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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茶亭文化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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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茶亭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客家茶亭文化异常繁荣的原因在于受客家人的迁徙历程、

客家地区的自然环境、客家人的精神性格等因素的影响。客家茶亭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在茶文化、建筑文化、楹联

文化、题壁文化、山歌文化、组织文化等方面。自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以降, 客家茶亭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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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元素之一。中

国民间很早就有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 得荼

而解之 的传说, 这里的 荼 是 茶 的异体字。神

农时代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由于不可考,学界基本不

把此传说中的时代界定为饮茶习俗在中国产生的历

史年代。目前比较通行的关于饮茶习俗的起始主要

有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时期、西晋时期等

几种观点。
[ 1 ]
饮茶不仅是汉族地区的重要习俗, 在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各有不同的饮茶习俗, 如北

京的大碗茶、羊城的早茶、潮汕地区的功夫茶、回族

的盖碗茶、白族的 三道茶 、苗族的百抖茶、傣族的

竹筒香茶、佤族的铁板烧茶等。
[ 2 ]

客家先祖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中, 除了守护自己

的中原传统外,还大势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新生出

一朵瑰丽之花 客家文化。她植根于中原文化

传统, 后随南迁而变异。它不但具有北方汉民基质,

还具有浓郁的南方地域色彩。
[ 3]
客家族群, 作为汉

族的一个分支,由于居住环境的原因,擂茶是其最主

要的饮食方式之一。擂茶的制作相对复杂, 如 赣

南擂茶 制作时将茶叶、芝麻、花生米加入少量食

盐,置于擂钵中, 用擂槌碾碎成糊状, 然后倒入锅中

煮滚, 即可饮用。
[ 4]
由于擂茶的制作相对繁琐, 也受

到种种限制,因此在客家地区, 还有另外一种在田间

地头、商旅行径建立茶亭施茶的习俗。

茶亭,没有茶道之高雅礼仪, 没有茶楼之昂贵嘈

杂。鸿儒白丁,身份不分贵贱;舒雁青鸟, 调门会有

高低。茶亭, 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 5]
在传统农业

社会,茶亭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和商旅行程中占有

重要地位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武平为例, 仅据民

国时期 武平县志 卷十一 交通志 路亭 所载, 便

有茶亭 64个。据推测县志所载之 64个仅为实际量

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仅武平一县就有茶亭 600多

座。
[ 6 ] 39
道光年间的 宁都直隶州志 ,就详细记了州

属宁都、瑞金、石城三地较著名茶亭 300余处的简

况, 仅记宁都北部清泰乡的便有 61处。
[ 7]
客家人有

民谣: 七山一水一分田, 还有一分是茶亭 ,可见客

家茶亭之盛。虽然时至今日客家茶亭文化有所衰

落, 但我们可以从对客家茶亭文化的讨论中发掘客

家茶亭文化所蕴含的积极意义, 这对于我们管窥历

史上客家茶亭文化的繁盛景象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客家茶亭文化繁盛的原因

历史上,我国的茶亭遍布全国各地,包括一些少

数民族地区都建有茶亭,特别是在江南、华南、西南、

华东十分普遍。
[ 8]
但在客家地区, 茶亭文化尤其发

达, 有 五里一凉亭,十里一茶亭 的说法, 也可以说

是 一丛山背一丛人, 条条山路有茶亭。随着客家

人迁居海外谋生, 客家茶亭和茶亭文化也随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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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海外。据笔者分析, 茶亭文化之所以在客家地区

如此繁盛是和客家人的历史渊源以及客家人的精神

密切相关的。

在历史上,客家人经历过无数次的迁徙,走走停

停,停停走走。只有客家人最能了解漂泊在旅途中

的跋涉者的艰难和困苦, 许多人因为无水可饮劳累

交加而倒毙在路上。在迁徙的旅途中, 给他们印象

最深、最难以忘怀的就是默默矗立在路边或是人迹

罕至山野间的茶亭, 正是这些茶亭既给他们遮风挡

雨,又给他们提供了继续走下去的精神力量,使迁徙

中的客家人得以活命并且在闽粤赣等地区安身立

命,开始新的生活。崇尚 崇先报本 精神的客家人

绝对不会忘记给他们提供生命能量的茶亭。生活稳

定之后,他们就纷纷修建茶亭, 来为商旅行人和田野

劳作者提供遮风挡雨、休憩纳凉和提供茶水的客家

茶亭。

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客家茶亭文化繁盛的

原因之一。客家人定居的闽粤赣等边远山区地势险

恶,山高水急,人们进山一趟出山一回都不容易,碰

上狂风暴雨或骄阳怒雪就难上加难。而肩挑背驮食

盐、茶油、大米、布匹的往来客商和探亲访友者,在人

迹罕至的山岭上行走, 如果没有歇脚和提供茶水的

茶亭, 其旅途艰难更难以想象, 因此兼具遮风、挡雨、

纳凉、歇脚和解喝多种功能的茶亭的修建无疑解了

许多种田农人和行旅商人的燃眉之急。

茶亭文化在客家地区的繁盛也和客家人的精神

性格有很大关系。客家人的性格是丰富而复杂的,

有保守、不思进取等消极的一面, 也有乐善好施、劝

善惩恶、急公好义、重义轻财、团结互助等积极的一

面,正是这些客家人性格中的积极因素成了建筑茶

亭的思想动机和精神支柱, 也成为客家人价值观念

的一种重要表现,因此即使是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

茶亭里的诸如餐宿用具也很少发生被人破坏的现

象
[ 6] 40- 41

。只要有人牵头造亭, 大家便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因此在客家地区三里一亭、五里一亭十分普

遍。在瑞金大柏地往杨古寨方向, 以及石城县岩岭

往福建宁化河龙方向还有相距不过两三米的茶

亭。
[ 9]

二、客家茶亭的文化内涵

亭在我国建筑史上历史悠久, 最早出现在东周

时期的边境线上,十里一亭,是一种供士兵站岗放哨

的军事设施。秦汉时期官方又在十里长亭中间建一

座传递邮讯的短亭。随着时代的变迁, 亭的军事和

邮政功能逐渐丧失, 人们仿造驿道上的长短亭在大

路、小径甚至山道上,请地理先生勘舆好位置, 建起

各种 路亭 、冷亭 和 风雨亭 , 亭成为行人遮风

挡雨或情人亲友依依惜别之地, 也成为历代文人墨

客歌咏的对象,如北周庚信 哀江南赋 中的 十里

五里,长亭短亭 ,杜牧的 不用凭栏苦迴首,故乡七

十五长亭 ,李白的 何处是归程, 长亭更短亭 , 柳

永的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 骤雨初歇 , 清龚自珍的

朝朝送客长亭岸, 身似芦沟柳树 , 李叔同的 长亭

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等。不知从何时起, 人们

又在这些各种不同功能的亭的基础上,建造起既可

折柳送别又可遮风挡雨, 还可为行旅之人提供茶水

的兼具多种功能的茶亭。虽然茶亭的起源朝代已难

以考证,笔者也无意加以考证,但是, 客家茶亭所蕴

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却值得大加探究。据笔者分析,

客家茶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内涵:

(一 ) 客家茶亭的茶文化

茶是客家人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茶

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出客家特性及客家文化

特质,具有鲜明的特色。客家茶文化在物质与精神

内涵两个方面都很丰富。在物质方面,客家茶有绿

茶、红茶、擂茶等;茶具有茶几、茶壶、茶杯等;客家制

茶方式有冲泡茶、涩茶、滑茶、苦茶等。客家茶从其

功能方面还可分为几类:祭奉茶、消暑茶、敬宾茶、行

茶积德茶、清凉茶等。在精神方面,客家人喝茶有一

套 规矩 ,如茶具应洗涤干净、先给长辈敬茶等; 采

茶时有山歌、采茶歌,在采茶的生产实践中还产生了

茶蓝灯 、采茶戏, 在岁时节日中还有许多与茶有

关的民俗活动,可谓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据林晓

平教授论证,客家茶文化既体现出客家的儒家文化

特质,又表现出客家文化的创造性。
[ 10]

据专家考证, 茶亭施茶的文化来源于 方婆遗

风 。茶亭施茶的时间一般定在农历的四月初八为

第一天,因为从此天气日趋炎热; 至农历的八月十五

日为最后一天,因为从此天气逐渐转凉了。总计每

年施茶水的日期约四个月。茶亭里面的茶一般是免

费的,因此提供的也一般是粗茶。茶水主要有这么

几种,一种是不放茶叶, 而是放入生姜, 冲上开水,一

天或半天换一次茶水,因为茶水是姜汤,生姜具有杀

菌和散痧的作用, 所以饮用者绝不会得病。还有一

种茶是放入一种叫 南山楂 即 咸梨 的叶片煮成

大桶的水供行人饮用
[ 11]
。还有的茶亭供应的是粗

老茶叶或本地村姑自采自制的茶叶, 具有 颜色碧

而天然,口味醇而浓郁,水叶清而润厚 的特色
[ 12]
。

尽管是些粗茶,甚至本身就不是茶,但是它所满足的

对象都是一些村野汉子和行脚挑夫, 他们喝茶不是

为了品饮而是为了消暑解渴, 畅快地饮上几碗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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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茶亭里纳凉休息片刻, 听听南来北往的过往客

人谈论十里八乡的故事和新闻,不仅身体上的疲惫

烟消云散,或许这期间就等来了同路的伙伴,大家又

共同上路,聊解旅途的寂寞。

(二 ) 客家茶亭的建筑文化

客家茶亭的建筑类型有民居式、庙式、亭式、牌

坊式等,总之因茶亭所处地理位置和各地文化而各

有差异,如赣南地区就以牌坊式为主。茶亭主要有

砖瓦和茅草两种结构样式,砖瓦结构的称作亭,茅草

结构的称作寮
[ 13]

,一般通称茶亭。客家茶亭的建筑

结构一般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一些宗族势力比较大

或财力比较雄厚的人家投资修建的茶亭也是比较奢

华的。

客家人笃信风水,茶亭的修建选址也概莫能外。

旧时建筑茶亭,修建之前, 投资者先请风水先生勘輿

地势, 察看来龙去脉, 风势水向, 一般选在 风煞 大

的地方,认为这样可以保佑投资建亭者发达。在结

构上, 茶亭必须是两扇门直通, 风可以穿堂而过,或

者是四面通风。梁的摆放也有讲究, 茶亭里只能有

一根横梁,其余的搭在梁上的梁, 必须蔸在里, 尾朝

外,以表示投资兴建者蒸蒸日上,名声越传越远。建

筑开始后匠人进入茶亭 建设工地 的时候要先走

几步,再一步步退上建筑工地。茶亭建筑结束的时

候,风水先生、泥工、木匠等要 呼赞 , 也称祝赞,即

手举雄鸡,以民歌的形式大声称赞茶亭的发起人和

参与人长命富贵、金玉满堂、根基稳固之类。建筑完

工后风水先生和匠人使用过的工具也必须丢弃而不

能继续使用,不过现在修建茶亭已经不像过去那样

讲究行规了。

(三 ) 客家茶亭的楹联文化

客家茶亭的楹联文化丰富多彩, 或工或拙,或刻

意为之或浑然天成,不一而足, 但基本上所有的楹联

都反映了客家人看待事物、看待世界的人生观、价值

观或客家人的精神特质,或者是阐明茶亭的特点,描

写茶亭周围的景物,欢迎行人到亭休息等。如广东

秀水石眼桥路边茶亭的对联为: 不费一文钱, 过客

莫嫌茶叶淡; 且停双脚履, 劝君休说路途长。粤东

北梅村茶亭的对联为: 为名忙, 为利忙, 忙里偷闲,

且在茶亭坐坐;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聊将往事

谈谈。
[ 14]
江西赣南某茶亭联: 遮日避雨,凉亭胜似

高楼大厦; 沁脾醉腑,清茶犹如玉液琼浆。也有的

茶亭题写教人立身处世的警世名言, 如 行善之人

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 行恶之人如磨刀

之石, 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这幅对联劝人弃恶行

善,很有说服力。

茶亭对联中, 最有名的当数清代名士梅州人宋

湘在赶考途中题于粤赣交界处梅岭驿站旁凉亭上的

一副长联,上联劝人抛弃功业, 下联劝人淡泊名利,

飘逸疏淡,读之如沐清风: 今日之东,明日之西, 青

山叠叠,绿水悠悠, 走不尽楚峡秦关, 填不满心潭欲

壑, 力兮项羽, 智兮曹操,乌江赤壁空烦恼, 忙什么,

请君静坐片时,把寸心想后思前,得安闲处且安闲,

莫放春秋佳日过;这条路来, 那条路去, 风尘扰扰,驿

路迢迢,带不去白璧黄金, 留不住朱颜皓齿, 富若石

崇, 贵若杨素, 绿珠红拂终成梦,恨怎的,劝汝解下几

文, 沽一壶猜三度四, 遇畅饮时姑畅饮,最难风雨故

人来。

(四 ) 客家茶亭的题壁文化

题壁文化不同于楹联文化的地方在于楹联文化

一般比较工整,讲求对仗, 题于门上或柱子上; 而题

壁文化不要求像楹联文化那样对仗工整,而且作者

不分地方可以随便乱题, 乱涂乱画, 包括一些打油

诗、小笑话、警世良言等,有时还会将一些色情、反动

等不太健康的东西题写在茶亭上。因为大多数题写

在墙壁上,因此称为题壁文化。

茶亭的墙壁是人们发表诗歌的免费园地, 如某

茶亭上曾有这样一首打油诗: 西中读书三年, 今日

回家种田,早知今日如此, 何必当初花钱。表现了

一个考场失意后的中学生对现实的感慨和无奈, 也

表露出其 读书无用论 观点的狭隘。茶亭的墙壁

还是人们传递信息的媒介, 如 某某兄台,我已于某

日挑茶油百斤过此, 前往梅县,住悦来客栈, 望来客

栈寻我。这样的留言几乎每个茶亭都有。题壁文

化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不同的时代都会在墙壁上

留下自己的印迹。从文革时期的 最高指示 、红

雨随心翻作浪,绿水着意化为桥 等革命诗篇, 到后

来的 要想富, 先修路, 计划生育是条路 、百年大

计, 教育为本 等, 再到今天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等, 各个时代的政策得

失都能在这里寻到印迹。

(五 ) 客家茶亭的山歌文化

客家人兴之所至也有人把山歌题写在茶亭墙壁

上, 如有茶亭壁上就有这样的山歌:

枇杷树上牵牛花,牵牛缠树往上爬。

紧紧缠住死不放,亻厓今缠妹要成家。

像这样的山歌在茶亭的墙壁上随处可见, 根据

前面的归类,我们归为题壁文化。这里所说的客家

茶亭的山歌文化是指客家茶亭成为山歌中所歌唱的

对象,成为用山歌传情达意的媒介,从中也可窥见客

家茶亭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地位的山歌所体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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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如兴国山歌里面就有: 新做茶亭竹叶青,阿

哥筛茶唔敢领。双手倒茶双手接, 单手接恐怕日后

雷公声。反映了客家人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兴

宁客家山歌中的 等情哥 唱道:

高山顶上坐茶亭,茶亭里面等情人。

坐了几多冷板凳,问了几多过路人。

在这首山歌中, 偏僻的茶亭成为情人幽会的场

所,也反映了客家妹子久等情郎不至的焦急、无奈、

惆怅的心绪。还有大量有关茶亭的山歌广泛传唱于

整个客家地区,如:

送妹送到茶亭下,放下担子来食茶。

嘱妹食茶爱洗碗,切莫食人口涎渣。

这首山歌中,情哥旁敲侧击,嘱情妹切莫移情别

恋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而又不好意思明说。再如,

穿心茶亭自家坐,坐久爱防背莫驮。

起来到处看一看,山歌未唱先莳禾。

这首山歌告诫人们, 不要贪图茶亭里的一时快

乐,要赶紧劳作插秧不误农时, 这才是为农之本。还

有的山歌反映了主人公的自吹自擂, 如 放下担子

坐茶亭,敢唱山歌怕乜人。阿哥好比诸葛亮,唔怕曹

操百万兵。

(六 ) 客家茶亭的组织文化

茶亭虽然是民间自发修建, 却有一整套完善的

组织和运作模式。刘清荣先生发表在 农业考古

2006年第 5期的 茶摊、茶庵、茶亭及其文化内涵与

价值 一文中对茶亭的组织文化具有很好的诠释,

虽然刘先生的文章是针对所有茶亭的, 但也完全适

用于客家地区。刘先生认为,一个茶亭,从修建到维

持运转,从人员安排到经费来源都有一套制度或默

认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

茶亭修建之前先是社会动员, 由当地士绅、士

儒、或热心公益的人士倡导,说明茶亭修建是公益事

业,当然茶亭给予众人的方便是不言自明的。当然

在客家地区,由于客家人本来就具有急公好义、乐施

好施的性格,这种社会动员非常有效。然后是筹集

资金。也是先由当地大户或宗族带头,有地捐地,有

物捐物,有钱捐钱,没钱的出力。筹得的善款交由组

织者或当地有威信的乡绅、士儒保管, 并张榜公布。

接着就是具体的修建,买地、修建、建公德碑、张榜公

布帐目。最后指定茶亭的执行人、维持运转。从这

个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有一套组织机构: 组织

者、热心人士、普通群众。有一套运作模式:动员、筹

资、修建、运转;领导带头、群众参与。有一套管理机

制:宣传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财务制度。这

套组织体系和运作模式堪比现代企业。

三、客家茶亭文化的变迁

路是人走出来的,历史上的商道确实在很大程

度上是人走出来的。而茶亭在促进、服务商道的发

展和繁荣过程中起到了 润滑剂 的作用, 也反映出

茶在为商贾、行人养身修性, 协调旅途环境, 和谐人

际关系,激发人们勇往直前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 8]
在现代社会, 尤其是当今急剧发展的

社会转型时期,客家茶亭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虽

然还有极少数茶亭在民风淳厚之地继续发挥着它的

功能,大多数茶亭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其

实用性和独特性,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有的被遗弃在

荒郊野岭,处于无人管理自生自灭的境地,还有的被

拆或被改作它用。

据笔者分析, 客家茶亭以及客家茶亭文化之所

以衰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转型

的影响。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

变, 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

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

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

转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间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社会节奏的

加快
[ 16]

,作为传统农业文化代表的茶亭文化的衰落

也就不足奇怪了。

其次,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

展, 在此基础上, 各种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也相应建

立, 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商品

流通的速度,现代化的运输方式宣告了肩挑背驮的

落后传统运输方式的终结, 作为为商旅客人提供茶

水的茶亭也就没有用武之地, 茶亭文化当然也就衰

落了。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种

饮料如矿泉水、可乐、冰红茶等进入了普通百姓的生

活, 提供粗茶的茶亭也就相对失去了吸引力。

第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

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也是茶亭及茶亭文化

衰落的原因之一。最后, 茶亭以及茶亭文化是民俗

文化的一部分,民俗的传承与变异是一个矛盾对立

统一体,只有传承基础上的变异和变异过程中的传

承, 绝对没有只传承不变异或一味变异不传承的民

俗事象,因此作为民俗文化一部分的茶亭文化的变

迁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人们总是具有怀旧的心理,虽然人们也明白茶

亭以及茶亭文化的衰落并非是什么坏事情, 这本身

就体现着时代的进步, 但总难免扼腕叹息。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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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作为传统民俗文化一部分的客家茶亭文化撰文

加以研究论述、采取音像图片的方式整理保存、对于

年代久远的茶亭列为文物加以保护甚至把客家茶亭

列入民俗旅游开发的项目加以策划开发; 如果我们

能够使客家茶亭文化所体现的客家精神, 客家人构

建茶亭、无偿施茶的美好品德以新的形式、新的面

貌、新的内涵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那么即使茶亭文化

有所衰落我们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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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e of theHakka Tea- booth

WANG T ian- peng

( Research C enter forH akka Culture, Gannan Norm a l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 ina)

Abstract: T ea- booth culture is an impo rtant component o fHakka cu lture. The prosperity of the culture o f

theH akka tea- booth w as historica lly influenced byH akka sm igration process, their natural env ironment and the ir

spiritual characters.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ulture o f theH akka tea- booth are mainly represented by culture o f

tea, architecture, w all inscriptions, folk song, organ iza tion and of couplet hung on the co lumns of a hal.l This cu-l

ture has experienced dramat ic changes ever since themodern transformational soc iety.

KeyW ords: H akka; tea- boo th; cu ltur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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