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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中国传统茶文化是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以茶载

道，传播各种文化，从饮茶兴起诞生出饮茶文化以来，

历经一千多年，经久不衰。作为茶文化向底层市井文化

彻底滥觞的时代——宋朝的茶文化逐渐向“由茶而墨，

由物及人”延伸，饮茶从由上而下再到由下而上，完成

了一轮饮食特征上的轮转，完全彻底的融入到了中国传

统文化中。

今天我们讨论宋代茶文化、茶艺的时候，是向着传

承和复兴传统茶文化的方向去的。中国古代饮茶文化不

仅有宋代的文化，还有元明清三代，茶艺不同，茶具有

所差别，饮茶方式也产生了变化，但是传统的以茶载道，

“由茶而墨，由物及人”的文化传承却是一脉相承，不

断传承。近年来，随着一大批茶艺和茶文化爱好者拾起

传统饮茶文化，不断复兴古代传统的茶艺，宋代茶艺很

快跃入传统茶文化爱好者和复兴者的眼帘，越来越受人

关注。仿照宋代茶艺而来的仿古茶艺在茶文化爱好者的

圈子里不断流行，逐渐进入现代化的商业茶艺、茶文化

运营范围，进而更多的带动传统茶文化的复兴和发展，

可以说宋代茶艺对复兴传统茶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宋代茶艺的特征

宋代饮茶风气繁盛，即使市井小民茶也成为了日常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宋人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

记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尤盛。而本朝又至

陵（即宋徽宗）时益究极新出而无以加矣。”从《铁围山

丛谈》的记载中获知，当时饮茶风气到了“富贵贫贱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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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的程度。

宋代茶艺只用一句话概括即是“点茶法”，但其中包

含的茶文化却广博精深。宋代注重建茶，因取代湖州顾

渚贡茶使建茶名声大噪，宋代朝廷在建安（今福建南平

建瓯）北苑设龙焙，专门为宋朝皇室生产御用贡茶。宋

代著名书法家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督造小龙团，为了向

宋仁宗汇报茶叶采集和制作工作，专门写了工作汇报材

料性质的《茶录》一书，记录了建茶的制造过程。《茶

录》一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茶的色、香、味、贮

藏、碾茶、冲泡等。下篇论述茶器，包括烘茶的茶焙、

贮茶的茶笼、碎茶的砧椎、烤茶的茶钤、碾茶的茶碾、

筛茶的茶罗、点茶的茶盏、取茶的茶匙、煮水的汤瓶等。

非常详尽，加之蔡襄的文人身份，可以认为这本书基本

概述了当时文人所认知的饮茶文化。

根据《茶录》一书的记述，宋代茶文化注重点主要

有八点：

一是择茶，择茶时注重茶的色、香、味，“茶色贵

白”，表明宋代首重白茶，即便在当代，好的白茶也是首

屈一指的茶中珍品。白茶制成的茶饼表面需要涂抹珍贵

的膏油，使其呈现不同的颜色，既能固味保色，又能延

长保存时间，还能满足审美的需求。这就是《茶录》中

记载的“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

异”。但涂抹膏油容易让茶失去原有的味道，故建安当地

人饮茶为了保证茶的原味，不会涂抹膏油，由此看来，

膏油的主要作用还是为了延长茶叶的保存时间。即《茶

录》所记载的“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

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

于甘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作为皇室贡

茶的北苑茶，茶味最为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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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藏茶，茶叶制作成成品后需要保存在干燥避光

的地方，否则很容易受潮变质，无法饮用。《茶录》中记

载宋人藏茶时“畏香药”，即用其他草药作为干燥剂或者

保鲜辅助措施，同时也很清楚茶叶成品“喜温燥而忌湿

泠”的特征。

三是炙茶，所谓炙茶，即宋代茶饼在保存时涂抹厚

厚的膏油，虽然延长了茶叶的保存时间，但是时间过长，

膏油的成分难免浸入茶叶中，使茶叶变味、变色，成为

陈茶。这里的陈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陈茶，应当是浸

入膏油的变味、变色后的茶叶。在饮用陈茶时需要先将

茶叶用开水烫一下，将漂浮的膏油撇去，再把茶叶用微

火烤干，之后碾碎。炙茶之后陈茶才可以像新茶一样冲

泡饮用，不至于全无茶味。

四是碾茶，将茶叶包裹起来捶打，然后再旋转碾碎，

这样茶叶可保证白净如玉的色泽，但是这样的茶叶经过

一夜的放置颜色便会变暗。

五是罗茶，用茶罗子罗茶，“罗细则茶浮，粗则水

浮”，取决于茶罗子的罗孔。

六是侯汤，即冲泡茶叶的水的温度，这是点茶技艺

的点睛，按照《茶录》的记述“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

沈”，温度过高茶叶会沉在容器底部，温度不够则茶叶悬

浮在水面。

七是熁盏，熁是烤的意思，这一步应当近似于现代

人冲泡茶叶前将泡茶器具用开水冲热的步骤。《茶录》记

述“凡欲点茶，先须知熁盏令热，冷则茶不浮”。

八是点茶，这一步是点茶技艺的收官，由于宋代茶

叶茶饼表面涂抹膏油，即使经过炙茶这一步，也无法去

除膏油的所有痕迹。而膏油密度小于水，容易漂浮在水

面，在冲泡茶叶时难免在器具的内壁留下膏油的痕迹，

称之为水痕，点茶时，越晚时间出现水痕，则点茶技艺

越高，无水痕则是点茶技艺绝佳。对点茶技艺，《茶录》

一书寥寥数语，却非常有趣：“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

少茶多，则粥面聚。（建人谓之‘云脚粥面’）钞茶一钱

匕，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之，环回击拂。汤上盏，

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

这种斗茶意味浓厚的点茶技艺，是蔡襄记述的建安

民间的点茶技艺。到了宋代宫廷，点茶技艺则变得更加

风光耀眼。宋徽宗赵佶写就的《大观茶论》一书，详细

的记录了点茶技艺的手法，分为九步，分别是：择茶、

藏焙、择水、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赏味。

这九点中，点茶技艺比建安民间的点茶技艺尤为生动和

风光，《大观茶论》是这样记载的：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

文蟹眼者，谓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

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

有随汤击拂，手筅俱重，立文泛泛，谓之“一发

点”。盖用汤已故，指腕不圆，粥面未凝，茶力已尽，雾

云虽泛，水脚易生。

这一段详细的描述，将宋代点茶技艺手法描述的极

其生动，宋代皇室在北宋末代的奢靡生活可见一斑。这

段话余悦先生作了详细的翻译，现原文摘录如下：

茶的点击方法不是只有一种，关键在于调匀茶膏这

一会儿。用熟汤浇注，手抓住筅柄紧重，但筅点在汤中

却轻，连粟文、蟹眼的小汤沫都没有，叫做“静面点”。

因为击打振拂没有力度，茶就不能产生沫饽，熟汤和茶

膏还没调合均匀就增加熟汤注入，那么色泽还没有达到

理想状态，汤花就散失了，茶汤也无法发立成功。随着

茶汤击拂，手和茶筅都很用力，发立起来的汤花却浮浅不

多，这叫做“一发点”。因为点茶用汤已久，但指端手腕

不圆熟，粥面的沫没有凝集，茶本身的能量就已经消耗完

尽，汤花虽有如雾如云般的浮出，却容易破灭产生水痕。

二、传统茶文化的概念

传统茶文化的兴起肇端应当起于唐代，但是早期唐

代人饮茶的方式很不同于唐之后的任何朝代，遑论现代，

可以称之为“食茶”。茶文化到宋代滥觞，宋徽宗写《大

观茶论》更是将其掀起一股盛行的风气。

茶艺作为表现茶文化的主要形式，是茶文化的表面，

或者可称之为艺术表现形式。中国人饮茶讲求的是从中

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由此，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变成了

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艺术倾向的发展，或者说后者的

倾向带动了茶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传承

至今，便是传统的茶文化。

茶艺活动可以在皇室贵胄之间流传，在文人之间流

传，也可以在民间的普通百姓之间流传，形成了多种多

样的茶文化，例如富贵茶、侍女茶、孺子茶、禅茶、文

人茶、功夫茶等等。这些茶文化流入不同阶层、不同地

区，烙上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文化烙印、地域文化

烙印，共同组形成了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茶文化。

三、仿宋代茶艺在当代的发展

宋代茶艺作为中国传统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

岭，对传统茶文化的影响巨大，可以说传统茶文化的发

展因为宋代茶文化茶艺的发展趋于成熟，被赋予了传统

文化的价值，才具有可传承的价值。

由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与中国周边儒家文化圈

层的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了传统茶文化的复兴

和发展，这也是文化自信所要坚定的方向。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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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韩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巨大，茶文化也不

可避免的传入这两个国家，随着世事变迁，两国也逐渐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本国传统茶道文化，重新拾起中国传

统茶文化方便了与周边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近年来，

由于与日本、韩国的文化交流加深，与受到儒家文化影

响巨大日本、韩国一道交流茶文化，是文化交流的一个

重要分支。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昌盛的时期，影响了此

后近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宋代的茶文化对传统茶文化

的影响也在其中，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仿

宋代茶艺便自然而然的成了复兴传统茶文化的既有路径，

这就是仿宋代茶艺在当代的发展脉络。

四、仿宋代茶艺对当代传承传统茶文化的影响

传承传统茶文化需要从多方面考虑，要删繁就简，

更加的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要传承其精神，而非一味的

模仿其形。

（1）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

如前所述，传统茶文化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需要载体来表现，

点茶技艺作为宋代茶文化的宝珠，仿宋代点茶技艺，要

做到形神兼备，就需要探究宋代点茶技艺所用到的各种

技艺手法和器具。这可以促使现代人研究和探讨宋代人

的市民文化、工艺文化和审美文化。作文文化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市民文化、工艺文化、审美文化不仅仅是在

点茶技艺中体现，在人们的吃穿用度、在国家的文化生

活、在工匠的技艺手法、在诗词歌赋的审美倾向上都会

有所表现。

发掘和传承宋代的优秀文化，能为宋代点茶文化的

复兴和发展助力，反过来，宋代点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能够带动更多人关注宋代的传统优秀文化。近年来，宋

史研究的热门化，出版了很多优秀的研究作品，为宋代

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医药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

提供了很大助力。

（2）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传承和发展一种文化一定是带有特定的目的，否则

很快就会消亡。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流通带动了茶文化在民间的兴盛，进一步影响了各阶

层对饮茶的热情回应，发展出了繁琐但精湛的点茶技艺。

当代复兴传统茶文化，一方面是为了复兴传统文化，

加深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把带有地域文化

特色的商业品牌附着于传统茶文化的外衣下进行商业营

销。这样既可以带动品牌茶叶的热销，也可以满足人们

的物质文化享受，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由之路，

是人民对精神文化追求的必然结果。

（3）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

每一个时代对前一个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建立

在对前一个时代文化的理解和认可的基础上，并且无可

避免的融入了时代的特征，这是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所决

定的。当代复兴传统茶文化，模仿宋代点茶技艺，一定

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有益的创新和发展。

随着现代物流业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达，优质的茶

叶更容易得到，古代人所不具备的保鲜、保质技术在现

代轻而易举就可得到。现代人模仿宋代点茶技艺，建立

商业化的品茶、赏茶场所，不再拘泥于一城一地，不拘

泥于一城一地的茶叶和水质，更容易将一种茶艺推向更

广阔的空间，产生更多的交流，这便是传统文化和传统

茶文化在现代进行有益创新的基础。

五、结束语

宋代点茶技艺从发展到传承，作为传统茶文化的一

部分一直经久不衰。传统茶文化的复兴是传统文化复兴的

一部分，代表了传统的审美文化、精神文化的复兴。仿宋

代点茶技艺作为复兴传统茶文化的重头大戏，不能拘泥于

故纸堆，不能落入教条，需要在现代科技发展和商品经济

发展的助力下，推陈出新，进行创新的传承和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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