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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学家蒲松龄青少年时，

研读过大量古代医药书籍，从中学

会了一些治病疗疾的方法，尤其是

对养生保健钻研颇深。 他曾发明制

作一种名叫“蜜饯菊桑茶”的饮品。

从组成成分看，该茶是一种具有多

种功能的益寿保健佳品：菊花有清

凉解暑、清心明目的功效 ；桑叶能

清肝明目； 蜂蜜具有滋养补中、润

肠通便、调和百药之效。 三物合用，

既有祛暑、清毒、明目、消积 、通血

脉、健心脾的功效 ，又有防病益寿

的作用。 蒲松龄一生家境窘迫，却

有精力写出大量佳作传之后世，又

活了

76

岁，在当时算是高龄了，可

以说与他善于养生有直接关系。

(

据中国茶网

)

李清照：

饮茶助学

著名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

序》， 记有她与丈夫赵明诚回青州

故 居 闲 居 时 的 一 件 生 活 趣 事 ：

“……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

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

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故能纸札

精致，字画完整。诸收书家。 余性偶

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

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

页第几行，以中否分胜负 ，为饮茶

先后。 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

中，反不得饮而起。 ”李清照、赵明

诚夫雪在饮后间隙， 一边饮茶，边

考记忆，给后人留下“饮茶助学”的

佳话，亦为茶事添了风韵。

（据中国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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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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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嗜茶，与他嗜烟一

样，都是朋友们熟知的。 他喝

茶喝得很勤，一天要换三次叶

子，而且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坐水，沏茶。

茶不但渗入汪曾祺的身体

和生活，也渗入他个人的历史，

成为他回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汪曾祺上小学五年级时的

暑假，祖父忽然来了兴致，要教

汪曾祺读书。 每天早晨，祖父

给汪曾祺讲一章《论语》，再督

促他写大小字各一张。 在汪曾

祺写字的时候， 祖父就在一旁

饶有兴味地喝茶。 祖父喝茶很

讲究，一定要是龙井，而且还要

泡在宜兴紫砂壶里， 一次放多

半壶茶叶，每次喝的时候，用一

个细小瓷杯盛着喝。 如果那天

汪曾祺字写得好， 或者祖父无

来由地高兴， 汪曾祺就会得到

祖父的茶喝。 虽然以前并没有

怎么喝茶， 汪曾祺却觉得格外

香。 茶是汪曾祺早年中亲情的

注脚。

在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

候， 汪曾祺几乎天天泡在茶馆

里。 虽然茶馆的茶质量非常大

众，但七年的茶馆经历，让他对

人情世故， 对社会风俗有了非

常直观的了解， 他在茶馆里聊

天、看书、写文章，一步一步地

朝着未来的作家梦前进。 茶成

了他人生的催化剂。

茶还寄托着汪曾祺对友情

的怀念。

1946

年冬天，汪曾祺

和靳以、 黄裳等一些朋友在晚

饭后，到巴金家里喝功夫茶。大

家围坐在巴金家的一张浅黄色

的老式圆桌周围， 看巴金的妻

子萧珊表演功夫茶。 只见萧珊

拿出一套功夫茶具， 进行了一

系列诸如濯器、炽炭、注水、淋

壶、筛茶的表演，看得大家眼花

缭乱。

那是汪曾祺第一次喝功夫

茶，他记得茶太酽了，每个人只

能喝三小杯。

43

年之后的

1989

年，汪曾祺回忆起当年，非常的

伤感，他颇有感触地说：“靳以、

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

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

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汪曾祺还讲过一个关于喝

茶的逸事，主人公是老舍先生。

老舍也是个茶罐子， 一天离不

了茶杯。有一回，他到莫斯科开

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喝茶，就

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热水壶。

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有

喝几口，一转脸，就被服务员倒

了。 惹得老舍大怒，气愤地说：

“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

一天喝到晚的！”略带戏谑的文

字里， 汪曾祺对老舍先生的无

声思念纤毫毕露。

茶虽然是寻常物， 但附着

在不同的人身上， 也会呈现出

不同的面目。汪曾祺的人生里，

因为有了茶， 便也有了又浓又

酽的精彩。

（据茶文化网）

李渔

论

饮茶

李渔 （

1611～1680

年）， 原名仙

侣，号天征，后改名渔，字笠翁，一字

笠鸿、谪凡。

李渔祖籍在浙江兰溪下李村 ，

生于雉皋（即今江苏如皋）。 李渔是

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戏曲和小说作

家，在他的作品中，对茶事有多方面

的表现。

《明珠记·煎茶》的剧情中，三十

多名宫女去皇陵祭扫，途经长乐驿。

这个驿站的驿官叫王仙客， 听说他

的未婚妻亦在其中，便乔装打扮，化

装成煎茶女子，打探消息。 王仙客坐

拥茶炉煎茶，待机而行，恰逢其未婚

妻要吃茶，他便趁机而得到了会面。

在其中， 煎茶和吃茶成了剧情发展

的重要线索，茶，成了促进王仙客和

其未婚妻情感的重要媒介。

李渔小说《夺锦楼》第一回“生

二女连吃四家茶， 娶双妻反合孤鸾

命”。 说的是鱼行老板钱小江与妻子

边氏有两个极为标致的女儿， 可是

夫妻俩却像仇敌一般。 钱小江要把

女儿许人， 专断独行， 边氏要招女

婿，又不与丈夫通气。 两人各自瞒天

过海 ， 导致两个女儿吃了四家的

“茶”。 “吃茶”， 就是指女子受了聘

礼。 明代开始，娶妻多用茶为聘礼，

所以 ，女子吃了 “茶 ”，就算是定了

亲。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述了

不少的品茶经验。 其卷四“居室部”

中有“茶具”一节，专讲茶具的选择

和茶的贮藏。 他认为泡茶器具中阳

羡砂壶最妙， 但对当时人们过于宝

爱紫砂壶而使之脱离了茶饮， 则大

不以为然。 他认为：“置物但取其适

用，何必幽渺其说。 ”

他对茶壶的形制与实用的关

系，作过仔细的研究：

“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

然，一幽便可忧，再幽则称弃物矣。

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

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 茶

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入水即成

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

不流。 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

人。 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

亦可疏通， 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

也”。

李渔论饮茶， 讲求艺术与实用

的统一，他的记载和论述，对后人有

很大的启发。 （据茶文化网）

列夫·托尔斯泰非常喜欢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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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

尔斯泰非常喜欢喝茶，以至到了

没有茶叶就不能工作的地步。 因

为茶叶可以提神醒脑，使人们的

内心深处更为平静。 有人这样认

为，如果没有茶叶托尔斯泰就不

能写成像 《战争与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这样的伟大巨著。

我们不追究这种说法有多

大的合理性，而问题在于由于茶

叶中含有的咖啡因，饮茶可使人

精力充沛，促进大脑创造性的思

维。 事实证明，茶叶可以扩展大

脑对所获印象的再加工，使人们

对某事的理解更为倾注和深刻。

许多学者指出， 由于饮茶，

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更为分明。 在

这种状态下， 大脑情绪飞扬，浮

想联翩， 如同某些兴奋剂一样。

慕尼黑大学心理学学院有关资

料显示， 喝半升含乙醇

15

克的

啤酒，开始，人的感觉没有多大

变化，但在过了

20

分钟后，人就

有些抑郁感；在喝了含高度乙醇

的饮料，则会立即有抑郁感且持

续时间较长；喝一杯茶完全是另

一种效果，在饮茶后一个小时便

可提高人的神经心理作用，而任

何时候都不会处于情绪低落状

态。 饮茶后大约

45

分钟时，对改

善促进人们思维能力提高

10%

。

茶叶的提神作用一般在喝茶后

半小时开始，可持续

5~6

小时。

根据德国生理学家扬·莫列

硕达的结论， 茶叶与咖啡相比，

茶叶没有咖啡在使人兴奋方面

强， 但更能平静地完成工作 。

喝茶可使人们精神情绪更加好

转，人们变得心平气和。 正是这

个作用人们可以记住一些东西

和去做一些事 。特别是外交谈

判都离不开茶 。 饮茶对人们创

造性有着巨大作用，饮茶对人体

是有益的，就像热烈的甜蜜的深

吻一样。 （据茶文化网）

蒲松龄与蜜饯菊桑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