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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茶文化理念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已经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当中,茶文化的影响同样很大,不仅仅能够对古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予以

丰富,而且还能够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文化价值予以展现。在现实的发展过程当中,针对我国古

代文学作品当中的茶文化予以分析,不仅仅能够进一步优化我国古文学作品的内涵,同时还能够进一步

拓展人类的视野,对提升人们文学素养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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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所融入

茶文化缘由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三国

两晋这一历史背景,首篇通过茶文化作

国当时所种植茶树的一些规模,茶的采

摘、制茶,并且通过茶汤的颜色予以描述,

并且在文学作品当中重点对茶叶各方面

的内容予以描写,这也为后期描写茶文

化带来重要的影响。然而,在之后我国的

优秀文学当中,会促使这些文学形式不

断拓展,而在这当中,有关茶文化所表现

出来的内容也得到了日益丰富。由此,

茶文化真正成为了古代文学表现中的重

要内容,并且在各种不同的文学作品当

中得以呈现。 

1 茶文化的源起与内涵特点 

我国悠久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体系

当中,有关文学艺术作品大多可以划分

为两种不同的内容,一种以“茶”,或者

说是“茶文化”为核心的作品,在这当中

最为核心的以及非常重要的则是陆羽所

写的《茶经》。当然,在这一环境背景之

下,与茶有关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当中,所

能够诠释、融合的都是与“茶”息息相

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的。 

1.1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起源 

我国作为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

重要发源地。在历史长河当中,几乎每一

处、每一个角落当中都能够嗅到茶所带

来的清香,在古代,充满着智慧的一些劳

动人民,以自己勤劳的双手,依据茶所独

有的特点形成了相关联的艺术表现载体,

例如：茶舞、茶歌、茶诗等等,伴随着茶

逐渐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茶文化与查

活动也成为一种高雅的文化交流内容。

事实上,传统的茶文学体系的形成以及

发展,都是文人不断推动之下发展的,这

与茶和茶文化都息息相关,也是文学作

品创作、影响、传承中最重要的表现。 

1.2我国茶文化独有的内涵特点 

在茶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历史性与

时代性结合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极为重

要的包容性特点,不同的历史时期,茶文

化具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当然,茶文化之

所以能够在演变过程当中成为传统文化

中的核心内容与主要元素,从最根本上

来看,主要可以表现在包容性之上。当然,

由于独具自然特点、民族气息,这也决定

了茶文化的发展在各个区域当中都有了

不同的表现,并且对每一个地区当中的

人们都产生不同的影响,让人感受到更

多文化表现特点。例如：浙江省地区的

龙井茶文化内容、云南地区当中的普洱

茶文化等等,都会通过非常浓厚而且多

元化的茶文化内容,凸显出其重要的文

化价值。 

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茶文

化的具体表现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每一种不同的

题材都具有其独有的创新特点与发展特

点,这不仅仅是依托物质元素前提而不

断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文学当中融入

最为和谐的内容所在, 同时也能够让阅

读者从中感受到深厚的文化价值与精神

价值。由此,对“茶文化”进行系统分析,

是目前我国优秀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内容,

也是目前对我国文学作品进行认知所表

现的重要诉求,同时也是目前新时代发

展背景之下,有效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必然保障。当然,对于我国的“茶文

化”来说,同样也是今后文学作品创新与

发展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内容与核心。 

2.1唐诗当中所隐藏的“茶文化” 

“茶文化”作为许多文人墨客在日

常生活、文学交流活动当中的重要内容,

而且饮茶也是其文学发展与创作过程当

中带来灵感、抒发情感、寄托情感的重

要表现。在唐诗表现当中,针对茶文与文

学作品融合诸多的则是——白居易,也

在唐诗当中将自己对我国茶文化有了更

为全面的认知与了解,这不仅仅能够对

文人品茶和斗茶进行叙述,而且还在这

当中包括一些茶趣和茶事的表述,而且

在他的诗词创作当中,也是进一步对我

国茶文化表现当中对“以茶简德”最真

实的写照。唐诗表现当中,茶文化可以说

是一种精神文化描写,在文学作品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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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中,是感受其高雅文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最为核心的元素。 

2.2我国宋词当中所隐藏的“茶

文化” 

一直到宋代之后,随着社会发展的

稳定,优越的经济发展,也促使宋朝逐渐

成为我国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雄厚经济与

文化的重要基础。而且其所表现出来的

生产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也让茶

文化在未来的演绎过程中有了更为全新

的发展趋势。由此,在此时,种植茶的面

积非常广,而且饮茶风气也成为人类日

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内容,促使茶文化

在这样一种民俗风情中得到快速发展。

宋词当中对于茶文化描述大多都是一些

针对生活化内容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表述,

并且也在许多的经典宋词文化中,特别

是在茶意境之上,逐渐受到了各种不同

要素的影响。宋词在发展过程当中也逐

渐演变形成一种极具轻巧而又淡雅的一

种审美内容,在发展过程当中,和唐诗予

以比较,茶文化在宋词当中也得到了普

遍的运用。宋代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

特别是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社会

经济得到了有效发展,并且在这当中融

入绘画艺术、民间艺术等等,这也促使茶

文化元素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而且

对世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具有重要的教

育性意义。 

2.3我国其他古代文学题材当中所

隐藏的“茶文化” 

在茶文化的研究过程当中,最著名

的还是陆羽所写的《茶经》,其通过叙事

描白这样一种表现手法对我国茶文化的

发展、茶文化的演变历程进行了非常详

细的记录,这也为后人学习和了解茶文

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陆羽的一

生而言,一直在针对“茶”进行研究,不

仅仅精于查到,而且还善于品茶。而在我

国的其他不同类型的古代文学表现当中,

例如：小说、戏曲等等,我们都可以从这

些文学作品当中了解到茶文化不同的身

影。由此,在我们认识茶文化独具艺术性

的体系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针对我国

当中所有的古代文学体系进行发展与创

新,甚至是对其中深厚的文化理念、精神

思想、价值等予以学习,这也为促进我国

国人文学素养带来重要的影响。在现实

的发展过程当中,每当我们对茶文化予

以研究的时候,都可以深刻感受到,从先

秦阶段所形成的一些茶文化内容,就对

后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这些

不同的文学作品,在其他许多的作品表

现当中,也向我们充分展现出独具内涵

的茶文化思想,为后期有效的发展茶文

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3 结论 

在各不相同的发展背景之下,我国

的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当中,都可以清晰

的了解到许多茶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影

响以及重要的教育意义,“茶”作为我国

文学作品表现当中极为重要的文化载体,

许多文人墨士借助“茶文化”来抒发自

己独有的情感,而且从所表现出来的许

多文学作品当中都能够更为全面的了解

茶文化不同的特点,而且“茶”与“文学”

早已经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融入到各自

的骨血之中,并且形成了非常全面的综

合体,在针对这些以“茶”为核心的文学

作品创作当中,我们也能够深刻的感受

到古人对于茶文化研究和运用的情有独

钟,并且让其能够形成一种习惯,这也是

我国古代文学表现当中不可替代的重要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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