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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禅·茶·乐

-论茶文化中茶·乐·中国古典文学结合的魅力一

顾春芳顾文

引言

近年来，海峡两岸的茶文化级繁交流，使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茶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成果，而《海上禅·茶·乐》就是其中的一个。

《海上禅·茶·乐》是囱以中国台湾的禅者、音乐家、佛光大学教授林谷芳为首的

"忘乐小集"和"望月茶会于二0-0年四月在中国宁波的七培报恩禅寺所举办的

一次茶会的名称，所谓的"海上"即是宁波，此名乃因其是海上茶路的重镇之一而得之。

茶会的内容是与会者一边品着由"望月茶会"的茶人们精心注入的香客，一边欣赏"忘

乐小集"的音乐演出。音乐表演是由林谷芳老师创作，在每个曲目上演之前都囱林谷芳

老师将乐曲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及其现实意义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与会者解说。其中

的曲目大多都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而所用的也大多是用于演奏中国古典音

乐的乐器，如笛、筝、胡琴、 二胡、琵琶等等。

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此次茶会。在现场感受到了茶与音乐与中国古典文学结合之后

的艺术形式所产生的感召力竟是那样地深不可测.这种艺术形式的感人之处在于它不仅

让茶与音乐与中国古典文学这三者通过人的感官g 眼、耳、鼻、舌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能从其中汲取净化心灵的养料，从而对修身养性起到一定的帮助。

小论拟对《海上禅·茶·乐》的曲目进行分析和论述，旨在探讨茶与音乐与中国古典文

学结合之后所产生的魅力，从而能对和谐社会的发展做一些贡献。

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对《海上禅·茶·乐》的流程及曲目展开分析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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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一下，此次《海上禅 · 茶·乐》被定为第五届中国宁波国际茶文化节和

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中的一个活动，因此开头还有韩国僧人、七塔报恩禅寺僧

人及日本茶人们表演的曲目，因与小论的主题并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就从略了。

《海上禅 · 茶 · 乐》既为茶会，那么在品客之前就有一道"饮水净口饮水净口"

作为品若的一个程序，原来的作用只是让水洗清口中留有的其他杂味，从而能使品若时

的茶味正而不邪。然而在这里林谷芳老师用了"上善若水"这四个字，将中国文化中的

"道"作为此次茶会的核心提了出来。"上善若水"语出老子《道德经)) : 

上善若水。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

与普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l

这里所谓的"上"乃是至高之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至高之普就如水那样。那是因为

水有益于万物而不与之争.7J(停留在众人所不喜之地，所以与"道"是十分相近的。至

于做人若是能做到像水那样，住处只求陋地，而存心则高远，待朋友以仁爱，言而有信。

而为政则有序，既办事则无不能，行动时则伺机而动。水正是因为不与万物争，所以才

没有忧虑和烦恼。老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他对水的这种特性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透

彻，这里引老子的另一段话:

上善若水，水普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

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之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

之益也。 2

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在这里指出至善之人，就应该像水那样。水造福于万物，滋养着万物，

却从不与之争，这就是谦恭的德行.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它甘愿处于

下游。世上最为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以它攻克至坚至强之物却无往而不胜。 这就

是所谓的"柔德气老子以水的这一特性来喻做人之道。我们把老子的这两段话联系在一

起看的话就可以领会到"上善若水"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接近"道从小的方面来说就

是在确立做人的准则，即"水"就是我们做人的榜样。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林谷芳老师的

真实意图乃是让人们通过"上善若水"这四个字懂得做人的道理，从而达到修身养性的

效果，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高尚情操之人。

于是在茶会中的人理解了"上善若水"的真谛后，一曲"平湖秋月" (广东小曲)将

人们带入了美丽的西湖夜景之中.

接着是茶会中所品之茶，茶会中用了好几种茶，而林谷芳老师对其中的"报恩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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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说则别具L格，何以说来? "报恩香客"之名取自于七塔报恩禅寺，乃为驰名海内

的品牌绿茶之一，也列为此次茶会的若茶之首。以下寻 I "报恩香若"的解说词:

绿茶为不发酵茶，吸之淡然，却有至昧，有历史之吟咏，有暮春之感伤。美人、

名士、韵事、诗情‘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茶能兴情思韵致者正在于

此。 s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林谷芳老师所强调的绿茶的"兴情思韵致"的作用，另一方

面则应注意到其中所引的唐诗乃是出自杜牧的《江南春>>，原诗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

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而这里所引的诗句只是少了一个

"中"字，在中国历史上，南朝皇帝信佛是有名的，甚至到了着迷的地步，因此史称"馁

佛"。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的提倡，南朝的佛教是空前的兴盛，而金碧辉煌的佛寺也因此坐

落于神州各地，四百八十乃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可以想见当时所建造的佛

寺数量之多。而在此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既是形容七塔报恩禅寺的雄

伟壮丽且又富有禅机，同时也画出了中国大地佛寺的兴盛之景象。而且这两句诗也会不

由让人联想起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以后也曾几起几落，其中的佛寺经历了兴衰存亡。

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和谐，佛教的发展也可以说是繁荣昌盛。而佛教的禅僧们也都在为

发展和谐社会而努力，七塔报恩禅寺的"报恩香客"就是禅僧们为和谐社会所作的贡献

之一。而在此品"报恩香客"的过程中，领略历史吟咏中的"暮春之感伤"不再是欣赏

靡靡之音之举，而是领会文人雅士的文学修养的一种方法。

接着的笛子演奏《鸥鸽飞机琵琶演奏《塞上曲>> ，高胡和古筝演奏《渔歌》都是美

人和名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抒发伤春感怀之作。鹏鸽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经常出现的鸟

类，诗人和词人总是借鸥鸪以抒怀，如"只今唯有鹏鸪飞"即是一例。而这首《鹏鸪飞》

则以鸥鸪的飞去这一现象来表现春天的短暂，由此来抒发对春天逝去的感怀。而《塞上

曲》乃是写闺怨情思的，然而真是由于杨柳依依、百花齐放的春天景色勾起了深闺中少

妇万千愁绪，产生了多少离情别恨，这琵琶声中既有着少妇的低低呻吟，又有着春天里

万物欣欣向荣的和鸣。而《渔歌》则是写溪整渔隐，倘佯山水之境。表现的是山林中隐

士们的情趣，春天对于隐士们来说，来也好离去也好，都不会让他们的情绪因之而产生

剧烈的变化。在带着暖暖春意的溪流边垂钓和"独钓寒江雪"的心镜是一样的。然而隐

士们是因为深爱着山水才隐居在山林中的，所以海歌中也自然有着春天的脚步声和隐士

们在其中倘佯的幽雅情致。

而春天序曲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昆曲《牡丹亭>>. <.牡丹亭》系明代文学家汤显祖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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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与《紫钗记》、《邮单F记》和《南柯记》合称'玉若堂囚梦<<牡

丹亭》是"四梦"中最杰出的。写杜丽娘慕春色还魂事。共五十五出。此剧的开头儿出

就是表现壮丽娘的惜春自怜之情的。梗概是:南宋时期的南安太守杜宝只有一爱女，取

名丽娘，年十六岁，尚未许配。杜宝为了使女儿成为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为她请了位

年己六十的老秀才陈最良。因陈最良在上课时吟咏了《诗经·关雌}}，从而唤起了丽娘的

思春之惰。丫鬓春香在无意间发现杜府后面有一个花园，于是就和丽娘一起偷偷地去花

园游玩。久居深闺的丽娘，见了花园中那明媚的春光，不由为之感动，少女的春情也因

之而萌发。丽娘回到闺中，忽作一梦。梦见一书生手拿柳校要她题i寺，后又与书生至牡

丹亭畔。丽娘醒来后，愤愤思踵，第二天又去花园，寻找梦境，然而再也不见。于是相

思成病为情而死，又为情而还魂。由于昆曲《牡丹亭》把社丽娘的这种情春的情致表现

得淋漓尽致，所以《牡丹亭》 就成了最为流传的昆曲代表作。人们品着"报恩香客听

着壮丽娘对那美好春色的赞美和对留不住春色的感叹。此刻人们又会做何感想呢?春天

就随着壮丽娘的寻春惜春悄悄地走了。

告别了春天之后，茶就换上了"木栅铁观音据介绍此茶为重发酵茶，风格壮

阔，属男性的阳刚。相对于绿茶的暮春:木栅铁观音在时序上正如晚秋

配合茶的阳刚之性，林谷芳老师献给大家的是一曲 《霸王创甲》 的琵琶，铮铮且又

铿锵有力的弦声，表现了项羽战败后的悲壮惨烈之惰。

晚秋在诗人的眼中该是怎样的景色呢?也许大家都会说晚秋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金

色的麦浪，红红的高梁，天高云淡。然而在中国古代的诗词中，晚秋则是一个万物开始

凋零的季节，萧瑟秋风，满地落叶，大雁商飞.有些诗人为之伤感，但也有一些诗人则

是取其雄浑壮丽之处，那如火一般燃烧的枫叶就是其中的一景，如"霜叶红于二月花"

的诗句即为此例。而林谷芳老师在此际所边的乃是李白的《宜州谢跳楼饿别校书叔云}}，

全诗如下:

弃我去看，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自甘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恩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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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已是众人皆知的名句。诗中秋天的景

色见于"长风万里送秋雁"之旬，大雁南飞，却有万里长风相送，那是何等的壮观。风

本是无形之物，然在歌声中人们的眼前出现了有形的万里长风在送着秋雁商归。而后的

"对此可以酣高楼"之句又可见出诗人李白的洒脱和豪放不羁。此诗原意是借送别抒怀，

其中所表现的乃是诗人在几经沉沦之后，仍是难以忘怀在长安时的那段辉煌的日子。"抽

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之旬，是诗人抽刀断水欲斩断己往的一切，然而过去

的一切就像那泊滔的流水无法割断.诗人举杯销愁，愁绪则愈积愈多。最后两句"人生

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则是诗人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又让诗人从深深的

郁闷和愁绪中得到了解脱，于是全诗又具有了豪放的气概，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何喜

爱李白的原因之一吧。

接着林谷芳老师又让《秦川抒怀》的笛声带着人们走进了黄土高原，陕西曲调离亢，

却有一份深情，是壮士悲歌之作，是给晚秋景色的一首乐曲。

送走了晚秋，茶就该换了，接着而来的是"松玩熟普据介绍此茶为为后发酵

茶，茶性浑厚而见陈韵，若时序之冬藏，有到此圆融之意气 7

接着林谷芳老师送给大家的是一首道惰，演唱的是郑板桥所作的词，词为:

老渔翁， 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

沙鸥点点轻波远，获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

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

老头陀，古庙中，自烧香，自打钟;兔葵燕麦闲斋供。

山门破落无关锁，斜日苍黄有乱松，秋星闪烁颓垣缝。

黑漆漆蒲团打坐，夜烧茶炉火通红

词中描写的老渔翁手握一根钓竿， 了无牵挂。萧萧获港的臼昼是那样的寒冷，可老渔翁

丝毫没有感觉到。景色也随着老渔翁在斜阳中的高歌之后产生了变化，金色的晚霞倒映

在水中，随着波涛的起伏在晃动.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等老渔翁蓦然抬头时，月亮

己经上了东山。而词中的老头陀则过着清苦的日子，一个人住在古庙中，自己烧香，自

己打钟，兔葵燕麦闲斋供。古庙周围的景象是破败的山门，在倒坏的垣墙缝里可以看到

秋天的繁星肉烁。老头陀则安于这样清贫的生活，在"黑漆漆蒲团打坐，夜烧茶炉火通

红是这样的悠闲自得。词中写的似乎是深秋的景色，因此可以说林谷芳老师在此想要

表现的是参禅的悟性，参透禅机即是圆融，老渔翁和老头陀就像浑厚而带陈韵的"松沉

熟普"，他们安于贫困，已无所求，这就是因融。人们此时一边品着"松沉熟普气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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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何感想呢?

接着是笛子演奏《妆台秋思))， <<妆台秋恩、》顾名思义应为秋思之作，然而此处"以

大笛独吹，则有生命圆熟淡定之感气'

然后是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无锡盲人阿炳的《二泉映月))，在这里是二胡和扬琴的合奏。

描写月夜下对人世浮沉、历史起落、生命轮转的深沉感慨。听着那抑扬顿挫的琴声，人

们的思绪又将是如何呢?它给予人们的想像空间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茶会渐近尾声，于是就有了饮水送别，在此林谷芳老师送给大家的乃是取自 《庄子》

〈山木篇>"中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名言，希望大家能以此为交友之座右铭。

最后是古筝演奏《高山流水))，林谷芳老师的解说中有"高山流水一词在中国具多重

含意，既喻知音，也表人格高沽，在宗教上更是道的显现 11这是作为禅者的领悟，然

而在此时人们想到更多的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一中国文学史上动人的故事，从而唤起

心中对高尚人格的向往之情，这就是茶与乐与古典文学结合在一起的魅力所在吧。

以上是对《海上禅·茶·乐》这一艺术形式的流程及曲目的分析和论述，在下一章

里，我们还将结合林谷芳老师创建这一艺术形式的主旨来展开论述，

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想探讨一下林谷芳老师创建这一艺术形式的主旨，从中发现它

与魅力所在的联系。

关于创建"禅·茶·乐"这一艺术形式的主旨，林谷芳老师在《海上禅·茶·乐》的

序言中这样说道:

中国艺术喜欢结合性或呼应性的呈现，过去文人相会常同时以赋诗作画、弹琴

烹茶等不同形式的艺术，抒发自己的生命情境。《茶与乐的对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之

上，由我与茶界友人在一九九一年发展出来的艺术形式，它以音乐与茶所内含的一

些意义，入生命阶段、四时节气、山水属性、阴阳风格等，将相同属性的茶与音乐

结合，并配合花艺的呈现、禅境的塑造，以茶显乐，以乐映茶，让参与者通过眼、

耳、鼻、舌、身、意的交会领略艺术，深刻呼应"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

知"的茶禅世界。 12

关于音乐的属性，先哲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谈到过了。在《论语》泰伯第八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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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口

在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音乐的作用是非常之重视，并把它提到了与"诗"、"礼"

同等的高度。那么"诗"与"礼"与"乐"这三者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我们又应该如何

理解"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这句话的含意呢。所谓的"兴於诗"是指人们有感而

发才写诗。而"立於礼"则是指做人的准则是必须依"礼诗与礼都具备后还需要乐来

成就，这就是"成於乐可见要具备高尚的品格就不能缺少乐。孔子亲自整理了中国的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据说他能弹唱其中的 305 首。我们将林谷芳老师的这一主旨与

孔子所倡导的"成於乐"做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相通之处。林谷芳老师贵在取"成

於乐"之中的精华，将其融入茶与乐的对话中。不仅如此，林谷芳老师还找出了音乐与

茶的共同属性，即"入生命阶段、四时节气、山水属性、阴阳风格让茶与音乐的结合

有了理论上的依据。而由于此次茶会乃是"海上·禅·茶·乐所以其主旨必须注重表

现禅的意境以茶显乐，以乐映茶然后才能达到"让参与者通过眼、耳、鼻、舌、

身、意的交会领略艺术，深刻呼应 6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的茶禅世界"

的效果。

从上面对"禅·茶·乐"主旨的分析和论述中可以看到，林谷芳老师所重视的是音

乐与茶的结合，可是在具体的曲目和流程的解说中却是导入了好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而这些来自古典文学作品的曲目和流程的解说，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们心灵的净化起着

一定的作用，也正是这样的结合才使茶会更具有魅力。而关于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孔

子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见于《论语》阳谷第十七: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z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逃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商，召商，其犹正培面而立也

与? " 

孔子在这里虽说只是就《诗经》而言，然推而广之就可以知道文学作品的感人力量，诗

除了具有"兴，观，群，怨"的作用之外，还可以"逃之事父这句话放在今天就是从

自己的身边做起，孝顺父母，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也就是说做一个品格优良之人。而

"远之事君"则是要关心国家大事，处处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至于"多识於鸟、

兽、草、木之名"则是说通过学习文学作品可以增长见识。

在理解了孔子的这段话之后，再联系上一章里对流程和曲目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

到从品客的第一道程序"饮水净口"起，茶会中的人们就开始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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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人们都知道老庄思想博大精深，老子的《道德经》自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然

而林谷芳老师解读的"上善若水"，听起来却是这样的明白易懂，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可以

说水是无所不在，水的至善至美的品格令人感动也令人反省，从而使人们在品在的过程

中能够陶冶性情，不求至善，只需求得一普便是一个极好的效果了。而曲目中的李白《宣

州谢跳楼饿别校书叔云》的i寺，在此也有其特殊意义。现代社会生活的节奏非常之快，

人们的精神压力也都很大，有时也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失败，而诗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也成了人们在这种境况时常常吟咏的诗句。然而人们对李白在诗中所

表现出来的豪放之情却不甚了解长风万里送秋雁"中的雄浑壮观。最后两句"人生在

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也是诗人不屈服的另一种方式。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但是这种气概却能给人以振奋。至于那首用郑板桥词唱的道情尽管表现的是一种不

求世俗名利的隐士生活，然而却起着平和人们心境的作用.而饮水送别之际的"君子之

交淡如水"则是在帮助我们纠正一种不正之风，我们中的有些人往往在交友的过程中掺

杂着一些私心杂念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摒弃这些私欲是好的方法。自老子的"上善

若水"始，至庄子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终，接着是千古名曲"高山流水"的余音袅绕甸

人们此时的心境是既宁静又祥和，有的还沉浸在诗境抑或是乐声中，就如同香若在口中

的余味一样，人们的心中都留下了自己喜爱的曲目，到了明天他们会把从曲目中汲取到

的养料和得到的启示，融入于生活和工作中.这就是茶与乐与中国古典文学结合后所产

生的魅力.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茶与乐与中国古典文学结合的艺术形式，在赏心悦耳之余，

使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同时也使人们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提高，对修身养性起到一定

的帮助，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如果能将这种艺术形式推广普及的话，那将会产生多少

气质高雅、品格高尚的人?那又将会对和谐社会的发展作出何等大的贡献?最后我们引

用下面一段关于"忘乐小集"的介绍与茶文化学界的学者们共勉。

"忘乐小集"是由禅者林谷芳召集的表演团体，成员包括台湾及大陆、老生代

与新生代，传统艺人与学院出身的成员，主要思考著眼，在将音乐回归为文化

之一环，也因此，文化性的对话，艺术间的交会，乃成为它活动的主要特色。

"茶与乐的对话"与"书画与音乐的交会"就是此团体呈现的节目之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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