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幾年來，我一直期望能參加一些活動打發
時間，適逢榮休同仁聯誼會新開設「茶藝興

趣班」，就第一時間報名參加。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榮休同仁聯誼會的興趣班，本著試試看的心情，想
不到竟有意外的收穫。
  茶藝興趣班由蔡健子老師教授，他向我們傳授
茶藝知識，講述茶藝的相關故事。蔡老師每堂課都
會即埸泡茶，讓同學們有機會品嚐不同品種的茶
葉，包括綠、白、黃、青、紅、黑的茶葉品種，還
會準備茶配（即用來配茶的零食）。蔡老師根據茶
葉的品種及同學們不同的體質，細心地為同學們準
備茶配，減少茶對胃部的影響。同學們亦會帶來自
家的茶葉及零食與同學們分享，大家互相交流品茶
心得，氣氛良好，每次的課堂時間都在不知不覺中
流走。
  蔡老師知識廣博，在課堂上就茶葉的歷史等知
識滔滔不絕。他說，認識茶不單要具備茶葉知識，
還要熟悉中國的地理環境，各種名茶的發源地，茶

的演變等等。我本
以為是外聘的專業
導師，後來才發現
蔡老師是中銀榮休
員工！真沒想他竟
然那麼專業，榮
休同事中真是臥
虎藏龍。
  課 堂 上 ，
有同學疑惑，
相同的茶葉，
自己泡跟老師
泡的味道為何

參加茶藝

會不一樣？其實道理很好理解，同一首曲譜，同一
把吉他，不同的樂手演繹出的曲調，一定因各自的
技法、認知及情感而各有不同。泡茶如同繪畫、書
法、音樂一樣，是心靈世界的體現，沖泡水流或急
或緩，茶湯滋味濃烈或悠長，都是文人內心的自然
流露，是每個人對於茶、對於自然、對於世界的不
同理解與認知，茶湯的風味從而出現差異。「茶」
的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茶藝」的學問更是博大
精深。
  我初學品茶，對茶認識不深，不過蔡老師講
到好茶不在於價錢有多昂貴，而是在於自己選擇
喜歡的味道，飲落口裡覺得甘潤舒服就是適合自
己的茶，自愉就能養生，而且喝茶可以提神解
乏，長期飲用還有益身心，茶自古就是中國人健
康養生的佳品。
  我參加第一期的茶藝興趣初班雖然已完滿結
束，但我相信日後飲茶或購買茶葉時，都會回想到
這幾堂學過的茶藝知識。以上種種就是讓我們在茶
藝班結緣後能夠歷久回甘的一段記憶。
  一個成功的興趣班，能讓你有所領悟且繼續培
養出興趣，讓自己深化追尋相關的知識而有所得更
是難得。茶藝興趣班的結束並未劃上句號，我想起
多年前曾買過一本關於「茶」的書 《茶的國度～
改變世界進程的中國茶》（戎新宇著），一直放在家
裡的一角未曾翻閱。如今再把這本書找出來細看，
令我加深了對「茶」的認知。
  茶，來源甚古，流傳海外，凡有中國人的地方
就有茶。縱觀古今，茶與悠久的中國歷史如影隨
形。中國唐代陸羽的《茶經》是世界最早的關於茶
的經典，很受世人推崇。古人八大雅事「琴棋書畫
詩酒花茶」，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茶

興趣班有感

品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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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佔有一席之地。茶，既是文人雅士詩詞歌賦中的
寵兒，又是尋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伴侶。
  放眼世界，茶亦化身為一張中國的文化名片，
在陸上絲綢之路及海上絲綢之路中熠熠發光。
  現今，全世界有160多個國家飲茶，但對茶的
稱呼及拼寫方式卻不大相同。根據發音的不同，可
以將茶的名稱分為「 tea」和「cha」兩大類。由發
音的不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但凡茶葉沿著陸上
絲綢之路進行商貿的國家，皆稱為「cha」（近似
「茶」的發音）。如蒙古、俄羅斯、波蘭的chai，

伊朗的cha，土耳其、阿拉伯的chay等，這些國家
的茶葉是通過張騫開拓的陸上絲綢之路，由中原腹
地經玉門關、陽關，途經西域在各國完成交易的。
另一類「tea」的稱呼，則是以福建當地對茶的諧音
TEY（替）為詞源，茶葉沿著另一條路線從中國南
部運抵東亞、南亞乃至中歐、北歐。例如：馬來西
亞的teh，斯裡蘭卡的they，荷蘭的thee，英格蘭的
tea，德國、芬蘭的 tee等等。各國「茶」的不同發
音，為我們繪製出茶葉在歷史上的傳播路線，一條
是陸上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茶」
是一片能夠呈現中華民族勞動智慧的樹葉，是一杯
可以回味中國傳統文化的飲料，也是中國歷史長河
中不可缺的綠色文化遺產。
  希望有更多人發掘「茶」的藝術。在此多謝榮
休同仁聯誼會讓我有機會在茶藝班與同一集團共事
的相識或不相識的同仁喜相逢，這些都是很值得珍
惜的緣份。期望有更多榮休同事和未來加入榮休同
仁聯誼會的同事，大家一起在聯誼會中歡聚、結
緣、品茗，活出精彩人生。

（榮休員工） 陳綺文

光影繽紛

2022年11月26日，中苑攝影學會成功舉辦成立15

周年會員大會，參加的會員與家屬合共87人。
  會議按本會章程由會員部核實及宣讀會員大會
的法定人數；李標會長向與會者作了會務報告；審
議通過了2021至2022年度的財務收支及核數報告。
會議順利完成各項議程。

冬日猶春 暖入心間
  記中苑攝影學會 2022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活動

  藉周年會員大會，本會組織了戶外專題攝影活
動，於江南園林風格的「寨城公園」作民族風情的
人像攝影，並設專題攝影賽。鄧祖國名譽會長更私
人贊助3,000港元獎金，以鼓勵會員踴躍參加。
  是日會議及活動收穫了愉悅與作品，圓滿結
束。期待不日，佳作紛至。

中苑攝影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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