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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州 吃 茶

北 冯 村 的 花 房 子

杭州著名的九溪十八涧附近的“林海亭”石柱上刻有一副禅意深远的佳对,上联
曰：“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下联曰：“日归可缓，试同歌陌上花来。”

赵州即现在的赵县，都知道赵州不产茶，何来赵州茶？事实上，这里所说的茶，绝
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是深谙着人间大智慧的“禅茶一味”。

关于赵州禅师“吃茶去”的公案，早已成为
“赵州茶”的标志。

一

﹃
世遗

﹄
不能重利用轻保护

□吴学安

北冯村位于雄安新区安新县
西南部，自安新县城驱车大约20多
分钟到达端村渡口。人车一同乘
上铁板货运船，在白洋淀浩渺的水
面上一路南行，大约 10 分钟水路，
便抵达杨庄码头。停船登岸，再有
10分钟车程，北冯村便在眼前。

北冯村地处任丘、高阳、安新
三县交界处，属于淀南区半水村。
该村约建于明永乐年间，相传从山
西洪洞县移民而来。有个姓冯名
长友的人在此建村，取名“冯村”，
后 来 又 分 为“ 南 冯 村 ”和“ 北 冯
村”。从此处到安新县城，必须靠
船摆渡，横跨白洋淀中最大的淀即
西淀。随着淀中水运式微，北冯村
便失去原有水上交通的优势，当地
人买卖赶集，多去陆路交通便利的
沧州任丘市。

从大街上一眼望去，便可看见
一座老屋顶上的大花朵。老屋未
设院门，仅由简易低矮的砖墙半围
着，屋前是一小片绿油油的菜地。

据老屋主人介绍，此老屋即张家老
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坐北
朝南，青砖平顶，面阔三间，中间开
一门。墙体下部使用一层厚厚的
苇碱，又因老屋地势较高，半个世
纪过去了，院落地面并不比周围邻
居低，故至今保存完好。而老屋的
精华所在，正是前立面，尤其是檐
部装饰的精致独到。

老屋前檐上方建有一堵低矮
别致的女儿墙，墙正中即屋门正上
方部位，塑出一大朵盛开的白色牡
丹花，花的轮廓宽约 100 厘米，高
60 厘米，花朵左右上方各伸出一
根弧形金属丝，其末端分别是一朵
小白花苞，依附在牡丹花上。房主

介绍，两根金属丝上原本塑有 4 只
和平鸽，因年久失修，风雨侵蚀，鸽
子早已不知去向。当初，这朵立体
感十足的牡丹花，由一位熟练的雕
工师傅，用了三天时间才塑成，要
先做出骨架，再利用麻刀灰塑花，
并细加雕饰，花四周衬托着数片舒
展茂盛的叶子，花朵质感很强，雍
容华贵，色泽淡雅，鲜活生动，呼之
欲出。相对于砖雕、石雕等，这种
做法称为软活。屋门上部起券，并
用 2—3 层或立或卧的青砖叠涩出
檐，造型灵巧，与屋檐上的大花朵
相呼应。两个窗户檐部和墀头下
垂的倒三角形处，均为水墨彩绘，
左窗檐上是一枝缠枝花，线条流畅

灵动，右窗檐上是 3 个一字排开的
团花连成的一组图案，布局合理，
画工细腻精致，历 50 年风雨，至今
色调纯正，黑白分明，清新脱俗，不
失中国水墨画的典雅风采。

张家老屋左前方，是一座同时
期的王家老屋，坐北朝南，有保存
基本完好的正房 2 间，以及屋顶已
坍塌的厢房 1 间，院内堆放着杂
物，看样子已多年无人居住。正屋
前檐中间部位同样塑着一朵花，这
是一朵怒放的菊花，外形较张家老
屋的要瘦弱，宽约 60 厘米，高 40
厘米，同样的制作工艺，花瓣玲珑
秀雅，有傲霜斗寒之风骨。

在北冯村，两处老宅偏安一
隅，相距咫尺，错落有致，年岁相
当，风貌一致，如同珍藏已久的艺
术品，任岁月更替，阴阳交错，恬淡
怡静，历久弥新。 （刘洁 图/文）

记者从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了解到，此前已经审议通过的

《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于 7 月 8 日起
正式施行。至此，在鼓浪屿申
遗成功两周年之际，厦门对鼓
浪屿的综合保护进入制度化保
障时代。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上，《条例》明确，设在遗产区的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
有关单位，除受各自上级主管
部门领导外，涉及文化遗产保
护的有关事宜，应当服从文化
遗产保护机构的统一协调和管
理。（7月9日中国青年网）

毋庸讳言，“世界遗产”极
其珍贵，是应当世世代代流传
下去的大自然或祖先留下的杰
作。世界遗产越多，保护的压
力会更大，责任更重。时下，国
内一些地方申报世界遗产的工
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果
这股“申遗热”仅仅是出于保护
和延续人类文化瑰宝的目的，
自然值得称道，但总有不和谐
音符让人堵心。一些地方“申
遗”工作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把
目光盯在经济利益上，急功近
利，哗众取宠，申报前热火朝
天，申报后温度下降；申报前抢

“牌子”，申报后要“票子”，一旦
申报成功，日思夜想的是立竿
见影的经济效益，至于什么遗
产保护，早就抛到了脑后。

这 种 只“ 申 ”不“ 保 ”，借
“申”生财的做法，自然给遗产
申报和保护工作蒙上一层阴
影。一味向“钱”看，把“遗产”
当作牟利的工具，随心所欲，肆
意妄为，为了扩大景区的容量
和收费景点胡乱开发改造，钱
花了、景造了，却把原有味道搞
得面目全非，这种不负责任的
做法非但可恶，而且可耻。近
年，我国有多家世界遗产地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予以黄牌警
告。

值得庆幸的是，此类荒唐
的做法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
警醒。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和
研究，我国已经总结出一些基
本的经验和教训。一些遗产地
和风景区的政府已经意识到遗
产的价值和保护利用的重要
性，并着手采取得力措施，如拆
除商业性非遗产建筑物，尽量
恢复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但从总体来看，国内世遗项目
仍面临着严重威胁，警钟应该
长鸣。应当说，“申遗”的成功
并不意味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完
结，而应该是承担起更大责任
的开始。在世界遗产保护上必
须杜绝短视和盲目，使其得到
更为有效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
用，让民族瑰宝，尽量完整地留
给子孙后代。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
天，如何有效地保护历史和文
化资源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
热点。因此，世遗保护要从研
究国家遗产战略规划入手，从
环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
来考虑，申报的项目，也要考虑
到 关 联 度 大 、受 益 面 广 等 因
素。因为自然文化遗产一旦遭
受破坏就无法复原，更不可再
生。

尽管目前中国的遗产地没
有一处列入濒危名录，但中国
的“世遗”保护现状仍不容乐
观。对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
建议：一方面，加快世界遗产保
护的立法步伐，建立国家遗产
保护的管理机构，成立保护遗
产专家委员会；另一方面，按照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
约》有关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的要求，正确处理遗产、
旅游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
同时，国家应给予适当的财政
支持。

应该说，申遗与旅游开发
并不矛盾，既要从申遗的申报
程序上，保证文化保护的纯粹
性；又要从旅游产业发展的模
式上，打破“门票经济”的怪圈，
让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的一个环
节而非全部。

□梁 勇

何为“赵州茶”？简而言之
就是三个字——“吃茶去”。

而“赵州茶道”与“吃茶
去”皆缘起唐代那位了不起的
赵州和尚。

唐代河北道乃茶马互市
必经之路。河北赵州出了两位
著名茶人，一是好茶成癖的范
阳才子卢仝，另一位就是有

“赵州古佛”之誉的赵州和尚
从谂禅师。

与风流倜傥的卢仝相比，
从谂禅师是一位活了 120 岁
的奇僧。他在赵州修行近四十
年，是中国茶道的鼻祖之一，
更是东亚茶文化圈公认的禅
茶始祖。

赵州城里有一座著名的
柏林禅寺，创建于东汉，是佛
教传入中国最古老的道场之
一。隋唐时期称观音院，宋朝
改称永安院，金元时期改名柏
林禅院。《隆庆赵州志》中记
载，古时柏林寺，松柏森森，碑
碣众多，殿堂林立，一直是畿
内名刹。寺内的真际禅师塔，
民间俗称柏林寺塔，就是元朝
为纪念从谂禅师修建的佛教
建筑。

从谂禅师，俗姓郝，山东
曹州人。年轻时到曹州龙兴寺
出家。后来到安徽一代，周游
名山宝刹。唐会昌五年（845
年）四月，唐武宗灭佛，从谂禅
师的寺院被毁，只得四处游
荡。几年后，他来到赵州，应赵
州观音院（今柏林禅寺）众僧
之请，驻锡观音院，当时已年
过八旬。之后他居赵州近四十
年 ，时 人 以“ 赵 州 古 佛 ”敬
称之。

从谂禅师睿智幽默，自成
一宗，大江南北声名远播，有
一则典故流传甚广。控制四
州的成德军节度使王镕，曾
多次慕名到赵州，邀请他到
真定（今正定）。一次，王镕
与避难滞留真定的幽州节度
使李匡威一起来拜访从谂大
师。已经一百一十多岁的从
谂禅师坐在禅床上说：“我自
少吃素，如今老迈，无力下床
相迎了。”

可第二天，王镕派一位牙
将送信，从谂禅师却下床相迎。
随侍和尚便问：“师父，昨天赵王
等人前来你不下床，这次将军来
了，你为什么却下床相迎？”

禅师一笑道：“一等人来，
我在禅床上迎接；中等人来，
我下床迎接他；末等人来，我
要到前门去迎接。”

从谂禅师以其独特的价
值观把通俗幽默的禅风与茶

道结合起来，在备茶、吃茶、品
茶中对话参禅，创造了影响着
中国乃至世界的赵州茶文化。

关于赵州禅师“吃茶去”
的公案，早已成为“赵州茶”的
标志。

翻开《赵州禅师语录》，有
这样一则故事：唐代驻锡古观
音院的赵州禅师，以“平常心”

“本分事”接引学禅者。有一次，
他问一位新来的僧人：“你以前
曾到过此间吗？”僧人回答说：

“到过。”赵州说：“吃茶去。”他又
问另一位僧人：“到过此间吗？”
回答是“不曾到过”。赵州说：

“吃茶去。”此时，站在一旁的院
主问赵州：“为什么到过说吃茶
去，不曾到过也说吃茶去？”赵
州听罢叫道：“院主！”院主应了
一声。赵州说：“吃茶去。”

赵 州 老 和 尚 所 说 的“ 此
间”并非指他所在的禅寺，而
是指参禅了悟的境界。他对于

“曾到”和“未曾到”的僧人，对
了悟的人和未悟的人，都给予

“吃茶去”这样一个同样的回
答，体现了“悟了还同未悟时”
的禅境。

赵州老和尚这三声颇有
意味的“吃茶去”，后来被禅门
看成是“赵州禅关”，成了禅林
中的一大著名典故，经常在禅
家的公案中为僧侣所喜闻乐
道。这就是“赵州茶”的由来。

后来，“吃茶去”以赵州茶
的形态流入民间，经不断演
化，使赵州茶的内涵得到极大
丰富，遂成为赵州茶道。在北
方地区，特别是河北地区，已
逐步形成以赵州茶道为核心
的茶文化流派。“南功夫，北吃
茶”已经深入人心。赵州茶道
由此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唐朝的文人、士大夫们说
到当时的高僧，都知道“南有
雪峰，北有赵州”。雪峰就是福
建雪峰寺高僧义存禅师。而在
雪峰寺义存禅师的道场，却建
有“望州亭”，表示雪峰禅师仰
慕赵州古佛。可见赵州从谂禅
师在唐代崇高的地位。

在遥远的南方，中国茶叶
原产地之一江西，云居山真如
寺的山门上，挂着“赵州关”的
门额，也是因崇敬赵州古佛而
题写的。

后来，赵州禅师的传人将
他的语录进行整理，编辑成

《赵州录》《赵州禅师语录》《赵
州真际禅师行状》等。从此，赵
州古佛与他的“吃茶去”就成
为赵州茶的经典标志，流传大
江南北。

自古至今，赵州茶文化的影响
力遍布全球。在日本，可清晰追寻
到海上茶叶之路和“赵州茶道”的
踪迹。

日 本 茶 道 与 赵 州 茶 关 系 密
切。自唐代引入中国茶文化后，中
国茶道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逐渐成为日本进行礼仪教育的一
种方式。日本《铃木大拙全集》等
经典中，记载着赵州从谂禅师和赵
州茶的故事，赵州茶对中日文化交
流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日本天台宗本山比叡山延历
寺是最早从中国引种茶的日本寺
院之一。804 年，日本天台宗始祖
最澄法师随遣唐使入唐求法，一年
后回国，携回大量佛教经典和中国
茶种，在比叡山麓开设了日本最古
老的茶园“日吉茶园”，虽然面积仅
260 平方米，但被奉为“日本茶祖
圣地”，受到日本政府、民间组织、
企业界和佛教界尊崇。而他入唐
求法之路被称为“海上茶叶之路”。

后来，日本高僧圆仁法师，遵
照恩师最澄法师的遗愿，踏上入唐
求法之路。他从山东途经河北道

的赵州、镇州（今正定）、行唐到佛
教圣地五台山。后来到长安，留下
了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之一的《入
唐求法巡礼记》。

中国茶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
赵州茶在日本传播，其集大成者是
被称为日本陆羽的荣西禅师。他
来中国学法，重开中断百年的留学
中国路和海上茶叶之路时，年仅
21 岁。1191 年，他带着充满中国
智慧的佛教经典和中国茶树种子
回国，创建了日本最早的临济宗寺
院，把赵州茶传播到日本，亲自在
背振山播下了中国茶树种子，为了
向日本推广中国茶。归国第二年，
荣西禅师写出了被称作日本第一
部茶书的《吃茶养生记》，被后世称
为日本禅茶鼻祖。1694 年，该书
木刻版在京都问世，引起一股日本
学习中国茶文化的热潮。

南宋末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
到我国浙江省余杭经山寺取经，将
包括茶具、茶台在内的中国茶道引
进日本。日本《类聚名物考》明确
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
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

本《本朝高僧传》也说：“南浦昭明
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
带到崇福寺。”而赵州茶作为中国
茶文化的标志，在日本的影响也日
渐深远，被称为“日本茶道集大成
者”的千利休总结出茶道四规“和、
敬、清、寂”。煮茶、吃茶、品茶、敬
茶与悟禅程序不断完善，形成了日
本茶道的基本仪规和框架，成为日
本茶道的代表。

千利休的后人，积极传承赵州
禅茶文化，丰富日本茶道，留下了
大量的诗文。而日本大德寺和尚
刚堂宗健在《题少庵居士像》一诗
中写道：“识得石鼎趣，味得赵州
茶。”充分体现了日本茶道对赵州
茶的敬重和传承。大德寺另一位
和尚宗单在题《少庵画像赞》中也
写道：“今古家风无别事，茶烟轻飏
一炉前。”浸润着赵州和尚“吃茶
去”的文化情怀。少庵同时代的大
德寺高僧兰叔宗秀和尚题写《少庵
画像赞》：“家术传来泣可怜，风流
偏善吃茶禅。今古传承新相得，犹
茂孙持二百年。”这些珍贵资料，揭
示 了 赵 州 茶 对 日 本 茶 道 的 深 远
影响。

在日本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看
到写有赵州禅师手书“吃茶去”三
个汉字，肯定就是茶馆、茶社。而
且无须任何翻译，几乎所有日本吃
茶者，都能用汉语说出这三个字。
这就是赵州茶的世界魅力和中国
茶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巨大而深远
的影响。

今年 3 月，国家文物局正式通
知相关省市自治区，将“万里茶道”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终于从十余年的酝酿，迈出实
质性一步。万里茶道申遗，让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茶文化。

茶道起源于中国。至少在唐
代或唐以前，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以
动物脂肪为主要食物，必须靠饮茶
帮助消化，维护健康。而随着唐太
宗开启的茶马互市逐渐繁荣，中原
贵族和文人就将茶饮作为一种修
身养性之道，寺院僧众念经坐禅，
以茶为饮，清心养神。而社会上茶
宴已很流行，宾主在论茶、品茶、赋
诗的社交活动中，各抒胸怀。把茶
叶加工、茶具制作、炮制茶饮与饮
茶融入生活礼仪中，创造了文化内
涵丰厚的中国茶道。唐朝渤海蓨
县（今河北景县）著名学者封演在

《封氏闻见记》记载：“茶道大行，王
公朝士无不饮者。”另一位唐代学
者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也对
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
味，作了生动的描绘。

而把禅修与茶道整合并弘扬
的智者当首推从谂禅师。他把参禅
与生活结合起来，让禅茶修养成为
一种仪规、智慧与启迪。从谂在赵
州观音院近四十年间，各地前来的
信众络绎不绝，他每每都像拉家常
一样平易近人。用“吃茶去”“喝粥”

“洗碗”“扫地”这些生活“平常”事，
揭示人生的真谛和生活智慧。

在南方地区，最让大家热衷的

当仁不让为功夫茶。苏辙有诗云：
“闽中茶品天下事，倾身事茶不知
劳。”以潮汕功夫茶为代表的南方茶
文化，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广东，潮汕
功夫茶已经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申遗，茶香袅袅，其独特的表现形式
和文化内涵，被广泛流传。

赵州茶道对中国茶文化贡献
巨大，但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却似乎
远不及功夫茶。究其原因，最主要
的应该是缺少系统地整理挖掘和
宣传推广，大多数人除了“吃茶去”
三个字，对其他一无所知的窘境限
制了赵州茶道的发展。

事实上，为了赵州茶能名副其
实并扩大影响力，很多人付出过艰
辛努力。1993年4月中旬，柏林禅
寺的净慧老和尚带领徒弟亲赴江西
云居山真如寺请云雾茶苗。从江西
回程时，他让徒弟们乘火车，而已届
花甲之年的净慧老和尚则乘大卡
车，亲自押运茶苗奔波数千公里返
回赵县。

上千棵茶苗被栽植在柏林寺
内，虽受到老和尚和县高级农艺师
的精心呵护，但终因土壤、温度、湿
度等环境条件的差异而使“南茶北
移”的试验没有成功。云居山茶苗
在柏林禅寺虽然没有存活下来，但
是这次请茶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1996 年，赵州柏林禅寺注册
云居山产云雾茶为“赵州茶”商
标。净慧老和尚还专门赋《题云居
山产“赵州茶”》诗一首：“燕山修水
隔天涯，明月清风共一家。千古禅

林公案在，逢人且说赵州茶。”
2005年金秋时节，由河北省佛

教协会和韩国《茶世界》杂志社共同
主办，赵州柏林禅寺承办的“天下赵
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隆重举行。
与会专家围绕弘扬禅茶文化等课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同时把禅茶
的境界要求“正清和雅”明确开来：

“正”，即大方得体，神闲气足；“清”
即神清气爽，超凡脱俗；“和”即天人
合一，宾主相敬，平等包容；“雅”即
高情远遇，玲珑剔透。

近年来，如何打造和推广赵州
茶道文化品牌成为当务之急。河
北民间的茶文化爱好者通过自发
组织的“品茶会”“赵州茶研讨会”
等形式，努力传播弘扬着赵州茶道
的文化魅力。近日，为了加强赵州
茶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宣传推广，石
家庄市民赵玉光提出成立赵州茶
道研究院、举办“吃茶节”、推出独
特的赵州茶道系列产品等建议，引
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今，为加强赵州茶道的研究
推广，省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历时几
年，对赵州茶文化进行了整理挖掘，
进一步完善了赵州茶道的文化内
涵，赵州茶道的茶学表达，赵州茶道
的仪式呈现，赵州茶道初步形成了
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

“一肩茶沸灶，十里市忘喧。”
相信不久的将来，“禅茶一味”的赵
州茶必将成为河北又一张靓丽的
文化名片，散发出历久弥香的禅茶
味道。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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