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赵孟頫的《斗茶
图》里茶博士执长壶穿
梭，当苏东坡写下“银瓶
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
煎水意”时，或许未曾想
到会有这样一项技艺在
近千年后闪耀世界。

2021年，蒙山派茶
技“龙行十八式”被列入
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2年，蒙山茶传统制
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在马德里西班牙
广场的落日下，在德国
科隆大教堂的拱门前，
在摩洛哥拉巴特中国
文化中心的庭院里，
400余场海外表演让西
方观众看懂：中国茶道
不仅有“寒夜客来茶当
酒”的温婉，更有“龙行
天下”的雄浑。

在茶香与铜光交织
的舞台上，我们看到的
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
示，更是中华文明生生
不息的精神密码——以
技艺载道，以匠心传情，
在每一个行云流水的动
作中，续写着千年茶道
的当代篇章。

据“天府新视界”微
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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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豪迈雄

浑的音乐，三尺

铜壶在茶师掌中

翻飞如龙。壶嘴

过处，水线如银

蛇吐信，却未溅落半分水星，精准落入丈

外茶盏，激起满室幽香。这融合传统茶

道、禅学、武术、舞蹈的动作，便是蒙山派

茶道的镇派绝学——“龙行十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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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派龙行十
八式之龙转乾坤。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
旧是蒙山。”

白居易笔下的蒙山，便是
位于雅安市的蒙顶山，自古便
是茶文化的圣地。相传西汉时
期，吴理真在此种下七株茶树，
开创了人工植茶的先河。而

“龙行十八式”，正是北宋高僧
禅惠大师结庐蒙顶山清修时，
在习武过程中所悟出的铜壶茶
技。过去，作为僧人修行的一
门功课，“龙行十八式”茶艺只
在蒙顶山僧人中流传，直到清
代才逐渐传入民间。

在国人心目中，茶道似乎
是追求静穆优雅的高雅艺术的
代表，“龙行十八式”却与传统
的茶道大异其趣，表现出一种
刚健向上的艺术风格。

这“十八式”，并非随意取
数，而是暗合《周易》内容。在
现任中华蒙山派掌门人成昱的
理解中，“十八式”的每一式都
代表一个人生阶段：“飞龙在
天”，指的是人生达到最顶端、
事业最盛的时期；“亢龙有悔”，
是说物极必反，要静下来思索；

“潜龙腾渊”，指人要储备力量；
“见龙在田”，指做人应该小心
谨慎，不能太狂妄。

这“十八式”，看似是手上
功夫，实则是全身的协调。表
演者需做到身体如柳枝般柔
韧，铜壶却稳如泰山，将心态、
基本功、形体、气势、韵律、力
量等因素结合，使表演底蕴更
加深厚而不浮于动作表面。
同时表演者需要拥有必要的艺
术修养与文化造诣，才能使长
嘴壶茶艺表演神形兼备，更具
感染力。

茶道之本，在于心境的修
炼。茶师表演是否成功，并不
是看能否把三尺铜壶耍得天花
乱坠，过于注重繁杂的形式，只
会把表演变成杂耍。蒙山派

“龙行十八式”是表演者把自己
对茶道的感悟，通过表演感染
观者，让观者内心有所收获。

有看官嗤笑：“喝茶而已，何必

如此繁琐，不过花拳绣腿、故弄

玄虚。”殊不知，这铜壶里藏着多

少门道。

“龙行十八式”中，最令人叹为

观止的莫过于最后一式“龙行天

下”——茶师背对茶盏，铜壶举过头

顶反手倾注，水流如灵蛇穿雾，全凭

肌肉记忆与气息控制。铜壶滚水重

逾十斤，初学者练到虎口震颤、烫痕

密布是常事，而真正的难点，在于对

“度”的精准拿捏。水流的速度、角

度、温度都要恰到好处，多一分则

溢，少一分则欠。这种对“度”的精

准把握，恰是中国传统“中庸之道”

的绝佳诠释。

除开视觉观赏，“龙行十八式”

自有其实用性。四川鲜嫩的茶芽忌

100℃沸水直冲，而茶师完成表演

时，水温恰好回落至80℃

至85℃的黄金区间；长嘴

壶的设计让水柱拥

有更强冲击力，茶

叶在杯中舒

展 ，茶 多 酚

与氨基酸得

以 完 美 析

出。在老成
都 的 茶 馆
里 ，茶 师 持
长壶穿越人
群 ，壶 嘴 如
手 臂 延 伸 ，
既不打扰茶
客 谈 天 ，又
能瞬间注满
茶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