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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茶文化对韩国语言文学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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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长期文化发展中，中国和韩国始终保持着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往来关系，尤其体现在茶文化交流、沟通方面，这也

成为了联系中韩双方文化的纽带。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饮品，茶文化也被记录在韩国语言文化发展历史中，

形成了具有其民族特色的词汇，出现在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中，体现了茶文化对韩国语言文学带来的深远影响。本文介

绍了茶文化历史发展进程、茶道内涵，对茶文化对韩国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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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化发展角度看，茶是独具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化

载体，更是在长期的对外贸易、文化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中国的友邦国家，茶文化交流给韩国的语言、礼仪和文化

带来了深远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茶叶的发祥地，中国

人最早发现并将茶树的叶子制为饮品。伴随时代多元文化的繁

荣发展，茶文化中融入了道家、佛家、儒家等文化内涵。在唐

朝时期，茶文化开始进入到韩国，逐步地在发展中与韩国民族

文化融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茶礼体系。

一、韩国的茶文化历史渊源

从历史角度看，韩国茶文化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在第

一个阶段是韩国三国时期（我国的汉宣帝至初唐高宗时期），

当时的茶文化形成了良好的传播发展趋势，不论是王公还是百

姓都十分热爱茶饮。自此，传播茶文化的佛教徒，在公元 6-7

世纪，新罗派出了 30 多名僧人去学习汉唐时期的文化、佛法，

这一批僧人在接触到茶后，将茶籽、茶叶带过了祖国。根据韩

国史书《三国史记》记载，在新罗迎来第二十七代女王时，就

出现了茶，这也被视为韩国历史上最早引入茶的阶段。但饮茶

在僧侣、上流社会中流传，更多用于祭祀，未能在百姓中得到

广泛传播。 

到了第二阶段的新罗统时期（初唐高宗至五代后唐时期），

饮茶在中国盛行起来，关于茶叶的相关文化、贸易也逐步成形，

如茶艺方面的文学创作、对外贸易等，迎来了茶文化发展的高

峰时期。根据韩国《三国史记》记载，唐文帝为了迎接新罗派

遣的使臣，为其设宴，并将茶籽作为礼物赠送给这一国度。在

9 世纪的韩国，饮茶习俗、礼仪繁荣发展起来，茶文化成为宴

请宾客的重要一物，饮茶方式、种茶、制茶和煮茶也开始流向

民间。

第三阶段是高丽时期（五代后唐至明太祖时期），这个阶

段已经形成了点茶、饮茶的茶道，更促进了茶具文化、茶文学

的发展。饮茶是一项极富艺术的活动，其中，茶具是品茶文化

的重要工具，为了保证视觉、礼仪的艺术性，以及茶饮的风味，

需要选用合适的茶饮器皿。在茶文化从出现走向盛行的历程中，

茶具也经历的长期的发展、演变，主要受到地区民俗、时代潮

流因素影响。在茶具的种类上，包含了制茶、采茶、饮茶等多

种类型的用具，中国茶文化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在此影响

下，韩国饮茶也开始关注茶具的运用，陶瓷业开始形成，加快

了茶具行业的发展。

在第四阶段的朝鲜时期（明清时期），中国茶进入又一发

展高峰，散茶受到了人们的追捧，以紫砂为原材料的茶具也涌

入市场。在晚清时期，茶文化发展趋势不佳。同时，受到明朝

茶文化的影响，朝鲜时期的散茶也开始流行，如点茶法、撮泡

法普及得到了普及。在这一阶段，韩国茶文化吸收了茶文化精

华，融合了泡茶道、点茶道，韩国茶文化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

路。在朝鲜中晚期，尽管民间茶生活低迷，但茶道精神仍深受

人们推崇。

到了第五个阶段（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时期），中国茶文化

仍然保持晚清时期的发展态势，到了世纪 90 年代，茶文化才

开始重新走上复兴发展道路。现代时期，韩国茶文化已经迈入

了独立发展的阶段，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响，韩国人开始注重

茶道课程设置，为茶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在茶道文化研究上，

有韩国人出版了论著《韩国茶道》，韩国在 1932 年后还出现

了诸多茶文化团体、茶道大学。

二、韩国茶文化的茶道内涵

在词典的注解中，将茶道解释为：从摘茶、煮茶到品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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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过程，提升人的身心、个人修养。在这一解释下，茶道被

赋予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制茶、饮茶的行为活动、方法，

另一方面是指促进人的道德、身心得到提升。在韩国，最早提

出茶道这一词语的是韩国朝鲜时期的草衣禅师，其认为茶道是

以茶法获取真理。由此，草衣禅师更关注茶道第二层内涵。实

际上，韩国对茶法的重视程度不足，关于茶法的历史典籍和书

藏较少。有学者认为，这与韩国文化发展存在一定相关性。在

茶礼上，主要是以礼法进行献茶、饮茶，这与韩国重视礼仪文

化是脱离不开的，如韩国人在家庭生活、社会活动中都以礼为

先。基于“和、美、敬、俭”这四大核心，构成了韩国茶礼文

化。在主要形式上，又划分了敬茶礼、仪式茶礼，前者是招待

使臣、国家典礼、祭祀活动中的茶礼。茶道中，茶食是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韩国茶食以蜂蜜为辅料，利用模具对淀粉、栗粉、

粳米粉等进行制作，搭配饮茶、品茶食用。

三、韩国茶文化对韩国语言文学的影响

从文化内涵角度看，韩国茶文化概念较为复杂，其产生主

要受韩国政治、风俗、历史和语言的影响。从韩国茶文化发展

道路看，其将茶道、茶礼作为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点，茶道更是

韩国茶文化的精神、灵魂象征，茶礼则是以外化形式体现出来，

两者共同组成了韩国茶文化。在韩国茶文化研究中，相较于饮

茶，茶礼、茶道更受关注，在李氏朝鲜时代来临前，韩国在中

国茶文化的影响下，获得了繁荣发展。但是，在当时的政策发

展和社会环境下，佛教未能得到良好发展，由僧侣带入的饮茶

文化也开始走向低迷。所以，诸多韩国人未能形成饮茶习惯。

在韩国的餐厅，店主往往会为客人提供“茶”，这里的茶并非

是指的茶叶茶，多指的是“传统茶”，即为使用其他植物制作

成的饮料，有桂皮茶、萝卜茶、锅巴茶、玉米茶等，这些种类

繁多的传统茶十分受韩国人喜爱。

在韩国茶文化的影响下，本国的语言文学、民族、宗教也

出现了新变化。在韩语言文学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与茶文化

关联起来。在韩国语言文学界，拥有大量的茶文献，将小说、

散文等文学作品与茶文化进行了融合，还融入了韩国的歌曲、

音乐、雕刻、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使得茶文化艺术更具新

颖性、形式更具多样性。在古代韩国语言文学中，大量中文得

到了保留，独具特色的的汉语给韩语发展带来了影响，在韩语

中体现了其特征和成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能够体现韩国茶

文化的有诗文、诗歌，如李奎报、郑梦周、金正喜、崔致远、

李蔷等人编写了与茶和汉语相关的诗文，呈现了韩国茶礼的风

貌。在韩国茶文化的发展中，儒、佛、道三家占据着重要位置。

比如，深受韩国重视和崇尚的儒家文化，同样的，对韩国茶文

化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佛教僧人。但是，在韩国的社会活动、

日常生活中，摆在第一位地仍然是儒家文化。比如，具有宋明

道学特点的阳明学说，以及对朱熹的论点，广泛使人接受的是

朱子家礼。

在道教上，韩国的语言文化、茶文化、宗教是具有紧密联

系的。在道教学说中，追求内心的平静，在论茶方面，更为注

重自然、养生。同时，在“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下，茶文化

具有了追求自在、逍遥的特点，远离现实生活中的凡尘。在饮

茶活动中，韩国人往往要先调整好清净虚空、闲适无为的心态，

再进行品茶活动。在茶文化中讲究的“禅昧”，其来源于宋朝

的“茶禅一味”说。对于将茶道精神融入韩国语言文化的内容，

韩国人注重思想、静的体现。但是，在高丽时期的文人盛行的

文学作品中，能够得到良好地体现，比如李行、权近、郑梦周

等人的代表作，再如朝鲜时期高僧西山大师、丁若镛、金正喜，

他们将茶道精神视为清和、清虚、禅茶一味。当时韩国著名的

草衣大师，其在解读茶道精神的同时，认为中正思想是茶文化

的标志和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是最早对茶叶进行加工、饮用的，在不断

地进行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活动时，茶文化实现了逐步地扩散，

这点体现在与中国交往密切的韩国上。在引入中国茶文化后，

韩国人民结合其民族文化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饮茶文化，更促

使韩国语言文学界出现了大量的文化内容，体现出茶文化对韩

国语言文学的影响。茶文化是推动韩国语言文学发展的重要元

素，从对中国茶文化的模仿，逐渐地转变为以民族特色发展为

核心的茶文化，并在语言文化上保留了茶文化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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