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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华

一

江南一带盛产好茶，据说，旧日人们在
喝茶时将茶叶喝进嘴里是不吐出的，而是嚼
嚼吃进肚里。故此，民间传统将喝茶说成吃
茶。这种遗风至今犹存。比如在杭州，当地
人约你到西湖龙井茶的产地梅家坞去喝茶，
都是说"去梅家坞吃茶去。"如果吴侬软语
中的"吃茶"换成了"喝茶"，感觉就如同喝了
三、四开的茶水，味道没了。

不知别地怎样，在我生活的长江北岸环
巢湖一带，"吃茶"一词已
只存在老年人的口中，给
我一种旧时光的味道，年

轻人则一律是清淡的"喝茶"了。行走在乡
下，经常遇见熟识或不熟识的老人，几句寒
暄，总有一句：到屋里吃杯茶吧。让人心中
陡生一股暖暖浓浓的乡情。

"从前慢"成为当代人的一种生活追求，
吃茶就是一种时光慢的状态。现代生活的
节奏越来越快，于是在林立的高楼间渐渐地
生出一些古色古香的的茶楼茶舍，让匆匆的
步履落座成闲云野鹤，在袅袅的茗香里品味
时光悠悠、岁月漫漫。

但现代的茶馆里，更多的形式是功夫
茶，繁琐的茶道琐碎
的茶艺却每每让我觉
得失了吃茶的乐趣与
享受。吃茶本身就是
一件清心淡雅舒心养
性之事，弄出那么多
的道道，反倒失了茶
的本性。

一只白瓷青花的
杯盏，一簇或青绿或
褐红的茶叶，沸水冲
入，看叶片在氤氲的
水中缓缓打开，仿佛
青衣素裙的女子在雾

气弥漫的山水
间轻歌曼舞，然
后渐渐归于沉
寂，宛入静林幽
山。此刻，将那
一缕清香送入
鼻息，已是未饮
先 醉 ，浅 啜 一
口，真是荡尘涤
心。这是我认
为最惬意的吃
茶之境，删繁就
简，淡然清雅。

二

生活有茶，
茶中有禅。

泡上一杯

清茶，轻呷一口淡香，一些尘烟是否也随这
袅袅雾气冉冉飘散？身处红尘中的我们，又
可能从一杯清汤里品出一番禅意？

禅宗有一个"吃茶去"的公案。这个典
故出自禅宗历代祖师语录《五灯会元》，说的
是唐代赵州观音寺有位人称"赵州古佛"的
高僧叫从谂禅师，他喜爱吃茶，到了唯茶是
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禅语。

《五灯会元》载：赵州从谂禅师，师问新
来僧人："曾到此间否?"答曰："曾到。"师曰：
"吃茶去。"又问一新来僧人，僧曰："不曾
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禅师："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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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吃茶去"是暗示接触、体验；有
人说，"吃茶去"是一种淡薄淡定的心态；有
人说，"吃茶去"是揭示一种顿悟与豁达；有
人说，"吃茶去"就是要我们放下......我们每
一个人生活阅历不同、身境心境不同、文化
智慧不同，所体味出的道理也一定是不同
的。

唐代诗人卢仝有首《七碗茶》诗："一碗
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
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
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
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
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喜爱
饮茶，自称茶蒌子，还经常以茶禅入诗。他
谙习"吃茶去"典故与卢仝诗句，曾写过一首
《吟茶》小诗，诗曰："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
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是的，管他蕴涵什么禅道，管他深藏什
么机缘，有那一杯甘露在那青花瓷中等候，
我们且吃茶去。

三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毛泽东主
席喝完茶，将杯中茶叶用手指捞出吃了。一
段时间在京"北漂"，曾与一位女诗人同处一
室，见其每次喝茶最后都将茶叶一起吃了，
还是有些惊讶。

后来读到一些有关茶的文字，这才知

道，茶叶最初就是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菜
蔬。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
谁谓荼苦，其甘如济"的诗句，这里的"荼"指
的就是茶叶。可见早在春秋时期或更早，茶
叶是真正吃的。

吃茶方式随着时光的推移在渐渐向"饮
"演变。晋代郭璞在《尔雅注》中记："树小如
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

被誉为茶圣的陆羽，在其《茶经》里则记
述了唐初的饮茶风俗："饮有粗茶、散茶、末
茶、饼茶者......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
荷等，煮之百沸......"后面的加许多"料"煮
之，有点八宝粥的味道，自是"吃茶"了。

在《清碑类钞》里读到湖南人的饮茶习
俗："湘人于茶，不惟饮其汁，辄并茶叶而咀
嚼之。"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由此臆断，其
喝茶吃茶叶的生活习惯，可能是他小时候在
家乡熏染的。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考本》中说：茶不移
本，植必子生。因为栽培技术的落后，古人
以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
否则就会枯死，因此把茶看作是一种至性不
移的象征。所以，民间男女订婚以茶为礼，
女方接受男方聘礼，叫下茶或受茶，并有一
家不吃两家茶的谚语。这些风俗，在许多地
方民间仍有沿习。《红楼梦》中，王熙凤就曾
对林黛玉开玩笑："你都吃了我们家的茶，怎
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

在我的家乡一带，许多古镇还保留着一
种吃早茶的习惯。大清早，老街在弥漫的雾
气中醒来，油光锃亮的八仙桌上，一壶酽浓
的茶水，几样精致的点心，三朋四友围坐，在
袅袅的茗香中品尝着有滋有味的生活，好不
悠然时光，好不快意人生。

吃茶是品味享受，吃茶是文化禅意，吃
茶是风俗风情、吃茶更是寻常生活......吃茶
就是吃茶。

大千世界喧嚣熙攘，凡尘人生冷暖炎
凉，且放下生活繁琐、放缓足履，我们吃杯茶
去。

春钓优等生

作者：邹少男

银 鲈 ，也 叫 小 白 鲈（英 文 White
Perch）。是一种生长在切萨皮克湾里的小海
鱼，白净闪亮，肉质鲜美。身长一般在 15公
分左右，20公分就是大的了。每年四月中下
旬至五月中旬，它们都要逆流而上到内河里
找地方产卵，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而后返
回海里。于是人们在波托马克河的链桥，有
几处人们喜欢的垂钓点。

我和老伴俩常去河左岸华盛顿DC一侧
的一个沙滩。此处河面狭窄，水流湍急，在
接近主航道处形成一个大面积的回旋水
域。水下多有乱石、倒树及断崖，这恰好是
鱼喜欢栖身的地方。在此钓鱼必须掌握两
点：一是挥杆投抛钩组（铅坠及两只钩、诱
饵）必须准确，要指哪打哪才行，不然回旋水
流不知会把渔钩漂向何处；二是要防止挂
底。为此，我与好友老李俩摸索出一个既可
减少挂底，又能引鱼上钩的有效方法：准确
的向远处挥杆投钩后，立即停止放线持杆等
待，看到绷紧的鱼线松弛时，便知钩落地。
此时要立即连续均匀迟缓的摇轮收线，收线
的过程就是一次吸引鱼上钩的过程。如无

鱼上钩，就再开启另一个过程。

上述两点，老伴都需要学习掌握。我耐
心地讲解、示范，但她毕竟钓鱼的经历浅白，
领会较慢。当我感悟过多说教令她紧张后，
再钓鱼时就任她去自己体会，仅偶尔瞟过去
几眼。还好，每次她的动作或多或少有所改
进。 功到自然成，一次她找到了感觉，挥杆
投钩的动作标准，渔钩落点也不再是打哪指
哪，甚至落到眼前几步远处的状况了，我十
分欣慰。

奇迹终于在一次钓鱼时发生了。在河
岸我俩之间放置的一只装有小半桶水的水
桶，我发现她往桶里放鱼的频率比我高。那
天我也有点不顺，连续两次钩挂底，丢钩断
线，重新绑钩接线耗费了很多时间。等我排
除完这些故障后，桶里水面上挤满了鱼。常
识是鱼越咬钩越不挂底，越不挂底鱼越上
钩。说也奇怪，那天水里的鱼好像非常眷恋
老伴的渔钩，不仅连连咬钩，一杆上两条鱼
的频率也格外高。为此不断博得带着孙子
在一旁看热闹的邻居Z女士，及其他钓友们

喝彩。这不算完，还接二连三的上了
好几条 20公分以上的大银鲈，于是喝
彩声一阵接着一阵。

老伴的不俗表现令我十分高兴，
就开玩笑的大声说：“ 哎呀，看来今天
的优等生是非你莫属啦！”，Z女士立
即接着说：“大哥说的很对，大姐今天
真的是优等生！来，我再给大姐多照
几张照片，再录个相！”。

鱼装了满满一小桶，外加鼓鼓的
一塑料袋。回家的路上我俩就做好与
朋友们分享的方案。到家一数有 130
多条，创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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