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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的“茶道四谛”

纯 道

茶道四谛，概述的是茶道精神，它以一种最简明扼要的方式让人铭记。茶道精神可谓是茶道

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确定茶道精神之后，所有的茶事活动就必须根据茶道精神来展开，而一

切有悖于茶道精神的行为，都要及时纠正与克服。“茶道”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唐代僧人皎然的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①
诗句中：“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曾经著有《茶

诀》一书，可惜已经失传，但他全力支持陆羽从事茶的研究，成就了世界上第一部茶著作《茶经》。

“茶道”一词被日本沿用，是距离皎然近八百年之后的事了。日本室町时期的茶人、被后世称为

日本茶道“开山之祖”的村田珠光(1423-1502)，在他的《心之文》首句中写道：“此道最忌自

高自大、固执己见。嫉妒能者、蔑视新手，皆为不妥。”
②
这句话被认定为日本茶道的发轫标志，

后来是千利休成为了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日本茶道中将“和敬清寂”奉为“茶道四谛”，如此

朗朗上口的四字已经深入日本民众心中，对推行茶道大有裨益。至于为什么是“茶道四谛”，而

不是“茶道两谛”或“茶道八谛”呢？或许，“两谛”太少，难以概括茶道的更多核心内涵；“八

谛”太多，则不利于记忆与流传。

谛的本义是细察、详审，但在佛教中却意味着谓“真实无谬的道理”，有时以“真谛”、“谛

义”来表述。《大毗婆沙论》曰：“实义是谛义、真义、如义、不颠倒义、无虚诳义。”有着礼

佛修禅经历的村田珠光和千利休都倾向于用一种传播真谛的方式来告诫自己的国民，茶道精神就

在于这“茶道四谛”。用“茶道四谛”表达“茶道精神”，似乎更直接明了，人们只要牢记了四

个字，就可以展开阐述与表达对茶道精神的认识。当日本的“茶道四谛”深入人心后，台湾海峡

两岸的茶人与朝鲜半岛的两国民众也都在探索与寻找更适合本民族的“茶道四谛”，本文为此将

整理分析现有的各家观点，并提出重构中国“茶道四谛”的方式、思路与建议。

一、茶道精神的缘起

对茶道精神的探索由来已久，尽管在表述上各有不同，有称茶道、茶礼、茶规，也有直接称

茶道精神的，但最终能够概括清楚的表述，并被广泛接受的字句并不容易。最早出现茶道精神的

表述被认为就出现《茶经》之中。

①
《皎然诗集》，中国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 3 月第 1版，卷七。

②
江静、吴玲编著《日本文化丛书·茶道》，杭州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第 1版，第 49页。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8%25AF%25A6%25E5%25AE%25A1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5%25A4%25A7%25E6%25AF%2597%25E5%25A9%2586%25E6%25B2%2599%25E8%25AE%25BA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7%259C%259F%25E4%25B9%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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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羽的“精行俭德”

中国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一之源》
①
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

人。”《茶经》出现了第一次关于茶道精神的四个关键字：“精行俭德”。 但是，在《茶经》

中，陆羽始终没有提及“茶道”两字，更没有“茶道精神”之说。陈文华教授认为：陆羽是以诗

人的身份在品茶，皎然是以哲者的身份来论茶，陆羽重茶艺，皎然重茶道。陆羽善于形象思维而

追求品茶的艺术性，而着重传经布道的皎然则更善于逻辑思维而侧重于品茶艺术的哲理性。当然，

陆羽论述重点是讲饮茶效果，而不是专论茶德
②
。尽管如此，如今的茶人还是乐意把“精行俭德”

奉为中国的茶道精神，铭记在茶人心中。云南农业大学龙润普洱茶学院就将“上善若水、精行俭

德”作为院训，湖州陆羽茶文化博物馆也以“精行俭德”作为茶道精神，镌刻在入口的门楣上。

中国古人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有益通夜不眠、满腹时可帮助消化、 不发之物可抑性

欲。唐末的刘贞亮提出了“茶有十德说”：“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

气、 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 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
③
但

刘贞亮所言的“道”非指茶道本体，而是以茶事传播之“道”。 尽管在唐代，中国的先贤已经

对茶德进行了概括，但这样的表述显然没有获得完全认可，因此也无法真正流行，以至于直到今

天，中国还需要一再定位，来重构“茶道四谛”的“谛义”。

2、日本的“和敬清寂”

从中国唐代开始，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直到中

国明代时，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村田珠光最先提出的“谨敬清寂”思想，深刻影响

后世千利休奠定“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谛”。
④
不过，有专家认为日本茶道所奉行的“和敬清

寂”四字，与南宋时四川籍禅师兰溪道隆所宣扬的茶礼密切相关，这四个字取自中国刘元甫《茶

堂清规》，而刘元甫正是在听闻兰溪道隆讲述大慈寺茶礼之后方成此书，其中的“茶道规章”和

“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编写成《茶道经》，在《茶堂清规》中刘元甫提出了“和、静、清、

寂”的清规要求
⑤
。千利休（1522-1592）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他明确提出 “和敬清寂”为

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反省，彼此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

心的尘垢和彼此的介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

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

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

日本茶道从形成伊始，就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特别是受到中国禅宗思想影响，将禅与茶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日本茶道如同一种精神信仰与心灵寄托，被赋予了太多的宗教意味。强

①
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 1版，第 5页。

②
李新玲 《从皎然茶诗看皎然与陆羽的关系》 : 《农业考古》 , 2004 年 4 期 。

③
纯道编著：《禅艺茶道》，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 年 6 月第 1版，第 142 页。

④
郑姵萱著：《茶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年 1 月第 1版，第 4页。

⑤
陈曦《论中日茶文化的“艺”“道”之别》，《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 2015 (12) ，第 193-194 页。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7%25B2%25BE%25E8%25A1%258C%25E4%25BF%25AD%25E5%25BE%2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9%2599%2586%25E7%25BE%25BD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7%25B2%25BE%25E8%25A1%258C%25E4%25BF%25AD%25E5%25BE%2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7%25B2%25BE%25E8%25A1%258C%25E4%25BF%25AD%25E5%25BE%25B7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bhsdxxb201512097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15272db9febea393%29%20%E3%80%8A%E6%B9%96%E5%8C%97%E5%87%BD%E6%8E%88%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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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仪式感与神秘的虔诚性交织在一起，再辅以侘寂的审美感与世俗的日常性，让日本茶道中精

神层面的东西呼之欲出，欲罢不能。在高度概括化的日本茶道中，“和敬清寂”无疑是最具代表

性与普及性的。日本的“茶道四谛”将日本茶道的文化意蕴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美学层面上，茶

的神韵，禅的机缘，再加上茶人对人生的感悟，均能够涤荡凡尘，净化心灵，升华情感。

3、韩国的“和敬俭真”

朝鲜半岛与中国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

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韩国茶礼是以新罗统一初期的高僧元晓大师提

出的和静思想为源头，经高丽时期文人思想的发展，在朝鲜李朝时期高僧西山大师、丁若镛、草

衣禅师那里得到完整体现。元晓大师的和静思想是韩国茶道精神的根源，它与自然浑然一体：即

发叶结果，又回到根上，归于极寂，而寂的根源就是静
①
。李奎报把高丽时期的茶道精神归结为

清和、清虚和禅茶一味。朝鲜时代的草衣禅师（1786-1866）领悟了禅与茶的玄妙关系，在《东

茶颂》中指出“中正”的茶道精神：“既不多余，又不缺少；万人平等，先人后己；追思根源，

回归自然。”
②
体现了追求中正的茶道精神，认为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

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与人交往中的生活准则
③
。

韩国的茶道精神主要体现在敬、礼、和、静、清、玄、禅、中正等几个方面，其中融合了儒

道释的思想，而敬、礼、和、清、中正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 最终，韩国提倡的茶礼确定以“和

静”为根本精神，其含义则泛指“和敬俭真”。“和”是要求人们心地善良，和平共处，互相尊

敬，帮助别人；“敬”是要有正确的礼仪，尊重别人，以礼待人；“俭”是俭朴廉正，提倡生活

朴素；“真”是要有真诚的心意，为人正派。不论是日本的“和敬清寂”，还是韩国的“和敬俭

真”，都首先强调茶人的道德修养，使其成为本民族茶道的核心。

二、茶道精神在中国

茶道精神，在中国古代以“茶德”论之，且由来以久，陆羽的“精行俭德”就是“茶德”的

首创之作，只是让人感觉意犹未尽，很想作进一步的补充完善。当日本人将茶道精神以“和敬清

寂”简明扼要地概括成“茶道四谛”之后，这样的形式显然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一些茶人开始行

动起来，寻找起中国的“茶道四谛”。这股寻找中国“茶道四谛”之风，最早从宝岛台湾掀起，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台湾学者和茶人在努力探索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方式，紧

接着中国大陆的茶学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据初步统计，目前已经出现了十余种关于中国

“茶道四谛”的表述，且有不断增加之势。但是，至今出现的每一种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

①
《茶道·茶经》，辽海出版社，2012 年 1 月第 1版，第 426 页。

②
《茶道·茶经》，辽海出版社，2012 年 1 月第 1版，第 427 页。

③
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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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都难以完全打动其他中国茶人的心，因而无法形成一种关于中国“茶道四谛”的共识，在分

析难以形成共识的原因前，我们可以将一些较有影响的表述作一下疏理。

1、林荆南的“美健性伦”（1982）

林荆南先生是台湾国学教授、最早从事《茶经》译注工作。1982 年，林荆南将茶道精神概

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即“美律、健

康、养性、明伦”
①
。他强调通过饮茶的艺术实践过程，引导饮茶人完善个人的品德修养，实现

人类共同追求和谐、健康、纯洁与安乐的崇高境界。

2、台湾的“清敬怡真”（1984）

台湾中华茶艺协会第二届大会（民国七十三年十二月）通过的茶艺基本精神是“清敬怡真”。

协会理事长吴振铎释义为：“清”是指“清洁、清廉、清静、清寂”。茶艺的真谛不仅要求事物

外表之清，更需要心境清寂、宁静、明廉、知耻。“敬”是万物之本，敬乃尊重他人，对己谨慎。

“怡”是欢乐怡悦。“真”是真理之真，真知之真。

3、范增平的“和俭静洁”（1985）

范增平（1945-）先生是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理事长、台湾明新科技大学教授，于 1985 年提

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
②
。他认为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

是茶德。

4、庄晚芳的“廉美和敬”（1989）

庄晚芳（1908-1996）先生是中国著名茶学家、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9 年他提出

了“中国茶德”设想，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 ”。他将“中国茶德”

概括为“廉美和敬”四字
③
。所谓“廉”，就是“廉俭育德”；“美”就是“美真康乐”；“和”

就是“和诚处世”；“敬”就是“敬爱为人”。

5、程启坤和姚国坤的“理敬清融”（199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前所长程启坤（1937-）先生和研究员姚国坤（1937-）先生主张

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
④
。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敬者，客来敬茶，

以茶示礼之意；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

6、张天福的“俭清和静”（1996）

张天福（1910-2017）先生是中国知名茶学家、制茶和审评专家、茶界泰斗。1996 年张天福

提出“俭清和静”的中国茶礼
⑤
，他说：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

①
蔡荣章著《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公司，1989 年 7 版，第 200 页。

②
范增平：“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 ，《台湾茶文化论》，台湾碧山出版公司出版，第 43 页。

③
庄晚芳：《茶文化浅议》，《文化交流》杂志，1990 年 2 期。

④
程启坤、姚国坤：《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中国茶叶》杂志，1990（6）。

⑤
林杰：《从中国茶礼看俭清和静》 ，《张天福茶学思想研讨会文集 》, 2003。

http://health.pclady.com.cn/
http://www.zgchawang.com/culture/list/41/
https://www.baidu.com/s?wd=%25E5%2590%25B4%25E6%258C%25AF%25E9%2593%258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yw-nyDYuWf3ujD3uhu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zPj01njc3n1c3P1fknWfY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confuri%3A%28b94fc9607d5d56ee%29%20%E5%BC%A0%E5%A4%A9%E7%A6%8F%E8%8C%B6%E5%AD%A6%E6%80%9D%E6%83%B3%E7%A0%94%E8%AE%A8%E4%BC%9A%E6%96%87%E9%9B%86&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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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他还把四字饮茶礼仪升华到为人处世之道，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提倡的高尚品格和处世哲学。

7、林治的“和静怡真”（1997）

林治（1947-）先生曾任中国高等院校茶文化教材编委会主任，1997 年他为茶艺师编了第一

套教材，后通过三次全国教材审稿会，把“和静怡真”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写进大学本科教

材
①
。他认为“和”是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不二

法门；“怡”是中国茶道修习实践中的心灵感受；“真”是中国茶道终极追求。

8、周渝的“正静清圆”（1999）

周渝先生于 1981 年首创结合生活、艺术和文化的茶艺馆：台湾紫藤庐，他提出“正静清圆”

四字可以作为中国茶道精神的代表，也是华夏文化基因
②
。“正”指原则与当下，“静”指动静

一如，“清指”荡涤身心，“圆”指天地人的互通。

9、净慧法师的“正清和雅”（2005）

2005 年 10 月 20 日，在河北石家庄举行的“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开幕式上，净慧

法师（1933-2013）提出并论述了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他认为，正、清、和、雅四个字，

大致可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作为禅与茶相结合而形成的‘禅茶文化’，既有儒家的

正气、道家的清气、佛家的和气，更有茶文化本身的雅气。正、清、和、雅的综合，完整地体现

了禅茶文化的根本精神。”

10、周国富的“清敬和美”（2012）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先生提出“清敬和美”的茶文化核心理念
③
。“清”代表

茶之清气、清和、清雅；人之清心、清静、清平；官之清正、清白、清廉。“敬”是人的诚敬、

尊敬、敬畏、敬爱之情，是茶之于礼的价值和人行于世的守则。“和”是和合、和谐之义，既是

茶道，也是人道和社会运行之道，代表“以和为贵”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也表示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与自我心灵的宁静和谐。“美”是茶文化当代核心理念追求的最高愿景，是天、地、人、

茶、水、情在“天人合一”哲学境界上的共同升华。

在上面十种较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中，出现了几个高频字，例如：

清，在台湾的“清敬怡真”、程启坤和姚国坤的“理敬清融”、张天福的“俭清和静”、周

渝的“正静清圆”、净慧法师的“正清和雅”、周国富的“清敬和美”中共出现了六次；

和，在范增平的“和俭静洁”、庄晚芳的“廉美和敬”、张天福的“俭清和静”、林治的“和

静怡真”、净慧法师的“正清和雅”、周国富的“清敬和美”中共出现了六次；

静，在范增平的“和俭静洁”、张天福的“俭清和静”、林治的“和静怡真”、周渝的“正

静清圆”、净慧法师的“正清和雅”中共出现了五次；

①
林治：《中国茶道“四谛”》，《福建茶叶》 , 1999 (4) ，第 43-44 页。

②
周渝：《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2）。

③
陈野：《清敬和美——构建中华茶文化精神实质的新内涵》，《茶博览》杂志，2012（2）。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b16b7b66bfce976e%29%20%E3%80%8A%E7%A6%8F%E5%BB%BA%E8%8C%B6%E5%8F%B6%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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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在台湾的“清敬怡真”、程启坤和姚国坤的“理敬清融”、周国富的“清敬和美”中共

出现了三次；

美，在林荆南的“美健性伦”、庄晚芳的“廉美和敬”、周国富的“清敬和美”中共出现了

三次；

俭，在范增平的“和俭静洁”、张天福的“俭清和静”中共出现了两次；

真，在台湾的“清敬怡真”、林治的“和静怡真”中共出现了两次；

怡，在台湾的“清敬怡真”、林治的“和静怡真”中共出现了两次。

在对上述高频字分析中发现，出现较多次数的“和”、“清”、“敬”，显然受到了日本“茶

道四谛”的影响，无法体现中国“茶道四谛”的特点。“静”，是中国茶人在寻找“茶道四谛”

中出现的另一个高频字，值得作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陆羽提出的“精行俭德”

中的“俭”字，在当代中国茶人的探索中也出现了两次。

三、茶道精神的重构

中国出现如此多关于“茶道四谛”的表述，一则表明中国茶人对确立中国“茶道四谛”的重

视与认真，另则说明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权威与共识的“茶道四谛”，在当前茶文化受到

广泛关注与倡导的时代背景下，就更迫切需要提出一种重构的思路，以最终确立中国的“茶道四

谛”。重构中国“茶道四谛”，应该依照溯源、差别与创新三个原则，以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共识。

1、溯源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2010 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共收录历代茶书 114 种，面对如此浩

瀚的茶著作，我们需要对其精华作认真探讨与提炼，概括出最能体现中国茶道精神的词句。寻找

中国的“茶道四谛”切忌无的放矢，无端生造，否则提出的“茶道四谛”内容就可能是无本之木

和无源之水，这或许也是如今诸多中国“茶道四谛”缺少权威与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古代

学问之人，在给宅院、厅堂、亭阁、著作、子女等取名时，都倾向从古籍中寻找到合适的字句，

这样的传统甚至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直至今日日本皇族还沿用这一传统。《礼

记·儒行》曰：“宽裕者，仁之作也”，日本历代天皇都用仁做通字，如现任天皇明仁，皇太子

德仁。德仁女儿敬宫爱子，御称号及名字皆出典于《孟子·离娄章句下》：“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因此，寻找中国的“茶道四谛”，应该努力在中国古代茶著作中寻找到最

合适的句子，并提炼出最合适反映中国茶道精神的那四个字。

2、差别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7%25B2%25BE%25E8%25A1%258C%25E4%25BF%25AD%25E5%25BE%2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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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是表示有别于其他类似现象的特征。我们既然要寻找中国的“茶道四谛”，就必须有

别于日本的“茶道四谛”和韩国的“茶道四谛”。如果没有差别，就不再需要寻找中国自己的

“茶道四谛”了，把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日本“茶道四谛”拿来即可。如果真是这样，日本“茶

道四谛”也就成了普遍适用的“茶道四谛”，而今大家依然在努力构建中国的“茶道四谛”，想

必需要有自己的民族特征，直接与间接地体现出与日本和韩国“茶道四谛”的不同。在已经有的

关于中国“茶道四谛”的表述中，从日本“茶道四谛”中的“和敬清寂”中较多借用了“和”、

“敬”、“清”三字，就难以体现中日两国“茶道四谛”在内涵上的根本差别。

3、创新

在差别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本质特征，即中国茶道的个性精神。中国的

“茶道四谛”，应该既有溯源传承，也要照顾现实，才能反映现代人的需要与追求，因此在寻找

中国“茶道四谛”时必须与时俱进，尽可能发现与挖掘出符合现代中国人精神诉求的内涵。照顾

到中国人的现实需求与未来诉求，在提炼中国的“茶道四谛”时必然就会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最终才能寻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茶道四谛”。

四、中国的茶道四谛

根据中国茶道精神的“重构三原则”，本文首次提出以下中国“茶道四谛”，旨在引发更多

专家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为最终确立中国“茶道四谛”抛砖引玉。

清：出自唐代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①

俭：出自唐代陆羽《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②

美：出自宋代赵佶《大观茶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干而研，

研细而造，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
③

养：出自明代朱权《茶谱》：“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

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
④

1、清

皎然是与陆羽同时代的中唐伟大诗僧，在《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诗篇达到 470 首；皎然还

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茶道”概念的人，一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奠定了他作

①
《皎然诗集》，中国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 3 月第 1版，卷七。

②
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 1版，第 5页。

③
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 1版，第 127 页。

④
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 1版，第 182 页。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7%25B2%25BE%25E8%25A1%258C%25E4%25BF%25AD%25E5%25BE%2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5%25A4%25A9%25E8%25AF%25AD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7%25AC%25A6%25E6%25B0%25B4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8%258C%25B6%25E7%2581%25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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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茶道祖师的历史地位。皎然曾著有《茶诀》一书，可惜已经失传，但是他是一位注重精神诉求

的茶道高人，其地位却不可动摇。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这首诗，不仅为我们贡献了“茶道”这个词，而且首次从茶道精神

上进行了描述与分析，“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

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诗中，皎然写出了一饮、再饮、三饮之后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同感受，

对茶的功效做了热情夸奖。皎然将 “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做了

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这是中唐时期其他僧侣和文人所

不可匹敌的。

在三饮之后，皎然直接写出了“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此物是什么？是

“茶”，更是“茶道”！“清高”两字就是皎然对此物的最高礼赞，这样的“茶诀”（茶之秘诀），

果然如皎然所料，一千多年来“世莫知”。日本的“茶道四谛”中有一谛即为“清”，但与皎然

所言并不相同，中国茶人在探索中国的“茶道四谛”时，也有多人提出其中之一为“清”，但遗

憾的是，没有一人特别表明此谛义语出皎然的诗句。如今，我们正本清源，将“此物清高世莫知”

中的“清”，作为中国“茶道四谛”第一义，算是对这位世界“茶道”第一人的告慰，也可以让

如今的茶人找到中国茶道的自信心。卢仝在《七碗茶诗 》中也四提“清”字：“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

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
①

清者，非浊也。除了皎然提出的“清”之第一解“清高”外，我们还可以从皎然那里获得更

多的发现。在皎然《奉和颜使君真卿和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 诗中则有“龙池护清澈，虎

节到深邃”
②
之句，涉及到了饮茶之水的要求，因此“清澈”便是“清”的第二解。《饮茶歌·

诮崔石使君》中，皎然的“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道出了“清”之第三解“清神”。

“清高”、“清澈”、“清神”便是皎然留给后人的重要茶道遗产，如今我们用一个“清”字作

为中国“茶道四谛”第一义，应该由“世莫知”变为“世皆知”。

2、俭

陆羽写出世界上第一本茶著作《茶经》，成为茶文化的发轫之作。如今讨论到茶道，无论如

何都不会绕开这本开山之作。因此，在寻找“茶道四谛”时，我们同样不能绕开它。好在陆羽在

《茶经》的开篇之时，已经涉及到精神领域，《茶经·一之源》中，他这样写道：“茶之为用，

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

醐甘露抗衡也”。

①
朱世英选注：《茶诗源流》，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7 页。

②
《皎然诗集》，中国扬州广陵书社，2016 年 3 月第 1版，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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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说茶最适宜“精行俭德”者饮用，首先，喝茶的人必须是精诚专一，至少喝茶时要静心，

做事也应有这样态度，是一个认真的人。其次，喝茶的人要自律，不会给别人增加麻烦，践行自

律。第三，喝茶人的品行要简朴，不追求奢华，要低调、内敛和谦逊。第四，喝茶人要淡泊名利，

能够守住自己的操行。后人因此有将“精行俭德”作为中国的茶道精神来论述的，卢仝在《七碗

茶诗 》中也写道：“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在已有的关于“茶道四谛”的表述

中，范增平提出的“和俭静洁”和张天福提出的“俭清和静”，都把其中的“俭”字概括在内，

庄晚芳的“廉美和敬”中，“廉”也指“廉俭育德”。此外，在韩国的茶道四谛中，也将“俭”

字列入其中。

陆羽终生过着俭朴的生活，并以居住在草堂（苕溪草堂）与别业（青塘别业）为乐。陆羽虽

没有出家为僧，但他始终同佛门僧侣保持着密切往来。除他曾住过的龙盖寺、妙喜寺之外，他在

访茶品泉的生涯中，曾经前往朝拜过的深山古刹达到三四十座之多。陆羽一直过着半是隐士、半

是游僧般的艰苦生活。他的这种作派，甚至影响到了日本，村田珠光由此开创了他的草庵茶风。

千利休则将“侘寂”美学思想贯彻于茶道之中，由俭而寂，“寂”成为了日本“茶道四谛”中的

重要一义。

俭者，非奢也。将陆羽提出的“精行俭德”中的“俭”作为中国“茶道四谛”第二义，还可

以赋予更多内涵。“俭”之第一解为“俭朴”，指生活节俭、节省。《韩非子·难二》曰:“俭

于财用，节于衣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俭”

之第二解为“俭貌”，指态度谦逊、俭貌的样子。《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顺与之弗为喜，

非夺之弗为怒，沉静而寡言，多稽而俭貌，曰质静者也。”“俭”之第三解为“俭德”，指俭约

的品德。《易·否象传》曰“君子以俭德避难”；诸葛亮《诫子书》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俭朴”、“俭貌”、“俭德”便是茶圣陆羽留给我们的重要茶德思想，如今我们用一个“俭”

字作为“茶道四谛”第二义，成为一个追根溯源的象征。

3、美

中国茶道在唐代由皎然与陆羽两位茶道双圣开创，到了宋代更有来自皇家的支持与偏好，尤

其是得到了宋徽宗赵佶的厚爱，他因此写了一本《茶论》，因成书于大观年间，史称《大观茶论》。

作为帝王的宋徽宗缺少应有的治国能力，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却是多才多艺，把宋代的美学推

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茶道方面，他无疑也是第一流的专家，最能说出品茶的个中深蕴。

《大观茶论》写道；“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干而研，研细而造，

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气如桃仁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讲的是制茶

过程与茶香的关系，但后半句是泡茶的过程，显示茶香氤氲的效果。在行文之间，赵佶把“和美

具足”看作是茶香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在选茶、蒸茶、压茶、研茶、造茶、入

http://baike.baidu.com/item/%25E9%259F%25A9%25E9%259D%259E%25E5%25AD%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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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的每一环节都要拿捏到位，细致无误，如此这般的工夫，与如今的日本茶道如出一辙，当然先

有宋代点茶，才有日本抹茶，日本抹茶的点茶法就是传承了中国宋代的龙凤团茶的点茶法。

赵佶《大观茶论》中，全文共出现了五处“美”字，论蒸压，他说“茶之美恶，尤系于蒸芽

压黄之得失。”论水，他又说“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论品名，他指出：“曾不思茶之美恶，在

于制造之工拙而已。”论外焙，他又指出：“味虽重而涩乏馨香之美，何所逃乎外焙哉？”
①
最

终， 赵佶提炼出茶之“和美具足”的境界，用一个“美”来代表宋代的美学倾向与宋徽宗的美

学追求，似乎是再妥当不过的事了。于是，在唐代茶道双圣为我们贡献了中国“茶道四谛”第一

谛“清”与第二谛“俭”之后，宋代的宋徽宗赵佶为我们贡献了中国“茶道四谛”第三谛

“美”。如今的中国茶道走向，美学化正是一股主流，在现代人看来，这茶道之美，主要表现在

九个方面，即“茶道九美”：茶境之美、茶叶之美、茶汤之美、茶礼之美、茶具之美、茶席之美、

茶室之美、茶艺之美和茶人之美。

美者，非丑也。宋徽宗赵佶的“和美具足”境界，同样可以作三种解释。第一解为“美好”，

美物可以让人身心舒畅，更好地生活，快乐地生活。《庄子·盗跖》曰：“今长大美好，人见而

说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第二解为“美妙”，三国魏刘劭《人物志·八观》曰：“微忽必识，

妙也；美妙不昧，疎也。”将“微忽必识、美妙不昧”用在对茶的品味上同样是一个至高的境界。

第三解“美德”，《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了五种美德：“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

失，救其菑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论语·尧曰》云:“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 曰：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用“美”字作中国茶道“第

三谛”，也得到了台湾林荆南（“美健性伦”），以及大陆庄晚芳（“廉美和敬”）和周国富（“清

敬和美”）的认同。

4、养

在《中国古代茶书集成》收录的 114 种古代茶书中，明代贡献了 57 种，刚好占本书可查古

茶书的一半。明代自 1368 年自 1644 年，此时恰好也是日本茶道的开创时期，千利休生于 1522

年，而村田珠光则生于 1423 年，都处于中国明代中期。在明代早期，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

朱权（1378-1448）著有《茶谱》，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本茶书。朱权好学博古，无书不窥，对

佛学与老庄深有研究，因此自号涵虚子、丹丘先生等，与皎然的“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

如此”的中丹丘相应。《茶谱》继承唐宋茶书传统，开启明代茶书新风，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朱权为此自称为：“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在《茶谱》第一段中，朱权写道：“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

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把饮

茶品茗的最后归结点落在了“修养之道”上，一句“其惟清哉”更与皎然主张的“清”，即本文

①
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 1版，第 124-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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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的中国“茶道四谛”第一谛相呼应。两度入宋求佛学禅、后来成为日本茶祖的荣西禅师

（1141-1215），在对中国茶道进行学习与研究后，回日本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也把茶的

落脚点放在了“养生”之上。

从今时中国茶人饮茶偏好上看，不论是重视禅味一味的“修养之道”，还是偏重延年益寿的

“养生之道”，一个“养”字都在现实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它可以成为中国“茶道四谛”的第四

谛。最早探讨中国“茶道四谛”的台湾学者林荆南，于 1982 年提出“美健性伦”，将“性”解

释为“养性”，与本文提出的“养”义内涵基本一致。在养性之中，静是关键，“静”是中国茶

人在寻找“茶道四谛”中出现的一个高频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包含在“养性”的内涵之中。要

让茶具有修养功效与茶道精神，必须先从“养茶”开始。一方面中国人爱茶饮茶，另一方面又担

心受到污染，才有了如今中国茶道中“洗茶”环节。中国茶的出口量难以提高，一个重要原因也

是因为农药残留偏高的难题一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造成的。要“养茶”，就先要“养地”，更要

“养农”，让茶农可以从不良的行为习惯中纠正过来。

养者，非伤也。朱权提出的“修养之道”中的“养”，第一解为“养生”，正如荣西禅师《吃

茶养生记》所重视的，茶在调理身体、祛襟涤滞（宋徽宗语）和延年益寿方面已获得科学论证。

《庄子·养生主》曰：“得养生焉”。第二解为“养性”、主要指涵养心志、修养善性，破除妄

念，让人平静、安住与快乐。《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第三解为

“养德”，三国诸葛亮《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这一点与与陆

羽提出的“精行俭德”有相近之处。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中国“茶道四谛”为“清俭美养”，它们全部从中国古代茶人茶书中获

得了溯源依据，四句根本性的语句分别出自唐代皎然与陆羽、宋代宋徽宗赵佶和明代朱权的著作

之中，是对中国茶文化历史的一次很好疏理，让中国“茶道四谛”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清俭美养，有理有据，与其他提法全是四个形容词并列关系不同之处，在于三谛归于第四谛，

养，与“苦集灭道”四谛的逻辑相应。“苦集灭道”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佛教各宗共修、必修

之法。《法华经·譬喻品》载：“佛昔于波罗柰，初转四谛轮。”苦当知，集当断，灭当证，道

当修。同时，“清俭美养”与日本的“和敬清寂”及韩国的“和敬俭真”有着明显的差别，又反

映出中国茶人的现实状态与精神追求，因此可以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茶道四谛”：

清之三解：清高、清澈、清神

俭之三解：俭朴、俭貌、俭德

美之三解：美好、美妙、美德

养之三解：养生、养性、养德

“茶道四谛”是一种茶道精神，在古代中国更被视为一种“茶德”，从以上“清俭美养”各

字义的解释中可以看到：茶道精神，即茶德始终被置于重要位置上，是中国“茶道四谛”真正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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