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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茶艺

感受茶道的虚静之美

中国茶道审美文化的
最显著特征之一，即乃虚静
之美也。

追溯历史，早在先秦时
代， 诸子百家对于虚静之
说，就曾经有过种种论述，

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
并作， 吾以观其复……虚
静恬淡寂寞无为者， 天地
之本也……虚静之说，本是
根底于道家的审美学说。虚
者，即虚无之谓也。 就大处
来说， 天地本是从虚无而
来， 万物本是由虚无而生。

至于就小处来说，即如我国
茶道审美文化中的这个虚
静之美，其“虚”与“静”之间
的辩证关系则亦不例外。这
就是说，静乃始于虚也。 有
虚才有静，无虚则无静。 虚

静之间的辩证关系之真谛，

即在于此。

关于中国茶道审美文
化中的虚静之说，对于日常
品茗审美而言， 并非空泛，

仔细品味，有助于在品茗生
活中更好地获得审美感悟。

其实虚静之说并不玄奥，只
需明白一点，即静乃始于虚
也， 在内心世界的空间里，

在受到外物之苦时，在品茗
审美之前，需把心灵空间的
挤轧之物、堆垒之物，尽量
排解开去，静下神来，定下
心来，开始走进品茗审美的
境界， 静静领悟茶之色、茶
之香、茶之味、茶之形的种
种美感，以及赏鉴茶道文化
生活中的择器之美、择水之
美、择侣之美、择境之美。这

一切，不正是属于虚静之美
的境界么？

禅有禅悟， 茶有茶思。

就茶道审美与咏茶创作来
说，茶悟出茶思，茶悟出茶
情， 茶悟出的是不失茶氛
的灵气， 茶悟出的是不失
茶韵的美感， 这一切皆跟
所谓禅悟迥乎其异。 需知，

由茶悟而升华， 即堪达于
无穷美妙的艺术境界，甚
至达于像卢仝在《七碗茶
诗》 中所讴歌的那般如梦
如幻， 如恍如惚， 如通仙
灵， 如御清风的诗性境界。

这正是中国茶道及其审美
文化，包括虚静之美所达到
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和艺
术境界。

（轩一行）

茶艺礼法

（一）

从中国传统的审美角度
来看，人们推崇姿态的美高于
容貌之美。茶艺表演中的姿态
也比容貌重要，需要从坐、立、

跪、行等几种基本姿势练起。

坐姿
坐在椅子或凳子上，必须

端坐中央， 使身体重心居中，

否则会因坐在边沿使椅（凳）

子翻倒而失态；双腿膝盖至脚
踝并拢，上身挺直，双肩放松；

头上顶下颌微敛， 舌抵下颚，

鼻尖对肚脐；女性双手搭放在
双腿中间， 左手放在右手上，

男性双手可分搭于左右两腿
侧上方。全身放松，思想安定、

集中，姿态自然、美观，切忌两
腿分开或翘二郎腿还不停抖
动、 双手搓动或交叉放于胸
前、弯腰弓背、低头等。如果是
作为客人， 也应采取上述坐
姿。 若被让坐在沙发上，由于
沙发离地较低， 端坐使人不
适，则女性可正坐，两腿并拢
偏向一侧斜伸，双手仍搭在两
腿中间；男性可将双手搭在扶
手上，两腿可架成二郎腿但不
能抖动，且双脚下垂。

跪姿
在进行茶道表演的国际

交流时，日本和韩国习惯采取
席地而坐的方式，另外如举行
无我茶会时也用此种座席。

1.

跪坐：日本人称之为“正
坐”。即双膝跪于座垫上，双脚
背相搭着地， 臀部坐在双脚
上，腰挺直，双肩放松，向下微
收，舌抵上颚，双手搭放于前，

女性左手在下，男性反之。

2.

盘腿坐：男性除正坐外，

可以盘腿坐，将双腿向内屈伸
相盘，双手分搭于两膝，其他
姿势同跪坐。

3 .

单腿跪蹲：右膝与着
地的脚呈直角相屈， 右膝
盖着地，脚尖点地，其余姿
势同跪坐。 客人坐的桌椅
较矮或跪坐、盘腿坐时，主
人奉茶则用此姿势。 也可
视桌椅的高度， 采用单腿
半蹲式， 即左脚向前跨一
步，膝微屈，右膝屈于左脚
小腿肚上。

(

未完待续
)

（据中国茶网）

茶虽为洁品， 但当它
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
列为贡品， 首先享用它的
自然是皇帝、 皇妃再推及
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
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
《华阳国志· 巴志》，周
武王发联合当时居住
川、陕、部一带的庸、蜀、

羡、苗、微、卢、彭、消几
个方国共同伐纣， 凯旋
而归。 此后，巴蜀之地所
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

廷贡品。 此事发生在公
元前

1135

年， 离今有
3000

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
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
身价， 推动了茶叶生产的
大发展， 刺激了茶叶的科
学研究， 形成了一大批名
茶。 贡菜制度确立了茶叶
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
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
茶大国的地位， 还确立了
中国茶道的地位。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

茶道， 达官贵人、 富商大
贾、一豪门乡绅于茶、水、

火、 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
求其极，很违情肯理，其用
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

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
贵族茶道， 发展至今日渐
大众化。

(

据中国茶网
)

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
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
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

旨在享乐人生。

中国茶道四大流派之

贵族茶道

紫砂茶具
紫砂茶具， 由陶器发展而

成，是一种新质陶器。 它始于宋
代，盛于明清，流传至今。

北宋梅尧的《依韵和杜相公
谢蔡君谟寄茶》中说道：“小石冷
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 ”说
的是紫砂茶具在北宋刚开始兴
起的情景。

黑瓷茶具

陶土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
明。最初是粗糙的土陶，然后逐步
演变为比较坚实的硬陶， 再发展
为表面敷釉的釉陶。 宜兴古代制
陶颇为发达，在商周时期，就出现
了几何印纹硬陶。

(

综合
)

黑瓷茶具，始于晚唐，鼎盛于
宋，延续于元，衰微于明、清，这是
因为自宋代开始， 饮茶方法已由
唐时煎茶法逐渐改变为点茶法，

而宋代流行的斗茶， 又为黑瓷茶
具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陶土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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