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茶道之世俗茶道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当它进入官场， 与政治结缘，

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 悲壮的、伟
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
话剧。

唐代 ， 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
输往海外诸国， 借此打开外交局
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
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茶亦有一
份功劳。

唐代， 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
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
尚，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 ， 文宗李昂太和九年
（835），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
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
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 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
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
命”， 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
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 ，趁机
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
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
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在我国清代 ， 官场钦荣有特
殊的程序和含义， 有别于贵族茶
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 在隆重
场合。 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

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 ， 主客
同然。 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
主人若端茶，意即下了“逐客令”，
客人得马上告辞， 这叫 “端茶送
客”。 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
客，这叫“留茶”。

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 在
广州，“请吃早茶！ ”是商业谈判的
同义语。 一盅两件，双方边饮边谈。
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气打开了

“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
算计， 价格厮杀， 终于拍板成交，
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 没
茶，这场商战便无色彩，便无诗意。
只要吃得一杯早茶， 纵商战败北，
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

茶入江湖， 便添几分江湖气。
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
诸公堂 ，不急着 “摆场子 ”打个高
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
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
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 这不
为错，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导和”
一说。

茶道进入社区， 趋向大众化、
平民化， 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
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民国年间
的北京茶馆融饮食、 娱乐为一体，
卖茶水兼供茶点， 还有评书茶馆，
顾客过茶瘾又过书瘾 ； 有京剧茶

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
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
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
乐，笑一笑。 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
甚雅， 却颇有人间烟火气总之，一
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 ， 便有家居茶
事。 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
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
离它；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
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 客
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

天伦之乐。 茶中有温馨。 茶道进入
家庭贵在随意随心， 茶不必精，量
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
必妙，宜茶为佳。 富贵之家，茶事务
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
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
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
烹饮得法，亦可得条趣。 茶不孤傲
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
之味” 竟生发出五花八门的茶道，
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
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
儒学的内蕴。 （据《茶文网》）

趣谈中国禅茶与日本茶道
禅茶是指寺院僧人种植、采制、饮

用的茶，主要用于供佛、待客、自饮、结
缘赠送等。 禅是一种境界，讲求的“禅
茶一味”，“禅”是心悟，“茶”是物质的
灵芽，“一味”就是心与茶、心与心的相
通。中国禅茶文化精神概括为“正、清、
和、雅”。 禅茶的正，即八正道，和为六
和敬，清乃清净心，雅是脱俗。“禅茶一
味”的禅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
的一种独特现象， 也是中国对世界文
明的一大贡献。

“禅茶一味”的典故源于赵州和尚
那句著名的偈语———“吃茶去”。 赵州
和尚即著名的唐代名僧从谂（778———
897 年），因常住赵州观音寺（今河北
省赵县柏林寺），由于其传扬佛教不遗
余力，时谓“赵州门风”。他于禅学于茶
学都有很高的造诣，《广群芳谱。茶谱》
引《指月录》文曰：“有僧到赵州从谂禅
师处，问僧曰：””新近曾到此间么？ ”
曰：“曾到。 ”师曰：“吃茶去。 ”又问僧，
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
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
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
师曰：“吃茶去。”“禅茶一味”追求的是
茶要常饮，禅要常参，性要常养，身要
常修。 中国前佛教协会会长赵仆初先

生讲得最好：“七碗受至味， 一壶得真
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

日 僧 村 田 珠 光 （1423———1502
年）来华就学于高僧圆悟克勤，进一步
学习了中国的佛理与茶理， 村田回国
时，圆悟克勤禅师以“禅茶一味“4”字
书法相赠，村田将其藏于奈良大德寺，
从此，禅茶一体，禅茶一味的思想在日
本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 村田珠光首
创了“四铺半草庵茶”，而被称为日本
“和美茶”(即佗茶)之祖。 所谓“佗”﹐是
其茶道的专用术语﹐ 意为追求美好的
理想境界。 珠光认为茶道的根本在于
清心﹐清心是“禅道”的中心。他将茶道
从单纯的“享受”转化为“节欲”﹐体现
了修身养性的禅道核心。 他的禅茶一
味， 追求的是对自然的尊崇对朴素的
尊崇， 追求的是摆脱欲望的纠缠以修
行来领悟茶道德内在精神。 正是因为
村田珠光的茶禅一味， 日本茶文化走
上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的道路，走
上真正的“文化”之路。 在日本喝茶是
一个审美的过程，是在追求一种境界，
是一种精神文化。而中国的茶文化，依
然停留在娱乐， 停留在文人墨客风雅
的点缀阶段。

（综 合）

酒满茶半
———中国的奉茶之道

我国历来就有“客来敬茶”一民俗。古代的齐世祖、陆纳
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
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
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
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
他们不仅酷爱饮茶， 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
茶叶。

最基本的奉茶之道，就是客人来访马上奉茶。奉茶前应先
请教客人的喜好，如有点心招待，应先将点心端出，再奉茶。

俗话说：酒满茶半。奉茶时应注意：茶不要太满，以八分
满为宜。 水温不宜太烫，以免客人不小心被烫伤。 同时有两
位以上的访客时，端出的茶色要均匀，并要配合茶盘端出，
左手捧着茶盘底部右手扶着茶盘的边缘， 如果点心放在客
人的右前方，茶杯应摆在点心右边。上茶时应向在座的人说
声“对不起”，再以右手端茶，从客人的右方奉上，面带微笑，
眼睛注视对方并说：“这是您的茶，请慢用！ ”奉茶时应依职
位的高低顺序先端给职位高的客人， 再依职位高低
端给其他客人。

以咖啡或红茶待客时 ， 杯耳和茶匙的握柄要
朝着客人的右边 ，此外要替每位客人准备一
包砂糖和奶精 ，将其放在杯子旁 （碟子上 ），
方便客人自行取用。 （龙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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