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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东亚语境中茶礼的形成与演变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在中日韩三国语言中，都存在着表记为 “茶礼”这样一个词语。但是，不仅其读音各不相同，而

且其含义亦明显各异。“以茶为祭”“以茶待客”“以茶为赠”既是东亚地区自古以来用茶为礼的主要形态，

亦可谓东亚茶礼文化的一个共性特点。然而，微观细究则会发现，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三种茶礼主要

形态间虽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但每一茶礼形态的具体内容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尤其是在 “以茶待

客”这一茶礼形态方面，彼此更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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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礼文化发祥于中国。早在宋代官至礼部尚书

的黄裳 （１０４３年－１１３９年）就 曾 在 其 著 作 《演 山

集》卷四十六中称：“茶之为物，袪积也灵，寤昏

也清。宾客相见，以行爱恭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

能废茶，犹其不能废酒，非特适人之情也，礼之所

在焉。”［１］３正因用 茶 为 礼，小 小 的 一 片 茶 叶，才 得

以成为东亚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纵览古今，
东亚地域各民族，无分贵贱贫富，以茶为祭、以茶

待客、以茶为 赠 乃 是 其 用 茶 为 礼 的 主 要 形 态。而

且，每一种茶礼的形成与演变，在时间及内容特色

上都不尽相同。茶礼文化在其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

中，蕴含了大量的民族精神积淀，不仅早已发展成

为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

域文明圈共同的文化资源，而且也已成为增进东亚

地域文明圈与欧洲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南亚佛

教文明圈的连带感的共同文化财富。既有的茶礼文

化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为对某一国家茶

礼文化的各美其美式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全球视野

的宏观博察，还是着眼于地域视角的微观细究，都

略嫌不足。文章依据翔实的原始文献，首次全面比

较研究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茶礼文化异同及其

渊源关系，既 益 于 正 本 清 源，坚 定 我 们 的 文 化 自

信，亦利于东亚各国 各 民 族 各 美 其 美，美 人 之 美，
促进东亚茶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一、以茶为祭

以茶为祭，应该是最早的茶礼形态。祭礼用茶

以告慰神灵，敬祖供佛，相关记录初见于中国南朝

萧子显 （４８７年－５３７年）《南齐书》卷三记载齐武

帝遗诏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

如西家 禴 祭。我 灵 上 慎 勿 以 牲 为 祭，唯 设 饼、茶

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 贵 贱，咸 同 此 制。”［２］６２

其 后，“以 茶 为 祭”不 仅 为 历 代 王 朝 所 沿 袭，而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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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天 仍 是 民 间 祭 礼 的 重 要 内 容。如 在 中 国 广

东、江西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仍流行以 “三茶六

酒”（三杯茶、六杯酒）和 “清茶四果”祭祀先人

的礼俗［３］１５－１７。

中国这种 “以茶为祭”的礼俗也影响到了朝鲜

半岛。据高丽时 代 普 觉 国 师 一 然 撰 写 的 《三 国 遗

事》记载，唐高宗龙 朔 元 （６６１）年，朝 鲜 半 岛 新

罗第三十代国王文武王即位时，举行祭祖礼仪中的

祭品就有茶， “每 岁 时 酿 醪 醴，设 以 饼 饭、茶 果、

庶羞等奠，年年不坠。”［４］３７其后，朝鲜半岛地区也

一直沿袭 “以 茶 为 祭”的 礼 俗。例 如，在 现 代 韩

国，每逢正月、中秋节及 其 先 祖 诞 辰 等 重 大 节 日，

都要举办 祭 礼 与 茶 礼 合 一 的 供 养 仪 礼，来 缅 怀 先

人。此外，韩国人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中国上古

时代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称作茶圣，并为纪念神农

氏而特意编排出来一种献茶仪式，称之为 “高丽五

行茶礼”。

“以茶为祭”的礼俗传到日本则相对要晚一些。

据日本平安时代 （７９４年－１１９２年）的编年体史料

集 《平安遗文》等文献中的饮茶记载推测，大概最

晚９世纪前后也应该传到了日本［５］３３２－３７４，但现存关

于祭礼用茶的明确记载则最早也要等到１４世纪以后

了。日本高僧雪村友梅 （１２９０年－１３４７年）《宝 觉

真空禅师录 坤》里以茶为祭的记述，当属较早的文

献记载。例如，“谨以香茗庶羞之奠”（“祭晦岩禅

门”）、“聊具香茗之供、设灵筵以致祭”（“祭无相座

元”）、“聊具茗果之奠”（“祭弟子琇上座”）、“谨以

山茗野蔬之奠” （“祭嵩山和尚”）等等［６］８３１－８３９。此

外，一些日本古记录、公家日记里也可见到很多以

茶为祭的记述。例如，通晓有职故实并擅和歌、书

道的公卿三条西实隆 （１４５５年－１５３７年），在其笔

记 《实隆公记》长享２ （１４８８）年５月３日条中，详

细记载了伺候天皇的女官 “勾当内侍局”的丧礼情

形，“内侍局今夜御葬供奉 （中略），于龛前供茶汤

烧香”，并在文末感慨此次丧礼进行得非常周到和

顺畅，称 “今夜 无 一 事 违 乱”［７］６７－６８。由 此 可 推 知，

当时丧祭用茶已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仪式。这种以茶

为祭的礼俗，在日本也沿袭至今，而且其礼仪规范

更加完备。例如，日本佛教的天台宗、净土宗以及

禅宗临济、曹洞两派的丧礼仪式上都有严格的 “奠

汤”“奠茶”仪式。另外，日本茶道各流派的家元，

每年的最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到日本全国各地的寺

院、神社等举行献茶仪式。有的，如里千家茶道家

元，在访问外国时也经常会到访问地的宗教设施举

行献茶式。

二、以茶待客

客来奉茶，如今在东亚地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

文化现象。这一待客之礼，初见于中国 《晋书·列

传》第四十七 “陆纳传”：“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

无供办。其 兄 子 俶 不 敢 问 之，乃 密 为 之 具。安 既

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 毕 具。

客罢，纳大怒曰 ：‘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

业邪！’于 是 杖 之 四 十。”［８］２０２７从 现 存 文 献 记 录 来

看，这在当时应该尚属个别的文化现象。

到了唐代，约卒于唐代贞元 （７８５年－８０５年）

末年的封演在其 《封氏闻见记》卷六 “饮茶”中记

载：“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 草 云： ‘止

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 初 不 多 饮。开

元 （７１３年－７４１年）年 间，泰 山 灵 岩 寺 有 降 魔 师

大兴禅 教，学 禅 务 于 不 寐，又 不 夕 食，皆 许 其 饮

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

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

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９］５１随着饮茶的蔚

然成风，茶文化日趋成熟，以茶待客的礼仪亦日趋

丰富并得以普及。最早的茶会记录，亦是见于唐代。

《太平广记》记载，奚陟 （７４５年－７９９年）“为吏部

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

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

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

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坐。坐者二十余人。两

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杂以笑语，其

茶益迟。陟先有痟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

颇极。”［１０］２１９８陆羽 （７３２年－８０４年） 《茶经》 “六之

饮”记 载： “若 坐 客 数 至 五 行 三 碗，至 七 行 五

碗。”［１１］１０７－１０８ 《太平广记》与 《茶经》的记载，既反

映了唐代以茶待客以及专门邀客奉茶的礼仪已经日

趋完备且很普及，也说明当时的茶礼仪式并未形成

一个通行的规范，所以才会出现 “坐者二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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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瓯缓行”与 “若 坐 客 数 至 五 行 三 碗，至 七 行 五

碗”的区别。

唐代以后，宋元时期的茶书也很多，但其内容

大多侧重于细化点好一碗茶的技巧方面的记述，鲜

见对客人提出要求。换言之，以茶待客，更注重的

是作为主人在点茶技巧方面的修为，似乎只要主人

能够拥有丰富的茶知识，就自然能够为客人奉上一

碗可口的茶。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

除团茶，改制叶茶为贡［１２］３１４３－３１４４，这不仅使自明代

之后的制茶、饮茶方式及茶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而且以茶待客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转变。陆羽 《茶

经》称茶 “为饮 最 宜 精 行 俭 德 之 人”［１１］９２，可 谓 是

对主客品行方面的一个共性规范。但到了明代，如

陆树声著 《茶寮记》（１５７０年前后撰）不仅提出了

既可视为对主人品行的规范，也可视为对主客品行

的共性规 范，而 且 还 单 独 提 出 了 对 客 人 的 要 求。

“一人品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

法每传于高 流 隐 逸、有 云 霞 石 泉 磊 块 胸 次 间 者。”

“六茶侣翰卿墨 客，缁 流 羽 士，逸 老 散 人，或 轩 冕

之徒，超轶世味者。”［１３］１４５－１４６明 代 茶 人 张 源 在 《茶

录》（１５９５年前后成书）中直接提出了饮茶以客少

为贵的观点，“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

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

曰泛，七八曰施。”［１３］２５２明 代 茶 人 许 次 纾 （１５４９－

１６０４）在其 《茶疏》里还特设 “论客”一节专论茶

客：“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

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

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量客多少，为

役之烦简。三人以下，止若一炉，如五六人，便当

两鼎炉。用 一 童，汤 方 调 适。若 还 兼 作，恐 有 参

差。客若众多，姑且罢火，不妨中茶投果，出自内

局。”［１３］２６８及 至 今 天，高 雅 别 致 的 茶 馆、茶 空 间 开

遍大小城市和乡镇，丰富多彩的茶艺亦不断推陈出

新，茶礼文化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鼎盛时期。

比较而言，据朝鲜史书 《三国史记》记载，虽

然早在善德王 （？—６４７年）时代，茶就已经从中

国传到 朝 鲜 半 岛，到 了 兴 德 王 （？—８３６年）时

代，饮茶在 朝 鲜 半 岛 已 经 很 兴 盛 了 ［１４］１５，但 在 朝

鲜半岛，特别是在近代以前从未能达到过像中国唐

代那种茶铺遍地 “不 问 道 俗，投 钱 取 饮”的 程 度，

其饮茶文化 还 主 要 局 限 于 一 些 贵 族 阶 层 或 寺 院 僧

众。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王朝的 “茶礼”一

直是朝鲜国王或王世子招待来自宋明朝廷使者的重

要外交礼仪。世宗１５ （１４３３）年１２月条甚至还明

确规定：“本国大小使客勿设茶礼”［１５］２５。现代韩国

较为流行的一些茶礼形式，如高句丽行茶法、忠谈

禅师行茶法、四仙行茶法、八关会行茶法、献供弥

勒三尊茶礼、献供青铜弥勒大佛茶礼、茗园八正禅

茶 法、朝 鲜 时 代 佳 会 闺 秀 茶 礼、士 人 茶 礼 等

等［１６］１３７－１６３，其传习 者 大 多 称 创 制 该 茶 礼 是 依 据 朝

鲜王朝的各类传说典故等，但由于真正能较全面准

确地反应朝鲜半岛茶礼发展情况的可考文献史料相

当少，所以当下流行的许多韩国茶礼形式，其实多

为中国茶礼与日本茶礼要素的拼盘产品。唯一较为

完整地记述了朝鲜王朝茶礼的史料，除了宋徽宗宣

和６ （１１２４）年 国 信 使 徐 兢 （１０９１年－１１５３年）

出使高丽回国后写的见闻录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第三十二卷 “器皿 三 茶 俎”篇 之 外，大 概 就 是 朝

鲜王朝世宗 （１３９７年－１４５０年）时 代 的 历 史 记 录

《世宗庄宪大王实录》里收录的 “宴朝廷使仪”了。

据该文献记载，“宴朝廷使仪”，以 “茶礼”开始，

以 “酒礼”结束。主持 “茶礼”是朝鲜国王或王世

子才拥有的特权，而且当时能够享受 “茶礼”的也

仅限于来自中国朝廷的使者，接待 “如日本、琉球

之类使者”只设酒宴招待，并无茶礼［１７］４７－４８。现代

韩国流行的五花八门的茶礼形式，几乎没有参照上

述两份较全面记录朝鲜半岛茶礼的可考文献。

日本的饮茶略滞后于朝鲜半岛。茶初传日本也

是被视为贵重物品对待的，以茶待客的礼仪最初也

仅局限于贵族阶层和富裕的寺院僧众。例如，日本

后花园天皇之父 贞 成 亲 王 （１３７１年－１４５６年）的

日记 《看闻御记》中有很多关于寺院与公家贵族间

日常生活中的 “茶礼”记录。《看闻御记》应永２３
（１４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条：“先拈香，次诵经，次斋

食，茶礼了。”［１８］５８应永２７年４月２日条：“退藏庵

坊 主 参，对 面。于 客 殿 有 茶 礼，坊 主 暂 杂 谈 了，

归。”［１８］２３４应永２８年正月１３日条： “崇 光 院 烧 香，

次于地藏殿谒见长老有茶礼。”［１８］２８４应永３２年７月

８日条： “明元等参来，有茶礼。去夜连歌百韵赓

了，人数同 前。”［１８］５０７室 町 时 代 中 期 有 代 表 性 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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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文学禅僧、东福寺住持季弘大叔著 《蔗轩日录》

文明１７ （１４８４）年１１月１日 条： “一 众 来 贺，茶

礼如常。”［１９］１１２寺 院 里 每 逢 有 重 大 活 动 时 都 少 不 了

茶礼待客。例如，大德寺现存的古文书记录中，宽

永１８ （１６４１）年６月的 “九八一 大德寺入院式掟

书”记述了评选大德寺新住持及其入院仪式要求，

其中规定在四个时间，即方丈评议开始时、新住持

决定时、带来侍真证书时、请出法衣时都要 “茶礼

如常”。并且，在新住持被推举出来时举办的茶礼

要伴有酒食，由简单 的 饭 食、３次 酒、５种 菓 子 与

茶构成。其 他 三 种 情 况，可 只 有 茶 礼，不 用 上 酒

食［２０］３２１－３２３。由于日 本 的 地 理 环 境 适 合 种 茶 的 地 方

较多，随着各类大小茶园的开辟，茶叶的自给自足

度不断增强，茶叶的质量也不断提升，饮茶风习也

越 发 得 以 推 广，甚 至 出 现 了 很 多 “一 服 一 钱

茶”［２１］２０７－２２４的庶民卖茶摊点，以茶待客的茶礼也益

发得到普及。

此外，在日本，就像高丽、朝鲜王朝迎接明朝

使节时要举行 “茶礼”一样，在接待中国朝廷使者

时也会举办茶礼。例如，据 《满济准后日记》永享

６ （１４３４）年６月５日条记载，当时室町幕府将军

迎接明朝使节时亦举行了茶礼。首先，明朝使节将

天子诏书放 置 在 备 好 的 高 桌 之 上；然 后，烧 香 二

拜，宣读 诏 书，日 本 幕 府 将 军 接 收 诏 书 致 谢；最

后，日本遵循应永９ （１４０２）年的惯例举行茶礼接

待明朝使节。但由于经久不做，加之其时日本茶礼

与 “唐礼”（即中国茶礼）已经有所不同，负责茶

礼的内官还出现了拿错建盏的失误等等［２２］５８４。

目前，提起日本茶文化，大家很自然地会联想

到日本茶道。特别是很多日本茶道修习者，甚至还

会拘泥于 “茶之汤”或 “侘茶”这一称呼，就连对

“茶道”一词的日语 读 法 也 都 不 一 致，有 的 读 “ち

ゃどう （ｃｙａｄｏｕ）”，有的读 “さどう （ｓａｄｏｕ）”［２３］。

其实，从日本自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出版的一些

生活百科 全 书 及 事 典 类 书 来 看，直 至２０世 纪 初，

更多的日本人把所谓的日本 “茶道” “茶之汤”或

“侘茶”都统 称 为 “茶 礼”。例 如，１８８７年 出 版 的

生活百科全书 《现今万宝新书》第１１８节特以 “茶

礼之起源”为题，阐述日本从中国移栽茶树，最早

始于日本 桓 武 天 皇，茶 道 之 礼 式 形 成 于 足 利 义 政

（１４３６年－１４９０年）公之时，经珠光传授给武野绍

鸥，再传至千利休得以大成，日本茶礼诸流派均出

自千 家［２４］１２３。１９１８年 刊 行 的 《广 文 库》收 录 的

《近代世事谈》（１７３４年）中记载：“茶礼之式始于

东山义政公”，“茶礼乃仿照禅家隐遁之风体，学其

朴素闲静而 创”，无 贵 贱 区 隔，武 士 也 不 许 带 刀，

主客促膝而坐，坦诚相待，闲适悠然。能阿弥、南

都称名寺的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等都是非常有

名的茶 人［２５］９８９。１９３０年 刊 行 的 《古 事 类 苑》收 录

的 《茶人大系谱》（１８３２年）介绍武野绍鸥时，称

其 “从宗陈宗悟二居士受茶术。（中略）时茶礼大

起，传其术于千宗易”［２６］６０３。如果按照日本人一般

的理解，“茶礼”是奉行 “和敬清寂”这一精神理

念的 “茶道”“茶之汤”或 “侘茶”的别名或统称

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滥觞于中国唐宋时期的

“茶礼”，传到日本，发展成了 “和敬清寂”精神理

念的主要载体。

三、以茶为赠

随着茶叶生产技术的提高，茶叶产量的 增 加，

出现了以茶为赠品的茶礼形态。目前，茶可谓是无

分中外、男女皆宜、四时无碍的最佳赠答用品。据

可考文献，早在饮茶蔚然成风的中国唐代，茶就已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赠答用品。从中国茶文

化发展史来看，赠答用茶大体有过三种发展形态，

即帝王对臣民的赐茶、文人雅士之间赠答用茶以及

具有特殊含义的婚嫁礼俗赠茶。唐中期以后，茶叶

进入了皇帝赐物的行列，受赐者还会上表致谢。现

存文献中，可见很多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的谢赐

茶之文。例如，《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一收录的柳

宗元 《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卷六百零二收录的

刘禹锡 《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一表》《代武中丞谢

赐新茶第二表》、卷六百六十八收录的白居易 《谢

恩赐茶果等状》、卷七百五十收录的杜牧 《又谢赐

茶酒状》等 等。至 五 代 时，赐 茶 渐 成 制 度。至 宋

代，在政府部门中已有常设的执掌赐茶的机构，如

茶库、内茶纸库、内茶炭库、都茶房等。受赐茶者

颇 众， 遍 及 大 臣、 将 士、 僧 道、 庶 民 和 四

裔［２７］１３１－１４９。文人雅士 之 间 赠 答 用 茶 也 很 普 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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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还会有感而发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钱时霖等合

编的 《历代茶诗集成·唐代卷·宋金卷》中收集的

６　０８０首茶诗里有很多就是关于茶赠答的诗文，其

中最著名的是卢仝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

《七碗茶歌》）［２８］。

无论是作为浩荡皇恩的赐茶，还是文人雅士间

的赠茶，大多还是基于口腹之欲、用于满足感官享

受的茶，但作为婚嫁礼俗赠茶，自宋代开始则已经

脱离了一 般 赠 答 礼 品 的 范 畴，而 被 赋 予 了 特 殊 意

义，成为儒家伦理的象征。例如，明代郎瑛 （１４８７

－１５６６）著 《七修类稿》卷４６ “事物类”中记载：

“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

聘 谓 之 吃 茶，又 聘 以 茶 为 礼 者，见 其 从 一 之

义。”［２９］４９０这种受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取从一而终、

好女不嫁二 夫 之 意，将 给 女 方 的 聘 礼 称 之 为 “茶

礼”的习俗一 直 延 续 到 清 代。就 连 普 通 庶 民 的 婚

嫁，无论多么仓促，似乎也不能没有茶。如 《清代

日记会 钞》收 录 的 《历 年 记》中 记 载，康 熙３１
（１６９２）年朝廷选妃，“差大学士明珠、索额图往江

南、浙江及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凡系满洲旗下

官员，自三品以上一品以下，凡有亲生女子，先期

开报，候二大人选择进用。实与民间豪不干涉，无

奈愚夫愚妇，有无谓之惊惶。十一月二十日起，十

二月初 十 止，迎 亲、并 亲 日 夜 不 停。并 亲 者 忙 之

甚，百物皆贵。甚至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亦不择

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纪大小，大约茶二斤、礼银

四两为 最，更 有 不 费 分 文 者”［３０］１４２－１４３。自 宋 代 以

来，“三茶六礼”成为举行了完整婚礼明媒正娶婚

姻的代名词。所谓 “三 茶”，即 相 亲 时 的 “吃 茶”、

定亲时的 “下茶”或 “定 茶”、成 亲 洞 房 时 的 “合

茶”；所谓 “六礼”，即 古 代 婚 礼 仪 式 中 的 “纳 采、

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２７］１８１。现代中国

人的婚礼习俗中虽也部分地保留了 “三茶六礼”的

礼仪，但毋庸赘言，所谓以茶喻示 “从一”的本义

早已被淡化或者根本不存在了。

从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情况推测，

赠答用茶的礼俗应该也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但

限于可考文献的缺乏，朝鲜半岛的文人雅士及一般

庶民间 的 赠 答 用 茶 礼 俗 情 况 并 不 是 很 清 楚。从

１４５１年完 成 的 朝 鲜 高 丽 王 朝 （９１８年－１３９２年）

纪传体官修史书 《高丽史》等相关文献记载来看，

朝鲜王朝时 代 的 赠 答 用 茶 主 要 表 现 于 如 下 三 种 场

合，即举行册太后仪、册王妃仪、元子诞生 贺 仪、

册王太子 仪、册 王 子 王 姬 仪、公 主 下 嫁 仪 等 “嘉

礼”时，诸臣 丧 等 “凶 礼”时，及 任 意 随 时 的 赐

茶。无论是朝鲜国王对臣子的赐茶，还是对普通庶

民的赐茶，对比研读中国的相关文献可知，基本上

是对中国帝王赐茶礼仪的模仿。例如，关于对年迈

庶民的赐茶，宋代李焘 （１１１５年－１１８４年）《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 九 十 记 载 天 禧 元 （１０１７）年６月

“壬申，德音：西京死 罪 囚 流 以 下 释 之，父 老 年 八

十者赐茶帛，除 其 课 役。”［３１］２０８６卷 一 百 记 载 仁 宗 天

圣元 （１０２３）年３月 “丙子，降西京囚罪一等，徒

以下释之。城内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人

三斤，帛一疋。”［３２］２３１８在 《高丽史》中亦有类似记

述。例如，卷四记 载 显 宗１２ （１０２１）年２月 “甲

戌赐京城 男 女 年 九 十 以 上 者 酒 食 茶 药 布 帛 有 差”、

显宗１３ （１０２２）年９月 “赐 京 城 男 女 年 八 十 以 上

及笃癈疾者酒食茶布有差”［３３］６４－６６。另据 《高丽史》

卷六十七记载，在举行嘉礼之一的 “公主下嫁仪”

时，按照 “亲 迎” “同 牢 （新 夫 妇 共 食 一 牲 的 仪

式）”“拜舅姑 （向公婆行礼）”“降使”的顺序依次

进行，进行到 “降使”仪式，当从传诏使臣处拜迎

国王诏书后，“宾主相揖就座，讫，设茶、酒。酒

至，宾主俱 兴 献 酬，讫，设 食 礼。”［３４］４００－４０１这 里 的

饮茶，不过是作为主人的新郎新娘对来宾的宣召使

臣的一种款待而已，显非中国婚礼中用茶喻示女子

从一之义。韩国 茶 礼 研 究 者 金 明 培 把 “公 主 下 嫁

仪”中的 “吃茶”理解成 了 明 代 郎 瑛 《七 修 类 稿》

中所言 “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并据此臆断高丽王

朝的婚礼用茶习俗早于中国，这显然是不求甚解的

误判了［３５］１３４－１３５。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朝鲜半岛，都存在帝王

赐茶给臣子乃至普通庶民这种单向的赠茶现象，而

在日本却鲜见日本天皇以及将军对其臣子等赐茶的

情况，甚至恰恰相反，一 些 公 家 日 记 等 古 文 献 中，

寺社僧众及臣子以谢礼、节日问候等形式向天皇或

将军献茶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日本的文人雅士及贵

族间赠答用茶的记录也大量见于各种文献［３６］１４３－１５２。

另据１７５７年成书的 《长崎岁时记》记载，在日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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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地区，旧历每年１月１１日晚上，一直很忙碌的女

人们才算是迎来了真正的正月。女眷们把所有家务

都交给男人们打理，精心打扮一番后，携带上茶叶、

茶碗、女性化妆用品、笔墨纸砚、玩具等贺礼，到

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家里去拜年贺春。其中，作为贺

礼的茶叶只可送给新婚的女性，不可送给尚未出嫁

的姑娘。并且，对送给新媳妇的茶叶包装方法也都

有具体的规定［３７］７７３－７７４。由此可以推知，中国古代婚

礼中的茶赠答习俗也传到了日本，但究竟何时传入、

影响有多深，因缺乏更多明确的文献记载目前尚不

甚明了。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本来婚礼用茶

是基于儒家伦理观对女性的一种伦理要求，但在日

本，自宽文１０ （１６７０）年前后，人们开始用 “散茶”

来指 称 上 等 娼 妓、花 魁，也 称 “散 茶 女 郎”［３８］５，

“茶”亦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寓意。

结　语

以上，梳理了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茶礼文

化的形成和演变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彼此间的渊源

关系———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

从东亚整体来 看， “以 茶 为 祭” “以 茶 待 客”

“以茶为赠”既是东亚地区自古以来用茶为礼的主

要形态，亦可 谓 东 亚 茶 文 化 的 一 个 共 性 特 点。然

而，微观细究则会发现，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在

“以茶待客”这一茶礼形态方面，彼此有着本质性

的差异。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地区，以茶待客，上至

王公贵族，下至文人雅士普通民众，多是为满足人

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和一般人际交往需求的饮茶，而

日本茶礼文化，还有一个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

“求道性”，把饮茶行为本身视为一种修行，而且要

求奉茶者与品茶者 （即主客）同修共证。

另外，中 日 韩 三 国 语 言 中 虽 然 共 同 使 用 “茶

礼”一词，但不仅其读音各不相同，而且其含义亦

明显各异。在中国，因受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取从

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之意，自宋代开始，“茶礼”

一词往往用于特指缔结婚姻关系时，男方给女方的

聘礼，从而使茶叶脱离了一般赠答礼品的范畴，而

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在特定场合赠茶成为儒家伦理

的象征。在朝鲜半岛，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茶

礼”曾一直是朝鲜国王或王世子招待来自宋明朝廷

使者的重要外交礼仪。这种茶礼并未得到很好的继

承，韩国社会当前流 行 的 五 花 八 门 的 “茶 礼”，鲜

有参照较全面记录朝鲜半岛茶礼的可考文献，与古

代朝鲜王朝 茶 礼 有 着 本 质 的 不 同。在 日 本，直 至

２０世纪初，茶 礼 可 谓 一 直 是 涵 盖 了 日 本 茶 文 化 全

部内容的总称，习茶者根据各自的喜好又会分别冠

以其他的称呼以示区别，所以才会出现了 “茶道”

“茶之汤”或 “侘茶”等 称 呼。从 日 本 各 界 对 这 三

种称呼的使用情况来看，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当

人们特别想强调日本茶道的历史以及主客间注重感

应道交的修习层面内容时，较喜欢使用 “茶之汤”

这个称呼；当人们想突出其作为侘寂、幽玄等日本

传统美意识 载 体 层 面 的 作 用 时，则 较 喜 欢 以 “侘

茶”称之；当人们 想 突 出 其 具 有 深 远 的 哲 理 支 撑

时，则较喜欢 “茶道”这个称呼。

近年来，关于 “茶道”申遗问题，成为业界热

点争议话题。２０１４年，继将端午节成功申遗之后，

韩国又表示要将 “茶道”作为其特色文化申请为世

界文化 遗 产。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中 俄 “万 里 茶

道”沿线１７座城市市长、代表，共同签署 《中俄

万里茶道 申 请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武 汉 共 识》。２０１５年，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发起了将 “陆羽茶文化”申

报世界文 化 遗 产 的 倡 议。２０１７年，日 本 文 化 厅 亦

表示要把 “茶道”作为其传统生活文化申请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既是茶树的

原产地，亦是茶礼文化的发祥地。如果中日韩三国

茶礼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做到美美与共，不妄

自尊大、混淆彼此的渊源关系和无视彼此的特色之

处，那么彼此在国际社会尽力展现各自的风采，亦

无可厚非。

茶叶虽小，其力量却不容小觑。如果历史允许

假设，如果没有１７７３年１２月１６日波士顿倾茶事

件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那么即使是最擅长预测的

国际政治学者，恐怕也难以推知今天的国际格局将

是怎样的情形吧。因此，东亚茶礼的发展不应仅停

留在中日韩三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层面，还应

放眼世界，追求美美与共，努力避免用民族国家的

边界来切割东亚共有文化的思路，进一步加强茶礼

文化历史的研究，并与时俱进地取舍古老的茶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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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打 造 面 向 未 来 引 领 东 亚 乃 至 世 界 的 新 茶

礼，使其作为未来东亚国家之间共同合作、共同生

存、共同繁荣的文化资源，为新的世界秩序重构再

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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