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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氏

成为社会交际的媒介物，是高人雅士的标

志，是达官贵人醒酒去鼠的清心汤，是“贩

夫走卒”解渴止累的凉饮剂……。它对社会

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人生态度、

物质需要都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

前人对唐代饮茶风习的翻漫已有所论

及，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风习颇有

鲜明体现。

唐人陆羽说茶是“南方的嘉木”，在巴

山峡州地区且有两人合抱的茶树。他列举了

当时茶品产地，产地泛及长江中下游和岭南

道的恩、播、费、夷等十一个偏远的州。这

些偏远州有些什么产品，虽说“未详”，却

称“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 陆羽的足迹

并未遍及天下，他的《茶经》也不可能尽载

当时茶品及产区。宋朝人就曾批评陆羽对

“建茶”阙于记载，认为他没有到过福建所

以得不到极品。 ＠ 大抵草木珍异，一时未为

人所知，并不等于不存在。世上的事又何尝

不是如此？陆羽没有见到，难免有人知道。

我们仅就《茶经》所载，足见产茶区实为广

大，这当是唐代饮茶风习之所以翻漫的一个

重要因素。

《茶经》记唐代饮茶盛况，说z “烧时

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为比屋之

饮。”作者身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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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距今千多年

前已经开始，或可追拥更远。 “周礼”记周

代祭祀用茶， “晏子春秋”记齐国晏婴“食

若菜”。①《神农本草》称久服茶著， “令

人有力悦志”。人或以为神农时代就知道饮

茶，恐未必如此。俗传神农氏尝百草，知药

味。根据这传说推想神农民己尝过茶，辨别

了茶的性昧，并不是毫无可能，只是这传说

和记载，时代绵道，难于考索，后人所述叉 ’

不足深信。汉代以后，有关饮茶的记载量多

而翔实，我们说饮茶历史悠久，可算“信而

有徽”。

魏晋南北朝时期，爱好饮茶的人已经不

少，②当时饮茶者多是社会上层人物，饮茶

风气南方盛于北方。北方甚少有人知道饮

茶。对饮茶的功用，少数人用作晏会待客吨

多数人鄙视为药物。从历史意义来说， 是一

个茶史发展阶段。那时，饮茶作为维生药物

的意义远比作为社交饮用品的意义还要大。

隋唐以来，尤其是盛唐以后，饮茶己蔚

然成风，拥混全国。唐代后期、 “风俗贵

茶，茶之名品益众”。③茶的产地随唐代初

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巳泛及南方广大地区。昔

日少于饮茶的北方，在茶叶的运输、贸易、

市肆方面都大大发展。各阶层人物可凭自己

需要随处饮茶。饮茶掺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成为生活所必需，深有社会化的意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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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茶经》成书约在上元至建中之间

〈公元760年一一780年），书中所记反映了开

元、天宝以至建中时期（约当公元 713 一－

780年〉的现状。此“两都”指“西都”长

安和“东都”洛阳。 “荆”在今湖北江陵一

带， “渝”在今四川重庆东北一带，都是盛

产茶叶的南方地区。饮茶之风，在“荆”、

“渝”早已形成， “两都”是营日饮茶甚少

的“北方地区”，这时却与荆、渝同样饮茶

成风，作“比屋之饮”了。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有《饮茶》一

条，很可籍以说明唐代饮茶风习的发展及其

盛况，节引如下z

u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

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

教，学禅〈一本无此二字〉务于不

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

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做效，逐

成风俗。自邹、齐、抢、棒、渐至

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

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 ．

来，舟车相继，所在山集，色额甚

多。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

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

都统笼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

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

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

士，无不饮者。……

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

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

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绝入朝，大驱

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封民闻见记》记载可信，它“语必徽实飞⑥

此《饮茶》条所记反映的是开元到贞元间关

于饮茶的真实情况。从此段记录里我们可以

注意到tl:

一是南方人好饮茶，北方人初不多饮。

开元以后饮茶成风，古人亦饮茶，但不如唐

传

人的溺爱，唐人饮茶风习并传到塞外。⑦二

是从开元佛教大兴，昕众用茶减寐，人们得

以随处饮茶，因而成俗F 饮茶可提神剌激的

药性作用大有助于饮茶成风。三是由个人携

茶煮饮进而开设茶铺，人们投钱取饮，饮茶

已商品化z 取饮者又不论道俗人众，饮茶更

社会化。＠四是茶的运输，由南方向北方航

运F 北方广大地区包括京城和河北、山东的

许多城镇都有卖茶店铺，茶的品种繁多，数

量巨大，水陆运输不绝。五是由于人们宣

扬，煎茶炙茶饮茶都很讲究方法；制茶饮茶

的器具多达二十四种，形成套数。以至“茶

道”流行s 饮茶一事且在王公朝士等上层社

会人物之间成为风尚。凡此等等，可以说明

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行业，即使各人

意识不同，态度有异，但多己卷入甚而沉溺

于此漏漫全国的饮茶风习中。

拥漫的饮茶风习，影响所及，在社会的

实际生活中有具体的表现，择其数点，略述
如下z

北方地区开设店肆和用以“穷日尽夜”、

“比屋饮之”所需的茶时，由陆路和江淮水

路运输而来。我们尽可想像到那南北交通线

上不断往来的车船和各色各样茶叶“堆集如

山”是一幅多么繁荣的景象。在其间，多少

人在运输、交易及一切有关饮茶的生产活动

中生活着、竞存着！

贞元大历年间，江淮航运如何？虫载＝

江中帆楠如织，船的载重量多至八九千石，

有的多至万石。俞大娘的船就是其一。舟人

以船为家，世世代代住在船中，养生送死婚

嫁也都在船中，有的船舶操驾之工多达数

百，他们的船舶“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

一往来，其利甚大”。这航线就是当时南北

交通的江淮内河航线。唐代的内河水运与海

外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同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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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起着重要作用。所谓“天下货利、舟樨居

多”， “舟船之盛、尽于江西”，不容忽

视。俞大娘和其他人的大船就往来在这条江

西到淮南的经济动脉上。江西为当时南方航

船庸集和商品贸易的中心，浑梁且是个茶叶

贸易的集散地，⑨那往来南北的大船，中多

富商，他们呼奴使牌、鲜衣美食，身居船楼

之中尽情享受那歌弦檀板、清音妙绝的奢侈

生活。⑩

中唐迄于唐末，从事茶若贸易而往来江

淮间的商人不停地把南茶北运，对南北航运

线上的商业城市的繁荣增添不少色泽。广

陵有数百富商大贾，茶商即属其一。唐人罗

隐曾谈过一个名叫吕璜的都阳人就是个长期

居住在扬州（广陵）而往来运销茶著的商

人。罗隐说s “璜以货若为业，来往于淮浙

江，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

贾，动逾百数”。＠广陵即扬州，是唐代国

内外的著名商埠，曾有“扬一益二”的谚

语，＠人且以为“人生只合扬州死”，正因

它是“歌钟之地”，其繁荣无待细说。扬州

北经淮水至于rt州。 fl'州为通往齐、鲁、洛

阳的交通要道，是枢纽，也是货物集散地。

茶若由江淮而北以此吞吐，王建寄诗有

“水门向晚茶商斗，桥市通霄酒客行”的

话，正是茶若水运北上在 w 州运销的写

照。

这其间，茶饮成俗对社会生活关系何等

密切l

中唐以后，有关饮茶的新事物迭有出

现，有所发展，有如唐代的时装一样给人们

以新兴递进的鲜明感觉。这为唐人社会生活

增添不少新颖内容。

封演说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替人

煎茶时“随具而入，教摊如（常）伯熊故

事。”也说常伯熊“手执茶器，口通茶名”

对“茶具”、 “茶器”作同物异称，陆羽把

“茶具”指为采茶制茶的篮、灶、曾臣、样

等，把“茶器”指为煎茶炙茶的风炉、镇、

碾、瓢、竹费、睦篮、组等，是把“茶具气

“茶器”分别指称。实际上，封演所说陆羽

的“具”就是常伯熊的“器”，也就是

“茶经”中的“器”。我们认为总的是指煎

饮之器具，也可称之为“茶具”或“茶器”

其中之一为“组”。

“盘”是当今人们所熟知的，唐人记事

和诗歌中经常提到，日常生活已离不了它。

“盘”也称“杯” （“栖”〉，或称“配飞

《因话录》记兵部员外郎李约天“性嗜茶，

能自煎”， “客至，不限阻数，竟日手执茶

器”， “梦馀录”记一个年纪己一百三十多

岁的老僧称自己“惟嗜茶，凡履处惟茶是

求，或遇百梳不以为厌”。这老僧的“楠”

与李约天的“阻”都是同物异称的“茶器飞

唐代诗人用“纽”、 “睬”、 “杯”形于部

吟的甚多，不妨略引数条以见饮茶及茶器在

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z

“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

阻甚沽，红炉炭方炽”。 （白居

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

“坐酌冷冷水，看煎瑟瑟崖，无由

持一组，寄与爱茶人”。 （白居易
《山泉煎茶有怀》。）

满阻似乳堪持营元，况是春深酒渴

人”。 （白居易 《萧员外寄新蜀

茶》。）

“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靠靠满纽

花”。 （刘禹锡 《尝茶》 。〉

“越梳初盛蜀若新、薄云深处搅来

句”。 （施肩吾《蜀若词儿）

“一阻拂昏寐，襟高开烦辈”。

〈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廉茶》。〉

满火芳香碾鞠崖，吴阻湘水绿花

新”。 （李群玉也答友寄新著》。〉

“就书病酒两多情，坐对间因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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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秦韬王《采茶歌》。〉

“借问王孙草，何时泛棉花”

〈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

“昨日东风吹积花，酒醒春二晚阻

茶”。 （李邹《酬友人春暮寄积花

茶》。）

“入座半困轻挥绿，开缄数片浅含

黄”。 〈郑谷《峡中尝茶》。）

“景物残三月，登楼怆一杯”

（杜牧《题宜兴茶山》。〉

诗句多说“团”、 “纽” （梳），少数说

“杯”。这种茶器， ．唐代已用在（瓷、磁）

制作。所谓“越棍”、 “吴阻”、“闽阻飞

指在越、吴闽等地出产的瓷茶器。唐代瓷器

的发展与饮茶的风习的调提有密切关系，两

者互相推动，而饮茶对瓷器的发展推动尤

甚。诗中的“越椅

阻。与陆羽同时的诗人顾况曾形容它为“越

泥似玉之阻，，．⑩言其色如碧玉。白居易诗

中的“白瓷眶”，是唐代邢州所产，唐人称

内丘（在邢州）的“白瓷阻”，和端溪的

“紫砚”一样， “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越瓷阻较名贵，白瓷阪大众化，对饮茶风习

扩大更有影响。

近些年来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中有唐代

的瓷茶梳和茶壶。、河南安阳小屯村展出好几

种出土的隋朝青瓷茶盘和茶杯，一个茶杯口

大如今饭碗，其余较小，一如今之无耳茶

杯，瓷色白，类似唐人诗中的瓷组，唐代实

物不见，但洛阳展出唐代彩袖茶杯，形制倒

也很像今天的茶杯。长沙亦见唐代三彩轴茶

杯，形制与洛阳相同。这些出土瓷、陶茶杯，

是否即是唐人诗歌中的白瓷婉的实证还难以

肯定，但把它们作为实物来与诗文对证，可

以使人对唐代饮茶风习与民生用品的关系得

到具体而鲜明的印象。

从“茶盘”谈到“茶托子”。

“茶托子”的出现和发展，也因饮茶而

起。那是陆羽的二十四种以外的茶具。它用

so 

以衬垫茶组，又称“茶船”，据说始于建中

年间崔宁之女。 （建中约当公元780-784年

之间。） “茶托子”的出现，由于“茶歪

（杯）无衬，病其奥手，取碟子承之。”又

由于饮茶时，歪在碟中不稳定， “乃以腊环

碟中央，甚盔遂定”。这样作了初步的改进

和发展，这显然出于饮茶方便的需要。“操”

当即“碟”， 《宋史·吕蒙传》 g “吾面不

过碟子大”一语，可以推知唐人碟子的大小

也不致超过人面。前面说的出土隋唐瓷盘，

中置茶杯茶盘，那盘也该就是“栋”（碟），

它可能是崔氏女以前真正的“茶托子”。不

过形制不全相同。崔氏“茶托子”初加“腊

环”，后用“漆环代腊”，后来“茶托子”

由此名门士族之家流传到社会上，以群众的

智慧，得到改进创新。所以“其后传者，更

环其底，以为百状焉”。成为各式各样而底

部作环形固定，用以垫衬茶杯的一种通行茶

具了。贞元初期（约当公元785 -7 95 年之

间）在“青州犹绘为操形，以衬茶杭，别为

一家之样飞＠在《资暇录》里， “犹绘为碟

形”写为“油绘为荷叶形”， “泊”字可

能说误， “犹”字较为恰当。这就是说s 在

贞元年间，青州耶州地区仍有绘制成牒形

（船形或人面形）或荷叶形而用以衬托茶碗

的茶具，是自成一家的样式，有人即使不叫

它“托子”，总还是一种茶具。它还保持早

期的形状，与改进发展了为“更环其底”的

“茶托子”，区别在于它还保持船形或荷叶

形。

再谈也因饮茶而起的“御史茶t瓶”和

“茶瓶厅” z

“御史茶瓶”和“茶瓶厅”这些名称，标

志着饮茶出现的新事物，也可视为一时时髦

的称呼。那是唐代会昌时代的事。 （约当公

元841-846年），如说z

“御史三院，一日台院，其僚日待

御史。二日殿院，其僚曰股中侍御

虫。三日察院，其僚日监察御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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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厅居南，会昌初，监察御史郑

路所ti:J 礼察厅谓之“松厅飞厅南

有古松也F 刑察厅谓之“魔厅飞寝

于此多梦魔也，兵察厅掌中茶，茶

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 以防 暑

湿，御史恭亲监启，故谓之，御史

茶瓶。”⑩

那御史台下属的察院，有“松厅”、“魔厅飞

都得名有故，如因“松”因“魔”。但此并

未说明兵察厅因某种事物而得某名。只记载

了兵察厅掌中茶，中有陶器贮茶、陶器由御

史监启，称之为“御史茶瓶”。 《唐语林》

有一段关于察院的记载，谈到兵察厅，说＝

“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

陶器，以防暑湿，御史恭亲缄启． 故谓之

‘茶瓶厅’。”。这就清楚指明兵察厅另有“茶

瓶厅”的名称，一如“松厅”、 “魔厅”般．

名有来由了。也如吏察厅因为主管入朝者的

次第名籍而称之为“朝薄厅”一样，因为有

“茶瓶” 和1御史管开启， 才产生“茶瓶厅”

和“御史茶瓶”的雅号。如此重要的政府官

僚机构，竟因“茶”而命名，－件区区茶

器，竟受到这样重视，如此管理，得此雅

号，饮茶风习的影响何等深远广大！

其他有关茶事的新名词和事物，如“茶

博士”、 “茶偶人”、“茶神”、 “闻茶”、

“若战”、 “茶粥”…·～都因饮茶风习而
起，名目繁多，内容不少，在此不必烦言

了。

茶以清凉爽口的饮料被唐人用作社交媒

介物。随杜会经济发展日益泛行于各阶层人

物之间。早先，饮茶多作药用，有人以为第

五第六世纪是药用与社交用的分界时期，实

则不然。在此之前确已用于宾客晏会，在此

之后仍不乏有人当作药用。唐人有以为饮茶

“可攻肉食之翘腻，憔通宵之昏寐”。＠有

的说“饮以樵烦”，＠有的又说“释槽消

噩”，＠饮茶确有许多益处，古人所谓“延

年益寿”、 “轻身不老”、 “除痛去坊”，

“益人清思飞也有科学根据，合乎今日对茶作

化学成分分析的结果。茶作药用并不严受时

代限制，唐代中叶，以茶用于社会变际标志

着它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这

时，它已取代药用而成为主流了。

《群芳谱》引权舒文论i清文帝微时，脑

痛，忽遇人告诉他山中有“若草”，煮而服

之，痛当愈。“帝服之有效，踩是人竞果暖气

这记载，可以证明饮茶药用，却不可籍以证

明药用到此时为限。这是不得不附此说明

的。

茶著的交际作用，确有明确反映。其如

僧侣待客、名士文人往来，以至于娼费、贪

官间的酬酵、奉迎所表现的例证， 不难揽

拾，无须烦引。在此略记数事以见一般s

宪宗元和中， 走水寺的院僧命弟子“煮

新著待客”，客中一秀才不唯不得茶饮，院

僧还嘱弟子g “如此秀才，亦要知茶昧？且

以余茶饮之。”所以如此，由于院僧以为秀

才是个“不逞之徒”。＠交际场中如此看人

待客，语m：如此轻侮， “茶昧”所含的社会

意义多么浓厚而深刻！

唐文宗宜宗召见文士，多用“茶汤”招

待， “唐语林”记文宗召学士到内廷讲经，

较量文章， “宫人已下侍茶汤饮馍” F 记宣

宗暇日召输林学士韦澳入宫谈论诗篇， “小

黄门置茶床”招待饮茶。唐天子把茶汤作饮

料用在讲经、论文、谈诗之间，并不止于把

“新茶”赐给王公、贵臣作为显示其“恩

渥”的赠品而已。

茶用为锐赠的礼品，诗人多有诗文记

载。白居易深喜亲友寄赠的“蜀茶”、 “毗

陵茶”，卢同收得谢谏议所寄新茶z 李德裕

得人赠予数角新茶，都心情愉悦，笔之于

诗。茶著赠遗，自为当时社会交际的媒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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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样的事z 会昌年间，有称之为

“朝士”的那种贵人角色，同游僧舍。偷偷

看到僧人有“殷红牡丹”，便使人把悄人骗

到曲江，另派人入僧舍把名花窃夺，却“留

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作为“偿价”。 ＠这

种丑’恶行径，固然可恨，勿须多说，只是由

此可见“蜀茶”既不是赠品，又不是待客之

物，倒直象与货币同样作用的商品交换媒介

物矿，可算是茶若广泛用于社交的社会现实

所反映的一种特殊形式吧！

至此，可收结了。总之，唐代饮茶风习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以上所

述影响之外，有关“茶道”与对外文化交

流，僧侣诗人与隐逸之士和饮茶嗜好，古

代茶马贸易，以至唐代榷茶、贡茶，茶农与

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等，都是重要问题，影响

深远，另文叙述，不再涉言了。

i主z

①昼晏食者桨，有“若”，该是茶， “若菜”是桨或

是窑，尚难确定，这里始用一侬说法．解作~－

②人物很多，不一一列举，如晋的司徒＊史王t'l就是

;ft一，见〈说郭〉及〈御览〉引〈世说〉．魏晋南

北朝饮茶之靡，拙作〈我国茶饮起始和古人对饮茶

功用的认识及实践〉一文有所详述．

＠李启〈国史补〉．书中并列举茶的品名甚·多，如剑

商的孩顶有花，潮州顾辛苦的紫笋，峡州的军事涧、明

月帘，福州方山的露牙，常州l义兴的紫贷、革吁洲哥哥

门的因贫，名品还多，地区也广，还说“而浮，在之

商货不与那．”

＠见陆羽“茶经，， • 

⑤宋货fJJ （字也辅〉〈品茶妥录〉 、以为陆羽所知

者，乃宋人称“1![."Jti: ＂ 者．并说“鸿渐未尝到m安

钦？”〈画楼来＞ 也有类似的说法．

⑥〈四库总日提要〉诏．

⑦ Oi国史补〉说·1w岱公出仪吐番．赞'i'(· 以茶示常．

赞ff的茶，有;IJ州、舒州、 )i.j［洁、 新门、 昌明. i毯

湖等地出产名主t. 是吐番巳传入饮茶风习，而且可

见内地茶叶已远输~外；塞外~风习，非独传至团

结．

号〈因话录〉谓 “至今部茶之家向为其〈指陷羽〉

｛型”置于炀稽之闷，云宜~足和u. ”可参见茶铺卖

＊家多设法赚取利润，茶饮巴商品化．

⑤〈臼民长庆~＞中〈琵琶行〉，记茶商“前月浮梁

买茶去”．浮祭在今江西＊德锐．是茶叶集散地，

也是当时江西的航运中心．

⑩以上所述弓l文，多见〈底语林〉适合八．及〈国 5坦

补〉下．

＠见〈广陵妖乱志〉．

＠见〈全庇诗〉、〈盐铁谚〉．

＠顾况＜~赋〉．

＠见〈李启国史补〉．

＠以上引 i仓参见〈庇语串在〉及其注．

⑩〈御史台记〉．

＠亦见〈因话录〉卷五．

⑩顾况〈茶赋〉．

⑩刘禹锡〈代武中;iE谢新茶表〉．

®-ffl='!lt ＜茶经序〉．

＠见辫昭蕴〈幻影传〉．

＠见 ＜m语林〉．

’也＠也’⑥’⑥’也句也’也绩也？也句也旬岛⑨也句也错也借每句e句e噜也命也’也借··也句也⑨毡’也⑨＠’6⑨⑥⑨⑥’也’也’也’⑥⑨也’也’也嘈曲’⑥⑨也’⑥’⑤⑨也’也’也噜⑥’也’也’也需⑥

〈土接68 页） 术形象的具体分析，能够充

分地说明z 列宁同志七十年前关于托尔斯泰

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宗法制农民的代表的论

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有充分根据的，

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科学的论

断，既把作家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

考察，又把他的主观因素作了具体的分析，

是辩证法的园熟的运用，是唯物论反映论的

生动体现，他为我们评价古典作家树立了光

辉的典范。

'52 

注z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年版299页．

以下均同上书② 291页．⑦ 298-299页. @ 312-313 

页．⑥298页⑩、＠、＠299页. @290页．⑩299-

300页. @316页．⑩、⑩300页. ®286页. @2 86 

页. @283页．

③高尔基著：〈俄国文学史〉，缪灵~译新文艺出

版社， 1958年版487页．

＠卢那察尔斯基着： 〈论文学〉，将路译，人民文学

出版社1978年版269页．以下均同上书⑤274页．＠

265页. @272页．

⑥ 1l!: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安娜·卡列尼娜〉，用

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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