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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人》

内容概要

《上海闲人》讲述了：茶是西施故里诸暨的马剑茶，杯是牛年里鹏举兄在申窑为我题书的青花字杯，
窗外紫玉兰已绽出花苞，铁梗海棠也在那里争先恐后地抽长叶蕊，常青的含笑、天竹、金桂在和风中
轻曳，小鸟啁啾，初春的阳光让一切都变得暖意融融的。我握着如同年轻女子肌肤般的白瓷，看杯中
的“芽”叶的茶瓣曼舞，恍然觉得西施真在一旁舒展着美丽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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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人》

作者简介

楼耀福　上海作家协会会员，1946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73年11月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
拉幕的人》、《彼岸》、《夜的罪恶》等，以及报告文学、散文百余万字，小说曾被《中国文学》英
文版、法文版向世界各国推介，并多次荣获《文汇报》等报刊优秀作品奖。近几年，主要从事文化策
划、编辑工作，策划或主编出版的书籍有《人文嘉定》、《蹄印如花》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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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人》

书籍目录

品茗人生　自古文人都爱茶　茶仙原是嘉定人　夜饮吴岩私房茶　隔山隔水茶寄情　华夏好茶知多少
　俗器不该登雅堂　鸡犬不闻围茶炉　秀水千岛孕玉叶　品茶不忘采茶人　喝着白沙溪的黑茶　茶禅
境界　难得秋叶仍清纯　岩骨花香话意蕴　飘越千年门槛　茶醉　杯中岁月　野生茶　茶为媒记趣收
藏　记忆中的老家具　最初的“鸦片”　圆美之桌　徽雕艺术的精品　都是花板惹的祸　重识二马先
生　凯茜的迷恋　以画作酬　天圆地方话圈椅　乐此不疲的折腾　醉心苏作家具　清代楠木圆角柜　
花样女子与玫瑰椅　室雅大更好　现代派作家和老家具　惬意晋作家具　幢幢古宅传遗韵　申窑的风
景　雅好　月河淘旧　红木嵌螺钿烟盘　追梦蓝印花布　钟情景瓷相伴才俊　美丽依旧的殷慧芬　石
库门的女儿　申江四牛绘丰景　一半是火，一半是水　有时聪明有时“呆”　来自西大街的才女　十
分谦恭，十分洒脱　山水之间听清音　并不孤独的守望感悟山水　汤显祖的梦　南澳岛瞻仰陆秀夫　
诗和音乐的圣境　云翔寺外觅旧迹　海上有人家　石长城奇观　爱之源　白鹭洲上遐想　莫氏庄园和
李叔同　瑶里寻幽　桃花潭水深几许　十里查村九里烟　陆陇其故里访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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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人》

章节摘录

　　品茗人生　　　　自古文人都爱茶　　丁亥夏日，我和殷慧芬请书法家张森写“茶禅一味”四个
字。到他府上，我们着实吃了一惊，书架上全是一提一提的普洱茶，茶几上一应俱全地放满各式茶具
。什么时候张森改喝普洱茶了？而且一喝就如此声势浩大！张森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喝咖啡的，家里
制作咖啡的设施全套的，豆粒在专门的机器上碾碎、研磨，再慢慢熬制，香味袅袅地在厅堂里飘浮。
那种香，也很醉人。　　张森从咖啡到茶的转变，是近期的事。前不久，云南省思茅市更名普洱市，
邀请全国一百个名人参加庆典活动，上海被邀的除了一位市领导外就张森一人。回来时，热情的普洱
人送了他各式普洱茶，其中不乏好茶。他显宝似的一件一件向我们展示，挑着请我们品尝。过去我多
喝绿茶，狮峰龙井、太平猴魁、洞庭碧螺春、开化龙顶⋯⋯嘴也很刁，喜欢顶级的。殷慧芬喜欢青茶
，武夷四大名丛、凤凰单枞、安溪铁观音⋯⋯也十分挑剔。家里有一块普洱茶砖，是画家吴明耀从台
湾写生回来送我们的，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一直没去动它。　　“十多年的茶砖也算是好茶了。”
张森说，“不过我这里有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的，我请你们喝。”他表演茶道似的，一款接着一款，
极其随和，一边还不断地问味道怎么样？喉咙口滑不滑？茶气足不足？回味是不是有点甜？一个下午
，一连喝几款不同年份、不同品种的普洱茶，香醇久久地驻留喉唇之间。临别时他送每人一生一熟两
个茶饼和一张他自己刻录的介绍普洱茶的碟片，俨然一个茶文化的传播者。　　张森名气大，很牛，
与他不很熟的人在公众场合碰见他，向他打招呼，他只是和你点点头，不与你多语，显得有点腔调。
我们与张森相识多年，知道他骨子里很爽直、对朋友热情似火。我听他的同门小师弟陈良说，在翁阖
运晚年，张森是所有学生中为先生付出最多的，先生病重期间，张森联系医院、找医生，忙得最辛苦
。　　因为茶，我们和张森相见次数骤增，半年里少说也有七八次，张森也因茶更显可爱，茶把他本
来的一面更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我喜欢张森的字，他的隶书沉稳安静，行书灵动脱俗。他记性极
好，唐诗宋词更是烂熟于心，“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苏溪亭上
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白香山、戴叔伦的诗他信手拈来，
然后挥洒书就，如行云流水。这诗中意境，这字里流韵，我觉得是与茶相通的，张森从咖啡到茶的演
变，与他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好密切相关。　　自古文人都爱茶，前几年我去江西修水，在黄
庭坚的家乡品双井绿茶，正如黄庭坚诗中所言：“一啜犹须三日夸”。黄庭坚还常以精制的“双井茶
”分赠好友欧阳修和苏东坡等，苏东坡赞不绝口，“江夏无双种奇茗”，“自看雪汤生玑珠”。历史
跨越干百年，现当代文人对茶仍情有独钟。周作人坦言：“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
尘梦”；郭沫若题写“敬亭绿雪”；赵朴初直白“不如喝茶去”。茶是文人喜爱的好东西，张森亦然
。　　“茶禅一味”四个字，现在挂在我们的小茶室里，我想与茶一味的何止禅？茶与唐诗宋词、书
法国画、气功中医、中国园林、评弹昆曲、景瓷紫砂⋯⋯又何尝不是一味？茶是春芽秋叶，茶是和风
晨露，茶是山霭岩韵、空谷幽兰，茶是宁静淡泊、超凡脱俗。世人若浮躁若郁闷若激愤，不如喝壶茶
，悠然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茶仙原是嘉定人　　一日，在福州路书城忽见一书——《茶
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1月出版。茶圣陆羽所著《茶经》仅七干多字，这本《茶经》足有三
百多页，我颇觉惊讶。取下书架我略略翻阅，原来编者将陆羽的《茶经》与清代陆廷灿的《续茶经》
合二为一了。陆羽占全书八分之一，余下篇幅全归陆廷灿。我细细一读，又是一惊，这位被誉为茶仙
的陆廷灿竟是嘉定人！　　陆廷灿，字扶照，一字幔亭，《续茶经》作于雍正乙卯（1734）年。1717
—1720年陆廷灿任崇安知县，县内有武夷山茶区。据他自己说：“值制府满公，郑重进献，究悉源流
，每以茶事下询，查问诸书，于武夷之处，每多见闻。因思采集为续茶经之举。”全书洋洋七万字，
目次依照陆羽《茶经》，分为十目：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
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自唐至清，诚如陆廷灿所言，茶的产地和采制烹饮方法及其用具，已经和
陆羽《茶经》所说的大不相同。因此时隔一千多年，陆廷灿广引博征撰写《续茶经》，意义非常。《
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一一订定补辑，颇切实用”。我定居嘉定多年，此前对陆廷灿一无所知，汗
颜不已；在策划编辑《人文嘉定》时，又让这样的重要人物缺席，更觉内疚不安。从书城回来，为填
补脑中空白，我急着“充电”，捧出一大摞当代地方史志，遗憾的是以干万计的文字中竞无一字半旬
是关于陆廷灿的。我感慨万千，在为这位写过《续茶经》、《艺菊志》、《南村随笔》的嘉定人抱不
平的同时，我想是不是那些地方史志的编者也像我一样无知？　　　　几天后，我遇见研究地方史志
的朋友，问及陆廷灿其人其事。他说他知道，是南翔人。我说：“那么当代所有的地方史志为什么都
没把他编选进去？”他却认为：“如果把陆廷灿选编进去，那该选的太多了。”我无语。我想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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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人》

因为陆廷灿未中过进士，仅仅只是七品芝麻官，就没有选编的价值了呢？若真如此，我觉得今人在对
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和取向上，也显功利了些。在热衷于统计出过多少状元进士，何人官至尚书翰林
的同时，我觉得我们看历史人物理应更注重对人类文化实实在在的贡献。　　去年十月，友人邀我去
浙江长兴，那是陆羽的故乡，出于对茶圣的膜拜和紫笋茶的喜好，我专门去了顾渚山。聪明的长兴人
正充分运用茶圣的人文资源修建贡茶院，还筹划着在顾渚山召开来年的中华茶博会。我想嘉定是不是
也可以运用陆廷灿的人文资料，在弘扬茶文化方面做些文章？在以往嘉定历史的研究中我们也许顾此
失彼有所疏漏，于今作必要弥补，历史文化名城不就更显底蕴丰厚吗？　　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把陆
廷灿和《续茶经》作为课题专门研究，认为“从现存的七十余部中国古代茶书来看，若论内容之丰富
，卷帙之浩繁，征引之繁富，当首推《续茶经》”（胡长春《陆廷灿（续茶经）述论》）。在武夷山
区，说到茶，茶人言必称父母官陆廷灿。“桑苧家传旧有经，弹琴喜傍武夷君。轻涛松下烹溪月，含
露梅边煮岭云。醒睡功资宵判牍精神雅助画论文。春雷催茁仙岩笋，雀尖龙团取次分。”陆廷灿为武
夷茶写下的诗句至今仍广为流传。　　陆廷灿“对寒花啜苦茗，意甚乐之”，喜菊爱茶，其性情其境
界为我所瞻仰。陆廷灿是嘉定一傲。如能在古猗园、秋霞圃设一茶室，以陆廷灿和《续茶经》为人文
背景，于嘉定爱茶人不失为一幸事也。衣饮吴岩私房茶　　丁亥夏日的一个夜晚，书法家张森带我们
去吴岩的私人茶室，同去的有作协的褚水敖、上大的张国宏等，都是爱茶人。吴岩是张森的拥有四吨
普洱茶的朋友。　　吴岩的茶室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区里，我们到时，他已候在楼下。他四十开外，个
子不高，温尔文雅，朦胧夜色中虽然看不真切，但透逸出的气息很是不俗。　　从电梯里出来，还未
进屋，一阵阵茶香就飘了出来。虽然很晚了，人也有些倦怠，但闻到这种浓醇的氤氲在夏夜中的幽香
，疲意顿时消失。　　吴岩的茶室并不大，两室一厅，厅里招待客人，两室储放茶叶。茶室没有丝毫
装潢，水泥地，白墙，依然是毛坯房。要说摆设，我眼里只有这么寥寥几件：张森题写的“吴岩私房
茶”，他装裱后制成字匾挂在白墙上；进门处有两件质朴本色的树根雕，其中一件是红豆杉；通往阳
台的落地窗边摆满棕榈、榕树之类的盆栽植物，郁郁苍苍的像绿色屏风；招待客人的茶桌茶椅，有两
把靠背椅扶手处透着圆润的包浆，是老家具。此外全是各式普洱。我问吴岩为什么不装潢？吴岩说，
茶有灵性，现在的装潢材料不一定都环保，涂料啦、油漆啦，这些气味对茶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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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一旦精彩且充实了，闲人也不闲了。人生过得雅致且有品位了，闲人也就等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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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系列从书文笔优美,作者观察细致入微,让人一读就仿佛回到了他写的那个时代,和朋友交流,人家
一看果真如此.故一口气将该第列读完.本书还有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时其白描插图非常精美,值得推荐
2、作为一个上海人感受一种独到的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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