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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一味》》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首部“禅茶一味”研究集大成的著作，收录了释净慧、楼宇烈、寇丹、范增平、余悦、陈
云君、丁文、陈文华、释明海、侯军等著名学者、高僧的禅茶研究文章30余篇。
“茶禅一味”论文结集，舒曼兄倩予为序，盖以茶为载体之文化现象，于大中华圈内，可谓共树而分
条，其于中国大陆曰“茶文化”、中国台湾地区曰“茶艺”、日本国曰“茶道”，韩国曰“茶礼”，
虽各有指向，而其根则一，要皆不出儒释两途。晚近以来，言禅者日多，有其修为，有附庸风雅，于
是茶事活动几乎无不言“茶禅一味”者，予亦有论述，当在附庸风雅之流。尝于去岁久客香江与友人
听涛品茗之际，偶有品评近年海内外诸多“茶文化活动”。客寓涉笔成小文《检点茶事》。返津后正
逢舒曼兄索序，俗事猬集，于是以此文应命，幸当于此集文义相符也。义宁陈云君时在天津。
以茶事为载体的文化活动，发轫当自秦汉，几经浮沉从唐宋兴盛至明清衰退，岂知至于近十几年竟如
注入兴奋之剂，大有如火如荼之势。这其中况味有雅有俗，我曾戏云：“当今文人耐不住寂寞纷纷归
茶”（当然我这里的文人是指修养传统文化。有一点“旧”的文人。而新诗人、作家当不在此例）。
从雅上论，茶自从由“试饮品”的原始以后，很快就被文化接纳，至佛教传入又“因缘具足”成了“
和尚家事”。尽管有浮有沉却是二千多年香烟不断，至今天在中国人太多浮躁、太多名利之氛围中，
很多人都认准了茶事（茶文化、茶道、茶艺）是清凉剂、是清凉风，所以茶事大兴 —— 此是雅。也
正因着今天的浮躁、名利的驱使，商人们（也包括文化商人）在大千世界中也巧妙的把茶事用来炒作
、赚钱 —— 此是俗。凡事有雅有俗最好 —— 生命力一定会旺盛且能持久，太雅则栽培基必少，能长
久么？太俗⋯⋯！
在大中华文化圈中，无论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大陆本土，其茶事活动在现今，要亦
不出本身文化现象的雅俗两途。俗的是茶艺表演 —— 无论给茶艺表演什么名号“禅茶茶艺”也罢“
茶礼表演”也罢，“文人茶艺”“宫廷茶艺”“民族茶艺”等等，一涉表演亦即时髦的洋泾浜“秀”
（SHOW）,都无不落于俗套之中。当然这个俗尚不到“恶俗”。而且其中中国大陆的茶文化、日本的
茶道、韩国的茶礼在其本元——各自文化现象的本身不设表演给人观赏时则为雅事。现今茶事活动的
雅也正在此中——追寻茶事历史轨迹，为形下式的学术活动之外，研究茶事精髓，发扬茶事精神二者
则是形上式的修为活动。如果提高认识，甚至可以升华到摄身、修心、济世的高尚法门！我为什么有
如是论？盖茶事活动中的核心是以东方大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为底蕴的，试想以儒家的修齐
治平之术，益之以禅宗的自性清净之本，岂止茶事活动是清凉剂、清凉风，谓之为收拾人心之法亦不
为过！——行笔至此，我忽然想起日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1899-1972）在1968年出席诺
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时，无限感慨地说日本现代茶道已经“恶俗”化（或译为“低级趣味”化）。我
深深的敬佩川端先生的高古格调，他以《千纸鹤》一书之清空灵秀，把日本特有的冷艳式的绝美挥洒
到极致，他睿智地看到“茶道”是日本文化精华，然而川端的认识是超越今天日本人对日本茶道真谛
的认识的，他完全站在心领神会层面，甚至是以一个日本古代文化、宗教精英式的现代人，来认识茶
道真谛的人，以他这种立场看今天日本几百万的“茶道人”、数以万计的茶道“教室”每天播放的电
视茶道表演时是什么滋味——茶道精神能像战前日本、古代日本那样深入人心、引领精神么？好了，
暂时打住，后文再谈。
现代茶事活动走到今天，俗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纯经商为目的、遍地开花的茶艺馆。其实现
今所谓茶艺馆的茶馆，不过在装饰上加大了“文化气”，又加上茶艺小姐为茶客表演“茶艺”，于是
这些茶艺馆的经营者流差不多都成了“茶文化传播者”，也更是各种茶事活动的中坚力量。他们无论
出于经商盈利也罢，或所谓弘扬茶文化也罢，也的确为繁华而热闹的现今茶事活动出力不少！如果纯
以经商论，茶艺馆总胜过酒馆、麻将馆、歌舞馆吧（茶艺馆在此地却成为了“雅”）；另一方面即是
上文所论的茶事表演：所有表演都是为了观众，无论舞台上表现的悲欢离合、热闹清静、风花雪月、
人物山川统统是作戏，是假的。而舞台下的观众被感动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他们都是在“看戏”。
所以各种戏剧的表演都是在激动热烈中和台下观众互动，然而，唯茶事活动原则上是个体行为，平常
的家人友朋相聚饮茶时，谈话办事是主，茶（茶水）不过是润喉之饮料，此时绝无茶事活动之义（正
如西方人坐在咖啡馆中慢品咖啡，享受甘苦清香，以口达心时是咖啡文化，而美国人匆匆行路时，很
多人手持一大纸杯咖啡，此时也是解渴而已，不涉咖啡文化。在我心目中如果以茶为雅首先是“人少
”,最好一人至多三人。再则“无语”，相对无言，以目光为语，以沉思为悟，以寂静为氛围——一家
之见或涉陋怪。此不饶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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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一味》》

好了，说了一些茶事活动中俗的方面（但请注意，我的这个“俗论”绝无贬低各种茶事表演、茶艺馆
运作之意，因着要检点一下茶事活动故有些字面议论）。再谈茶事之雅。
其实，说到茶事的雅，很难！很难！在此只拈出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道略申拙见，就教于有
道：
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道”其实都是以茶为载体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过在中国经二千年的锤
炼，儒释两家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给茶注入了精神激素，使茶饮活了起来，使茶成了灵芽（当
然，自然界的茶本身也具备接受文化的素质）。当中华文化（包括儒、释、道）捡选了茶之后，以茶
为载体，使中华文化多了一枝秀木。而在日本，初则学习中国，当他们“拿来”之后，很快就和本民
族的特性 —— 对中华文化的改造，对释家文化独特的接受方式结合了。产生了不同于中国“茶文化
”的日本“茶道”。当然，日本茶道的母体我认为仍是中国茶文化，只是“子不甚肖其母”而已。在
中国茶文化只是多了一枝秀木，而在日本茶道则成了日本文化的精英。
然而中、日两国的茶文化现象（中国的“茶文化”、日本的“茶道”）要皆以东方文化为核心——儒
、释精神，不过区别在：中国重儒，日本重释。当然，茶文化和茶道的最高境界都以禅悟为指归，最
雅也是最“俗”（熟）的一句“茶禅一味”几乎成了现今茶文化、茶道的一句口头禅。中国的茶文化
是以儒家精神为基础接受了禅理（岂止茶文化，从佛教传入中国到中华佛教的核心禅宗兴起，中国文
化就是儒佛（禅）融汇的大东方文化了），就连寺院的佛茶、禅茶无不与儒家文化结合的甚为密切。
而日本的茶道则与中国茶文化大大不同了，除了在茶道活动中用一幅汉字书法（有时也有用假名书法
的）作为点缀之外，几乎全是以禅宗思想为指导的日本文化特征（其他道具也可能源自中国唐宋，但
也是经过了全面改造）。好了，上面既说到中、日两国茶事活动（中国茶文化、日本茶道）的最热的
核心用语都是“茶禅一味”，下面就想从“茶禅一味”为切入来检点一下中日两国的茶事。
为了行文方便，在分谈两国茶事的“雅”之前略对“茶禅一味”说几句个人陋见。
关于“茶禅一味”的语源及其流传渊源，自来考证、论述者多矣（本人也有专文论之）在此不多缕，
只想略述此四字的一家之见：
“茶禅一味”字面甚白：茶和禅同样味道。然一入禅理，初则甚玄——“禅”哪！禅是多么神秘的东
西呀，茶竟和禅一样，茶也神了！再因为从宋朝传入日本，后又返回中国这四字“圣言”：“茶禅一
味”。广泛在茶文化界传布，又有些能写几个字的人常常高深莫测的大笔一挥——“茶禅一味”，于
是玄而又玄，神秘难解的四个字就成了好事者聚讼纷纭的“口头禅”了！好，我们静心面对这四个字
，慢慢从玄中走出来，以真正禅的智慧来慢慢品味这四个字——猛然抬头——东方之既白！啊，“茶
禅一味”原来就是甚白的：茶和禅同样味道！什么？我这几个字解释“茶禅一味”行么？行，可能被
一部分人认可；不行，可能是众多人的指责！好，我就再多说几句：请注意，我前面有这样几个字：
“我们静心面对这四个字，慢慢从玄中走出来，以真正禅的智慧来慢慢品味这四个字”——我现在就
“慢慢”走出玄中：茶禅一味简单的说就是当人们在有心、用心饮茶时静无所思，但在静中，一时个
人的人生况味都在空、有之中渐近渐远，渐远渐近⋯⋯茶是茶，禅是禅，因为有心、用心，茶也是禅
，禅也是茶，而这个“一”则是某人之心境，这个“味”则是个人之体悟，此时的“茶禅”与“一”
、与“味”打成一片了！从整体说打成一片：茶、禅、饮茶之人皆化为一；就饮茶人个体而言，此时
茶禅如一，而人之感悟则各有不同之“味”！这就是“茶禅一味”。再从禅理进一解：“茶禅一味”
四字皆无所指，在茶烟之中造就了一个纯粹参悟的境界，但在“无文字之禅，在面对受众时必以语言
文字为初步”这样的意义中，以茶为载体来行禅之道——茶是什么？禅是什么？而一是什么？味又是
什么？茶中之意不可说，也说不出（莫把此时禅理解成“参禅”），一之意不可说，也说不出（莫把
此处一当“数字”解）味之意不可说，也说不出（莫把此处味作酸、甜、苦、辣或香解）。至此，我
如果再说“茶禅一味”就是“茶和禅同样味道”,有人可能莞尔一笑，有人可能说我佛头着粪，但无论
如何我且做一次无佛处称尊也。
先检点中国茶文化：三年前我在福建的一次海峡两岸茶文化研究会上曾有过一次谬论，说现今风行大
陆及台湾的中国茶文化“博大而不精深”，语甚激烈幸未被指责，积习未改，今天我依然有此谬见。
盖茶文化在中国本是被历代文人、僧侣所开发利用，甚至精致其所有，于是以茶为媒，在文人举凡诗
文书画无不附着于是，而在僧侣（和尚）自修行安坐时的饮品，到以茶为载体而直指人心的禅悟。早
已有“吃茶去”、“茶禅一味”等著名公案，开悟多少善知识，甚至茶事被称为“和尚家事”—— 在
历史上茶文化可称得上是博大精深。而且不冠茶文化时，文人诗人们也未曾间断过写茶文茶诗，他们
只是因茶之清雅感而为诗文（当然这些诗文都成了今天的茶文化资料），其诗文水平甚高，有的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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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卢仝的“七碗茶”无论矣，就连宋代不太著名的诗人杜耒的一首“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
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都被广泛吟咏（当然有的茶馆和茶包装上只知第一句）
。至于禅门中人更是以茶参悟遍及丛林，赵州从谂一句“吃茶去”渡化多少迷人。圆悟克勤四字“茶
禅一味”几乎成了日本茶道的核心。但是，俱往矣，今天的茶文化在中国剩的最多的是热闹：表演天
天有，铅字时时见，称为茶文化都无不可，唯其水准，每况愈下。多是多了，但下在重复，诗的水平
难言，书法是重复旧句（善书能诗者甚少），论文新意鲜见。倒是茶艺表演花样翻新，或以唐宋茶艺
为名，或以释道茶艺为名，但只可作文艺表演看，其占茶文化中的地位可知。当然，在文化人近几年
也有如陈彬藩、余悦、关博文诸先生那样爬出《中国茶文化经典》大书，但有此水平的著述太少了。
佛门之事，不便妄语，但今天僧人们从他们的“家事”——茶禅中得开悟者能比古人多么？然而究竟
是佛门，赵州柏林禅寺，因着千年前的公案，又遇着当代高僧驻锡，因缘具足，举行了多次茶禅文化
活动，虽然也是表演占着大多时间，但也确实滋养了不少论述。同时因为是国际型会议在中、韩、日
文化交流上却大有裨益。最近一次“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非常成功，特别是当代高僧净慧老
和尚的一篇讲话为近年少见之高论。因此，我检点中国茶文化的个人陋见可能不对，但就我个人来讲
是诛心之论，是希望如陈、余、关诸位学者多有宏制，而如净慧上人式的大德多有几位，能使今天的
中国茶文化真的博大精深——热闹可以，表演可以，精英文化也要跟上—— 雅俗共常、雅俗同旺。
现在检点日本茶道：自古中日文化交流甚繁，近年来日本茶道也常来中国演示，我常去日本，也多次
参加（观）过日本各流派的茶道活动，而且中日谈论茶道之著述多矣，在此我仅就个人对现代日本茶
道的拙见检点一番。韩国著名学者李御宁说，日本文化有着很强的“缩小”意识，我以反语证之：日
本文化有时过份“小题大做”——把“小题”“大做”岂不是“缩小”的重要佐证！然而，日本人的
文化心理的确是在小题大做中完全理解到了重要的哲学命题“近道”。他们把东方文化这个最大的命
题“道”无限的“扩大”——缩小到“花道”、“茶道”、“香道”、“棋道”⋯⋯如果说是善用此
“道”也对，若以禅宗的“吃饭睡觉都是参禅”用“平常心是道”来衡量日本的这些“道”，暗合之
处甚多！特别的茶道，其不愧被称为日本文化的精华。日本茶道的历史、各种名相、各种关目，在此
因篇幅所限不缕，只略谈其以“茶禅一味”为核心的禅趣。如我上文所述“茶禅一味”皆无所指，而
造就了一个纯粹参悟境界，这在日本茶道之中可以说是已被完全表达，我以近几年的多次参加（观）
日本茶道、常翻日本茶道著述，而有一点感悟日本茶道实际上是“纯禅、纯心、纯一”——“纯禅”
：茶道中实无“茶”，传统的茶之色香味，以及被茶汤所感动的清淡，在茶道进行中无迹可寻，在“
清、静、和、寂”中有大修为者连“入定”都有可能！“纯心”：茶道进行中，绝对应是以施受双方
之心相感而共沐禅悦以达心悟。无涉品饮，不落言筌！“纯一”：这个纯一，我认为可能是日本茶道
至高精华之理念，在真正懂得茶道的人，他一定会感知参加的这次茶道是“最后一次”，这就是日本
茶道“纯一”的“一期一会”之至要所在，如此之“会”绝无再见！江户末期大名茶人井伊直弼说：
“茶会谓一期一会，主客虽屡次相见，而今日相见一去不返，为一世一度之会。”当然，事实上绝不
如是，主客自然还会相见，但要之：是“今日”亦即“当下”禅家所谓“担当现下”“感悟当下”正
此。如果参加茶会之人皆以“一生仅此一次”之心、“一期一会”之心坐在此茶室之中，试问当有何
种气象？我们再讲白一点：仅此一次为终，便无希望再沾主人之光，即可无欲于主人，此心一生，能
得二谛：一是敬谨珍惜，二是无欲无谄，得此二谛，不亢、不卑、大气自生，所以井伊又说：“客人
离茶室而去，主人亦万事挂念，尽深情关切之意；客人亦思再访之难，而感悟主人趣向及细致之用心
，以诚相待，此乃一期一会。主客之间心心相印，以礼相待，即一会集之极也。”唯此茶道中的“纯
一”才是“纯禅”、“纯心”的根基。论述“茶禅一味”者多矣，评论“茶道”亦多矣，我的这种谬
论是否获嗤不计也。只是日本“茶道”精神虽然甚契“禅趣”，但是现代日本人不是战前乃至古代的
日本人了，他们对“国宝”（包括有形无形的）珍惜有加，但是却“敬而远之”，我说一句不客气的
话，很多日本人在今天是有科技无文化、重物质轻精神。我看过一位在东京大学任教的中国人靳飞的
文章，他说“常感到日本人对文化有种不无古怪的冷漠。他们对文化，好象是家里的旧物，虽认真保
存不肯随便丢掉，却也常忽视他们存在，而不去作必要的整理”。我深有同感，只是更觉得日本人能
利用实力和精细，对表相也就是实物，很用工夫去整修（比如对寺院、历史文物）而较少去研究文化
内涵。所以有些初去日本的人，会感觉日本对文化（其实是文物）非常重视，比如茶道。说的严重点
，现代茶道在日本简直就是“花架子”（当然，也不能绝对作如是观，若大日本潜心修为者应当是有
的）。表面“清静和寂”、园林庭院、花木扶疏、曲径通幽—— 表面、表演而已，为旅游文化其堪称
雅矣！（一笑）至于日本茶道的真谛在日本是小部分研究者的课题，这就无怪乎在本文开头引说川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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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成以“恶俗”论日本现代茶道之意了。
总之，我检点茶事，作如上论，关键在于希望有意识之士能从真正文化意义上研究从“吃茶去”到“
茶禅一味”——茶文化真谛的探求。希望中、日、韩的僧俗两界的善知识，能把茶与禅之研究制成清
凉剂，为今天烦热世界里的众生消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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