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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本禅茶文化散文，由台湾著名散文作家林清玄先生所作。
全书共分四个栏目，包括：茶能生善、人间奇香、饮茶洗心和入清凉地。
阅读本书，如同听听林先生在作禅与茶的讲演。
讲演深入浅出，颇能明心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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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清玄，台湾高雄人。
著名散文作家。
曾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主编、主笔等。

    八岁立志成为作家；十七岁正式发表作品；三十岁前获遍台湾各项文学大奖；三十二岁遇见佛法，
入山修行；三十五岁出山，四处参学，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最畅销的
作品；四十岁完成“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被推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图书；同时创作的“现代
佛典系列”，掀起学佛热潮；四十五岁录制《打开心内的门窗》、《走向光明的所在》有声书，当年
录音磁带总销量达三百二十多万盘，被称为有声书的经典；五十岁完成《茶言观色》、《茶味禅心》
和“人生寓言系列”，被选为青少年最佳读本；五十二岁完成写作奥秘三部曲《林泉》、《清欢》、
《玄想》，被选为中学生优良读物。

    三十多年来，著书百余部，且本本畅销。
随着阅历的丰富，体验的深入，作品不断地提升境界，文章深入浅出，语言清雅脱俗，既有文学的优
美，又有佛禅的睿智；既有丰富的认知，又有博爱的慈悲；能点亮众人的心灯，能提升读者的觉悟。
其作品风靡了整个华人世界，被海内外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当代华语散文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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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茶能生善　王孙草与野人家　第一位女茶师　万古云霄一羽毛　友情的茶　沏壶冻顶供养春天　看时
大彬的茗壶　卢仝七碗茶　流华净肌骨　相思一磬声　茶歌与酒诗人间奇香　新鲜的桂花茶　莲花香
片　菊花普洱　若兰茶酒　酢浆草茶　冷泡银针　太阳茶　云香茶　松子茶　肉骨茶　沉香茶　感通
茶与嬉野茶　药草浴与普洱茶　雾里听草　小五太平茶　仙茗自仙家　龙井问茶　佛国奇香饮茶洗心
　请上坐，泡好茶　卖茶老妇　饮茶洗心　爱，永远保持分享　无事最可贵　无我的茶　大茶壶与小
茶壶　过眼的繁华　水在舌头上　佛山无影水　在蟹眼与鱼眼问沉浮　情如无憾情补天　茶香一叶　
猫空半日　茶与杯的玄思入清凉地　私房茶与私藏茶　茶禅一味　不可一日无茶　无不是茶　所谓乌
龙，即非乌龙　黄叶中的风骨　不可小看老婆子　百鸟不衔花　茶匠的心　落叶永远扫不干净　净土
也有好茶　入清凉地　一片茶叶　片叶不沾身　水会永远活着　一味　达摩茶杯　家家有明月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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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孙草与野人家　　唐代有两位孤儿，我最佩服，一位是玄奘法师，一位是茶圣陆羽。
　　玄奘法师到西方取经，这实在是千古的盛事，唐代西域的路是多么难行，他过了一百三十八个国
家，携回佛教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他的坚强、勇毅、智慧、胸襟，一想到就会令人脊椎骨挺直，有一
种巨视来俯看中国的文明与气派。
　　陆羽则是写《茶经》的雅士，他自幼在寺庙与茶结缘，然后自己采茶、制茶煮茶，从茶叶中发现
新天地，他既不作官，也不营谋生活的作务，一生都在茶与诗中度过，他的（茶经）完整地给中国茶
艺一个深刻的美感结构。
喝茶的时候想到陆羽在小小的茶叶中，思维到生活的内涵，就使我们有一种微观，在细小的茶叶里却
展出不凡的美感觉受。
　　玄奘与陆羽都是孤儿。
　　孤儿乃是人生最坏的出发点，但是，我常常想，这最坏也许就是最好。
玄奘自幼剃度出家，没有任何挂碍，长大以后飘然西行，生死不计，没有任何畏惧，这种毫无背负与
留恋的坚毅性格，在贵族与富豪的子女中恐怕很难养成。
对于一个孤儿，父母都已经是身外之物了，财富名位又何足道哉！
　　陆羽从小被弃于江边，容貌又丑，又有口吃，或者是这样，使他对生命的美感有强烈的感受，没
有人传授，就泡出最好喝的茶，放牛的时候用竹片在牛背上写诗，与朋友能真诚相交，这都是强烈的
美感追求。
在任何最平凡的事物中体验美感，恐怕也是富贵子弟不能理解的吧！
　　生于贫贱，或生为孤儿，是人生的最底层，这个底层对凡夫俗子是甚可哀痛的，但有志远才高的
人，或美感强烈的孩子，这却是最好的出发。
在《庄子》的“知北游”里，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
”　　庄子说：“道是无所不在的。
”　　“请你明指个所在！
”　　“道就在蝼蚁身上。
”　　“怎么会这样卑下呢？
”　　“道就在稊稗小草里面。
”　　“怎么越来越卑下了呢？
”　　“道就在砖瓦里面。
”　　“怎么又更卑下了呢？
”　　“道就在屎溺里面。
”　　东郭子不说话了。
　　庄子下结论说：“你问的话、离开大道太远了，以人道来观看万物，万物没有贵贱。
蝼蚁、稗梯、砖瓦、屎溺是一样的。
它们如果不合乎道，或根本不能存在，所以我说道是无所不在。
”　　是呀！
如果不是从最底层出发的人，他可能连蝼蚁、小草、砖瓦、屎溺的样子都看不清楚，自然看不清大道
的所在，豪贵的人容易对平凡的事物轻贱，也容易对低俗的事嫌恶，对生命之美就有了坏的出发点（
谁的生命没有砖瓦和屎溺呢？
）；卑贱的人则牛粪。
小草的味道貌岸然多么亲切，砖瓦、蝼蚁多么美而有生命之力，对美的出发是很好的。
　　每次想到陆羽是一个弃婴，被抚养在佛寺，曾经放牛，甚至.在戏班里演过丑角，就觉得是茶的幸
运，是中国生活艺术的幸运，是茶的美感经验的幸运，想一想，陆羽如果是高官的儿子，他便不会亲
自去汲泉水；陆羽如果是富人的儿子，他便不会到荒山去采茶；则中国将没有《茶经》，如此想来，
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为了深入体验获的美感，孤儿陆羽把我国茶叶产地分成五大区，山南、淮南、浙西、浙东、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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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地区不同地点的茶，都品评其质地，并下了深刻的评语，这对饮茶的历史是划时代的创举。
　　为了知道茶味，陆羽完全地了解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的制作方法，他曾亲手造茶，采茶，光
是茶饼就要经过来、蒸。
捣、拍、焙、穿、封七道手续，对茶研究的深入可知。
为了对茶的境界有更多的体会，陆羽也研究了水，他把水分成山水、江水、井水三个类型，把天下的
水分为二十个等级，他品评过的水，西到商州、（现在陕西省的商县），南到柳州（广西柳州），北
到后州的淮水发源地（豫西桐柏山区），遍及长江中下游。
甚至，他也品味了瀑布和雪水。
最后，陆羽留下一个对水质精辟的见解，他说：“夫茶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
离其处，水功其半，恭善烹洁器，全其功也。
”它的意思是说能出产好茶的地方，那里的水都是很棒的。
因为得到水土之宜。
再好的水运到远处，品质只剩一半，要靠泡茶技术和好的器具来补救了。
这位孤儿出身的陆羽，不只使饮茶从生活提升了美感，也使得一向为少数人专属的品茶艺术，成为普
及的、人人都能体会的平民艺术。
在史传上，陆羽是“聪俊多能”，是“学赡辞逸，诙谐纵辨”，是“有文学，多意思”，是“耻一物
不尽其妙，茶术尤著”。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时常“独行野中，诵诗击木，徘徊不得意，或恸哭而归”。
他对朋友热诚，凡结识他的都乐于亲近他。
他因为自小被弃在竟陵城下的河边，“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芒翁”。
　　他是一个视富贵如浮云的人，许多从人生底层出发的人，容易对名利产生执著，但是陆羽有官也
不愿去做，一生游历天下；遍品天下的水饮遍天下的茶时常走入深山去采茶制茶。
　　他怀念感恩养育他的竟陵禅师智积，在唐代李肇的（国史补）中说：“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
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作诗寄情。
”他写的诗是：　　不羡白玉盏。
不羡黄金罍；　　亦不羡朝入省，亦不去幕入台；　　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他不羡慕荣华富贵；只羡慕那西江的水，能流在竟陵城下永远陪伴着师父。
　　陆羽是一个了不起的孤儿；他虽“以茶为经”，以小见大，不像那些研究六经的人，以大见小，
但他作为人的品质，他对美感追求的贡献，比许多穷完六经的学者犹有过之。
　　作为野人家的子弟，陆羽却研究了被称为“子孙草”的茶，“分其原，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
，命其煮”，今天我们对喝茶有一些体验，实在应该感念他。
　　皇甫冉写的《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一诗：　　采茶非采篆，远远上层崖；　　布叶春风暖，盈
筐白日斜。
　　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　　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
　　为陆羽在深山采茶留下了身影。
他的弟弟皇甫曾则有一首《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的诗：　　千峰待通客，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
深处，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磬声。
　　陆羽是一位每次上山采茶，都不仅令人“怀念”，甚至今人“相思”的人。
不只是他煎的茶，也是他的人格特质，对于从人生底层出发的老百姓，陆羽是很好的启发，有时喝茶
之际，想到陆羽，都像听到遥远的时代传来的磐声，香茗还在千峰，烟霞横于无边的天际！
　　第一位女茶师　　在西安的时候，我很想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大雁塔，一个是法门寺。
　　大雁塔在慈恩寺内，是玄奘法师译经的地方，传说玄奘为担忧经文梵箧遇到火难而散佚，乃请高
宗皇帝采西域之制，建大雁塔，安置梵箧。
　　大雁塔的来源还有两个传说，都非常动人。
　　一是在一位菩萨舍身的纪念日，慈恩寺的法师聚集在一起诵经，这时，一群雁子呈人字飞过天空
，有一位僧人起了一念：“我们生活艰苦，一直不能饱腹，菩萨也应该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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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今天是他舍身的日子。
”　　他的念头才闪过，空中雁群里有一只雁子突然笔直坠落，当场触地而死，为了纪念这只舍身供
僧的雁子，在它触地的地方盖了一座雁形的宝塔。
　　二是曾有猎人在慈恩寺外射雁，一只大雁被射中了，它的伴侣悲啼数声，飞上高空，然后急速地
撞地而亡，为了纪念这对雁子的情深义重，慈恩寺的僧人遂盖大雁塔以为见证。
　　不管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每一个都令人十分动容。
　　法门寺则是收藏佛骨舍利的地方。
唐朝皇帝经常迎佛骨舍利入宫供养，使得韩愈看不过去，写了《谏迎佛骨表》给宪宗皇帝。
　　我想去法门寺，不只是为了瞻礼佛骨，而是十年前因法门寺的宝塔崩塌，发现了“地宫”，这地
下宫殿里保留了非常重要的茶文化，还是首次被发现。
　　可惜行程的安排太紧，使我没有时间到大雁塔和法门寺，幸好，在书店里找了许多书籍资料，对
法门寺发现的茶文化有了更新的认识。
　　在陆羽的《茶经》里虽然对茶作过非常完整的记述，但陆羽到底是一个平民，对于唐朝宫廷的饮
茶方式是无法记载的。
　　此外，陆羽对茶具虽有细致的描写，可惜因年代久远，找不到当时的茶具，无法呈现出茶道在唐
朝的原貌。
　　法门寺在一九八八年发现的茶具，制成于咸通九年到十二年，为僖宗皇帝御用的真品，保留得非
常完整，这套唐朝宫廷用的茶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善、最精致的茶具文物。
　　法门寺地宫的茶具包括：　　一、烘焙器：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飞鸿球路纹笼子。
　　这两件都是烘烤团茶所用的，通体剔透，工艺精巧，可见早在唐代，金丝编织工艺已达到极高的
水准。
　　二、碾罗器：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
　　因唐代用团茶，煮茶之前，要将团茶烘烤，用茶碾子碾碎，再用茶罗子筛茶。
当时的人品茶，多是自碾自罗，是品茶者酝酿品茶情趣的重要过程。
　　陆羽在《茶经》中主张碾罗器要用竹木制成，法门寺出土的茶具显然豪华得多，也可见帝王饮茶
的享受比一般人讲究得多。
　　三、贮茶器、贮盆、椒器：鎏金银龟盒、鎏金人物画坛子、鎏金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
　　唐人吃茶，以茶粉末放入爆发中烹煮，加入椒、盐等佐料，调成糊状，一起吃下。
　　四、烹煮器：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飞鸿纹银则。
　　银则是投茶时的匕状量具，形如勺，茶匙是煮茶时用来击沸汤面，使茶末融于汤中。
　　五、饮茶器：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
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茶碗。
　　可见以琉璃制成的茶具，早在唐代就已起用，色茶碗更可看出茶具在唐朝已经在造型、釉彩、纹
色等方面达到最高境界了！
　　法门寺地宫得以保存如此完整的茶具是非常偶然的。
原来，晚唐的皇帝经常到法门寺拜祭佛骨舍利，祈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
。
这套文思院特别为僖宗打造的茶具，不知是僖宗拜祭时供养佛陀所用？
或者是随行喝茶所用？
它就存放在法门寺的地窖里，上面又盖了宝塔，才能经历千年还毫发无损，完美如新。
　　这套茶具使我们知道茶道在唐朝不只是成熟的文化现象，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还是精美的艺术
形式，成为生活的完美实践。
　　宫廷，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层，也是社会意识的源头。
既是时尚与文明的典范，又是文化思想传播的中心。
当皇帝讲究饮茶之道，御用茶具金碧辉煌、华美富丽到了极致，社会饮茶的风靡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我们将饮茶分为不同的层次；民间茶道是为了联结友情、品味人生；寺院茶道是为了超脱世
俗、宁静致远；宫廷茶道是为了拣精择极、豪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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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才能对茶道有全面的了解。
　　在研读法门寺茶具的历史资料时，意外地发现唐德宗皇帝有一个宠妃李冶，竟是中国第一位女茶
师，而且是茶圣陆羽的红粉知己，她的身世坎坷离奇，令人感慨万千。
　　安史之乱后，陆羽离开竟陵，沿长江而下，经过鄂州、黄州、彭泽等地，最后抵达湖州。
湖州的风景秀丽、地灵人杰，邻近地区的茶泉都非常好，加上结识了方外至交皎然，陆羽便在湖州定
居下来。
　　经由皎然的引荐，陆羽认识了一个色艺双绝的女道士李冶。
　　李冶原是吴兴一带的名妓，在诗歌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后来看破红尘，出家修道。
由于她长得美丽非凡，写一手好诗，又能谈禅论道，附近的名士都乐于结识她。
　　陆羽就是在这种惜才的情况下认识李冶的。
初次见面，李冶向陆羽敬了一杯香茶，没想到陆羽只向杯中看了一眼就说：“久闻李道姑以诗才著称
，没想到尚未摆脱庸俗之气。
”　　李冶吃了一惊：“我们尚未开口交谈，陆处士何以断定我未脱庸俗之气？
”　　陆羽说：“从这杯茶就可以断定了！
”　　李冶不解地问：“这茶里有什么事可以断定？
”　　“你所居的吴兴，啄木岭茶名扬天下，顾渚山的紫笋茶是历代的、贡品，但你泡的茶和俗人一
样，辱没了好茶。
”　　李冶更为惊奇：“茶，还有道俗之分吗？
”　　陆羽说：“茶，乃养生之精，可以解热渴、驱凝闷、缓脑痛、明眼目、息烦恼、舒关节、荡昏
寐，长期饮用可以有力悦志、增益思考⋯⋯这些还在其次，善茶之人必有五美，味之美、器之美、火
之美、饮之美、境之美，茶的境界与诗情道心并无分别，境界高的人才能泡出天人合一的滋味呀！
”　　李冶听了心中大为叹服，口中依然不服，说：“你还没有喝这杯茶，怎么说我未脱俗气呢？
”　　陆羽说：“茶水煮开时，小滚为鱼目，大滚为蟹眼，唯有鱼目与蟹眼，茶叶才能显味，你用尚
未开透之水泡茶请我，以致茶叶浮水、茶香未出，显露出你泡茶的时候心不从容、意不平宁、志不专
一，这不是和俗人一样吗？
”　　李冶听了若有所悟，当场拜陆羽为师，学习茶艺。
陆羽当晚即留宿观中，住了半个多月，这段时间除了与李冶谈诗论艺，就是传授烹茶品茗之道，李冶
很快领略其中的要诀。
后来，陆羽常来与她煮茶论道，使她的茶艺走向了新境界。
不久之后，李冶不仅色艺知名于天下，烹茶煮茗的声名也震动八方。
　　唐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德宗皇帝闻知李冶的诗名茶名，特别下诏召她上京晋见。
德宗一见李冶惊为天人，当时李冶已经四十几岁了，但姿色脱俗，气质更是非凡。
德宗惊喜之余，把她强留在宫中，并召幸了李冶。
　　第二年，大将朱批发动政变，唐德宗仓皇逃走，后宫佳丽都被弃在宫中。
朱泚入宫后找到李冶，被她清雅不凡的风韵所倾倒，把她占为己有，李冶迫于无奈，只好随在朱泚身
边。
　　这场叛乱很快被平息了，唐德宗再度回京，恼恨李冶对他不忠，下诏将李冶处斩。
　　中国第一位女茶师，诗艺与茶道都达到高峰的女茶师，就在男性无知与霸权的心态下不明不白地
死了，死在那些心不从容、意不平宁、志不专一的俗人手里！
　　李冶的形体如茶香飘散了，但她从陆羽学来的茶道艺术却流传下来，至今吴兴一带用的还是她的
烹茶方法，湖州一带著名的“擂茶”听说是她传下来的绝技。
　　就在李冶被召进宫中的前几年，陆羽在湖州的青塘门外，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经》，时在公元
七八。
年。
　　谈完李冶的故事使我掩卷叹息，再想到法门寺地宫里那些皇室的茶具，更是怅惘无限。
想到李冶当年也是用这种茶具煮茶来侍奉庸俗的皇帝，不像她的老师陆羽，听到皇帝召见，连夜逃出
皇宫，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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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也是这样怅惘的吧！
如同用未开透的水泡出的茶叶，半干半湿、半绿半黄地浮在水面，水是水，茶是茶，人已非人。
　　即使是一片茶叶的香气，也是在天地间寻找知味的人呀！
　　这样想来，慈恩寺大雁塔舍身的那只大雁，在万古长空中虽只有小小的身影，在一朝风月里，却
又翼长万里，覆盖了整个蓝天。
在人间的俗人，可能在一生里偶得风月，以权势和粗鲁服人，却只是历史里的一点烟尘煤灰，一提到
他们就仿佛污染了我们洁白的衣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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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茶能生善　　茶，是为了友谊而存在世间的；最好的茶，则是为了知味的人存在世间；我们到处
找茶品茶，不也是渴望着与知味的人对饮吗？
　　当我想念起一生中曾经启迪过我、鼓励过我、安慰过我的好品质的朋友，就有如在森林中孤寂的
小径突然听到远方寺庙传来的钟磬之声，或者听见空山里松子掉落的声音，猛然惊觉，呀！
不是松子，也非钟磬，而是来自深深的相思。
　　人问奇香　　一些小小的泡在茶里的松子，一粒停泊在温柔海边的细沙，一声在夏夜里传来的微
弱虫声，一点斜在遥远天际的星光⋯⋯它们全是无言的，但随着灵思的流转，就有了炫目的光彩。
记得沈从文这样说过：“凡是美的都没有家，流星，落花，萤火⋯⋯谁见过人蓄养凤凰呢？
谁能束缚着月光呢？
一颗流星自有它来去的方向。
”人永远不要忽视身边事物，即使是小如松子。
　　饮茶洗心　　每天的生活就像一杯茶，大部分人的茶叶和茶具都很相近，然而善泡者泡出来更清
香的滋味，善饮者饮到更细腻的消息；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情。
　　生命沉苦时要加一点清凉的菊花，激越时要加一点内蕴的普洱；在苦中犹有向上飞扬的心，在乐
里不失去敏锐深刻的态度。
这样，生命的茶才能越陈越醇，越泡越香。
　　入清凉地　　禅自然是有的，但不是写在墙上、画在茶杯上。
它和茶相同，人生无所不茶，无不是茶；人生无所不禅，无不是禅。
　　茶不在禅里，禅也不在茶中。
茶或禅以及生活的一切恼害都化成一缕轻烟，飞向空无的所在，那就是茶禅一味了。
　　茶的真滋味，禅的真境界，唯有平常心乃能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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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平常茶非常道》是本禅茶文化散文，由台湾著名散文作家林清玄先生所作。
阅读《平常茶非常道》，如同听听林先生在作禅与茶的讲演。
讲演深入浅出，颇能明心见性。
　　禅自然是有的，但不是写在墙上、画在茶杯上。
它和茶相同，人生无所不茶，无不是茶；人生无所不禅，无不是禅。
　　茶不在禅里，禅也不在茶中。
茶或禅以及生活的一切恼害都化成一缕轻烟，飞向空无的所在，那就是茶禅一味了。
　　茶的真滋味，禅的真境界，唯有平常心乃能知之。
　　茶是可人儿，万灵丹，　　寒冷若你，茶将为之温暖，　　激愤若你，茶将为之安定，　　沮丧
若你，茶将为之开怀，　　疲惫若你，茶将为之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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