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郭郭 亮亮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言言 岚岚 校对校对：：张张 武武文化周刊B3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88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22823906

民风民俗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千百年来，“茶性本洁”的说法
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太湖茶俗》
中便向我们展示了以茶敬神、以茶
祭祖、以茶举丧等敬祖祈神的茶俗：
在太湖地区，茶农会用“头茶”供奉
菩萨；江浙民间流行“除夕以茶酒果
饼祀床神”以“祈安寝”的风俗；江南
茶农则会奉上新茶祭祀祖先，请祖
先“尝新”……

在我们茶陵，以茶为祭也是广
泛盛行的民俗。在某些节日，如清明
节、年节等，我家都要以茶酒祭祀祖
先，特别是鬼节的时候，全族的人都
要奉上茶水点心到祠堂里进行群体
祭祀，鬼节时得在祠堂奉上 5天的茶
水（从农历七月十一到十五），族人
都是约定由各家轮流侍奉茶水，寄
托了人们希望在死后犹能聚在家
乡、品饮家乡水的愿望。

在丧葬习俗中，茶的地位更为
重要，太湖之滨的浙江地区，人们在
给亡人入殓时，为了保持亡者清醒，
不被阴间的鬼役灌迷魂汤，往往在
死者手中置茶叶一包，另用甘露叶
做成菱的形状置其手中，人们认为
这两样东西能让亡者保持清醒，口
渴时可以食菱喝茶，就不必喝“孟婆
汤”，也不用去阴间服杂役。

在茶陵，更有“无茶不举丧”的
说法。丧礼中，会有专门的奉茶人，
负责给亡者换茶，这一般是家族中
老者的工作；前来悼念的客人会为

亡者敬茶，分三次撒于地上；早些年
盛行土葬时，部分地区死者的枕头
要用茶叶作为填充料，称为“茶叶枕
头”，一是可消除棺木内的异味，二
嘛，则寓意死者至阴曹地府要喝茶
时，可随时取出泡茶。

从太湖到茶陵，空间上是一千
多公里的距离，迥异的吴越文化和
湖湘文化却在茶俗一途上有着太多
的共同点。

想起刚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
得知我的籍贯的时候，总会下意识
地问我，你们茶陵是不是漫山遍野
的茶树？我却不知如何回答，在我成
长的过程中，家乡的茶园慢慢地少
了很多，记得小时候，邻村的小山谷
就有个茶园，我们读小学时还去义
务采茶呢，现在也只存些遗迹了，尤
令我神伤的是，儿时常见的那些繁
琐而温情的茶俗受到了很大的冲
击，变得简化而随意……

值得庆幸的是，家乡茶陵这些
年对茶文化的推广不遗余力，打造
了“天下名茶大观园、天下茶人寻根
地、世界茶人精神家园”的中华茶祖
文化园，出产的“茶祖·三湘红”在
2015 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获中国
名茶“金骆驼”奖，并获红茶评比第
一名……我希望，茶陵的茶能由此
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传承数千年不
绝的茶陵茶俗亦能在新时代散发永
恒的魅力。

在众多的地方方言中，我认
为攸县土话很奇特。

攸县土话中有些词汇属于
专指、特定。例如：攸县话“捋豆
荚等”，当中的“捋”，“等”就是特
指的。捋，就是插的意思，但又不
全是插。我们可以说把刺刀插入
敌人的胸膛，却不能说把刺刀捋
入敌人的胸膛。捋，专指插瓜果
蔬菜的竿。一说到捋，我们眼前
就有滕蔓缠绕的感觉。同样的，
等，专指捋瓜果蔬菜的竿，若用
在其他地方就会出笑话。八竿子
也打不到的亲戚不能说八等子
也打不到的亲戚。又如“盘”泥
鳅，就是扒开稀泥捉泥鳅，此处
的“盘”，也只能用于抓泥鳅。

攸县土话表达的内容非常形
象、生动。传说陈之駓到乡下去，
在一个凉亭歇息，只见一个人匆
匆来到凉亭。有人问他赶什么去，
他说到县城去会陈之駓。“听说陈
之駓会讲，我会写。我要跟他比试
一下，看是他会讲还是我会写。”
陈之駓听了笑着说：“不要去找陈
之駓了，我是他学生，你先跟我比
试，赢了再去找他。”这人欣然同
意，拿出文房四宝。陈之駓见他做
好了准备，用攸县土话说：“唏嘿
唏嘿一担谷，呢呃呢呃担到屋，嘻
哩竦咙推成米，布 嚕 布 嚕 煮成
粥。”陈之駓讲完，这人还睁大眼
睛望着他，根本没有动笔。看，攸
县话多形象，多生动。又如，攸县
某妇女死了丈夫，往往边哭边数：
哎呀，我的爷啊……攸县人一听
都知道她死了丈夫，外地人还以
为她死了父亲。把丈夫叫作爷，把
女人对丈夫的情意，爱意，敬意全
都包涵进去，形象地表明了夫妻
间的恩爱。

攸县话表达的意思准确、细
腻。例如：说某个地方不卫生。普
通话通常是用脏，不卫生，不干
净这类干巴巴的词汇。攸县话就
不同。如果对小孩说，往往用“耳
稀个”，如果不卫生的地方不大，
用“夹无个”，大面积的地方不卫
生，用“奥驺个”，“死邋遢个”，如
果脏得让人心里难受，攸县话用

“生孽个”来形容。当然，这些语

言，只有攸县人能听懂。攸县人
还喜欢在有的词前面再加一个
字，使它更富有表现力。比如：

“焦干个”，“稀瘦个”，“革糙个”，
“来胖个”，“蛇苦个”等等。前面
这个字，更强调后面这个字，使
其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

攸县话读起来朗朗上口，很
好听。就像上面所讲的陈之駓那
段话，不管你读也好，唱也好，都
很动听。又比如，一个人在犁田，
用攸县话唱山歌：牛缰条子高高
举哎，舍己就能多打谷，种田人
都想大丰收哎，莫让人说我磕下
颏。牛缰条子，用普通话说，应该
是犁田赶牛的小竹竿，磕下颏，
用普通话说，应该是给父母丢
脸。如果这歌用普通话唱，变为：
犁田赶牛的小竹竿高高举哎，勤
劳就能多打谷。农民都想大丰收
哎，莫让人说我给父母亲丢脸。
看，又拗口又啰嗦，远不如攸县
话那么好听。

当 然 ，攸 县 话 也 有 两 个 缺
陷。一是土话里面有土话，方言
里面有方言。正宗，标准的攸县
话，被认为是城关、新市一带的
话，外来语言污染较小。而山区
和北乡人讲话卷舌音重，又 an、
ang 不分。渌田话与攸县城关一
带的标准攸县话差距较大。桃水
人讲话更有味，“捞箕丁板凳”，

“新鲜辣椒新鲜鱼”，更是受衡山
话的影响，与正宗的攸县话也有
不同。二是攸县话外地人很难听
懂，影响交流。“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攸县人讲普通话。”好在攸
县人胆大，普通话中夹杂着攸县
话。也敢讲出去。

当前，随着人口的流动，攸
县人走出了家门，可以说，全国
各地都有攸县人，都可以听见攸
县话。可惜，你如果到外地听见
了攸县话，尽管觉得乡音亲切，
却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此
外，小孩子从幼儿园起学普通
话，以至于一些小家伙不会讲攸
县话了。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普
通话固然要学好，那充满乡土气
息，乡土文化的攸县话也不要
丢，丢了可惜。

难得的晴天，想找个地方轻
松一下，突然就想起了湘江边上
的空灵岸。

上了一个很陡的斜坡，只见
一巨大庙宇。十分幽静，不见香
客。寺庙前十分干净，并无落叶
和灰尘。全没有清代陈鹏年描绘
这里所说“古藤蟠鸟迹，宿草带
龙腥”的感觉。我开始围着这庙
宇转悠，看到了不少精妙对联。
如挂在巨大楹柱上的佚名作者
的对联：

座上莲花，占断西方三月景；
瓶中杨柳，添来南海一枝春。
再一抬头，又看到了聂鑫森

先生撰写的对联：
岸边津渡，洲头渔火，江流

下洞庭，庄严道场千年犹盛；
云外钟声，风里烛光，沧桑

阅人世，悲悯襟抱万法皆空。
不禁想道，聂先生那“抱”字为

何不改为“怀”字呢。边走边思索，
又看到了聂鑫森先生另一副对联：

江清月小，正印禅心澄静；
寺古年长，好修佛理渊深。
空灵岸始建于南北朝梁武

帝天监七年（公元 508 年）。中奉
观音像，所以又名观音岩。难怪
我一路问来，当地居民都不知我
所云，只一个劲地问我是不是去
观音岩。

继续往前走，看到一小巧牌
坊上书“空灵岸”字样。过牌坊，
有长百余米石壁栈道，蜿蜒曲
折，很是险峻。难怪清代高僧叹
息“岸亦飞来者，巍然势若浮。”

“凿险若神工，履阴疑鬼啸”。寺
后有石洞，奉观音大士像。佛像
后有一清泉涓涓流出，被称作

“仙泉”。清代蓝家谷有联曰：
洞口开自哪年，吞不尽潇湘

奇气；
岩腹藏些何物，怕莫是今古

牢骚。
岩 洞 往 下 百 余 步 ，见 一 巨

石，上建杜公亭、梅花阁。据载，
唐杜甫曾溯湘江而南经此地，攀
援登临，留下《次空灵岸诗》。所
以清代邑人在这里建了杜甫草

堂、杜公亭。查资料发现，清代高
僧惟虚、敬安，唐代张叔卿，清代
陈鹏年、吴登鸿、丁德皋、王 闿
运、郭笙愉、李石梧等文人雅士，
都在这里留下优美诗篇，增添了
山水奇趣。清代彭玉麟有题空灵
岸联：

舟楫渺然，怀古竟随癫米拜；
经过偶尔，寻幽如到浣溪居。
还有一副佚名题空灵岸壁

联，似是警告世人，耐人寻味：
既到悬崖休失足；
未随流水不回头。
据说空灵寺历来香火鼎盛，

名声远播。一九八七年政府重修，
增其旧制。依岩修筑山门、栈道、
三圣殿、藏经楼、大雄宝殿、地藏
阁、钟鼓亭、僧舍等，红墙金瓦，蔚
为壮观。方毅、赵朴初、李立、李铎
分别题写了空灵岸、三圣殿、佛光
普照、大雄宝殿金匾。如今的空灵
寺成了湖湘人民礼佛膜拜、休闲
旅游的圣地。真可谓：

秀岛横江，锁渌湘奇气；
灵岩矗岸，悦衡岳风骚。
回来的路上，我寻思着“空

灵”的含义，却是茫然。不禁想起
了冰心散文里的话：“有时半夜
醒来，万籁俱绝，皓月中天，翛然
四顾，觉得心中一片空灵。”又记
起朱光潜先生所说“一般人不能
感受趣味，大半因为心地太忙，
不空所以不灵”、“物界永远不沉
寂的。你的心界愈空灵，你愈不
觉得物界沉寂，或者我还可以进
一步说，你的心界愈空灵，你也
愈不觉得物界喧嘈。”

这样想着，一阕词便在脑海
浮现：

江水绿如茵，浪静风平，空
灵仙寺一声钟，听到痴愚应醒
悟，涤尽凡尘。

夜卧小舟中，万籁无声，忽
闻村犬两三声，触动离愁眠不
得，曙色匆匆。

（注：空灵岸附近有空灵滩，
最早名空冷滩，湘江冲击河滩巨
石，发出“空冷冷”的声音，今称
昭陵滩，空灵岸因空灵滩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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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攸县土话
刘宗良

株洲文脉

千载空灵岸 悠悠湘水情
左建军

我的家乡茶陵是全国唯一
以茶命名的县，和茶以及发现茶
的神农氏都有着奇妙的渊源。陆
羽《茶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
茶茗”，古名茶乡；宋代罗泌《路
史》记载炎帝“崩葬于长沙茶乡
之尾，是曰茶陵”；清史《长沙古
志》记载茶陵境内东北的景阳山
又称“茶山”，湘江一级支流洣水
在茶陵被称为“茶水”……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茶
祖神农氏不但教会了茶陵人采
茶喝茶，还在美丽的茶乡留下了
独具特色的茶风茶俗。

近读朱年编著的《太湖茶
俗》及冈夫先生写的《茶文化》二
书，我发现，太湖周边地区茶叶
的种植、品饮以及以茶为礼、以
茶会友、以茶待客、以茶为市、以
茶为肴等多种民风民俗，与我的
故乡茶陵相似。

作为礼仪之邦，客来敬茶是最
常见的礼仪。在民间，不论饮茶的方
式如何简陋，客人一进门，必敬上一
杯热茶，表达主人的一片盛情。《茶
文化》中提及，平常上门，在江南，主
人会泡上一杯香高味醇、清汤绿叶
的“龙井茶”“碧螺春”；在东北华北，
主人会端上香气馥郁的茉莉花茶；
在华南，主人会端上小壶香郁味醇
的乌龙茶……

在我们茶陵，茶也是人们必不
可少的待客之物。在县内，茶俗因地
而异。县境东部的火田、秩堂等地以
茶待客的方式较为丰富，待客多用
什锦茶，即用盐姜、红枣、芝麻、豆
子、茶叶泡的茶，香甜咸辣，别有一
番风味，喝下去往往会贪杯；我家在
腰陂镇，敬茶比较讲究，如倒茶最好
是七分满，所谓“倒茶只需七分满，
留下三分是情谊”，太多或太少都会
被认为不识礼数，杯子必须是完好
的，不能有小缺口，即对尊贵的客人
祝愿顺心，没有磕磕碰碰，待客主要
使用云峰绿茶，产于云阳山顶，茶叶
外形细秀，色泽墨绿带霜，香气清
高，滋味鲜爽、浓醇；马江、浣溪、界
首等地则以清凉井水冲甜酒糟为茶
招待贵客；不用见怪，喝客家茶会觉
得苦，因为居住在桃坑、浣溪山区的
客家人常饮用山茶泡的浓茶，越苦
涩味越佳。

在《太湖茶俗》中，湖州德清地

区的“打茶会”是一种纯朴的民间茶
道，通常是一家做东，由东家出面邀
请姐妹好友或邻里乡亲至自家“打
茶会”，熔茶香、水美、人好于一炉，
便于联络感情。

茶陵没有“打茶会 ”的明确说
法，但乡妇们习惯用茶来招待左邻
右舍。各家妇女喜欢在农闲时聚在
一起喝泡茶，她们是今日东家泡，明
日西家泡，轮流为东。吃泡茶必有茶
点，但没有喜庆节日或来贵客那么
齐备，只是随便摆上三四样粗茶点，
如红薯片、玉米、花生、瓜子之类。她
们边喝边聊，这往往成了她们的“新
闻发布会”或“信息交流会”，也是她
们解决问题的场所。每次喝，没两个
多钟头收不了场。气氛十分友好热
闹。俗话说的好：“茶是草，客是宝，
茶客一来不得了。”如此以茶待客，
也足以说明茶陵民风的纯朴热情。
在融洽邻里关系中，茶俗是功不可
没的。

在我国传统婚俗中，茶历来
是“纯洁、专一、多子多福”的象
征，民间笃信“茶不移本，植必生
子”，取其“不移志”之意，又因

“茶性最洁”，可示爱情“冰清玉
洁”；茶树多籽，可象征子孙绵延
繁盛；茶树又四季常青。寓意爱
情“永世常青”……人们往往用
清纯高洁的茶来祝福新人们未
来的生活幸福美满。在形形色色
的“茶礼”中，婚嫁中的茶礼得到
广泛应用，《太湖茶俗》中就介绍
了很多婚礼中的茶俗：

在婚前，茶成为民间男女婚
约的重要形式。男家向女家送茶
（聘 礼），称 之 为“ 下 茶 ”或“ 定
茶”，男家下的“茶礼”中，要准备
一定数量的茶叶（一般是四个大
罐及数十个小罐），而女子一旦
接受聘礼，则称为“受茶”或者

“吃茶”，表示两家已经有了婚
约，民间也素有“好女不吃两家
茶”的说法，受茶后女家会把大
罐的茶叶留着自家用，小罐分送
至亲友邻居，也是宣告婚约的方
式之一，此时置办的订婚酒宴，
便称为“接茶酒”。

婚礼中，太湖周边浙江地区
结婚有“上三茶”的仪式，第一道

“白果茶”（寓意白头偕老），第二
道“莲子茶”或“枣子茶”（连生或
早生贵子），第三道清茶一杯；而
太湖对岸的苏南地区，则有开门
茶的习俗，新郎至新娘家迎亲，进
一重门，要作揖一次，一直至堂屋
见岳丈岳母时止，进入厅堂后，有
人献茶三次，新郎需饮茶三次以
尽礼，耐心地等待新娘上花轿。

新婚后的第二天，女方的长
辈要去男方家做客，称“望潮”，
须随身带一包上好的咸茶，双方
边饮边聊，称之为“亲家婆茶”；

“望潮”后，婆婆需到新娘子娘家
去，邀请女方亲戚再次至自己家
中喝喜茶，即“新娘子茶”；传统
民间婚姻中媒人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婚礼完毕会酬谢媒人，上好
的茶叶是必不可少的，带有双方
父母的期望，希望媒人所作之媒
能像“茶不移本”那样天长地久，
民间俗称即“谢媒人茶”。

这些婚礼茶俗和我们茶陵
的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定茶”

“受茶”“亲家婆茶”“谢媒人茶”
等。不同的是，我们茶陵在婚礼
中，还有一道程序是“过茶”，即
结婚前一天在女方家办酒宴，男
方家需带点钱、几百斤肉、茶、杯
子之类的东西送到女方家，以示
心意。

在婚礼中，茶陵各地“三道
茶”是不同于太湖地区的。在茶陵
桃坑等地客家人家结婚时，新娘
子入门就坐后，就会有人送上三
道茶：第一道是苦藤茶，味道极
苦，表示新娘子嫁到夫家后，要能
吃得苦受得累；第二道是野蜂蜜
茶，味道很甜，表示只要夫妻勤
劳，今后的日子会甜如蜜；第三道
茶是本地的山茶，采自野茶树，初
入嘴苦涩不堪，而回味却有丝丝
清甜，寓意人生回味悠长。

婚 后 ，我 们 村 是 非 常 在 意
“回门茶”的，即女子结婚后，携
夫婿首次回娘家探亲之后，必带
着由娘家备发的蚕豆、茶点分送
男方亲邻，以表心意，男方亲邻
会据此来看新娘娘家的礼数。回
门之后，家族里还必须有“请新
娘子茶”，即男方家族里各家请
新媳妇喝茶，也是一种认亲的方
式，桌上最好是用新碗，寓意新
人婚姻圆满幸福。因此，我的家
族里每一位堂嫂进门，母亲都会
精心准备茶点饭菜，请新娘子至
家里做客，临走时都会叮嘱堂嫂
们说“这是婶婶家，以后要经常
来玩呀。”

不特如此，在茶陵的浣溪等
地，还有种植长生茶的习俗，即
在小孩出生后，在埋葬胞衣的地
方 栽 上 一 棵 茶 树 ，定 名 为 长 生
茶，寓意是希望小孩像茶树一样
健康长寿。

遗 憾 的 是 ，《太 湖 茶 俗》和
《茶文化》两书中，没有涉及婚俗
中茶俗的演变。在我的印象中，
时代在发展，传统的婚礼茶俗也
发生了变化，一个显著的表现便
是程序简化了，茶叶往往被其他
东 西 所 替 代 ，甚 至 部 分 地 区 的

“定茶”，直接带钱去就行了，再
不见那繁琐的大罐小罐；富裕的
人家开始倾向于在酒店办喜事，
即连“过茶”也省了，这样虽然更
简洁，但我总觉得少了点韵味。

以茶待客

以茶为祭

茶与婚俗

茶陵古城墙

正在茶园采
摘茶叶的茶陵茶
农（资料图）

曾 获 中 国 名 茶
“ 金 骆 驼 ”奖 的“ 茶
祖·三 湘 红 ”便 由 茶
陵出产

茶陵的中华茶祖文化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