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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讲  茶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6.2 道家“天人合一”与茶道 

6.3 释家“茶禅一味”与茶道

6.1 儒家“中庸和谐”与茶道



儒家“中庸和谐”与茶道

“和”：儒家的核心，茶道的“追求”

以茶修身，致清导“和”

以茶为礼，构建“和谐”



儒家崇尚“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亦被看成是我国人民的智慧。 



    陆羽在《茶经》中创建了符合
当时潮流的品茶礼仪规范，奠定了
儒家文化在茶道中的主导地位。强
调“德”是礼的灵魂，“敬”是礼
的基础，明确了“茶性俭，行俭德
之人”的茶道根本，并以此追求
“中和”的最高理想境界。



一、“和”：儒家的核心，茶道的“追求”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朱熹《中庸章句》

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这就是“和”



       “和”指不同事物或对立事物

的和谐统一，它涉及世间万物，也

涉及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又扩展

到极为广泛的文化范畴，其内涵极

为丰富。唐代陆羽在创立茶道时，

就将“和谐”思想深深灌注。



茶诗茶文中对“和谐”思想的推崇

谢君仪寄新茶
         郭祥正

北苑藏和气，生成绝品茶。
岂宜分旅馆，只合在仙家。
点处成云蕊，看时变雪花。
琳琅得新句，又胜玉川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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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茶事活动，都是围绕“和谐”意境的营造而进行的：

煮水：“水火相济味最美”的融和之美；

投茶：“执权投茶量适中”的中和之美；

泡茶：“不急不缓调太和”的中庸之美；

饮茶：“饮罢佳茗方知深”的谦和之礼……

天
与
人
、
人
与
人
、
人
与
境
、
茶
与
水
、
茶
与
具
、
水
与

火
，
以
及
情
与
理
，
相
互
协
调
融
和
是
茶
事
活
动
的
最
高

审
美
追
求
。



 二、以茶修身，致清导“和”   

        儒家以高度的入世精神来

对待日常生活中的饮茶，以茶

修身，以茶励志，以茶品味人

生，使茶成为“修齐治平”的

人格与道德修养方式。



               首先，茶性无邪，这就决定了茶的“君子”风骨。

茶与君子何以相提并论？

        茶出自山川，长于山野，天然自成，从采摘到烘焙到烹
煮取饮均须十分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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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茶有清心清神，祛病健身之功。

                           双井茶
                               欧阳修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
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
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月夸。
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
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
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色香味。

    作者将茶喻为“坚定不移”的君子，人之“ 常德” 就要像建
溪龙凤团茶那样, 经得起时间考验, 不会改变高雅的品质与气质。



       虎跑泉
                                
         乾隆

 溯润寻源忽得泉，
 淡如君子洁如仙。
 余杭第一传佳品，
 便拾松枝烹雨前。
 象教开兹泉眼开，
 共传跑得籍中哀。
 感通亦自寻常耳，
 记得前身曾伏来。

  茶性之清苦、淡泊、洁静、高雅，
可谓“淡如君子洁如仙”，正是中国人
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完美人格。



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

苏轼

仙山灵草温行云，洗遍香肌粉末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被人们当成“君子”品性的参照物，茶事活动成为自我反
省、陶冶心志、修炼品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



三、以茶为礼，构建“和谐”

 儒家认为：要达到中庸和谐，礼的作用不可忽视。

礼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自身的追求；
二是如何对待别人。



自唐代中后期以来，饮茶礼俗逐渐渗透到中华大地各阶层、各民族的
各个生活领域。中国人因茶相交，以茶相敬，通过茶饮这一媒介交朋
结友，对于增强团体的合作精神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
百姓家，以茶礼示恭敬之心；
宫廷中，以茶礼顺君臣之序 ；
婚嫁中，以茶礼寓坚贞之情；
祭祀中，以茶礼表虔诚之意……

饮茶礼仪折射出“和乐”文化的价值与内涵。



     寒 夜
      杜耒

寒夜客来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中国人常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里所说的“水”是淡而有味的“茶水”，
是君子之交带来的茶样宁静与安康。“淡”
是生活的味道，也是时间验证的朋友味道，
真正的朋友之间更需要的是和气、珍惜、信
任，象茶水一样“苦而回甘，淡而隽永”的
友谊！ 



     “和”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中和”思想
的影响下，“和谐”成为中国茶道的最高追求。中国
茶道以茶为载体，以“礼乐”为形式，让人们通过修
身体悟达到“和”的境界，并由此派生出诸多形式或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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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思考题

试论儒家“中庸和谐”对茶道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