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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茶道·茶文化 

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 陈文华 

目前,许多有关茶文化的概念存在一些分歧、模糊甚至混乱的现象,如到底什

么是茶文化问题,什么是茶道问题,什么是茶艺问题,茶道和茶艺的关系问题,都存

在误区,没有统一的认识,需要加以探讨,以求得共识。 

在讨论茶文化问题之前,必须先弄清什么是文化。 

按文化学的定义,目前通常使用的文化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也就是说,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即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等,同时也包括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 

因此,茶文化也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

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其“精神财富”部分。

王玲教授在《中国茶文化》一书中是主张狭义说的,她强调指出:“研究茶文化,

不是研究茶的生长、培植、制作、化学成分、药学原理、卫生保健作用等自然现

象,这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是简单地把茶叶学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

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茶在被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按照文化学的研究,文化可分为技术和价值两个体系。技术体系是指人类加

工自然造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是指人类在加

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这两

个体系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统一体,也就是广义文化。因而,文化的价值体系

相当于狭义文化。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

文化。 

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

实体的文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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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 

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

行为模式。 

心态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

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

的核心。 

那么,茶文化也应该有这样的四个层次。 

 

1.茶文化的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

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分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

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

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

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封之

时,匕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

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

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 835 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

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

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

茶马贾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时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

盘剥。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常是以

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未“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

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

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

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

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

收。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

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



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

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

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

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

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

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

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

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茶,也就

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2.茶文化的核心是茶道 
目前,关于茶文化的许多名词术语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混乱的认识,茶艺界有

许多人常常将茶道、茶德、茶艺混为一谈,弄不清茶道和茶艺的区别,如有的叫茶

艺馆,有的叫茶道馆。有的称茶艺表演,有的称茶道表演。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

加以界定,以求取得统一的认识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茶艺、茶道和茶德问题。 

茶艺 

“茶艺”一词最早出现于七十年代的台湾。当 20 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出现茶

文化复兴浪潮之后,于 1978 年酝酿成立有关茶文化组织的时候,接受台湾民俗学

会理事长姿子匡教授的建议,使用“茶艺”一词,成立了“台北市茶艺协会”、“高

雄市茶艺学会”。1982 年又成立“中华茶艺协会”。各种茶艺馆也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茶艺一词被广泛接受,而且也传播至港澳和大陆。至于为什么要称茶艺,台

湾茶文化专家范增平先生在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宣读的《茶文化的传播对

现代台湾社会的影响》论文中指出:当时为了弘扬茶文化、推广品饮茗茶的民俗,

有人提出使用“茶道”一词。但是有人认为“茶道”虽然中国自古已有之,却已

为日本专美于前,如果现在继续使用“茶道”恐怕引起误会,以为是把日本茶道搬

到台湾来。另一个顾虑是怕提出“茶道”过于严肃,中国人对于“道”字特别庄

重,比较高高在上的,要民众很快就普遍接受可能不容易,于是提出“茶艺”这个词。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才定案。“茶艺”就这么产生了。 



然而什么是茶艺?各家的解释还是见仁见智并无统一而明确的定义。如台湾

茶艺专家季野先生认为:“茶艺是以茶为主体,将艺术溶入生活以丰富生活的一种

人文主张,其目的在于生活而不在于茶。”(季野:《茶艺信箱》98 页,台湾茶与艺术

杂志社出版)范增平先生认为:“茶艺包括两方面,科学和人文的,也就是,一技艺,科

学地泡好一壶茶的技术。二.艺术,美妙地品享一杯茶的方式。中国茶艺之美是属

于心灵的美,欣赏茶艺之美,是要把自我投入整个过程当中来观察整体。”(范增平:

《台湾茶文化论》280 页,台湾碧山岩出版公司出版)台湾茶艺专家蔡荣章先生认

为:“‘茶艺’是指饮茶的艺术而言。⋯⋯讲究茶叶的品质、冲泡的技艺、茶具的玩赏、

品茗的环境以及人际间的关系,那就广泛地深入到‘茶艺’的境界了。”(蔡荣章:

《现代茶艺》202 页,台湾中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蔡先生还认为:“茶叶

的冲泡过程不只是把茶叶的品质完美发挥的技艺,本身也是一种发展个性的表演

艺术。借着泡茶、品茗的过程,因为必须专心一致才能将茶泡好,才可以体会茶的

境界,而且要有秩序才能表现美感与主客良好的关系,结果达到了修身养性与敦睦

人伦的社教功能。”(同上,197 页)北京的茶文化专家王玲教授认为:“茶艺和茶道

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

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王玲:《中国茶

文化》87 页,中国书店出版)陕西的作家丁文先生认为:“茶艺指制茶、烹茶、饮茶

的技术,技术达到炉火纯青便成一门艺术。”“茶艺是茶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丁

文:《中国茶道》46 页、49 页,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浙江湖州的茶文化专家寇丹

先生在综合各家学说之后,认为茶艺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艺是研究茶

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业的原理、原则,以达到物质和精

神全面满足的学问。狭义的茶艺是如何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

术。”(《茶艺初论》,载于《农业考古》1997 年 4 期) 

我们赞成按狭义的定义来理解。通俗地说,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

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而泡茶又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丁文先生所说,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便成为一门

艺术。因此,我们不但要科学地泡好一壶茶,还要艺术地泡好一壶茶。也就是说,

不但要掌握茶叶鉴别、火候、水温、冲泡时间、动作规范等等技术问题,还要注

意冲泡者在整个操作过程中的艺术美感问题,“欣赏茶艺的沏泡技艺,应该给人以

一种美的享受,包括境美、水美、器美、茶美和艺美。”“茶的沏泡艺术之美表现

为仪表的美与心灵的美。仪表是沏泡者的外表,包括容貌、姿态、风度等;心灵是



指沏泡者的内心、精神、思想等,通过沏泡者的设计、动作和眼神表达出来。”(童

启庆:《习茶》110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诚如蔡荣章先生所说,茶叶冲泡过程“本

身也是一种发展个性的表演艺术。”如果茶艺馆的从业人员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将

自己等同于一般饮食行业的服务员,而是自觉在从事一项普及茶文化知识、充满

诗情画意的艺术活动,是项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那么,茶艺与茶道有什么区别呢?茶艺与茶道是什么关系呢? 

茶道 

王玲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茶文化》第二编“中国茶艺与茶道精神”中指出:“茶

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

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

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

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

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蔡荣章先生也认为:“如要强调有形的动作部分,则使用‘茶

艺’,强调茶引发的思想与美感境界,则使用‘茶道’。”“指导‘茶艺’的理念,就

是‘茶道’。”(蔡荣章:《现代茶思想集》41 以 408 页,台湾玉川出版社出版)我们

认为,王玲教授和蔡荣章先生的这些话已经将茶道、茶艺的区别和关系讲得很清

楚。茶道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

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陈香白教授认为:“中国

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陈香白:《中国茶文化》59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不过,以这样的高度来要求茶人毕

竟过于严格和空泛,常人不易掌握,一些茶艺大师和专家们便以精练的哲理语言加

以概括,提出许多茶道的基本精神,使所有茶人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这些基本精

神就是饮茶的道德要求,亦称为茶德。早在唐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就指出: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

德之人,陆羽已经时饮茶者提出品德要求,喝茶已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需要的解

渴了。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更指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

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可见,早在唐代就已经喝茶有道了。可以将刘贞亮提

出的茶德视为对诗人皎然在《饮茶歌·俏崔石使君》诗“三饮便得道”和“孰知

茶道全尔真”句中之“道”和“茶道”的诊释和充实。由此可见,茶道应追本溯

源至唐代皎然、陆羽时期,当然,它还不如后代如日本之茶道那么明确具体。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

茶叶。但要一直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

休(巧 22 一 1592 年)。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

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

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介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

本“茶道四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尊

敬,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稚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

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淘。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形

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来实

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 

朝鲜茶礼—清、敬、和、乐 

朝鲜与中国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

孺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

是草衣禅师张意愉(公元 1786 一 1866 年),他在《东茶硕》里提倡“中正”的茶礼

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人要有自知之

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

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

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

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与人交往中的生

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 年 2

期)。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

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

精神。 

中国茶德—廉、美、和、敬 

和韩国的茶礼一样,中国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国虽然自古就有茶

道,但宗教色彩不浓,而是将孺、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选择和

发挥的余地,各层面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艺

形式和思想内容,不断加以发挥创造,因而也就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清规戒律。

只是到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许多人觉得应该对中国



的茶道精神加以总结,归纳出几条便于茶人们记忆、操作的“茶德”。已故的浙江

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 1990 年 2 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

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

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

人。具体内容为: 

廉——推行清廉,勤俭育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乐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

1990 年 6 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

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 

理——“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两人对饮,以茶引言,促进相互理解;

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

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思,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还是今日的

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

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为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

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

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 

清——“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的廉

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1982 年,首都春节团拜会上,每人面前

清茶一杯,显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国两个文

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

文明更值得发扬。‘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

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味浓性波辣。若得长年饮,延年

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 

融——“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举行茶话会,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

手捧香茶,有说有笑,真是其乐融融;朋友相会,亲人见面,清茶一杯,交流情感,气氛

融洽,有水乳交融之感。团体商谈,协商议事,在融洽的气氛中,往往更能促进互惊互

让,有益于联合与协作,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由此可见,茶在联谊中的桥梁纽



带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两位专家还认为:中国的茶,“能用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祭祖、育德,

直至陶冶情操,美化生活。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层次,各个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

的功用、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

勤俭育德、尊老爱幼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

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此之前,台湾的范增平先生于 1985 年提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

检、静、洁。”(《台湾茶文化论》43 页“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台湾碧山岩出

版公司出版。)范先生的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是上述的茶德。虽未

加以详细解释,但其含义仍不难理解,与前述几位专家的意见相去不远。 

更早一点,在 1982 年,台湾的国学大师林荆南教授将茶道精神概括为“美、健、

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其具体解释

如下: 

美——“美是茶的事物,律是茶的秋序。事由人为,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

心,必敬必诚,才能建茶功立茶德。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气度。

所谓物,是茶之所属,诸如品茶的环境,所用的器具,都必须美观,而且要调和。从洁

身、正心,至于环境、器具,务必合于秋序,治茶时必须从容中矩,连而贯之,充分显

示幽稚的旋律美,造成至佳的品茗气氛。须知品茗有层次,从层次而见其升华,否则

茶功败矣,追论茶德。” 

健——“‘健康’一项,是治茶的大本。茶叶必精选,劣茶不宜用,变质不可饮;

不洁的水不可用,水温要讲究,冲和注均须把握时间。治茶当事人,本身必健康,轻如

风邪感冒,亦不可泡茶待客,权宜之法,只好由第三者代劳。茶为健康饮料,其有益于

人身健康是毫无疑问的。推广饮茶,应该从家庭式开始,拜茶之赐,一家大小健康,

家家健康,一国健康,见到全体人类健康;茶,就有‘修、齐、治、平’的同等奥义。” 

性——“‘养性’是茶的妙用,人之性与茶之性相近,却因为人类受生活环境所

污染,于是性天积垢与日俱加,而失去其本善;好在茶树生于灵山,得雨露日月光华

的灌养,清和之气代代相传,誉为尘外仙芽;所以茶人必须顺茶性,从清趣中培养灵

源,涤除积垢,还其本来性善,发挥茶功,葆命延年,持之有恒,可以参悟禅理,得天地

清和之气为己用,释氏所称彼岸,可求于明窗净几之一壶中。” 

伦——“‘明伦’是孺家至宝,系中国五千年文化于不坠。茶之功用,是敦睦人

际关系的津梁:古有贡茶以事君,君有赐茶以敬臣;居家,子媳奉茶汤以事父母;夫唱



妇随,时为伉俪饮;兄以茶友弟,弟以茶恭兄;朋友往来,以茶联欢。今举茶为天伦饮,

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谊、君敬、臣

忠),则茶有全天下义的功用,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蔡荣章《现代茶艺》200

页,台湾中视文化公司,1989 年 7 版) 

此外,台湾的周渝先生近年来也提出“正、静、清、圆”四字作为中国茶道

精神的代表。(周渝:《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

年 2 期) 

以上各家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茶德)的归纳,虽然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精神

还是接近的,特别是清、静、和、美等是符合中国茶道的精神和茶艺的特点,和日

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基本精神也是相通的。大家可以细心领会,把握其主要精神,

在自己的茶艺表演和茶事活动中贯彻这些精神。 

据陈香白教授研究,他认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

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事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

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和”的内涵非常丰富,作为中国文化意识集中体现的

“和”,主要包括着:和敬、和清、和寂、和廉、和静、和俭、和美、和爱、和气、

中和、和谐、宽和、和顺、和勉、和合(和睦同心、调和、顺利)、和光(才华内蕴、

不露锋芒)、和衷(恭敬、和善)、和平、和易、和乐(和睦安乐、协和乐音)、和缓、

和谨、和煦、和雾、和售(公平买卖)、和羹(水火相反而成羹,可否相成而为和)、

和戎(古代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结盟友好)、交和(两军相对)、和胜(病愈)、和成(饮

食适中)等意义。“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

‘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

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

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中国茶文化》43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的叶惠

民先生也同意此说,认为“和睦清心”是茶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茶道的核心(《茶艺

报》19 页,香港茶艺中,心 1993 年出版)。 

我们认为,陈香白教授的这番话,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茶道精神的把握,也

有助于我们对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理解。 

总之,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

原则。我们应该根据茶道精神来从事茶文化活动。一切有悖于茶道精神的行为,

都要加以纠正、克服,使中国茶文化事业永远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发展。 

 



 

3.茶文化的社会功能 
当我们了解茶文化的各个层次及其核心部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茶文化与

一般的饮食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即它除了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

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茶道精神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体现的,是人们在品茗

活动中的一种高品位的精神追求。人们走进现代的茶艺馆,并不是为了解渴,也不

仅仅是为了保健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满足,是高品味的文化休闲,可以说

是一种高档次的文化消费。经营茶艺馆者,当然应该讲究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非常

重视茶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推广,经常举行茶艺表演,开办茶艺知识讲座和培训,积

极参与茶文化活动,显示出自觉的文化积极性,这是其他餐饮业所不能比拟的。对

在茶艺馆从事茶艺工作的人员,在文化素质上的要求也要比餐厅服务员更高一些,

她们除了服务顾客之外,还肩负着普及茶艺知识、推广茶文化的高尚任务,应该具

有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      

那么,茶文化到底具有哪些社会功能呢?前述的众多有关茶道、茶德的论述,

已包括这方面内容,也就是说,那些茶德所要求做到的,就是茶文化的社会功能,就

是茶文化对社会的贡献。 

唐代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曾将饮茶的功德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

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

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心”、“可行道”等

就是属于茶道范围。因此,除了增进人们健康、促进茶业经济的发展、弘扬传统

文化之外,还可以将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简化归纳为下列三个方面: 

1.以茶稚心——陶冶个人情操。茶道中的“清”、“寂”、“廉”、“美”、“静”、

“俭”、“洁”、“性”等,侧重个人的修身养性,通过茶艺活动来提高个人道德品质

和文化修养。 

2.以茶敬客——协调人际关系。茶道中的“和”、“敬”、“融”、“理”、“伦”

等,侧重于人际关系的调整,要求和诚处世,敬人爱民,化解矛盾,增进团结,有利于社

会秩序的稳定。 

3.以茶行道——净化社会风气。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商品大潮汹涌,物欲膨

胀,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人心浮躁,心理易于失衡,人际关系趋于紧张。而茶文

化是种雅静、健康的文化,它能使人们绷紧的心灵之弦得以松弛,倾料的心理得以

平衡。以“和”为核心的茶道精神,提倡和诚处世,以礼待人,对人多奉献一点爱心,



一份理解,建立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互相关心的新型人际关系。因此,必然有利

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范增平先生在《茶艺文化再出发》一文中曾将茶文化的社会功能具体归纳为

下列几个方面: 

探讨茶艺知识,以善化人心。 

体验茶艺生活,以净化社会。 

研究茶艺美学,以美化生活。 

发扬茶艺精神,以文化世界。(范增平:《台湾茶文化论》51 页,台湾碧山岩出

版公司出版) 

范增平先生是以另一视角,从四个层面来论述茶艺文化的社会功能。他这里

所说的“茶艺文化”,实际上就是茶道精神,也就是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我们上面

所述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参照,互为补充。我们每一个从事茶文化事业的

茶人,都应该自觉地以此作为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和最高追求,为祖国博大精深的

茶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