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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ꎬ我们认为中国茶道是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ꎬ它最为真实地展现了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民族性格ꎮ 这不是偶然的ꎬ而是漫长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ꎮ 中国茶道的内在元素本身又包含了

丰富的、有机联系的符号系统ꎮ 各种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ꎬ中国茶道在一定意义

上成为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定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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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中ꎬ并通过符号及

其系统来传承文化ꎮ 与此同时ꎬ人是文化的人ꎬ文化是

人的文化ꎬ而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符号ꎬ符号是人的

生命活动的文化表达ꎮ “人对文化的识别是通过符号

来进行的ꎬ文化与文明的产生都依赖于符号ꎬ正是由于

人有着使用符号的能力ꎬ文化才可能存在ꎬ文化是符号

的母体ꎬ符号是文化各种形式之间的沟通工具”ꎮ[１]

一、 从文化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

塔尔图学派率先提出文化符号学的概念ꎬ并以结

构主义理论作为其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论模型ꎬ以控制

论和信息论倾向的文化论作为其哲学观和认识论的

主要基础ꎮ 洛特曼认为ꎬ文化是一个文本ꎬ一种产生

意义的复杂和互动的符号活动ꎬ是信息的生产、流通、
加工和储存的集体符号机制ꎮ 而文本是一个有组织

的符号系统ꎬ这些符号所表现是文化内涵ꎮ 如果脱离

了文化场ꎬ符号的象征意义就无法体现ꎮ[２]所以ꎬ文化

符号学是运用符号学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社会文化中

各种物质、精神和行为的现象ꎮ
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或地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事物、人物等ꎬ经历时间洗涤之后自然沉淀下来的精

华ꎬ是在长远历史发展过程中铭记下来的一种集体契

约ꎮ 符号包括标志、图象、语符、象征和专指语言符号

的符号ꎮ 文化符号不仅具有形态性和表意性的特征ꎬ
而且在形态性和表意性之间建立联系的并不是自然

物本身ꎬ而是由人类文化的各自存在决定的ꎬ不是所

有的文化对同一文化形态都赋予同一意义ꎬ不同民

族、不同国家赋予不同的意义ꎮ
文化符号的本质是能够承载、表述、传达、储存某

种文化信息和理念的媒介ꎮ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

西尔强调:“神话、语言、艺术和科学等各种符号形式ꎬ
是人自身创造的真正的中介ꎬ借助于这些中介ꎬ人类

才能使自身和世界分离开来ꎬ而正是由于这种分离ꎬ
人类才使得自身与世界紧密地联结起来ꎮ” [３](６３) 显

然ꎬ卡西尔已经将符号作为了人的存在本身ꎬ人所创

造的一切都被视为符号的具体化ꎮ 不仅如此ꎬ他还指

出ꎬ“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

富于代表性的特征ꎬ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

于这些条件”ꎮ[４](３５) 从符号角度来理解人和人的社

会、文化ꎬ其实就是要表明人的主体性ꎬ符号赋予世界

以意义ꎬ人所处的世界就是人化的世界ꎮ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符号从来不是单一的ꎬ而

是富有体系的ꎬ比如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ꎬ就有书法、
国画、中医、京剧、茶道、插花、丝绸、陶瓷等等ꎮ 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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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张中国的文化名片ꎬ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文化

符号ꎮ 中国是茶的故乡ꎬ制茶、饮茶、品茶、鉴茶的历

史近五千年ꎬ茶与人们的生活可谓息息相关ꎮ 中华茶

文化博大精深ꎬ名茶荟萃、茶具斗奇、茶艺精湛、茶宴

飘香ꎬ茶人茶事、茶礼茶俗、茶诗茶画ꎬ无所不容ꎮ 茶

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反映ꎬ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淀ꎬ
也是中国人精神得以承托的媒介ꎮ 茶ꎬ与儒释道都进

行了深入融合ꎬ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参禅悟道的重要

门径ꎮ 茶不仅是文化ꎬ而且是符号性的文化、标识性

文化ꎮ
符号学理论认为ꎬ符号的能力并不仅仅在于符号

本身ꎬ而更在于它的意义ꎮ 符号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在

文化中所构成的丰富内容ꎮ 非符号化的文化需要生

活体验ꎬ符号化的文化易于扩大影响ꎬ为人们所理解、
认识并接受ꎮ 孟子说:“口之于味也ꎬ有同耆焉ꎻ耳之

于声也ꎬ有同听焉ꎻ目之于色也ꎬ有同美焉ꎮ 至于心ꎬ
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ꎬ义也ꎮ”
(«孟子告子上»)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ꎬ勤劳智慧的中国人ꎬ创造了丰富多彩、绚丽多

姿的文化ꎮ 这些经过锤炼和沉淀的传统文化ꎬ凝聚着

华夏各族人民的性格、情感、精神、智慧ꎬ是中华民族

相互认同的标志和纽带ꎮ 中国茶道根植于华夏文化ꎬ
渗透了古代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

学、文学和艺术等理论ꎬ与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

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饮茶品茶ꎬ本身就是东方

文化的代表ꎮ 从某种意义上ꎬ选择一种品饮方式ꎬ就
是选择一种民族文化与生活理念ꎮ 接受了中国茶道ꎬ
就等于接受和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ꎬ因为饮茶的方

式、器具、服饰、礼仪、规范、修养、语言、举止等ꎬ这些

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化表达ꎮ 茶道已经成为现

代人眺望与回溯远古文明的文化焦点ꎬ成为东方人共

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指涉ꎮ
可见ꎬ茶道超越于一般的饮料ꎬ而上升成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符号ꎬ绝非偶然ꎮ 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

为ꎬ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ꎬ艺术品的各部分、
元素按照独特的方式组合ꎬ形成美感ꎬ各部分呈现的

姿态和组合方式便具有意味深长的意义ꎮ[５](４) 茶道作

为品茗艺术活动的文化自觉ꎬ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特

点ꎮ 茶ꎬ能将道(形而上)与术(形而下)、物质与精

神、生活与信仰、个人与群体、人类与自然等有机结

合ꎮ 在形式上ꎬ茶道诉诸各种技艺规范与礼仪ꎬ前者

涉及精茶、真水、活火、妙器、雅境、技法等多个元素ꎬ
后者则贯穿整个茶事活动的过程之中ꎬ使茶事活动变

得温文尔雅且井然有序ꎮ 在内容上ꎬ中国人饮茶ꎬ不
仅追求美的享受ꎬ而且在品茗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
道德、思想、信仰等人文内涵ꎬ通过饮茶来修身养性ꎬ
陶冶情操ꎬ品味人生ꎬ参禅悟道ꎬ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

人格上的澡雪ꎮ 佛家的禅机ꎬ道家的清寂ꎬ儒家的中

庸与和谐ꎬ都渗透在茶汤之中ꎮ 所以ꎬ茶道是一定民

族与社会精神品格、价值观念与艺术形式的结合ꎮ 解

读茶这种文化符号ꎬ将更好地认识茶道的文化特性ꎬ
以及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理念与美学倾向ꎮ

二、 茶道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是经过历史积淀形成的、被人们普遍认

同的典型表征形象ꎮ 文化是人们有意识的行为创造

的ꎬ但一种文化现象上升和抽象化为一种文化特有的

表征符号ꎬ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变革中ꎬ
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不断选择、淘汰最终定型的ꎮ
荷兰国际文化合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塔德 (Ｇｅｅｒｔ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及其同事在对文化因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

文化维度的概念ꎮ[６] 中国文化联结机构则在此基础

上ꎬ发展出基于东方文化的四个文化维度ꎬ即长期导

向、合作性、仁爱心和道德纪律ꎮ 长期导向表示对待

长期生活的态度ꎮ 长期导向高的社会ꎬ人们倾向于节

俭、积累、容忍和传统ꎬ追求长期稳定和高水平的生

活ꎮ 合作性表示人们之间相处和睦、友好、认可的程

度ꎮ 仁爱心表示人们对待他人的礼仪性、耐性和爱心

程度ꎮ 道德纪律表示人们远离不符合道德和规范事

务的距离和坚定的态度ꎮ 茶叶是东方文化的符号ꎬ这
四个文化维度ꎬ自然适合中国茶文化ꎮ

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ꎬ是中华

民族生活生产的实践总结ꎮ 农耕文明ꎬ是指由农民在

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

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ꎮ 中

国文化生成于一个既相对关闭又非常宽广的地域空

间ꎬ文化传统受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地域环境、农业

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ꎬ具有典型的中庸性ꎮ 它

无需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ꎬ而是需要掌握争取

丰收的农艺和园艺ꎻ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

巧ꎬ而是企盼风调雨顺ꎬ营造人和的环境ꎮ 千百年来ꎬ
中国社会占分配位置的意识形态ꎬ主要是传统儒家思

维文化ꎬ其特点是“中庸”、“守常”、“平衡”、“对称”ꎮ
“中国人家居式、安静的生活和习惯要归功于他们持

续地饮用这种饮料ꎬ因为这种轻啜的淡茶使得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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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间选择待在茶桌旁ꎮ” [７](１０５)

“日出而作ꎬ日落而息”ꎬ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不

同ꎬ其规律、封闭、内敛的生活方式ꎬ造就了东方人向

往安宁、稳定与和睦的心态ꎮ 而饮茶ꎬ契合了农耕社

会的心理需要ꎬ有意或无意中ꎬ成为人们的选择ꎮ 换

言之ꎬ茶ꎬ而不是咖啡ꎬ最早在东方与人类结缘ꎬ这种

现象不是偶然的ꎬ是中国农耕心态的某种表现ꎮ 而茶

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媒介ꎬ特点是极为包容和开放ꎬ既
具有实用功能ꎬ又具有审美意境ꎻ既可以入世ꎬ又可以

出世ꎻ既可以比德修身ꎬ又可以畅神悦知ꎬ从而儒、释、
道三家文化ꎬ一致地容纳与喜爱了茶ꎬ这正是茶成为

民族文化象征的本质原因ꎮ
“茶者ꎬ南方之嘉木也”ꎬ陆羽对茶的伟大贡献ꎬ

就是将茶从普通的生活饮品升格为一种艺术体验ꎬ并
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ꎻ他创设出一整套煎茶的流

程、器具与礼仪ꎬ使得饮茶不再仅仅是生活之需ꎬ而是

一种文化活动ꎬ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ꎬ蕴藏了哲学、艺
术、宗教、道德、审美等元素ꎮ 以陆羽、皎然、卢仝、元
稹等为代表的文人参与ꎬ使茶真正有了文化品味ꎮ
“芳荼冠六清ꎬ溢味播九区”ꎬ茶最终在文化层面ꎬ超
越了其他任何一种饮料ꎬ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文化的

一张名片ꎮ
不仅如此ꎬ茶道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ꎮ

文化与符号之间ꎬ是双向的选择ꎮ 文化是符号的母

体ꎬ反过来人对文化的识别又是通过符号来进行的ꎮ
正如任何一个细胞都包含有该生物的全部遗传信息

一样ꎬ茶ꎬ同样也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全部文化基因ꎬ并
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有着某种同源同构的全息映照的

关系ꎮ 茶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ꎬ它根植于深厚的民族

传统文化之中ꎬ并随着文化观念的发展而发展ꎬ随着

文化观念的变化而变化ꎮ
茶是一种民族情感或者生命意识的原型ꎮ 千百

年来不断重复的茶事活动中ꎬ深深积淀了这个民族的

集体无意识ꎮ 每种原型中都有着民族精神和命运的

一块碎片ꎬ都有着这一民族先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

次的情感体验的寄托ꎬ因而能够迅速唤起群体认同

感ꎬ并具有打动成千上万具有相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心

灵的力量ꎮ 茶ꎬ为什么能够打动东方人? 为什么东方

人很容易喜欢茶? 因为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反映ꎮ
千百年来ꎬ中华民族祖先或先辈就在做茶、饮茶、品
茶、鉴茶ꎬ他们在茶中找到了快乐ꎬ投入了情感ꎬ注入

了思想ꎻ他们在人生失意的时候ꎬ从茶中找到了精神

慰藉ꎻ他们发现茶的味道与人生的味道何其相似ꎬ而
不禁有所感悟ꎻ他们发现了茶的高尚品格ꎬ而决心以

茶为榜样来提升自己的品质ꎻ甚至以茶入禅ꎬ将人生

信仰与茶事活动结合ꎬ把饮茶、品茶作为悟道的方便

法门ꎮ “对于中国人来说ꎬ这种以茶为基础的情感依

托是中国茶道与文化体系的根基ꎬ经过几千年来中华

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沉淀ꎬ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

意识或者文化基因ꎮ” [８] 所有这些文化痕迹、情感体

验、精神追求ꎬ或多或少地遗留在东方人的心灵深处ꎬ
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ꎮ 当他们有一天端起茶杯的时

候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动ꎬ让他们对其产生非常

独特的亲切感与认同感ꎮ 人们之所以爱茶ꎬ从某种意

义上ꎬ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爱茶ꎮ 所以说ꎬ东方人的血

液里ꎬ流淌着茶的元素ꎮ
茶ꎬ作为中国人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品茗文

化符号ꎬ它具有原生民族印记的社会性、历史性与文

化性ꎮ 因为ꎬ在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ꎬ传统文化始终

作为它的理论基础ꎬ指导着茶文化体系的形成ꎮ 具体

来说ꎬ人们在对茶叶近乎终身的参悟、潜移默化的过

程中ꎬ对于人的气度、胸怀、品行的熏染和化通ꎮ 这正

符合“人创造了符号ꎬ符号又反过来滋补化育人”的

道理ꎮ 茶ꎬ可以说是一本巨著ꎬ不仅涉及我们民族对

于身体养生的理解ꎬ还涉及到民族的历史、文学创作、
哲学理论、伦理道德、审美心理等各个层面ꎮ 在物质

层面ꎬ茶是个别的、特殊的ꎻ在精神内涵上ꎬ又是普遍

的、共通的ꎮ
总之ꎬ它是实实在在展现中国文化更高精神创造

形式的普遍意义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它从多个角度恰如

其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与性格品质ꎮ
茶的无私奉献、谦和内敛、朴素本真、淡泊从容ꎬ如同

传统文化中谦谦君子的代言人ꎮ 茶与梅兰竹菊等ꎬ一
起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象征ꎬ使其具有了人格的

意义ꎬ成为真正的有意义的符号ꎮ 但其品性更超越于

其他各种文化符号:它是可以品饮、可以参与、可以感

悟的文化符号ꎬ令人寄情ꎮ 经过岁月的淘洗和传承ꎬ
其间渗透、灌注、表达着中国古人的神话猜想、自然崇

拜、宗教体味、审美快感、艺术情趣ꎮ 对茶道的认同ꎬ
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ꎮ

三、 中国茶道构筑了完整的符号体系

按照符号学说法ꎬ文化由三个主要元素构成:一
是符号ꎬ意义和价值观ꎬ这些就是用来确定好与坏ꎬ正
确与错误的标准的ꎻ二是规范准则ꎬ在一个特定的社

会中是人们应该怎样思维、感觉和行动的解释ꎻ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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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实际的和艺术的人造物体ꎬ它反映了非

物质文化和意义ꎮ
在物质形态上ꎬ茶道的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

的系统ꎬ包括茶、水、火、器、艺、道等内容ꎬ涵盖了思

想、行为与物品的元素ꎬ这些便构成茶道的子符号ꎮ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有云:“茶滋于水ꎬ水藉乎器ꎬ
汤成于火ꎮ 四者相须ꎬ缺一则废ꎮ”又说:“精茗蕴香ꎬ
借水而发ꎬ无水不可与论茶也ꎮ” [９](２７１) 清代张大复在

«梅花草堂笔谈»中也说:“茶性必发于水ꎬ八分之茶ꎬ
遇十分之水ꎬ茶亦十分矣ꎻ八分之水ꎬ试十分之茶ꎬ茶
只八分耳ꎮ” [１０] 可见要获取一杯上好的香茗ꎬ需茶、
水、火、器等四者相配ꎮ

以茶器为例ꎮ 茶器是人们为品茶所特制的有形

之物ꎬ既是陶瓷文化的表现ꎬ又是茶文化的体现ꎬ它与

茶叶同为最典型的文化符号ꎮ 茶器是饮茶的盛器ꎬ它
具备冲泡功能ꎬ有助于提高茶叶的色、香、味ꎬ又集中

表现了人们的创造力、制作工艺及审美情趣ꎬ值得人

们细细把玩与赏鉴ꎮ 深谙茶道的人都知道ꎬ品茗特别

讲究“察色、嗅香、品味、观形”ꎮ 好的茶器有助于品

茗活动的审美ꎬ高雅精美的茶器本身就是一件艺术

品ꎬ既具有实用性ꎬ能够冲泡茶叶ꎻ又富有艺术性ꎬ具
有欣赏价值ꎮ 会给茶者带来赏心悦目的愉悦感ꎮ

中国茶器朴素大方、雄浑幽玄ꎬ蕴涵东方古典美

学的基本特征ꎮ 茶器种类繁多ꎬ宜兴的紫砂、五大窑

的瓷器、景德镇的青花ꎬ让人叹为观止ꎮ 五大窑指的

是天青月白的汝窑、雍容华贵的官窑、色釉窑变的钧

窑、晶莹开片的哥窑和白釉印花的定窑ꎻ青花瓷以景

德镇最为有名ꎬ釉质白里泛青ꎬ造型美观大方ꎬ装饰古

朴典雅ꎬ瓷器底部的文字或图案款识种类繁多ꎬ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ꎻ而宜兴的紫砂壶堪称引领现代茶壶

的典范ꎬ它造型美观ꎬ风格多样ꎬ文人紫砂尤其独树一

帜ꎬ既可以用来喝茶ꎬ也可以休闲把玩ꎬ还可以作为艺

术珍品来收藏ꎮ 古人习惯于在茶具上题写、雕刻诗

文ꎬ目的之一在于烘托茶具使用的人文氛围ꎬ让人陶

醉在引起诗意反应的人文意境中ꎮ 同样ꎬ人们亦崇尚

在茶具上绘制、雕刻诸如松、竹、梅以及花、草、瑞兽之

类的图案ꎬ意在烘托“在乎山水之间ꎬ在乎诗文之间ꎬ
临江溪ꎬ对青山”的自然意境ꎮ

在文化传播方面ꎬ茶道这一文化符号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ꎮ 回顾历史ꎬ我们会发现ꎬ中国茶道的外传不

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ꎬ而且成为

其他文化形式得以流传的主要载体ꎮ 比如ꎬ中日茶道

之间的交流ꎬ最早是永忠、空海、最澄和尚将中国唐代

的煮茶方式传回日本ꎬ并且在天皇面前献茶ꎬ很快就

在官僚贵族上层社会推广开来ꎻ宋元时期ꎬ日本的荣

西和圆尔辩圆等僧人又将中国佛教寺庙中的茶事活

动引进日本ꎬ后来在明清时期在千利休等人的手上形

成了高度成熟的茶道艺术ꎮ 中国福建出产的曜变天

目茶碗ꎬ曾在日本风行一时ꎬ成为传播茶道的重要标

志ꎮ 即便在当代ꎬ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ꎬ在文

化符号层面ꎬ最终得以充分和有效的实现ꎮ 众所周

知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异质文化ꎬ在思维模式、文
化传统、核心价值、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ꎮ
但通过文化符号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弥合文化之间

的距离与差异ꎮ 比如ꎬ西方世界认识中国ꎬ是通过丝

绸、长城、故宫、京剧、茶道、中医等文化符号来实现

的ꎮ 中国人认识西方世界ꎬ也是通过电影、芭蕾、咖啡

等文化符号实现的ꎮ
不同国家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不同信仰的人ꎬ在

茶的面前ꎬ地位都是平等的ꎮ 无论是东方人ꎬ还是西

方人ꎬ人性都是相同的ꎬ因此ꎬ都能感受到好茶的美

味ꎬ都能体会茶艺的美ꎬ感受到茶道的魅力ꎮ 茶为载

体ꎬ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生命价值ꎬ本身

跨越了国界、种族与文化的界限ꎬ这正是茶道走向国

际的文化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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