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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烹苦茗琉璃碧
菊酿香醪琥珀黄
“茶”在诗文中的七种别称

荼

这是古代用得最多的表示茶的字，
但它是多音多义字 ， 不专门表示茶 。
“荼”最早见于《诗经·邺风·谷风》：“谁
谓荼苦，其甘如荠。”句中“荼”字是否指
茶，学者推考说法不一。 最早明确“荼”
字包含有茶的意义的是《尔雅》，晋人郭
璞在注释《尔雅·释木》中“贾，苦荼”时
注明：“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用羹
饮。”这段注释说的就是茶树的特征。东
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说：“荼，苦茶
也。 ”

茗

据说是云南某地区的“茶”之土音，大约
在东汉时始用来表示茶，现在与茶字基
本通用，为茶之雅称。宋代苏轼有诗云：
“从来佳茗似佳人。”香港陆羽茶室有名

作家台静农题写的茶联：“泉烹苦茗琉
璃碧，菊酿香醪琥珀黄。 ”

不夜侯

喝茶有醒脑提神，解除睡意之功，唐代
白居易诗云：“破睡见茶功。 ”唐代曹邺
诗云：“六脏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晋代
张华在《博物志》中说：“饮真茶令人少
睡，故茶别称不夜侯，美其功也。 ”五代
胡峤在饮茶诗中赞道：“破睡须封不夜
侯。 ”

消毒臣

唐朝《中朝故事》记载，唐武宗时李德裕
说天柱峰茶可以消酒肉毒，曾命人煮该
茶一瓯，浇于肉食内，用银盒密封，过了
一些时候打开，其肉已化为水，因而人
们称茶为消毒臣。 唐代曹邺饮茶诗云：

“消毒岂称臣，德真功亦真。 ”

涤烦子

饮茶，可洗去心中的烦闷，历来备
受赞咏。唐代《唐国史补》载：“常鲁公随
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何物?’曰：
‘涤烦疗渴，所谓茶也。 ’因呼茶为涤烦
子。”唐代施肩吾诗云：“茶为涤烦子，酒
为忘忧君。 ”明代潘允哲诗曰：“泠然一
啜烦襟涤，欲御天风弄紫霞。 ”

清风使

据《清异录》载，五代时，有人即称
茶为清风使，卢仝的茶歌中也有饮到七
碗茶后，“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
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之句。

余甘氏

宋代李郛《纬文琐语》说：“世称橄
榄为余甘子，亦称茶为余甘子。 因易一
字，改称茶为余甘氏，免含混故也。 ”五
代胡峤在饮茶诗中也说：“粘牙旧姓余
甘氏。 ”

清友

宋代苏易简 《文房四谱 》载有 “叶
嘉，字清友，号玉川先生。清友，谓茶也”
等句， 唐代姚合品茶诗云：“竹里延清
友，迎风坐夕阳。 ” (李 明)

茶史趣谈

司官焦躁， 突然看到一名工役咳嗽
一声吐出一口浓痰，他顿时灵机一动，想
了一个恶毒的主意。 他让人寻来一只大
海碗， 再下令所有在场工役每人朝大碗
里吐一包痰。 不消片刻已是吐了满满一
碗。 司官让人传话给柴山上的净慈，只要
她能将这一碗痰喝下， 这铁女寺就保证
不拆。 净慈听罢此言，便起身走下柴堆，
在众目睽睽之下，端起那只大碗公，将污
秽不堪的痰水一饮而尽。 司官原以为素
有洁癖的净慈不会答应， 谁知她舍身护
法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司官只好带着人
悻悻离开。 经过这一回，铁女寺不单保住
了，净慈住持的大名也从此声震遐迩。

净慈老师太今年已高寿一百零六

岁，不但耳不聋眼不花，去年秋上，竟还
长出了一口新牙。 更奇的是，今年过罢
春节，她的已经绝了一个甲子的经水忽
然重新来潮。 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成
了荆州城中轰动的新闻。 北京礼部的官
员从荆州府的钞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当
作吉兆摘录下来具闻上奏。 李太后看了
满心欢喜，儿子登基两年，就出了这样
的“佛门人瑞”，她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
肇端。 一来念及荆州乃张居正的故乡，
二来她心仪净慈老师太的法愿禅心，于
是颁旨把已印好的《大藏经》送一套给
铁女寺。

因是圣母颁赐，又有钦差光临。 对
于荆州府衙来说， 这可是第一等的大
事。 赵谦张罗起来特别卖力，在他的主
持下，铁女寺早已修葺一新。 今天的颁
赠仪式，循例他遍请了荆州城中各衙门
官员参加。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还
邀请了金学曾。自税差误伤张老太爷事
件发生后，两人公开交恶势同水火。 今
天两人同时来到铁女寺出席颁赐仪式，
一些好事者便认为有一场热闹好看。

仪式定在辰时三刻举行， 辰时刚
过， 赵谦就陪着钦差汤公公到了铁女

寺， 先来这里安排接待的宋师爷同寺
中知客一齐到寺门迎接。 汤公公在赵
谦的陪同下先到寺中三大殿敬了香 ，
这才来到后院的客堂里拜见净慈老师

太。 他们刚坐下，就见金学曾嬉着一张
脸，提着官袍跨步进了门槛，他一眼瞥
见赵谦，抢先打招呼：“赵大人，这一晌
别来无恙？ ”

赵谦听出话中含有嘲讽的意味，本
想反唇相讥， 但念头一转还是忍住了，
讪讪回道：

“托净慈老师太的福，咱赵某一切
安好。 ”

这时，坐在老师太旁边的万公公插
话问道：“赵大人，来的这位可是荆州税
关的巡税御史金大人？ ”

“在下正是。 ”不等赵谦开口，金学
曾自己答道。 他看了看万泉的五品内侍
穿戴，又笑着问，“敢情您就是圣母差来
颁赠《大藏经》的万公公？ ”

万公公点点头 ， 兴奋地说 ： “今
年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 你去大隆福
寺。 我也正好陪李太后到了寺中，只是
无缘与你说话， 没想到几
个月后，有幸在荆州认识
了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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