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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生態，特指環境水因數對生物的影響和生物對各種水分條件的適應。無

水不成茶，體現在茶與人的關係中，也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介質——水在其中的

和諧作用。人如何選擇水？水如何影響茶？茶如何滋養人？這三者之間如何通過

水建立起平衡和諧的關係，唐代陸羽在他的《茶經》中對此作過深刻而細緻的描

述，並對實踐操作，有過具體精微的指導。通過對陸羽《茶經》中水生態思想的

探究，重溫陸羽關於水生態的一系列發人省醒的思想，也促使我們後人在當今嚴

重的水生態環境下，積極修復，重歸自然。 

 

 

 

 

 

 

 

 

 

 

 

 

 

 

 

 

【關鍵詞】陸羽、茶經、水生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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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羽在其《茶經·六之飲》中，開門見山地定論：“翼而飛，毛而走，呿而

言。此三者俱生於天地間，飲啄以活，飲之時義遠矣哉。”說的是：鳥在天上飛

翔，獸在地上奔跑，人類在歲月中生活，這三者存在於天地間，全靠飲食維持與

繁衍生命，飲水的意義，是多麼深遠啊。 

 

陸羽的這一段經典論述，揭示了人類與水之間深刻的“水生態”關係。本文

將以這一關係為視角，展開對陸羽水生態思想的進一步探究。 

 

 一、“水生態”及“水生態文明”： 

水生態，特指環境水因數對生物的影響和生物對各種水分條件的適應。生物

體不斷地與環境進行水分交換，環境中水的質與量，是決定生物分佈、種的組成

和數量，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 

 

水生態理念，要求生物體與水的關係，在細胞水準上需保證生化過程的順利

進行，在整體水準上則要保證體內物質迴圈的正常運轉。 

 

生命起源于水中，水之所以構成一切生物的重要組分，首先因為水是生命組

織的必要成分，呼吸和光合作用兩大生命過程都必須有水分子直接參與；蛋白

質、核糖核酸、多糖和脂肪都是由小分子脫水聚合而成的大分子，並與水分子結

合形成膠體狀態的大分子。 

 

其次，水具備一些對生命活動有重要意義的理化特性：水分子具有極性，所

以能吸引其他極性分子，有時甚至能使後者離子化。因此，水是電解質的良好溶

劑，是攜帶營養物質進出機體的主要介質，各種生化變化也大都在體液中進行。 

 

人體中有 60-80％為水，成年人約在 70%。科學測定：人可以 17 天不進食，

但 48 小時不進水將有可能導致死亡。一般人每天補水量約為 1.5 至 2.5 升，其

中大半為飲用水，小半為食用水，少量為內生水。對於人類來說，世界上沒有那

樣東西比水更重要，水可謂生命之源。 

 

因此、以人類文明視野提出的、以水生態理念為基礎的水生態文明思想，是

人類遵循人水和諧理念，以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支撐經濟社會和諧發展，保

障生態系統良性迴圈為主體的人水和諧文化倫理形態，是生態文明的重要部分和

基礎內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00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5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28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8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26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21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28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3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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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經》中關於水生態思想的具體內容： 

水生態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人水“和諧”，茶中的所有精華部分，正是通過水

的介質進入人體的，故歷來就有“水為茶之母”之說。明人張大複在《梅花草堂

筆談·試茶》中有經典論述說：“茶性必發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

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與他同時代的茶人許次紓則在《茶

疏》中寫到：“精茗蘊香，借水而發，無水不可與論茶也。”目前我們擁有的史

料證明，後人所有對水與茶之間的系統論述，都是從唐代陸羽的《茶經》開始的，

而《茶經》涉及的正是人與水之間高度精美的和諧關係。 

一部《茶經》三卷十章七千多字，關於水生態內容方面，已然成一系統，具

體涉及了以下幾個方面：擇水；煎湯；品飲。 

 

（一）關於《茶經》中的擇水內容 

關於茶水中的擇水理念，並非陸羽橫空出世的奇想，不過是在前人對水的飲

用擇取上，加入茶性元素，進一步提升罷了。 

 

人類從先民時代，就將擇水而居作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而水與茶一旦結

合，人類在比較中，對水便有了茶性借水而發的經驗。自漢至晉至唐，陸羽集大

成者，深黯此道，將擇水作為人類品飲茶時的第一個關口。不守住水的精妙，其

後就一切免談。故在《茶經》中，專門評判出了水的高下，主要集中在“五之煮”

這一章。其中有一段經典論述，集中體現了陸羽對煮茶用水的要求： 

 

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荈賦》所謂：“水則岷方之注，揖彼

清流。”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慢流者上；其瀑湧湍漱、勿食之，久食令

人有頸疾。又多別流於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潛龍蓄

毒於其間，飲者可決之，以流其惡，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

遠者。井取汲多者。 

 

 翻譯白話為：煮茶的水，用山水最好，其次是江河的水，井水最次。杜育

的《荈賦》說了，煮茶要用岷江之水，要汲取它的清流部分。山水，最好選取乳

泉、石池漫流的水，奔湧湍急的水不要飲用，長喝這種水會使人頸部生病。幾處

溪流匯合，停蓄于山谷的水，水雖澄清，但不流動。從熱天到霜降前，也許有龍

潛伏其中，水質污染有毒，要喝時應先挖開缺口，把污穢有毒的水放走，使新的

泉水涓涓流來，然後飲用。江河的水，到離人遠的地方去取，井水要從有很多人

汲水的井中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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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茶經》中的煎湯內容 

關於茶水中的煎湯環節，實際上就是探究如何將水與茶加工在一起，成為混

然一體的高品質茶湯。水生態的理念告訴我們，環境中水的質與量，是決定生物

分佈、種的組成和數量，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而這個水的質與量，乃為系

統工程，關口不僅在人與水的最初遭遇之中，也反映在人類與水之間接下去的一

系列程式之中。在品飲茶中，如何將水與茶合二為一，便是至關重要的一環。陸

羽在《茶經》中，對此進行了大量的描述，分別有以下章節涉及論述： 

在“二之具”中涉及內容有一條： 

 

灶無用突者，釜用唇口者。 

 

    翻譯成白話，是說“灶，不要用有煙囪的；鍋，要用鍋口有唇邊的。” 雖

然沒有直接說到水，但灶涉及到了火的使用，鍋涉及到了水煮烹時的操作狀態，

所以是與水有關的。 

 

“四之器”涉及的內容，共有以下幾條，涉及風爐的有一條： 

 

“置墆埠於其內，設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畫一卦曰離；其

一格有彪焉，彪者，風獸也，畫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魚焉，魚者，水蟲也，

畫一卦曰坎。巽主風，離主火，坎主水。風能興火，火能熟水，故備其三卦

焉。” 

 

翻譯成白話是說：設置支撐風爐口緣內的隔板物，其間分三格：一格上有只

翟鳥圖形。翟鳥是火禽，所以要畫一象徵火的離卦；一格上有只彪的圖形。彪是

風獸，所以要畫一象徵風的巽卦。一格上有條魚的圖形。魚是水蟲，所以要畫一

象徵水的坎卦，“巽”表示風，“離”表示火，“坎”表示水。風能使火燒旺，

火能把水煮開，所以要有這三卦。 

 

這一條也似乎沒有直接涉及到煮湯時的實際狀態，但其中關注到水、火、風

三者的關係，並以陰陽八卦作為它們之間關係的解釋，進入了對世界終極精神

“道”的領域，所以是很重要的理念 

 

關於煮水用的輔助器具，同一章中共有以下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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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方：水方，以椆木、槐、楸、梓等合之，其裡並外縫漆之，受一鬥。 ” 

“漉水囊：漉水囊，若常用者，其格以生銅鑄之，以備水濕，無有苔穢腥澀

意。以熟銅苔穢、鐵腥澀也，林棲穀隱者，或用之竹木。木與竹非持久涉遠

之具，故用之生銅。其囊織青竹以卷之，裁碧縑以縫之，紐翠鈿以綴之，又

作綠油囊以貯之，圓徑五寸，柄一寸五分。 ” 

“瓢：瓢，一曰犧杓，剖瓠為之，或刊木為之。晉舍人杜育《荈賦》雲：“酌

之以匏。”匏，瓢也，口闊，脛薄，柄短。永嘉中，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采

茗，遇一道士，雲：“吾丹丘子，祈子他日甌犧之餘，乞相遺也。”犧，木

勺也，今常用以梨木為之。 ” 

“熟盂：熟盂，以貯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  

“滌方：滌方，以貯滌洗之餘，用楸木合之，制如水方，受八升。” 

 

釋成白話文如下： 

 

   水方，以椆、槐、楸、梓等木製作，內面和外面的縫都加油漆封住，容水量

一鬥。  

 

  漉水囊，同常用的一樣，它的骨架用生銅鑄造，以免打濕後附著銅綠和污垢，

使水有腥澀味道。用熟銅，易生銅綠污垢；用鐵，易生鐵銹，使水腥澀。隱居山

林的人，也有用竹或木製作。但竹木製品都不耐用，不便攜帶遠行，所以才要用

生銅做。濾水的袋子，用青篾絲編織，捲曲成袋形，再裁剪碧綠絹縫製，綴上翠

鈿作裝飾。又做一個綠色油布口袋把漉水囊整個裝起來。漉水囊的骨架口徑五

寸，柄長一寸五分。  

 

  瓢，又叫犧、杓。把葫蘆剖開製成，或是用樹木挖成。晉朝杜育的《荈賦》

說：“用瓠舀取”。瓠，就是瓢。口闊、瓢身薄、柄短。晉代永嘉年間，余姚人

虞洪到瀑布山採茶，遇見一道士對他說：“我是丹丘子，希望你改天把甌、犧中

多的茶送點我喝。"犧，就是木杓，現在常用的以梨木挖成。 熟盂，用來盛開水，

瓷器或陶器，容量二升。 滌方，盛洗滌的水和茶具，用楸木製成，制法和水方

一樣，容積八升。 

 

    《茶經》“五之煮”，集中講解了如何煮湯的過程，說： 

 

“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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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則水合量調之以鹽味，謂棄其啜餘，無

乃    而鐘其一味乎？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環激湯心，則量末當中心而

下，有頃，勢若奔濤濺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華也。 

… …第一煮水沸，而棄其沫，之上有水膜，如黑雲母，飲之則其味不正。

其第一者為雋永，或留熟（盂）以貯之，以備育華救沸之用諸。第一與第二、

第三碗次之，第四、第五碗外，非渴甚莫之飲。” 

   茶性儉，不宜廣，則其味黯澹，且如一滿碗，啜半而味寡，況其廣乎！” 

 

翻譯成白話文，意思是說： 

 

“水煮沸了，冒出了像魚目般形狀的小泡，有輕微的響聲，稱作“一沸”；

鍋的邊緣有泡連珠般的往上冒，稱作“二沸”；水波翻騰，稱作“三沸”。若要

再繼續煮，水就老了，味不好，就不宜飲用了。  

 

  “開始沸騰時，按照水量放適當的鹽調味，把嘗剩下的那點水潑掉。切莫因

無味而過分加鹽，否則，不就成了特別喜歡這種鹽味了嗎！第二沸時，舀出一瓢

水，再用竹夾在沸水中轉圈攪動，用茶勺盛量茶末沿旋渦中心倒下。過一會，水

大開，波濤翻滾，水沫飛濺，就把剛才舀出的水摻入，使水不再沸騰，以保養水

面生成的精華所在。  

 

  “……第一次煮開的水，把面上一層沫去掉，因為那上面有像黑雲母樣的膜

狀物，它的味道不好。此後，從鍋裡舀出的第一道水，味美味長，謂之“雋永”，

通常貯放在“熟盂”裡，以作育華止沸之用。以下第一、第二、第三碗，味道略

差些。第四、第五碗之外，要不是渴得太厲害，就值不得喝了。 

 

“茶的性質‘儉’，水不宜多放，多了，它的味道就淡薄。就像一滿碗茶，

喝了一半，味道就覺得差些了，何況水加多了呢！” 

 

（三）關於《茶經》中的品飲內容 

人與水之間一旦形成科學關係，如何飲水，便成了水生態系統中最終一條至

關重要的環節。即便有好水，煮出了好茶，若不會喝，依然會出問題。其次，如

不能夠認識好水而牛飲，那麼其中的精妙也被忽視，豈非暴殮天物。故品飲這一

關，既有功能性的作用，亦有精神層面的審美的作用。關於品飲，《茶經》中又

有以下章節涉及論述，“一之源”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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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

四支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 

 

翻譯成白話，是說：茶的功用，因為它的性質冷涼，可以降火，作為飲料最

適宜。品行端正有節儉美德的人，如果發燒，口渴，胸悶，頭疼，眼澀，四肢無

力，關節不暢，喝上四五口，其效果與最好的飲料醍醐、甘露不相上下。 

“四之器”中說： 

 

晉·杜毓《荈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越也。甌，越州上，

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

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

宜茶。  

 

晉代杜育《荈賦》中說“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作為地名，就是越州；

甌作為茶器，越州產的最好，口不卷邊，底卷邊而淺，容積不超過半升。越州瓷、

嶽州瓷都是青色，能增進茶的水色。茶湯本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湯呈紅色；

壽州瓷黃，茶湯呈紫色；洪州瓷褐，茶湯呈黑色，都不適合盛茶。 在“五之煮”

中，《茶經》是這樣說的： 

 

凡酌，置諸碗，令沫餑均。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

輕者曰花，如棗花漂漂然于環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

爽朗有浮雲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墮於鐏俎之中。餑者，

以滓煮之，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荈賦》所謂“煥如積雪，

燁若春  ”有之。 

……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乘熱連飲之，以重濁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

冷，則精英隨氣而竭，飲啜不消亦然矣。 

 

 翻譯成白話文為如下： 

 

“喝時，舀到碗裡，要讓“沫餑”均勻。“沫餑”就是茶湯的“華”。薄的叫

“沫”，厚的叫“餑”，細輕的叫“花”。“花”的外貌，很像棗花在圓形的池

塘上浮動，又像回環曲折的潭水、綠洲間新生的浮萍，又像晴朗天空中的鱗狀浮

雲。那“”好似青苔浮在水邊，又如菊花落入杯中。那“餑”，煮茶的渣滓時，

水一沸騰，湯麵便堆起厚厚一層白沫，白如積雪。《荈賦》中講的“明亮像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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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如春花”，形容的真是這樣的景況。  

 

    ……一般燒水一升，分作五碗，趁熱接著喝完。因為重濁不清的物質凝聚在

下面，精華浮在上面，如果茶一冷，精華就隨熱氣跑光了。要是喝得太多，也同

樣不好。 ” 

 

在“六之飲”中，陸羽說： 

 

飲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於瓶缶之中，

以湯沃焉，謂之閹茶。或用蔥、薑、棗、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

或揚令滑，或煮去沫。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 

… …夫珍鮮馥烈者，其碗數三；次之者，碗數五。若坐客數至五，行三碗；

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約碗數，但闕一人而已，其雋永補所闕人。 

 

    茶的種類，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要飲用餅茶時）用刀砍開，炒，

烤幹，搗碎，放到瓶缶中，用開水沖灌，這叫做閹茶。或加蔥、薑、棗、橘皮、

茱萸、薄荷等，煮開很長的時間，把茶湯揚起變清，或煮好後把茶上的“沫”去

掉，這樣的茶無異於倒在溝渠裡的廢水，可是一般都習慣這麼做！  

 

    ……屬於珍貴鮮美馨香的茶，（一爐）只有三碗，其次是五碗；假若喝茶的

客人達到五人，就舀出三碗傳著喝；達到七人，就舀出五碗傳著喝；假若是六人，

不必管碗數（意謂照五人那樣舀三碗），只不過缺少一人的罷了，那就用“雋永”

來補充。 

 

三、《茶經》水生態思想探究： 

陸羽在《茶經》中對水的認識，雖然發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尚未有

科學的儀器手段來測量水因數與人之間的諧調關係。但他憑藉前人及個人的經

驗，總結出的關於飲茶中的法則，集中體現了他的水生態思想，被後世用科學證

明了他的合理性。  

 

陸羽在《茶經》中體現的水生態思想，是建立在以下背景之上的。 

(一)高度人文化的水文化意識 

在陸羽《茶經》中涉及到的凡此種種，無論茶，茶器，品茶之人，都已經作

為一種象徵形態，被滲透了文化的深度和廣度。人是精行儉德之君子，茶是醍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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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之仙液，水自然也是瓊漿玉露之神品。陸羽對水的這種認識，來自中國儒釋

道三家文化中共有的對水的崇拜。 

 

中國儒家文化，對水有著高度道德化的認識。孔子總結水的品性，認為水有

德，有仁，有義，有智，有勇，有察，有容，有善，有正，有度，有志。這種對

水的認識，也被陸羽作為觀察水的方法，作用到茶與水的關係之中去。比如陸羽

認為急流瀑布之水，是不能夠用來煮茶的。若用此水，時間長了會得頸疾。後人

解釋為大脖子病，實際上就是人因缺典而飲起的病症。但急湍其實和大脖子病未

必有著直接的關係。之所以被陸羽剔除出茶水之外，是因為這種水的品相，峻急

迫切，缺乏君子應有的溫文而雅的氣質。又比如陸羽在選擇茶器時，以為越瓷冰

清玉潔，而邢瓷類銀類雪，盛茶湯時前者呈現出青色，後者呈現出紅色，故前者

為上。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評價，乃是青色為冷色調，象徵著內斂，比象徵著奔放

不夠節制的紅色更有君子風範。再比如陸羽以為茶水要單純，如夾雜著眾多食物

共煮，就如可以棄之溝渠的廢水。這裡明顯象徵著君子的清流之氣，品格中不能

夠有任何雜質摻於其中。 

 

佛家文化對陸羽水生態思想的影響，集中體現在烹茶器具中，其中濾水囊位

列其中，大有深意。濾水囊為比丘六物之一，其餘五物分別為僧伽梨（大衣）、

郁多羅僧（上衣）、安陀會（中衣）、缽、尼師壇（敷布坐臥之具）。濾水囊不是

今人以為的濾去雜質用乾淨水品飲的意思，而是因為眾生平等，惜水中生物，濾

水去蟲的器具。故《茶經》中關於濾水囊，除其功能性之外，還特別講究其美觀

和裝飾作用，此處恰恰象徵著功能之上的慈悲心腸。 

 

道家文化中關於水的認識，也在《茶經》中多有體現。道家有關水的論述體

現了“道”柔而不爭的無為之道的德性，老子“上善若水”、陰陽轉易的宇宙

觀，與茶性、人性可以說是一體的。水動不息，靜則保在其中。所以水被老子喻

為上善。它隨著自然的運行與變化而存在。它在方為方，在圓為圓，順自然而成

行。它的特性構成了老子道家思想的核心。陸羽在茶飲過程中，對道與茶的關係

做了標誌性的物態象徵，那就是關於風爐的製作。，風爐原本是道家煉丹時一個

重要的器物，現在與煎茶結合在了一起，故煉丹便與煎茶有了某種共性。它們在

製作過程中都少不了風火水，便有了巽離坎的陰陽八卦概念。 

 

(二)來自於生命體驗的判斷標準 

唐玄宗天寶十一年（752年）四月，禮部員外郎崔國輔出任竟陵司馬。他很

http://baike.baidu.com/view/8179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707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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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重陸羽的才華，得知陸羽將投身對茶事的研究，將自己的白顱烏封牛和文槐書

函送給他。文槐書函便於攜帶各種書籍資料，烏封牛便於乘騎。隨後，年僅二十

一歲的陸羽便踏上對茶道進行研究的考察之路。遊歷了中原、三秦、巴山蜀水及

下江一帶，他的足跡踏遍了從東到江浙、南到兩廣、北達燕趙、西至巴陝的當時

大半個中國，不僅考察了各種茶葉的產地、生長狀況和品質優劣，而且對華夏各

名泉、名水按煮茶的水味作了細緻的分析和比較。 

 

歷史上關於陸羽判水，有過許多神話般的記錄和傳說。唐張又新的《煎茶水

記》專門記錄了一則：唐代宗廣德年間，御史大夫李季卿巡視江南，到揚子江邊，

知此處南零水煮茶最好，便召請陸羽前去展示茶藝。但軍士取來水後，陸羽卻嘗

出了此水為江邊之水，非江心南零之水。原來是軍士打水歸來溢出半桶，便以江

邊水以次充好。陸羽倒去上面半桶水，下面的甘冽。原來好水重，好水甘，沉在

下面，被陸羽品出來了。 

 

於是李季卿命人記錄，由陸羽口授，記下了天下二十等的好水。它們分別是：

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峽州

扇子山蝦蟆口第四；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

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水第八；唐州柏岩縣淮水源第九；廬州龍池山

嶺水第十；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

第十三；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吳淞江水第十六；

天臺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水第十八；桐廬嚴陵灘水第十九；雪

水第二十。 

 

在《茶經》中陸羽做出的山水為上、江水為中、井水為下的結論，正是建立

在陸羽走遍大江南北品水評茶的基礎之上的。山水中他又分為泉水、光湧翻騰之

水和流於山谷停滯不泄的水。飲山水，要揀石隙間流出的泉水。山谷中停滯不泄

的死水蓄毒其中，取飲前要疏導滯水，使新泉涓涓流入，方可飲用。取江水要取

去人遠者，因為離人遠的江水比較潔淨。想必即使在唐朝，水污染的問題也已經

開始存在，故離人遠者的水被污染的可能性小。至於井水，則要選擇經常在汲取

的井水。因汲多者則水活。這些都是經驗之談，未經身體力行，是絕不能夠談得

那麼到位的。我們今天用科學儀器測得的 PH 值在8以下的軟硬水之分，陸羽通過

口飲品嘗，得出的結果也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好水皆軟水，能夠泡出好茶來。 

 

作為孤兒出身，寺院長大，投身戲班子，全靠自學成才的陸羽，甫一投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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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便遭兵荒馬亂，流離失所之際，卻未降低生命品質的水平線，將水與茶與火

的關係做為一個系統工程來考量，為千秋後世之人立下了品飲的格局和標準，這

是一件何其令人感慨之事。 

 

（三）以“精儉”為核心理念的品飲模式 

在如何品飲茶的方式上，陸羽形成了自己“吾道一以貫之”的模式——精行

儉德。在製作茶湯上強調的“精行”；在如何品飲茶茗時的“儉德”。 

 

製作茶湯上的精行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為精道：在製作茶湯時，無論水的溫度，溫度升高的節奏，投入茶末的節

點，甚至以勺子攪水的動作，都十分地講究，這就叫“精道”。因此他才會說：

“飛湍壅潦非水也，操艱攪遽非煮也”。他才會認為喝一盞好茶將要遇到九個難

關：一曰造，二曰別，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

曰飲。 

 

二為精緻：陸羽專門為品茶設計了24件茶具，這便是“精緻”了。為此專

門用了一章“九之略”來說明這些器具何時可減何時不可減。他以為，關於煮茶

用具，如果在松間，有石可坐，那末具列（陳列床或陳列架）可以不要。如果用

乾柴鼎鍋之類燒水，那末，風爐、炭撾、火夾、交床等等都可不用。若是在泉上

溪邊（用水方便），則水方、滌方、漉水囊也可以不要。但是，您若是在家中品

茶，那麼這24件茶器，是一件也不能夠少的。“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二十

四器闕一則茶廢矣！”這裡的王公之門，筆者以為，就是君子士大夫清流高人之

輩。 

 

三為精美：在煎煮時，連湯麵的泡沫都分出了各種形狀，作為開水狀態，有

一沸魚目，二沸湧泉連珠，三沸騰波鼓浪；伴隨著聲音的逐漸響亮，後人稱茶水

煮開時的聲音為“松聲”；而作為投入茶末之後的茶湯，更有要求，那便是“精

美”。要產生湯的精華，叫沫餑，精華薄的叫沫，好似青苔浮在水邊，又如菊花

落入杯中。精華厚的叫餑，餑在茶湯沸時，燦若白雪堆積，美如春花。精華中最

細輕的叫花。這些花兒，有的如池邊的棗花，有的如潭中的青萍，有的如天上的

鱗雲。陸羽甚至在將鍋中的茶湯盛到碗中時都有要求，那就是沫餑的均勻。 

 

精道，精緻，精美，將茶湯的物理形態和審美形態呈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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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飲茶茗時的“儉德”，強調的實際上就是兩個字：少與熱。 

 

在《茶經》開篇“一之源”中陸羽強調了茶的苦寒和藥理功能，若熱渴、凝

悶、腦疼、目澀、四支煩、百節不舒時，也僅僅只能“聊四五啜”，這就夠了，

就已經和靈丹妙露相抗衡了。 

 

要喝一盞珍鮮馥烈的好茶，是不能夠多的，陸羽的理想數位是三碗茶。三個

人喝正好。要是來了五個人，還是煮三碗，五個人分著喝，寧願數量少，也要品

質好。要是來了七個人，沒辦法了，只好一鍋煮五個人喝的茶，分給七個人喝。

如果來的是六個人以下，就堅持品質取勝，還是三碗大家分。如果不夠，把那勺

事先盛出來的“雋永”拿來湊數，也是可以的。 

 

茶湯中的物質成份，陸羽也是強調越單純越好的。唐代的茶湯除了放茶末，

還要放一點鹽，甚至放一點姜，但陸羽強調要少放鹽，因為你是喝茶，不是喝鹽

湯。另外，他強烈反對在茶湯中放入各種佐料，在他看來，從三國時期就開始的

芼茶，不是正宗的品茗，是為了身體的生理需要，而非精神需要，大約應該歸入

茶食品領域的了。 

 

茶要喝熱的，要乘熱連飲之，因為熱茶以重濁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茶冷

了，則精英隨氣而竭，就嘗不到茶的精妙之處了。另外，茶雖然好，喝多了也是

不好的，所以要適可而止。 

 

從以上這些具體的有關水的操作程式中，我們可以看到陸羽對水的尊重，對

水的認識的透徹。惜水者，才會如此講究水。物以稀為貴，少少許勝多多許；陸

羽的精行儉德思想，是完全滲透在水的使用上了。 

 

四、《茶經》水生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 

    《茶經》水生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體現在學術和實踐兩個方面。 

 

    從學術上說，梅堯臣詩雲：自從陸羽生人間，生間相學事新茶。其實我們還

可以說：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爭論品水相。自唐以下一千多年來，中國茶人關

於水的論著和論述眾多，其中經典之作，除陸羽《茶經》外，尚有張又新的《煎

茶水記》；歐陽修的《大明水記》；葉清臣的《述煮茶泉品》；蔡襄的《茶錄》；宋

徽宗的《大觀茶論》；田藝蘅的《煮泉小品》；張源的《茶錄》；許次紓的《茶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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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旦的《水辨》；徐獻忠的《水品》；張大複的《梅花草堂筆談》；張岱的《陶庵

夢憶》等等。  

 

由於張又新記載了陸羽給水排座次，因此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關於茶與水的學

術論爭，首先在唐朝，張又新本人又發現了已故刑部侍郎劉伯芻的品水名錄：揚

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丹陽縣觀音

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這裡已經有了一

個與茶聖陸羽次序名列相當不同的目錄。再則張又新本人經過品嘗，得出陸羽排

名榜上排名十九的釣台之水遠遠超過排名第七的揚子江南零水的結論。 

 

而歐陽修在《大明水記》中對陸羽能辨南零水與揚子江水則有異議，並提出

自己對茶水的看法，以為水味儘管有美惡，但排出次第無疑是妄說。歐陽修之說

遭到了明代徐獻忠的質疑，他認可陸羽的辨水本領，認為歐陽修對陸羽的異議，

是因為歐陽修自己缺乏對水的悟性。清代《泉譜》作者湯蠹仙也支持徐獻忠之說。 

 

在關於事茶之水的爭論中，有專家研究，得出了歷史上兩派的學術觀點。一

為“美惡派”，認為不必評等第排品次，只要分辨水質美惡即可。另一派叫“等

次派”，強調水的高下不同。兩派爭論自唐延續至清，清雅之舉通過不同學術見

解的爭鳴探求，引發出了不少關於名茶名水的真知灼見，使人們對飲茶用水的品

格有了更高的追求。 

 

   《茶經》水生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尤其體現在實踐中。 

 

如何擇水品茶，成為一般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上至皇親士大夫，下至平民百

姓，無不以尋覓好水泡茶做為生活常態。北京清廷喝水自玉泉山取，常有百姓在

路口等待取水太監，在皇城根下悄悄地做交易，皇帝的禦水，百姓也要想辦法弄

點來泡茶喝。乾隆皇帝下江南，帶著玉泉山的水，行至半道，以當地水洗玉泉水，

因好水重，洗後依舊沉到下面，乾隆有個鬥，專門稱水所用。嘉興水質不好，近

現代的士紳們專門成立了水會，湊錢定期到無錫二泉舟載好水泡茶品茗；杭州的

平頭百姓，有幾十年如一日，定期夜半到虎跑取水，即使動亂年代亦雷打不動。 

 

實在取不到好水時，民間也會想出種種奇招，來濾得好水。比如江南人家會

有天雨水，匯至大缸，再挨個兒次第流入較小的缸中，共有七隻缸，被稱為七星

缸。等流入最小的缸時，水已經被過濾得很乾淨了。還有人家專門將灶中磚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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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缸中以滅蠅蚊水蟲，稱之為伏龍肝。還有如《紅樓夢》中妙玉一般，將冬日

之雪藏埋在地下，隔年化雪品茶。中國歷史上也有“敲冰煮茗”的成語，成為風

雅之舉的象徵。明末大畫家項聖謨在他的《琴泉圖》題有一詩，尾聲處寫到：“或

者陸鴻漸，與夫鐘子期；自笑琴不弦，未茶先貯泉；泉或滌我心，琴非所知音；

寫此琴泉圖，聊存以自娛。”這裡是將貯好水待茶也作為一種文人的志向了。 

 

如何煮水泡茶，其中學問雖多，但對中國人而言，茶水中最珍貴的水生態思

想，則是煮開了水泡茶喝。因為茶必須用開水來完成茶湯的形成，故消毒後的水

作為飲用水，成為中國人的飲水習慣。這是非常重要的人與水之間建立的和諧關

係。中國人口的密集繁衍，正是從唐朝開始的，其中飲茶的普及帶來的普遍的喝

開水的習慣，正是從此時開始形成。 

 

至於如何品飲，器具的潔淨，環境的講究，人與人之間的其樂融融，無論琴

棋書畫詩酒茶，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無一能夠缺少水的存在。水通過茶營造的

哲理內涵，茶禪一味，樂生養生境界，無一不從《茶經》中找到源頭，直到今天，

滋潤哺養著後人。 

 

西元804年去世的陸羽，距今已經一千多年，人類經過了慘痛的教訓，正在

深刻認識水生態環境被破壞後帶來的惡果。今天，在全球水環境形勢如此嚴峻的

境況下，重溫陸羽關於水生態的一系列思想，發人省醒。一千多年前陸羽的水生

態理念，依舊放射著真理的光芒，促使我們後人在水生態修復上，汲取前人的經

驗，重新創建人水和諧的地球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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