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而上”上不来
“形而下”下不去

倘若说中国当代茶文化残缺不
全， 势必引起某些人士以 “之乎者
也” 的语态强烈反驳。

谁说当代茶文化残缺不全？ 且
看茶馆里的茶艺表演， 还有近些年
层出不穷的茶艺大赛， 茶文化中的
艺术细胞似乎异常活跃； 再看那玄
妙莫测的茶禅讲座， 尽管听众们听
得云里雾里， 但这终归向大家证实
了茶这种特殊物品能通达非凡境界
……至于不计其数的茶文化节就更
令人眼花缭乱。

看似繁荣的表象下， 与二十年
前相比， 中国茶文化似乎还真兴盛
起来了。 然而喧闹背后， 又有谁看
见舞袖谢幕后的空荡虚飘？

“文化 ” 是人类生活的反映 ，
活动的记录以及历史的积淀， 它包
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 而思想和
理论则正是文化的核心、 灵魂。

中国当代茶文化将关注点落在
了形而下的具象研究， 比如茶艺表
演文化、 茶科学研究等， 形而上的
哲学思考在茶圈子里中并不多见 。
可即便是 “形而下 ”， 也未能真正
“下” 来， 我们的茶叶科学研发、 茶
史研学、 茶艺研究水平等都处在尚
需大幅提高的阶段。

唐朝时期， 中国茶文化传入日
本， 经过一千多年的长期发展， 日
本人吸收了中国禅宗的精髓 ,又结合
本民族的特色形成东方独具魅力 、
体系完整的茶文化———茶道。 日本
茶道的思想背景是禅门思想， 其体
系自成一派， 在严谨的程式中体现
茶禅一味， 以高度的哲学思考来反
观时下生活。

20 世纪国学
曾 一 时 被 搁 浅 ，
诞生在中国的茶
文化墙内开花墙
外香 ， 反倒在邻

国日本依旧有条不紊地发展着。 直
至上世纪 80 年代， 中日间茶文化交
流频繁， 日本茶道的许多流派到中
国进行交流， 日本茶文化向中国回
传。 这始于茶艺表演， 现今也依旧
停滞于茶艺表演。 我们没有真正进
行一招一式背后的高深哲学思索 ，
我们误认为穿上古装， 颔首坐在茶
桌前展示几个 “关公巡城”、 “韩信
点兵” 的动作就等同于茶道， 这是
对中国几千年茶文化的背弃。

中国茶文化崇尚自然、 随和之
美， 以 “天人合一、 尚中贵和、 厚
生爱民” 为精神核心， 自古以来并
没有仪式可循 ， 往往是道而无道 。
如今我们有了仪式， 这对茶文化精
髓的发挥与规范传播而言本是好事，
可我们仅仅是对日本茶艺的生搬硬
套， 更毋说精神内核的深入研究。

我们自己的 “道” 在哪里？ 在
婉约娇艳的茶艺演绎者中？ 还是在
所谓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的各
类茶文化节中？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是近
年的热门话， 尤其在各类大小茶博
会上更是屡见不鲜， 另一些略有胆
识之人还提出茶业需减掉文化外衣。
可文化为经济撑台并无过错， 中国
茶产业也确实该脱去繁缛的文化衣
带， 但缺失哲思的当代茶业真正丢
失的是文化精魂。 我们搭起了 “伪
文化” 的舞台， 却脱下了 “真文化”
的外衣。 “中国茶圈子里现在太缺
少形而上的研究了， 我们没有文化
魂，” 中国茶文化专家陈文华教授不
无感慨。

任何行业发展都需要软实力与
硬实力这对左膀右臂， 他们没有主
配角之分。 高强的经济实力， 不能
缺少文化力量与之相得益彰。

（孔令欣）

茶 本 清 心 寡 欲 ，
可如今却有太多

商人借茶艺撩人， 借茶道演文化，
一些行业协会人员还将茶文化做成
交 际 花 ， 喝 茶 论 起 的 恐 怕 不 是
“道”。 茶界里难得有几个老学究苦
心钻研， 却行路艰难地总扒不上精
神核心的边儿 。 当下茶圈子是口
井， 井底下的人自得其乐， 井外的
高人却又难以探个究竟。

茶道自古在日本社会里算舶来
品， 今天则发展成日本的代表文化

之一， 同时在中国却沦落到连我们
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尴尬境地。 我国
茶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以商人视角
来搬演茶文化， 本不是舞文弄墨之
人， 却偏要文绉绉地搞点似是而非
的名堂出来。

在后现代社会的背景下， 崇尚
快餐文化的大众消费时代的今天，
“天人合一、 尚中贵和” 的精神世
界日渐消失， 试问缺失了精神核心
的中国当代茶文化还有多少 “文
化” 可言？

编辑：孔令欣 konglingxin111＠hotmail．ｃｏｍ 电话：010-63733494 2010 年 2 月9日 星期二

茶周刊 B3
专题

文人茶文化的地位和影响
在 中 国 古 代 ， 文 人 在 习 惯 上 被 称 为

“士”。 古代的 “士”， 其意义大致相当于今天
所说的 “知识分子 ” 或 “文人雅士 ”。 应该
说， 古代的 “士”，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群
体， 其中既包括已谋取功名、 捞得一官半职
的人士， 又包括那些笃实好学但又一贫如洗
的落魄之士； 既包括位极人臣的朝中显要之
士， 又包括那些归隐山林、 不问世俗的隐逸
之士。 士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载体， 把士视为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已成为海内外学者的共
识。

因此， 若是把文人饮茶所产生的一系列
文化现象称作文人茶文化， 恐怕也不无道理。
由文人墨客、 官宦士族们所倡导， 主要是在
“士 ” 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流行的茶文化现
象， 可以称之为文人茶文化。 文人茶文化实
际上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它贯穿了中国文化
的基本精神， 显示了中国文人所特有的人生
哲学和审美理想， 更多地表现出饮茶的精神
内容， 集中反映了茶文化 “雅” 的一面， 从
文化学的观点来看， 更多的属于心态文化层

次。 与此相反， 大众茶文化， 主要是在平民
百姓中流行， 大都通过一定的行为模式和风
俗礼仪来表现， 较少表现出茶文化精神内容，
更多地显出茶文化 “俗” 的一面， 大体上属
于行为文化层次。

推崇文人茶文化， 并不是要否定大众茶
文化。 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 文人茶文化
仅仅是中国茶文化发展之一端， 或者说它主
要体现了茶文化中 “雅” 的一面， 文人茶文
化的勃兴与发展， 不仅不会影响和妨碍大众
茶文化之发展， 而且还会极大地促进和推动
大众茶文化的发展。 同样地， 大众茶文化的
发展， 各地区、 各阶层饮茶习俗的形成， 不
仅为文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
而且为文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
动因 。 实际上 ， 文人茶文化与大众茶文化 ，
只不过是同一个事物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
显示出来的两极， 二者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互相转化、 互相促进， 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
美妙绝伦的中国茶文化体系。

（吕 春）

饮茶之道 顺其自然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茶为国饮”也便有了

真正的内涵。 这个内涵的最大面，便是日益普
及的“实用之饮”、“平民之饮”。

茶原本就来源于大自然，“神农尝百草，日
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 ”可见，茶首先
有了解毒保健的功能，方为民众所接受。 为了
发展它培育它，一代代的茶农才不辞辛苦地种
茶、制茶。 根植于大地的茶，既回归了自然，又
泽惠了世人，也象征了涩苦和醇香的人生。 缘
此，茶才和平民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于由
此而产生的《茶经》，以及后世众多的专著，把
饮茶赋予了浓郁的 “文人色彩”、“贵族色彩”，
把简单的饮茶引入了格式化程序化风雅化的
误区，使茶渐渐远离了自然远离了百姓。 在此
情况下，无论怎样来以茶论道，以道论茶，只能
让空洞抽象的茶道， 成为文人笔下的一种奢
侈。 对于捧着大碗大罐如牛饮式的人们，他们

是无需说艺论道的。
当然，由国人种茶、制茶、喝茶、研究茶，而

衍生出来的茶道茶文化，亦是对茶的更深层次
的探讨与认识，是进一步促进和推动茶叶生产
的必要手段。 但对于茶道茶文化的渲染，还是
回归自然好。 因为茶的终极功能在于消渴和保
健，这是任何一个人生理上都必须的，如硬要
赋予更多的人文内涵，怕也是有点牵强。 陆羽
虽说“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但实践
证明，茶决不会使坏人变为好人，使贪腐转化
为清廉。 物质的东西，永远不会直接转化为精
神的东西。 再好的茶境，再好的茶诗，品茶人也
只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体验和精神上一时的满
足。 推崇饮茶顺其自然，就是要先强调茶必须
为饮在先，尔后方有茶道之论。 国人的茶年消
费平均不足 0.5 千克， 而不少平民百姓迫于生
活及竞争的压力，还不能常常“吃茶去”，尚无

法让茶成为生理健康上的一种必须，怎能形而
上的去说文论道呢？

顺其自然，就是要提倡简易的自然的饮茶
方式。 芸芸众人，三教九流，渴了而思饮，烧水
便泡茶，或者就去街头巷尾的茶摊上，摆龙门
阵喝大碗茶。 有工夫的人，就去喝一番功夫茶。
小资白领们就去喝他们的情趣茶。 山村的父老
乡亲，在槐荫下井台旁，喝他们的罐罐茶。 因人
而宜，不拘形式，不拘细节，不讲境界，不讲雅
俗，这些都无损于茶道之大雅。 在此基础上，如
千家万户都养成了客来敬茶，喝茶养生，喝茶
有益的习惯和理念，再进而去品茶论道，感悟
人生真谛，净化澡雪心灵，激发出点健康有益
的诗文情趣，惟此，顺其自然的饮茶之道，才真
正是茶农和众生能践行受益的饮茶之道啊！

（赵西岳）

茶之灵魂
非“和”莫属

《礼记·中庸》： “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 致中和 ， 天地位
焉， 万物育焉。” 意思是说， 喜怒
哀乐没有发作失控， 叫做中； 喜怒
哀乐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 都恰到
好处， 叫做和。 君子能够做到中，
是天下最大的根本； 做到和， 天下
才能归于道。 君子的中和如果做到
完美的程度， 天地都会赋予他应有
的位置， 万物都会养育他。 儒家认
为人们的道德修养能达到致中的境
界， 那么天地万物就能和谐了。

和， 天下之达道； 茶， 达道之
化身。 中国茶文化的核心精神， 笔
者 认 为 ， 可 用 一 个 字 来 概 括 ：
“和”！

南方有嘉木， 其叶有真香。 茶
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佳饮， 茶的利
用， 始于神农， 兴于唐， 盛于宋，
历经五千年而不衰， 是一种充满文
化内涵的健康饮料， 是当之无愧的
中华国饮。 茶文化渊远流长。

茶里到底有没有文化？ 答案是
肯定的。 开门七件事， 茶虽仅奉末
座， 但只有她与文化渊源深厚。 众
口一词茶文化， 谁听说柴文化、 米
文化、 醋文化？ 爱茶之人可以叫做
茶人， 但爱鱼爱肉之人， 却不能称
为鱼人、 肉人。 草木之间有一人，
天地独厚茶， 这里约定俗成， 没有
什么好争辩的。 茶助文人思， 自古
以来， 文人对茶情深意重， 然而茶
不是文人的专利。 农工士商， 三教
九流 ， 哪个阶层里少得了爱茶之
人？ 有人说： “百姓喝茶是解渴，
和尚喝茶是禅， 道士喝茶是道， 而
文人喝茶是文化。” 我认为这个说
法不准确、 不全面。 人们喝茶是基
于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 如果
喝茶不仅仅为解渴， 而是把它作为
思考的辅助、 交流的媒介、 情感的
寄托， 即使当事者大字不识一个，
发生这样的精神状态， 就是属于茶
文化。 饮茶品茗， 以修身养性， 陶
冶情操， 是我国人民生活中一项颇
具典型意义并富有特色的生活艺
术。 许多时候， 喝茶喝的是一种心
情。 感觉身心被净化， 滤去浮躁，
沉淀下来的是深思、 中和。 所以，
茶文化博大但并不精深， 基本上是

老少咸宜、 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
就是大家不需要经过专业训练都能
够欣赏和享受的文化。

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不
少茶学专家都有精辟的总结， 庄晚
芳先生认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
“廉、 美、 和、 敬”， 张天福先生提
出 “俭、 清、 和、 静” 的中国茶礼
思想 ， 还有人认为是 “和 、 静 、
怡、 真”， 都离不开 “和” 字。 台
湾中华茶艺协会第二届大会通过的
茶艺基本精神是 “清 、 敬 、 怡 、
真 ”， 据说文解字注 “怡者和也 、
悦也”， 也与 “和” 息息相关。 和，
寓意和谐、 和合、 和解、 和睦、 和
风细雨、 和颜悦色、 和平共处、 和
衷共济等， 这是中国茶文化不朽的
灵魂。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自由、
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 中国人的性
格象茶， 总是清醒、 理智地看待世
界， 不卑不亢， 执著持久， 强调人
与人之间相助相依， 在友好、 和谐
的气氛中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 在
中国土壤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优秀
传统文化———中国茶文化， 深深地
刻下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性格烙印。
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精神与茶人精
神中的 “和”， 有着一脉相承的关
系。 陆羽认为： 水、 火、 风只有有
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煮出好茶， 发
茶性， 去百疾。 同样是水， 也要取
水质清洁又平和的， 因此， 对湍流
飞瀑评价最低， 认为不宜煮茶。 以
茶待客， 以茶交友， 茶都是礼让、
友谊的象征， 都是亲和、 和谐的体
现， 是对天人合一、 和谐世界理想
社会的积极向往。

茶可以和身心 ， 茶可以和社
会 ， 茶可以和两岸 ， 茶可以和天
下。 以茶为媒， 可达大道。 茶之灵
魂， 非 “和” 莫属！ （严利人）

中
国
当
代
茶
文
化

有
多
少
﹃
文
化
﹄
可
言？

饮茶被赋予了浓郁的 “文人色彩”、 “贵族色彩”， 把简单的饮茶引
入了格式化程序化风雅化的误区。

编者按：

“

”

在社会文
化形态中， 精
英文化总是隐
现于世， 却无
时无刻不在引
导 着 大 众 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