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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虚云和尚二十余首“茶诗”的分析．发现

其中有一股独特的“茶禅”意识。首先．它折射出虚云对“禅

茶”传统的自觉接受。其次，它具体体现在虚云常以茶作为契

机接引徒众，尤其是对公案“吃茶去”的挖掘。尤为重要的是。

虚云生活中的“茶”已经“禅化”，荼就是“真如相”。展现着虚

云世出世间的圆融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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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和尚(1840—1959)，俗姓萧，世寿120龄。一生荷担

曹洞、临济、法眼、云门、沩仰五宗家业，摄机禅净律密等领

域。弘法之余。他“诗思飘然总不群”．【I研吟留诗歌近400首。

其中有二十余首“茶诗”，兼融禅。茶，诗三种生命元素，造成

诗中独特的“茶掸”意识。因其茶的作用是“显现”禅，故云“茶

禅”。具体有两种境界。教授徒众时，明显“以茶摄禅”．茶多作

为善权，借以人道。而当茶作用于虚云，即是显现生命的一种

媒介。“茶诗”中所寄寓的，就是虚云由禅内化而成的一种生

命境界了。

一、茶禅意识之发生

从概念上辨析。“禅茶”和“茶禅”存在各自内涵．但实际

中，特别对于禅者，两者是融为一体的。本质上都是将禅寓于

生活．实现生活的“生命化”．以体验禅的永恒价值。虚云继承

了这种传统，且将“茶”运用到了弘法中。

从大的背景看。中国的主流文化属于贵族文化，禅茶传

统就是一种生活艺术化的体现。同时，文人们将茶上升到了

传达生命体验，承载生命本源的高度。唐刘贞亮《饮茶十德》

即点出了这种作用：“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12-肝．3而杜耒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131更是“以茶行道”的境

界，“禅意”凝于当下的“火初红”，映现出生命本源的能量。还

有陆游的“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141茶已融人生命，透出

“毕竟寂灭”的永恒。虚云诗中继承着这种传统。如“寸香陪客

坐．聊将水当茶。莫嫌言语寡，应识事无涯”。IIiPl3茶-In既往

地贯穿在生活中。不过重点已是“应识事无涯”。转向关怀生

命。其《山居》又云：“松根聊作枕，睡起自烹茶。”『】衄更是禅的

境界。现实的障碍一旦突破，有相无相都是茶，有茶无茶都是

禅。

虚云诗中产生“茶禅”意识的另一原因是“以茶摄禅”．将

茶作为入道善权。理论上讲。任何物相都可作为方便，只不过

虚云选择了“茶”这种方式。这在虚云禅法体系中随处可见。

如《除夕普茶示众》中，即由茶到禅，他告诫弟子：“总要及早

努力。了脱生死，方为上计。”【窄Ⅸ关于什么是禅在当下，他又

滋”。可证此“携手”专指夫妻之间的携手，恰好与《说文》的

“友”字“从二又相交”、段玉裁注“二又．二人也”相吻合。而

且，“好”字更能证明这一点。平心先生《释好》说：“好字从子

女会意，子为丈夫之通称。《白虎通》及两汉经师多持此说，与

古籍子女对举义训相合。(妇女称子，为此字广义用法。)男女

相配，实为好之本谊。《诗·关雎》：‘君子好逑’，闻一多《诗经

新义》谓好逑为义近平列之二名词，当训仇匹、妃匹。⋯⋯案

闻说至确。⋯⋯”嚷们以为平心先生认为“男女相配．实为好
之本义”，实届高见。但是，我们以为其释“好字从子女会意，

子为丈夫之通称”，尚有值得补充之处．即“好”的另一半“女”

字之义。“《殷虚文字乙编·六四0四》：‘寮于王亥女。’《殷契

粹编·一二O》：‘其又三亡女。’此二例中之‘女’字，如于省吾

先生和郭老所释，均用作‘母’，‘王亥女’，即‘王亥母’，系王

亥的配偶。‘三亡(报)女’，即‘三亡母’，系三亡的配偶。⋯⋯

概(笔者按，疑为“盖”字之误)上古‘母’、‘女’音近(⋯⋯)，本

共用一字⋯⋯”@此二例恰好补充了平心先生释“好”的另一

半，“女”为妻、妻子；所谓“好”，“为男女相配”，实为“夫妻相

配”。④因此。“携手好”就是携手夫妻。“不念”两句：就是“不思

念携手夫妻。抛弃我就像遗弃脚下的足迹”。“南箕”两句：就

是“南箕四星像簸箕却不能簸扬、南斗六星像勺却不能舀酒

168

浆，牵牛星不能肩负车轭(隐喻牛郎不能娶织女)，皆徒有‘虚

名’。”

再次．释“良”。“良无”两句的关键词是“良”，它不是副

词，而是名词。《汉语大字典》释“良：古时妇女对丈夫的称呼。

《仪礼·士婚礼》：‘媵衽良席在东。’郑玄注：‘妇人称夫日良。’

《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读曲歌之三十》：‘白帽郎，是依良，不知

乌帽郎是谁?”’可证“良”是丈夫。“盘石固”，《汉乐府民歌·焦

仲卿妻》：“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

来。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韧)如丝，盘石无转

移。”这最后一句就是“盘石固”；而“无盘石固”，就是“没有

像盘石一样坚固．而改变了追求配偶的初衷”。这就是下一句

所说的徒有丈夫“虚名复何益”!综上所述，可以证明《明月皎

夜光》是一首弃妇诗，这是毫无疑义的。

注释：

①②平心．《释好》，见《中华文史论丛》第1集，中华书局

1962年8月第1版。

(D刘有胜．《释好》，见《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D邬文清．《(诗经)婚恋诗选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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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吃茶便吃茶，辞年分岁莫说他。”舯意思是直用此心，
专注于吃茶，即是内在生命状态。连《诞日茶话》中，众人讨论

的也不是茶，而是透彻生死大关的“生亦不道。死亦不道”。阎

P121又如，当慧焰索要茶时。虚云说：“春光富足野人家，不问优

昙问苦茶。”【-障不谈茶本身，却将茶寓予了另一层含义。意思

是。就算“本地风光”已然富足．还是要主动品尝进而享受生

命中的“苦茶”，以检验自己的心性。参修过程中，撵容易让人

觉得玄妙．但虚云通过“采茶”解释：“山中忙碌有生涯，采罢

山椒又采茶。此外别无玄妙事。春风一夜长灵芽。”[iy41掸并不

神秘，它就是自然造化的如实状态。

人人都可以求证生命的永恒．只要专心“烹茶洗旧愁”rl!r9

即可。虚云茶诗中有意识地运用茶作为人道的契机，最能体

现他“借茶参修”实质的．是他对赵州“吃茶去”的活用。

二、对“吃茶去”的偏好及其实质

禅宗传统中。接引徒众方法众多，如“一指禅”，“棒喝”，

“黄龙三关”等。虚云尤好运用赵州“吃茶去”。《五灯会元》载：

“师问新到：‘曾到此问么?’日：‘曾到。’师日：‘吃茶去。’又

问僧，僧日：‘不曾到。’师日：‘吃茶去。’后院主问日：‘为甚么

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

日：‘吃茶去。一m赵州一律只回答“吃茶去”。这个公案令人困

惑。禅人因此被逼迫离开固有思维而向自性无限接近。虚云

常直接用这个公案截断众流。《茶次》云：“问：‘疑情不起时如

何?’师云：‘吃茶去。”【舢这样做除却景仰祖师外，更重要的
是“吃茶去”的确既雅且精．可以有效地斩断禅人的思维模

式。其诗也多次提及该公案，《阅古宿语录口占》云“又来重饮

赵州茶”，『t雕《大觉寺小憩》云“何劳饮我赵州茶”，『I蹦《和方乃

斌居士韵》云“聊献新茶学赵州”，【I坤《和刘孟涌居士韵二首》

云“赵州授法唤吃茶”。【聊酗虚云祖师对赵州“吃茶去”的重视

可见一斑。

同时．虚云又不是简单地复制．他是将公案的精神活化

于现实。如《和刘宽涵居士句三首》日：“曹溪水净无余味，客

至赵州唤吃茶。五香本具人皆共，嚼碎虚空任吐渣。”l-跗，溪水

茗茶本无味，唯人自造其香罢了．世问一切日常都因人而有。

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泯灭表相上的是非判断．使人通达圆觉

本性。但虚云喜爱这则公案并不是迷信它，诗中说得很清楚：

“小坐竹亭尘顿息。何劳饮我赵州茶。”ITS,6“吃茶去”不过是一

种方便法门，目的是“尘顿息”，如果目的已达到，就不必要再

参“吃茶去”了。

也即．虚云偏好“吃茶去”的本质原因是用以斩断弟子的

思维模式。“吃茶去”这种万能答案根本不符合逻辑，所以弟

子就被迫离开逻辑去体验禅的实在。参禅难以证悟正是因禅

者高度发达的意识障碍了灵性的外化。想不通、一愣的瞬间

恰好是灵性呈现的绝佳时机．虚云主持各处名蒯时很注重参

禅打七。在特定的场合将诸人逼入绝境，前后际断。虚云自身

也是在连打十二个禅七．于第八个禅七茶水溅到手上失手打

落茶杯而开悟的。故而虚云很难不用这个与茶关系密切的公

案．

三、虚云“茶禅”的生命境界

茶“在美学上．它有更高的境界；在文化气质上，也显得

更为清高；在品位上．更讲究人品与茶品的相得。”即舢说到

底，茶有天然的灵性，但饮者有多深的心性涵养，茶才具有多

少生命。《般若无知论》云：“用即寂，寂即用，用寂体一，同出而

异名．更无无用之寂而主于用也。”嗍说的就是“相”和“一”的关

系．是从更为彻底的般若境界来统摄二者。同时又展现着饮

者生命境界的艺术化。茶诗中所体现的生命境界主要在于

“简化”和“入真如门．圆融无二”。

佛教认为生命的障碍是无明造成的．简化自己的存在形

式．生命的真相就会呈现。虚云的简化实则是进入了生命中

最真实的领域。他谦虚地说：。山僧也学风流事。烹茶觅句对

东风。”|I"由“山僧”实质已是大智大慧．“茶”已成为超越俗世

的另一种生命存在。虚云“笑我已忘烟水梦”，忡z甘于淡薄度

日。生命简化到“瓶笙初沸茶初熟。不觉人间有岁寒”，I，瞄生

命本源就是简单朴素的饭菜。就是微火陋铛所煮的黄芽茶。

简化丽深邃。这证明人其实并不需要多少生存资料，如迷于

物欲。则心理坑洞永远也填不满。一旦内在生命得以超越，则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ItOl此

时，有客无客，自己都可以过得丰满充盈。有客时，可“煮茗联

新句”，岍，可“烹茶相对话无穷”．ItP'-o甚至“与君夜话茶饼

希”，m，无茶也可谈禅论道。夜话一宿。无客时，吖]前清浅

水，风飘几片花”。Ⅱ印“饭罢茶余无个事，白云为我掩柴扉”。ft砷

哪里还有虚云和尚在修道谈茶．分明是能所无别。空有具遣

了。正因为简化到“空性”。才是“无”，才可以虚含万象，“照

见”万物。

总体而言．并非谁都会产生这种“茶禅”意识，虚云将茶，

诗，禅三种元素合为一体，由禅统摄，达到了“用”和“体”的融

合，同时展现出了他简化而深邃的圆融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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