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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持茶会初探
郝芳芳　王如良

（茗方行茶，河北 唐山 063000 ）

摘要：茶会作为茶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输出茶文化的重要途径。等持茶会中的“等”常被理解为一种平等，“持”是持心，平等持心。

等持茶会是希望借助茶远离不平等状态，借助茶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住心于一境而不散乱。等持茶会包含了六大精神：平等、觉察、

不评价、不反应、静心、正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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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会作为茶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输出茶文化的重要途径。茶

会是一项茶事活动，古代也称茶宴，是一种以清茶或茶点接待宾

客的集会，参与主体涵盖了贵族、士族、僧侣等不同阶层，后逐

步发展以文人集会为多，成为文人交朋会友、吟诗作赋、切磋技

艺的一种集会形式。 现代茶在实践应用中发展出多种类型，受饮

茶方式影响，茶会随着饮茶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现代茶会的核心

是交流，从功能上可分为社交性茶会、团建性茶会、商业性茶会

和教学性茶会等。

等持是梵文 Samādhi 的意译，它的音译三摩地也较为常见。

《俱舍论》卷四：“三摩地谓心一境性。”惟善法师将心一境性

译为“心［集中］在一处／点”。也就是说，心一境性可以理解

成心与境的和谐一致、心集中于一个境上。这个怎么理解呢？通常，

大众的心是散乱的，但心即使散乱也总有一刹那集中在某个点上。

所以，等持人人都有，区别在于功夫的深浅。

等持茶会中的“等”常被理解为一种平等，“持”是持心，

平等持心。怎么平等持心？例如远离心的不平等状态：昏沉、掉

举等。昏沉是心失去了明晰的程度，进入一种昏暗的状态；掉举

更像是心的浮躁，摇摆不定，追逐着境界。等持茶会是希望借助

茶远离不平等状态，借助茶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住心于一境

而不散乱。一个人只要心识在，都有等持。等持与一切心、心所

法相应，通于定心、散心，亦通于善、恶、无记三性。当心集中

在一点的时候，叫等持，但是只能一刹那。有些人可以连续地把

心定在一定的境上而不散乱，尽管境在调，但心还是集中的，像

这样把心一境性能够连续下去是修行的人，更多的人是不能连续

的。等持茶会是希望茶人有机缘一起交流借茶修行，品茗悟道。

一、等持茶会的起源

茶会最早从酒宴和茶宴演变而来。是以茶代酒设宴、款待宾

客的一种宴饮聚会形式。茶宴普及在唐代，从屡见不鲜的茶宴诗

可见一斑，如钱起《与赵莒茶宴》和《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

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

茶会》，鲍君徽《东亭茶宴》等。

唐代茶文化，从“荼”至“茶”字，陆羽《茶经》的著成，

茶与唐诗的结合，民俗、寺院、文人及宫廷茶文化等形成，既有

文人墨客通过茶诗、茶书来描绘唐代的饮茶生活，也有通过佛寺

饮茶来探究寺庙的茶事礼仪，还有通过出土的唐代茶器具和绘画

中煮茶场景、茶具来展现茶文化的审美意境。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饮茶的妙用被更多的发现并挖掘，

开始在礼佛、打坐、参禅中供茶饮茶，赵州禅师那句“吃茶去”

开显了禅宗文化“茶禅一味”的理论。禅宗坐禅讲究凝神屏虑，

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梵我合一的境界，不可昏沉掉举。坐

禅需时时觉知，便需饮茶提神。在寺庙长大的“茶圣”陆羽，撰

著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

石使君》中写到：“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

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

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在此禅风茶风交相炽盛的背景下，“茶

道大行”天下。

宋时禅院茶宴又称“茶汤会”，通称“煎点”，反映了饮茶

法已经从唐朝的烹煮法为主过渡到了宋代的煎点法为主。南宋禅

宗“五山十刹”之首的余杭径山寺的茶会俗称“径山茶宴”，日

本“茶圣”荣西二度入宋时得赐“千光大法师”，在径山寺举办“大

汤茶会”（虎关师鍊《元亨释书》卷二《荣西传》）。

明代建国初年，罢造龙团，改贡芽茶，所以，盛行于唐宋的

煎茶法、点茶法在明初仍然存在，但明中后期散茶“瀹饮”法成

为主流。瀹饮法也称“撮泡法”，即将适量的散茶置入茶壶或茶

杯中，以沸水冲泡，直接饮用。这种简便的方式，却能品尝到茶

的至真之味，既能满足文人雅士对饮茶真趣的追求，又能满足寻

常百姓便捷泡茶得以解渴的一般需求。

明清的雅集茶会，是一种高雅艺境的展会，一边饮茶，一边

有琴棋书画相伴，以此养性怡情。雅集茶会的出现，与茶艺的形

成密不可分。茶艺表演更像是行茶仪轨，在具有了茶、水、器、

火、境等茶艺活动的必要元素外，其重要的特征是仪式。雅集茶

会一般都有明确的文化指向，有规定的仪式，有特定的人群组织，

还有一些茶会更富有美感的意蕴。

等持茶会，承续以往茶会的精髓与形式，将“等持”的思想

内化于茶人之心，排除一切杂念，使心神专注于茶，通过行茶仪轨、

品茗调息等，一心进入悟境。这个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需要

训练或者体悟的。因为我们的心常常很混乱，充斥着混乱的情绪，

加上现代世界复杂而浮躁，我们的心念随之此起彼伏。但是等持

茶会所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茶上。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当我们的心安住在茶上的时候，心就变得纯净了。这种单纯的、

清净的心，是开智慧的基础，也是悟道的基础。

二、等持茶会的基本方法

【茶会主题】等持茶会

【主题解读】平等持心，借茶修行。不论泡茶者、品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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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净化心境，使心神专注于茶，通过行茶仪轨、品茗调息等，

一心进入茶境。

【设计要点】整个茶会设计主旨为回归自然、当下一心。与

阳光、微风、树石、茶泉同在，让紧张的心放松下来，放下杂念，

安静地和茶在一起，和自己在一起，一心体会放下、放松到放空。

茶席、茶具、茶盘为原木色或天然烧制的本色，茶会上的插花树

木皆以自然间顺应时令摘取为主。虽然主色调为原色，也可以加

入明黄或绿色作为配色，使色彩浓淡分明。将香炉摆放茶席上，

行茶前先焚香静心，飘荡出的香气也可以成为一种带心回归当下

的方式。安住当下，一心与茶相遇，与他相遇，与自己相遇。相

遇是缘，世界间的一切都是因缘而生，缘来缘去，刹那真实。从

观赏干茶开始，到循仪轨冲泡，从闻茶香、观汤色、品其味、观

叶底，再到回味茶之韵，都带着平和、感恩、真诚、清净和敬重。

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往不恋。活在当下，不负今朝。

【茶品选择及寓意】茶品示例：福鼎白茶白毫银针（新茶、

老茶均可），原产地在福建，因其成品茶多为芽头，满披白毫，

汤色如银似雪故而得名。其品质特征：毫香清纯，汤色浅杏黄、

清澈明亮，滋味清鲜醇爽。这历史悠久的白茶，在所有茶类中加

工制作工序最为简单。它不需要复杂的工艺和人工干预，在茶叶

采摘后不必杀青或揉捻，只经过日晒或阴干，自然萎凋然后干燥，

就成了白茶，这也是白茶之所以能呈现出最接近自然的清鲜口感

的原因。白茶可泡可煮、可以久存，茶叶在时间的流淌中慢慢氧化，

茶性变得更加柔和、温润，白茶存放时间越久价值越高，越加珍

贵。白茶的品质不因时间失去韵味，岁月洗涤尽了它所有的尖锐。

白茶来自大自然，不经修饰，如玉在璞，不染纷繁。茶生山林时

抱朴守静，叶入杯中茶意漾动，正是一番归真返璞，茶道亦如人

道，去繁就简，清净身心，不加杂念，行事遵循本心，品茶之初韵，

守心之纯粹。

【茶器选择及寓意】不局限于某一类茶器，陶器、瓷器、紫

砂器等均可。茶会中，茶器是沟通主泡者与品茗者之间精神交流

的重要媒介，“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主泡者的意图可以

通过茶器这一重要物质载体实现，例如选择白瓷三才碗与透明的

玻璃公道杯泡茶，便能清晰观赏到茶本来的颜色和优美的姿态。

三、等持茶会的基本精神

等持茶会包含了六大精神：

第一：平等。茶会座次随缘而坐，所有茶友不因性别、民族、

职业、经济状况、生活等方面的差别而被区别对待，空掉所有我

们世俗的执着和设定，打破彼此之间的种种障碍和烦恼，大家享

有人格平等，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此外，茶会上所有泡茶、

品茶等相关的机会与权力，人人平等。平等不是指人之差异所致

的“相等”或“平均”，不是体现在身外之事物，更重要是在精

神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不区别对待的平等享有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觉察。心的觉察，是将注意力关注于当下的感受和体验，

它包含了个人的内在亮度。就像我们计划进入暗室拿东西，需要

“灯”“蜡烛”等会亮的东西照明，光线的清晰、稳定可以帮助

我们找东西，觉察也是一样的道理。觉察可以帮助我们客观的观

察事物真正的面目，并且透过观察自身来净化身心。开始练习觉察，

可以从细微感受开始，比如细闻茶香的类型、纯异、高低、持久

性等变化而培养心态的平衡及平等心。掌握细微觉察的最佳方式

是专注，当下的每分每秒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生命

只在一个又一个当下展开。“下刻虚空。此刻即是。”

第三、不评价。茶会中，我们会接触不同的茶友，无论什么

流派或是地域，均可互相学习，彼此尊重，交流经验，和谐相处。

遇到不同的茶，我们只是静心闻香、品汤，茶经过口腔，进入身体，

觉察身心反应，了了明知。 对茶保持观照，而不加入任何判断，

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情绪。打破执念，不执着不拒绝，如果执着

于喜不喜欢，就意味着心又陷入了念头和设定中。不评价可以让

我们学会区分开哪些是事件本身，哪些是自己对事件的反应（比

如观念、评价，或感受），进而培养不做评价的能力。在整个过

程中，我们既要清楚，也要接纳；既不纵容，也不排斥，只是以

平常心看待。

第四、不反应。在茶会中，让我们的心时刻保持平等、觉察

的状态，不评价，也不会刻意去期待什么，不期待其他茶友做什

么反应或是预想某款茶会出现某些特定的香气、滋味等。仅仅是

藉由这份觉知，把握人、事、物的运行法则，尊重事态发展逻辑，

让一切如其所是，如其本来，无得失心，无分别心。老子言：“为

其为，是为；无其事，是事；为其味，是味。”这说的是事物本相，

“心知其空而为之”，“心不着相”，“不执着”。

第五：静心。简洁的茶空间布置，具有清明通透的力量。境

愈净，简而不繁，雅而有致，源于自然，融于生活，呈现出历久

弥臻的空间美境；境愈静，如沐江南吴越之清风；境愈敬，宁心、

去躁、宠辱不惊。我们欲静心，可社会混乱纷扰，人心妄念纷飞，

如何能在嘈杂声中独觅一方净地？静心的本来状态应该是什么样

子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渠道找回静心？等持茶会

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茶会中还自己一份自由，有时间品

味和觉知当下，哪怕只是欣赏一闪而过得快乐、甜蜜、苦涩、回

甘或是幸福，但通过把心全部放到茶上不散掉，就可以自动屏蔽

掉很多其他的妄念，这也是一个清除心中杂念垃圾的过程。等持，

是净心的环保工程，慢慢的，心会变得很单纯、很简单，亦会变

的愈发深沉而稳定。

第六、正精进。当我们有了正确的见解后，还要全身心的投

入当下的此刻，这需要一颗专注的心，不带任何分析、思维、先

入为主的观念，只是一颗单纯的心，觉察当下，透视现象或目标

的本质。当下的心与自己，完全交融，竭尽所能，在平和和宁静

中渐渐实现自我发展、自我深化。不懈怠的觉知，为我们带来了

每一刻的洞见，无论快乐或是悲伤，好或坏、甜或苦、淡或浓 ...... 全

然的接纳和感受，因为，它就是当下。“蒙昧则暗，觉醒则明。”

“一生执意茶当酒，饮得清明唤落霞”，等持茶会的一杯香茗，

无味而至味，浓香清淡之间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茶文化底蕴，

“茶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心素如简、人淡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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