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台州市图书馆b1层的茶作
良食餐厅，上月一场别开生面的书
友会分享了喝茶养生的知识，主持
人崔伟燕是一名茶文化爱好者。20
多位书友，一边品茶，一边听主持
人讲述《吃茶养生记》的主要内容、
日本茶道与中国茶艺的区别以及
茶中的养生之道。本报记者记录下
几个片段，与读者分享。

【主持人说】

我是一个茶文化爱好者。前
年，我在图书馆分享了《大观茶
论》，去年在云上分享了《茶经》，今
年分享的是《吃茶养生记》。选择分
享这本书，之前一直倍觉压力，因
知识积累有限，不懂老祖宗的智
慧，唯恐误导了读友。但在读书群
里预告分享此书后，群里一片热
闹，很多谦虚的自称茶小白的书友
和茶友冒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
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喝喝茶，探讨探
讨，也是一件幸事。

【小片段】

读《吃茶养生记》

《吃茶养生记》为日本禅师荣
西所著，是日本第一部茶著作，收
在《大藏经补编》第三十二册。

荣西，14 岁落发为僧开始修
行，是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创始人，

曾两次到中国学佛，将禅传入日
本。学佛期间，他对中国的茶文化念
念不忘，于是在回国时带回了中国
的茶籽和茶文化，鼓励在日本栽培，
并普及饮茶之法。故以“茶祖”闻名。

《吃茶养生记》上卷为《五脏利
合门》，叙述了肝肺心脾肾五脏与
酸辛甘苦咸五味的关系。又引《尔
雅》《广州记》《茶经》《本草拾遗》等
书，解说茶名字、茶树形花叶形、茶
功能、采茶时节等。

下卷为《遣除鬼魅门》，列出饮
水病、中风手足不从心病、不食病、
疮病、气病等五种病相，说明以桑
汤治疗的方法，并详述桑粥法、桑
煎法、服桑木法、含桑木法、桑木枕
法、服桑叶法、服桑椹法，以及服高
良姜法、吃茶法、服五香煎法等。

由此可见书中主要论述茶的
药物性能，甚少提及吃茶方法和思
想性。这恰好证明日本人接触和饮
用茶是从实用这一前提开始，而后
才发展成为今天的茶道。

当然，这是一本距今 800多年
的书，如今去读，我们不要单一地
用现代的批判的眼光去读，我们既
要接纳荣西禅师所述茶的养生功
效，又不可全盘接受照搬其书中所
言，因其所言不是界定为传统医
学，而是界定为佛教医学。书中所
提“桑”也不是我们现在的桑叶，它
是仅次于菩提树的神灵之树，知道
这些，就可以理解书中所言桑可治
百病之说。

看饮茶的发展

喝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众说
纷纭。有神农说、商周说、西汉说、
三国说等。

1200多年前，茶圣陆羽著写下
不朽经典《茶经》，此作将普通的茶
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术，推
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也让茶香
沉浮进了周边的许多国家，从此开
启一个属于“茶”的时代。

茶输入日本，据说是圣德太子
时代(公元 593年前后)。9世纪初，
最澄与空海两位名僧都曾从中国
携带若干茶种归国，在日本贵族之
中掀起一阵喝茶风。此后日本内战
爆发，约两百年间无人过问茶事，
以至渐渐被淡忘。直到 12 世纪末
年，才因荣西的提倡而再盛。几个世
纪后，又出现了被认为是日本民族
性格与文化特征之代表的“茶道”。

就“饮茶”而言，中日两国之间
有种种细微之处的不同，不能简单
地认为，日本的“茶道”类同中国的

“品茶”。
茶道于日本人而言是一种艺

术，是社交和礼仪，也是一种宗教改
革。正因如此，所以当代的日本茶道
专家里千家十五世家兀千宗室对
茶道的定义是：茶道是以茶和饮茶
为契机，汇总了日本的宗教、艺术、
道德、哲学、修身、社交等所有文化
的综合体，是一生的修习之道。

中国茶艺兴于唐，盛于宋、明，

衰于近代，复兴于当代。它意在通
过茶事活动，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
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
人们和谐安乐之道。

说喝茶的门道

很多人都喜欢喝茶，喝茶得看
体质。燥热体质的人，应喝凉性茶，
虚寒体质者，应喝温性茶。

身体虚寒的人可以选择喝一
些乌龙茶，乌龙茶通过发酵后，制
约了其寒凉之性，也可以喝姜茶。
古人还有喝椒茶的习惯，把姜和花
椒放在茶里一起煮，这些都是温热
的东西。

如果喜欢晚上喝茶，最好喝红
茶。红茶是全发酵茶，茶多酚含量
虽然少，但经过“熟化”过程，刺激
性弱，较为平缓温和，适合晚间饮
用。尤其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喝
红茶时加点奶，可以起到一定的温
胃作用。

不过，平时情绪容易激动或比较
敏感、睡眠状况欠佳和身体较弱的
人，晚上还是以少饮或不饮茶为宜。

另外，晚上喝茶要少放茶叶，
不要将茶泡得过浓。喝茶的时间最
好在晚饭之后，因为空腹饮茶会伤
身体，尤其对于不常饮茶的人来
说，会抑制胃液分泌，妨碍消化，严
重的还会引起心悸、头痛等“茶醉”
现象。

很多人推崇喝申时茶，就是下

午3点到5点喝茶，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为什么选在申时开展这

期的读书分享会，也有此意，提醒
大家要喝茶了。这个时辰，经气运
行膀胱经，膀胱经外连体表，内通膀
胱，是向外和向内排毒的通道，正好
和茶叶的能量运行途径一致，此时
喝茶的确能起到顺势而为的作用。

【书友说】

书友“卓文康”（网名）：读了贾
平凹的散文《茶事》，写到他有次偷
喝了县委宣传部干事的茶“陕青”。
之后，他宁可三日无肉，穿着简陋
吃的也粗糙，喝的茶必须是陕南青
茶。大作家痴迷茶到如此，我想茶的
乐趣不止于茶叶本身。有对自己的
修行，也有喝茶待客的快乐。

书友“惟如”（网名）：茶确实是
好东西，含有很多微量元素。不过
每个人喝茶要看个人体质，不是什
么茶都适合自己。如果体质虚，肠
胃不好，尽量不要选择绿茶，要选
择红茶暖胃，火气大的人可以选择
喝绿茶一类。

一部《吃茶养生记》，一群爱生活的人

读书品茶，聊出不一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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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人物
东江河 /文

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
旅行家，被尊称为“游圣”“千古奇
人”，他一生致力于旅游科考事业，
留下了“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对天台山情有独钟，一而
再，再而三，三游天台山，写下了两
篇《游天台山日记》。其中第一篇，
成为《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作，该
篇记载的第一个日子 5月 19日，已
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旅游日。天台
山徐霞客文化是中国徐霞客文化
的一朵奇葩。

为了传承徐霞客为天台山留
下的文化财富，弘扬霞客精神，天
台山学者们积极探索研究。奚援朝
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奚援朝先生经过四五年的耕
耘，撰写了《徐霞客天台山游记探
析》一书，包含66篇探析文章。对他
的研学热情和辛勤付出，特别是这
本著作的价值，我有不少感触。

其一，旅游价值。
66篇文章，将徐霞客三游天台

山及其《游天台山日记》记载的所
到之处每个节点逐一进行了追踪、

考证、解读、分析，将徐霞客到各节
点的时间、来龙去脉、考察内容等
探究、分析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本徐霞客天台山旅游
考察的全线导游手册。由于“游圣”
足迹遍及天台山的主要旅游点，因
此，这本书实际上将天台山这些旅
游点又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读这
本书，既能知道徐霞客的天台山游
线，也能更多地了解天台山旅游资
源，还能激发人们跟着徐霞客游学
天台山的热情和兴趣。

其二，文化价值。
天台山文化博大精深，素以

“山水神秀、佛宗道源”著称于世，
是佛教天台宗发祥地、道教南宗创
立地、活佛济公出生地、五百罗汉
应化地、诗僧寒山隐居地、和合文
化发源地、唐诗之路目的地、书圣
王羲之悟道地、刘阮遇仙发生地，
当然也是徐霞客游记开篇地。

徐霞客把天台山作为首游地，
也是因为天台山深厚的文化和独
特的山水。不过，由于他考察以山
水为主，对文化方面大多点到为

止，未作具体展开。奚先生的文章，
在探析时，则将徐霞客笔下点到的
地方所蕴含的文化逐一展开，进行
了阐释。例如，探析华顶时，结合了
诗仙李白、书圣王羲之的情况；在
石梁方广，介绍了五百罗汉；在寒
明岩，介绍了和合二圣，等等。全书
以徐霞客游线为主线，将浓厚的天
台山文化串联了起来，较全面地进
行了展示，让徐霞客笔下的天台山
更具文化内涵。

其三，历史价值。
《徐霞客天台山游记探析》具

有徐学研究的历史价值。该书全线
全景再现了当年徐霞客考察天台
山的历史事实，对于研究徐霞客与
天台山的特殊关系等具有较高的
参考价值。

该书也具有天台山文化研究
的历史价值，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徐
霞客在天台山所经之处的历史文
化及其变迁情况。如国清寺，是徐
霞客三游天台山的重要居住点，但
其笔下并未对国清寺宗教文化展
开记载，而奚援朝先生则用了 5篇

文章介绍国清寺天台宗文化及其
规划、筹建、受毁、重建、当前现状
等历史变迁，对研究国清寺及天台
宗文化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其四，科考价值。
奚先生对于徐霞客笔下的天

台山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逐一考
察、分析，不少地方还反复多次进
行考察研究，也纠正了一些不当的
认识。如他反复考证了筋竹庵、弥
陀庵的历史变迁，得出了这两庵均
在天台境内的结论。

66篇探析文章，不仅提出了观
点，而且更以诸多考证后的论据作
为支撑，最后得出结论。其中有大
量的事实论据涉及自身或周边人
员的经历故事，既增加了论据的可
靠性，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如

《行走石梁非等闲》，既解读了徐霞
客六观石梁情况，又引用了名人及
民间关于石梁的诗词及传说，还以
当代周边亲历石梁的人事、文章来
佐证，将天下奇观石梁飞瀑之独
特、险峻等表达得更为突出、明显，
引人入胜。

其五，精神价值。
该书分析了徐霞客在天台山

考察的经历，展示弘扬了徐霞客热
爱山水、崇尚自然，不畏艰险、坚忍
不拔，严谨科考、坚持真理，不为名
利、无私奉献等精神品质。

同时，作者奚援朝先生本人，
也是徐霞客精神的继承者和实践
者。他凭着个人努力，不畏艰难，
带着柴刀，披荆斩棘，全程考察了
徐霞客天台山游线。他严谨科考，
不仅一步一步进行了实地考察，
而且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也纠
正了不少误区。他笔耕不辍，持之
以恒，历经四五年，才完成了这部
大作。

因此，读此书，既为霞客精神所
熏陶，也为奚先生的精神所感动！

奚先生外表很“土”，初看是位
土里土气、勤劳质朴的农民，想不
到他“土”气里藏着“文”气，藏着质
朴、执著，藏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实
践探索精神，写出这么有价值的一
本书来，为天台山徐霞客文化作出
贡献！

——读《徐霞客天台山游记探析》一场串联天台山文化的穿越

我这人喜欢由着自己的性情
行事，嬉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
者。比方说，按照所谓养生专家的
说法，我的生活习性毫无健康意
识，因为，白天杂事缠身，无法静下
心来做自己要做的事，长期以来养
成了个坏习惯，上半夜是我思路最
为活跃期，看稿写稿基本上都在这
个对我来说的“黄金”时段，一般每
天晚上不到午夜是不会入睡的。这
种对人类而言非正常作息的方式，
终于把一个“奶油小生”熬成了干
瘪老头。再如，我写东西只写自己
想写、喜欢写的，一写就会淫浸其
间不能自拔。而对什么官样文章、
应景之作，实在提不起什么精神，
因为没有兴趣，也就不会引爆本来
就很枯竭的才思、写出什么妙语连
珠的佳句美文来，因深知自己这个
秉性，所以几乎从不愿意去写别人
指定的东西。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收到潘李
君先生发来找我的微信，其时我正
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去看微
信，等到午夜完成了自己的“作业”
一翻微信，方发现他在找我，要紧
回了一条问有何事，到第二天起来
一看，他又发我微信说：郁老师，我
们不在一个“频道”啊，等你空下来
时，我早已进入了梦乡，还是给你
留言吧。原来，他说要出一本幽默
故事集，想请我为其写个序，并发
来了已经整理好的书稿。

承蒙朋友们抬爱，以往也经常

会有文友要我写个推介词、作个小
序什么的，通常，我都不太愿意揽
这种活。况且，与李君也不过几面
之交，对他也缺乏很深的了解，故
本想一推了之。但当我粗粗地翻阅
了一下他发来的书稿，再考虑到自
己作为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的副
主任，《民间文学》这本目前全国故
事类期刊中唯一的国家级杂志（尽
管某些人并不认同，但事实就是这
样）的故事统筹，为了故事，对一位
小有成就的故事作者，帮其站个
台、吆喝一下，也可以说是我应尽
的义务，因此，考虑再三，最终决定
帮他写一下这个小文。

浙江可以说是一个故事的高
地，有一个不算小的作者群体，但
绝大部分集中在杭州、嘉兴等地，
李君是台州的，在台州这个地方，
经常在刊物上看到故事作品的作
者，我印象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
徐军欢，另一个就是李君。因为是
半职业的关系，我对故事作者都很
关注，两年前，应邀去台州参加一
个活动，我就约他们俩人见了个
面，聊了一下故事创作的相关情
况。这才得知李君是位开小超市的
老板，同时也是一名当地培训机构
特聘的作文辅导老师，他好谈，一
说到故事，更是滔滔不绝，我笑说
他就像黄永玉先生在一幅画上的
题跋：鸟是好鸟，就是话多。他写故
事已经有十多年，擅长写幽默故
事，他告诉我，平时没什么其他爱

好，一有空，甚至在超市中，就喜欢
写故事，灵感来了时能一天写一个
作品，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各类刊
物上发表了。可见他沉迷于故事世
界，乐在其中。这样一个痴迷于幽
默故事、并又有相当数量深受读者
喜爱的作品发表者，在故事圈是相
当难得的。后来，他自己搞了个微
信公众号，不断推送他的幽默故
事，当时，他的公众号名叫“饭堂小
故事”，我看了以后，感觉很有看
点，但公众号名似乎并不贴切，就
建议他改成“幽默故事吧”，他听了
后不知是尊重我，还是认同了我的
建议，第二天就把它改成了“幽默
故事吧”这个名，现在他还在那个
自得其乐的“故事吧”里推送着他
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
一下，这也算是为他做个广告吧。

综观他收入本书的整100篇作
品，除了两篇是在全国大赛中获奖
的，其他98篇都是在各类刊物公开
发表的。这些作品，短的几百字，长
的也不过千余字，篇幅虽都不是很
长，但用短小精悍四个字来评论并
不为过。作品题材广泛、包罗万象，
语言流畅自如、轻松欢快，既揭示
了世间万象和人间百态，更带给读
者无限的愉悦。作品结构严谨，叙述
流畅，结局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又在
情理之中。读了这些作品，或让人忍
俊不禁、捧腹大笑，或使人回味无
穷、哑然失笑，充分展示了幽默故事
的魅力和李君娴熟的创作技巧。

例如作品《拆》，讲述来自乡下
的小王，为了让女友看到一夜暴富
的“希望”，竟让父亲在自家的墙上
刷了个大大的“拆”字，结果弄巧成
拙，女友愤然离去，令人啼笑皆非。
再如《吉利的车牌号》，主人公陈功
因车牌号中含有“1818”这四个数
字（谐音“要发要发”）而洋洋得意，
于是开着车子四处炫耀，唯恐天下
人不知，结果因为频频违章而收到
一沓罚单，极具喜剧效果。在《局长
爱打盹》中，小李为了讨好局长，甘
愿用自己的私家车每天当局长的

“专职司机”，本以为“背靠大树好
乘凉”，升职指日可待，不料当“机
会”来临时，局长竟真的把他当成了
司机，叫他别瞎打听单位的事，读来
既顺理成章，又让人哭笑不得。

当下，因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传统故事渐成衰落之势，这是一个
毋庸讳言的不争的事实，但故事是
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且广受大众
喜爱的一种文艺样式，故事永远不
会消亡，特别是在当下，随着生活
节奏的加快，人们更需要诸如像幽
默故事那样的文艺样式来放松心
情，让紧张的心灵得以松弛、获得
愉悦。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君的幽
默故事集的出版，既迎合了大众的
需求，也为故事在困境中砥砺前行
作出了贡献，值得褒奖。

愿李君继续乐在故事世界之
中，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为
大众带来更多的快乐。

乐
在
其
中

杨司训名允字执中，是湖
州宰相府娄家两公子结交的第
一位“名士”，相府看守祖坟的
老仆人邹吉甫推荐的。因为其
一句对永乐皇帝的评价——

“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
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
爷就弄坏了”，与娄府两公子
的观点相同，激起了他们想与
其结交的强烈欲望。他们不仅
拿出七百五十两银子，为杨执
中摆平官司，救杨出狱，还三顾
茅庐造访杨家，虔诚之至。

娄府两公子花大力气，付大
代价，诚心诚意结交的这位名士
杨执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邹吉甫将杨执中推荐给
娄家公子时，对此人有两句互
相矛盾的评价。“他姓杨，为人
忠直不过，又好看的是个书，
要便袖口内藏了一卷，随处坐
着，拿出来看。”“杨先生虽是
生意出身，一切账目，却不肯
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
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
着这伙计胡三。所以一店里人
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

从邹吉甫的话中可以得
出，杨执中为人忠厚直率，喜
爱读书，对读书的喜好程度到
随身都带着书，走到哪读到
哪，屁股一坐下来就读，连工
作时也只管读书。为人忠直，
显然出在杨执中对永乐爷的
那句评价上。

杨执中好读书的脾性好
不好呢？本来是好的。读书使
人明智，开拓视野，增长见识，
提升能力。杨执中所在的那个
朝代，读书中举，本来就是一
路开挂的大好事。好读书，确
实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取得廪生资格，享受官府
给予的一定福利，等待升为贡
生。在遇到娄家公子的三年
前，他还被选派为应天淮安府
沭阳县的儒学正堂，只可惜被
他自己推掉了。

杨执中的好读书习惯又
是不好的。古人用“悬梁刺股”

“凿壁偷光”，今人用废寝忘食
来赞美那些好读书、苦读书的
人。但杨执中的好读书，除了
走到哪读到哪外，连工作中也
只管读书，他负责的账目，根
本不用心去管，任由其他伙计
胡闹，结果造成店里七百多两
银子的损失，这就过分了。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书
能提高智力，提升能力。从小
的说，读书工作，挣钱养家养
活自己，改善生活；从大了说，
运用所学知识，为大众服务，
为社会作贡献。如果读书仅仅
是读书，不去服务社会，没有
实践意义，读再多的书，有再
大的学问，又有何用？正因为
杨执中读书有学问，官府选派
他为儒学正堂，店老板聘他料
理账房，如果他不读书，是个
文盲，是做不了这些工作的。
店主聘他的目的，是想利用他
读书人的才能，管好账目，给
店里带来收益，这也是一个员
工的本分。而杨执中在工作时
间也只管读书，这就是不负
责，不务正业，给店主造成损
失，还强词夺理，推卸责任。被
起诉，无钱赔偿，是老赖，被收
押，放在法治社会，也是必然
结果，是咎由自取。

所以说，杨执中好读书，
是不务正业，毫无用处的。他
的所谓“名士”作派，高谈阔
论，只不过是夸夸其谈而已。
换句话说，他是个懒惰的读书
人，他不去赴职，是懒；他在私
家盐店不干活，也是懒。难怪
别人私下叫他“老阿呆”。

杨执中好读书，没有把自
己读聪明了，反而是读傻了，

“老阿呆”的绰号，很贴切。用
我们台州人的一句粗糙俚语
讲，“读书读到朏臀里了”。

不仅如此，杨执中的子女
教育也很失败，两个儿子好吃
懒做，嫖赌成性，跟这个“老阿
呆”父亲脱不了干系。

没有知识的邹吉甫看走
眼，这也难怪，饱读诗书的娄
府两公子看走眼，那就怪了。

不务正业的
杨司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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