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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特色代表，民族精神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得以体现。例如茶这个物种传承了我国多种文化的元

素，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相比而言，咖啡与西

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它反映了西方文化世界里的热情、

开放和自由。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对茶馆和咖啡厅的了解，进一

步研究和追寻茶文化与咖啡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1　茶文化与茶馆

1.1茶的起源及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叶的国家，随后把茶叶投入生产和

使用。它刚开始出现时候的社会功能是饮料，是被神农氏发现

的，在鲁周公让人们知晓，在唐代开始兴起，到宋朝变得越来

越繁荣，然而到了晚清时期就衰落了，令人吃惊的是它竟然触

底反弹，在建国时又重新兴起起来，一直到现在仍然是繁荣

的。唐代“茶神”陆羽的《茶经》是出现最早、内容最全

面的书籍关于茶叶的书籍，我国和世界的茶叶也随着该书籍的流

传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2茶文化

茶文化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之一，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它不仅展现了先进的理念，还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极具文化价值。

目前，要想进一步提高茶文化的影响力,就必须立足于当前的大背

景之下，进行合理而规范的变革，充分融入世界，并形成独特的

体系进行文化传播。同其他文化对比而言，茶文化所展现的文化

形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播中，逐渐形成

了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从茶本身来看，是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推动了它的生产与进步，同时受到人们的饮茶需求和生

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带动了其进一步发展。从茶出现到现在，大

众对于茶、饮茶以及茶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茶的使用也经历了

从古代局部贵族使用到现代人民大众普遍应用，由此推出人民群

众是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点毋庸质疑。现阶段，随着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要想进一步传承

和弘扬茶文化，加深人们对茶文化的了解，就必须在发展中融入

茶文化的特色，充分体现茶文化的大众性特点，充分展现茶文化

的实用价值。

基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人们的文化诉求，人们对生活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标准。因此，传统文化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广阔

的发展空间。茶文化的展现形式变得更加多元，例如生产茶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茶文化特色服装、描绘茶文化新奇壁画等。从本

质上来说，茶文化连接了“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而各国多

样性的茶文化感悟充分展示了茶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体现的特点

与优势，从而使沿线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从茶文化的交流

与应用角度来看，只有先对茶的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形成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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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才能使茶文化得到充分的应用。

1.3茶馆的出现与发展

茶馆是在经济发展和商业活动的基础下产生的。随着时间的

推移，茶馆也发生了变化，从原始型茶馆到初级的茶寮，再到正

式的茶馆。在时代的变换下，茶馆的受欢迎程度不断提高，在大

型茶馆门口甚至会看到驻足观望的行人。老舍先生的《茶馆》经

过改编变成了电影、电视剧，还收获了一大批观众。在一种程度

上，让人们了解到了旧社会茶馆的社会功能和形式。在现代社会，

茶馆的形式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适合普通百姓常去的平民茶馆，

也产生了为高收入群体服务的高级茶会所。

1.4茶馆的分类

（1）书茶馆：听评书是主要的，饮茶是次要的。把茶与文学

相联系就是书茶馆存在的价值。

（2）清茶馆：从它的表面文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它是专门卖

清茶的茶馆，多数饮茶人都来此地，通常来说人们坐的用的都是

方桌木椅，这里的装修简朴而又典雅。每天早上五点就开门收揽

客人。

（3）棋茶馆：是一个下棋为主业，喝茶为副业的地方，摆设

用具都比较简陋，不能和其他茶馆相提并论，茶客们都是下棋和

饮茶相结合，用茶助兴。

（4）大茶馆：大茶馆是一个功能丰富的的饮茶地点。它的社

会功能更为全面，人们不仅可以品茶，还可以享受美食，通常这

里有文人墨客交往、聚会、恰谈生意。

以北京茶馆为例：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

京茶馆像北京这座城市一样同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北京这座

城市，不仅有受高收入人群欢迎的、环境优雅的高档茶楼、茶馆，

还有平民百姓喜爱的街头性的大宗茶棚。老舍茶馆是北京茶馆的

突出代表。通过书籍改编而成的话剧《茶馆》演绎了老北京茶馆

在近几十年间的兴衰历史。

2　咖啡文化与咖啡厅

2.1咖啡的起源及发展

公元8世纪咖啡出现；公元10世纪咖啡作为药物治疗疾病；

11世纪左右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13世纪进入阿拉伯世界；15世

纪开始有文献记载使用方法，并融入宗教仪式，在民间作为日常

饮品；16、17世纪传入欧洲。

2.2咖啡文化

西方的咖啡文化代表了开放、热情的生活态度，与我国茶文

化所承载的多种文化元素截然不同。由于各国存在文化上的差异，

所以他们对于咖啡文化得了解也大不相同。例如，法兰西这个以

浪漫著称的国家，它所展现的咖啡文化到处充满浪漫的影子，他

们认为喝咖啡的环境好，情调好，心情就会好，对其格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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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再比如美利坚这个国家的咖啡文化十分浓厚，他们所展现

的内涵与法兰西所展现的大相径庭。美国历史文化经历了较短的

周期，而且属于移民国家，并且具有包容性较强的特点是众所

周知的。也正是这样的文化基础，直接影响了美国人的行为处

事理念和方式，保证效率是他们做任何事都追求的，这同样影

响了咖啡文化的形成，使其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速溶”的特殊

文化。美国在喝咖啡时通常追求速度，对于和咖啡师的心境与

情调等并不太在意，同时美国也提倡咖啡的制作速度，这与美

国当地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综上所述，和提倡中庸静心的茶

文化不同，咖啡文化主张理性思考。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而

咖啡文化强调天人分离，茶文化充分展现了中国的禅宗悟道精

神，咖啡文化则展现了西方的基督精神。

2.3咖啡厅的形成与发展

16 世纪麦加建立第一家咖啡馆，咖啡从药品性质发展成为

大众饮料；1615 年咖啡在欧洲走向世俗化；1620 年威尼斯商人

把作为昂贵饮料的咖啡运到意大利；1650年欧洲的第一家咖啡馆

在牛津大学建立；1669 年咖啡被国人了解；1683 年维也纳首家

咖啡馆“蓝瓶子”开张；1945 年意大利人加贾发明的新型蒸馏

器风靡欧洲。

2.4咖啡厅的分类

（1）休闲型咖啡厅：这种咖啡厅一般设在名胜古迹或不是

非常热闹的旅游景点内或周边，拥有自己的特色和主题。

（2 ）商务型咖啡厅：通常坐落在办公楼内，往往是上班

族的交流场所。

（3）俱乐部型咖啡厅：通常在一些俱乐部内部并不对外部

人员开放，并非是为了盈利而设置，是一种服务型场所。

（4）休闲类咖啡店：它打破了传统固有模式，投资较少，

规模较小，以“休闲”为主要特征。

（5）个性化咖啡馆：由名字我们就可以得知它是特殊的，

这类咖啡馆的老板思想独特，脑回路清奇，装修风格完全凭自

身的喜好。

（6 ）高级咖啡馆：由名字可知这是一个高级的地方，适

合高收入的人群消费，一般情况下在这里也会看到许多情侣。

以星巴克为例：星巴克于1971 年走进大众视野，是美国一

家连锁的咖啡公司，它的采购渠道的商业道德，阿拉比卡咖啡是它

烘焙的主要品种。星巴克遍及全球，市场广泛，门店众多，在世界

专业咖啡烘焙商和零售商中占据一席之地。经过社会的磨合，现在

的咖啡馆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变得越来越复合式，增加了许多甜点

以及其他实物，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

3　茶文化与咖啡文化的差异

（1）中国的茶文化展现的是保守内向，西方的咖啡文化展

现的是开拓创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受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仅仅局限于自家的小门小户之内，重

视宗族观念和血缘体系，这是人们形成了相对保守的、重内省

而轻开拓的文化形态。西方则不同，他们受当地地形与地势的

影响，在寻求生存的时候也开拓了他们的进取和创新精神，并

将这种精神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态。在

茶与咖啡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两者的文化差异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茶在我国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并未将自身的

特色延展到世界范围内，而咖啡则不同，欧美国家依据自身的

开拓精神，在短时间内就开发了袋泡茶和速溶茶，西方国家不

断研发新的形式，星巴克就是典型代表。西方人待客用咖啡是

为了让客人有一种放松惬意的感觉，但中国人待客用茶则展现了

一种含蓄的表达情感的方式。西方人喜欢将事情简单化，，让

严肃的事情贴近生活，中国人则愿意赋予事情一定的文化内涵及

深刻意义。

（2 ）中国的茶文化崇尚中庸，西方的咖啡文化则崇尚理

性。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占据支配地位，儒家把“中庸”

思想引入到了茶文化之中。茶所蕴含的平心静气、清醒头脑的

特性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吻合。“和”的思想是从中庸

之道中引出的，在他们眼中，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

及。茶文化的一些列茶事活动都渗透着和的思想。西方哲人用

理性区别人和禽兽，奠定了西方理性的基调，西方文化充分展

现了理性主义，这同样体现在咖啡文化中。咖啡的冲泡流程，

小到水温比例都有严格的要求，冲出来的咖啡要求香味浓郁，

口感醇厚。咖啡师傅可以说是理性的信徒，他们为了激发出咖

啡的极限口感，通常会一杯一杯的尝试，挑选出舌尖上的差

异，她们认真的态度并不局限于某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环

境需要，均会打开舌头上的毛孔，感受世界带来的灵感。咖啡

能够使人清醒，给人一种走向理性的心理暗示，和酒精给人带

来的沉迷的性质截然相反。

4　茶馆和咖啡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不同点：茶馆外在多以古典风格为主，咖啡厅多以欧式风

格为主；茶馆内部设有雅间，文化内涵较丰富，咖啡厅多数无雅

间，一般都只有大厅；茶馆内部有许多与茶道相关的雕刻作品和

文房四宝，咖啡厅多数充满艺术性且充满现代化气息；茶馆内桌

椅一般用八仙桌和八仙椅，咖啡厅内有各种咖啡工具、咖啡机；茶

馆内工作人员称为“茶博士”“茶倌”，咖啡厅的服务生，多以年

轻人为主；茶馆反映“下里巴人”的文化内涵，咖啡厅则反映“雅

土文化”。

相同点：都有复杂的社会角色，扮演不同的社会功能；都

是休闲放松的地方，娱乐方式相差不大；都举办一些吸引人的活

动；是各种人物结交朋友的场所；都售卖种类多样的配料点心。

5　茶馆的演变

回顾过去的时光，茶馆像民间沙龙一样，供客人们休闲娱

乐，常客有时候一待就是一天。现在的茶艺馆相比而言安静了

许多，大部分现代人到这个地方，休闲娱乐就是最主要的目

的，其次才是商讨事务。以前那种在茶馆里共享一条信息的日

子已经愈走愈远了。简单来说今天的茶馆只是人生休息的一个停

靠站而已。在茶艺馆，不仅要有好茶，还要有精细的茶食，精

美的装修，这里的茶杯、茶碗、茶食甚至一张简单的桌字都是

精心挑选出来的。整体而言，茶艺馆的环境具有艺术的独特

性，茶与艺是茶艺馆必不可少的内涵。

6　总结

从当前现状可知，咖啡厅、奶茶店遍布整个世界，不同的

是茶馆却很稀有。面对如此的现状，我们需要针对性的做出改

变，不应让传统茶文化没落，如何做到像咖啡厅一样为大众所

接受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需要在充分了解茶馆与咖啡厅的基础

上，让茶文化与咖啡文化融会贯通，推荐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共同推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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