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茶道浅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张建立

内容提要:古语云:“橘生淮南则为橘 , 橘生淮北则为枳。”日本

茶道虽源于中国茶文化 , 但它并非中国茶文化的简单翻版。日本茶

道集固本之食道 、长智之书画道 、积勇之武道 、增美之花道和清神之

香道 、乐道为一体 ,是日本独特的生活文化。自古以来 , 日本茶道人

口分属的社会阶层就很广泛 , 既有皇室贵族政客大贾 , 更不乏地位低

微的普通民众。众多的日本茶道修习者 , 或将茶道视为其不为无益

事且度有生闲暇的娱乐手段 , 或将茶道视为创造交友之缘的工具 , 或

将茶道视为修行得道的指月之指。 总之 , 日本茶道一直在方方面面

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从茶道的角度研究日本文化具有很大的现实

意义。

关 键 词:日本茶道　茶艺　净土观　家元制度　禅

日本茶道近似于宗教但不能说它就是宗教 ,近似于艺能但

也不能说它就是艺能 。它融道教 、阴阳道 、儒学 、佛教 、神道 、基

督教思想为一体 ,分别表现于建筑 、庭园 、书画 、陶瓷器 、竹器 、漆

器 、插花 、香道 、烹饪 、礼仪 、点茶方法等诸多方面。今天 ,在日本

特有的家元制度统帅下的日本茶道 ,更可谓是日本社会文化的

一个缩影 。

研究日本社会文化 ,茶道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鉴于国

内学界尚缺乏对日本茶道的深入了解 ,笔者以为还有必要在此

简单地介绍和浅析一下日本茶道的内容及研究日本茶道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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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禅宗五祖弘忍处修道时 ,曾奉师命各做过如下偈语。神

秀做的偈是:“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有尘

埃” ;慧能作的偈是:“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

使惹尘埃” 。日本茶道之“清”亦正是汲取了这两位得道高僧充

满禅机的偈意 ,因此 ,日本茶道中的众多的洗洗涮涮和清扫动

作 ,并非仅是日常生活层面的扫除 ,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即完

成这些动作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修习者心灵的一种净化和升

华的过程 。茶道中很多动作都是具有这种意义的动作 ,如在露

地中用水净手清口的动作等等 ,就不一一细说了。

接下来 ,看一下草庵也就是茶室。茶室的精巧的建筑格局 ,

可以说是日本古建筑技艺的结晶 。茶室中崇尚天然的建筑素

材 ,亦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热爱自然的心境。如今 ,以千利休建造

的“待庵”及里千家“今日庵”等为首的很多茶室 ,都被日本政府

指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

茶室中被赋予了各种意义的门 、壁龛 、天井 、榻榻米等的设

计 ,无一不在显示茶室是茶人进行茶道修行的一个主要场所 ,是

切断了与俗世的一切联系 、以茶为中心的人我共乐的空间 ,是一

个人神交会的神圣空间 。茶室的种类繁多 ,大小不一 。小的仅

有不到两张榻榻米那么小 ,大的则会有八张榻榻米以上那么大。

茶道中 ,把大小为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视为基准茶室。

茶文化当年在中国的普及就多缘于禅宗的影响 ,日本茶道

的形成受禅宗的影响则更深 ,再加之四张半榻榻米的尺寸与禅

宗寺院的“方丈”的尺寸相同 ,所以有人说茶道以四张半榻榻米

茶室为基准是受禅宗方丈的影响 。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 ,但

是前文我们也讲过 ,茶道思想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它融合道

教 、阴阳道 、儒教 、佛学 、神道 、基督教思想为一体。其实 ,茶道自

其形成期始受易经思想的影响就很深 ,所以若从日本茶道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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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方面来考虑的话 ,与其将整个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视

为禅宗的方丈 ,还莫如看成是一个按照易经八卦后天图来建构

的空间更妥帖。① 《易经》系辞上传中讲:“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

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 ,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 ,八卦

相荡 。”八卦与八卦相叠而为六画卦 ,始成八八六十四卦。“易”

理亦即宇宙大自然之理就是由这八卦和六十四卦的象与数来喻

示。茶人们端坐于茶室中 ,运用各种茶道具 ,组合成千变万化的

形式来点茶 ,简直就像在八卦图上实际演习六十四卦一般。“闲

坐小窗读周易 ,不觉春去已多时” 。仅仅是读易经的书 ,就已是

乐而忘时 ,修习茶道 ,实践易理 ,则更是妙不可言了 。易经八卦

往往容易被与算卦迷信联系在一起 ,而在茶道中 ,易经思想则是

构成茶道美学的极为重要的指针。

以上 ,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日本茶道的道场———“露地”

和茶室的基本情况。茶人们就是这样通过“露地”和茶室 ,在日

常生活中营造出了一个非日常的时空。当然 ,作为一个社会中

人 ,茶人们也不可能终日局限于“露地”草庵中足不出户 ,所以宗

旦才会告诫茶人们 ,要把在这净土般的“露地”草庵中的修行所

得 ,应用到其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实践中去 ,要做到“步步是道

场” 。茶人们所追求的精神上的东西 ,其实也是所有人普遍向往

的东西 ,正因如此 ,茶道才会至今持久不衰 。另外 ,在日本茶道

中 ,将我们一般人心目中花园一般的茶庭茶室 ,比拟成佛教的

“露地”净土的思想 ,这与日本固有的山岳信仰也是有着密切的

关系的。因篇幅所限 ,对这个问题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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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事程序中的丰富文化内涵

茶事是“和 、敬 、清 、寂”这一日本茶道精神的实践 。修习各

种点茶法及相关的知识 ,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做好一次茶事 ,使

主客能够坦诚相待 ,以茶为媒介进行心灵的交流。那么 ,举办茶

事又是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的呢?

一次正规的茶事一般是由“前席” 、“席间休息” 、“后席”这样

三部分构成的。客人按约定的时间由茶庭进入茶室 ,先是主客

之间礼仪性的寒暄 ,随后是点炭和为客人奉上怀石料理 、茶点

心。上述便是茶事前席的主要内容 。客人用完茶点心后退席至

茶庭中小憩。客人席间休息时 ,主人则要迅速重新整理和装饰

茶室 ,一切准备停当后 ,按着约定好的敲法击铜锣等通知客人再

次入席。席间休息后的茶席即所谓“后席” 。后席的主要内容是

点浓茶 、点炭 、上茶点心 、点淡茶 、主客互致感谢离别之礼。当

然 ,每一个内容都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做法 ,非一言半语所能述

清 ,在此仅简单地介绍一下怀石料理中的“八寸”及浓茶饮法 。

如今 ,日本料理中最为昂贵的饮食 ,大概就得说是日本“料

亭”中源自茶道的怀石料理。怀石料理中虽也是既有山珍又有

海味 ,但真正的怀石料理是不求奢华的 。它要求主人在准备料

理时 ,只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筹备即可。

日本茶道怀石料理的标准菜谱是“一汁三菜” 。当然 ,除了

这一汤三菜 ,还要有米饭 、酒和少量的下酒菜 。最后上的一道下

酒菜日语称之为“八寸”。为什么叫“八寸”呢 ?它的名字来源于

该食器的形状尺寸。“八寸”一般为一个木制带支脚的食器 ,根

据茶事的性质和茶人的个人爱好偶尔也会有用陶瓷做的 ,但无

论是木制还是用陶瓷制作的“八寸” ,因其尺寸都是近乎八寸见

方 ,所以才被称作“八寸” 。“八寸”中盛的是少量的应季的山珍

和海味 。若将“八寸”视做一个后天八卦平面图的话 ,在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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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艮卦的位置摆放的恰好是所谓的山珍 ,日语称之为“山之

幸” ;在与艮卦对应的坤卦的位置上摆放的是海味 ,日语称之为

“海之幸” 。主客间用“八寸”中的山珍海味互相劝酒时 ,先是用

“海之幸”下酒 ,然后再用“山之幸”下酒 ,最后主人将剩余的“海

之幸”和“山之幸”聚在八寸中央撤下。主客最后用“八寸”来互

相劝酒 ,这虽是茶道怀石料理中最后的很小的一个步骤 ,但其意

义却很深。日本人历来就存在着“神佛共存的山中净土观”和

“海上净土观”这样两种净土观 。“八寸”实际上就是日本固有的

这两种净土观在茶道中的一种物化 。也就是说 ,主客通过“八

寸”这一象征性的食器 ,便将天地间来自“山中净土”和“海上净

土”的神赐之物尽收腹中了。

主客将神赐之物尽收腹中后 ,接下来便是后席的喝茶。喝

茶有浓茶和淡茶两种。最后喝淡茶时 ,客人都是人手一碗来喝

的;但最初喝浓茶时 ,则是要全体客人共用一个茶碗 ,并且要依

次从茶碗的同一个地方喝三口左右 。这个仪式 ,与中国古代立

约时的歃血为盟 、神道的喝神水仪式和基督教做弥撒时喝葡萄

酒的仪式都是很相近的 。无论古今中外 ,共同饮食都是一个联

系人际关系的常用方法 。日本自镰仓时代起 ,日语称作“寄合”

的各色人等的集会就很多 ,包括日本茶道在内的所有日本艺能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多得益于此 。而且 ,这种通过集会来促进

人际关系的做法 ,至今仍是日本人较为常用的交际方法。城市

乡村的祭祀活动如是 ,政治家们频频出没于“料亭”中的集会亦

是昔日“寄合”的现代版。

(三)中日茶道点茶法的异同

日本茶道的点茶法一般分为秘传和非秘传两种点茶方法。

非秘传的点茶法 ,都是茶道点茶法中最基本的内容 ,现在都已经

以教科书的形式公布于众了 ,悟性高的人依据这些教材或可无

97日本茶道浅析



师自通地学到一些最基本的点茶知识。但秘传点茶法则要通过

亲口教授才可学得到 ,它不单纯是一些点茶的技巧 ,包含的内容

相当广泛 ,因属于不可形诸文字的内容 ,欲知其详者便只有亲自

去修习了 。下面 ,简单地介绍一下日本茶道点茶法与中国茶道

及今天流行的茶艺的饮茶法的不同 。

日本茶道点茶法与中国茶道及当前流行的茶艺的饮茶法的

最大区别 ,就在于点茶时对待主客的要求不同 。中国茶道与日

本茶道都很讲究饮茶用的茶 、水 、火 ,而且中国茶书记载比日本

的更加细致周详 。在这方面 ,无论是唐代如苏广著的《十六汤

品》 、张又新的《煎茶水记》 ,还是明代如钱春年的《制茶新谱》 、田

艺衡的《煮泉小品》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而且 ,详细阅读这些茶

书就不难发现 ,中国茶道的点茶好坏几乎全是靠主人一人的技

术好坏来左右的 ,根本无须客人的配合 。也就是说 ,只要主人通

晓了“选茶 、汲水 、用炭”的技巧 ,就一定可以点好一碗可口的茶

了 ,而客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喝茶者 。中国现存茶书 ,几乎没有对

客人的作法提出什么要求 。近几年来 ,台湾海峡两岸茶人频频

联合举办国际“无我”茶会 ,将“无我”作为中国茶道对心境的最

高追求 。“无我”茶会的氛围的确很好 ,但茶会的做法也是只要

求主人自我严加修炼 ,对客人几无要求 ,给人一种无我也不求他

的感觉。

与之相对 ,日本茶道不但要求主人刻苦修习点茶法等 ,而且

要求客人也必须同样刻苦修习。要想举办一次成功的茶事 ,点

一碗可口的茶 ,就必须修炼得能够熟练调整火候 、水温使其达到

最佳状态;而要想将火候 、水温调整到最佳状态 ,光靠主人一人

的努力是不够的 ,必须得有客人的配合即必须靠主客共同努力

和心心相印的合作方可。千利休说:“茶之汤这个名字的意义就

在于它第一追求的就是茶和汤的相应。能够根据前席的火候和

98 日本学刊　2004年第 5期



99日本茶道浅析



　　许氏认为 ,每个社会中的集团都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家庭为代表的“初始集团” ;另一类是如军队 、政党这样为了某种

人为的目的而缔结的“二次集团” ,而且任何社会都有许多二次

集团 ,但其中一种必占主要地位。日本人的二次集团就是家元 ,

中国人的二次集团是“宗族” ,印度人的二次集团是“种姓” ,美国

人的二次集团是“俱乐部” 。许氏在其著作中 ,对日本的家元的

多重性格进行了很独到的分析 。

西山松之助和许氏之后 ,对家元制度虽有些新评价 ,但大多

尚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如今 ,人们对家元制度的功过是

非仍莫衷一是。但是包括茶道在内的传统文化能有今天这样大

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家元制度的存在 ,这一点是无可

非议的 。正如西山松之助在其《家元的研究》中所分析的那样 ,

家元制度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家元制度的统帅

下 ,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聚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

它不但影响到日本的思想文化 ,更影响到日本的政治经济等各

个方面。

家元制度的确是日本历史上特殊时期的产物 ,但如今的家

元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通过分析研究日本茶道的传承

制度———家元制度 ,对认识日本社会变化特征以及揭示隐藏在

日本人的结社行为背后的规则都会很有益的 。

二　研究日本茶道的现实意义

概言之 ,研究日本茶道的现实意义 ,首先它有益于更全面地

探讨日本社会文化的特点及日本人的思维模式 、行为模式 、人格

形成等 ,做到知己知彼;其次 ,扩大以茶文化为核心的中日文化

交流 ,亦能进一步沟通两国人民的心灵 ,对拉近中日两大民族的

100 日本学刊　2004年第 5期



距离亦具有无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

下面我们就分四点来具体阐述一下研究日本茶道的现实

意义 。

第一 ,如前文所述 ,茶道是日本独有的生活文化 ,它集食道

等诸“道”为一体 ,成为很多日本文化内容的源泉 。不仅日本式

的庭园得益于被称为“露地”的茶庭建构 ,日本料理也出自茶道

的怀石料理 ,而且现如今独立称“道”的花道 、香道与茶道都有着

很深的渊源关系 。此外 ,还有诸多的礼仪规范等也是如此。总

之 ,茶道可以说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缩影 ,研究茶道有助于获得对

日本文化更为直观 、贴切的认识。

第二 ,茶道的修习和研究方法独具特色 ,它不忽视理论 ,但

更重视身体力行 ,学以致用。而且 ,自古以来茶道人口分属的社

会阶层就很广泛 ,因而通过研究茶道获得的对日本人的思维模

式 、行为模式 、人格形成等国民性的认识 ,将更具有普遍性和代

表性 。

目前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 ,有很多只是一种完全依赖

书本的推理型的研究 。若完全依照由这种方法得出的推理性结

论与日本人交往的话 ,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将永远是难以实现

的理想。日本茶道不忽视理论 ,但更强调实践 。例如能乐 、歌舞

伎等只能用于观赏 ,但日本茶道讲求的则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即精神修养)等全方面的锻炼 ,因而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研究这一类型的日本文化 ,更有助于较为确切地获得对日本人

的思维模式 、行为模式 、人格形成等的认识。

另外 ,日本茶道在平安时代就已是公家贵族和寺院权门极

为推崇的文化;到了镰仓时代 ,它又赢得新兴贵族阶层将军武士

们的喜爱;到室町后半期 ,它又成了富裕町人们的风流游戏;江

户时代 ,由千利休集大成的日本茶道达到隆盛期 ,茶道人口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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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将军大名武士 ,下到“散所非人” ,非常广泛。如幕府大老井

伊直弼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 ,殊不知他还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茶

人 ,他编著的很多茶道书至今仍被茶人们视为宝典 。非常有名

的“一期一会”这个词也是他创的。研究他的学者若懂茶道 ,可

能会对井伊直弼这个历史人物产生更为确切的认识。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 ,以日本茶道为首的传统文化虽几临衰

亡之境 ,但在益田孝等政界财界都可谓手眼通天的一些大人物

的保护下 ,得以大难不死。另外 ,在明治时代之前 ,搞茶道一直

是男人的专利。但是 ,自明治维新后 ,日本茶道不但逐渐摆脱以

往由男人独占的局面 ,到了昭和的时候女性茶道人口骤增 ,日本

茶道反倒成了女孩子出嫁之前的必修内容 。而今 ,日本茶道不

仅是日本一部分中小学校的重要教育内容 ,而且几乎每所大学

中都有茶道部之类的组织 。此外 ,日本政府机关 、团体 、企业等

多把茶道当作职员修养的重要内容 。例如 ,日本外务省的新职

员到里千家进行“茶道研修” ,再如警察 、自卫队的驻地也都常设

专用的习茶场所 。所以说 ,无论研究日本的政治文化史 ,还是研

究现代日本的企业文化 ,或者是从茶道人口的阴盛阳衰现象来

研究探讨日本妇女问题等 ,日本茶道都可成为一个很好的视点。

而且 ,由于茶道人口分属的社会阶层广泛 ,因此更有利于较全面

地把握日本人的国民性 。以日本茶道的兴衰为例 ,探讨日本在

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 ,亦可为我们提供很多

借鉴 。

第三 ,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 ,通过中日茶道文化的比较研

究 ,可以分析得出日本茶道乃至日本文化的一些本质特点。

例如 ,中日两国茶道精神都很重“和” 。陆羽在《茶经》中指

出 ,凡茶有九难 ,即“造 、别 、器 、火 、水 、炙 、末 、煮 、饮” ,因而茶事

活动是综合 、协调”茶 、水 、器 、火 、境”各项要素的复杂过程。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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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对于用来煮茶的风炉做了详细记述 ,不

仅利用易学象数严格规定了风炉的尺寸和整体结构 ,还主要运

用了易经中的三个卦象即“坎” 、“巽” 、“离”来说明煮茶的过程就

是金 、木 、水 、火 、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日本茶道也讲求“和” 。日本茶道的精神被概括为四个字即

“和 、敬 、清 、寂” ,“和”乃其第一要义 。从目前所发现的茶道文献

来看 ,日本茶道所追求的“和”的境界并没有超出中国茶道之处。

而且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 ,都不会见到茶人喝茶打架 ,哪

怕品饮终日也不会抡起茶碗翻脸 。但是 ,在此还是想特别强调

指出的一点是 ,在日本 ,如此重视“和”的茶道 ,当年若没有穷兵

黩武梦想吞并朝鲜占领中华的 、逼死千利休的丰臣秀吉的大力

支持 ,恐怕也难有今日之隆盛 。一个嗜杀成性的武士 ,竟会极度

热衷倡导和平的茶道 ,这的确是相当矛盾的。究明这个矛盾形

成的原因 ,或许会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日本文化的本质的

认识 。

第四 ,茶本身就是一个色 、香 、味 、形四美俱全之物 , 在茗饮

中清谈 、赏花 、玩月 、抚琴 、吟诗 、联句 ,这种清逸脱俗 、高尚幽雅

的品茗意境 ,正可与人们追求真善美 、追求超越的精神相契合;

日本茶道的“和 、敬 、清 、寂”精神 ,恰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

全面发展要求相适应 。《论语·子张·卷第十九》中有“门人小子 ,

当洒扫应对进退”之句 ,日本茶道正可谓是最好的“洒扫应对进

退”之学 ,其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生活智慧 ,而且修习茶道老少

皆宜 ,可独乐 ,亦可与众乐 ,若能将其有益之处“拿来”为我所用 ,

创造弘扬超越国界的茶道文化 ,在现代社会也是有着积极 、深远

的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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