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

史趣事

西施， 春秋战国时期出
生在越国，有沉鱼之貌。越王
勾践施美人计， 献西施于吴
王， 让其从此沉溺于酒色不
能自拔，终于打败吴国。西施
一生浸透悲苦、屈辱，为此有
的人把她比做“龙井”。 龙井
是我国第一名茶，品龙井时，

口齿生香，略有些苦涩，这苦
涩正如西施悲剧的一生。

王昭君，汉宣帝时的一个
宫女， 自愿代公主出嫁匈奴，

她为汉、蛮两方友好相处献出
了一生。 有的人把她比作“乌
龙茶”， 乌龙茶因生长环境恶
劣，采集困难而驰名中外。 王
昭君不畏艰险，能在塞外那样
的条件下生存，这正如乌龙茶
的特质—————生于悬崖，留香
于人间。

貂禅，汉朝大臣王充的养
女，能歌善舞。 貂禅为了报答

王充的养育之恩， 离间了董
卓与吕布的关系， 借吕布杀
了董卓， 但最后却还是未得
善终。 有的人把她比做“茉莉
花茶”，茉莉花茶又叫做“报
恩茶”， 它有色绿、 味醇、形
美、香郁的特点。

杨玉环， 又名杨贵妃，雍
容华贵，唐朝第一美女，风姿
万方， 她的美貌有“闭月”之
称，但也改变不了她悲惨的结
局。 有人把她比做“白牡丹
茶”，这种茶为手工扎制名茶，

其外形如牡丹色泽白而得名。

牡丹，花中之魁，正如杨玉环
人中之凤。

这四大美人都是空前绝
后的，而古往今来，多数女人
都是相貌平平。但容貌平平，

品行高雅的女人， 依然是一
杯耐品的茶。

(

据泡泡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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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茶趣

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第八代皇
帝，作为帝皇，他在政治上昏庸无
能，但作为一个文人，他的书画均
可彪炳史册。 宋徽宗一生嗜茶，著
有著名的《大观茶论》，也留下不
少与茶有关的字画， 其中，《文会
图》就值得一说。

《文会图》描绘的是北宋时期
文人雅士品茗雅集的一个场景，

环桌而坐的文士，正进行着茶会。

地点应该是一所庭园，旁临曲池，

石脚显露。 四周栏围护，垂柳修
竹，树影婆娑。 树下设一大案，案
上摆设有果盘、酒樽、杯盏等。 八
九位文士围坐案旁，或端坐，或谈
论，或持盏，或私语，儒衣纶巾，意
态闲雅。

竹边树下有两位文士正在寒
暄，拱手行礼，神情和蔼。 垂柳后
设一石几， 几上横仲尼式瑶琴一
张，香炉一尊，琴谱数页，琴囊已
解，似乎刚刚按弹过。

大案前设小桌、茶床，小桌上
放置酒樽、菜肴等物，一童子正在
桌边忙碌，装点食盘。

茶床上陈列茶盏、盏托、茶瓯
等物， 一童子手提汤瓶， 意在点
茶

;

另一童子手持长柄茶杓，正在
将点好的茶汤从茶瓯中盛入茶
盏。 床旁设有茶炉、茶箱等物，炉

上放置茶瓶，炉火正炽，显然正在
煎水。

有意思的是画幅左下方坐着
一位青衣短发的小茶童， 也许是
渴极了， 他左手端茶碗， 右手扶
膝，正在品饮。

赵佶《大观茶论》论及茶器时
曾说：“盏色贵青黑， 玉毫条达者
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 ”“茶筅
以箸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
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瘠
之状。 ”“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
所裁给。 ”“勺之大小，当以可受
一盏茶为量。 ” 文中所说这些器
具几乎在《文会图》中均能看到实
物， 是宋代点茶法场景的真实再
现， 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史料参
考价值。

煎茶、点茶，一直是中国历代
文人雅士消闲人生的最佳方式，

也是太平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人
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除了必要的
环境和器具外， 重要的是要有优
雅的情怀和洁净茶心。 千百年后
当我们真正静下心来，煎一炉水，

瀹一瓯茶， 焚香展卷， 细细品读
《大观茶论》或许能从字里行间和
点染勾勒处， 感受到那份曾经存
在过的精致与儒雅。

(

据中国茶网）

宋徽宗《文会图》说宋茶

“从来佳茗似佳人”

———四大美女与茶

《文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