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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背景下中韩文化教育多元化交流
张明侠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处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各个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和密集。而中韩两国一衣带水，

有着丰富的文化交流经验和深厚的文化交流历史，同属于儒学文化范畴，其中华文化元素便是共同存在于两国中的重要元素之一，

本文基于国际视角下，在分析阐述茶文化起源与概述的基础上，进行两国间的茶文化阐述和分析，旨在增加中韩两国间文化、经

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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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趋势，各国间的经济

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结合历史发展进程和地理位置因

素等方面来分析，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而茶文化便是其中之一。该文化元素始于魏晋南北朝时

期，历经千年的积累与沉淀后形成了独具风格特色与精神内涵

的文化体系。鉴于此，中韩两国的经济与文化间的多样化合作

和多元化发展可以以茶文化为切入点，进而在交流与碰撞中使

得交流事项得以顺利开展。

一、中韩茶文化起源的基本概述

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来源于中国的茶逐渐成为普及型饮品。

结合数据调查结果可知，有近 160 个国家有饮茶的习惯。众所

周知，茶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分支之一，有着相当丰富的内

涵，无论是由形式表现到精神伦理，还是生活方式到精神文化。

茶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但是大多数人对茶文化的基本概

念与内容的了解都不是很全面和深刻，其中我们应先细致了解

茶文化基本概念，即在种茶、采茶、炒茶以及饮茶这一系列环

节中形成的文化知识，提现了人的思想境界与内在修养，是历

经几千年后形成的系统性、全面性的文化共识。其中茶文化最

初起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并在唐朝阶段达到发展高峰期。而

茶文化的定义与概念的形成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针对茶

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并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关注。而茶文化

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思维品质以及风俗习惯能够通过传播

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茶文化中有着丰

富的儒家思想。

二、中韩茶文化的特征分析

（一）区域文化分析

在茶道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不同国家所处地理位置

不同，也使得茶文化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换言之，中韩茶

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由本国区域环境所决定的。为此，在对中

韩茶文化进行综合性对比分析时，应先对两国间的基础文化

进行深入剖析。其中，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与积淀，

在整个发展中儒家文化有着突出的功能作用，不仅体现在政

治上，也提现在文化发展中。针对茶文化而言，中国有着“儒

道互补”的文化特点，其中道家对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另外，结合笔者的实践调查研究发展，在整个文化历史发展

中对价值理念的追求多是体现在“仁义礼智信”方面，而价

值理想多是以“和”为主，旨在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与国际

环境。

韩国文化也有其特点，其中也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

但是多是经济发展的支柱，韩国所追捧的儒家文化具有强烈

的文化色彩。结合笔者的调查研究发展，韩国文化具有显著

的包容性，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处于不断包纳、学习的阶段，

且能够在吸纳外国优质文化的同时保留本土文化，其中在茶

文化发展历程中，韩国更加在意“茶礼”“茶仪”，而儒家

对韩国文化起着最为深刻的影响，此外，韩国还具有强烈的

集团、家族意识。

（二）茶道精神分析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而茶道文化最远可以追溯到的公

元年前，当时已将茶品作为招待客人的饮品，并随着茶文化的

发展历程由文化层次深入到精神领域。而唐代的陆羽便是综合

记载和描述茶文化的第一人，并有《茶经》这一著作，较为全

面地概括了茶文化和茶道精神，其中“俭约”与“全真”可以

进行扩展补充为：淡雅、恬静、质朴、清净以及真实。由于国

内茶文化是在道家思想舆论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其中有着与道

家思想相似的真实、自然和清净的精神所在。其中《茶经》对

茶文化的长久发展与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对其



1612021 年第 3 卷第 08 期 实践探索

他国家的茶文化传承起着重要性作用，代表着我国的茶文化发

展步入到了系统性时期，而“饮茶”“斗茶”的生活行为变得

丰富起来。

韩国的茶文化与所含思想也尤其独特，茶形式是韩国文化

的有效表现形式，但是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限制，并未完成物

质领域到精神层次的过度，导致其精神内涵与物质层次存有割

裂现象，其发展起始点是精神层次，基于此，茶文化深受高层

次人群的追捧和青睐。韩国著名品茶大师高僧元晓提出的“和

思”思想，其高丽时期的李崇仁和郑梦周等人将此思想进行了

广泛传播，直到李奎时期，总结并融合了茶文化的精神内涵，

使得茶文化达到发展高峰期。其中结合李奎报对茶文化的分析

可知，一般可以将茶文化分为禅茶、清茶和清虚茶，而无论那

种形式都是以“中正”为核心进行研究的。综合来讲，韩国茶

文化中呈现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比如“中、正、礼、和”的思

想便在茶文化中有所体现。

（三）民族特性阐述

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间对茶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也是存在一定差异性的，比如维吾尔的奶茶和佤族的盐茶等，

茶已经不单单是以饮品的形式出现，也是一种事物，实现茶食

互融的效果，并在少数民族当中普遍存在。

韩国以韩民族为主要民族，使得茶道文化逐渐地具有

一定的阶级特征，对茶道表演有着严格的要求。另外，结

合笔者调查研究可知，随着经济贸易交流愈来愈频繁，中

韩茶文化间在某些方面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换言之，韩

国的茶文化有着更为突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有着其独特

的品味和特质。

（四）茶道仪式分析

茶道仪式是在茶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和衍生出的奉茶之道，

处于不同地域下茶道文化所孕生出的茶道仪式也是具有一定

差异性。结合调查研究报告可知，韩国茶文化具有较强的包

容性，有效将宗教、礼仪以及艺术等不同风格融合，彰显着

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则更加注重礼仪细节和程序步

骤，其中潮汕出名的“功夫茶”具有其独特的茶道仪式，即

需要完成温壶、烫杯、装茶、高冲以及洗茶洗杯等步骤，是

迎接贵客的重要形式，由此可见，中国茶道仪式具有一定的

自然性和亲和性。

韩国的茶文化起源于高丽时期，通过不断引进和内化

后逐渐开启了属于韩国的茶文化时代，随之形成了独具时

代特点与民族特色的茶道，即茶礼，其中五行茶礼成为高

丽时代最高层次茶礼，能反映出高丽茶法、宇宙真理以及

五行文化，此种茶道礼仪是高丽茶文化的体现。并且韩国

茶道文化更加注重礼节与规范，逐渐将茶道视为具有民族

特征的国粹文化。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趋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韩两国间的

交流也更加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项目屡见不鲜，本文着重

分析茶文化在中韩两国背景下的阐述分析，由此可见，不同

地理、文化环境孕育出的茶文化有着其不同的体系与内涵，

而茶文化领域的交流与探讨，也为我国与他国进行合作交流

提供了优质范例，可以进一步加深中韩两国间的情感交流、

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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