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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排在第七。
有意思的是，前六件加在一起，统称为食文化，而排在最末的茶却一枝独秀，称之为茶文化。
可见茶之不同凡响。

    本书荟萃中外名人饮茶品茶说茶的精致妙文，辟有《茶缘茶话》、《茶人雅事》、《茶馆春秋》等
专章，可谓集中国茶文化之大成。
它能教你饮茶、品茶，它能使你懂得什么是茶，它能使你懂得什么是生活。

    一本在手，品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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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粤俚语称：“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痞。
”可见，饮茶是属于普罗大众的，并不因为贫富迥异所形成的距离而改变共同的志趣、情趣。
惟一的区别就是每个人都可或都要根据财力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茶楼和茶伴，经济条件固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是茶伴。
毕竟，饮茶是填饱肚子后的遣兴，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长期以来，广州茶客的群体结构基本上
都是约定俗成似的难以攻破，茶市的经营当然就灵活多变地把整天划分成多个时间段来适应朋党的相
聚了。
    拂晓，通常是-一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退休百姓一统茶楼天下，度量他们的经济能力，茶楼就推
出八点前免收茶资的优惠。
这使他们大可欣欣然地叹“一盅两件”，或挂起鸟笼静听啾啾鸟鸣，或展望晨报收悉各路信息。
或赏云聚雾涌月落日高，简直就是茶内世界、茶外文章。
老辈们自有套苍茫跌宕的人生，难与向下辈道也，倒是这里每天的引笑为语、点头相交，千言万语尽
在不言中了，而久而成伴的，就更能互慰老怀了。
尽管并非所有地方都是“水滚茶靓”，而使老茶客不知不觉浸染在“茶瘾”上的，正是这一最悠然无
拘的生活程式。
茶市最沸腾的当在八点后，既有晨运回来的老者，也有相聚的友人，合家早餐，呼朋唤友，穿插小儿
嬉戏，餐车往返杯盏交错，直是人声鼎沸，仿如闹市。
“一日之计在于晨”，粤人的一日之计就是这样热气腾勃的——此均称为早茶。
当早茶人群撤退，日上三杆，就有另一群人施施然、从从容容地踱来，此为叹“太子茶”。
这是一些自由职业人士、食利阶层、闲赋人员，或者是颠倒日夜劳作的夜猫子前来早餐，很多就“直
落”饭市。
饭市后的稍事休整，下午茶又接踵而来了。
这段时间通常就是社会世相的展露了，当然也是另一种工作场所，各种英雄、枭雄、各行的黑道白道
大抵都会隐山藏水地陆续登场、聚会、商讨、斟盘、讲和、约会⋯⋯全是一派“小茶馆大社会”的气
象。
当然喧哗是收敛些了，讲话时而也用外人不晓白的暗语和手势。
熙熙和和的几杯淡茶背后，可能隐着剑拔弩张呢!而华灯初上、璀璨如昼的夜茶，又是另一番情致。
照样的汹涌如潮、热闹如市的群声中，却有另一种拖沓的、消遣的态度，全没有了早茶时的慌乱匆匆
。
此刻，最宜三五小酌，天伦之乐，茶水泡得又白又软，往往延续至深夜，这才算是一天茶市的句号。
    饮茶    林中英    问自己：若要移民异国，难舍的是什么?    那真是千丝万缕、牵牵缠缠了。
不过可以确切地说，  “饮茶”的生活习惯是难舍的一项。
    我不精于饮馔，没有一根能精细分解百味的舌头，喝茶不重馥毓浓酽，但求有点儿茶味，即使牛饮
时亦不会反胃。
况且在茶楼里，并非纯吃茶的地方，不是细啜名种的处所。
我喜欢“饮茶”，说准确点是恋恋于饮茶气氛。
    “饮茶”，是广东饮食文化精神，堪称一面代表风俗民情的旗帜，其广采博纳的饮食之道，最能体
现广东人灵活多变的生意头脑。
那些五花八门的成点心，亦中亦西，有南有北，西洋兼东洋，传统并现代，甚至乎市井小食供应于客
前。
广东茶楼把异地饮食手到拿来，将之消化、融汇，成为自己的东西。
洋人的沙律端到广东人的茶楼上来，可蘸虾角啖之；西洋参混进香片、普洱里去，口味一新，粤式“
饮茶”不死守传统点心的门户，海阔天空。
    广东茶楼点心是吸引人的因素，然而它使人惬意的还是那种随意的清谈气氛。
若然呼朋引类，我不选在餐厅，而选在茶楼，一茶在手，清谈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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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谈阔论不觉瞩目，捧腹而笑未虞失仪。
每一桌都是一个世界，极其的以自我为中心，茶一到嘴话就多，见缝插针地发表灼见宏论小道秘闻时
局预见商业行情⋯⋯。
只要不过分，没有人管你那么多。
反正你的声音已融入营营轰轰的声流里，要想听个滴水不漏，听客还得侧着耳朵哩。
虾饺、烧卖，每笼四件，吃之难饱，正由于不容易一下子把肚子填满，谈兴且得以未至穷期。
    生活压力、心理压抑，若通过聊聊天得以纾缓，就且把上茶楼当做“自然疗法”吧。
这年头，谁怀有时势的忧愤，就把茶楼当成海德公园；谁个心比天高却壮志未酬，就在这片清谈之地
中建立你的梦想。
    倘若生活中没有了这片清谈之地，或者吃着叉烧包虾饺时，周围没有一心曲相通的老友，会多寂寞
啊。
    为爱清香欣同知己    黄卓越    茶之性情淡泊、悠闲，因而就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方式，其中较
为重要的便是有一专供饮茶的私人茶寮。
明人最讲风雅，因此对此也最为经意。
文震亨《长物志》言：  “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
兀坐。
”并以为这是“幽人”的首要大事，不可或缺。
高濂《遵生八笺》则主要谈到茶寮中所必备的一些家当：  “侧室一斗，相傍书斋，内设茶灶一，茶
盏六，茶注二，余一以注熟水。
茶臼一，拂刷净布各一，炭箱一，火钳一，火箸一，火扇一，火斗一，可烧香饼。
茶盘一，茶橐二，当教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
”对茶寮及其设计的考虑可谓用心、细致。
当然，也有将茶寮设于厅堂内的，一般都要求以避静、清洁为好。
贵族家庭还多在室内布置有盆景、古玩、字画等，使其不至显得单调，而又雅气十足。
也有将茶寮与书房合在一起的，这也很便利，在诵读之余，即可就近烹茶、注汤，但这只能是明清以
后才有可能，如果像唐宋那样需要起火升炉，便无法在书房进行。
而唐宋人也一般不像今人在读书之际饮茶，更多是把饮茶作为一种独立的娱乐活动。
    饮茶适于一人独处，缓烹慢煎，细品悠啜，无论是窗外日丽天高，还是楚雨密雪，心里都会有一种
悄然的快意，其中滋味，不可言传。
但朋友知己，偶聚一起，衣洁袖净，茶香汤洁，品啜之余，又骋以清谈，或出以棋画，也颇惬意。
古人有诗专诵其中的温馨与美丽，颜真卿《春夜啜茶联句》：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
”杜末《寒夜》：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汪士慎《幼孚斋中试泾县茶》：  “共对幽窗吸白云，令人心腑皆清芳，长空霭霭西林晚．疏雨湿
烟客不返。
”    不以自己独酌，而与朋友、来客共享，也有两种形式，一是非正规的，随来，随烹，随饮。
《晋中兴书》载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招待卫将军谢安，可看作是这种非正规式聚众饮茶的较早记录。
这种形式也是最常见的。
二是较为正规的、经由预先约定和特意设计，甚至还有一定的程式，一般称其为茶宴或茶会。
它也有私人和公家两种组织方式。
私人茶宴总由一人做东，朋友宾客们雅集一堂。
唐时，饮风始炽，这种茶宴也很普遍，文人学士各持一盏，边品香茶，边吟咏诗赋，边清谈诌阔，兴
尽而归。
有时是在洁净的斋第，有时则于竹下林间，有时也可在阳台庭院，凡环境优雅之处，无有不可的。
《茶事拾遗》便记有大历十才子之一、吴兴人钱起，与赵莒、朗上人共进茶宴之事。
为前事作诗云：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为后事作诗云：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
玄谈兼藻思，绿苔代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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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
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其景其兴皆佳，也于此清悠之中，置世累于心外。
唐代吕温所写《三月三日茶宴序》，具体记载了这次私人茶宴的准备和赏饮过程。
三月三日是禊饮之日，唐人一般或与家人，或与佳友相邀郊游，去野外饮酒赏景。
吕温之子却提议以“茶酌”代替饮酒，于是，“乃拨花砌，爱庭阴。
清风逐人，日色留兴。
卧借青霭，站攀香枝。
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
”这主要是写茶宴的环境，在此美景之下，然后是“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
微赏清思，虽五云仙浆，无以复加”。
宴饮之情，华丽而芬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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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后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排行老七。
虽说如今时兴排名不分先后，但这谁都知道，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从生存的角度而言，茶排在最后是有道理的。
有意思的是，前面的六件事加在一起，统称为食文化，而排在最末的茶却一枝独秀，称之为茶文化。
由此可见，茶，也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
    爱书者爱到一定的份上，就成了书人。
    喝茶者喝到一定的份上，就成7茶人。
    茶人喝茶，一般就不叫喝了，而叫品。
品是一种境界，品也是一种文化。
品再品到一定的份上呢，茶就成了一种象征，把品茶的过程再往高处抬一抬举一举，就有了一个比较
玄乎的词，曰“茶道”。
    道可道，非常道。
据说有一位喝茶者，把万贯的家财都喝光了，只得去沿街乞讨。
且就是乞讨，也不忘去乞一杯好茶。
有好心人赏他一杯茶，他饮后道：“茶叶尚可，水也不差，可惜火候不到。
”主人问其故，他说：  “我原来烧茶的火，用的是橄榄果核，只有蓝色的火焰，火气不大，主人不
妨一试。
”    又据说王安石的品茶的水平极高，从茶汤的颜色便可判断出其水来自长江的上游下游亦或中游，
品茶品到这份上，不成仙也成精了。
    我有一位朋友，姓汤，名青峰，外号汤司令。
他对茶简直可说是痴迷。
有一位福建人在长沙开了个茶叶店，他便天天到那茶叶店里喝茶，喝着喝着，就与那店主喝成了朋友
。
后来那店主要扩大经营，手中资金短缺，汤司令慷慨解囊，一下就借给了那店主十万元。
问题是：汤司令这解囊解得并不轻松，因为他是到银行贷款，然后再借给那店主的，就为7一个茶字
。
之后，汤司令继续在那店里喝茶，喝着喝着，不过瘾，又自己开了个小小的茶叶店，叫“得雨活”，
生意清清淡淡，在那店里喝免费茶的倒是不少。
汤司令说，他只要往那店里一坐，人就飘飘欲仙。
三朋五友，话说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
一个个事后诸葛亮，摇头晃脑，仿佛治国安邦平天下，舍我其谁。
    在汤司令的影响下，我也开始附庸风雅了。
    我在客厅的一角，辟了一个专门喝茶的地方，叫“上茶”。
根雕茶几是汤司令陪着我去买的。
    我还特地请成都的流沙河先生为我的“上茶”区赐了墨宝。
沙河先生“上茶”二字之下，还题了一段话：“茶之日上，表尊敬也/醒脑提神，助谈兴也/清香浮动
，室生春也/岂惟解渴，更洗心也”。
之后，又有友人建议，要我以“上茶”二字为题，请一些要好的文朋诗友都来凑个热闹，写上一段与
茶相关的文字或画上一幅画，于是，我不但结交了不少新的茶友，更获得了许多无价的友谊。
    有时，我会一个人坐在根雕茶几旁，慢慢地品着茶。
    品着品着，便想起了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在乡村的田垅中流着汗，没有风，就对着大人喊几声，呵
——喂——!风果真就跑来了。
口干了，就跑到田埂边的树荫下喝茶。
那茶是一种老末叶泡的茶，壶是又笨又黑的包壶，盛茶的是一只饭碗或菜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茶之趣>>

什么叫牛饮，那应该就是真的牛饮了。
可那牛饮解渴，过瘾，来劲。
两碗三碗一下肚，再回到田垅中，茶又变成汗了。
可现在，想出一身汗，都要想方设法的。
茶呢，喝得装模作样了。
想着想着，一个人居然就傻傻地笑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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