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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從對聯談茶禪的生命觀  
 

邱素雲 

中國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前言 

茶在中國有著悠久的歷史，而真正形成飲茶風氣，並由此促進了民間飲茶習俗普及的，

卻是禪宗僧人。 

中國早期的茶生產，多賴由居於深山中的僧侶栽培，隨文人雅士和高僧釋家之互相交遊，

飲茶之俗逐漸推廣於世間。 

僧人的飲茶哲學，將口腔味覺感官提昇到心靈美學的層次，更突破人的有限性到無限的

中觀、止觀、空觀。喝茶活動是一種文化現象，和社會物質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相關，且是

一種追尋自我、超越自我的修養方法。在所有的飲食中，唯一具有超越性，古人視茶為「靈

物」正是指此種特質。 

藉著芬芳漫溢的茶香，喉韻回甘的茶味，茶的魂魄化成詩的精靈、禪的智慧，從飲茶中

抒發情志，也感通物理；是孤獨時的良朋，也是熱鬧時的諍友。竹下、松間、廳堂、內室、

書齋、僧室，結合不同情境，茶所開展出的文思、理則，或典雅優美，或恬淡敬謹，或安和

悠遠，或濃郁清芬，豐富了文學的生命，提昇了生命的境界，也慰藉了勞苦的大眾。 

唐代開始大量詠茶入詩，而茶聯最遲在宋代便已出現。在各地茶館或以茶會友的場所中，

常會張貼茶門聯，懸掛茶掛以增添古樸之意，更賦予思考冥想的空間，倍增品茗樂趣。因名

山多名寺，山寺的好茶、好水及僧俗同在茶香禪趣中惜情惜緣，對聯成為吟詠最好的文學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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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挑選出二十四副與茶禪有關的對聯，先依上聯首字筆畫再依言數排序，加以闡釋

探析，見佛智禪理之無物不在，禪僧在修行中以茶為悟道的途徑，提昇飲茶的境界，增添茶

文化的姿彩，進而探究茶禪的生命觀，以就教於大方之家。 

 

1.一壺茗茶品禪味， 
半榻茶煙養性靈。 

 

這是台北市木柵某茶坊門聯。 

泡一壺茗茶，品飲出茶中禪味；半榻茶煙，就足以涵養性靈。 

台灣當今茶品主流是攫取清香、菁華和甘醇喉韻為主的炒青散茶。民間以茶為中心的藝

術活動，稱為「茶藝」。茶藝的美，在準備階段就已進入欣賞的範圍，茶質探究及品茗的環

境、氣氛，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默契，都是欣賞的部分。 

古人說：「但精一技，皆可諧道。」茶藝真正要學的，不在於「技藝」，而在於「藝術」。

茶藝之美包括感官的享受、性靈的提昇和精神的滿足。觀照到茶葉本質的人，才是真正瞭解

茶葉、領悟茶藝的人。 

對喝茶文化深入探究，可以有許多知識學問，但要選擇什麼樣的方式及心情與茶結緣都

可以。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形式不拘一格，做到行於無軌如行於軌的境地。 

宋代圜悟克勤禪師（一○六三－一一三五）曾寫有「茶禪一味」四字，體現了茶與禪的

密切關係。茶味即禪味，是中國茶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特質，茶與禪形成一體，飲茶可以進入

平靜、和諧、專心、虔敬、清明的心靈境界。所以古代茶不僅為詩客所慕，也為僧家所愛。 

茶有著清淨純和、淡樸高潔的美質，雖能給人刺激，使人興奮，但人們對它是樂而不亂、

嗜而敬之的。飲茶使人在冷靜中對現實產生反省，在沈思中產生聯想，在聯想中把自己帶到

心靈的彼岸。 

僧侶最早初飲茶，即是為了坐禪修行。早在晉代，即有關於坐禪飲茶的確切記載。 

《晉書‧藝術傳》中提及敦煌僧人單道開在鄴城（今河北臨漳）昭德寺修行時不畏寒暑，

晝夜不臥，誦經四十萬餘言，每日僅喫藥丸數顆，再「飲荼蘇一二升」而已。荼蘇是一種將

茶葉、薑、桂、棗、橘等物合煮的飲料，能充飢止渴、驅逐睡魔以利清心修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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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的初祖達摩於西元五二○年由印度來到中國。在金陵（南京）與梁武帝見面，點化

武帝以只一味執著建廟無功德，心性的修養才是根本。 

因和梁武帝語不契機，遂渡江到了嵩山少林寺，發願要禪定九年，面壁而坐，終日默然。 

傳說九年修行壁觀期間，前三年雖如願成功，之後卻因體力透支，遭睡魔侵襲，醒來之

時羞憤難抑，絕望之餘，他終於撕下眼皮，棄置地上，以誓再不闔眼打瞌睡。在眼皮棄置之

處竟然長成茶樹。有天，弟子在樹旁燒開水，一陣風來，樹葉碰巧掉落鍋裡，達摩喝了這鍋

茶水以後，頓時神清氣爽，打坐時再也不打瞌睡而保持心靈的清明。 

或許因茶禪關係密切，才有茶樹起源這樣的傳說。 

僧侶們更公認茶有三德，一為坐禪時可通夜不眠；二為滿腹時能助消化、輕神氣；三為

茶是不發之物，可抑制性欲、清心靜慮。唐代劉貞亮更進一步提出飲茶十德，即以茶散鬱氣，

以茶驅睡氣，以茶養生氣，以茶驅病氣，以茶樹禮仁，以茶表敬意，以茶嘗滋味，以茶養身

體，以茶可悟道，以茶可雅志。他不但將飲茶視作養生之物，更將茶當作修身之道。 

唐代的飲茶風氣，至唐玄宗開元時，全國不分僧俗，把飲茶視為生活的一部分。中唐的

陸羽（七四二－七五五）於唐德宗建中元年（七八○）在湖州完成《茶經》。《茶經》是考

察中國的茶的最基本的文獻，也是全世界第一部關於茶的學術著作。 

陸羽有如此成就，是受到三歲時收養他的復州竟陵（今湖北天門縣）龍蓋寺喜茶、善茶

的智積禪師影響。 

陸羽的好朋友禪僧釋皎然（七二○－約八○○）〈九日與陸處士羽飲茶〉：「九日山僧

院，東籬菊也黃；俗人多泛酒，誰解助茶香。」俗人在酒中應酬，怎能知道在友誼中喝茶的

芬芳呢！ 

釋皎然與陸羽交情很深，陸羽在自傳中形容他們的友誼是「緇素忘年之交」。 

在唐代封演《封氏聞見記‧飲茶》記載：「開元中，泰山靈岩寺有降魔師大興禪教，學

禪務於不寐，又不夕食，唯許其飲茶，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 

唐、宋禪僧體認到茶有澄神湛慮、暢心怡情、提神醒腦的功能，可以做為學禪徹見自性

的助力，因此禪僧種茶、飲茶，禪寺普遍設茶堂，可以和高僧一同在茶堂喫茶，辯佛理，飲

茶談禪、覺悟群迷，也可以稱得上是風雅因緣。禪的理趣結合了茶的特性，對飲茶文化的提

昇起了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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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與禪學進入到中國的人文性靈世界裡，成為傳統文人的性靈生活方式之一。禪本來是

最現實的，以人生為主題的學問。優秀的文學與禪有一定的關係，深邃的習禪，自然會創造

優秀的文學。 

 

2.一掬甘泉，好把清涼澆熱客； 
兩頭嶺路，須將危險告行人。 

 

這是從前浙江紹興駐蹕嶺某茶亭聯。 

奔波營生的行人上嶺，氣喘吁吁，汗流浹背，必在亭中息肩拭汗，亭旁的一捧甘冽泉水，

正好把水的清涼來消解行路的煩熱；南來北往，山嶺兩頭都有道路，過來人應當把陡峭危險

的地方，告訴將行的人，使每個人得以一路平安。 

「甘泉」，指茶水，也比喻智慧。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本來清純潔淨的心靈，會逐漸

被利欲污染，藉著甘泉般的佛慧，洗滌一切塵勞妄念，使自性清淨心大放光明。 

「兩頭嶺路」，指駐蹕嶺兩頭的山路，也暗喻夜眠日走的人生道路。人活在世上，不僅

靠一己之力即得以存活，更有許多的因緣相聚，才造就了眼前此刻的生命。人生乍看之下，

彷彿是孤獨之旅，實際上卻是眾生同道，頗不寂寞。了悟世相無常，在各種因緣際會中，能

自度度人，行菩薩道，彼此關懷扶持，完成既安全又豐富的旅程。 

茶亭撰聯者多為隱姓埋名的善心人士。題撰遣詞淺白，但表達出豐富的心靈內涵，消融

生命的苦味，經營一個使自己清醒，也使世界爽淨的飲茶情境。 

 

 3.一勺勵清心，酌水誰含出世想； 
半生盟素志，聽泉我愛在山聲。 

 

這是鎮江市招隱寺內萬古長青泉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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舀一勺泉水煮茶，勉勵自己也要保有像泉水一樣清澈的本心，酌取泉水替人止渴，是誰

心含出世的想法呢；半輩子以來一直立下這樣的盟誓，表達平素的志願，傾聽潺潺不止的泉

聲，我喜愛泉水安於在山保持自身潔澈的音聲。 

「酌水」，典出《晉書‧吳隱之傳論》：「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良能，此焉為最。」

後常以「酌水」形容廉吏。 

「聽泉我愛在山聲」取唐代杜甫〈佳人〉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之意。 

人品與茶相得，是茶人的自勵。香茗使心境和物境契合無間，順天而放，不必刻意找尋

自適之道，享受當下充實而飽滿活潑潑的天機。 

明代名士陸樹聲嘗言﹕「煎茶非漫浪，要須人品與茶相得，故其法往往傳於高流隱逸，

有煙霞泉石磊塊胸次者。」 

明代人已經將茶藝提昇至一個至高的境界，並且將「茶侶」的界線畫分出來，只有「翰

卿墨客、緇流羽士、逸老散人，或軒冕之徒」列名其中，而所謂「緇流羽士」即指寺廟中之

和尚與道觀中之道士。一般來講，僧家飲茶之風較道士來得興盛，或許由於明代人多信仰佛

教之故。 

明代僧家多精解茶藝，而很多名茶都是由僧家烘焙而名傳遐邇。 

明代陸容在〈送茶僧〉詩中云﹕「江南風致說僧家，石上清香竹裡茶﹔法藏名僧知更好，

香煙茶暈滿袈裟。」如此淡雅生活，才真正屬於和尚家風。 

歷來諺語有「天下名山寺佔多」之說，尤其江南一帶多名寺古剎，佳茗往往出其間，所

以多備有品茶的場所，接待四方遊客。 

雖有名茶，還需配合名水，也唯有如此才能盡茶之真味﹔而水品中以山泉為最佳。相水

之法有所謂：「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品也。」山寺有

其優越的條件，一般茶客不辭路遙，迢迢而至，實有其嚮往的道理在。因此自古即有「名山

出好茶，名寺出好茶」的說法。 

由於修行的僧侶清閑寡慾，一般得道僧家也都是當代品茶行家﹔僧家因戒殺生而遠離腥

穢，對於日常蔬食而養成在嗅覺與味覺上至為敏感的功能，對草中至靈的茶葉所含有的甘香，

僧家多能隨著各種茗茶產地的不同而辨別出優劣，這不是世俗文士品茗所能望其項背。  

 



《普門學報》第 29 期 / 2005 年 9 月                                               第 6 頁，共 19 頁 

文摘 / 從對聯談茶禪的生命觀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4.九龍雲連，吉光開佛相； 
二泉玉瀉，禪味得真如。 

 

這是清代乾隆皇帝題江蘇省無錫市惠山惠山寺聯。 

九峰蜿蜒如龍騰翔在相連的白雲中，顯現吉祥的光明，使人開悟佛陀的實相；二脈泉水

如白玉傾瀉而下，在禪悟的滋味中，領會得永恆常在的實體、實性的真如智慧。 

惠山在無錫市西郊，以泉水著稱於世，惠山泉有「天下第二泉」的美譽，也稱陸子泉，

相傳因唐陸羽品題而得名。 

清泉泡茶，茶味中品得真如的禪境。在精神境界上，禪講究的是清淨、修心、靜慮，進

而求得智慧以開悟生命的道理，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淨的境界。有聯曰： 

 

煮沸三江水，同飲五嶽茶。 
茶香高山雲霧質，水甜幽泉霜雪魂。 
幽借山巔雲霧質，香憑崖畔芝蘭魂。 
鬥酒恣歡，方向騷人正妙述；杯茶泛碧，庵前過客暫停車。  

 

茶葉受到山巔雲霧滋養而增添幽質，茶香依憑著高山的泉雪、山崖的芝蘭來表現魂魄。

在佛庵中共飲一杯浮泛綠碧的熱茶，是山水與人親暱的對話，使人身心得到暫時的安歇。飲

茶中契入平靜、和諧、專心、敬意、清明、整潔、至高寧靜的心靈境界。 

 

5.山僧活計茶三畝； 
漁夫生涯竹一竿。 

 

這副對聯見《四朝高僧傳》。 

山僧只要三畝茶園，就可以維續生命的存在；漁夫只要一根釣竿，就有自足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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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欲太高，反而患得患失，徒添煩惱，於生存本身並無益處；把物欲降低，心靈才有更

大的空間飛翔。 

就佛家律制規定，出家人不得私有財產，但佛教卻不能沒有財產：比丘可以樹下坐，林

中宿，巖間居，佛教卻需要有其中心所在。如果佛教道場有其生產事業，便能自給自足，無

求於在俗的居士，且能弘揚法化，普濟人群。 

唐代百丈懷海禪師（七四七－八一四）說：「一日不作，一日不食。」學禪，並不單靠

坐禪就可達到最高境界，必須要有活一天就修行一天的心意，沒有佛作佛行，就不算是禪的

生活。  

住在山上的禪僧種茶維生，也寄託禪僧佛作佛行的心願。勞動服務的茶園，便是禪師論

辯參悟的道場。 

百丈禪師《禪門清規》卷七說：「叢林以茶湯為盛禮。」茶是禪僧的飲料，也用來供佛。

喫茶在叢林裡被儀禮化，成為茶禮。 

禪林中有不同單位編組，各組有組頭。茶頭，是特別的役僧，專司佛祖靈前獻茶及眾生

供茶、來客饗茶。禪師們在午後功課完了，喜歡喝一杯濃茶，由茶頭司供應茶水。 

在語言文字的範圍之外有很大的天地，幾乎除了人為的語言文字世界以外，整個宇宙都

是非語言文字的，整個宇宙都是解脫的大門，達道的人是不須借助語言，不管走路、喫茶或

喫飯，都只能靠自己完成，凡事盡心盡力，毫不敷衍，那麼無論身在何處，都是真實生命的

體現，表現出禪者人間化的性格。所謂「路一步一步地走；飯一口一口地嚼」。又有所謂「摘

茶更莫別思量，處處分明是道場」。專心投入當下自己的工作，沒有一絲雜念，那麼步步是

道場。  

 

6.小住為佳，且喫了趙州茶去； 
曰歸可緩，試同歌陌上花來。 

 

這是清代樊增祥（一八四六－一九三一）題杭州九溪林海亭聯。 

歇住些時是好的，暫且去喫碗趙州茶，品飲禪味也體會人生況味；回家路上可緩緩而行，

試著一同來唱陌上花的歌，不要因歸心似箭而錯過了欣賞一路開放的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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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州茶」，唐代高僧趙州從諗禪師（七七八－八九七）的口頭禪是「喫茶去」，以此

指引頓悟之法。 

就近以茶指引頓悟之法的公案有很多。如僧問如寶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飯後三碗茶。」又僧問谷泉禪師曰﹕「未審客來如何祇待﹖」師曰﹕「雲門胡餅趙州茶。」

等。 

日本愚堂國師（一五七六－一六六一）說：「自笑十年行腳事，瘦藤破笠扣禪扉。原來

佛法無多子，喫飯喫茶又著衣。」可見禪似茶，參禪如飲茶。 

當代趙樸初曾題詩並書寫成條幅贈與茶事活動說：「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千

百偈，不如喫茶去。」 

啟功一九八九年為北京「中國茶與文化展示週」題詩說：「今古形殊義不差，古稱荼苦

近稱茶。趙州法語喫茶去，三字千金百世誇。」 

出家人認為飯後飲茶最是淡而有味，且合乎出家修行清苦之訓：客來為不失禮，以茶、

餅奉待，算是清貧自甘者最具誠意的待客之道。自命為風雅的人士，多喜品味僧寺所產的茶。 

茶使生活藝術化，也表現佛教人間化、禪師人間化的性格。 

 

7.三頓飯、數杯茗、一爐香、萬卷書，何必向塵寰外求真仙佛； 
曉露花、午風竹、晚山霞、夜江月，都於無字句處寓大文章。 

 

這是清代陳維英（一八一一－一八六九）自題圓山別墅太古巢聯。 

生活中只要能三餐飽飯，閒暇時品飲幾杯茗茶，焚燒一爐清香，展讀萬卷書籍，又何必

向塵寰外再追求成仙、成佛的真境；欣賞早晨滴著清露的好花，下午吹拂著爽颯的竹風，夜

裡看著映在江上的月明，這都是大自然寄寓的大好文章。 

陳維英，台灣淡水人。晚年築室「太古巢」於台北劍潭之畔，以供讀書養性，親自題寫

這副對聯，聯旨既切合張懸地方的景致，也希望在尋常生活、自然風景中找到安身立命、提

昇生命境界的智慧。 

禪師修持落實於此生此世此時地，不慕聖希賢，不盲目崇拜權威，重視的是先把自己本

有的佛智找出來，自做主人翁，「何必向塵寰外求真仙佛」正同斯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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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祖惠能（六三八－七一三）聽師父五祖弘忍禪師（六○二－六七四）講經到「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時大悟：「一切萬法不離自性。」萬法本在自心，應從自心中證悟真如本性，

語言文字、眼前萬象只是方便開啟法門的工具，此聯「都於無字句處寓大文章」正同斯旨。 

百丈禪師以為只要不執著外境，也不執著知解，便是「自由人」。他說：「不求佛，不

求知解，垢淨情盡，亦不守此無求為是，亦不住盡處，亦不畏地獄縛，不愛天堂樂，一切法

不拘，始名為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切皆名解脫。」 

百丈禪師的弟子黃蘗希運禪師（七七六－八五六）更強調說：「我此禪宗，從上相承以

來，不曾教人求知求解。」禪僧應該是「絕學無為閑道人」。 

同為懷海傳人的石頭希遷禪師（七○○－七九○）說：「寧可永劫受沈淪；不從諸聖求

解脫。」修持應落實於此生此世此時地，不慕聖希賢，不重視自己的永生與否；重視的是先

把自己本有的佛智找出來，如果閱藏讀經，孜孜不倦，談及佛法，滔滔不絕，而在日常生活

中，仍然住塵生心，這樣想要尋求解脫是沒有用的。 

黃蘗希運禪師的弟子臨濟慧照禪師（？－八六七）指明學禪者的弊病是不信人之自性，

原本具足，而向外馳求；若能歇下向外馳求之心，則「與祖佛不別」。 

開悟的禪師都認為宇宙萬象，處處是佛性的顯身，佛性無所不在。空與色、淨與穢、凡

與聖均是不一又不異，但如果本身缺乏探求法身的心，那麼即使眼睛再觀察，也看不到任何

東西。如果自己太過驕傲，那麼即使真理擺在眼前，也無法發現真理的存在。 

有詩偈云：「山也空來水也空，隨緣變現體無窮；青山綠水依然在，為人疑嫉難相容。」

宇宙有虛空的本體，森羅萬象才能盡在其中；不疑嫉他人的人，擁有虛空的心靈，才能融攝

萬有。覺者要能隨順緣生之理，又不被外境遷動心源，精誠專一地修道。 

佛向性中求，莫向身外求。禮佛不單求佛祖庇佑，而是找到本心，以全新的角度去看待

事物，能悲智雙運，就不會被自己的成見所迷。從茶味中領略禪機，生活百境都可悟道。  

 

8.石鼎煎香，俗腸盡洗； 
松濤烹雪，詩夢初醒。 

 

這是揚州西園的濁清堂茶室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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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質鼎爐煎煮香茗，將俗腸都完全洗淨了；茶湯沸騰的聲音像松濤作響、茶末飄浮像

白雪一般，想要作詩的清夢剛剛醒來。 

佚名題某禪寺聯：「松濤烹雪醒詩夢；竹院浮煙蕩俗塵。」 

煎茶的聲音有如松濤陣陣，漂浮的茶餑好像積雪皚皚，作詩的興致和想要入夢的睡意都

清醒了；碧竹幽篁的院子中飄浮著裊裊茶煙，好像把世俗的濁塵都蕩清了。 

這副對聯也題作：「松濤烹雪醒詩夢；石鼎餐雲蕩俗腸。」 

清茗可以洗塵心、開慧眼，進入到萬無一慮的禪境。 

世俗之人名利熱中腸，香茗得以完全洗淨，塵夢乍醒，詩興勃發，正因飲茶有利禪悟，

是不必居山林，才能有出世之思。 

表面上看，禪屬於哲學，詩屬於藝術，好像不相干。但它們都注重對宇宙本體的直覺，

注重對人生充滿生機的領悟，注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於是，二者便自然有溝通。 

晚唐時期，禪與詩緊密聯繫起來。到宋朝，士大夫談禪成風，禪與詩更加緊密結合。如

北宋末年的吳可〈學詩〉詩說：「學詩渾似學參禪。」金人元好問說：「詩為禪客添花錦，

禪是詩家切玉刀」便是。有以禪喻詩，也有以詩入禪，日人鈴木大拙便說：「禪在詩中比在

哲學中更容易找到它的表現形式。」 

禪宗對中國文學影響極深，從如小詩一般的對聯便可見其端倪。在詩之外，禪宗對中國

的小說、戲曲，也有影響。禪讓人找回迷失的心，禪為文學家觀照人生提供了一雙睿智的眼

睛。  

 

9.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 
兩頭是路，喫一盞各自東西。 

 

這是清代佚名題河南洛陽古道某茶亭聯。 

領悟四大皆空的道理，緣起緣滅，什麼情緣都不長久，何妨稍坐片刻，不要分你啊！我

啊！這樣生疏；兩頭都有路可走，不管向前或回頭，何妨好好喫一盞茶後，瀟灑道別，各奔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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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副對聯相傳為一和尚與一商人，在茶亭中相飲時所對。詠萍聚之樂，人情之美，因茶

結緣，有四海皆兄弟、無路不順暢的隨意放曠。 

佛教認為地、水、火、風為物象世界的四大組合成分，但這都是因緣和合的幻象，終究

不免於幻滅。人生情緣緣起緣滅，亦復如是。但相逢自是有緣，在聚散無常中，隨順任運，

當下惜緣，也許伊人蹤跡已杳，但依然有茶香，有溫暖的人情留存心頭。  

 

10.早年讀詩知茶苦； 
晚歲誦經悟茗香。 

 

近代溥心畬（一八九六－一九六三）自題畫室聯。 

年輕時愛讀詩，為詩情所苦，也常為世情所惱，何嘗有心領會茶香！總覺得茶味苦澀；

待得閱歷多了，年歲有了，能沈靜下來誦讀佛經，才領悟到喝茶可以清淨心魂，使齒頰留芳。 

有佚名題聯說：「書濃人品逸；心靜茶味香。」 

涵泳出濃郁的書味，自然能修養出雋逸的人品；擁有清淨沒有雜念的心境，便能品味出

苦後回甘的茶香。 

智慧因尋常事理而發生，胸襟由尋常道理而開闊，氣象更是從尋常人事中表現，如此方

能在書味、茶香中，修養人品、冶煉心情。 

有佚名題聯：「芳香清意府；疏瀹滌心源。」 

這副對聯依據唐代顏真卿〈月夜啜茶聯句〉詩聯：「流華淨肌骨，疏瀹滌心源」而改作。 

茶可以疏瀹滌洗心靈，在清芳的茶香與雋永的茶味中，使人塵慮暫忘，而在喝茶的當下，

完成自我身心的昇華。 

 

11.花圃菜畦鋤歲月； 
藥爐茶鐺煉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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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湖南衡陽花藥寺聯。 

在花圃和菜畦中勞動，耕鋤出修行的歲月；烹煮藥爐和茶鐺，提煉出春去秋來精進的道

行。 

花藥寺又有一聯曰：「花雨春風，栽成萬物；藥爐茶鼎，利濟世人。」 

在勞作中修行，樂在勞作，也樂在修行，修行人藉著鋤頭護養著欣欣生意，收成的草藥、

茗茶，也正是利濟世人的佛願、佛行。 

 

12.帘疏榻靜閒中趣；  
茶熟香清世外情。 

 

這是香港沙田西林禪寺龍華堂聯。 

窗帘疏朗，座榻靜寂，享受著難得清閒的情趣；茶已煎熟，香清四溢，頓時有著超離世

外的心情。 

 

13.客至心常熱； 
人走茶不涼。 

 

有客共飲對話，心情常熱；客人走了，自己一個人自煎自品，也是茶熱依舊，別有滋味。 

宋代蘇軾〈毛正仲惠茶乃以端午小集石塔〉詩說：「禪窗麗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

可人，鼎器手自潔。」 

這首詩將喝茶最重要的四件事情都描述出來：一要有很優雅的空間、恰當的時間，二要

用好的水泡茶，三要有可人的人同座，四則器皿也要乾淨。 

飲茶不管獨飲、同飲，領略茶中妙境，就是聚散無常，生滅不已，滋味不減。所以有聯

曰：「茶熟香清，客至最是可喜；鳥啼花落，無人亦自悠然。」橫披：「萬里和風迎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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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客至莫嫌茶味苦， 
僧居惟有菜根香。 

 

這是某高僧自題僧舍客廳聯。 

客人來到不要嫌棄茶味苦澀；僧人的居所中只有菜根的清香。 

生活在矮屋竹籬下、青燈古佛前，儘管清苦，但自有心安理得的悠然、與道同在的陶然。 

在苗栗三義見有木匾題刻「菜根香」三個大字，旁並以小字註解道：「菜根有味，茶苦

餘甘；人生隨緣，喜樂何難。」 

咬得菜根，清淡有味，茶韻耐品，回甘在喉；人生能隨順諸緣，喜樂之心常在。 

不嫌茶苦的義蘊，有佚名題茶聯說：「色到濃時方近苦；味從回處有餘甘。」寫茶湯、

茶色和茶味，實兼寫人生由色悟空，苦處回甘的況味以自勵。 

 

15.茆簷喚客家常飯， 
竹院隨僧自在茶。 

 

這是宋代陸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南堂雜興〉詩聯。 

在茅簷下，僧人呼喚客人喫家常飯，在竹院裡，喝僧人煎煮的自在茶。 

「茆」，音 ㄇㄠˊ，通茅。 

「家常飯」，指家中日常的飯菜。 

「自在茶」，陸游《劍南詩稿》中註解說：「紹興初，僧喚客茶各隨意多少，謂之自在

茶，今遂成俗。」 

  

16.南南北北，總須歷此關頭，且望斷鐵門限，備夏水秋湯， 
迎接過去現在未來三世諸佛，上天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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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西西，那許瞞了腳跟，試豎起金拳頭，擊晨鐘暮鼓， 
   喚配眼耳舌鼻身意六道眾生，喫飯穿衣。  

 

這是佚名題茶亭聯。 

這副對聯可見作者的苦口婆心。茶亭奉茶的主人，以一杯茶湯接待三世諸佛與六道眾生，

沒有揀擇；生活的細節即修行的道場，無時不刻。如此生命，洞見宇宙生生之意。 

 

17.幽人清課，詎但啜茗焚香； 
雅士高盟，不在題詩揮翰。 

 

這副對聯載明代陸紹珩《醉古堂劍掃‧卷五素》。 

清幽的人的功課，哪裡只有飲茶和焚香呢？高雅的人的緣會，也不只在揮毫題詩而已。 

清興高行貴在能自我超越，真正清高的生活，不必執著外物，拘泥形式。 

宋代葉夢得《石林詩話》認為蔬筍氣是禪詩的生命所在，而不要有酸餡氣。所謂「蔬筍

氣」，即山林氣、超脫氣；所謂「酸餡氣」，即富貴氣、朝市氣。由茶入禪，修得山林氣、

超脫氣，也可不需茶而保有禪心、禪境。  

 

18.茶鼎夜烹千古雪， 
花幡晨動九天風。 

 

這是元代黃鎮成（一二八七－一三六二）〈游峨〉詩聯。 

夜闌人靜，熠熠爐火融燒著峨嵋山上的古雪，沸湯浸沏峨嵋山茶，撲鼻的清香縷縷騰起；

清晨庭園，鴻濛太空飄拂清風，花幡影動，古寺一片清爽、幽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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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是無限時間，「九天」是無限空間，在此無限時空中，寒飲熱茶晨賞花幡中，

有著瞬間即成永恆的幸福感。 

 

19.時有客來，烹茗煙煖浮新竹； 
了無俗累，洗鉢泉香帶落花。 

 

這是某高僧自題僧舍聯。 

時常有香客到來，烹茶待客時，只見茶煙和煖，浮漾在新生的竹林間；絲毫不被塵俗所

牽累，洗著鉢，泉水猶帶著落花的餘香。 

唐代杜牧〈題禪院〉詩說：「今日鬢絲禪榻畔，茶煙輕颺落花風。」 

修行禪寺，接待香客，卻不被俗緣牽累。人會老，花易落，但在裊裊茶煙中，淡淡的感

傷也隨著輕颺了。 

 

20.耕田種茶，非僅溫飽之事； 
讀書學禮，無關名利仕途。 

 

這是台北市耕讀園書香茶坊和平店茶室所懸的古聯。 

自古詩家多茶客，茶與文學的廣泛聯繫，是在唐代，尤其中唐以降，新樂府運動的提倡，

由雅入俗的審美觀，形成新的主流。由於審美意識的轉變，由轉俗、化俗、用俗、脫俗，由

中唐到宋代，文人普遍運用通俗的民生日用題材入詩入文，企圖將現實日用轉變成藝術美感，

將凡俗轉變成雅致，而茶，為民生日用，開門七件事之一，自然進入文人的筆下。  

明代王德章〈口占一絕〉：「柴米油鹽醬醋茶，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不得，且

鋤明月種梅花。」張璨〈手書單幅〉：「書畫琴棋詩酒花，當年件件不離他；而今世事都更

變，柴米油鹽醬醋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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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田種茶營生，但人生在世，除了滿足生理基本欲求外，還有精神的修持；努力充實，

讀書學禮，追求日新又新的生命境界，不把它當作求取功名利祿的敲門磚。 

 

21.從來名士能評水， 
自古高僧愛鬥茶。 

 

這是清代鄭板橋詩聯。 

從來名士就能評出水的來處及高下；自古高僧便愛鬥茶以利禪修。 

古人評水、鬥茶（也叫點茶、茗戰），注重閒逸與精神境界。 

茶的特性，必須依靠好水才能顯現出來；好水也能增益茶的味道。 

水是茶香、茶色、茶味的體現者，陸羽《茶經》認為以山中由白色石隙中緩緩湧出的泉

水最佳，宋徽宗《大觀茶論》認為：「水以清、輕、甘、潔為美。」 

古人飲茶也重視火候。緩火炙茶和活火煎水一樣重要。「緩火」即文火，「活火」即有

焰的炭火。 

鬥茶在五代時已經出現，北宋中期以後，風靡全國，從名流高僧到一般平民，無不以鬥

茶為樂事。 

宋代「鬥茶」的程序步驟是：炙茶→碾茶→羅茶→候湯→熁盞→擊足。 

宋人點茶要求茶湯出現白色泡沫的湯花。湯花可分出花、沫、餑三種厚薄不同的泡沫來：

看上去細而輕的叫做「花」；薄而密的叫做「沫」；厚而綿的叫做「餑」。 

蔡襄說：「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約在宋仁宗在位的後期，茶色由唐人

的尚綠轉為尚白。 

宋代並徹底地將飲茶與相關藝術結合，出現了所謂的文人四藝──琴、棋、書、畫及生

活四藝──焚香、點茶、掛畫、插花，這都是當時文人雅士平日修養心性的課題，也成為引

導宋代茶風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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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士夫講究品茗、論器、試水的風尚與當時碩學鴻儒談性論道相為表裡，成為精神風

貌的一種寫照。 

 

22.處處通途，何去何從？求兩餐，分清邪正； 
頭頭是道，誰賓誰主？喫一碗，各自西東。 

 

這是廣州市三眼井某茶亭聯。 

處處都是坦途，要往哪裡走去呢？為求兩餐飽飯而奔波辛苦，但行事也要分清楚邪正，

毫不茍且；頭頭都是道路，相逢一見如故，分什麼賓主呢？談笑風生中，轉眼就要分手，喫

一碗茶後各自東西。 

茶亭相遇，片刻相離，人間作客亦復如是，隨緣自在，相勉相勵。 

 

23.台山路，兩腳走去； 
趙州茶，一口喫乾。 

 

這是清代劉獻廷題黃廂嶺，見修和尚為路過行人奉茶的「望蘇亭」施茶所聯。 

到台山的路，只能自己兩隻腳一步步踏實走去；趙州和尚說：「喫茶去！」喫茶，就要

一口氣連茶渣都喫乾。 

唐代趙州從諗禪師（七七八－八九七）常以「喫茶去」解人迷惑。他終生致力於修道求

禪，曾說：「一個三歲小孩，如果比我強，我也會請教他；但如果是一個不如我的百歲老人，

我也不怕教導他。」 

在他立下這個心願之後的二十年內，他遍訪名僧，年約八十歲到達河北省正定府趙州觀

音院（今柏林寺）擔任主持凡四十年。他講禪時態度從容，堂堂說出禪的真諦，人們以「唇

上發光」稱許他的禪風。 

不管走路、喫茶或喫飯，都只能靠自己完成，凡事盡心盡力，毫不敷衍，那麼無論身在

何處，都是真實生命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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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州茶，也可說根本不是茶，而是佛的生命的滋生，禪者由於感受到其中的美，才一口

氣喫乾，正如馬祖禪師（七○九－七八八）所說：「一口吸盡西江水。」正是要人們體證到

佛不離萬法。 

禪宗不贊成用某種固定形相來修行，所以六祖惠能說：「久坐不臥，是病非禪。」生命

隨時在動用中，而凡有動用都是真諦，都表達了宇宙的玄奧，因而也都是禪。坐、臥都是禪，

但不管坐禪不坐禪，都是在禪的外面繞著圈子轉，認識了這一點，就是禪了。「喫茶去！」

亦作如是觀。 

由「趙州茶」的義涵，對照《金剛經》中說：「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

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教認為一切說得出來的事物，都像夢境、幻相、泡沫和影子，也

像露水和電光，皆為虛幻。但中國的禪宗則以世界為真實而予以肯定。曹山本寂禪師（八○

七－八六九）說：「即相即真」，馬祖禪師「平常心是道」、「心即是佛」，以現實的心靈

活動的全部視為佛性的顯現，此後，中國禪遂具有強烈的生活意味，成為人文主義的宗教。 

這樣的喫茶精神也影響到日本的禪修。日本建仁寺開山始祖榮西禪師（？－一二一五）

的遺訓裡對「茶味禪味，味味一味」至為標榜，所以江戶幕府末年的松平不昧說：「知茶不

知禪，如暗中睹物。」總持寺的開山常濟大師（？－一三二五）說：「有飯喫飯，有茶喝茶。」

愛喝才喝、想喫才喫並不是禪學「喫喝」的真意，禪學所謂「喫喝」，是由喫喝得當中領悟

到生活方式與人生觀，雖然所說的是茶，也可說根本不是茶，而是佛的生命的滋生，禪者由

於感受到其中的美，才一口氣喫乾。禪源自印度的神秘暝想和山居修道的隱遁性，被昇華了。 

佛不離萬法，不離世間，從平凡的尋常生活中表現宇宙的神秘性，這也就是所謂的「茶

禪一味」的真諦。禪僧所要標示的這種呈現在平常生活中的風采，就是做一個「不離一切事」

而又「不被諸境惑」「萬無一慮」的「自在人」。 

 

24.識得此中滋味； 
覓來無上清涼。 

 

這是清代佚名題某茶亭聯。 

識得這茶裡的滋味，才能尋覓到真正最高境界的清涼。 

道路上奔波，在茶亭裡飲著善心人士的奉茶，就可消除口渴；但熱中名利的心，焦爛五

內，要熟諳世情，參悟生命的真諦後，才能得到真正的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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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現代人類，知識是進步了，理性是發達了，但面對情緒、感官的紓理則不進反退；甚至

親如家人，意見也往往相左，紛亂衝突隨之而起，動物的喜悅惱怒僅限於現在，人的情緒卻

像一座活火山，暫時的隱忍，總有爆發的一天，流金鑠石的怒火傷害了自己不願傷害的人。 

享樂主義者認為人生苦短，應該及時享樂。但面對如同小孩子吹肥皂泡沫一般的人生，

真切感受到生命有限的苦楚，應該以深切思考為階梯，藉以瞭解生命的奧義。 

明代憨山大師（一五四六－一六二三）說：「捨人道無以立佛法。」許下美好心願，先

把人做好，然後始能證悟佛理。 

星雲大師以「弘法利生」為念，提倡「人間佛教」，擔起的是佛陀慈悲濟世的志業。 

有人說：「只要一點美好的心願，就足以撐起全宇宙的重壓。」 

風雲萬幻的人間，喝杯茶，暫時止住心頭熱惱，及時洗心求道，得無上清涼。從茶禪的

智慧中學習生活壓力的解脫之道，沈澱日常的瑣碎憂慮，向克服死生憂懼之路邁進，從命運

的束縛中解放自由。 

在茶味中也能領會永遠、堅強、清淨的禪味，然後才能在各種不同的環境中，構築出一

個永遠如一的堅強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