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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饮视域下的工夫茶文化——基于潮人工夫茶文化的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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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夫茶是清饮茶方法中最适于品茶的一种方法，它是后国饮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

分，承载着当代及未来国饮茶文化向更深、更广、更好发展的使命。在国饮茶文化视域下，工夫茶文化基

本可定性为起步和普及的时间最晚，但其生命力体现和受欢迎的势头却最为强劲，已经初步呈现出能够导

引未来社会茶饮方式的主流态势。本文试以通过探求工夫茶与国饮茶事的文化关系，进而拓展到工夫茶对

现代及未来茶事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应有的意义与魅力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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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ongfu tea is the most suitable method for drinking tea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 drinking culture in later countries. It bears the mission of deeper, wider 
and better development of tea drinking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tea culture, Gongfu tea culture can basically be defined as the latest time to start and popularize, bu
t its vitality and popularity are the strongest, which has initially shown the mainstream situation that can gui
de the future social tea drinking styl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ngfu t
ea and national drink, and then expand to the influence of Gongfu tea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f
uture tea, as well as its due significance and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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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夫茶文化是国饮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饮一词的基本涵义，系指大基数的国人皆以

之为饮，它包括了酒饮、茶饮等等。由饮而生成的

酒文化、茶文化，乃至咖啡文化，都属于基于饮品

而建构的文化事象。然而，就其饮事范畴的文化内

质而言，国饮茶文化无疑是集合了传统优秀文化的

精华于一体，是具有儒释道精神文化聚能特性的饮

事文化，同时，她还是具有全人类大文化属性的物

质之饮与精神之饮兼而备具的文化。在所有的饮品

文化中，茶文化的养生、养和、共生、共赢特性，

相对同属于饮品文化的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

化等最为突出。无可否认，国饮茶文化依托于茶和

茶事的味趣、情趣以及审美和哲理意涵的正向估值

最高，最富于提升人类精神文明格局的特质。基于

文化内质的比较可以确认，茶文化与其他饮事文化

的最大差异性在于她最为具有人文关怀的健康性和

普世性。无论对社会个体的身心养益，还是对社会

群体的精神塑造，乃至对推进人类社会向和发展，

国饮茶文化都具有钩深致远的文化裨益。反观茶文

化之外的其他饮品文化，其内嵌于人们精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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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应于人生的积极意义，显然就会逊色很多。 
中国茶饮几千年，茶之为用也经历了从药用到

食用、再到饮用的数度有序嬗变。茶饮方式的改变

和茶饮文化的演进革陈，也都足以说明国饮茶文化

是在不断扬弃中向前发展的，而属于国饮茶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的工夫茶文化，则是在经历了扬弃过程

之后的最为广受欢迎、最能产生流量的后来者。纵

观国饮一千两百余年，在茶事方法的进化规律和胜

汰法则作用下，唐碗、宋盏的煎茶法和点茶法，被

壶冲杯饮的撮泡法所取代；大壶大杯的冲泡方式又

被小壶小杯的工夫茶所替代。这一更替起码表明，

唐宋以降的饮茶器具和方式的发展，明显走出了一

条由大变小、由粗而精的路子，而工夫茶在国饮茶

事方法中的最终走出来也有其顺理成章的必然性。

譬如，在整个茶事演化与数度迭代的过程中，工夫

茶以其内在的精致、雅致，宜品、宜修和共情共味

的特点及优势，使其具有了“情、美、理、趣”[1]

兼包并蓄的文化意涵，尤其能使之与现代人以茶养

生的根本需求相契合。 
作为国饮茶事方法中最宜品茶的工夫茶，实际

上它是在经历了几百年以闽粤为主的“在地化”之

后，最终才成为了现代人广泛崇尚的品茗方式和文

化传播方式。诚然，茶文化的社会化进步是工夫茶

文化较快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们对品质生活

需求的快速增长促使了工夫茶文化明显进入一个历

史上循环。反过来看，工夫茶文化的较好普及与升

温，又会助力国饮茶文化向着茶文明的更高层级发

展，进而有利于促进整个国饮茶事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倘使就当下时代的广泛性选择结果来看工

夫茶的鹊起之势，其实这种应然和实然已经展现在

了世人眼前。 
事实上，回观国饮主流茶方法的千年历史更迭，

工夫茶称得上是茶饮方式的一种经典迭代。之所以

叫“工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

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工夫。此工夫，乃为沏泡的学

问、品饮的工夫[2]。尽管在它之前已有茶事技艺相

当成熟的煎、点茶法，但工夫茶却以最适宜品茶而

成为了茶文化大时代的热门习尚。究其根本，它的

优势主要集中在了小杯品饮、讲求工夫两个方面。

我们看见，在工夫茶的历史上有立万之说的典籍《梦

厂杂著•潮嘉风月》写道：“（潮州）工夫茶，本诸

陆羽茶经，而其器具更为精致”。很显然，“精致”

二字是它的关键词。同时也因为其固有的精致和雅

致，才从根本上契合了现代社会养生意识普遍升维

和人们关切品质生活的茶事诉求，因而使之赢得了

亿万茶众的由衷喜爱。 
需要作进一步了解的是，上述《潮嘉风月》中

所写的工夫茶，其真实场景和背景，是该书作者俞

蛟对清朝中期潮州地方工夫茶的真实叙述。该段文

字的历史意义，除了它具有对潮州（府）工夫茶的

客观评价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它还是将“工夫

茶”三个汉字首次载入了史册，完全称得上是对工

夫茶文化的一次重要提升，因而它在整个国饮茶文

化中也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应该说，《潮嘉风月》

的可采信价值，历时已有两百二十多年，尽管它并

未证明工夫茶的源头何在，但却证明了工夫茶在国

饮茶事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先在性。倘以

贴近历史的角度去品读和解构“工夫茶，本诸陆羽

茶经，而其器具更为精致”的实质意涵，我们可以

并且应该去作如下两点展开：一是推究“本诸陆羽

茶经”的涵义，应该是指工夫茶“文化”本诸陆羽

茶经，而不是指工夫茶本身就始自唐朝。二是除了

“其器具更为精致”以外，工夫茶的冲品茶技艺和

道法，以及其人文精神更有精致。这也是三杯成品

的工夫茶之所以能够以其独有的魅力，快速变身为

现代主流茶饮方式的根本所在。 
就此，我们不妨将工夫茶文化的本质功用与马

斯洛的“五大需求论”做个对应性联系，即可看见

三杯成品的茶饮方式体现于生理养身和心理养性的

作用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载体或手段，

它是物质与精神两大需求贯通度极高的完整建构。

一方面，工夫茶能够满足茶饮参与者自身的生理、

社交、健康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满足茶饮在

场者互系的心理、尊重、以至精神境界的升阶需求。

换言之，涵括于工夫茶性用之中的，历来都不是单

一维度的喝茶，“茶之饮用，从原来的物质性层面，

上升到具备精神性意义与审美性追求的层次”[3]，

是一种最接近于《说文解字》的“品”之定义，最

吻合于张源《茶录》“三四曰趣”之本义的品茶方

式。归结于一句话，工夫茶的根本之用，是在讲求

工夫基础上的品茶饮趣、修心养性的上好载体。 
纵观古今之国饮茶事，国饮之茶没有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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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之茶饮的方式却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以

工夫茶为例，如果往前倒推三十年或五十年，它还

只是盛行于闽南、粤东局地性的饮（食）茶方式，

而如今，工夫茶已经强势遍布全国各地，基数占比

达到了国内常规喝茶五亿人的过半比例。大概念的

工夫茶，包括潮州工夫茶如此受欢迎的势头以及在

更大范围的快速普及，这与历史上曾为主流的其他

茶饮方式和方法对比，起码能够看出这种具有精文

化特质的品茶方式，在趋势上和基数上，其升率都

非同一般。 
2 工夫茶在茶饮方法中的定位和意义 
中国茶饮方法涵括了煮茶法、煎茶法、点茶法

和撮泡法四大不同阶段。其中，四大饮茶方法的时

代对应，大体是唐朝之前的煮茶法，唐朝中期的煎

茶法，宋代开始的点茶法，明代以后的撮泡法。与

四大茶饮方法相关联的汉语言表达方式，也是从最

初的叫做食茶，发展到唐代的称为饮茶、吃茶，再

到元明以后出现的喝茶、品茶。显而易见，不同阶

段的语式表达也与国饮方法的变化在大的时代上趋

于同步。其实，饮茶方法的变化离不开社会文明前

行的脚步，从为期最久的煮食茶法可以看出，“混

煮羹食”和“生茶苦饮”[4]是其显性特征。中唐以

后的煎、点、撮三者则属于脱离了“汤渣同吃”[5]

的清饮茶法，而工夫茶又应归属于撮泡清饮法的高

级形态。它与煎、点茶法乃至同属于撮泡法的其他

茶方法（诸如大杯茶、大壶茶、盖碗茶等）的根本

区别，在于其器具和方法的不同，由此产生的茶事

情趣和品饮旨趣亦有不同。 
从中国汉语的八大语系来看，在闽南语系的潮

语方言用语中，至今的音义表述仍旧为食茶。而它

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无论形式或内涵、也无论语音或

语义，这种看似古老的“食茶”本质上即为品茶，

而且是最能代表国饮“烹治之法”的品茶。延续至

现代的潮人食茶、食工夫茶，与其他喝茶方式，乃

至与闽台工夫茶都有其明显的区别，其中最为显著

的是一套茶盅具三个小茶杯，而且摆成品字型，这

就是它的标志性符号。这个辨识度很高的茶饮器型

也说明了潮人食工夫茶并非是单冲独饮，而是以三

四为常的同品共饮。况且，三杯成品的工夫茶，其

突出点恰是在于崇尚精致、习尚精雅、举措高超、

味道并重，所以说，它能够给茶事中的品茶饮趣做

出了“品”的率范、为茶修上的籍茶而修拉高了“雅”

的分值。此外，在历史的沿革和赋予中还可以清晰

地看见，工夫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能够下沉到百姓

日常的茶事载体与表达情感的载体，而且其去阶层

化的特点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潮州工夫茶艺相较于四川长嘴壶茶艺、徽州茶

道、北京盖碗茶艺和宜兴紫砂壶茶艺等现今国内具

有代表性的茶艺类型或地域流派，更加讲究礼仪程

规、道器圆融、天人合一，是茶技艺与茶道精神理

念的完美融合[6]。成型于“壶冲杯饮”的工夫茶法，

倘若就其年代而论，最迟也不迟于明代的中后期。

华南农业大学张凌云主编的《中华茶文化》称工夫

茶到现在已经“具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然而，这

里就需要我们去看到和关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唐

代的煎茶法和宋代的点茶法，尽管它们都曾创下过

历史的高点与辉煌，甚至还玩出了登峰造极的茶百

戏。但是，仅就其构成主流茶饮方法的时间周期而

言，前者是两百年，后者也不过四百年，而小杯啜

饮的工夫茶至少到现在已经完美地走过了四百多年。

从单一的时间维度比对就可以看出，工夫茶法已经

盖过了前面清饮法的所有高点，尤其是它的生命力

显然得到了时间的肯定。设若从二十一世纪后的陡

然放量和持续热络的程度看，工夫茶的生命力比曾

为清饮主流的煎饮茶法、点斗茶法不仅仅是明显地

高出了一筹，而且它还能够使普通的茶事生活具有

更高层级的美感意义。就现在的茶情势看工夫茶，

完全可以断定它的受众群体还远未到达峰值，在可

预见的未来若干年甚至是若干世纪内，更适于满足

人的生命情趣、更能提升人们品质需求的工夫茶方

法，仍将会持续地显示出它的活力与魅力。 
总的来说，工夫茶文化是充满了审美情趣和人

文关怀的茶饮文化，她在能够让人体味茶滋味，体

认茶情趣，体悟茶义理的味、性、道诸方面，都会

有更好的给予和反馈。推究工夫茶的核心要义，说

白了就是以冲出一泡好喝的茶为取向的讲工夫、用

工夫和品工夫，这是它的灵魂，也是能够给人的口

感和心情带来愉悦的高光亮点。尚且，就可比性而

言，工夫茶的冲品茶方法，其媒介作用值和美学意

趣、哲学意涵以及人文关爱，都具有明显高出其他

茶饮方法的可比较之处。譬如，体现在冲，它是一

种“举措高超”的技艺和圆融；体现在品，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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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精致且周致的人文表达；体现在情，更是能够彰

显一种大口径的亲和力；体现在趣，恰恰又是融合

了味趣情趣、事理哲理为一体的趣味和情理要义之

大成；体现在用，则可看见它是由最初的与青茶类

相匹配，发展至目前已基本涵盖了六大茶类。 
3 工夫茶的生成与其成型的历史探寻 
作为一种冲品茶方式方法的工夫茶，有关它的

初始形态及生成于何时何地，学界对此并没有一个

统一的说法，从古代茶书中也难于考证。然而，寻

根工夫茶的初始形成条件，离不开壶冲杯饮这个大

前提，其中的重点则是关涉和考察它的器物和文化

两个方面。茶文化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也是茶具不

断演变和更新的结果,不同时代的茶具体现了不同时

代的潮汕工夫茶文化[7]。可资考据之一是，壶冲杯

饮的历史可以还原至相关器具的最初形成，由此去

寻踪小杯小壶和泥炉砂铫的出现，很显然，它是从

碗饮、盏饮到大杯饮、再从大杯向小杯的过渡。籍

此可见，工夫茶的肇始与散茶撮泡和崇尚精致的人

文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既然工夫茶的小杯小

壶，包括后来的盖瓯，都是由碗而盏、由盏而杯的

演进的结果，那么也就应当肯定，小杯小壶及盖瓯

冲泡的人文结晶是崇尚精致、崇尚工夫。在这一点

上，它又与潮人崇尚精文化的特点非常契合。回观

明朝的初期到中期，已有的相关文献也记载了潮州

早期生产的茶用青花瓷器（高身长嘴壶）、泥炉砂

铫，以及宜兴紫砂小壶（最为代表性的孟臣罐）等

的历史事象和文化遗存，都能确认它们是工夫茶的

较早形态和身份追溯。包括上述所列的煮水炉具和

冲泡茶器具，虽然它在发轫之时并不似如今的这般

精致，但也已具备了工夫茶器具的物态特性，依此

可纳入早期工夫茶的基本考据范围。其二，明末清

初岭南才子陈恭尹的存诗记载：“白灶青铛子，潮

州来者精。洁宜居近坐，小亦利随行。就隙邀风势，

添泉战水声。寻常饥渴外，多事养浮生”[8]。这是

一首指向明确的潮州工夫茶器用诗赞，评价精准全

面，具有较高的工夫茶历史溯源价值。虽然基本可

以确证该诗作已有将近 360 年，但仍然可以断定，

成诗的时间点（大约是 1664？年）还不是最早的工

夫茶起始点。所以，追溯工夫茶的生成时间至少还

要前看一百年，也就是说，大概的时间段是落在了

明朝嘉靖至万历年前后。从上列举的器物和文化两

方面的对撞，基于散茶撮泡的冲品方法进一步演变

成为更趋精致的工夫茶，其大概的历史源头也就可

以追寻至明代中偏后期。 
现代人所接触和认知的工夫茶，从通识意义上

说，基本是以闽、台、潮三大工夫茶为代表。其实，

依凭文献记载去看三大流派，闽南、粤东工夫茶为

最早，台湾工夫茶的历史为最晚（多有论述可证，

它是从上世纪中叶才开始盛行）。所以，写于清末

民初的《清朝野史大观》和《清稗类钞》两本史书

中都未提及台湾工夫茶，只是叙说了“中国讲求烹

茶，以闽之汀、漳、泉三府，粤之潮州府功（工）

夫茶为最”[9]。不过，应当承认台湾工夫茶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发育步伐较快，加之有一大批

茶文化人的推广和推动，其影响力度较大，以致后

来的福建工夫茶也逐渐向台湾工夫茶靠拢，尤其可

见，公道杯和闻香杯也都成为了它们共同的标配。

台湾工夫茶也因之形成了工夫茶三大流派中的一个

较有代表性的流派。 
4 潮式工夫茶的人文特点和历史底蕴 
与闽式工夫茶和台式工夫茶相对应、自成一体

的潮式工夫茶，以其三杯成品为标志，最能呈现出

对传统的食茶方式和器技、味道的坚守，而且其人

文传承更有独特之处。由此形成了可供与闽式、台

式工夫茶相比较的看点、亮点和特点。 
首先，潮式工夫茶的最大看点，是由潮人食茶

习尚所决定的艺术化的生活化特征非常明显。具体

呈现为十分讲求食茶工夫的砂铫煮水、三指滚杯、

高冲低酾，以及不用公道杯也能保证三杯茶汤的色

香味、质和量的一致性，因而使每一泡茶汤都充满

了精美、雅致、动态的视觉和心觉之美。除此之外，

表现为文化底蕴，它还另有两大特别之处：一是“潮

州工夫茶（艺）”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遗

名录；二是在工具书《辞源》工夫茶条目下，对它

作了专门的词条注释，其原文所载为：工夫茶——

“广东潮州地方品茶的一种风尚”。从其人文传承

角度看，潮人群体三千万，海内海外各一半。潮人

食茶文化的硬核不止是其族群分布 1：1 的特殊性，

更在于它的工夫茶传承也有特殊性。众所周知，国

内的一千多万潮人群体都食工夫茶，海外的一千多

万潮人也同样都是工夫茶文化的传人。无论国内或

者国外，只要是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工夫茶。工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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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分地域、不分性别、没有代差的都能够玩转三

个小杯摆成品的“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是一

个世界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潮人食工夫茶的方式

不仅仅是代表了品茶雅尚的一极，而且它还是一种

具有完整程式化的品茶文化。 
其次，潮式工夫茶的显著亮点，主要集中在它

的亲和力与生命力都很突出。表现在亲和力方面，

是指它有很浓的茶情味和人情味。在日常社会交往

活动、礼俗生活中，以茶孝亲、以茶待友、客来奉

茶等茶俗、茶礼成为普遍认同的公序良俗[10]；表现

为艺术审美则在于它有很好的色香味和器技法之美

（或可称之为茶事“六美”）；表现其生命力体现，

能见度比较高的是它有很强的韧性传承。丰富多元

的茶味趣、茶情趣、茶雅趣、茶意趣综合体现在潮

式工夫茶身上，构成其文化亮点的总括，就是它在

每一杯茶中都充满了“情、美、理、趣”的工夫。

这也正是潮式工夫茶的亲和力与生命力的根基。 
再次，潮式工夫茶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有很强的

人文个性，其中的“茶三酒四”、“三杯成品”和

“自然、至简、生活化”，均可谓是潮式工夫茶最

具内核性质的文化特点。除此之外的泥炉炭火，讲

求工夫，三指滚杯，高冲低酾，关公巡城，韩信点

兵，又都可以称得上是潮人工夫茶的文化认同。同

时，这也是能与闽、台工夫茶形成区别的文化标识。

另者就是将潮人工夫茶文化的“茶在米前”的排序、

“茶灶香龛平”的传承、“食茶四不分”（不分家

资有无，不分士农工商，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

在外）[11]的习尚等，放在国饮茶文化的大视域中去

考察比对，也无不凸显其独特的人文个性化。潮人

食茶文化的纵向传承、代代相接的特点，不仅强化

了潮人食茶的上述个性，从而在国饮茶文化中占有

很重的分量，而且它还在家文化以及家族文化的维

系中，也能具显很强且很鲜明的独特性。 
将器具简约、充满圆融的工夫茶事具体投射在

家庭方面，无论对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和没有血缘

关系的大家庭，同样都会产生超乎于茶的和合效用。

小家庭不待赘言，大家庭呈相多元，但无论如何，

只要有了工夫茶就像是有了一条温馨的纽带，就会

多了一些共同的话语和人文雅趣。工夫茶道所创造

的精神财富包括民俗文化、礼仪传统，同时也是道

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12]。其实，就工夫茶文化与

儒释道精神的融合度而言，儒家之礼，道家之敬，

佛家之慈悲，在这杯不足半两的茶汤中无不带有强

显的折射和浓醇的体现。事实上，一切与优秀传统

文化有关的智慧结晶都可以与茶融合[13]。但凡在有

工夫茶的地方，无论是否存在血缘关系，它都会是

一个凝聚了茶情人趣、氤氲着“正真和雅”的小道

场，都会在释放家和概念的“和气”、“和雅”、

“和敬”、“和合”，乃至在保持健康的伦常生活

诸方面，都可以很好地沏泡出一种“和文化”的味

道与力道，显现出它的积极的社会意义。例如，在

工夫茶极为盛行的粤东三市能够见到它有显性的

“两低”特征，第一是平均离婚率全省最低；第二

是新冠染患率全国最低。显然，籍由工夫茶浸润而

生成的“和”功力，以及在大疫情下呈现出的免疫

力，都有其不可小觑的实际效验。 
除了上述，工夫茶文化在力行孝道文化和礼序

文化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工夫茶的人茶互味乃至与

人情世故的文化衔接，实际上是把重茶德、讲茶礼

贯穿在了每一泡茶的全过程，这是一种对孝道体现

之“德”文化，人情体现之“礼”文化的最好诠释。

潮人之于工夫茶可谓久负盛名，如果说家是（工夫）

茶的港湾，那么，（工夫）茶就是人的依恋，人之

于茶的关系，莫过于潮人潮语一千年都将茶放在了

米之前。茶米，是所有潮人对茶的称谓；食茶，又

可谓是工夫茶人不懈的日课而不可或缺。无论置身

在有边际的小家庭抑或在无边界的大家庭里，工夫

茶文化始终都在释放着一种浓浓的茶趣味和茶情味。

譬如，浸淫在一泡茶中的先人后己，先长后幼，先

宾后主，这个伦理次序客观上是伴随着茶汤而落腹，

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主观上时时唤醒并滋润着工夫

茶的文化自觉。在潮人食茶、食工夫茶的文化中，

只要是能够坐在一起的，就会同样享受茶民待遇，

就能感受到工夫茶的茶道“四境”之美，而且，这

种充满着“情美理趣”的工夫茶文化还会很好地拉

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潮人工夫茶文化的韧性传

承特点相当突出。我们看到，中国茶文化有过千年

辉煌，但同时也有超过一个世纪的下行乃至至暗时

期，彼时的茶和茶文化同样都跌落至低谷中的低谷。

概括那一时段的惨淡状况，诚如王旭烽教授在《茶

文化通论》中所写到的“中国人品饮茶的外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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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在心情，都已然丧失”。毫无疑义，国饮茶文

化的物态和文化两大方面，在这种至暗时段都出现

了明显萎靡乃至形成断流。然而，能够与之形成对

比的是，潮人工夫茶文化在此低迷的际遇中非但没

有出现同步枯竭，反而却是依托着百姓日常生活化

和东南亚海外潮人工夫茶文脉香火的较好延续，呈

现出了韧性超强的传承特点。 
颇有说服力的是，在 2018 年首届国际（深圳）

工夫茶大赛中，冠军得主是来自马来西亚籍的潮裔

后生刁伟廉。他之所以能够在美女如云的国际茶事

大赛中用实力证明了海外潮人工夫茶的底色和底力，

与整个东南亚潮人工夫茶文化的代代相传关系甚密。

籍由于此，完全可以采信始自红头船时代的东南亚

工夫茶中有潮人的影子，潮人工夫茶文化显然又得

到了海外潮人的加持。两者的互系互补，才使潮式

工夫茶在国饮茶文化的学统与道统明显式微、传承

几至停滞和中断时期，非但没有出现大的断裂或断

流，相反地，作为一种族群性的食茶文化却能够在

逆境中反哺国饮茶文化，为丰富国饮茶文化的时代

内涵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综上可见，工夫茶是在国饮视域下茶事文化传

承的一个经典范例。海内和海外工夫茶的同一文脉

和裙带关系，最终成全了潮人食茶文化的未曾断带

和韧性传承特点。 
5 工夫茶之于“静定慧”的哲学意涵及其在品

茶和茶修层面的有益之用 
工夫茶的冲品茶形式和方法，客观上决定了工

夫茶事所必需的事茶备器，静待水开，定神冲泡，

慧心待茶。这些喝茶饮味的必需过程，不仅要求事

茶人在静下来的同时需要内定心神、外和体性，且

从既合医理也合哲理的角度，也要求通过静来祛除

躁气、增进内和，以求达成品茶饮趣的最佳效果。

有了因茶而来的由静而定，由定而慧，使茶道意象

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抽象的概念层面，更为世人所关

注的茶道能够进入喝茶人的意义世界打开了一扇方

便之门。 
工夫茶之于“静定慧”，其核心体现是充满浓

情厚味的茶情、茶美、茶理（礼）、茶趣。这种缘

自于工夫茶的茶情味和人情味，与任何一种茶方法

相比较都是最浓的；其色香味和器技法又是很美的；

其冲品茶的程式方法也是完整的；其因茶而来的趣

味之雅更是多元的。寓茶情、茶理、茶趣于小杯慢

啜的品茶方式，不失为是以茶修心的可取的路径。

一方面，通过静心修习它能够调节生活节奏，从中

“获得从容、灵动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义”[14]，能

够让人在充斥着浮躁气的社会中得以实现心神的闲

静和心灵的安顿，让心情、心性，乃至灵魂都得到

较好的调节和舒放。另一方面，“但若能静下心来，

认真去品赏这杯中之物，就不仅仅是陶冶味中的内

在，而且还能多出几分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保障。除

此之外，细细的品味，还能品出茶的层次，品出茶

的滋养，品出茶的轮回的不二法门”[15]。所以说，

静下心来的喝茶、品茶与茶道修习，能够使形上和

形下的味道之美很好地滋润我们的心灵，使儒释道

三合一的养生智慧更好地赋能我们的人生，从而不

致使品质化的生命追寻总是悬在半空而难以落地。 
倘就常态化茶饮的话语方式而言，喝茶与品茶，

无疑是高频于茶事之中的一对概念。其实，这二者

间的字义和语意所包含的内涵和外延，皆因狭广两

义而存在着明显的异同，对于表现工夫茶之“静定

慧”也大有差别。广义的喝茶当然地包括了品茶，

但狭义的喝茶仅仅是把茶的液体咽下去。品茶的精

细度和萃取度要高于喝茶，它会更多地侧重于精神

层面的需求。形象地概括品茶的应有之义，就是既

喝茶味也饮茶性的双重汲取。由味及性，由品及悟，

由茶至心，都是基于品茶的思想性纵深拓展，其向

度和终极获取在于茶的本真味、道。当中国茶文化

有了自觉的“品茶”追求后,茶之饮用,基本上就从原

来的物质性层面,上升到具备精神性意义与审美性追

求的层次[16]。很显然，喝茶喝的是色香味，品茶品

的是术法道，这就是狭义喝茶与广义品茶的最大区

别。 
从茶事与茶修的关系上说，茶事是茶修的依托

和载体，茶修是茶事的追寻和目的。其中，茶事修

习的本质方法显然是以品茶作前提，不太可能是依

凭“把液体咽下去”[17]的“喝”来行茶修之事。在

品茶以至茶修这一茶事事象中，品茶味和悟茶性就

成为了本我所求的核心内容。从方法上看，讲求品

茶的方式，注重品茶的旨趣，以及从品茶开始的内

观茶性、反思茶德、恭行茶礼、体悟茶道等，皆为

茶事修为的首要之义。 
工夫茶之于常态性的茶事修习，以及用之于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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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养性，起码可以体现出下述几个方面的优胜之

处。其一，小杯慢啜，细致周全，讲求真味，在器

用和技法上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方便对茶味和茶性

的汲取。其二，工夫茶的审美意趣和旨趣皆具普世

价值，尤其是工夫茶的可以“术道同修”，更加适

合不断增长的文化休闲与茶道修习的内在需要。其

三，工夫茶不同于大杯茶、大碗茶、盖碗茶，以及

新茶饮等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既有一定的仪式

感而不被冗繁的仪式侵夺了喝茶的本义”[18]的一种

方法。此中包含了两个要义，一是不做作，不杂味，

以求其真。二是既有艺术美感，又有生活气息，更

有人文体贴，尤其能够彰显其道。体悟茶的真味之

味、觉悟茶的道之所在，不仅是品茶的要义，而且

是茶修的法门。其四，在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同时，

还能够观照人与物、人与己、人与人之间的灵性相

通和情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它能够给人带来

更高的舒适体验和生命体悟。其五，依托工夫茶的

茶事修为，既有益于体味“天地人和”的东方哲学

大意趣，也有益于促进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人文

素养的较好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素有“百善孝为先”的伦常教化，

概述其基本的思想内核是认为“善”和“孝”，不

仅仅是对长尊、对他者，同时也包括了基于珍爱生

命本体的善待自己、自厚己身的“善”和“孝”。

毋庸置疑，喝茶、习茶和茶修是提高自善能力、获

得自身健康（包括身心健康和思想健康在内的），

从而提升施善、施孝的行为能力和能量水平的良好

途径。喝茶以至茶修，首要的就是修善念、修孝道，

这是建基于对善往者善返、孝人者孝己的人性修炼

的基本认知。其实，就茶修的旨归和方式选择而论，

具体的方法与真谛的追寻要二者兼顾，用更好的茶

修方法可以更好地提高茶修福报的斜率。 
理所当然，茶修之事其所侧重的是“借茶修为，

以茶养德”[19]。然则，以茶修善、知善，以茶修孝、

行孝，其所依凭的方式或载体也具有多样性可以选

择，比如，煎、点、泡三大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可

以用，但其中必定会有一种更适合于品与修兼容兼

得的方法。我们认为小杯慢啜的工夫茶，它既有利

于物质性的吸收以养身体，更有益于精神性的“补

钙”以和情性。从人何以为人的哲学角度去审视自

者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生命法则，善、孝之修，

理当成为更多人的关切、思考和选择。 
结语 
放眼现象级、世界级的茶事茶文化，工夫茶的

世纪已经来临。如今的茶饮茶事和茶道的大景观，

可以笃定地说是其形光耀中天、其势波澜壮阔。然

而，茶事和茶文化都不是凭空之道，无疑都需要一

个恰当的载体。而工夫茶则是与煎茶法、点茶法，

甚至与同属于撮泡法的其他方式可比较的更适于品

茶、更能够载道、更利于修身养性的载体。工夫茶

因其讲工夫、用工夫、品工夫而衍生出来的诸多之

益趣，不仅能够证实它是绝佳的品茶方式，而且还

能自证它是自带流量的茶修选项。 
工夫茶的工夫，不仅是冲泡茶和品饮茶的工夫，

它还是一种人文传承的工夫，是集有限的俗与无限

的雅于一体的工夫，总括其要点就是冲出一杯好喝

的茶的工夫。而冲出好喝的茶必然需要有心上工夫

和事上工夫，显然，这就与阳明心学“合着本体的，

便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20]有着很强的

文化继承关系。此外，从文化认知上还有一点需要

给予关注到的是，工夫茶文化在同时具有“茶之十

德”的基础上，它还具有可以复加和广为可用的“五

合之德”——圆融合和之德；礼敬合序之德；雅性

合情之德；悦己合人之德；宜品合修之德。 
工夫茶是国饮文明进化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和哲

学意义的茶事载体，在茶文化大时代全面到来时愈

发显现出它的活力、魅力与生命力。对此，我们不

妨以积极的态度去深加体味和着力发掘工夫茶的文

化养益，品味其中的“情、美、理、趣”之茶道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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