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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茶文化与道教之关联
薛冰(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是儒、道、释文化的有机统一。道教作为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教艾与

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历史悠久的中华茶文化与厚重的道教水乳交融．本文从四个方面就二者的内在联系进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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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生悦志。道法自然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饮

茶的器具。环境，所用原料等皆颇讲究品第。品茗过程并非

一般的饮用，注重由茶而衍生的思考，小小杯盏中有玄妙的

无限乾坤。

“悟”茶不同于水，水意在解渴，而茶重在“和静清

寂”的环境中感悟。因此中国文人常常借饮茶做诗，抒发人

生之感，如自居易的《晚起》：“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

糜，庸懒还白哂，快活亦谁知。”写出了清淡自然。返朴归

真的生活情趣。同样一杯茶．不同的人品会有不同感受，这

区别来自饮茶人独有的生活阅历。在这一点上，茶和道是相

通的。

唐朝有则“吃茶去”的著名公案，说的是赵州禅师崇

茶，认为吃茶能消除学人的妄想，能帮助人明心见性。当别

人向他请教佛法时，他往往只是答．“吃茶去”。正所谓“菩

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通过饮茶自会有所感悟，寻得所

求答案，启发学僧转向对内在本性的发现。

道教的养生思想正是“且喜人间事不喧，我命在我”的

理念。道教养生术中，有“存想”一说，就是闭目静思某一

特定对象，让心境平和下来去冥想，这正和赵州禅师“吃茶

去”的意图是吻合的。茶文化与道教都提倡人们在“静”中

品昧人生。用以承载思想的工具，一个是有形的茶，一个是

无形的道，但都主张“清净”与“感悟”。

_二、浅论<茶经>的道家思想

中国茶文化标志性著作《茶经》深受道家思想浸染，体

现了自然天道的美学思想，自然天道正是道家哲学观的核

心。《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随顺自然的审美观充分体现在《茶经》的各章节中。

论及茶叶的品质，《茶经》认为野生茶比种植茶要好，茶树

不适合人工种植；论及盛茶的瓷器，《茶经》认为越瓷、岳

瓷最好，因为越瓷和岳瓷青，更益茶水的自然绿色；论及煮

茶之水，《茶经》认为山水最好，因为山水最近自然，江

水、井水难免易受到人为的污染破坏。《茶经》于茶事多有

品第。而“上”者多是自然之品。

《茶经》“九之略”在描写茶境时如此叙述： “若松间

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磊跻岩引缳入洞”。生动描绘

出在寻幽探奇中人，茶统一于自然之境。茶文化是最具自然

性质的一种文化形态。自然是茶道最本原的内核。 “九之

略”淡化了《茶经》所弘扬的“精行俭德”．而以自然为茶

道取向，正契合了老子“道”的三个特性之首：客观，自

然。在道家学说中．道法自然是最终的境界，也是最原始的

出发点。

三．从中国茶德看茶文化与道教之关联

陆羽《茶经》提出“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

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在当代，

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将中国茶德精辟地概括为“廉、美、

和、敬”。中国茶德不仅成为茶人的礼仪，而且成为民族的

礼仪，中华精神的所在。道教为修道者设定了三种境界，分

别是：自我内在的修养；超脱尘世社会的烦扰；自在的体会

自然之和谐。道教重视生命，并由ag_t=升到最大限度的维持

与享受生命。对比中国茶德，“廉、美、和、敬”，也是对

修养的境界的设定，是对茶人所要达到的精神层次的要求。

此外，茶德中提倡的文化精髓与道教的社会理想是一致

的。道教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去兵去战”的，人与人之间平

等友爱，民风淳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倡“天地

合一”，要求人不要破坏自然，道教把这种和谐的状态看作

是富足的标志。崇拜自然正契合了茶文化中的“和”与

“敬”。

再者，道教的政治主张是“清静为天下正”。无为而

治。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施政治国要顺乎自然，统治者要清

减政务，尽可能减少政治措施对社会、民众的干涉。维持世

间万物的正常秩序。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性修行，衍生

于自然，更离不开道教哲学理论的支撑。

四．以唐朝篆诗为据反观茶文化与道教之融合

唐代文人茶文化的取向，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唐代茶诗

中，而茶诗中对茶性的认识也与道教相呼应，如韦应物的

“此物信灵味，本白出山原”(《喜园中茶生》)、陆龟蒙

的“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奉和袭美茶具十咏口茶

人》)、灵一的“野泉烟火自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

(《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

对比茶诗与道教典籍《庄子》不难发现：注重修身养

性；顺应大道的主张；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的理念是相互辉

映的。赖功欧在《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

内核》中对唐代文人的隐逸观念与茶文化内核的关系有过精

到论述：“茶文化是最具自然性质的一种文化形态”，“事

实上， ‘自然’、 ‘隐逸’观念与茶，本身就存在着有机联

贯性。”道教作为中国古老的宗教，在文学中有深刻的烙

印，又通过文学这一表现形式，将茶与道巧妙的结合。

鲁迅先生曾说： “中国的根砥全在道教”。茶文化与道

教。是相辅相成的，在历史长河共同成长。中国是茶的故

乡，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早已融

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融人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之中。

在茶文化广博的内涵中，道家思想是举足轻重的。一个

“道”字，有道不尽的民族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在

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茶文化与道教都被注入了时代的新鲜

血液，二者的联系不仅不会因此疏远，反而会因为对于民族

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增强愈加紧密，这两朵中华文明宝库中

的奇葩必将交相辉映。无比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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