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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美心修德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
生活礼仪， 也被认为是修身养
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
茶、饮茶，增进友谊，中国茶道
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益的
一种和美仪式。 茶道最早起源
于中国。 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
以前， 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
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 唐朝
《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
载：“茶道大行， 王公朝士无不
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
的最早记载。 当时社会上茶宴
是一种很流行的社交活动。 唐
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
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
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
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
节、 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很
讲究， 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
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廷茶宴、

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
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
相当深刻的认识

,

宋徽宗赵佶
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 他认为
茶的芬芳品味， 能使人闲和宁
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

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

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
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
致静

......

”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
理、伦理、道德，通过品茗来修
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

的享受。

1.

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
是“把茶视为珍贵、 高尚的饮
料，因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是一种艺术， 或是一种修身养
性的手段。 ”

2.

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
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 对人
民进行礼法教育、 道德修养的
一种仪式。 庄晚芳先生还归纳
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

“廉、美、和、敬”他解释说：“廉
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

敬爱为人。 ”

3.

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
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茶
理、茶情、茶学说、茶道引导七
种义理， 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
是和。 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是
过程， 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
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
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陈香白
先生德茶道理论可简称为：“七
艺一心”。

4.

周作人先生则说得比较
随意， 他对茶道的理解为：“茶
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
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

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
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

5.

台湾学者刘汉介先生提
出：“所谓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
与意境。 ”

6. 1977

年，谷川激三先生
在《茶道的美学》一书中，将茶
道定义为： 以身体动作作为媒
介而演出的艺术。 它包含了艺
术的因素、社交因素、礼仪因素
和修行因素等四个因素。

久松真一先生则认为：茶
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
文化体系，它具有综合性、统一
性、包容性。其中有艺术、道德、

哲学、 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
面，其内核是禅。

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的
角度提出： 茶道是一种室内艺
能。 艺能使人本文化独有的一
个艺术群， 它通过人体的修炼
达到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
的。

7.

人本茶汤文化研究会仓
泽行洋先生则主张： 茶道十一
深远的哲理为思想背景， 综合
生活文化，是东方文化之精华。

他还认为，“道是通向彻悟人生
之路，茶道是至心之路，又是心
至茶之路。

8.

“武夷山茶痴”林治先生
认为“和、静、怡、真”应作为中
国茶道的四谛。 因为“和”是中
国这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
茶道的灵魂。 “静”是中国茶道
修习的方法。 “怡”是中国茶道
修习的心灵感受。 “真”是中国
茶道终极追求。

(

据新华网）

喝茶，需要用心尊
重每一款茶，好比有缘
之人，无论高低贵贱都
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令
自己欣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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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茶具较为著名的有北京雕漆茶具、 福州脱胎

茶具、江西波阳、宜春等地生产的脱胎漆器等，均别具

魅力。 其中以福州漆器茶具最佳。

红茶饮法

红茶饮用广泛， 这与红茶的品
质特点有关。如按花色品种而言，有
工夫饮法和快速饮法之分； 按调味
方式而言，有清饮法和调饮法之分；

按茶汤浸出方式而言， 有冲泡法和
煮饮法之分。但不论何种方法饮茶，

多数都选用茶杯冲
(

调
)

饮，只有少
数用壶的， 如冲泡红碎茶或片、末
茶。 现将红茶饮法介绍如下。

置具洁器： 一般说来， 饮红茶
前，不论采用何种饮法，都得先准备
好茶具，如煮水的壶，盛茶的杯或盏
等。 同时，还需用洁净的水，一一加
以清洁，以免污染。

量茶入杯：通常，结合需要，每
杯只放入

3~5

克的红茶， 或
1~2

包袋泡茶。若用壶煮，则另行按茶和
水的比例量茶入壶。

烹水沏茶：当量茶入杯后，然后
就冲入沸水。 如果是高档红茶，那
么，以选用白瓷杯为宜，以便察汤观
色。通常冲水至八分满为止。如果用
壶煮，那么，先应将水煮沸，而后放
茶配料。

闻香观色：红茶经冲泡后，通常
经

3

分钟后，即可先闻其香，再观察
红茶的汤色。这种做法，在品饮高档
红茶时尤为时尚。至于低档茶，一般
很少有闻香观色的。

品饮尝味：待茶汤冷热适口时，

即可举杯品味。尤其是饮高档红茶，

饮茶人需在品字上下功夫， 缓缓啜
饮，细细品味，在徐徐体察和欣赏之
中，品出红茶的醇味，领会饮红茶的
真趣， 获得心田的静美和精神的升
华。

如果品饮的红茶属条形茶，一
般可冲泡

2~3

次。 如果是红碎茶，

通常只冲泡一次，第二次再冲泡，滋
味就显得淡薄了。

(

海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