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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感悟

·杰荣

漫长的岁月中，它所留下的痕迹是如
此的令人印象深刻，以一叶之轻，率众生
之口，信步闲庭，横跨古今，从历史的那一
头悠悠而来，淡然地欣赏着皇朝的兴灭和
社会的变迁，仿佛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迫使
它停下从容的步伐。在浩浩荡荡的岁月长
河里，它以独特的魅力和强劲的生命力沉
浮激荡，不断地卷起一朵朵晶莹闪亮的浪
花。

淡淡一口饮咽下， 浓浓唇齿留甘香，

素色清香固然是令人心旷神怡，然而那一
抹若有若无的甘醇则更是让人魂牵梦萦。

无怪乎诗仙李白也不禁生出了“茗生此中
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
骨”的感慨。

蓝天、白云、高山、流水……愉悦松弛
的心情会将人们带入一个充满诗情画意
的幻想场景， 这便是它在意境上的魔力，

正如古诗所云“拂面春风笑靥开，味同甘
露润灵台”， 它能够令人在顷刻之间缓解
压力，忘却烦恼，将愁绪转换成闲适，甚至
将原先美好的意境升华至更高一个层次
的境界。

品味它不仅能感受到深远的意境，更
能领悟到深刻的哲理。其中最为凸显的莫

过于“和”与“静”二字。

“和”者“中和”，不偏不倚，均衡持平。

正是印证了中国数千年来流传至今的中
庸和谐之道。它能够让人达到的是一种内
外和谐的境界，是让人与人、人与自然之
间相互统一包容，在品味的时候细细感受
真气、真香、真味的微妙变化，从而领悟道
法自然的真谛，坦然地敞开心胸，享受人
与自然之间相互交融的精神感受。

“静”者“清静”，安详，闲雅。 从古至
今，但凡修身养性、追求自我之道者，无不
重视“静”之修炼，于是便有了《大学》里谆
谆教导的至理名言“静而后能安”，也有了
诸葛武侯流传千古的绝世佳句“非宁静无
以致远”。细细品味它，感受一下何为平心

静气，摈除一切浮躁悸动，逐渐让自己的
心踏实下来。

淡中品至味，这或许是它最与众不同
的地方吧。 对此卢仝的诗描写的最为细
致：“一碗喉咙润，二碗破孤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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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碗吃不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

其中包含的对超脱人生、大彻大悟的追求
和对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正是此
道中的至高大道。

品茶人生

·怡轩

平生烟酒不沾， 唯一的嗜好便是饮
茶。 只要有空闲，便喜爱用玻璃杯沏一杯
清茶。 然后坐在一旁，静神观看杯中那沉
浮的茶叶，放松一下劳累的身心。

用玻璃杯沏茶别有一番韵味。透过昌
莹透亮的杯体，可以享受更多的茶趣。 尤
其下班之后，独处一室，沏上一杯清茶，静
静地观望着眼前杯中的变化，你会发现其
乐无穷。 那杯中的茶叶变幻莫测，朵朵嫩
芽，缓缓舒展。或恰如雀舌，或旗（嫩叶）枪
（芽尖）交错，摇曳沉浮，千姿百态，栩栩如
生。 细心观察，那片片绿芽上竟会看出茸
茸细毫，犹如勃勃生机的春天。举杯品茗，

香郁味醇，舌尖销觉茶韵清苦，细细品尝，

回味之中略有甘甜。

茶喝得久了，看得久了，便慢慢地感
受到许多，人生如茶，品茶如品人生。

一片茶叶，看起来是那样细小、纤弱，

那样无足轻重，但却又是那样微妙。当它放
进杯中，一旦与水融合，便释放出自己的一
切，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华。

虽说没有茶叶便不会有可口的香茶，

但此时此刻，人们所欣赏、所关注、所品味
的已经不再是那片片茶叶了，而是这杯中
之水了。

这一切又何尝不像人的一生？在沧海
人世之中，每个人都宛如一片茶叶，每个
人都要从生到死， 贡献出自己的一生，走
完自己人生的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不会去刻意地留
心每一个人， 就像在饮茶时很少有人会
在意杯中的每一片茶叶一样。 茶叶不会
因溶入清水不为人在意而无奈， 照样只
留清香在人间； 我们每个人也不必因融
合于集体不被人所关注而沮丧， 因为我
们已经成就了他人，帮助了社会，贡献了
自己，陶冶了人生。 茶树年年有新芽，生
命之树常青。

进而言之，茶叶的价值就在于溶入水
中成为茶水。 多好的茶叶，无论是西子湖
畔的龙井， 还是太湖洞庭山上的碧螺春，

不管是武夷山绝壁的“大红袍”，还是福建
安溪城中的铁观音，如果不溶于水，不为
人所品、所尝、所饮，对于茶而言又有何
用？ 作为一个人，他的学识再高，能力再
强，不奉献于社会，又何足道哉？生命短暂
犹若一片茶叶， 不必去追求那所谓的永
恒，追求生前的功名显赫，富贵利禄，如果
为此穷尽一生，岂不是本末倒置？

古人云：“以有涯追无溽，殆矣。 ”我以

为，品茶之中所有体味到的感受，最为贴
切的就是一杯清茶中的那种淡淡的滋味。

浅尝最为甘美，也最为持久。 凡事过度反
而乏味，正所谓：过犹不及，如果穷困及逸
乐，因一切甘甜已经遍尝，便会有茫然无
措的感觉，就会像浆酒霍肉之徒，就算眼
前堆满山珍海味，也不会有任何胃口。 世
间利禄来来往往， 红尘滚滚炎凉荣辱，唯
有淡泊，才能宁静，才能对人生做最深入、

最细致、最独到、最有价值的品味。这一切
又与品茶何其相似。茶，唯有苦涩，才能醒
脑提神。

唐代的刘贞德曾经总结说， 茶有十
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
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
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
道；以茶可养志。 由此可知，茶在中国已
经不单纯是一种饮料， 它代表着一种文
化，一种价值取向，表达了对情感、对生
命的态度，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境界。一
个人若在茶中有品位， 自然对生活、对
情感、对生命会热爱。 而对生命热爱者，

必然对人格有操守。 正如茶圣陆羽在
《茶经》中所言：懂茶之人必定是“精行俭
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