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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渊源，讲求“敬”与“和”的意趣

茶之慢生活

作为国家高级茶艺师，丁浩每天的生活轨迹已经与茶水乳交融。早上空腹喝一杯生普，用

来调理肠胃和排毒。茶的种类和对茶品种的喜好，不一而足，全凭心境的斗转。“早上醒来，总

有一种没有睡醒的状态，我一般会选择岩茶，香气浓郁，能够让自己尽快地进入状态。所以说

我们喝茶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

师从浙江大学茶学系的童启庆教授之后，对丁浩的人生规划产生了巨大改变。“每一个

流派都有自己茶道的理念，还有它的固定表现形式。严格意义上，中国没有代表性的茶道体

系。你说你是标准的，我说我是标准的，没有一个被官方认可的或者被大众认可的体系。童启

庆教授算是中国现代茶艺领域的泰斗，她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茶艺专业的茶学教

授，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中国的茶艺之美，并编写成课程。在2000年，我们开始有了茶艺

方面的书，包括茶道、中国茶知识，这些内容都由她来编著的。目前在她带头之下，我们做了

一个‘童一家’的茶道体系，想把童老师的所学、思想，还有她的一些茶艺理念进行学习和推

广。”据丁浩的了解，中国的茶学以种植、栽培为先，然后是加工、茶叶化学和深加工。

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体系，但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茶的文化历史悠久。丁浩认为，从传承

来讲包括文化的传承和习俗的传承。茶其实就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喝茶是很平常的事。

在传播茶的过程中，丁浩专注的课程体系是茶与健康，第二个是科学饮茶，只有科学饮

茶才会获得健康。饮茶的工序，对他来说，并不是根本。“因为在宋代，我们就说柴米油盐酱醋

茶，茶从一个习俗的贡品变为一个生活的必需品，它不仅调味，也调理身体。”

丁浩认为，茶首先是修身养性的，它是慢生活；第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很多茶是有香气

的，让人愉悦、舒缓，让人的精神和状态变得不一样，香气还能诱发大脑创新和开拓，思维活

跃；再一个，茶氨酸可以促进多巴胺的生成，茶可以让人迅速提起精神，思维更敏捷。

茶之慢生活，并非一蹴而就。丁浩常常问他的学生，回去有多少时间练习泡茶，学生们总

说没时间。“其实每天只要拿出20分钟就可以了。当你抛下手里所有的事情，花20分钟找到一

个安静的地方，哪怕只找一个玻璃杯，泡一杯茶，闭着眼睛慢慢品。20分钟后再投入工作，状

态也会完全不同。茶能帮你提神，茶里的咖啡因需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后才会起效。茶是一

种很神奇的东西，咖啡因作用于你身体的效果是强烈而短暂的，而茶氨酸是安神的，它会让你

镇静下来，把脑子里的思路理一理，长久而缓慢，很温和，所以需要长时间喝茶才能达到这种

境界。”

历史控的“茶经”

说起中国茶道的历史，丁浩饶有兴致，他坚持通过考证和史料记载来求证中国茶道的文

脉：“在宋代，茶里添加了大量香料。而唐朝时，除了加香料之外还会加盐等味道，都是为了

让茶更好喝。到了清代之后，茶的形式有了变化，开始泡功夫茶。泡茶对茶的原料要求比较

高，加工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才会渐渐有了‘明前茶’这种说法，泡茶的器皿以紫砂壶为佳。当

然陆羽在《茶经》中有所记载，他经过大量研究得出经验，如何体现茶的味道和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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