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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
!

刘礼堂
!

宋时磊

摘
!

要*茶是世界上最为普及的饮料之一$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摇篮#自唐代起$

茶向域外广泛传播$逐渐被周边国家接受#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对外传播主要有西线+南

线+东线等三条线路$其中东线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最为广泛而深入#唐代茶叶及茶

文化域外传播具有侧重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注重精神和审美的感受+从文化高地流向文

化洼地+僧侣是传播媒介主体力量等特点#

关键词*茶叶.茶文化.域外传播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摇篮$茶叶及茶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贡献

之一#茶从中国向世界各地传播$逐渐被各民族接受并成为普遍嗜好$这个过程经历了近

"'$$

年#有确切的文献可以证明$茶叶及茶文化向域外传播始自唐代#

一+唐代茶叶外传路线

唐代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极为密切$'新唐书0地理志(云*%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

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

!茶叶是中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物品$

敦煌文献'茶酒论(将当时茶叶的贸易繁荣景象描述为%万国来求&

"

#贞元年间,

!#'&

#$'

年-$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记载了中外交往的路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

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

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这七道可以归并为四路*第一路$安东道

和高丽渤海道可进入朝鲜半岛$并可进一步延伸至日本$这是唐朝国际交往的东线.第二

路$安西入西域道$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这是唐朝国际交往的西线.第三路$以广州为支点$

通过海路到达东南亚+天竺$通过波斯湾$以幼发拉底河的%乌剌国&为终点$另有以安南为

支点$通过海路到达天竺$这条线路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唐朝国际交往的南线.

第四路$大同云中道+回鹘道是唐朝与回鹘+突厥等边疆塞外少数民族的交往线路#前三

条路线是唐朝与域外各国交往的路线$中国的茶文化正是沿着这些线路传向世界各地的#

茶文化传播的南线和西线我们介绍茶向越南+天竺和阿拉伯地区的传播$茶叶传播的东线

我们重点探讨向朝鲜和日本的传播#

二+茶叶向东南亚和西亚的传播

秦汉时期$越南已纳入中国版图#唐朝时期$中国政府直接管辖越南$武德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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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交州总管府$武德七年,

*)%

年-改称交州都督府$调露元年,

*!,

年-置安南都护府$至德二年,

!'!

年-改称镇南都护府$大历三年,

!*#

年-复为安南都护府#终唐一朝$越南处在中国直接而有效的管辖

之下$与藩属国朝鲜+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有根本性的不同#台湾学者萧丽华考证$安南入唐僧人有名

字可查的有
(*

人!

#安南人与中土名士的交往也颇为频繁$%唐时$越僧无碍上人+奉定法师+惟鉴法师

等均精汉学$尝往中国长安与名士王维+贾岛+张籍交游$诗文唱酬颇多#&

"中唐诗人张籍曾作'山中赠

日南僧(*%石新开井$穿林自种茶#时逢南海客$蛮语问谁家#&

%来唐求法学佛的南海僧人在山中种

植茶树$这说明彼时安南人已经接触到茶$并有将茶带回安南的可能#

'膳夫经手录(中的一段文字记载$直接证明唐代安南已经有茶叶的销售与消费*%衡州衡山团饼而

巨串77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衡州茶产于湖南$陆羽'茶经(有四次提到衡州茶#

交趾便是越南$%常食之&说明唐朝中晚期$茶在越南已是较寻常的饮品了#以安南为中心$中国茶文化

还继续向外传播$除了贾耽所提到的安南通天竺道$'新唐书0地理志(还提到由?州通向中南半岛诸国

的通道#越南因其地理的特殊性$成为中国茶叶输出的重要中转地#

唐代中国和印度半岛的交流也很频繁#特别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盛行$玄奘+义净+慧日等高僧西行

求法$波罗颇+迦罗密多罗+阿地瞿多等印度高僧来华弘扬佛法$印度大量的典籍传入中国#同时$两国

之间物品的交流也很多$吴枫+陈伯岩的'隋唐五代史(称*%唐代丝+茶+瓷及其他土特产品不断输人天

竺$并成为帝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

'天竺僧入唐后$经常会接触到茶#德宗贞元八年,

!,)

年-$

天竺密宗高僧释智慧奉诏入西明寺任译经师$唐德宗曾赐茶以示恩宠#

中国的茶叶在唐代也传播到了波斯+阿拉伯等西亚地区#自
*

世纪以来$中国便与波斯保持着良好

的关系#中国同中亚大食,阿拉伯-于高宗永徽二年,

*'"

年-正式建立邦交关系$自建交之年到德宗贞

元十四年,

!,#

年-$该国先后遣使来华
(*

次$大唐的很多都市都有波斯人在做生意#公元
#'"

年$阿拉

伯人穆根来,

16@2

P

?kI

-来到中国广州$他在游记中提到了茶叶*%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

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

12VR

-#

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

(穆根来到中国之前应该

没有接触过茶$在他的眼中茶及唐人饮茶的嗜好都充满了陌生的新奇感#尽管如此$茶还是通过海上丝

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向西亚输出#

",,#

年$德国海底寻宝者在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打捞发现%黑石号&沉

船#据考证$这艘船
#)*

年左右从中国驶往阿拉伯#在众多的唐朝文物中有一小碗$上面写有%荼盏子&

三个字)

$这是茶在唐代已向西亚地区传播的有力物证#

三+茶叶及茶文化向东亚的传播

,一-茶向朝鲜的传播

从地缘上看$朝鲜半岛与中国接壤$通过陆路便可通达#从汉代起$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

领域便交往频繁$这种交通往来%对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形成有着某种催化作用#&

*进入唐代后$中朝之

间的往来更为密切$从武则天长安三年,

!$(

年-到昭宗干宁四年,

#,!

年-的近
)$$

年间$朝鲜曾向唐派

遣使团
#,

次#与此同时$唐代的风俗+饮食等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茶作为重要的饮品同样流入了朝鲜

半岛#

'三国史记(载大武神王
,

年,

)*

年-$孙无恤吞并盖马国$杀其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

闻盖马国王被杀%举国来降&#%苟茶国&中出现了%茶&字$但笔者推断这可能是金富轼在写作'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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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时$用汉字%茶&表朝鲜语之发音#西汉时$中国关于茶的文献记载尚颇为罕见$此时茶叶当不会传入

朝鲜半岛#从公元
!

世纪起$茶已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文献和碑刻中便有所体现#金立之'崇严山圣

住寺事迹碑铭(中有%茶香&字样$收藏于韩国东国大学'崇严山圣住寺碑片(有%茶香手&字样#

! 高丽时

代$一然'三国遗事(收录金良鉴撰'驾洛国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

坠#&

"文中记载的是新罗文武王即位之年,

**"

年-$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

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断$茶在此处当为饮品#这是
!

世纪中后期$朝鲜半岛已有饮茶的史实#

'三国遗事(中的记载并非孤证#'三国史记(载有薛聪的'花王戒(*%又有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

杖$龙钟而步伛偻而来曰*1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临苍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

翁#窃谓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

%薛聪生

活在
!

世纪中后期到
#

世初$白头翁%茶酒以清神&之句$可推断在薛聪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

茶有振奋精神的作用#白头翁衣着为%布衣韦带&$这是未仕或隐居贫贱之士的粗陋服装$白头翁的生活

环境是一个交通便利却又人烟稀少的地区#

!

世纪末在朝鲜相对偏远的地区$一般的贫寒士子之间$茶

应该已是较为寻常的日常饮品了#

'三国史记(兴德王二年记载*%冬十二月77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

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善德王在位时期为唐初$该时期茶便已经在朝鲜开始传播了#兴德王二年是

唐太和元年,

#)!

年-$在茶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了
)$$

余年后$朝鲜人已经将茶作为重要的饮品#遣唐

使大廉在
,

世纪初将茶种带回国内$朝鲜半岛开始栽培与种植茶叶$朝鲜的茶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

茶也是佛教供养佛祖的至要之物#景德王,

!%)&!*'

年-每年春天置茶会$以茶赐臣民#'三国遗

事(第二卷载有僧人忠谈向国王献茶的记录*%三月三日王御归正门楼上77僧曰*1每重三重九之日$烹

茶飨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今兹既献而还矣82王曰*1寡人亦一瓯茶有分乎/2僧乃煎茶献之$茶之气味异

常$瓯中异香郁烈#&

'这则故事发生在景德王二十四年,

!*(

年-三月三日$忠谈肩背%樱筒&$樱筒可容纳

不少茶具$方便携带$可随处煮饮#忠谈在每年的重三与重九之日$向南山三花岭弥勒佛祖供奉茶水#

以茶礼佛是唐代佛教的习俗$唐代以茶献佛的风俗在朝鲜半岛也得到传播#忠谈以茶供佛+以茶献王$

这是朝鲜半岛茶礼习俗的初步萌芽#景德王是一位喜欢饮茶的国王$他还以茶赐人#景德王十九年

,

!*$

-四月$景德王请高僧月明师作散花功德$他赐茶以示嘉奖*%王嘉之$赐品茶一袭$水精念珠百八

个#&

(

新罗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人$他们在中国与茶有着广泛的接触#新罗国王

子金乔觉,

*,*&!,%

年-$又名金地藏$在九华山择地栽茶$%金地茶$梗空如筱$相传金地藏携来种&

)

$

'全唐诗(收录了其茶诗'送童子下山(#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提到众多新罗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新

罗人近
'$

人#

* 新罗人与唐人杂居$他们熟悉唐代茶及饮茶习俗#在唐代生活的新罗代表人物李元佐

于
#%(&#%'

年与圆仁多有往来$李元佐曾送圆仁%路绢二疋+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

书状两封#&

+新罗来华著名文士崔致远与茶同样密切$他为创建双溪寺的真鉴国师,

!''&#'$

年-撰写

之碑文中写道*%复有以汉茗为者$则以新爨石釜$不为屑而煮之#&

,-.崔致远茶诗'谢新茶状(*%所宜烹绿

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

,-/两者描写的都是唐代盛行的煎茶法#崔致远生活在唐僖宗时期$正是煎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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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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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行其道的时期$他应是相当熟悉的#

综上所述$唐初茶文化已经向朝鲜半岛传播$

!

世纪末$茶在朝鲜半岛已较为普遍#新罗人入唐把

唐代文化制度带回新罗的同时$也把茶叶及茶文化带回了新罗#这一方面在朝鲜半岛传播了唐朝先进

的饮茶文化$另一方面又提升了该地茶文化发展的层次与水平#

,

世纪后$新罗人已不满足于从中国输

入茶叶$他们开始尝试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煎茶法$努力提高本国的茶文化层次与内涵#茶被

用来祭祀先祖+接待宾客+日常饮用+赏赐群臣+供奉佛祖$用途极为广泛#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朝鲜茶文

化的发展+演进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是接受程度较高的国家#

,二-茶向日本的传播

美国学者威廉0乌克斯认为茶叶传入日本当在圣德太子时代,

',(

年左右-

!

$但他并未列明佐证史

料#日本大化改新之后$中日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从贞观四年,

*($

年-到干宁元年,

#,%

年-的
)*$

余

年间$日本共遣使
"'

次#他们全方位学习唐代文化$如饮食服饰+雕刻建筑+音乐美术等+社会习俗+典章

制度+释道儒学等#中国的茶叶及茶文化也随着这股汹涌的文化交流大潮$源源不断地向日本输出#

奈良时代,

'##&!#$

年-日本文献中关于茶的记载极其少见$最早的地方志'风土记(+最早的汉诗

集'怀风藻(+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没有相关记录#仅在日本现存最早官修史书'古事记(中有两处记

载$一是仁德天皇,

("(&(,,

年在位-时代'志都歌($二是雄略天皇,

%'*&%!,

年在位-时代之歌#文中

提到茶山+茶树+茶花等#'古事记(所载多神话传说$只能从侧面反映其成书年代$即
#

世纪初日本茶叶

传播的某些踪迹#

日本正史中关于茶的文献记载见于
#%$

年成书的'日本后纪(#嵯峨天皇弘仁六年,

#"'

年-

%

月$

%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龙颜大

悦$赐之以御冠#这段文字向我们透露了几个信息*嵯峨天皇应该已经接触过茶.茶已经被当做饮料使

用.茶是贵重的物品$用来接待贵宾.都永忠所煮之茶味道不错$深得天皇赞许#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令

畿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献之#&

"这些茶作为贡品进献朝廷$他还把皇宫内的东北隅辟为

茶园#

平安时代前期,

!,%&,($

年-$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开始种茶+制茶+饮茶+

咏茶$茶文化之风大盛#该时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僧侣来实现的$皇室成员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澄,

!*!&#))

年-于
#$%

年来到浙江天台山$向道邃+行满等禅师学习天台宗教义#在佛陇寺庙时$曾

任智者塔院的%茶头&#

#$'

年初春$最澄归国时$友人举办了一场茶会%

#在天台山茶风的熏染下$最澄

对唐代茶文化有深入认识#最澄致力于茶文化在日本贵族阶层及僧侣阶层的传播#嵯峨天皇与最澄的

唱和诗歌'答澄公奉献诗(*%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

&嵯峨天皇在诗中提到陆羽$日本贵族阶层已经

了解唐代茶文化发展的情况#

弘法大师空海,

!!%&#('

年-是日本另一位重要的茶人#他与最澄同年来华$据'弘法大师年谱(记

载%大师入唐回国的时候$把茶带回来$奉献给嵯峨天皇&#

'

#"'

年$嵯峨天皇临朝时$空海上书'献梵字

及杂文表(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震旦之书#&'高野杂笔集(提到茶在他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地位*%思渴之次$忽惠珍茗$香味俱美$每啜除疾#&他在一首诗歌的序文中云*%曲根为褥$松柏

为膳$茶汤一碗$逍遥也足#&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看出$空海不仅看重茶的具体功用$更注重茶所带来的

清净自由之境界及审美感受#空海不仅喝茶+诵经$他还经常写诗作文$与一些皇族+诗人酬唱应和$其

中不少与茶有关#嵯峨天皇曾作七言诗'与海公饮茶送归山(*%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香

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

(仲雄王拜会空海诗作'谒海上人(描写唐代煎茶之法*%石泉洗钵童$

0

%#

0

!

"

%

&

'

(

威廉0乌克斯*'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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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良房+春澄善绳*'日本后纪(卷廿四之'嵯峨纪七($吉川弘文馆
",**

年#

吴靑*'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诗序($载'唐文续拾(卷五$清光绪刻本#

藤原冬嗣*'文华秀丽集(卷中$温故学会昭和五十五年,

",#$

年-$第
!"

首#

得仁*'弘法大师年谱($高野山寿门主天保十一年,

"#%$

年-#

良岑安世*'经国集(卷第十$温故学会昭和五十五年,

",#$

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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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礼堂 等*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

炉炭煎茶孺#&

!学者+诗人小野岑守与空海唱和诗作'归休独卧$寄高雄寺空海上人(*%野院醉茗茶$溪

香饱兰宦#&

"空海给兴元寺护命僧正
#$

岁的贺寿诗序言中描绘了与知己相聚$设茶汤之会的情景*%聊

与二三子$设茶汤之淡会$期醍醐之淳集#&空海对茶的种植+唐代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高僧文人之间的

茶诗唱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被称之为日本%茶祖&#

嵯峨天皇在位的弘仁年间,

#"$&#)%

年-$崇尚唐代的文化与艺术#他推进新文化政策$中国文化

在日本备受推崇#这段时间是日本茶文化发展黄金期$日本开始种茶+制茶+品茶$以嵯峨天皇为中心$

最澄+空海+都永忠等僧侣为骨干力量的茶人群体推动了日本茶文化的传播$饮茶之风盛行$学界称之为

%弘仁茶风&#此时诞生的三部敕撰汉诗集'凌云集(+'经国集(+'文华秀丽集(中$出现了多首茶诗$反映

了当时饮茶之风盛行的情况#'经国集(卷十四有惟氏的'和出云巨太守茶歌(*%山中茗$早春枝$萌芽采

撷为茶时#山傍老$爱写宝$独对金炉灸令燥#空林下$清流水$纱中漉仍银矰子#兽炭须臾炎气盛$盆

浮沸浪花#起巩县垸闽家盘$吴盐和味味更美#&

%这首诗前半部分描写日本饮茶之法$跟陆羽'茶经(描

写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对陆羽'茶经(的煎茶之道的诗化再现#

#"%

年
%

月$嵯峨天皇及其继任者淳和天皇+'经国集(主编滋野贞主及众大臣在左大将军藤原冬嗣

,

!!'&#)*

年-的闲居院举办一次茶会$众人多以茶赋诗#嵯峨天皇赋诗'夏日左大将军藤冬嗣闲居

院(*%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

&淳和天皇则赋诗'夏日大将军藤原朝臣闲院纳凉探得闲字

应制(*%避暑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

'两诗有%捣香茗&+%捣茗&之语$这说明当时日本的茶是饼

茶#诗中还言%提琴&+%雅弹&$说明当时的茗饮是和音乐等高雅的艺术活动相结合的#饮茶+弹琴能够

消除人的烦闷$给人以美好的精神享受$让人日落西山却浑然不觉#嵯峨天皇'秋日皇太弟池亭赋天字(

五言诗*%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

(滋野贞主也作一首诗'夏日陪幸左大将藤原冬嗣闲居院$应制(*

%酌茗药室经行入$横琴玳席倚岩居#&

)这些汉诗从文句到立意都深受唐诗影响#天皇+大臣+文人等共

聚+品茗+作诗$举办盛大的茶会$这在唐代也不多见#

#)$

年$嵯峨天皇退位$弘仁茶风暂告一段落#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并没有止歇$茶作为一种高雅

的文化风尚仍然在日本上层贵族和文人雅士之间传播#岛田忠臣,

#)(&#,"

年-的'田氏家集(,

#%(

年-

中的'乞滋十三摘茶(

*描绘了采茶的情形#岛田忠臣的女婿菅原道真,

#%'&,$(

年-的'菅家文草(,

,$$

年-及'菅家后集(,

,$(

年-中也有很多与茶相关的内容#菅原道真的茶诗中寄予愤懑+焦虑+孤寂等多

愁善感的文人气息及高雅脱俗的情怀#'八月十五日夜$思旧有感(*%菅家故事世人知$踀月今为忌月

期$茗叶香汤免饮酒$莲华妙法换吟诗#&

+

'假中书怀诗(*%一叹肠回转$再叹泪滂沱#东方明未睡$闷饮

一杯茶#&

,-.晚年他被贬谪九州岛$一场大雨让他倍感人生的凄凉$%农夫喜有余$迁客甚烦懑#烦懑结胸

肠$起饮茶一盏#&

,-/菅原道真以旅馆屏风所画 %松下道士&为题作诗六首$其中'饮茶(一诗写道*%野厨

无酒$岩客有茶#尘尾之下$遂不言家#&

,-0他是借用画中道士的饮茶行为来标榜自己清雅超群#菅原道

真的茶诗取向体现了新的价值*一是以茶浇愁$既给茶诗带来了新向度$又与唐代的茶诗文脉相通$但这

样的文风并未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二是茶与酒在其生活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二者相较$他更倾向于

茶$这是日本茶文化深入发展的标志#

唐昭宗干宁元年,

#,%

年-$新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引用在唐学问僧中灌的报告上奏天皇$以%大唐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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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国乱&+%多阻于兵&+%不得达&等为由$建议停止派遣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一建议$永久停止

派遣遣唐使$%五代及宋国交$彼此皆绝#&

!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动乱不断$日本趋向于闭关锁国$致力于

本土文化的发展$和魂意识日益崛起$富有本民族特色的%国风文化&成为新的风潮#在内外双重作用

下$中日茶文化的交流暂时中断了$日本茶文化进入了较为缓慢的发展期#

四+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的特点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茶叶及茶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这一

时期茶文化对外传播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时期茶叶传播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沟通与交流$而非商品贸易活动#茶文化的对外传播不

仅仅是茶叶这一消费品的外输$更是与茶有关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输出#无论是寺院僧侣之

间的交流$官方的赏赐赠与$还是民间的互动$处处都流淌着浓厚的友情#进入宋代以后$南方的一些港

口开始茶叶的商贸活动#明清时期$中国茶叶通过海路或者陆路向世界各地大宗出口$这与唐代茶文化

形态传播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在中心
&

边缘的地缘政治秩序格局中$茶从%文化高地&流向%文化洼地&#唐代$中国位于世

界文化的中心$有着大量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占据着文化的制高点$周边的部族和国家都在主动而心悦

诚服地汲取唐文化的营养$%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之花最为盛开+最为灿烂夺目的唐代文化$犹如高处向

低处流淌的水流$流向周围的各个国家#&

"茶文化是唐代文化制度输出的具体形态#同时$这些与中国

相邻的+位于第一圈层的国家又把茶文化向更远圈层传播$%以中心区为核心+周边地区为外围的1文明2

或1地缘文明2的规模都扩大了&

%

$茶文化就是在这种文化运动模式下从中国走向全世界的#

第三$更注重精神与审美内涵$而非物质享受#韩+日+越等国家的一些僧侣+留学生+官员在中国生

活的时间很久$有的长达几十年甚至终老中土#他们学习唐人对茶的品鉴方式以及从中获取的审美感

受$也将茶文化的精神内核带回了本国#他们品茗$欣赏那红红的炭火$曼妙的茶烟$翻腾的鱼目$沁人

的茶香#他们身处竹林$吟诗作对$弹琴吹笙$侃侃而谈#他们爱茶$爱茶的一切$茶是他们的礼$茶是他

们的道#

第四$僧侣在茶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梅维恒在'茶的真实历史(中认为茶的广泛

被接受与佛教的传播有关&

#学习+弘扬+光大佛法是他们来华的原动力$但他们发现茶在佛家生活中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茶可以驱睡少眠$茶可以清心净性$茶可以帮助参悟佛理$于是茶也成了他们的不二

之选#归国后$他们饮茶的习惯保留了下来$并尝试自己种植制作茶叶$于是以寺院为中心$茶及茶文化

向上层和底层两个方向传播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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