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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茶--认识与展开》是《禅茶文化论坛丛书》系列之一，是由关剑平主编。
禅茶文化论坛包含了学术与实践两方面的研究和总结，杭州市佛教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禅茶
研究中心计划每年支持举办一次具有学术原创性和实践开拓性的禅茶文化论坛；为禅茶研究提供科研
经费，鼓励研究的深入展开；最后将这些研究成果社会化，供社会各领域、佛教各寺院、茶艺各流派
参考、借鉴、批评。
“禅茶文化论坛丛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其中的论文集系列在论坛的与会论文的基础上编辑。
此外还有一个专著系列，汇集出版国内外研究者个人的研究专著，最终将集中全世界以禅茶为中心的
茶文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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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禅茶的历史认识与现实展开
一、基础问题
  珠光的印证书——圆悟墨迹
  关于日本茶文化史上“茶禅一味”由来的考察
  从茶道看日本文化中的佛教
二、文史研究
  佛教对饮茶普及的影响——以唐代历史与文献为例
  北宗禅对唐代茶文化的贡献
  论佛教与茶业经济的发展
  唐代诗僧皎然与陆羽的交往诗及其茶诗辨析
三、清规研究
  《禅苑清规》丛林茶礼研究
  略论《敕修百丈清规》中的禅茶制度
四、美学展开
  中国传统的茶禅美学思想研究
  作为艺术的禅茶
  紫砂壶中的茶禅文化意蕴探究
  茶味与禅煮语默此皆清——浅论唐代禅茶诗化的虚实与隐显
五、整体认识
  禅茶文化研究综述
  人、茶、禅的文化交互关系——禅茶文化的重新探解
  浅谈禅茶文化思想和意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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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佛教在日本具有国教的地位，僧侣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阶层，而作为文
化交流的使者的僧侣所传播的中国文化自然而然靠近佛教。
就拿发生在平安时代（781—1184年）的首次茶文化传播来说，著名的留学僧永忠、空海、最澄等都有
关于茶的事迹传世，日本正史最早的饮茶史料就是《日本后纪》中的大僧都永忠向嵯峨天皇献茶，事
在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
传播到日本的唐朝茶道在日本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弘仁茶风”，可是之后的三百年中只有在季御读经
中行茶的零星记载。
“所谓季御读经是指春秋季在大内讲读大般若经。
行茶是向僧侣供茶。
中宫、东宫相同。
”①因此而被称为是茶文化沉寂的三百年。
 到了镰仓时代（1185—1333年），日本再次传播中国茶文化的使命仍然落在了僧侣的肩上。
荣西两次渡宋，最终带回日本的不仅有茶叶、茶具等“硬件”，还有制茶技术、饮茶礼仪等“软件”
，再以其权威性鼓吹饮茶有益于养生，撰写了《吃茶养生记》。
与永忠向天皇献茶不同的是，荣西献茶于将军，反映了日本世俗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首先接受宋代
茶文化的主流阶层。
于是宋代茶文化成为日本茶道的出发点。
在之后的约二百五十年里，日本从模仿到创造，有意无意地对宋代茶文化作了最大程度的改造。
 镰仓时代的饮茶以寺院为中心，以药用疗效为卖点展开，为日本茶文化谱写了佛教的基调。
14世纪到15世纪前半，作为嗜好饮料的饮茶习俗形成了。
在南北朝的动乱中兴起的武士阶层，特别喜欢新奇、奢侈的东西，这种观念同样也应用于茶会。
在14世纪末的著述《吃茶往来》中就有这样的茶会的记载，特点就是豪华、热闹，最后酒足饭饱，大
醉而归。
斗茶的游艺也流行开来。
在斗茶中往往有非常丰厚的奖品，因此斗茶也就成了争奇斗胜的赌博。
总之，娱乐性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发挥，而佛教的成分却越来越少。
 室町幕府的将军既是武家文化的缔造者，也是公家文化的新继承人。
他们收集了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工艺美术品——唐物，并且融合进茶道，书院茶道此时应运而生。
书院茶道在书院式建筑里举行，主客席地端坐，主人庄重地为客人点茶，一扫南北朝时茶会的喧嚣。
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专家，成为将军、大名的艺术侍从，能阿弥、艺阿弥、相阿弥是他们的代表，从名
称上也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
从日本茶文化通史的角度看，这些时代的饮茶的主流是对于中国唐宋茶文化的模仿，以及在时代的经
济、文化大背景之下的调整与改造。
中国的饮茶属于全社会，而日本由于传播者，首先属于僧侣，然后属于朝廷（公家）或独揽朝政的将
军（武家）。
改造的结果，与引进的中国寺院茶礼相比，佛教严肃的要素减少了，而世俗娱乐的色彩增强了。
这背后还是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世俗化也是日本佛教的一大特征。
坂本太郎在分析日本早期的佛教时指出：“佛教是圣德太子文化立国的基础，在这个时代，佛教并不
仅仅是作为信仰的宗教，而是包容一切新文化的广泛的文化体系。
佛教的兴起，也就是整个文化事业的繁荣，尤其艺术的发展最为显著。
”茶道就是艺术，再具体一点说是生活艺术，也就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与佛教保持着最紧密的关系。
其实佛教与日本文化的这种关系至少保持到了明治时代排佛。
在历史上，像镰仓、室町幕府的武士们一旦要回归文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回归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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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禅茶:认识与展开》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日本的四头茶礼与中国茶文化的比较研究；第二部分为：纯学术论文集成研究，重点是
对禅茶文化的综述与个案分析；第三部分为：理论与展开，论述禅茶理论对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的启示
与关系；第四部分为：实践与认识，主要是联系或结合实际生活，侧重与对禅茶文化的体悟与实证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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