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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9_E6_96_87_E5_c34_538991.htm 香茶与香茗、品茶与

品茗，有什么区别？是否说品茗显得更文雅？实际上说品茶

、品茗都对，古代茶的文献中对它们的区分是早晨摘的为茶

、晚上摘的为茗。那么品茶或说品茗有什么讲究吗？ 饮茶作

为一种民俗习惯，体现着礼仪文化的渗透，人们把茶品与人

品、茶德与人德联系起来。 唐代卢同以茶诗传世，是世界上

最早提出「茶道」的爱茶诗人。他最为有名的茶诗是《三饮

》和《七碗》。 《三饮》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

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 此三者由浅入深，由消极的去除俗念，到积极的锐利精神

，再到悟得真道，层次井然，不仅以灵活的比喻写出茶对于

世人的醍醐之效，实际上也间接的表达了作为一个文人的终

身理想，尤其是诗人诉诸毕卓、陶潜的隐世传奇，更明显呈

现其自清自许的心迹。 《七碗》一碗喉吻润。两碗孤闷。三

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

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

腋习习轻风生。 这首诗以茶入七碗的种种反应写其神效，几

乎像是一帖魔咒了。接过一杯精心焙煎的茶，然后「不饮则

已，一饮惊人」，一连七碗。 唐代刘贞德概括出茶的“十德

”：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

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

可行道，以茶可雅志。"#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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