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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中国茶道的地位    (一)中国茶道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    茶文化在本质上是饮茶文化，是茶作为饮料
在被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合体。
关于茶文化，目前主要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界定。
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其精
神财富而言的。
但广义茶文化概念太宽泛，狭义茶文化概念又过于狭隘，根据茶文化自身的特点，应取不广不狭的中
义为当。
具体说来，茶文化主要包括饮茶的历史、发展和传播，茶俗、茶艺和茶道，茶文学和艺术，茶与宗教
、哲学、美学、社会学等，茶文献，茶史，茶具，茶馆等。
茶文化的基础是茶俗、茶艺，核心是茶道，主体是茶文学与艺术，载体是茶文献。
    在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是灵魂，是茶文化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
    (二)中国茶道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茶道集中国宗教、哲学、美学、文学、琴棋书画、插
花、服装、园林、建筑等于一体，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诸多方面，是综合性的文化体。
中国茶道是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也是人生的艺术。
中国茶道精神表现为清、淡、静、和、真，浓缩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
中国茶道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茶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化。
尽管中国茶道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堪称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
    二、中国茶道的价值    中国茶道是以养生修心为宗旨的饮茶艺术。
修行是茶道的根本，是茶道的宗旨。
中国茶道的特点是“性命双修”，修性即修心，修命即修身，性命双修亦即身心双修。
修命、修身，也谓养生，目的在于祛病健体、延年益寿，属于物质追求；修性、修心的目的在于怡情
悦性、志道立德，属于精神追求。
概括说来，中国茶道的价值在于养生、怡情、修性、立德，融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于一体。
    (一)养生    茶为“万病之药”，“茶者，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
现代医学也证实，茶中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营养成分，其中茶多酚、茶叶碱、茶
多糖、茶色素、茶氨酸等具有多种防病治病的功效。
养生是茶道的物质追求，也是基本追求。
    (二)怡情    杜浚认为：“夫予论茶四妙：日湛，日幽，日灵，日远。
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
”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
“湛”者，精湛、深湛；“幽”者，幽静、幽深；“灵”者，灵妙、灵性；“远”者，高远、玄远、
旷远。
湛、幽、灵、远实际上是审美境界，这四者都与饮茶时的物质需求无关，是对茶道美学和精神的一种
概括。
“澡吾根器”乃指清心、爽神、涤虑。
“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智识、意志更完美。
    怡情是感性追求，在于陶冶情操，调节情绪，美化心灵。
怡情重在求美，旨在提升审美素养和艺术情趣，可谓美育。
    (三)修性    袁枚在《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中提到“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
怡情悦性”。
饮茶不仅能怡情，也能养性、修性。
    杜浚的“改吾闻见”则说茶道可以开阔人的视野。
而“导吾杳冥”则是说茶道可以使人彻悟人生真谛而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高远境界，进入淡泊宁静、
超凡人圣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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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主张“穷理尽性”，道家主张“全真葆性”，佛教主张“明心见性”，中国文化重修性，茶道
亦然。
修性是理性追求，重在求善，旨在完善道德、健全人格。
    (四)立德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立功、立言，是谓“三不朽”。
    《老子》第二十一章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德者，得也，得之于道，得道于心是谓德。
道生成天地万物，德养育万物，使万物生长发展，成熟结果。
《老子》第五十一章又说：“道生之，德畜之。
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德体现着道，使万物生长而不据为己有，抚育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导引万物而不为其主宰，这种“
玄德”完全体现道的自然本性。
立德就是修道，唯有得道才能全德。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序》：“至若茶之为物⋯⋯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
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
”茶禀清、和、淡、洁、韵、静之性，饮茶能致清导和、熏陶德化，借助茶可以修道立德。
    怡情、修性、立德相互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美中有真善，善中有美真，真中有美善。
不仅怡情、修性、立德三者之间不能截然分开，就是怡情、修性、立德与养生也有关联。
茶道的价值，简述之，即真、善、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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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道是茶文化核心。
本书讲述中国茶道的概念、构成要素以及形式，中国茶道与文学、艺术、宗教的关系，中国茶道形成
和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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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以寿，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茶业学会副秘书
长．安徽省徽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编或独著《中国茶文化》、《中华茶道》、《中华茶艺》、《黄山毛峰》，参编或合著《茶文化学
》、《中华茶文化》、《中华茶史》、《中国茶艺》、《中国茶谱》、《茶席·茶会》，发表论文4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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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儒家注重人格思想，追求人格完善，认为只有完善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良好的
修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茶叶的中和特性也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之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
陆羽《茶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茶“宜精行俭德之人”，以茶示俭、示廉，倡导茶人的理想人格。
刘贞亮提出“以茶可雅志”，通过饮茶达到修身养性之目的，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以及
清高廉洁与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
茶道寄寓着儒家企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正如北宋晁补之《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
茶》诗日：“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
”赞美苏轼具有中和的品格和气节，如同珍贵名茶，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也不会改变节操。
儒家的人格思想也是中国茶道的思想基础。
吴觉农说：“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
”林语堂也说：“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
”茶是文明的饮料，是“饮中君子”，具有“君子性”，其形貌风范为人景仰。
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称赞建茶，“建溪所产虽不同，⋯天与君子性。
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
苏轼又在《叶嘉传》中赞美茶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
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
。
周履靖的《茶德颂》盛赞茶有馨香之德，可令人“一吸怀畅，再吸思陶。
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
秘传煎烹，瀹啜真形。
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
文人将茶品与人品相联系，说茶德似人德，将茶的高洁比作人的高洁。
文人雅士的茶事活动有深刻的文化情结，以怡情养性，塑造人格精神为第一要素。
文人雅士在细细品啜，徐徐体察之余，在色、香、味、形的品赏之中，移情于茶，托物寄情，从而感
情受到了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升华。
唐代陆羽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一生中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
历史上文人儒士都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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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衰于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茶道开始复兴。
短短三十多年时间，中国茶道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得到恢复、丰富和发展。
    本书是丁以寿、关剑平、章传政三人合作的结晶，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由丁以寿撰写，第三章
由关剑平撰写，第四章由章传政撰写，图片由丁以寿提供。
    由于我们学识和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难免，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不胜感谢！
    丁以寿  关剑平章传政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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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茶道》是中国茶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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