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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六杯茶
杯杯不可少

一杯清洗心灵
每个人都需要独处， 禁得住

独处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我
们需要与他人对话， 但更需要多
与自己对话。 慎独，从来都是有识
之士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

一杯招待好友
人总需要一两个知己，朋友

就是最大的财富。 任何时候，你
成功， 需要有人共享你的喜悦，

才不至于高处不胜寒
;

你失败，只
要有真心的朋友， 都可以再次东
山再起。 高山流水之境界，无数人
追求。

一杯保持沸腾
激情， 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消

退。 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像一只
漏了气的皮球。 没有充足的气体，

如何能弹跳出更长远的未来。 需
要有一种保持沸腾的状态， 时刻
保持对事情的热情。

一杯保持清醒
人生如酒，醉梦常有。 世事经

常把我们灌醉， 我们也常为世事
所迷。 倘若一不小心醉了，还要留
待一碗好茶来解酒。 别人可以把
你灌醉，但你要让自己保持清醒。

一杯集聚沉淀
一首好诗需要久品， 一杯好

酒需要深藏。 在获得成功之前，我
们总是需要积攒更多的经验和智
慧。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至江海。 唯有沉淀，才能让
内涵更丰富，清香更持久。

一杯装满施予
没有金钱， 我们可以有爱心

;

没有权力， 我们可以为别人提供
经验上的指导。 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别人需要
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人。

(

李磊）

茶之美，在爱茶人的心中

美总是产生在懂得欣赏的眼光里。

茶，美在爱茶人的眼中，也美在爱
茶人的心中……

茶是活物， 茶叶的美吸收了水的
灵气， 也吸收了茶叶原产地美景的灵
气。 它吸收了天地云雾的精华，也吸收
了日夜星辰的寄托。 茶叶的美是在水
中缓缓绽放的美。

茶的美是泡茶之水的美
《茶经》中记载：“山水上，江水中，

井水下。 ”对煮水的要求，《茶经》中记
载：“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 边
缘如涌泉连珠，为二沸。 腾波鼓浪，为
三沸。 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当好水
遇见好茶，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沥沥山泉，流淌中带着草木芬芳，倒映
山川多少事。 当茶斟于器中， 点点汤

花，让人恍然如归山林之中，跟随草木
之性， 由清趣中培养灵性， 将茶意入
心，回归自然本真。

茶的美体现在泡茶之器的美
一个普通的直身玻璃杯， 一只素

雅的瓷质盖碗， 一把古朴雅致的紫砂
壶，看似不经意间的相遇，却是多年以
前就已经修下的缘分。茶器美在素雅、

安静、光润、细腻，美在简单、真实、素
净、爽气。 人生最大的幸事就是，在某
一天，同时遇见好茶、好器、好水和好
茶师。 如此而得的茶汤，得饮一杯，真
是可以成仙了。

茶的美也体现在茶席之中
茶具的布置体现了茶师的独具匠

心， 茶师在茶席上布器的时候把每一
件茶器放在他最顺手的位置上， 这样
的细致与安然体现了茶师的细心与认

真。 茶师在茶席上布器时，除了顺手还
要兼顾艺术的美感。 例如有的茶师在
放置品茗杯的时候， 会选择以北斗七
星的位置来分布， 这就体现了茶师的
知识、涵养和匠心。 茶师的平淡和宽厚
与茶和茶席融为一体。

茶的美更是茶艺之美，茶艺之美，

美在茶与人的交融。

茶艺之美，美在品饮的过程。 茶与
人与器与水的交融过程， 也就是茶师
倒茶、 分茶的过程。 一个最简单的动
作，一再重复，就是一种美。 把一个最
简单的动作， 无数次重复， 不厌其烦
地， 每一次重复都当做第一次做那样
的虔诚和认真，才是最美的。

茶的美，美在茶师待茶和待客的心
不论茶叶优劣都一样认真对待，不

论客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不论重复
多少次倒茶的动作始终虔诚如一。茶师
面对再粗老的茶叶都要以泡优质茶叶
的心去对待，来尽可能泡出茶叶最佳的
滋味。 茶师的不疾不徐，茶师的涵养修
为，都在他倒给客人的每一杯茶里。 茶
师从他倒的每一杯茶里把内心的美好、

善良、公平、公正一一传达出去。

茶的美， 美在品茶之人的眼里和
心中

饮茶的人可以精通茶道，也可以对
茶一窍不通，但是饮茶的人眼中要懂得
茶的美：茶美、水美、器美、茶席的布置
美、茶师的动作美、茶师的心灵美、饮茶
的人要懂得这一切的美。要懂得饮入口
中的并不是单纯的茶水，而是融合无意
和有意的一切而产生的美感。

“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绝顶我为
峰“。 当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

是企业家胸怀的竞争， 是境界和格局
的竞争。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 一个人内心没有虚静过，

就无法懂得万物的变化， 就不能看到
万物的本真；一个人内心没有空寂过，

也就无法收纳万种境界。

万丈红尘三杯酒， 千秋大业一壶
茶。 品茶调心，以茶入道，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王芳）

茶，也是个俗物
茶，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

几分官气
;

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
;

行
于商场，染几分铜臭

;

行于戏场，染几分
胭脂气

;

行于街道，染几分市侩气
;

行于
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熏得人
间几分烟火， 哪能脱离的了世俗的烟
气
?

这便是世俗茶道。

当茶进入人们的生活的时候，就
是一场或伟大、或悲壮、或渺小、或光
明的历史话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着丝绸之路运往

海外诸国， 借此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
面。长安城能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茶，

功不可没
;

太宗时，为了遏制西藏比边境
的骚乱，文成公主带着香茶嫁给了松赞
干布，尽管这成为一段历史佳话，但茶
还是赤裸裸的作为钳制藏区的筹码。

文宗时，茶农因为榷茶制度，劳役
苦不堪言，最终打死了榷茶使，引发了
茶农斗争史上的“甘露之变”。

明代， 朝廷以茶易马， 作为杀手
锏，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
为了重要的政治筹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将当地赖
以生存的茶作为了其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入商场，又是一个挡箭牌。 在广
州，“请吃早茶” 已经演变成了商业谈
判的代名词，一盅两件，边饮边谈。

茶入社区，取向大众化，平民化。

城市的有些茶馆已经变成了张家长李
家短的小广场。

茶入戏场， 多少人为了一睹美人
秀颜一掷千金

?

茶入家庭， 便是茶米油盐酱醋茶
的琐事。

(

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