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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与目的
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涵盖了日常生活

的多个方面。有关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茶文化也
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到我国游玩的外国人，当然首先要历阅我
国历史文化古迹和自然风光，但一定免不了要购买各种各样的茶
叶，作为纪念品送给家人朋友。因此，茶文化的教学是非常必要
的，不仅能够培养学生对茶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且还能加强中外
在文化领域的交流。

本文重点对比分析中国茶文化和西方咖啡文化的差异，探究
其中的中西文化与传播差异，同时尝试探讨二者文化的融合以及
茶文化的传播策略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有助于外籍学习者能够
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文化，从而更好地了解汉语，正确使用汉语。
通过茶文化的课程使汉语课堂教学更加活灵活现、生动有趣，也
能让汉语教师的教学资源和资料更加充足，这样有助于汉语教师
增强外籍留学生的学习兴趣。

2　文化的起源
2.1中国茶文化的起源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我国

是全球范围内种茶、品茶、卖茶中最为悠久的一个国家，追溯中
国的茶历史，最早是在神农时期就已经有了茶，迄今为止将近
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茶”的发展史：
始于神农，兴于唐，盛于宋，衰于近代，复苏于现代。

相传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用茶最早的人，《神农本草经》中
写道：“神农尝百草，中毒至深，得荼（茶）而解。”从魏晋南北
朝开始，逐渐由南向北、自上而下地普及。茶饮开始走入普通百
姓家，成为生活的必备品。唐代是茶文化走向兴盛的时期，也是
茶叶产区大规模普及的时期。唐开元之后，饮茶活动达到空前规
模，成为国饮。继唐代之后，尽管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动荡，但
这并未影响茶文化的创新发展，反而呈现出了逐渐盛行的局面。
宋代的制茶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茶文化中也增添了
些许趣味性，这和民众日常饮茶的情趣及文人墨客的雅趣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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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宋人还发展了一些新颖独特的技趣性饮茶，如：斗茶、分
茶。到明末清初，茶的饮用方法逐步演变成现如今的沸水冲泡
法。这也极大推动了绿茶、黑茶、白茶、黄茶、乌龙茶、花
茶等茶类的迅速兴起和发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茶业一
蹶不振，处于衰落时期。大量的茶园处于荒废状态，茶业持续
低迷，这种局面一度延续到了建国后。之后，茶业迎来了以一
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近些年，茶文化逐渐成为我国的热门话
题，各种国际国内茶文化研讨会、茶文化接连不断，各地茶叶
博物馆、茶艺馆相继兴起，茶艺、茶道、茶礼、茶仪表演百
花争艳，茶叶著论和书刊空前繁荣，中国茶艺一时繁花似锦。

2.2西方咖啡文化的起源
咖啡被人发现并饮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但咖啡被西方

文化接纳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相对于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茶文化，
西方咖啡文化要年经很多。据说咖啡大概在五六世纪时在东北非
等地区被发现和使用，但一直停留在宗教和医药等方面，没有成
为大众的饮料。咖啡文化的发源是在南阿拉伯，几乎沉寂了一千
年后，在15世纪中叶，饮用咖啡相关的历史证据出现在了也门的
苏菲寺院。世界上第一个咖啡馆，于1554年在伊斯坦布尔开业。
到16世纪后期，咖啡很快成了包括中东各国在内的伊斯兰教社会
的大众饮料。1683年，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受到了奥斯曼土耳
其帝国的进逼，50万土耳其大军向维也纳进攻，最后土耳其战败
撤退，留下几袋咖啡豆来不及带回，被维也纳人享用了。这场战
争使咖啡开始真正融入西方文明。之后，随着贸易的发展，咖啡
逐步普及到了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甚至美洲诸多地区，成
为基督教社会的大众饮料。

3　普及状况
3.1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也非常悠久和博大精深，而且经过时间的不断

更迭，衍生出了更多较为丰富的文化，例如茶艺、茶道和茶楼设
计和茶禅等。饮茶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饮茶，而是蕴含了诸
多言语的交流、思想的碰撞、艺术的升华。茶文化不仅让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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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更加充盈，而且还全面推动了茶具、茶艺等多维发
展。此外，中国的茶文化也传播到了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并逐
步演变成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茶文化和茶艺术。当今，世界文
化交流融合速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提升，茶文化已经传遍了全球的
各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茶文化融入到西方文化后，使茶文化
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境界都有了大幅提升。

随着近年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步改
善，茶文化在社会各界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已经广泛存在于
各个领域和行业中。然而，这也无法掩盖大众化的茶文化差异
性大和认知层次不一等问题。

（1）茶文化在我国的普及度较高，但民众对茶文化的认知
水平整体偏低。

（2）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广度和深度与人群的性别之间存
在一定的关联，就普及度而言，男性胜过女性，但就对茶文化的
认知而言，女性胜于男性。

（3）茶文化对青壮年群体普及度是最佳的，近年来我国政
治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建设，青壮年群体有着更好的
经济基础和茶文化氛围，且由于青壮年群体正处于身心素质，
良好的体力、记忆力和深入的社会生活使该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
茶文化认知水平。

（4）茶文化普及随人们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愈广，更加看重
茶文化所带来的益处，也有着更加实际的需求。

（5）文字传播是茶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网络传播是现阶
段最盛行和受欢迎程度最高的一种传播方式。

3.2咖啡文化
咖啡文化相比茶文化而言，起步和发展时间要更晚，十七

世纪后，新思想开始逐渐蔓延，在西方国家当中，咖啡文化越
来越盛行，被赋予了洗脑的功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斥巨资开
始触及咖啡行业，特别是在中美洲开始大范围种植咖啡。之后
咖啡开始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并融入到欧洲人的各行各业中，

表1   茶叶的种类

表2   茶叶营养成分及功效

深得人们的认可和欢
迎，但此时咖啡主要
出现在一些社交类场
所，为人们的休闲娱
乐增添了不少乐趣。
美国曾在1971 年于西
雅图创办了首个咖啡
馆，也就是著名的星
巴克，现阶段已经发
展成为全球有多家连锁
店且知名度非常高的咖
啡馆，俨然是全球咖
啡馆的领头羊。咖啡
最早是在二十世纪进入
到中国市场的，并且
国内的首家分店位于上
海，那时咖啡在我国
的普及度相对较低，
直到五十年后咖啡才逐
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
受。对于中国的年轻
人而言，咖啡是一个
外来的新鲜事物，对
其有着十足的好奇心，
这是年轻人对时尚的一
种追求，尤其是星巴
克这种知名度极高的咖
啡文化中心给了中国年
轻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
个窗口，自此咖啡在
国内日渐盛行起来。

4　茶和咖啡与中
西方文化差异比较

4.1种类不同
4.1.1茶的种类
自古以来，中国

人就对茶文化有着独到
的见解，源远流长的茶
文化彰显了国人对茶的
热衷。我国国土面积辽
阔，很多地方都产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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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茶饮市场发展迅速，也让许多年轻人开始了解茶文化，茶
叶的分类方式非常多样，按照其种植方式、加工工艺、茶叶品
质和口感味道等多个方面可以对茶叶进行非常细致的分类，具体
见表 1 ：（见表 1 ）

4.1.2咖啡的种类
咖啡产业可以推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不少人日常都会

饮用咖啡，咖啡的味道和口感与其调制方式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
的关联。现阶段较为多见的咖啡主要包括美式、玛奇朵、拿
铁、布雷卫、摩卡、卡布奇诺等。咖啡豆基本上分为三大类：
巴西咖啡豆、麦尔德咖啡豆、罗百氏特咖啡豆。市面上也存在
以市场名、咖啡树种名、处理豆子方法名、咖啡豆的年龄、维
度等其他分类方法。

4.2品尝方法不同
茶的品尝方式可以用一个字“慢”来形容，中国人品茶亦

在修身养性。正确品茶首先是闻茶香，包括杯中香、盖上香和
汤水的香气，反复多次闻香后啜饮一口，感受茶水滋味。品字
三个口，品茶讲究分三口，切莫直接一饮而尽。品茶时也可以
搭配一些茶点食用，尤其是长时间饮茶时，只喝茶比较伤胃，
甚至还有很多人会出现茶醉的情况，所以配一些茶点，可以起
到中和的作用，也能使得茶更香。

经过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开始喜欢喝咖啡，因为咖
啡具备提神醒脑的作用，所以现在都市人由于工作压力大，往
往会通过咖啡来进行解压，甚至咖啡不仅可以能够提升人们的生
活品质，浸泡起来也较为容易快捷，提高生活效率。但是咖啡
品种这么多，每一款咖啡的风味都有所不同，品尝咖啡成了不
少人忽略的步骤。品尝咖啡通常分为四个步骤：一、闻香（研
磨成咖啡粉后的干香和冲煮完成后咖啡的湿香）；二、吮吸

（感受咖啡的风味，例如柑橘、莓果、花香芳香物质）；三、
确认（确认咖啡的口感，例如干净，清爽，醇厚，顺滑等）；
四、描述（表达出自己对这一杯咖啡的感受，与他人一起分享
你这杯咖啡的看法）。

4.3内含成分比例以及功效不同
茶叶被称为“东方神树叶”。在我国历代医书当中，对于

茶叶的功效和作用记载基本上都是说其具备止咳、消炎解毒等各
种功能和作用，通过现代化科学的分析和鉴定以后，有学者表示，
茶叶中包含了多种有机化学成分，同时还有很多营养成分和药效
成分，如表2所示：（见表2）

咖啡是用经过烘焙过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与可可、
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喝咖啡能够缓解人的不良情绪，
给人带来好的心情。除此之外，咖啡还具有解酒、利尿排湿、缓
解便秘、美容护肤、消除疲劳、防止心血管疾病等众多功效。每
100g咖啡豆中营养成分如下表所示。

表3   每100g咖啡豆中营养成分

4.4饮用场所与环境的不同
中国人对于喝茶这件事，是非常注意仪式感的。每个人品

茶的时间、地点、环境都各不相同，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些人喜欢
在家中营造良好的品茶氛围，还有一些人喜欢在茶楼品茶，这会有
不一样的意境和感受，因为品茶者能够透过茶楼的窗户看到外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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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并且能够看见到人世间的百态，还有部分人
喜欢在比较寂静的地方进行品茶，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惬意和不
一样的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品茶会有着不一样的心理
感受，因此很多人选择的品茶地点都各不相同。相反之下，西
方人更热爱的是咖啡，他们对于咖啡店情有独钟。

西方人爱咖啡就和中国人爱茶是一样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
当中离不开咖啡，在西方的各个大街小巷通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
不同装修风格的咖啡店，只要人们在空闲的时间都会到咖啡店去
喝一杯咖啡，其目的是为了提神或者是打发时间，除了年轻人
喜欢逗留在咖啡店以外，很多西方国家的中老年人也将咖啡店作
为主要的休闲放松场所，从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咖啡代表着一种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也代表着人们的生活品质有所提高。

5　茶文化和咖啡文化的融合
这些年伴随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紧密，茶和咖啡已经

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全面渗透到人们的
生活当中，在西方城市当中，我们随处可见各种各样不同装修风格
的咖啡馆，这也是这些年各国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最好印证。比如
星巴克，罗多龙等，在我国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越来越喜欢喝咖啡，
在此过程中，他们除了喜欢喝咖啡以外，还喜欢学习和了解西方文
化。同样当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在品茶时除了品茶的味道以
外，还在试图通过茶文化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在经过对比和分析
世界茶文化体系的发展情况以后，可以充分发现，世界各国不同的
文化元素都可以作为这两种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因素，或者说，在世
界文化体系当中，茶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标记，其不仅带动
和影响着其他文化，同时也在传播过程中渗透和融入了其它各种文
化，从而衍生出新的文化。

6　推广茶文化的策略
无论是茶文化还是咖啡文化，它们的博大精深和魅力都给人

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中西方文化融合和渗透的主要
体现形式之一。中国人品茶喝茶，其目的是为了修身养性，而
西方人喝咖啡，其目的是为了追求精神和心灵上的放松，当两
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如果对对方的文化没有相对性了解，就会
出现失礼不周到的情况发生，造成一些误会。本文尝试提出推
广茶文化的策略有以下几点：

1.坚持在茶文化传播中体现中国的价值理念，致力于对茶文
化的推广在世界更大的范围内获得认同。

2.重视人才的培养。目前对外汉语教师的需求量有很大的缺
口，而且可以掌握双语、又熟悉中外文化的人才更是不可多
得，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3.对外汉语课程教学过程中，根据当地的国情风俗、文化
特色开设相对应的、专业的茶文化课程，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
兴趣，以体验实操为主，从而达到较高效果的茶文化传播。

4.茶文化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当下利用网络媒体进行茶文
化传播，更加能够契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能够让更多的现
代人掌握和了解我国的茶文化。

经过对茶文化的深入分析和了解以后，更能够让人们深刻的
体会和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再经过对咖啡文化
的分析和了解以后，也可以让我国国人更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的
精神和内涵，进而优化和完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让两国文化
之间的交流愈发和谐，愈发顺畅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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