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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六百年》

内容概要

对很多人而言，喝茶也许是最寻常不过的事。但在日本，却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茶道 。为何发源于中国
的茶，却能够在传入日本之后形成茶道？
《茶道六百年》记述了日本这一独特的传统技艺——茶道的建立与变迁。本书概述了茶道这一传统技
艺的规范、著名茶具的由来、茶会的变迁、茶道的精神等。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茶道，可以窥探到当
时社会的生活文化与美学态度。桑田忠亲抛弃了艰深的理论证明和对空洞概念的叙述，通过村田珠光
、武野绍鸥、千利休、小堀远州、千宗旦等历史人物的奇闻轶事，以历代茶人为中心勾勒出茶道近六
百年的历史变迁，内容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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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田忠亲，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国学院大学名誉教授。1902年生于东京。1926年毕业于国学院大学。
历任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员、立教大学讲师、国学院大学教授等职。专门从事日本中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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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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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茶道六百年》从日本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讲述日本茶道的发展和变迁。对日本历史感兴趣的人，
可以了解到日本茶道的兴盛和衰败，重构和建立。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在于日本茶道大师的
“礼”和“情”。看完这本书以后，又找到了《高端访问》中专访千玄室的节目。茶道缘起中国，茶
道也在现代成为社交和政治的工具。但是回归本源，茶道就是借着程式化的工序达成心神合一的一个
名称，它虚空又扎实，在茶道中体验和修炼自我的这颗心，最终可以感受一点什么。
2、对很多人而言，喝茶也许是最寻常不过的事。但在日本，却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茶道。为何发源于
中国的茶，却能够在传入日本之后形成茶道？桑田忠亲的《茶道六百年》给了我们答案。在《茶道六
百年》一书中，桑田忠亲以历史上著名的茶人带出茶道六百年的历史，田村珠光、武野绍鸥、织田信
长、千利休、丰臣秀吉⋯⋯他们有的是一介町人，有的是大名武将，甚至还有一统天下的枭雄。他们
都对茶道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作者透过这些与茶道息息相关的茶道名人的轶事和传说，巧
妙地将日本茶道的建立与发展过程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可以说是一部通俗易懂的茶道历史著作。而
一部茶道史，也正是一部微缩的日本史。
3、有个朋友家里是做茶生意的，到他们这辈已经开了好几个茶庄。我平时喝个茶，也会咨询她。有
一年，带着女儿去朋友的茶坊玩，朋友教女儿一些基本的沏茶喝茶礼仪，吾心甚慰。所以买了一套茶
具回去，让女儿在家人面前展示了一遍，众人皆赞。后来，又特意带女儿去了趟宜兴，看当地的师傅
做壶，我们也上手拍了几下紫泥，拍照留念。当然也挑了几个壶带回来，觉得自己也是懂茶有壶的人
了。后来，待看到这本《茶道六百年》，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谓茶道和我们日常喝个茶玩个
壶，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虽然书里的文字偶尔艰涩，倒也娓娓道来，仿佛一个和蔼的老学者在唠家
常。据说，这书的文字原就是根据作者历次的演讲整理而成的。又查了下这位叫桑田的老师，却原来
又是日本研究茶道历史第*一*人（敏感词敏感词）。怪不得书中到处引经据典，有些史料是旁的书里
看不到的。话说这本书的书名也起的好，《茶道六百年》，还真是“振聋发聩”呢。而且解决了我一
个长久以来的困惑，都说茶道发源自中国，为何在日本发扬光大起来？书中确实引经据典地把茶道进
入日本近600年的流变说的挺清楚明白。正如“妖风”上所说，六百年茶道流变，成就日本人生活美的
底蕴。要想了解日文人，了解日文文化的源流，看看茶道的发展史，确是一条捷径。虽然之前买的各
种茶具久已蒙尘，但不妨碍手边拿本《茶道六百年》这样装帧漂亮的书装装样子，仿佛看了这本书就
是专业的爱茶人士了。由此，更激发了研究茶道和实践一番的心气儿，明儿就去朋友的茶坊看看好了
。
4、融历史与文化于一体，文字也很棒，是一扇了解茶道历史和日本文化的窗户，纸浅言深，在阅读
到茶道知识的同时感悟于日本日常生活的精致与琐碎中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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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茶道六百年》的笔记-日本茶道历史之珠光

           珠光是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将众多思想融入了茶汤之中，使茶汤具备了更多文化礼仪。传说珠
光原本是奈良城名寺的僧侣，最初只是个小和尚，后来因为怠慢了寺役，被逐出了寺庙，之后便到各
地流浪。珠光曾随能阿弥学习立花及唐物鉴别法，之后，又跟随大德寺著名的一休和尚参禅，由此悟
出“茶汤之中亦有佛法”，并得到了印可之证。   于是，他将一休和尚授予他的圆悟禅师的墨迹挂在
草庵茶室四叠半客厅的壁龛上，在那里点茶。自此之后，人们开始在茶室中悬挂禅宗大师们的墨迹。
随着珠光不断制定出独特的茶汤之法，在日语中被称为“数寄屋”的草庵茶室也逐步确立。也就是说
，书院建筑的中国式茶室进一步日本化，使之与日本风土更加吻合，这种茶室看上去给人一种质朴淡
雅的感觉，同时，珠光也对数寄屋茶室的内部装饰也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与书院装饰相比，数寄屋装
饰要简朴许多，壁龛小，没有高低搁板，挂轴只有一幅，挂轴的装裱也被简化。
    珠光的茶汤，是精神本位之茶，以尊重人的内心为宗旨。与能阿弥相比，能阿弥属于形式主义，而
珠光则在阐释更为深奥的道理。能阿弥敬佩珠光的茶，并将他推荐给了义政当茶道老师，就这样，义
政开始跟随珠光学习茶道，并为之倾倒，珠光后来在京都开设草庵时，义政还专门赠予了“珠光庵主
”的横匾。
     在之前的茶汤中阶级差别明显，身份高的“贵人”与下等人之间差别非常大，贵人进出的地方较为
宽敞，称为贵人门，而下人则低着头，从狗洞似得门口爬行进入，成为窝身门，珠光，利休等茶师逐
步消除了身份差别，让大家都从窝身门进出。洗手池也是如此，较高的为贵人所用，较低的须下人蹲
着洗手，珠光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让大家都用较低的洗手池。这就是珠光所主张的人类平等观念
。在《珠光一纸目录》中可以发现此思想。
     珠光曾说“真心爱洁净”，这里指的是“和敬清寂”中的清，相对于表面的清洁，内心的清洁更为
重要，这样才会感受到真正的茶道。珠光茶道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宾主举止”，客人应将茶会作
为一生唯一一次的聚会，带着一生仅此一次的心情参加，应持“唯此一次”的认真态度去尊畏主人。
而主人也应该去尊敬客人，亦应待其如名人。在世阿弥关于能乐的《风姿花传书》中写到：“好色，
赌博，嗜酒，此乃三重戒，乃古人之规训”。    这三条戒律继承了艺道之传统，在茶道之中，同样要
节制酒色。珠光在茶道秘笈中曾写到：“此道之中，最恶者乃任性与自以为是”，他强调任性与自以
为是是最不可取。书中还有一条，“要成为心之主，勿要以心为主”，意思是要成为自己内心之师，
不能反过来受内心的指引。

2、《茶道六百年》的笔记-第7页

        茶道，是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是生活起居的礼节，也是社交的规范。“能阿弥”    能阿弥规定了
茶具架装饰规则，书院装饰规则，“东山御物”的制定，也对台子点茶的礼仪和方式做了一定的研究
。
   初时的茶道茶会在书院举办，现存最为古老的是银阁寺东求堂的同仁斋。那是一个只有四叠半大小
的小书院，义政曾在那里举办茶道茶会。因为壁龛特别大，称作“大壁龛”，所以在壁龛中首先要挂
“三幅对”，即三幅挂轴。挂轴一般是裱好的，多为唐绘，即从中国传入的绘画。如果要挂三幅对，
它的前面要放置一种叫三具足的东西。即香炉，花瓶和烛台。香炉用来焚香，花瓶用来立花，烛台用
来点灯烛。这一系列的做法大体上引用了佛像装饰的手法。
     此外，还有高低搁板，搁板上层放香盒，茶叶罐，天目茶碗，汤瓶。下层则放置食盒。在书院建筑
中，有称作“书院窗”的窗户，窗户下放有书桌。书桌上摆放砚台，镇纸及其他文房用具。因为书院
本是禅宗僧侣们用来用来学习的书房因此文房四宝等物成了必需的装饰物。
    能阿弥将书院建筑式的客厅作为茶室，接着又对原本用于佛像前的“台子一式”的装饰方式进行了
改革，被叫做“三种极真”的台子装饰。它与献茶式和台子点茶时的装饰大抵相同。在台子下层的板
子上放置风炉釜和水壶，中间放着茶勺架，里面插着茶勺和火筷子。另外还有水罐，盖托等。台子的
上层叫做“天板”，上面放置茶碗和茶叶罐来装饰。除此之外还有茶巾，茶筅，茶勺。茶叶罐当然也
装在袋子里，袋子叫做“御仕服”，这些东西，据说都是能阿弥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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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阿弥在发明台子点茶时，在茶道中融入了小笠原流派的武家礼法。换言之，是将武家的弓箭操作
法引入了茶道的柄勺用法之中。另外，茶道中搬运茶具时的走路方式，融入了能乐舞蹈元素。至于茶
器的搭配组合，被称作“曲尺割”，虽说最后完成的是武野绍鸥，但最初规定的人却是能阿弥。这在
《南方录》中也有相关记载，虽然无法确信其可靠程度，但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了。
     能阿弥将足利将军家传承的唐物名器分为上中下三等，选出了上等品及中等品中的上品，将其命名
为“东山御物”。所谓东山御物，整体上唐绘居多，主要是宋元时代的名画，此外，还有香盆，烛台
，香炉，花瓶，茶碗，茶叶罐等各种茶具。东山御物中的名品仅有很少一部分保留至今，据说足利义
政喜欢的七种茶壶其中之一现在就收藏在五岛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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