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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得趣”

饮茶可清心，能给人以满足和
享受，增添生活的情趣。

饮茶讲究“活火活水”，水以
泉水为佳，因为泉水经过沙石岩
土的过滤，吸收二氧化碳，溶解
了钠、钾、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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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元素，使
水质洁净甘洌，营养丰富；火以
木炭为上，火候以状如“蟹眼已
过鱼眼生， 飕飕欲作松风鸣”的
三沸水为好。

品茶要依靠视觉、触觉、嗅觉
和味觉，凭藉自己有素的训练与长
时间的体验， 通过对茶叶色、 香、

味、形的鉴赏，才能品尝出茶汤的
芳香与滋味。

饮茶对人有造境、通理、体性
和怡神的作用。 亲朋故旧聚首，泡
壶好茶，含英咀华、细细啜饮，边谈
边饮、谈古道今、越谈越饮、融洽轻
松、意得情新，别有一番“尘心洗尽
兴难尽”的雅趣，给人以一种不是

神仙胜似神仙的感觉！

二曰“得神”

《神农食经》上记载：“茶茗久
服、令人有力，悦志。 ”其意思是饮
茶能使人精力饱满、兴奋愉悦。

饮茶的妙处在于清虚和睦。它
崇尚简洁恬淡， 不迎合世俗的习
气，而在于申明“无我”的意识，帮
助人们“洗胸中之积滞、致清和之
精气”，给人以一个自信而含蓄、祥
和而清丽的文化氛围。

三曰“得味”

饮茶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味”

字。 在我国宋代，人们饮茶有一条
法则，谓“新茶、甘泉、器皿干净为
一；天气景色宜人为二；风流儒雅、

心性相同者为三。 ”这就是说，努力
做到茶要“新、香、纯”，水要“清、

洌、甘”，茶具要“小、雅、古”，环境
要“清、朴、静”，才能得其真味，领
悟其“清高”之道。

(

据茶情网
)

古人饮茶讲“三得”：

得趣、得神与得味

古人饮茶注重六境：择茶、选水、佳人、配
具、环境和饮者的修养，其核心都在把握一个
“品”字，十分强调饮茶者的意境，故有“三得”

之说：得趣、得神、得味。

宋代茶文化中体现的权谋———

赵匡胤“废座撤茶”

茶始盛于唐，至宋影响力
达到顶峰，不仅成待客“必需
品”， 更发展成一种博大精深
的文化。 而推动者恰是宋太祖
赵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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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黄袍加身”

的赵匡胤召宰相范质等议政。

召见之初设座赐茶，与之“坐
而论道”。 范质行礼完毕刚要
坐下，赵匡胤就说：“朕最近有
些眼花，看不清东西，烦请爱
卿将奏折拿到朕面前。 ”范质
上前递折子的空当， 早已受
命的内侍便把宰相的座位与
茶全部撤走。 范质回身欲坐，

发现座位与茶都不翼而飞，

只好站着搭话。 从此，大臣们
上殿议政再也不能与皇帝平
起平坐。

宋太祖这一举动，对大臣
们而言，皇帝赐座赏茶就成了
荣耀、就是给面子。如此一来，

得到皇帝所赐御茶便成大臣
梦寐以求的事。皇帝要的就是

这个效果，因而“赐茶”成了施
恩臣子的妙招。

皇帝赐茶、 大臣分茶、文
人咏茶， 喝茶习惯遍行于宋
境，由此进化出了一系列与茶
有关的习俗，“非茶不交，点汤
送客”。 宋林�《古今源流至
论续集》 卷四谓：“迨至我朝，

往往与盐利相等， 宾主设礼，

非茶不交。 ”宾主对坐，桌案
上总会摆着一副茶具、 热着
一碗茶。 至于喝茶规矩，宋朱
《萍州可谈》卷一“茶汤俗”

条说得明明白白：“今世俗客
至则啜茶，去则啜汤。 汤取药
材甘草者屑之，或温或凉，未
有不用甘草者， 此俗遍天
下。 ”宋代迎客喝茶，送客喝
用甘草香药熬煎的汤水，即
所谓“点汤送客”，这一习俗
延续到元末。 清朝以后，茶饮
取代了甘草药汤，送客时，端
起茶杯就行。

摘自《北京青年报》

宋太祖赵匡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