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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及比较研究专题

日本茶道精神建构特点解析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 要:日本茶道是在对中国茶道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综合性生活文

化。中国不仅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茶道文化的发祥地。日本囿于位居文化下游的物质和精神缺憾,在其

茶道文化规范和精神建构过程中,秉持着 “混淆和汉边际”的方针,对中国茶道理念等进行了扬弃。

20世纪以来,日本茶人又抱着一种强烈的本自具足的心态,发掘日本茶道中所具有的 “民主” “平等”
“自由”理念,刻意强化了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同一性。日本茶道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日本茶道精神与

时俱进的建构,既体现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些规律性特点,也凸显了日本国民性的一些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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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的日本茶道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日渐深入和中国茶文化研究热的

兴起,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也发表了很多介绍和研究日本茶道的文章。目前,据中国知网的统计, “篇名”
中含有 “日本茶道”的专论文章总计332篇,其中,1980年至1999年48篇,2000年至2009年57篇,

2010年至2023年4月227篇;“篇名”中含有 “日本茶道精神”的文章20篇,也大多为近年来刊发的文

章[1]。这些日本茶道专论文章的发表,不仅增进了人们对日本茶道内容的了解,而且也为人们理解日本社

会文化和日本国民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由于这些专论文章大多偏重于对日本茶道文化内容进行主观

层面的应然性研究,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术界关于日本茶道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就茶道

论茶道,而欠缺将其放到日本历史的大背景下和日本文化的整体结构中来探讨的视角”[2]。这种情形在日

本茶道精神研究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至今为止,关于日本茶道精神的20篇专论文章,大多是围绕日

本茶道精神所倡导的 “和敬清寂”“侘”“茶禅一味”等内容进行介绍和发挥,其主旨最终多是为了强调日

本茶道源自中国茶道。中国不仅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茶道文化的发祥地。日本茶道源自中国,这基本上

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对此,不仅日本学界,而且在各界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日本茶道里千家等千利休

嫡系子孙们也都是完全认同的。
为了考察日本茶道如何通过对中国茶道本土化建构其精神体系,准确理解中国茶道精神内涵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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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前提。关于中国茶道精神的论述,无论是专论文章,还是相关著作,大凡谈及中国茶文化者,几乎都

会对中国茶道精神说上几句。其中,最具影响力者当属著名茶学家、茶学学科主要奠基人、浙江农业大学

茶学系教授庄晚芳倡导的 “中国茶德”。为了宣传中国茶故乡的饮茶习俗,增进茶区茶农生活水平,庄晚

芳在杂志 《茶叶》1991年第3期上发文倡议践行中国茶德四字守则 “廉、美、和、敬”,即要做到 “廉俭

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并且,庄晚芳还对每一个德目配上了简短的解释,例如,其中

关于 “廉”的解释是 “清茶一杯,推行清廉,勤俭育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 ‘洋饮’,节约外

汇”[3]。庄晚芳倡导的 “中国茶德”无论成效如何,其对中国茶道精神内涵所做的与时俱进的发挥还是很

明显的。随后,庄晚芳分别在杂志 《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发表 《中国茶德》,在杂志 《茶叶》1993年

第4期发表 《再论茶德精神———廉、美、和、敬》对其所倡导的中国茶德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称:“中
国茶德的精神,有四字廉、美、和、敬的守规,有四句浅释: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

人。德的培育首先要大家实行廉政俭朴;美的施行,要茶、水、器、艺、境五美,求真,不弄虚作假;敬

茶之礼仪,外表和,内心要诚,敬人爱民作为人生之本。把过去社会历史上道教的 ‘道德’,佛教的 ‘功
德’,儒教的 ‘品德’,公关上的 ‘公德’,美学上的 ‘美德’等五个德字融合一起,作为当前 ‘茶德’主

要的精神。”[4]庄晚芳与时俱进倡导的中国茶德 “廉美和敬”与日本茶道精神的 “和敬清寂”形式雷同,在

追求道教、佛教与儒教思想合一等方面也有相似处,但在具体内涵上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林林总总的中

国茶道精神论,不仅丰富了人们对茶文化的哲学思考,而且对人们了解国际茶文化交流的现状也非常有帮

助。为了基于历史的视角考察日本茶道对中国茶道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应该溯源至现存文献中初见 “茶
道”概念的唐代,来提炼中国茶道精神的内涵更为稳妥一些。

“茶道”一词初见于唐代禅僧皎然的诗文和封演的 《封氏闻见记》。根据这两份文献提供的线索,我们

又自然可以循迹至陆羽 (732—804)的 《茶经》来深入了解 “茶道”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基于这些文献,
以及 《新唐书》《唐才子传》等关于陆羽的传记材料等,至少可以将中国茶道精神内涵提炼出 “追求儒释

道三教合一”“隐逸”“精行俭德”这三大特点。鉴此,本文主要采纳历史学的方法,基于茶道古典文献,
并结合现行日本茶道内容规范等,对既有研究中论及较少的、日本茶道在对中国茶道及西方价值理念本土

化过程中建构其茶道精神的主要内容特点,予以扼要梳理和简析,以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日本茶道文化的

发展历史及其特点。

一、日本茶道对中国茶道儒释道三教合一理念的本土化

中国茶道精神是儒、佛、道各家优秀思想的集结。在 《全唐诗》中,收录了禅僧皎然的两首茶诗,一

首是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另外一首是 《饮茶歌送郑容》。从两首茶诗的内容来看,明显可见佛家与道家

思想的融合。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皎 然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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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歌送郑容

皎 然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
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
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
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

日上香炉情未毕,醉踏虎溪云,高歌送君出。[5]

作为禅僧皎然的茶诗中出现对 “丹丘”等道教仙人的描绘,不仅反映出茶与道教、佛教的关系,而且

也明确提到了 “楚人茶经”,但尚不及封演在其 《封氏闻见记》中的如下记述更为具体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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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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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楚人陆鸿渐为 《茶论》,说茶之功効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 “都统笼”贮之。

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

不饮者。[6]

从这段记载可知,在唐代茶文化从南向北的普及中,禅宗贡献巨大。另外,这里将陆羽的茶称之为茶

道,如此一来不仅可以依据 《茶经》梳理茶道本意所包含的内容,而且对于茶道精神也可以据此有较为精

准的梳理。如上所述,不仅可以从与陆羽同时代的人物经历、文献记载推知中国茶道精神对儒释道三教合

一的追求,而且从陆羽创立茶文化的过程来看,中国茶道成为儒、佛、道各家优秀思想的集结,似乎也是

情理之中的事情。在 《新唐书》卷第一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中对 “陆羽”有如下记载: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

长,以 《易》自筮,得 《蹇》之 《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

之。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圬塓以

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得张衡 《南都赋》,不能读,危坐效群儿嗫嚅若成

诵状,师拘之,令薙草莽。当其记文字,懵懵若有遗,过日不作,主者鞭苦,因叹曰:“岁月往

矣,奈何不知书!”呜咽不自胜,因亡去,匿为优人,作诙谐数千言。天宝中,州人酺,吏署羽

伶师,太守李齐物见,异之,授以书,遂庐火门山。貌侻陋,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己,见有

过者,规切至忤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

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

时谓今接舆也。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羽嗜茶,著经三

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7]5611-5612

从 《新唐书》的记载可知,陆羽本是个弃婴,无名无姓,自小被禅师智积所收养,梵天佛地的生活环

境令陆羽自幼便自然而然地受到佛家思想的薰陶,但偏偏陆羽喜欢研习儒学经典而不愿完全作一个出世的

和尚,乃至就连自己的姓、名和字都是其长大后 “以 《易》自筮,得 《蹇》之 《渐》,曰:‘鸿渐于陆,其

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之”。另外,陆羽 《茶经》“四之器”中还根据 《易经》阴阳八卦理论

打造了重要的茶器 “风炉”,并在支撑风炉的一足上刻 “坎上巽下离于中”,“设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

者,火禽也,画一卦曰离;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风兽也,画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鱼焉,鱼者,水虫也,
画一卦曰坎。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其饰以连葩、垂蔓、曲

水、方文之类”[8]20-21。并且,在 《茶经》“一之源”中还提出基于儒家思想的茶道精神理念 “精行俭德”[8]2。
由此,均可见陆羽儒学造诣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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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陆羽生不逢时,其恰好生活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致使其空怀大志而无法得以实现。
于是愤世疾俗,由儒学转向道家思想,退隐于山林。在 《新唐书》卷第一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中关于 “陆羽”的记载最后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

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

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 《毁茶论》。”虽然 《毁茶论》未能传世,但陆羽这

种对茶道追求受挫的体验,大概也更加坚定了其隐世的决心吧。总之,陆羽作为弃婴虽然首先接受了佛的

洗礼,但他喜欢和精通的却是儒家治国治民的学问,怀才不遇又令其以道家隐逸的生活态度终了一生。作

为用毕生精力融贯了儒释道思想的茶人陆羽,其所开创的茶道精神中能集儒释道诸家之长,似乎也是最为

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因此,位居文化下游的日本接受中国茶道之初,学习的就是一个儒释道合一的茶文化。不同时代论及

该内容的相关文献有很多。比较而言,日本茶道特色逐渐定型的16世纪末至17世纪的文献更加多一些。
例如,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著 《山上宗二记》中称:“因茶汤出自禅宗,故应专注践行僧人之行迹。村

田珠光、武野绍鸥,皆禅宗也。北向道陈、宗易皆以禅法为眼”,“南都称名寺的村田珠光精研此道尤深,
三十岁以来投身茶汤,又曾精研孔子之道”[9]。在各类相关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国内学界尚未见有

关注的日本禅僧泽庵宗彭的日本茶道论。泽庵宗彭 (1573—1645)10岁在净土宗唱念寺出家,名号春翁;

14岁时,因为与临济宗大德寺派宗镜寺主持希先西堂的缘分,在宗镜寺得度转入禅门,名号秀喜;1594
年得以拜在大徳寺三玄院住持春屋宗园门下参修,与当时正在春屋宗园门下参禅修行的千利休之孙千宗旦

相识,并成为终生至交好友。从禅僧泽庵宗彭的人生经历及其与禅僧春屋宗园、千利休、千宗旦的关系来

看,泽庵宗彭对日本茶道的造诣必然不浅。收录在其 《结绳集》中的茶道论也充分地彰显了其对日本茶道

精神领悟之深刻。鉴于这是国内学界尚未见使用的新文献,全文译介如下:
茶之汤以天地中和之气为本,乃治世安稳之风俗。然今人偏将其作为招揽朋友会谈之媒,以

饮食为快,为口腹之助。并且,追求茶室尽美,搜罗珍奇器物,夸赞手艺之巧秒,嘲笑他人之不

足。此皆非茶之汤之本意。修茶者应于竹阴树下构筑小室,贮水石,植草木,置炭,掛釜,插

花,饰茶具,此皆是在将山川自然之水石,移至一室之中,来赏玩四季雪月花的风景,感知草木

荣茂之时。要礼数周到地款待来客。于釜中闻飒飒松风,忘却俗世间之念虑。瓶盛涓涓流水,汲

取其中一杓,洗尽心中尘埃。如此,当下即可成人间之仙境。礼之本在于敬,其用以和为贵。此

乃讲述孔子之礼的体用之词,亦即茶汤之心法也。即使是贵人公子之来坐,与其交宜淡泊,且不

可有献媚之举。另外,接待自己的后辈,也要持敬,且不可有慢心。事无巨细,皆要做到心中有

数,和颜悦色,始终恭敬有加。所谓迦叶之微笑、曽子之一唯、真如玄妙之意味,无法尽言。从

构筑茶室,到准备茶具,及至点茶规范、会席、衣类等,既不简陋,也不求华美,以道具,焕然

新心,忘却四时风景,不破不贪不奢,谨而不疎,率直真实,如此方可谓之为茶之汤。赏玩天地

自然之和气,将山川木石移至炉边,完备五行,汲天地之运势,细心咀嚼其风味,乐天地中和之

气,此乃茶之汤之道。[10]

泽庵宗彭的茶道论破立结合,既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的茶道做法,也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正确

的、具体的茶道做法。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更是融会贯通于其文字中,自然流畅毫无凝滞。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政府曾意欲将茶道宗匠与能、歌舞伎演员、传统舞蹈的教授者、马路上的杂耍艺人归为一类,发放艺

能牌照统一监管。当时,里千家第十一代家元玄玄斋宗匠就是在泽庵宗彭这篇茶道论基础上撰写了一份申

辩书,以三千家的宗匠共同署名的方式上书京都府知事,力陈儒释道合一理念支撑下的日本茶道的精神意

涵与重要地位,才避免了茶道被降格处理的窘迫。因此,泽庵宗彭的茶道论,在日本茶道发展史上也是具

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特殊意义的。
日本茶道对中国茶道儒释道三教合一理念的本土化,并未仅仅停留在最初的全盘接受和模仿,而是在

将各种哲学理念具象化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完善茶道点茶法等,有机地融入了其本土的文化内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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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用餐仪礼”与 “饮茶仪礼”精美组合的茶事,是日本茶道的核心内容。这种茶事规范的创出,不仅

需要诸多日本茶道宗匠们的睿智磨合,而且也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特别是来自宗教仪礼饮茶规范

的滋养。除了人们比较关注的禅院茶礼对茶事内容及精神方面的影响外,日本神道对茶事结构方面的影响

也是很大的。日本茶道举办一次正规的茶事,一般是由 “前席”、 “席间休息” (日语称之为 ‘中立’)、
“后席”这三部分构成。在进入 “前席”之前,所有的客人都要先聚齐到一间候客室,品饮完主人的助手

为客人奉上的一小碗用樱花瓣或者用其他材料制作的香煎汤。这间会客室,日语称之为 “待合”。客人们

用过汤后,便按照主人无声的暗示,来到露地 (茶庭)长椅上等候主人的亲自迎接。主人等客人都到露地

后,便会从茶室里拎着水桶出来向 “手水钵”中注满清水,然后率先净手漱口,打开露地中门,在中门口

处向客人默默一礼以示欢迎。“露地”之名虽然是来自佛教,但这种使用 “手水钵”净手漱口、在中门迎

客的做法,却不仅仅是佛教的做法,毋宁说是神道的做法更妥当。其实,即便是今天,在神社或者神宫的

入口处都会设有一个小水池,到神社参拜者通常会先到此处象征性地洗手漱口以示洁净后再去参拜。客人

们仿照主人依次在 “手水钵”处净手漱口后进入茶室,开始茶事 “前席”的内容 (主客进行正式的礼仪性

寒喧、点炭、怀石料理、茶点心)。客人用完点心后退至茶庭中小憩,此即所谓的 “中立”。客人席间休息

时,主人则要重新整理和装饰茶室,一切准备妥当后,客人再次入席开始茶事 “后席”的内容 (点浓茶、
点炭、点薄茶、主客互致感谢离别之礼)。千利休规定举办茶事,务必要使 “前席为阴,后席为阳,此乃

大法也”[11]212。
日本飨宴仪礼文化研究学者仓林正次研究指出,茶事的 “待合”做法,实质就是神道祭礼时正式进入

祭礼仪式前的小酒宴 “待膏”的简化版。将茶事前席称为 “阴之席”,也是极具暗示意义的表现。神道祭

礼中,司祭者为神供奉饮食而后与神共食的做法,与茶事前席茶人们将神佛先祖等的像挂在壁龛中一同享

用怀石的礼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司祭者在祭拜侍奉完神后,在同一个地方享用神用剩下的饮

食。祭神的场所是一个斋戒之所,是一个不同于世俗空间的场所———阴间,只有祭拜侍奉完神后,才能回

到世俗的空间———阳间。因此,“席间休息”的 “中立”则具有着不可或缺的转换阴阳的枢纽作用。在

茶事后席,严肃拘谨地饮浓茶以及轻松愉快地饮薄茶的做法,则与祭神结束后的宴会形式———严肃拘

谨的 “宴座”与轻松愉悦的 “稳座”的做法雷同。所以,“拥有佛教要素的茶礼,在日本文化土壤里培

育发展的过程中,与日本的祭礼传统不结缘是不可能的,正是日本祭礼结构孕育形成了茶事的结构

模式”[12]。
不仅是日本仪礼文化研究学者如此认为,日本神道的实践者同时也是日本茶道的实践者镇西大社诹访

神社宫司上杉千乡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把日本茶道中佛教的要素剥离之后就会发现,“人侍奉人的

茶事,其实就是将人供神的神事仪礼,以最为庄严的形式予以继承并系统化了的仪礼。换言之,茶事就是

祭礼本身”[13]。

二、日本茶道对中国茶道隐逸精神的本土化

在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中国茶道精神的特点之一就是对隐逸生活状态的追求。《新唐书》就是将中国

茶道的开创者陆羽归类于卷第一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中予以记载的。在该条目开头,
《新唐书》对 “隐逸”做了如下分类:“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

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

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

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尝无隐,有之未尝不旌

贲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谓 ‘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7]5593-5594

其实,早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做诗对隐者进行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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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隐

白居易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14]

从 《新唐书》及白居易 《中隐》诗对隐者的分类来看,“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

羡暮入台”的陆羽茶道所追求的隐逸,显然既非 “住朝市”的大隐,亦非 “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

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中隐,非要归类的话大概可以归为一

意孤行 “入丘樊”的小隐吧。
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 (1522—1591)以前的日本茶人们,明确称茶道源于陆羽及其茶经,而且也

将陆羽视为一个隐逸之人。记录了千利休以前的日本茶道历史和具体做法规范的 《乌鼠集四卷书》开篇即

称:“所谓茶之汤,乃遁忧世、厌名利、乐闲事的清者之业。凡上需孝养衰老之父母,下要养育儿女者,
不可贪图一己之乐而沉湎于茶汤。古语云:本立而道成,三纲五常之理不可违。此道乃隐者闲居之所

作……询此道之玄源,异朝有卢同、陆羽等,玩茶慕静,不同于俗世,陆羽曾撰茶经。”[15]1626年出版的

茶书 《草人木》在解释茶事使用挂轴的心得时称:“茶之汤是无欲无求的隐遁者之物,追求内心真实之道

为主旨,故茶室壁龛应该悬挂体现茶道之本意的祖师之挂轴即墨迹。”[16]山田宗徧1691年出版的 《茶道要

录》中称:“茶之汤源起于古人欲避俗世、立志修习圣人之道,多是隐遁山林间,搭设屈膝方可入内之庵

认真修行,以期实现明心见性。”[17]

从上述日本不同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茶书中的记载来看,日本茶人对源于陆羽的茶道精神中的隐逸特性

早就具有正确的认识,但仅此却是无法确认日本茶道精神对隐逸的本土化情况。如果依据 《新唐书》及白

居易 《中隐》诗对隐者的分类,再结合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来看,日本茶道总体上还是更倾向于追求 “住朝

市”的大隐。且不说日本茶道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曾被能阿弥推荐侍奉过幕府将军的茶人村田珠光,
也不必说凭借殷实的财力自由出入权贵圈子的武野绍鸥,仅是被称为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的人生也足

可以说明这一点。千利休为何会被处以剖腹自杀,说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但众所周知,作为织田信

长、丰臣秀吉的茶头,千利休一直是伴君侧 “住朝市”的存在。千利休的第一位茶道师傅北向道陈是 “堺
的隐者”[11]4,但是,千利休并未像北向道陈那样做一个隐者,而是一步步成为了天下第一大茶人,仅从

其茶道风格来看可以将其归类为 “住朝市”的大隐。
千利休剖腹自杀后,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曾立志不再到大名家作茶头,但他还是将儿子们纷纷派往了大

名家做茶头,所追求的实质也完全是 “住朝市”的大隐生活。其实,现当代日本茶道也是如此。例如,里

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千玄室不仅曾是日本政府的高级文化智囊,曾出任日本政府下设的 “酷日本”战略评议

会 “日本之美综合项目”的议员,为日本国家文化战略的制定出谋划策,而且还曾担任日本联合国亲善大

使,并且倡导 “一碗茶中育和平”的理念,向全世界宣传日本茶道,开展文化外交,为提升日本国家形象

做出了重大贡献。因其大多时间奔波于世界各地,所以甚至被戏称为 “空中飞的家元”[18]。因此,千玄室

不仅获得了日本政府对文化人的最高奖赏 “文化勋章”,而且2023年4月19日刚好满100岁的千玄室,
在20日又获得了日本政府总理大臣表彰。其他流派的茶道家元,也在日本文化外交方面积极发挥着不同

的作用。这些都说明,日本茶道虽然也认同茶道精神的隐逸特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的却非陆羽茶道一

意孤行 “入丘樊”的小隐,而是 “住朝市”的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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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茶道对中国茶道崇尚 “精行俭德”精神的本土化

一般提到中国茶道精神,无论茶学家们如何发挥,首先还是要提到 “精行俭德”。陆羽 《茶经》“一之

源”中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

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8]2 “五之煮”中还有 “茶性俭”[8]36的说法。“精行俭德”本身就隐

含着儒释道合一的意味。“精行”一语多见于佛典,是佛教修行的意思。如 《楞严经》卷八中佛祖对阿难

说:“按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仙种。……坚

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19] “俭德”是儒家君子修身治国所遵循的重要德行之一,见

于各类文献,一般多做节俭来理解。而且,自古以来人们似乎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饮茶象征着节俭的观念。
例如,《晋书》列传第四十七 “陆纳传”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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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显然并非陆纳不能奢华,“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之俭德实乃刻意为之。
但陆羽 《茶经》“一之源”所讲的俭德似乎并非单纯的节俭之意。陆羽 《茶经》“九之略”中有如下记

述:“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历钳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檛、火筴、交床等

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以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合废。若援藟跻岩,引絙

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竹筴、札、熟盂、鹾簋悉以一筥盛

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8]101-102这段话虽然讲述的是因饮茶环

境决定饮茶24器的取舍,但同时也可以推知陆羽并不主张刻意追求节俭,而是讲求儒家的安分守己与量

力而行。在现实生活中,普通茶人是否能够像王公贵族那样做到使用全套的24器喝茶则不一定,但是作

为王公贵族有能力准备齐整24器喝茶则决不可装穷,刻意追求节俭,否则 “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
其实,“俭德”有时还可以理解为 “谨慎”“收敛、约束”等意思。如 《尚书》中就有 “慎乃俭德,惟

怀永图”[21]338的说法,《周易·否·象传》中记载: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

禄。”[21]56虽未明确警示时运不佳的君子退隐,但提示君子时运不佳时要懂得约束、隐蔽自己的才能,万不

可积极展露锋芒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与道家追求的隐逸状态也几无二致。从陆羽对易经的熟悉程度,以及

陆羽不就官职,一意孤行 “入丘樊”的小隐人生来看,其 《茶经》“一之源”中的 “俭德”与其说是节俭,
莫如说自我约束隐遁的意味更加浓厚一些。日本茶道追求的 “侘”的精神,主要亦是继承了 “俭德”的这

一层含义。
在日本茶人中,武野绍鸥 (1502—1555)应该是最早明确阐述 “侘”理念的茶人。他在写给弟子千利

休的 《侘之文》中,从茶人的伦理层面及时间美学意涵层面,对 “侘”理念进行了阐发,已经远比 《尚
书》中 “慎乃俭德”的释义更加丰富。他称 “侘这个词,古人在和歌中曾用于各种情境。近年来将正直、
谦逊谨慎、不奢侈骄横视为侘。一年之中唯有十月最为契合侘境。”[22]经过自武野绍鸥以来历代茶人的领

悟阐释,日本茶道的 “侘”理念已经不仅仅是内涵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谨慎、朴直、简素、幽暗,亦非

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艺术规范,而是成为一个志在以茶悟道者恪守的生活规范和不断探寻的精神境界。茶

道里千家第15代家元千玄室曾在其著作 《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中明确指出,陆羽 “《茶经》是当

今世界关于茶的最高、最古老的经典”[23]17,“茶道之源头在陆羽的 《茶经》,应该回归 《茶经》来建构今

天的茶道精神所当追求的理想境地”[23]250。中国茶文化史研究者、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布目潮沨指出:“俭
是陆羽茶道的精神。俭乃素朴、谦逊之德,与奢华高调相对立,可谓是侘茶精神之起源。”[24]

四、日本茶道对西方价值理念的本土化

中国学界关于日本茶道的研究,多是关注日本如何通过对中国茶道的本土化来建构日本茶道精神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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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容体系,而关于日本茶道对西方价值理念的本土化则缺乏关注。
日本茶道对西方价值理念的本土化,肇始于20世纪初期冈仓天心用英文撰写 《茶之书》。冈仓天心是

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美术评论家。1903年刊行于伦敦 《东洋的理想》(TheIdealsoftheEast)
与分别于1904年、1906年刊行于纽约的 《日本的觉醒》 (TheAwakingofJapan)、 《茶之书》 (The
BookofTea),被并称为冈仓天心的 “英文三部曲”。其中,《茶之书》影响最为广泛,有法语、德语、西

班牙语、瑞典语等多种译本,甚至还被选入了美国中学教科书。冈仓天心在 《茶之书》第一章开篇就明确

主张日本本自具足民主主义精神,而且茶道就体现了真正的民主主义精神。他在书中写道:“茶初为药用,
后渐成饮品。在中国,8世纪时,饮茶发展成为诗歌一般高雅的游戏。至15世纪,日本则将其进一步升

华为一种唯美的信仰,即到达了茶道的境地。茶道是一种仰慕蕴含于日常生活俗事中的美的仪式。茶道之

要义在于对 ‘不完美’的崇拜,因为其实质就是一种为了在不可思议的人生中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而进行

的温柔尝试。茶的哲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审美主义,其表达的是融合伦理与宗教的天人观。它反复强调清

洁,因而是卫生学;它教给人无需复杂奢华而是在简朴中即可观自在,因而是经济学;它能够令人感知和

界定万物彼此间的分际,因而又是精神几何学。它将所有的茶道信徒,皆培养成情趣高雅的贵族,它体现

着真正的东方民主主义精神。”[25]

再次宣扬日本茶道中具备民主主义精神者,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里千家茶道第十五代家元千玄室,
而且他还是援引驻日美军将官的观点主张的。千玄室1950年开始一个人赴美传播日本茶道,2005年82
岁的他回顾当初下决心赴美传播茶道的原因时说:“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不久,有朋友告诉我,美军司令官

在讲演中说:‘日本有很出色的民主主义。那就是日本茶道。茶人们不分身份上下,共同有序地饮用一碗

茶。’面对茶室低矮狭窄的入口,无论你是多么有权势之人,都需要俯身屈膝低头行礼后方可入内。所有

参会者大家都是平等的。我想通过茶道来促进世界和平,传达日本的温和之心。因此,我才从1950年开

始,秉持着 ‘一碗茶中育和平’的理念,通过反复地举办茶会等向欧美传播日本茶道。”[26]现行茶室一般

设置有三个出入口,一个是主人点茶专用的 “茶道口”,一个是专门用于伺候客人吃怀石料理的 “给仕

口”,还有一个是主客共同使用的从茶庭露地进入茶室的入口,日语称之为 “にじりぐち”。这个入口有近

似船舱口大小,只能屈膝匍匐爬行通过。其实,将这种受制于茶室物理结构的客人的行为,视为日本茶道

具备所谓的 “平等”精神,是很牵强的事情。因为,不仅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

月,而且茶室这种入口的设置始于何时,是否出于追求平等而设,一直无从考证,因而也尚无定论。但

是,由于日本茶道家元的巨大影响力,不仅日本茶道修习者,而且很多日本文化爱好者乃至资深学者也多

赞同这种观点。
另外,除了日本茶道家元外,还有很多日本历史学家也积极参与进来,对日本茶道精神予以重新解

释。例如,据日本茶道史家桑田忠亲的研究,在二战后初期,千利休的弟子之一、武将茶人古田织部

(1544—1615)还很少有人予以关注[27],更不用说评价其做成鞋子形状的茶碗等扭曲变形的器物了。但在

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大潮的涌动中,在日本茶道史学家、茶道家元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下,不知不觉间

“织部烧”即古田织部烧制的茶碗、花瓶、怀石料理用器等已经变成了炙手可热受人追捧的茶陶,因为日

本人赋予了 “织部烧”以新的价值,成为了 “自由”精神的象征。2015年,日本 《朝日新闻》报道滋贺

佐川美术馆与东京畠山纪念馆举办的古田织部陶器展时,使用的标题就是 “自由奔放的茶陶 织部爱好的

茶陶器”[28]。也有学者则直接通过分析千利休及其大名弟子与基督教的关系,来阐述日本茶道精神中的西

方价值理念成分[29]。

结 语

综上可知,日本茶道在其精神建构过程中,经历了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与欧美西方价值观的本土化。但

是,毋庸赘言,日本茶道虽源自中国但并非完全是中国茶道的翻版。日本囿于位居文化下游的物质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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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在其茶道文化规范和精神建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本土化,是一个由全盘照搬到 “混淆和

汉边际”的组合创新、再到逆转中日价值取向的过程,体现在具体器物上,较为明显的就是很多在中国评

价较低的器物在日本茶道中却被奉为重宝,如牧溪的绘画等。20世纪以来,日本茶道对欧美西方价值观

的本土化,则是暗自认同 “民主”“平等”“自由”等西方价值理念并以之为隐形的标准,通过对日本茶道

内容本自具足的重释,实现了与西方价值理念的贯通,与时俱进地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精神。
值得思考的是,日本茶道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无论是吸收哪一种外部文化来建构其精神内涵时,

日本茶人都没有丧失其主体意识。例如,2016年,茶道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千玄室回顾其专门向其禅修

师傅大德寺后藤瑞岩禅师汇报想要赴美传播茶道时的情形称,自己从未放弃过对主体性的追寻。“修行结

束时,我告诉老师想去美国传播茶道。毕业于东京大学,曾经赴美传播过佛教的老师听后默默地回到了里

屋,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张写着 ‘主人公’的纸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是一句禅语,即本来的自己。我的理

解是,老师是在点拨我要通过去美国传播茶道来找回真正的自己。转眼间60年过去了,我已经93岁了。
里千家的道场,包括美国国内开设的37个道场在内,里千家在全世界已经开设了111处道场。我仍然在

一边探寻着自己的真正使命,一边满世界地飞奔着构筑茶道的联系纽带。”[30]无论是从日本文化中对源自

中国的 “侘”理念的吸收演变情况来看[31],还是从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来看[32],日本茶

道对中国茶道文化精神内涵及西方价值理念的本土化过程不管多么漫长而复杂,均始终未丧失其主体性。
何以能如此? 这是接下来值得进一步认真予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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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Constructionof
JapaneseTeaCeremonySpirit

ZHANGJianli
(InstituteofJapaneseStudie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TheJapaneseteaceremonyisauniqueandcomprehensivelifeculturegraduallyformedduring
thelocalizationofChineseteaceremonyandWesternculturalvalues.Chinaisnotonlythebirthplaceoftea
trees,butalsothebirthplaceofteaceremonyculture.Japan,limitedbyitsmaterialandspiritualshort-
comingsintheculturaldownstream,adheredtothepolicyof“confusionandHanmarginalization”inthe
processofregulatingandconstructingitsteaceremonyculture,anddevelopedandabandonedtheconcept
ofChineseteaceremony.Sincethe20thcentury,withastrongsenseofselfsufficiency,theJapanesetea
peoplehaveexploredtheconceptsof“democracy”,“equality”,and“freedom”inJapaneseteaceremonies,

deliberatelystrengtheningtheiridentitywith Westernculturalvalues.TheJapaneseteaceremonyisa
productofthedevelopmentofthetimes.TheconstructionoftheJapaneseteaceremonyspiritthatkeeps
upwiththetimesnotonlyreflectssomeregularcharacteristicsofJapansabsorptionofforeignculture,

butalsohighlightssometypicalcharacteristicsofJapansnationalcharacter.
Keywords:Chineseteaceremony;Japaneseteaceremony;Westernvalues;localization;spiritual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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