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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叶落至暮秋，红梅凌雪岁

将过。冬去春来百花绽，玄机观前

客来求。又是一年，有一宾客前来

玄机观拜仙。此人头戴蓝色纯阳

巾，身着蓝色宽袖长袍，腰束朱红

丝带鸾绦，背着一柄浙产龙泉宝

剑，下颔飘动五绺黑须，淡黑脸庞，

透出光鲜，显现出四方游侠的方士

风貌，配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

透露出一派仙风道神。此人来到玄

机观东园门前，拉响了门铃。在一

阵叮呤呤清脆铃声的召唤下，从东

厅走出个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小

道姑。她步若行云寂无声，打开园

门，彬彬有礼，轻声宽语地朝来客

施礼说：“客官万福！”来客也躬身

答礼说：“谢礼！”小道姑紧接着说

道：“有烦客官往上一看。”那宾客

仰头往上一看，只见门上悬有匾额

一块，上书“无诗毋进”四个金色篆

体大字。那客官微微一笑，从怀中

取出一方锦笺，上有诗文一章，题

为《侠客行》，下书诗文六句，云：

欲出鸿都门，阴云蔽城阙。

宝剑黯如水，微红粘余血。

白马夜频惊，三更灞陵雪。

诗的开头一句，写的是来客的

出发地点，乃是河南洛阳城的鸿都

门，当时阴云笼罩着全城，向前看

去天昏地黑，但侠客还是出了门。

第二句写的是侠客所带的宝剑非

常锋利，寒光如水，在阳光的映照

下，如同沾上鲜血一般，伴随着侠

客游走四方，吓得歹人退避三舍。

第三句写的是坐骑白马，陪伴着侠

客在黑夜里狂奔，还发出了一阵阵

嘶鸣，打破了深夜的寂静，穿过白

雪皑皑的大道，来到长安探望一个

人。小道姑虽不通诗文，却会识字。

她被诗中的意境所动，马上打开东

园正门，请客官进园坐于花亭上，

端出早就准备在这里的一紫砂壶

的茶以及三碟茶点，请客官稍坐，

返身把诗稿送入东厅内。客官揭开

紫砂壶一闻，就觉得有一股清香直

贯头顶百会穴，令人振奋。饮了几

口再揭壶盖，见茶汤中间浮起一朵

白花，如新开的一般，四周聚集着

绿中带白的茶芽儿，向人展现它的

风雅。客官又盖上壶盖，从壶嘴慢

吸数口，又是一阵清香，原来这茶

就是“二白茶”，出自扬子江南。客

官再看三碟茶点，一是大小如秋桃

的小饼，放入口中就自动粉碎，不

必咀嚼；二是状若螃蟹，乃是用麦

粉油中沸煮而成，其名就称“麦

蟹”，吃起来又香又松；三是状若蚕

蛹，颜色金黄，吃之外脆内软，润之

又甜。客官尝过“二白茶”与“三茶

点”，突然从记忆中悟出，其源出于

剡东天姥，天台铜柏。他曾用过多

会。当地百姓常在喜庆日子用之，

俗名称“桃酥”、“麦蟹”、“金枣”。就

这样，他食欲大开，把这些茶点一

古脑儿食之于肚。不一会，小道姑

从东厅开门出来，走到客官的面

前，非常非常恭敬地行了一礼说：

“先生，咱家女冠拜读诗文后，知你

才高，有请进东厅一坐。”宾客欣然

答道：“诺！”答罢就起而拂拂衣襟，

跟着小道姑往东厅宽步而去。大约

在花径上行至五百步之遥，便手扶

雕栏拾级而上，就入之东厅，突感

气宇不凡，抬头一看，这东大厅好

不宽宏，两侧各有十八根廊柱。一

律大红为衬，黄金为饰，上描百鸟

竞飞，百花争艳。两柱间均有雕棂

为栅，伏于窗框内里。窗下各有黄

檀或红槲桌椅无数，数不胜数，铺

排开来，至少有半千坐席。聚集一

堂共开茶宴酒席，同观百戏歌舞，

可眼前仅置一桌于大厅中央，桌上

放一紫砂壶，另有三碟茶点，四件

文房墨宝。小道姑眼瞄紫砂壶与茶

点碟，臂展风翅，指捏兰花，敬请客

官入座品饮香茗享用茶点。此壶茶

与上壶茶大不相同，此茶名为“红

男绿女茶”，红男指桂花，绿女则为

茶芽，两者一调合，香味特浓郁，当

为晚唐茶冠。三碟茶点也与上三碟

大不相同，虽同入一地一源，然大相

径庭，色香味迥异。这三碟茶点：一

是“春卷含心”，将薄似纸张的春饼

卷入鲜红瘦肉馅，均切三寸一段，用

菜籽油沸煮而成；二是“芝麻条”，以

白芝麻揉合米粉，制成条状再油沸

而成；三是“胖大海”；用米面粉裹以

饴沙而成。客官曾走游四方，是见多

识广的豪客，经他一看就知，后三碟

茶点也是来自剡东天姥，天台铜柏。

他心中虽有一惑，为何玄机观中茶

点都会来自同一源？但他也不去多

究，也就将这三碟茶点啖之于口，咽

之于腹。饮罢食毕，小道姑又来到客

官的面前作躬身一拜道：“我家女

冠，请先生再赐一诗。”那客官应了

一声“喏！”由小道姑匀墨，客官提笔

在素笺上直书一诗，顷刻即成，曰

《宿一公精舍》：
夜阑黄叶寺，瓶锡两俱能。

松下石桥路，雨中山殿灯。

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

还笑长门赋，高秋卧茂陵。

这首诗是客官夜游天姥山东山

寺的即兴之作，想不到来至长安玄

机观竟会吃到来自天姥山的深山茶

与茶点，便情不自禁把这首即兴之

作又来一次即兴，把这首诗写了出

来，交与小道姑去送给玄机观的女

冠。小道姑把这首诗送上东厅阁楼

上。不多时，就听得东厅阁楼上响起

急切的脚步声，接着是下楼声。随之

是一刹那的沉寂，咕拉拉的一阵响，

东厅旁门被砉然洞开，显示出鱼玄

机的身形。她已比在襄阳时成熟很

多，再加一身道装，带出浑身仙风道

骨，双目紧盯住那客官，嘴唇在微微

抽搐，一步一步地走近了他，他也一

步一步地走近了她。两人四目互相

紧盯对方，相互颤抖着对看了许久。

鱼玄机终于感情爆发了，她喘着气

说：“飞卿！你到哪里去了？直到今

天才来看我！你终究到哪里去了？”

所称飞卿，就是温庭筠，他听到鱼玄

机这样责怪他，很不好意思地说：

“蕙兰，你妈妈在襄阳可好？”鱼玄机

见问，不由得两泪直流，哭着说：“我

将妈接到长安，在道观只过了二年

安稳日子，教会我们做茶点的手艺，

就抛下我归天去了！只让我一个人

活在世上，我鱼蕙兰好苦呀！”说完

就带着一头汗水和泪水，扑向温庭

筠，抱住他的项颈不放，一个劲地往

温庭筠的脸上擦泪水，害得温庭筠

很不好意思。他看了看站在身边的

小道姑，羞得脸上热辣辣的，就附在

鱼玄机的耳朵说：“蕙兰，她在看着

我们呢！多不好意思呢，快放开我，

我们坐下来说，好不好？”鱼玄机不

但没有放开温庭筠，反而搂得更紧

地说：“我如今无爹无娘，只有你一

个兄长！”鱼玄机把头一侧，偎在温

庭筠的胸脯上，咬着牙说：“我一定

不放你走！”温庭筠很受感动，一边

用袖口替鱼玄机擦眼泪，一边温和

地说：“蕙兰妹子，你放心，我是不会

走的，多亏令孤丞相向皇帝推荐，让

我在国子监任助教，上个月已经到

任，将在长安居住。我会常来看你

的，你尽可放心！”鱼玄机听罢，欣喜

若狂，将温庭筠搂得紧紧的，还撒着

娇说：“不，我要你住到这里来，早晚

可以见面！”温庭筠面露难色，对鱼

玄机说：“这……恐怕不太好吧！”站

在旁边的小道姑过来插言说：“这有

什么不好的呢？你是姐姐的亲人，就

是我的亲人。我们一家人，就应当住

在一起！”鱼玄机又插言道：“绿翘说

得真好！”原来这小道姑就是绿翘，

她又接口说：“我们姐妹保你住得

好，睡觉休息有闺房，读书写字有书

房，招待朋友有客堂，入浴洗涮有澡

堂。我姐妹保你三餐吃得好，菜肴我

来烧，餐餐花样调，大哥你就住下来

吧！”温庭筠听绿翘话语说得伶俐，

由不得笑了起来，就问鱼玄机说：

“绿翘妹妹俗姓是甚？”鱼玄机也笑

着与绿翘同声回答说：“俗姓黄，现

姓韩。”温庭筠觉得很是新奇，便念

叨起来：“黄韩六巧，六巧，真巧！”就

这样，他就在玄机观里住了下来！

常言道：“无巧不成书。”温庭筠

和鱼玄机一个是孤男，一个是寡女，

却写成了一部“大悲咒里的大悲

书”。他住在玄机观里受到玄机、绿

翘两个妹妹的细心照顾，可他有福

不会享，仅享了十个月，就生起病

来。这病有点蹊跷，他的朋友杜羔

说他这病是打光棍滚出来的，光棍

汉明里自由自在，任意走游四方，实

地里无人关照，饱一顿，饿一顿，毛

病就出来了。温庭筠的病好怪，开始

时三餐用罢馔，肚气往上冲，就要打

嗝，打会儿就停止，只是肚子里很不

舒服。鱼玄机就拿出舅父给她的剡

东天姥山茶，加上姜片烹煮成汤让

他喝，果然止嗝，肚子也好受了点。

既然饮茶有效，玄机与绿翘也就不

把这病放在心上，以为嗝来茶姜止，

非常便当。谁知当年年底气候寒冷，

风雪交加，冰凌参差，玄机观中剡东

天姥茶存量有限，那里经得起温庭

筠的长期连续消耗。常言道：“良药

常用则疲”，何妨茶与生姜，到了年

底已是一叶无剩。玄机与绿翘只得

用陕西产的紫阳茶代替。初时也能

见效，时间一长效用渐淡，直至不见

生效。请方医诊治只说病入膏肓，

无药可治。再请太医，断言更凶，说

是早作准备，必然归天。到后来三餐

难以下咽，强行吞食，则恶心翻吐，

一定得戽底吐尽，出血方休。温庭筠

深知自己将死，托人请来在长安做

官的好友杜羔，要他雇人用马车将

自己运到长安东门外灞陵山神庙安

顿。鱼玄机与绿翘听了不忍，千言万

语劝解他留在玄机观内。温庭筠悲

惨惨地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玄

机观是贞节烈女修道的所在。如若

让飞卿死在这里，必然引起流言蜚

语，到时有口难辩，必然毁却玄机观

的名声。吾温庭筠与玄机，绿翘二位

妹子虽然光明正大，但人言可畏，纵

然巧舌如簧，也难分清黑白，世上多

少冤枉事，从何而来呢？屈原投江，

子胥悬首，李陵碰碑，岂能一一剖

白。我若死后，请杜羔兄代为葬殓，

两位妹妹还是远之为上。”温庭筠说

完这一席话，已是气喘吁吁，上气接

不得下气，闭起双目一动不动地躺

在床上。杜羔与鱼玄机，商议几番，

觉得温庭筠所言，句句在理，决定依

照他的意思去做。杜羔从襄阳请来

几个亲朋好友和家员，赶着自家的

马车，从玄机观将温庭筠送至长安

城东门外十多里远的灞陵山神庙安

顿，并留下两个亲信家员在那廂照

料。此时，温庭筠已呈昏迷状态，过

不了几天，他终于闭紧眼睑归天去

了，享年五十六岁，无声无息地结束

了他的一生。死后第二年，杜羔又

派亲信家员去剡东天姥找到鱼玄机

的舅父，要来一大把茶籽，撒于温庭

筠坟茔周围，当年就长出茶苗，再一

年又长成一片小茶树，总算圆了温

八叉的“绿茶梦”。

唐懿宗李漼在位执政十四年

（公元 860年 ~公元 873年），当年

虽然天下多灾多难，可终于让他勉

强维持下来。温庭筠死后第二年，

鱼玄机抑郁而亡，终年二十五岁。

到温庭筠死后第八年，懿宗皇帝

青春不久，溘然长逝。由唐僖宗李

儇即位，第二年天下饥荒，发生王

仙芝率领饥民起义。第三年又有

黄巢起义。唐室天下就此走向混

乱衰败。因天灾人祸，茶业也频受

摧残。唐皇朝败落之后，代之而起

是五代。所谓五代就是五个短命皇

朝，都以大梁（今河南开封）为京城，

分别是后梁（十六年天下）、后唐（十

三年天下）、后晋（十一年天下）、后

汉（三年天下），后周（九年天下），总

共只有五十三年天下。这些短命皇

朝相互间勾心斗角，哪有精力关心

民间百业，茶业走的是下坡路呢。倒

还不如十国，所谓十国就是十个地

方割据势力的政权，使其域内处于

相对的安定。当年浙江全境与江苏

部分地区建有吴越政权。吴越王钱

镠临安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贩卖私

盐为业，常遭官府追捕，曾贩盐途经

剡东石牛镇，官兵闻讯追捕。他只身

避入石城寺，受到僧众掩护而脱险。

离寺时在佛前许愿：“如有出头之

日，必兴寺礼佛。”当建立吴越国称

王后，竟忘此事。夜梦有老僧诫曰：

“许愿不还，何以取信于民？”醒后顿

悟，遂赐钱八十万在石城寺起三层

弥勒宝殿，又建屋三百余间，赐名

“瑞象寺”。从此，寺院香火鼎盛，甲

于东南，后梁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吴越王钱镠开始析剡东西十三

乡置新昌县，县治设在石牛镇，即今

大佛城附近一带。吴越管辖浙江全

境及江苏部分长达七十七年（公元

902年 ~公元 979年）直至北宋太

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四年才归于一

统。这时，北宋建立已有二十四年，

才由吴越第四任王钱弘俶归顺北

宋，实现全国统一，中间也没有经过

战争，而北宋第一代君皇宋太祖赵

匡胤已经过世四年，故而江浙的经

济，包括茶业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到

了北宋立国之初，国情平安，经济繁

荣，茶艺比起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唐

人饮茶喜欢添加辅料，如姜、葱、蒜、

橘皮或花卉、香草等加以烹煮，可是

这样就改变了茶的原汁原味，又削

弱茶的原有功能，如提神、清心等。

因而茶圣陆羽并不主张加料调味。

到了宋朝，茶的种植、选种、选土、选

水、选地点朝向，都较唐代有更大的

讲究，致使茶的品质不断提高，茶味

也越来越佳，这与茶的“点泡法”不

无关系，与茶艺、茶具的讲究也有因

由。从此，再也不添加辅料。不过，

宋代的饮茶法是唐代饮茶法的延

续，可是比唐人饮茶法大有进步，其

程序化缩减，当时流行的程序叫做

“点泡法”。宋人的“点茶”与唐人的

“烹茶”大相径庭，其不同的核心价

值集中体现在“茶味”，方法的焦点

在唐饼（茶）宋散（茶）。

北宋初实现了皇朝的大一统，

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乐业之一就

是扩大“茶”的种植面积，出现以茶

为业的“茶人”、“茶商”、“茶市”、“茶

店”、“茶馆”，其规模与数量，相对大

于或多于唐代。甚至出现向东南跨

海渡洋营销茶叶的海客，向西北用

驼马沿丝绸之路至波斯、色目营销

茶叶的驼客。为了保证运输的方便，

并保证茶的贮藏，才不得已把散茶

做成茶饼运到营销地，饮用时再把

茶饼碾碎点泡饮之，实为不得已为

之的办法，这样无异是倍感辛苦之

事。北宋真宗天僖四年（公元 1020

年），时人称其为“庚申年”，宋室江

山相对稳定。在浙江新昌县天姥山

东麓古越道南侧，有一条弯弯曲曲

的小溪。溪中水流不大，却终年不断

流而水清见底。水中鱼虾虽小，可鲜

活得很，时作跳跃冲波，因此地人迹

罕至，故其声清晰可闻。溪侧有山峻

峭，从山脚至山顶长满古松，郁郁葱

葱，棵棵可作栋梁之材，阳光难得从

缝隙中射入。山风拂来，飒飒有声。

惊起坐窝飞鸟，如箭射入蓝天，喧喧

嚣嚣，最令人奇怪的是，这么幽静之

处，溪边竟有人筑起茅房五间，茅房

四周还点种着茶树千棵，间隔着水

田数亩，幼苗嫩绿欲滴，活画出一幅

“深山幽居神仙福地”图。这里居住

着一男三女，男的姓黄名山侬，五十

上下年纪，身体硬朗，腰肢结实，个

子不高，是一位务农种茶的高手，他

不仅会种茶，更会制好茶。他制出来

的干茶，拿到会稽平水茶市场去卖，

肯定会得个好价钱。他又在古松林

中放养着一牛一马二骡四驴，还有

露牙舞爪的大个子家犬。只要他呆

在家中过日子，是没有人敢来欺侮

他的。三个女的，一个是他老妻，二

个是他女儿，一个十九岁的是他的

干女儿，名叫黄翠飞，十七岁的那个

叫黄翠玉，是他亲生的老来女。两个

女儿都生得漂亮，又正当青春年少，

可比作绿茵丛中一对红杜鹃，真乃

娇小倩矣！黄山侬却也是个苦人儿，

他与老妻二十五年前有过一对双胞

胎儿子，已养到七岁时，这对孩子长

得十分可爱，俩夫妻真是日日欢天

喜地，夜夜安安静静。谁知祸从天

降，原由出在那时未养家畜，养牛马

骡驴。养骡可以背负茶筐去走平水，

养犬可以看家护院。有一年，黄山侬

的茶收获特好，无论数量质量都好，

夫妻俩人各肩挑着两篓筐茶干去新

昌石牛镇赶集卖茶。因黄山侬制成

的茶档次高，具有翠绿之中缀有白

毫，貌似青松白雪，形成了青松般的

坚贞，白雪般纯净之品质，赢得了平

水茶商与他约好，每斤干茶价钱三

两银子，四篓筐干茶约六十斤，估计

可得银子一百八十两。这个数目

不算小，夫妻俩心中也很激动，为

得要应约向茶商交货，夫妻二人

半夜起床，做好一叠麦饼，一半给

自己做干粮，另一半留给两个儿

子当三餐。为得早些一手交货、一

手交钱的交易，他们把麦饼放于

儿子的枕边，挑起茶担就出门去

了，竟然忘却锁好家门。黄山侬夫

妻终于如约将茶叶筐篓送至石牛

镇和来自会稽平水的茶商会面，

两下里交割清楚茶叶与银子。夫

妻俩怀中藏起一百八十两银子，

觉得沉甸甸的，好不开心，就一面

啖着干粮，一面急忙忙地往家里

赶。到得家门，已是日落西山，玉

兔东升。朝着门户一看，只见双门

洞开，吓得黄山侬夫妻冷汗淋淋。

急忙进屋，却不见两个宝贝儿子，

找遍五间茅房，却是没有踪迹。夫

妻俩慌了手脚，就山上山下疯找

起来，最后才在屋后窗沿下发现

两个宝贝儿子躺在地上，抱起来

伸手一摸，虽则还留有一口气，却

是只会吐气不会吸气。只开眼望

爹娘一眼，嘴皮子动了二下，就闭

目无声，夫妻俩不禁大哭大叫起

来，哭叫了会儿，没办法，只得抱

孩子回房中放在床上，待天亮再

去请郎中调治。他俩又去房内外

仔细巡视一番，已是翻箱倒柜，几

年来辛劳所得已被洗劫一空，只

留得身边所藏的一百八十两碎散

银两，这叫做一时疏漏，付之一

炬，他俩真有说不出的苦衷，悲

伤、抑郁得无话可说，只得一人带

一个受重伤的儿子上床休息以待

天明，再作道理，因疲劳过度，倒

床睡了过去，一直昏昏沉沉、迷迷

糊糊地睡至第二天日高三丈。两

人突然惊醒，不约而同地喊声：

“不好！”伸手往儿子身上一摸，方

知儿子已是气断体僵，死去多时

了！这时的黄山侬夫妻要哭哭不

出，只有一腔愤恨，只恨自己年青

无知，没把儿子照顾好，安顿好，

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他俩含泪

咬牙埋葬了两个儿子，正想去找

盗贼报仇，以泄心头恶气，可是盗

贼来去未曾留下痕迹，到哪里去

找，一时无从下手，也只得搁在心

头，以待日后见机行事。于是，夫

妻俩商量了会，觉得盗贼不可不

防，就用卖茶得来的一百八十两

银子，去买进一牛一马二驴，除驴

子一雌一雄外，牛、马都要母的，

都放养屋后古松林内。另外再去

要来一只小母狗，长大可以看家护

院。如养育成功，今后赶集卖茶，就

不需挑担步行，也不要夫妻双双出

外，可以留一人在家，如若把小母狗

养大了，盗贼来它就会吠叫，会把盗

贼吓跑。谁知仅三年时间，黄山侬的

畜养算盘就获得大大的成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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