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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画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

于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的盛唐时期。茶画发展

到明代，已十分成熟，茶画的创作，以反映当时的

茶文化思想为主。明代的茶艺思想，有两个突出

特点，一是哲学思想加深，主张契合自然，茶与山

水、天地、宇宙交融；二是民间俗饮不断发展，茶

人 友 爱、和 谐 的 思 想 深 深 影 响 各 阶 层 民 众 。 所

以 ，明 代 的 茶 文 化 中 ，也 突 出 地 反 映 了 这 些 特

点。茶画，作为茶文化的重要部分，当然更离不

开这些特点。

明代画茶画的画家不少，但最引人注目的是

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

风流才子唐伯虎，是明代一位著名的文人，

诗 词 书 画，样 样 精 绝，他 的 画，充 满 了 浪 漫 的 情

调 与 豪 放 不 羁 的 风 格，但 又 不 是 放 荡 不 羁 。 唐

伯 虎 一 生 爱 茶 ，与 茶 结 下 不 解 之 缘 。 他 爱 茶 ，

爱 喝 茶 爱 写 茶 爱 画 茶，《事 茗 图》是 他 茶 画 中 一

幅 体 现 明 代 茶 文 化 的 名 作 。 画 中，他 用 自 己 熟

练 的 山 水 人 物 画 法 ，勾 勒 出 高 山 流 水 ，巨 石 苍

松 ，飞 泉 急 瀑 。 这 些 景 色 ，或 远 或 近 ，或 显 或

隐 ，近 者 清 晰 ，远 者 朦 胧 ，既 有 清 晰 之 美 ，又 有

朦 胧 之 韵 。 在 画 的 正 中，一 条 溪 水 弯 曲 泊 泊 流

过 ，在 溪 的 左 岸 ，几 间 房 屋 隐 于 松 、竹 林 中 ，房

下 是 流 水，房 上 是 云 雾 缭 绕 。 此 景，让 人 一 看，

宛 如 世 外 桃 源 。 房 中 ，门 户 大 开 ，一 人 正 在 就

读，案 头 置 有 茶 壶、茶 盏，品 茶 就 读 之 意 韵 荡 然

飘 出 。 屋 外 右 边 ，一 老 者 手 持 竹 杖 ，行 在 小 桥

中 ，身 后 跟 着 小 童 ，小 童 手 中 抱 着 古 琴 …… 也

许 ，这 又 是 一 个 契 合 自 然 的 茶 人 。 此 画 左 边 ，

唐 伯 虎 自 作 题 诗 ：“ 日 常 何 所 事 ？ 茗 碗 自 矜

持 。 料 得 南 窗 下 ，清 风 满 鬓 丝 。”有 人 说 ，这 是

唐 伯 虎 心 隐 山 林 品 茶 就 读 的 生 活 画 ，也 有 人

说 ，这 是 明 代 的“ 采 菊 东 篱 下 ，悠 然 见 南 山 ”的

文人雅仕隐居图。《事茗图》，不管是画还是书，

都是明代佳品。

如果说，《事茗图》是一种朦胧的意境韵味美，

那么，唐伯虎的另一幅茶画《品茶图》，则是清晰

美。《品茶图》苑如一幅特写的镜头画。画中一位

雅士稳坐于旷野之中、松树之下，他的身边放着茶

杯，边品茶边听琴女弹琴。琴女坐姿优美，弹琴情

入曲境。茶童在石后煮茶。此画，人物的画面较

大，人物的表情荡然可见……

从唐伯虎的这两幅茶画中，可以看到，他的

茶 画 作 品 ，是 与 明 代 的 茶 文 化 特 点 紧 紧 相 连

的 。 上 面 说 过 ，明 代 的 茶 艺 思 想 ，主 张 契 合 自

然，茶 与 山 水 。 天 地、宇 宙 交 融 。 茶 人 友 爱，和

谐 共 饮 。 这 些 意 韵，在 两 幅 茶 画 中 都 得 到 了 很

好的反映。

为什么明代的茶文化主张契合自然？这是有

历史原因的。明代开基皇帝朱元璋第十七子朱

权，是明代茶文化的主导与发展者，是自然派茶人

的主要代表。在政治上，他失了意后，十分厌恶宫

廷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因而，走向了人生的另一

面——隐逸。他在隐逸的道路上，创出了自然派

茶道。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失意的文人，开始步入

并留恋起此道来。

明代还有另一位著名的画家文微明，他也画

了不少茶画，如《惠山茶会记》、《品茶图》等，画面

都是在高山丛林之间，突出一个“隐”字，反映出了

当时茶文化契合自然的特点。

明代有不少茶画，如书斋、庭院品茶，洞房对

饮、仕女闺中品茶等等，虽然都反映了明代民间的

百姓生活，但这些茶画，与唐伯虎、文微明的茶画

相比，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成就上，皆不足

为道。唐伯虎、文微明的茶画，是明代茶画的主流

作品，是少有的绝品，在中国茶画中，占有相当的

地位。

■ 吴思强

明代茶画的文化特色

功 夫 茶 情 结
■ 王春华

茶的生长季节性特别强，什么时侯采摘，往往

影响茶的质地和品格。采早了茶叶没长开，味道

出不来；采迟了叶片长老了，味道苦涩如同树叶。

一般茶叶采摘在清明后、谷雨前最合适，也有

少量的品种因为物候的原因要在明前采摘，明前

茶翠、嫩、鲜，翠是茶色，嫩是茶形，鲜是茶味。明

前的碧螺春是茶中的极品，碧螺春本身属于茶中

的水仙，清雅高贵，花期虽短，格调脱俗。喝碧螺

春喝的是意境，喝的是诗意。明前的碧螺春充溢

着江南的烟雨和吴侬软语的韵味。可惜碧螺春不

经泡，且需好水好心情好口味。水不好，盖过茶

味，就只剩下水味；心情不好，口中有火，断然品不

出茶的清香。如口味偏重，习惯牛饮，也很难品出

碧螺春的微妙和精灵。

明前茶的生长受天气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比

如气温偏低，突遇了一场倒春寒的大雪，或者气候

干涸，都会影响茶的生长。因而明前茶能够生长

得恰如其分，有时候全是天意，何况有些茶种并不

适合在明前采摘。多年前笔者去江西婺源开笔

会，婺源的绿茶属上品。会期恰在清明前夕，我便

一心一意去购婺源的明前茶，主人说婺源的绿茶

要等等才好，但却拗不过我的恳求，还是卖给了我

们一些。结果带回家的明前茶味涩，草根似的。

那一年，婺源地区春天的气温偏低，茶苞没有伸展

开，茶叶的叶片不柔软也不翠嫩，茶味也就可想而

知了。

近年来，明前茶是一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社

会上对明前茶的推崇，其抽象概念大于实用价值，

审美意义大于饮用价值，喝茶者的虚荣心在其中起

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明前茶的数量少且珍贵，能够

喝上往往是有身份和有品位的象征。其实，对更多

的茶和更多的茶客来说，还是谷雨前的茶比较合

适。大地复苏，雨水丰沛，茶树在明媚的春光中茁

壮生长，叶片吸收了足够的阳光和雨露之后开始自

然地舒展生长，每一片叶子都散发着春天的生机和

生动。这样的叶片制成茶以后，不仅色泽翠绿，且

茶形优美，汤色碧绿，能嗅到三春原野的清香。更

重要的是，雨前茶对水的选择不很挑剔，且十分耐

泡，不像明前茶头开无味，二开清香宜人，三开则茶

味索然。雨前茶第一开就茶味诱人，二开则茶味全

出、浓郁醉人，三开则余味不绝。如碰上炒青瓜片

之类，泡上四开、五开也还有茶味。

对青涩的偏好，对嫩苞、嫩芽、嫩叶的近乎贪

婪的追逐，已成为某些人审美和消费的一个不解

之结。为了迎合人们的这种喜好，一些厂家便用

大棚蔬菜的方法来育茶，在制作过程中还要添加

增绿素。如此，明前茶的产量激增，其外形比原先

的明前茶还完美，但茶味奇淡无比。若执意要品，

最终只能品出塑料纸的味道。

明前茶·雨前茶
■ 海 涛

我生活在一个爱茶的城市，鄂西北的一座小城湖北省老河口

市。在这只有十几万人的城市中，茶馆却多得数不清，且不说大街

小巷走几步就有一个茶馆，就连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角落，也赫

然会有一家茶肆。茶对于这个小城市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嗜

好，要是生活的必需，是一种深迷其中的瘾。每天早上，许多人一起

床，来不及漱口洗脸，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泡茶，不喝足了瘾，

是不会想到去干别的事情，只有喝过了瘾，才感到全身通泰、舒服、

有精神气儿。喝足了茶，开始出门，但不论是去上班，还是出去早锻

炼，或是出差旅游，都不忘带上一个玻璃杯，里面酽酽地泡好一杯

茶，走几步就会拿出来饮一口。

你无论是到哪家串门或是到哪个单位办事，主人打过招呼，

首先转身去给你泡茶，一般的人都会随即拿出自带的玻璃杯申明

道：“ 我 带 了 茶”，但 热 情 的 主 人 还 是 会 说：“ 我 给 你 重 新 沏 一 杯

吧！”或是说：“我这里有好叶子，来，尝尝我的”。

逢什么部门开什么大会，是可以不准备茶杯的，因为到会者一

落座，就都会随手从提包中拿出已经装好茶水的玻璃杯来，会议筹

办者只需准备充足的开水，也可以不请服务小姐专门倒茶水，只需

在每桌子上放一瓶开水即可，在续茶水上，人人都是自觉自愿自己

动手的。

这里的人们娱乐休闲也大都会去茶馆，或在茶馆聊天，或在茶

馆打牌搓麻将，或在茶馆看戏听曲，就连朋友中的聚会和相亲也往

往选择在茶馆，茶馆是这里永久时兴的活动场所。

因为家家都嗜茶如命，所以恋爱中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中时，

是必须带两斤茶叶去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懂规矩，不知礼数，婚

事就可能会泡汤了。结婚后的女婿每年逢正月十五、中秋、端午节

到老丈人家去时，所带的礼品中也必须有好茶。不仅是新上门的女

婿，平常亲友逢年过节的走动，送茶叶也是胜过酒或其它礼品的；就

连单位每年夏天发放的防暑降温品也一律是茶叶。因为这里的人

们爱喝茶，小城的各种有奖活动的奖品和一些单位的馈赠品也大都

是各式各样的茶杯和保温杯。

久在茶水中浸泡，小城的人个个泡成了“茶精”，只要看一眼茶叶，

就能辨出是新茶还是陈茶，是春茶还是秋茶；闻一下茶叶，就能估出这

茶值多少钱一斤。想以次充好，以便宜价进，高价卖的茶商在这里是

站不住脚的，只能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去。说来也怪，这座对茶情有

独钟的城市是不产茶的，它的乡村有上千平方公里，却难找到一片茶

园。不产茶的地方为何喝茶成风呢？笔者沿着这座小城的历史足痕

去寻找，终究发现了小城人酷爱茶的渊源。

老河口地处鄂、豫、川、陕四省交汇的咽喉地带，又处在汉水中

游东岸，而古代和近代交通与运输主要是靠舟楫。从清朝中期开

始，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埠，从汉水上游秦岭巴山运出来

的桐油、核桃、木耳等山货要在这里起坡，转手交易后再运到河南

中原一带，或再顺江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来自中原一带

的粮食、棉花又通过老河口的帆船上运到汉水上游的郧阳和安康

山区，下运到汉口；到了近代，汉口的工业品如洋油、洋皂、洋糖、洋

火 又 通 过 汉 江 运 到 老 河 口 交 易，再 转 运 到 中 原 和 陕 川 的 一 些 山

区。到清末的时期，老河口的商业繁盛超过了附近的襄樊、南阳，

平常往来的商船在老河口的江面上桅帆林立，有上千艘之多。南

来北往的商人纷纷驻足于此，为了便于商贸的接洽，逐渐出现了茶

馆，商人们都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谈生

意，到民国初期时，老河口的茶馆达到鼎盛时期，72 条大街小巷中

分布着 200 多家茶馆。

茶馆的兴起，自然带来了喝茶的嗜好。虽然，后来因航运滞后，

其它交通的发达，老河口已经失去了昔日商埠的繁盛，但老河口的

居民大都是商家的后代，也就大都沿袭了父辈的喝茶之风。

小 城 茶 风
■ 汤礼春

知道什么是功夫茶吗？我想，即使您

没有品过，肯定也听说过，随着海峡两岸直

接“三通”，许许多多祖国大陆的旅台游客，

在台湾品尝到慕名已久的功夫茶。其实，

功夫茶的故乡就在台胞祖居地的闽南，在

闽南品赏功夫茶艺，与在台湾品赏的并无

二致。

闽南人是在功夫茶中泡大的，闽南人

把功夫茶看得比大米还重要，举凡寻根谒

祖、婚丧喜庆、敬老尊贤、交朋结友、和解

是非等，无处不是以茶当先。故此，闽南

人把茶叶冠于大米之首，平时均称茶叶为

“茶米”，如果有谁说“茶叶”反而会让人感

到别扭。

在闽南，几乎家家户户都置备了功夫

茶 具，每 天 都 像 上 必 修 课 似 的 要 喝 上 几

泡。一泡功夫茶，几多人情味。它体现出

闽南人的热情，不管您喜欢不喜欢，主人会

立刻泡沏起功夫茶，一杯浓香爽喉的茶汤

儿，一番亲热顺耳的贴心话儿，为你驱走疲

倦，给你带来温馨，使你感到亲切。

我的老家就在闽南，小时候，看着大人

们津津有味地品啜酱油般的功夫茶，不禁

感到好奇，我曾备足喝中药汤的勇气，皱着

眉喝下去。初喝似嫌其苦，那苦过之后口

中便充满着回味无穷的甘香，习惯后则嫌

其它茶不够滋味了。

浓浓的功夫茶，据说缘起古代渔家人

日常吃鱼多，容易引起胃肠不适，需要浓茶

解之等经验。到后来，人们把它当作一种

乐趣，一种嗜好，一种民风。即使贫困年

代，人们肚子缺少油脂“生了锈”，却仍然热

衷此道。不少茶瘾君子临睡前也要泡饮功

夫茶，否则，反而会睡不好觉。

关于功夫茶的来历各有说道，但并非

“功夫茶”要与武功连襟。老家人爱称有学

问有技艺为“有功夫”，因为品功夫茶需一

整套精巧的茶具，独特的技艺、奇趣的礼

节，幽雅的氛围。我想，日本茶道不外也是

如此这般吧。

茶谚云：“文章风水茶，识货没几个。”

这说的是品功夫茶的学问。我从小接触

过许多老茶人，他们很讲究功夫茶的三要

素，这就是“一茶二水三火”。水以山泉最

佳，燃 料 以 橄 榄 核 或 无 杂 烟 叶 木 炭 为 上

乘，茶叶是闽南特产的半发酵乌龙茶。装

壶前要先用沸水烫壶，喻之“贵妃淋浴”。

然后，装入六七成茶叶，须搭配三分之一

茶末放中层才显得茶叶香浓，近壶嘴应放

叶 茶 以 防 阻 塞，此 道 工 序 谓 之 乌 龙 入 宫

（装茶），冲泡时水壶要提到足够高，“高山

流水”才能使茶叶快释放。继之是“ 春风

拂面”（刮泡沫），“关公巡城”（倒茶），“韩

信点兵”（点茶），“赏色闻香”（看茶），“品

啜甘露”（喝茶）。

功夫茶是一种极为讲究的泡茶技法，

之所以名冠“功夫”，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

法极为讲究，需要孟臣罐，若琛杯，玉书锅、

红泥烘炉“ 四件宝”。要沏一杯可口的香

茗，需要做到茶、水、火、器四者兼备，缺一

不可。这是因为饮茶器具，不仅是饮茶时

不可缺少的一种盛器，具有实用性，而且饮

茶器具还有助于提高茶叶的色、香、味。同

时，一套高雅精美的茶具，本身还具有艺术

欣赏价值，收藏玩赏价值。操作起来需要

一定的功夫，此功夫为沏泡和品饮的学问。

斟功夫茶要低、快、匀、尽。“匀”指的是

一 二 三，三 二 一 斟 茶，为 之“ 关 公 巡 城”。

“尽”指的是不留余汤在壶中，要点滴分配

到各杯，喻之“ 韩信点兵”，茶汤不宜斟过

满 ，茶 谚“ 茶 七 酒 八 ”，过 满 会 被 视 为 欺

客 。 品 功 夫 茶 更 有 学 问 可 言，品 者 三 口

也，若一口饮下，会被认为不雅。此时，您

轻轻啜上一口，留在舌间，瞬间齿颊留芳，

疲乏顿时烟消云散。喝功夫茶要现沏现

喝，闽 南 人 有 句 常 言：“ 冷 茶 薄 酒 伤 胃”。

因此，即使三伏酷暑，茶主人招呼客人饮茶

总习惯说：“来，热得好！”不明就里的人也

许会感到好笑。

过去，闽南人居住环境、生活条件俱

差，不像时下家家有厅堂茶室。偌大的村

里仅有一两个茶间，每到夜幕降临，茶间好

像拥挤的车厢，各色人等皆有，满屋乌烟瘴

气，一套功夫茶具也是黑不溜秋的。但是，

在那茶叶也得凭票限量购买的年代，不少

茶客劳作之余，常年累月乐于踞守这块阵

地，一边品茶一边说唐讲宋，古今中外，天

南海北，那一瓯瓯茶汤真是泡浸着人生的

滋味，传谕着知识的营养。

茶 间 主 人 很 珍 爱“ 孟 臣 ”冲 罐（即 茶

壶），像珍惜重点文物似的。孟臣冲罐是紫

砂陶茶壶，系明代宜兴制壶名匠惠孟臣创

制，古 朴 雅 致，使 用 久 了 壶 壁 会 增 生“ 茶

锈”，所有的老茶客都知“茶锈”来之不易，

一把冲罐持续使用十几年，里面也只有薄

薄的一层茶锈，他们相信老祖宗沿传下来

的定理，说是茶锈越厚，泡出来的茶汤才愈

加醇郁芳香。茶锈厚也是茶主人炫耀“茶

龄长”的资本，掏废茶叶时也总小心翼翼，

大人更不允许小孩接触冲罐。

小 时 候 ，有 一 次 我 叔 父 一 把 祖 传 的

“孟臣”冲罐壶盖被婶子不慎摔坏了，叔父

把婶子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一个多月不和

婶子说话，婶子气咻咻对人说：“三餐都怕

没米下锅了，还茶茶茶，这老猴简直把冲

罐当妻子了！”闽南人对功夫茶的情结由

此可见一斑。

如今，闽南人依然对具有深厚传统文

化的功夫茶一往情深，他们或忙里偷闲，或

闲情逸致，把细品功夫茶当作对繁忙紧张

的现代生活的一种调节，当作一种谈业务、

传信息、叙情谊的文明生活。一壶浓浓的

功夫茶，泡出了多少游子思乡梦，泡出了多

少乡人恋家情，也泡出了多少优美动人的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