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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禅东传宁波缘》

内容概要

《茶禅东传宁波缘: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分为说茶论禅、佛寺茶禅、东传祖地、日韩茶禅四
部分，专家、学者对茶禅文化和宁波东传之源作了深入研讨，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或以创见性的观
点引人，或以详实的史料见长，亮点纷呈，具有茶禅理论与史料价值。其中安徽丁以寿《关于茶禅文
化概念的思考》，对茶禅文化作了定位；《茶禅东传宁波缘: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认为“茶
禅”不仅是佛门茶事，更是富有哲理的茶事典故，早已被道家和儒家所认同；竺济法《宁波成为海上
茶路启航地与茶禅东传门户的三大要素》，从天然深水良港、东南佛国、中国绿茶和越窑青瓷主产区
三个侧面，分析了宁波作为东传祖地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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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茶禅说（代序）
辑一　说茶论禅
　关于茶禅文化概念的思考
　茶禅——源于佛门而超越佛门
　禅茶一味是何味？——兼论赵州古佛"吃茶去
　茶禅一味
　境界、礼仪、工夫——“禅茶一味”的体、相、用
　论独啜幽趣与茶禅一味的精神性
　茶本无禅——论茶与禅的关系
　掸茶三摩地
　参禅悟道茶书画
　禅茶：滋润心田的茶——兼谈禅茶的表演和传播
　吃茶与禅机一古代佛门茶话
　茶味禅意
　茶味与禅味
辑二　佛寺茶禅
　心术并行，禅茶双修——论茶礼在佛教中的意义
　禅茶结缘的典型——《百丈清规》
　宋元佛寺茶榜考论
　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
　《续茶经》与佛教关系拾摭
　佛教圣地法门寺茶禅一味传古今
　浅谈茶文化在普陀山佛教文化中的作用
辑三　东传祖地
　宁波成为海上茶路起航地与茶禅东传门户的三大要素
　浙东唐诗之路与禅茶东传之路的灵魂对接
　——智慧的墨迹
　天童茶禅文化的历史渊源
　浅说宁波招宝山佛教东传遗迹之谜
　中日禅茶交流的大动脉
　——浙东运河
　最澄与日本国宝《明州牒》
辑四　茶禅东传
　论日本“茶禅一味”思想与“茶道”
　中国禅茶文化东传和韩国禅茶文化
　践行“茶禅一味”的道人
　——久松真一博士
　日本茶室中的禅语与禅画
　试论日本茶室挂画"喝"的完整意境
　日本禅院茶礼琐议
　论日本的五山文学与禅茶发展之关系
　——以绝海中津的《蕉坚蒿》中的茶诗为中心
　禅僧大智祖继和曹洞禅凤仪山圣护寺
　禅茶一味和丹月流中国禅茶道
　通过比较文化看海水观音信仰
　——从水信仰复活的观点出发
　从中韩交流史上看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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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碑记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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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禅东传宁波缘》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唐代是中国禅宗最兴盛的时代，另外，饮茶习俗也很盛行。除了时代的联系以外，饮
茶习俗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解渴和强调药效上，在禅宗寺院开始作为茶礼而饮茶，给饮茶增加了精神的
含义。这可以说是唐代文化的产物，其中还引发了饮茶器具的茶碗的制造技术的革新，生产出大量的
名碗。今枝爱贞在《茶礼与清规》中，从中国和日本的规定僧侣生活规范的清规入手，结合现代日本
寺院的茶礼，考察了茶礼的具体举行方法。事实上，通过分析《敕修百丈清规》可以看出，禅宗仪规
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普遍采用茶礼。充分程式化是作为仪规的茶礼的先决条件之一，高度的礼仪化提升
了茶礼的规格，使得茶礼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日常化的频繁应用促使专业人员的产生，寺院制度从
根本上保障着茶礼的顺利进行。佛教茶礼是吸收、改造世俗茶礼的结果，包括了茶与汤两个项目，反
过来茶礼又作为佛教参与社会活动的机缘而被使用，成为普世的手段。佛教茶礼的起点应该在两晋南
北朝，当时，僧侣热衷于模仿文人风流，参与饮茶的切实记录不一而足，已经超过道教，反映了就宗
教而言佛教徒的茶给人以比较强烈的印象，更具特色。社会各阶层、各文化集团都饮茶，茶的烹点方
法都一样，能够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不是茶自身，而是茶的文化特征，具体地说就是茶的礼仪规范。
日常饮食也是僧侣修行的组成部分，一旦他们接受饮茶，就自然而然地将佛教理念和仪式规范糅合进
文人茶中，形成佛教色彩浓厚的茶礼。昙济道人向新安王刘子鸾、豫章王刘子尚献茶是举行佛教茶礼
的一个实例，只是受资料条件限制，无法考察当时究竟将世俗茶礼改造到什么程度。就像福岛俊翁先
生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法要仪礼应接管待里，一定有奠茶、上茶、点茶、吃茶、会茶、讲茶的记
载。”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寺院活动都要使用茶礼。如果世俗社会“无酒不成宴”的话，那么佛教寺
院就是“无茶不成礼”。茶礼作为清规的一部分而被记载。“‘清规’是禅宗特有的内部规范，即是
禅院（或丛林、禅寺）的组织规程及内部日常生活的管理规则。这些规范是广义的戒律，是富有‘中
国特色’的佛门规制。”由此看开，在禅宗寺院，茶礼不仅因高度的使用频率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其性质是寺院仪轨，就是说具备规范僧侣生活的作用，这才是茶礼在寺院被高度重视的宗教性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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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禅东传宁波缘: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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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品茗，参禅；游桃花源，采东篱菊。悟言于一室之内，放浪于形骸之外。茶文化，博大精深；禅
文化，妙不可言。唐三藏言：“禅心似月迥无尘”。你能参透佛祖西来意吗？

Page 7



《茶禅东传宁波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