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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周刊 禅修茶道

时下禅茶之风可谓席卷全球，名人雅士对

此趋之若鹜，推崇备至。一茶一禅，两种文化，

有同有别，一物一心，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

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融茶禅一味者，则始

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728—

804）。他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

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本草经》曾有记载：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解之”。其

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历史推演茶

由最初药用继而饮用、艺用、禅用。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

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

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

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

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可以说，静坐静虑是

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

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能提神益思克服

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历来佛教禅寺多建于高山丛林，云山雾

绕，得天独厚的环境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

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

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

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

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

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其自身

特有的禅文化，而且丰富并完善了中国本有的

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

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

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

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

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

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

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茶禅

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

提及禅，脑海往往会闪现出一幅人在大树

下或草木间打坐、静虑的画面。巧的是，“茶”字

的构字法，正是如此“人在草木间”的意象。曲径

通幽，如此构字法对抽象而玄妙的“禅”作了最通

俗易懂而又妙趣横生的注解。今天，人们正日

益远离自然与古朴。看似最简单平凡的“人在

草木间”，却成了最遥不可及的梦想家园。

今日就让我们且放慢匆匆的脚步，卸下沉

重的行囊，寻一清幽之地，聆听大自然的美妙

乐曲，品一壶香茶，让身心全然地放松，感受本

自具足的轻松与喜悦！

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年禅宗祖庭的博山正

觉寺。这是一座久负盛名的千年古刹，始建于

东晋的正觉寺，于宋金年间重修，距今已有

1600 多年。历史上，曾有不少著名僧人驻锡

正觉寺。有史可查的最早一位是南北朝时曾

被梁武帝诏为国师的宝志禅师。相传他禅学

精湛、慈悲济世又屡显神迹，曾现十二面观音

像，被世人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禅宗三

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皆曾与此地结缘，

特别是道信大师在这里提出了著名的“农禅

并举”的主张，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禅宗修

行理念和生活方式。

2015年元旦，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学员

走进了正觉寺，学习、体验了禅修茶道的独特

魅力！ （焉笑华）

2015 年 1 月 1 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禅修茶道第六期初级讲习班在博山正觉寺

般若楼二楼隆重举行。上午 9：30-10：50，

禅茶文化导师仁炟法师莅临讲习班现场，为

学员们开示《禅修茶道百句三字经》。法师

的精彩开示深入浅出，涵盖了禅修茶道的宗

旨、十二道工序、禅修茶道的特点、禅修茶道

的传承等几个方面，如醍醐灌顶，令学员领

会到禅修茶道的精髓。

《禅修茶道百句三字经》

文/释仁炟

（一）

禅茶要 修道序 十二分 须牢记

一心诚 备茶具 燃香灯 供佛礼

跏趺坐 理气息 调身心 宜静谧

二煮水 听潮音 三洗杯 祛积习

四投茶 五观色 赏茗茶 闻香气

（二）

六洗茶 放桎梏 七泡茶 参至理

八分茶 发菩提 九供养 化春雨

十品味 探消息 再谢茶 约舟楫

又参禅 茶理体 禅借茶 显真谛

茶倚禅 生文趣 性一如 实理地

（三）

茶之源 始神农 解百毒 冶性情

梁国师 宝志公 荐武帝 奖茶工

四祖信 倡禅农 始种茶 道法宏

百丈师 立茶规 制茶仪 上茶供

老赵州 从谂翁 千古传 吃茶令

（四）

禅与茶 一味融 明本心 见自性

茶助道 身心轻 提精神 祛劳形

降三高 消食灵 抗衰老 目益明

怀感恩 喜分享 广结缘 涵包容

禅茶趣 和正清 得吉祥 入妙境

（五）

禅茶道 妙用宝 启六根 修法要

眼观色 鼻闻香 舌尝味 意根料

身宴坐 耳根禅 十八界 自内照

制心一 松紧合 空无我 不执著

修慈悲 证般若 直任运 行中道

每次禅修茶道学习前，教授师妙融都会

带领学员学习背诵《禅修茶道百句三字经》，

这其中蕴含的奥秘便是禅修茶道的修习指

导，也是禅修茶道丰富文化底蕴的精华浓

缩。仁炟法师曾开示：掌握心法，再学技法，

就容易了。若是学习中遇到问题，若是很久

不练习禅修茶道略有生疏，若是想学到禅修

茶道的精髓，一定要先领悟《禅修茶道百句

三字经》。课堂上法师开示道：“禅修茶道和

普通的茶艺不同，禅修茶道是由心法和技法

两大部分组成，以心法统领技法，以技法体

现心法，以品茗来助道修行。”

禅修茶道，每道工序都体现真诚善良精

美；每个动作都庄重典雅高贵；每次练习都修

养身心。修习《禅修茶道百句三字经》，前两

段讲述动作工序，第三段叙述历史传承，第四

段简介功用，最后指示要领；跟随百句三字经

的修习方法和心要，循序渐进，仿佛跟随指南

针的指引，走向智慧的彼岸。

上午的精彩课程结束后，下午学员们又

迎来了一堂清凉课程——《入寺须知及佛教

礼仪》，寺院常住妙翔法师和妙克法师为学员

示范了佛门上香、供灯、礼佛、过堂等规范动作

并讲解了其中的涵义。对于很多初次来寺院

的学员来说，这堂课充满了新鲜感，却又庄严

神圣，内在的恭敬心和清净心不禁油然而生。

下午，禅修茶道的十二道工序教学课程

开始，寺院十多位法师也和学员们一起参与

到学习中来。现代化的讲堂里直播同步画

面，禅乐的雅韵，深邃的禅诗，从简单的认识

茶具到十二道工序的分步演练，出家师和学

员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在这宁静

安详的气场中，学员们的心就此安住，专心

致志地学习、演练每一个动作，教与学的过

程高效、有序、顺畅。

晚上，一天的课程即将落下帷幕，大家

学习热情依然不减。来自广州的吉丰师兄

与大家分享内心的喜悦：“我是今年 8 月份

与禅修茶道结缘的，禅修茶道让我改变了很

多，我把这些感悟融入到生活里，时时刻刻

制心一处，我的头脑也更清晰了，于是这次

我带好朋友一起来学习，也希望更多的同修

们积极参与到禅修茶道的学习和实践中。”

2015 年元旦，在盈盈的禅悦法喜中，开

启了新年吉祥美好的第一天。 （妙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