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29日，我国申
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成功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
有43个“非遗”项目，居
世界第一。

《神农本草经》曰：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
二毒，得荼（茶）而解
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
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
也是茶树种质资源非常
丰富的国家。中国人自
古以来就开始种茶、采
茶、制茶和饮茶，发展出
绿茶、黄茶、黑茶、白茶、
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
花茶等再加工茶共2000
多种茶品。此次入“非
遗”的“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
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
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
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
和实践，涉及 15 个省
（区、市）的44个国家级
项目。

从古至今，茶一直是
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古有“古人八
大雅事，琴棋书画诗酒花
茶”；今有“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
雅趣亦是俗物，而博大精
深的茶文化也早已融入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在
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
饮茶习俗，“中国茶”也被
视作中华传统文化的基
因。相信随着我国“非
遗”保护的深入开展，全
国范围内的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都将得到系
统化分类保护和更好的
传承发展。

“无由持一碗，寄与
爱茶人。”一片树叶，落入
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
从此有了茶；茶，经过了
水与火、生与死的历练，
与我们相遇。光阴如茶，
喝一杯好茶，就犹如吸取
了天地日月的精华，更似
饱览了生活甘苦的诗书，
顷刻间就能解开心中千
千结，养心怡性。

岁末晓寒知暖意，围
炉诗话且饮茶。淡雅清
香的绿茶、甘醇甜润的红
茶、绵柔顺滑的白茶、浓
香醇厚的黑茶……这杯
雅趣横生的“国饮”，从遥
远的唐宋走过明清，被无
数个春秋熬煮，汤色依旧
碧绿清澈，香味仍然清雅
醇郁。原来茶也可以如
酒，封存在岁月深处，和
时光争输赢。正如于丹
所说：“一盏中国茶，是中
华民族亮给世界的名片，
这是一张素素净净的名
片。茶喻高洁，茶显情
趣，茶味虽然很淡，但它
用意深远。”

■ 胡杨

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寒冬
腊月围炉烹茶可谓一件美事；而手
捧一杯热茶，遥望窗外飞雪，更是一
件浪漫的事。“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
好时光。”于丹曾说，“无论如何忙
碌，手边总可以有一盏茶，除了解
渴，还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
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
清风浩荡。”

三年疫情，让我们宅家的时间
越来越多，此时不如“好好喝茶”，沉
下去，静下来，感恩当下。人生的风
景，其实也是我们内心的风景，到最
后都会回归于简单与纯粹——于简
单处看乍暖还寒，于纯粹处品人间
冷暖，对生活学会珍惜和感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茶
经”，我的关键词是“感恩”

喝茶的人不一定读过《茶经》，
但一定知道“茶圣”陆羽。“自从陆羽
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一部三
卷的《茶经》，陆羽从茶之源、茶之
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
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
等10个章节谈茶说茶，可谓“茶百
科全书”。然而，“陆羽最与众不同
的是他泡茶时那份专注、用心、虔
诚，他其实是用生命激活了茶，并浸
润了茶里面最透彻的滋味。就如于
丹所说：“中国的民间一直相信，同
样的茶、同样的水由什么人来泡，用
的什么样的心，其中有什么样的寄
托，喝的人是可以知味可以懂得
的。”

我是45岁后才开始喝茶的，对
我而言，喝茶时光就是感恩时刻。
而这些年，“茶”教给的我的就是
——“沉下去，静下来，感恩当下。”

上周末上午，一杯红茶开启了
我的早读《庄子》时光，因为适逢卡
塔尔足球世界杯期间，我特意找出
去土耳其旅行时买的茶杯，发朋友
圈道：“在土耳其喝红茶是需要加糖
的，今天我加了蜂蜜，谢谢临沧莉莉
的滇红茶！”

今年10月中旬我在老家看护
生病的老妈时，我妹妹说：“你上次
给我的红茶真好喝！”我立刻联系了
临沧“佳人”莉莉想多买一些红茶，
她说：“我很高兴姐姐能喜欢我们的
茶，谈钱伤感情。”那一刻，春风浩荡
的不仅是我，还有我身边的老妹。
很快我和老妹都收到了3大包滇红

茶，足够喝好几个冬天了。今年冬
天我也常给儿子做焦糖奶茶，实现
了“焦糖奶茶自由”。

这些年，我喝的其实都是“百
家茶”。云南临沧莉莉的冰岛茶、
忙肺茶，让我在品茗之余还补了

“中国地理”。我发朋友圈问：“这
茶糯香味十足，为啥叫忙肺？”莉莉
回答：“忙肺是地名，是我家乡的一
个小村庄。忙肺茶是茶界新秀，因
不涩不苦、持久回甘被誉为‘赛冰
岛’。”还有武汉小高的鹤峰白茶、
恩施玉露、利川红；重庆秋秋的“川
普”、老白茶、龙珠茶；厦门“老伴”
的大红袍……

茶有百味，最浓的还是人情
味。陆羽有一部《茶经》，其实喝茶

的人，每个人也都有一部属于自己
的“茶经”，我的茶经关键词就是：

“感恩”。我很同意于丹说的“喝茶
这件事，其实也是一个人对世界的
态度，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藏着一
个人的世界观。”而感恩，让不完美
的人生渐趋圆满。

柴米油盐酱醋茶：茶道充
满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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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书画琴棋诗酒花”
是历代文人墨客的高雅生活方式，
那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普通人
的生活写照。而茶道，则充满着中
国人的生活智慧。

“茶”字从笔画上看，上有草，下
有木，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人在
草木间，吸收天地精华，这也是中国
茶的精髓。正如于丹所言：“喝茶，
喝的是日月沐浴之下、山泉滋养之
中、一年四季流动的自然之气。喝
茶，就是让我们跟随这种草木之性，
真正将自己还原到自然之中。”

我个人的体会是：喝茶不过是
“拿起”和“放下”。前半生为生存奔
波劳碌，“柴米油盐酱醋”乃生存所
需，要“拿得起”；人生来到下半场，
要懂得沉下去、静下心来品茶，此乃

“放得下”。正所谓：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

喝茶，可涤烦、养心。北宋蔡襄
撰写的《茶录》里说，茶“其旨归于色
香味，其道归于精燥洁”。表面看我
们喝的是茶的味道，实际上喝茶人
需要内心的沉静与清澈。世事喧
嚣，人生纷扰，想品出一杯茶的滋
味，需要的是一颗宁静之心。林语
堂曾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
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
的美妙气味”。

所以古时茶有个雅称叫“涤烦
子”，顾名思义就是洗去内心的烦

忧。唐代《唐国史补》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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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施肩吾写诗
道：“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

喝茶，得自在、怡性。《菜根谭》
里说：“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
可简单到只要让壶里水一直不干就
好。大道至简，极简生活便是放开
那些繁杂事物，回到喝茶本身。我
的体会则是：“喝咖啡是集中优势兵
力投入工作，喝茶是工作之后的放
松休憩，咖啡与茶就是张弛有度、劳
逸结合。”

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昂贵的
茶，更不是名贵的器，而是喝茶的
心。美食家蔡澜说过：“茶是应该轻
轻松松之下请客或自用的。你习惯
了怎么泡，就怎么泡；怎么喝，就怎
么喝。”的确，喝茶就是自适其适，就
如古人所言：“茶如隐逸，酒如豪士；
酒以结友，茶当静品。”

喝茶不但是静事，也是清福。
鲁迅曾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
一种‘清福’。”人人都想享“清福”，
但这需要你随时卸下烦恼琐事的功
夫。庄子《在宥》里说，养心就在于

“解心释神”，“不恬不愉，非德也”。
恬淡、愉悦应该是我们内心的常态，
而这恰恰就是认真品茗可以带给我
们的感觉。

其实，茶的生长从来不是一蹴
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霜雨露，
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白居易的
《食后咏茶》道：“食罢一觉睡，醒来
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
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
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只要有茶
相伴，我们就能得到一份坦然自在，
让自己忧乐平衡。这种豁达与平
阔，何尝不是“中国茶”给予我们的
礼物？

岁末时光，冬日午后，让我们围
炉煮茶，同饮一杯“中国茶”，从草木
之茶中汲取人生智慧。

编者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茶经茶经””

“中国茶”入“非遗”

■ 吴明慧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使
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某一时刻
与其他时刻不同的仪式感”，以此来
表达我们对生活的经营和热爱，这
也是我们从庸常劳碌中摆脱出来、
使身心得以放松和放空的重要方
式。譬如喝茶，就是我的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仪式感——从初次接触茶
到学会喝茶、再到懂得茶和不可一
日无茶，这期间的故事十分精彩。

作为地道的北方人，我过去并
不知茶为何物，直到大学毕业后在
江南立业安家，夫家的亲戚第一次
见面送来了两大盒礼茶。多年以后
我读《红楼梦》里的“茶事”才晓得，

以茶下聘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习俗。
可是我的父母都没有喝茶的习惯，
于是它们就成了我的杯中物。

那时我还年轻，不谙品茶，喝茶
也全无讲究，不懂茶的品类、特性以
及什么季节喝什么茶，什么水质、器
具、环境等都很随意，往往直接拿用
过的各种玻璃瓶子当茶杯，喝得也
比较豪放可称为“牛饮”，真是糟蹋
了不少好茶。但这也算我与茶结缘
了，而且当时那种日日豪饮的畅快
使流水一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单调
了，如今回味起来好似都是甘甜。

后来，我对喝茶渐渐形成习惯和
依赖，于是开始各处寻访好茶。茶好，
泡茶的器具也要好，而最有品质的饮
茶器具首选名播天下的宜兴紫砂壶。

记得我曾在家门口的古玩街购得一把
紫砂壶，当时手头拮据还心疼太费
钱。多年以后，为了能有更好的茶壶
泡好喝的茶，我先生干脆到宜兴拜师
学艺，从事起了紫砂壶的手工制作。
而今，用自己做的茶壶来泡茶，我们喝
茶的幸福已不仅是茶的滋味，每一把
茶壶都凝聚着我先生的心血和智慧。

不同季节，适宜喝不同品质的茶
叶；不同泥料和器型的茶壶，适宜冲
泡不同品类的茶叶。现在我们亲友
小聚，多数时候不是约饭而是约茶；
家人团聚的仪式感，除了杯盘齐整还
有茶桌上摆放的3只茶盏；日常周末
及节假日，我们家总少不了这样的对
话：喝什么茶？喝好茶。用什么壶？
合欢壶。喝茶的仪式感，代表着我们

对光阴的珍重、对生活的热爱。
喜欢喝茶的我，还深受《红楼

梦》中茶文化的熏陶，在我的《校园
红楼》拓展课上，我还专门展示了一
堂关于红楼茶文化的市级研讨课，
从介绍茶类到展示茶具，从布置茶
席到演示冲泡，从来没有一节课使
我那样陶醉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尤其为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
史和人文积淀感到自豪。

2022 年 11 月，“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我们每个中国人都
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世界讲好“中国
茶”的故事，让作为“国饮”的中国茶
文化传承有序、生生不息。

喝茶的仪式感，
代表着对生活的热爱

生活发现发现

茶礼、茶器、茶文化……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
长，各类茶除了有自己的美
名，爱茶的古人也会给其赋
予一些雅称，使茶不仅滋味
美，更充满诗意。

云华。“好山好水出好
茶”，生于山巅云雾处的茶
皆为上品。“华”指事物最好
的部分，所以古人称好茶为

“云华”。晚唐皮日休《寒日
书斋即事》诗云：“深夜数瓯
唯柏叶，清晨一器是云华。”

碧霞。元代耶律楚材
《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
七首》曰：“红炉石鼎烹团
月，一碗和香吸碧霞。”

不夜侯。西晋张华《博
物志》说：“饮真茶，令人少
眠，故茶美称不夜侯，美其功
也。”意思是茶有提神功效。

余甘氏。该典故出自
宋·李郛《纬文琐语》：“世称
橄榄为馀甘子，亦称茶为馀
甘子。因易一字，改称茶为
余甘氏，免含混故也。”意思
是指茶水饮之甘甜可口，喝
完更是唇齿留香，余味缠绵。

玉爪。因茶叶泡开如
鸟爪，故称“玉爪”。宋代杨
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
茶》曰：“蒸水老禅弄泉手，
隆兴元春新玉爪。”还有类似凤爪之类的比
喻，如欧阳修称赞双井茶为“西江水清江石
老，石上生茶如凤爪”。

鸟嘴。因茶叶状似鸟嘴，故称鸟嘴。
唐郑谷《峡中尝茶》：“吴僧漫说鸦山好，蜀
叟休夸鸟嘴香。”

鸡苏佛。鸡苏原为一种植物，其叶淡
香，以此喻茶为“鸡苏佛”。

茶枪、茶旗。茶叶未展开时似枪，故称
“茶枪”。茶叶冲泡后嫩叶展开的芽如一面
面小旗，故称“茶旗”。

荈本。指粗茶，因为采摘时间晚，茶叶
比较成熟，所以又被称为老茶。后来泛指
茶。

雀舌。爱饮茶的清乾隆帝游江南时，
喜欢带玉泉山的泉水烹茶，他的《观采茶作
歌》将茶叶比喻为“倾筐雀舌还鹰爪。”

瑞草魁。瑞草为香草，茶为瑞草之首，
极言茶之佳美。唐朝杜牧《题茶山》：“山实
东吴秀，茶称瑞草魁。”

清风使。据《清异录》载，五代十国时，
有人称茶为“清风使”。卢仝的茶歌中也有
饮到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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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春。指早茶的意思，早春新长出的
嫩芽幼嫩而有生命力。

清友。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有语：
“清友，谓茶也”。唐代
姚合品茶诗云：“竹
里延清友，迎风坐
夕阳”。（沧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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