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談中日禪茶文化 

 

內容摘要 

  日本的茶道和中國的茶道有著上千年的交流歷史，從最初的唐代《茶經》的流傳到後來，

日本室町時期的千利休的本土茶道的創立。這其中中國和日本茶文化之間，有如此密切的聯

繫，可以說互相影響，彼此有相似點也有不同點，本論文就日本和中國的禪茶文化的思想進

行探討，通過解析茶文化讓更多人一窺東方禪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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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日禪宗和茶文化的影響 

 

  自唐宋時期，中國和日本的頻繁交往，中日雙方的文化和宗教都有了各自的特色。特別是

禪宗思想和茶文化,在中國和日本都出現了相互融合的現象。唐朝的《茶經》的出現，標誌

著喝茶這件事情被廣大民眾所接受,更是貴族階級風雅的事情。《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令

人有力、悅志”。這是陸羽《茶經》中關於《神農食經》的記載，從這裡看出古人喝茶的歷史已經有

上千年的歷史，喝茶不僅可以讓身體健康，還能讓身心變的更加愉悅。茶作為人的修身養性的載體，

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運用於生活中。這些也對日本茶道的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 

 

隨著唐宋時期的中日兩國的頻繁交往，中國的茶具和茶經也隨之傳到了日本。並且很快在日本的

上流社會流行起來。特別是在聖德太子時期，由於聖德太子在十七條憲法中,開宗明義就主張“和”

的思想。“和”的思想主要來源於佛教的“六和”的觀點。這也使佛教禪宗思想成為日本社

會的普遍審美價值。這也為後來日本茶道和禪宗思想的融合提供了先決條件。在這一時期的

中國茶道也有改變,從最初力求茶和水的品質,發展成以喝茶參禪的佛事活動。最有代表的是

佛教的經典,即是趙州禪師的吃茶去的故事。這也標誌著中國和日本關於茶的文化有了完全

不同的發展方向。中國的茶通過禪宗的結合變為修行人，生活的一部分。日本的茶道成為另

一種獨特的形式。 

 

日本學者倉澤行洋在《藝道的哲學》一書中指出“日本的茶道'包含兩個意思一個是以

點茶吃茶為機緣的深化、高揚心境之路的意思另一個是以深化、高揚的心境為出發點的點茶

吃茶之路。”也就是說日本的茶道包含了吃茶的形式，這種形式裡還體現出日本人對人生的

體悟。這也是日本茶文化的具體表現。不僅如此,禪僧兼哲學家久松真一先生從哲學的角度

對茶道進行解釋。他將茶道定義為是以吃茶為契機的綜合文化體系。茶道文化具有綜合性、

統一性、包容性。其中包括藝術、道德、哲學、宗教以及文化的各個方面。茶道文化的內核

是禪。這裡也可以認為日本的茶道具有中國禪的一面，也同時體現日本人特有的人文思想

“宅寂”。 

 

二日本茶文化的主要思想 

 

關於“宅寂”思想的起源，可以認為出自中國的幽玄的思想。在中國的古代哲學體系中

幽玄的思想最早來源於中國的道家和佛教經典的教義，主要是指深遠微秒,難以推測的高深

境界。這種思想也同樣影響了中日兩國的禪茶形式的演變。在日本的平安時代幽玄思想成為

日本詩歌主要追求的審美準則。也特指日本那種超脫塵世，深遠寂靜的枯淡的美。這一審美

準則在日本的室町時期發展成熟並且逐漸溶入日本各個藝術領域中。比如世阿彌認為：“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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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靜寂之中必有感心之物”。這裡的感心之物和日本人特有的人生哲學密切相關。日本人認

為寂靜的美是事物昇華後的變化美,這種美在四季的變化中,花開花落中隱現,也是人生最高

境界的追求。即是事物到達一定高度後最完美的落幕。也可以認為是人生中肯定思想的否定

體現。 

 

日本茶道的祖師千利休把中國哲學中的幽玄的美總結為“和，敬,清,寂”四個字,這也是

日本茶道的中心思想,同時也是宅寂思想的具體表現。不僅如此,宅寂思想也同樣影響了當時

其他門類的藝術。比如相阿彌的《四季山水圖》通過在同一長卷中景物變化的不同，描繪四

季的更替。全圖用一種柔和的筆調，描繪世外桃源的景色。在落葉、沒有人的空間環境中，

表達一種“寂”的境界，這種境界也具有一種淡泊，清靜的美。 

 

日本人對於風景獨特的審美意識，也同樣體現在日本的茶道文化中。在日本的茶室庭院

內,刻意的追求一種古樸的氣氛。古樹掩道、水聲淺淺，讓人感受詩文中的“曲徑通幽”的

意境。通過這種“幽玄”的景色，讓人領悟禪茶的精神。所以茶道祖師千利休曾經說：“小

座席草庵茶道以循佛法修行得道為第一要義。追求華美的宅第和珍稀的佳餚,皆為俗世之舉。

房子不漏雨,飯菜可供充饑,能夠以此為足,才是佛法和茶湯的本意”。這裡可以看出日本對於

茶的理解不僅是茶的本身，更在於和茶相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通過環境的裝飾，泡茶的儀

式來體現佛法的精妙，讓人領悟佛法的真諦。這樣的審美意識一直延續數百年,也成為日本

禪宗思想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中國茶道的思想 

 

如果說日本的禪茶注重具體的形式，那麼中國的茶禪更注重形式之中的精神。可以說中

國的禪茶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修行者的根本大道.這其中也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根據莊子《南華真經》中的記載，道家所說的“道”與“天”、“自然”等概念相合一,所

以道家提倡“抱樸含真”、“返璞歸真”要求“守真”、 “全真”。這些道家的思想同樣

也對茶道有所影響,在中國茶道中,也有“真”的追求。比如，一、茶水力求品質的真,二、喝

茶追求趣味的真,三、品茶追求本性的真,四、境界追求茶道的真。“真”既是中國茶道的出

發點,又是中國茶道的終極追求。 

 

 在早期佛教中“和”的教義也同樣對茶文化有所影響，例如,佛家在《雜阿含經。卷九》

記載:“汝當平等修習攝受,莫執著,莫放逸”。這裡提倡人們對修行保持“中道”的心態，這

樣一來才能領悟佛法的精妙。而“莫執著,莫放逸”的思想，也在喝茶的過程中體悟。比如

趙州禪師吃茶去的禪宗公案。禪師通過吃茶去的禪語，生動的闡述了，佛法即是不執著於任

何東西，一切世法平等無有高下的教義。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的茶，其實只是一個承載文化

的載體，其精神含義遠比喝茶的形式。 

 

  儒家中，孔子的“禮”的觀點，強調人和人之間關係的和諧。其最大特徵便是待客之道。

在中國,無論是民間還是文人茶都以實用性為根基,通過喝茶這樣的形式來接待遠方的客人，

以此給客人解渴去乏，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這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禮”的體現,所以孔

子在論語中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既然“不亦樂乎”當然是以茶款待。 

 

無論是儒家、道家、佛家對中國茶文化的形成和思想構建，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經過唐

宋時期長時間的演變，中國的式的“禪茶一味”，逐漸成為中國茶文化中的經典。不僅如此,



在宋儒理學的影響下,中國的禪宗,融合了道家、儒家的思想,把喝茶參禪當成僧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以這種形式來領悟佛法的精妙。這種體驗也誕生出中國大量的茶詩、茶著。這些文

學作品以禪宗哲學為根基,通過品茶體驗,表達了東方式的審美境界,這種境界也使中國的文

人如癡如醉,沉酒其中,求得心靈的交慰與滿足。最具代表的是唐代詩人盧全的“七碗”茶詩

作者通過品茶，聯想起羽化成仙得道，這樣的境界也只有在當下修行品茶融為一處才能深深

體會到。由此可見中國的禪茶文化是中國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四 中日禪茶文化之比較 

 

通過中日兩國喝茶方式的比較不難發現,兩國有如此相似的地方，也有如此不同的地方，

其主要分為以下幾點 

 

1 喝茶形式的不同。日本喝茶的場所通常在幽雅的庭院中，進行品茶活動。中國的喝茶注重

茶葉的品質並不刻意追求環境的幽雅。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然衍生出不同的茶文化。日本注重

茶文化式的生活，中國注重茶文化式的體悟。 

 

 2 喝茶的目的不同。日本的喝茶為了能夠體悟人生，通常在幽雅的環境中進行品茶的活動，

根據茶的不同更換室內的裝飾，讓人身在其中領悟人生的真諦。中國的喝茶重點不在於環境

的幽雅，而在於人和人之間的交流,為了能夠感受喝茶之上的精神,常常在喝茶的過程中，雙

方談佛論道。 

 

3 表達思想的不同。中國的喝茶過程其實只是文化的載體，喝茶者常常說一些精妙的禪宗揭

語，為了能夠表達生活中的佛法奧義。日本的喝茶常常通過景色，器具的裝飾暗示品茶者人

生的真諦，特別是日本獨有的“宅寂”思想。 

 

結論 

 

綜上所述，中日的茶文化雖然同出同源但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形成完全的不同的兩個體系。

中國的茶可以說是生活化的茶,和日常生活緊密聯繫,通過喝茶這樣的過程體悟宗教的含義，

主要是中國禪宗“禪茶一味”的具體表現形式。日本的飲茶更多是過程中的享受這裡還包括

視覺聽覺的刺激,在此之中體悟日本的文化,感悟日本式的人生。隨著中日兩國關係交往，相

信今後中國的“禪茶文化”和日本的“宅寂文化”互相影響,將會孕育出新的茶文化。讓我

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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