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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
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
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
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这
出自唐代元稹的《茶》，寥寥数十
字写出了茶的姿态与品性。古
往今来，茶既是凡夫俗子涤烦消
渴的佳品，也是文人墨客消遣时
光的雅物。不论粗胎素胚之中，
还是青瓷幽盏里，那或明或暗的
茶汤均潋滟着时光的味道，那茗
香袅袅间皆氤氲着岁月的从容。
热汤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
酒不胜茶。茶类隐，酒类侠。酒
固广道，茶亦素德。茶以水的姿
态流淌，而酒以火的性格燃烧。
相形之下，茶更像一位隐者高人，
于俗世喧嚣中平和自持。

茶亦有品。丹山碧水之乡，
月涧云龛之品。茶，集天地之灵
气，吸日月之精华。小小的嫩芽
中蕴含着芝兰的品性，清雅素
洁。有人喝茶，喝的是其精雅考
究的手艺。有人喝茶，喝的是其
吐浊纳新的品性。有人喝茶，喝
的是附庸风雅的俗气。有人喝
茶，喝的是清明简净的人生哲
学。竹风一阵，飘扬茶社，疏烟
梅月，半湾掩映，书窗残雪。所
谓品茗之无限意境莫过于此。
然而，同一种茶、同一盏杯，同一
种烹法，在不同的人品起来，亦
有不同的滋味。那分冷暖浓淡，
恰如杯盏茶语，饮者自知，各得
其味。即使再苦的茶，于唇齿间
百转千回后沿喉入肠，留下一分
甘醇的余味在舌尖浅吟低唱。
这苦后自然回甘，好似否极泰来
的人生之味——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茶之品
性明朗疏淡，一视同仁。一盏清

茗入口，是苦是甘，是浓是淡，皆
与外在无关，而发乎内心之感。
不论文人墨客，还是山野村夫，
茶向炉明性之清始终如一。不
论华屋美舍，还是陋室茅亭，茶
涤尘溶于水镜之雅近在眼前。

茶亦有道。茶不仅需要好
水滋养润化，还需要好杯锦上添
花。我虽是一枚俗人，没有唐代

“茶圣”陆羽的风雅喝法，但也有
一盏品相上好的青花瓷杯傍
茶。偏安红尘一隅，偷得浮生半
日闲。或在青墨素笺中翩飞一
段沉绵思绪，或在琵琶清音里追
忆一段似水年华。在左琴右书
的时光里，总是喜欢独自泡上一
杯龙井，于茗香袅袅间雪燥心
静。看翠绿的香片静静躺在青
花杯底，恰如沉默不语的仕女，
低眉颔首间屏气凝神。而当80
度左右的热水冲入杯中，瞬间根
根香片轻舞飞扬，在青瓷幽盏中
姿态婆娑、轻灵舒冉，好似一场
霓裳羽衣的盛景，于水袖翻飞间

恍如隔世经年。在水的温柔乡
里，龙井香片如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般素雅可人。那清逸
甘醇的香味，让人神清气爽、意
追高古。这分雍容的气度，更像
一位温厚睿智的老者——在阅
尽人间百态，历过浮世沧桑后，
唯留老树禅梅的风骨。正如陆
羽《茶经》所言：“茶之为用，味至
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茶之道，在于静定归真、太和之
气。以无味之味，乃至况味。茶
可道，心之道。于凡尘俗世间，
觅得一脉清简心宁。那杯盏茶
语中，缱绻着一分心灵的独白。

茶亦修德。茶不过两种姿
态：沉、浮。喝茶的人，也不过两
种姿势：拿起、放下。人生如茶，
茶如人生。沉时坦然，浮时淡
然。不仅要拿得起，更要放得
下。一杯茶，从起初的浓郁甘
醇，到后来的平淡寡味，恰如在
五味杂陈的人生中修德进道，逐
渐悟得真谛：年轻时鲜衣怒马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
长安花。中年时踌躇满志——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老年时达观淡然——宠辱
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
望天外云卷云舒。那一场繁华
盛世的过往，总会落尽喧嚣而归
于平淡。人生落幕之时，百感交
集之中，方能豁然于心、淡然于情
——人间有味是清欢。茶亦醉
人何须酒，书自逸香无须花。在
杯盏茶语中，道不尽浮世沧桑，却
也让人素德淡泊，风月自赊。

一 盏 香 茗 ，恰 如 一 位 故
友。纵使彼此静默不语，也能
将心境坦陈。那小小的青瓷幽
盏 里 ，盛 得 下 多 少 缘 分 的 深
浅？在时光婆娑的舞步间，唯
留满腔清气醺醺然。溪畔轻
风，沙汀印月，独往闲行，尝喜
见渔家笑傲；松花酿酒，春水煎
茶，甘心藏拙，不复问人事兴
衰。这即是杯盏茶语中，最真
切的人生感悟了。

854.征求意见

公元1687年三月癸卯日，
康熙在皇宫太和门召集政府
主要官员举行会议，请大家提
意见。与会者一致表示，皇上
的执政方针好得无可挑剔。
康熙大为不满说：“尧、舜之
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
不敢谓已治已安。今但云主
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
无一事可言耶（尧舜时代还不
敢说天下太平，你们光说现在
风清气正，难道国家一点问题
都没有）？”皇上要求各位大臣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855.罢免明珠

公元 1688 年二月，监察
部官员郭琇上疏弹劾大学士
明珠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康
熙借机将明珠免职。明珠与
索额图都是康熙信赖的重臣，
索额图张扬外露，手下有太子
党；明珠却温文和气，表面看
与世无争，并在裁撤三藩、收
复台湾、抵御沙俄诸方面政绩
赫赫，其实朝廷人事任免均落
入明珠之手。康熙早有意扼
制明珠的权势。

856.康熙南巡

公 元 1689 年 正 月 至 三
月，康熙再次巡视江南，先后
视察了扬州、苏州、杭州、南京
等等，其间罢免了浙江巡抚
金鋐，并削职充军。此次巡视
前，皇上下诏说：我此行轻车
简从，只为观风问俗，各地不
得组织欢迎仪式，劳民伤财。

857.中俄签约

公元1689年四月，康熙命
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率团前
往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
克）与俄国议定边界划分事
宜。经过多轮谈判，同年七
月，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签
约》，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
属于中国领土，将贝加尔湖以
东划归俄罗斯。这也是国际
条约中“中国”首次以主权国
家出现。

858.固本强国

康熙确实是一位清醒的
皇帝。公元1693年十月，中央
办公厅官员彭鹏举报北京市
（顺天府）高招主管官员营私
舞弊，请求皇上亲自讯问。康
熙回复说：“我只管大事，不会
事事躬亲。”当时许多国家派
使节来清廷进贡。康熙下诏
告诫国务院官员不要沾沾自
喜：“惟中国安宁，则外患不
生，当培养元气为根本耳。”

859.每日听政

公元1694年二月，康熙出
席国务院办公会议，其间有大
学士拍皇上马屁说：“皇上您
别累着，隔三四天处理一下朝
政就行了。”时年40岁的康熙
回复说：“昨谕六十以上大臣
间日奏事，乃优礼老臣耳。若
朕躬岂敢暇逸，其每日听政如
常。”（我让六十岁以上大臣隔
天办公是优待老同志，我可不
能偷懒，必须天天处理国事。）

（老白）

古代哲人说：“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旅行和读书自古被
视为修养和陶冶情操的两个方
面和人生的两大乐趣。

走出家门周游世界，是我
少年时代的梦想。时至今日，
我总会在忙碌之余抽出时间外
出旅行。我曾登临泰山极顶，
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的雄浑美；游览三峡，品味

“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奔放美；漫
步草原，欣赏“天苍苍，野茫茫”
的广阔美；置身九寨沟，欣赏自
然界的神圣原始美；走近大海，
感受生命的深沉宽阔美……那
里喷薄的日出、皎洁的月色、巍
峨的群山、啾啾的归鸟和潺潺
的溪流，如诗如画的景观让我
激动陶醉。

尽兴之余，还去走一走盘
山木道，推一推远古石磨，踩一
踩乡村水车，泡一泡湖畔清茶，
闻一闻山野味道，告别一下生
活的艰辛，洗一洗肺里的秽气，
让我无不感觉神清气爽，找回
生命的本真，体验最单纯、本原
的幸福和快乐。不由得想起诗
人徐志摩那句感慨：“只有你单
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
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
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
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
样的。”

旅行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
部分，我深切感到它是一种高
雅的情趣，这种情趣其实是一
种惬意、一种放松、一种超脱、
一种向往。大自然是人类的故
居和摇篮，亲近她是为了更好
地贴近自己的心灵，邂逅一个

不一样的自己。一个人在繁华
的都市居住久了，就会期待着
远方，想出去走走看看，寻找一
种内心的宁静。坐上飞机、火
车、汽车和轮船，如一阵清风，
飘过山山水水；如一缕阳光，掠
过花花草草。远离这个现代化
的钢筋水泥大厦，从喧嚣繁杂
的羁绊中解脱出来，抛开一切，
以一个空灵的自由身去感受那
秀美的山水与奇妙的民族风
情，是何等的潇洒。

旅行是愉悦的。当你漫步
异地他乡，不管是青山逶迤、秀
木参天、绿水长流；还是粉墙黛
瓦、百年宫殿、廊亭卧波，一样
的阳光，一样的空气，却让人拥

有一种不一样的情怀。每一处
旅游景区和名胜古迹，都有它
独特的与众不同之处，只要是
一个新的环境，向往的景色，哪
怕是一个小地方，也会给你带
来一种耳目一新的快乐。

旅行也是艰辛的。意大利
有句有趣的旅游谚语：“旅行者
该有猪的嘴，鹿的腿，鹰的眼，
驴子的耳，骆驼的背，猴子的
脸，外加饱满的钱袋。”出门在
外，虽一路背负行囊，风尘仆
仆，身体疲惫，却充满了清新和
喜悦，收获多多。最可贵的地
方还在于让我们学会了珍惜：
人只有在旅途跋涉中才感觉到
家的温馨，自己其实是离不开

家的；只有在饥肠辘辘吃着难
咽的干粮，才想起家常便饭的
香甜；只有在面对风雨坎坷孤
独无助时，才知道亲情友情的
珍贵……此时，你就会发现，在
远行的脚步中，所有的烦恼忧
伤、哀怨惆怅都随风逝去。馨
香四溢中，自己年轻的心灵已
赏析了不同时段的人生风景，
感悟了生命的底蕴，充满了感
恩之情。

每一次旅行总会有别样的
收获，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情
趣的陶醉，不仅丰富了我生命
的体验，净化充实了我的心灵，
更重要的是铭刻着我游历之后
最难忘的雅趣。

旅行是一种雅趣 □张春羊（广东德庆）

杯盏茶语 □袁方（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