”，可见他绝没有

迂腐到如一些茶人硬要在茶具中求道、在礼仪中求

道、在煎汤中求道、在茶味中求道，甚而至于硬要把

茶道活生生的从“茶道”中给学术出来。

茶终究是“物”，玩赏之中，可以寄托对道的体

悟。 这一点，朱权的态度是明确的。 茶道之道，并非

是蕴含在茶这种物质中的， 而是在这茶事之中，折

射出吃茶汉孑然独立的品格，“独与天地精神相往

来”的逍遥意境，以及以茶为媒、以水为师、长养盎

然生机的工夫修养。 （虹 江）

水温够了茶自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