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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全球華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俗語有云：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見茶已

成為必須品之一，因為茶中含有多種維他命、茶素、精油、

氟素等成分，有明目、清腦、利尿等功能，而且可以延年益

壽，故稱為中華國飲。





飲茶習慣在中華已千年以上，在唐朝中葉一位品茶專家

─陸羽，總結前人泡茶喝茶的經驗，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有

關茶葉的作者「茶經」，從此以後，飲茶風氣不僅在國內流

傳，甚至影響到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在十七世紀初且

傳至歐洲。



愛飲茶的人，必然喜好把玩茶壺，住在台灣的華人大都

好此道，以水壺泡茶，茶味特別芳香，而養壺及藏壺也為大

家所嗜好。



在台灣，茶是經濟作物，也是輸出的農產品；各地方茶

行、茶鋪普及，也有許多陳設古典雅致的茶藝館出現，若干

茶區甚至舉辦定期茶評活動，相互觀摩，推動品茗藝術，使

精神生活上更上一層樓。中華東方茶文化藝術學會是最具代

表性社團。





品茗藝術相當繁複，沖泡、奉茶、獻茶均有一定規矩，

且尚須以古箏伴奏配合，功夫之精深，已成一專門學問，而

此項藝術的發揚光大，正可代表華人在此一領域的休閒發展

已邁向新的領域。



本文擬以文獻分析研究方式探討台灣茶文化與休閒發展，

除前言與結論外分：

一、茶文化的緣起與傳播

二、台灣茶文化的本質與特色

三、台灣茶文化與休閒發展等三大項進行研析。



「茶」是中華民族特有且源遠流長的文化，相傳茶的出

現距今已有萬年歷史，文字上有茶的記載也已有四千年，

《神農本草經》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

解之」。「荼」即「茶」也；唐代陸羽的《茶經》三篇，言

茶之原、之法、之具。



就茶文化的定義而言，茶葉是生產的物質，茶文化是以

茶為載體，也是傳播民族文化的媒介，並通過這個載體來傳

播各種文化，是茶與文化的有機融合，這包含和體現一定時

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茶文化的內涵茶文化是中華傳統

文化的組成部分 。



中華茶文化提倡「精行儉德」，即使人注意端正品行和

節儉，體現民族的美德。中華民族，通過數千年來茶的生產

實踐、科學實驗、商業流通、品飲活動等，形成了茶的知識、

技術、品飲藝術、飲茶習俗、茶德、茶道、茶禮，以及進而

引發創作出的茶學作品、茶的詩詞歌賦等，豐富了民族文化。

華人最先領悟飲茶真趣，稱茶為「瑞草魁」、「草中英」、

「群芳最」、「信靈味」等等，以茶象徵塵世中之純潔，古

人飲茶，重在於品。「品」大不同於「喝」，「品」為三口，

意境深邃，既鑒別優次，也包含欣賞。





茶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現在發揚傳統美德、展示文化藝術、

修身養性、陶冶情操、促進民族團結、表現社會進步和發展

經濟貿易等。傳統美德是經過幾千年積澱下來的被歷代人們

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和社會風尚的體現。茶文化

具有的傳統主要有熱愛家鄉、無私奉獻、堅韌不拔、謙虛禮

貌、勤奮節儉和相敬互讓等。



古老的傳統茶文化傳播全球和各國的歷史、文化、經濟

及人文相結合，演變成英國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韓國茶文

化、俄羅斯茶文化及以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國飲茶成為生

活一部分，是英國人表現紳士風格的一種禮儀，也是英國女

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式和重大社會活動中必需的儀程。由

此可見，中華才是各國茶文化的搖籃。茶人不分國界、種族

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聯合起來，切磋茶藝，學

術交流和經貿洽談，一般而言，韓、日兩國受中華茶文化影

響最大。









台灣從事茶學研究的學者專家不少，而研究農業改良茶

葉的專家尤其多，另外關於實際飲茶方法、茶藝、茶理研究

者也有相當數量的人士。值得重視的是，日韓學者研究飲茶

文化的專家和茶道美學深入探究者頗不令人，雖然其生活態

度與精神表現不同，但著述仍然豐富日、韓、台三方曾經做

過許多項茶文化的交流，台北的中華東方茶文化藝術學會就

是主要推動者之一。



在台灣學術界的博、碩士論文中，對於茶的研究相當深

入，且從各個不同領域探討，有從茶樹種植環境研究者，有

從茶之成分、抗菌性、製造技術…等探討者也有從科學分析

及對人體功用的探討者，渠等大都是台灣大學、中興大學等

校之博士論文。至於討論飲茶文化在歷史個階段對文化、經

濟、社會方面的影響與作用的論文也有相當的篇幅且各有創

見。由此可知學術界對飲茶文化在歷史發展中扮演角色的重

視，台灣茶文化的關心和探討的論文應該不下百餘篇。



19世紀中，由於台灣大量生產茶，於是茶文化開始展現

出蓬勃的朝氣，台灣茶也從自给自足的消費，到出口國際市

場，為滿足出口市場的需要，台灣茶區迅速擴大，茶葉人口

急速增加，有鑒於茶葉的經濟價值，在清廷的鼓勵推廣之下，

台灣茶區逐漸擴展。1860年淡水開港通商，吸引了許多洋行

來台設茶廠，其中英國茶商約翰‧杜德（John Dodd）首次將

台灣烏龍茶打上「Formosa Tea」（福爾摩沙茶）名號銷往美

國紐約，旋即一炮而紅，風靡全球數十餘國，造就出台茶的

黃金年代。







台灣光復後，1968年設置台灣茶業改良場，從事茶葉之

試驗研究與推廣教育工作，使茶產業朝精緻化與多元化發展。

1980台灣經濟起飛，台幣升值，工資高漲，茶園勞力缺乏，

台茶逐漸失去競爭力，因此轉為內銷。



同時台灣境內講究茶藝文化，飲茶人口大增，凍頂茶及

高山茶興起，各地產品也依氣候環境發展出特色茶業品牌，

如：文山包種茶、木柵鐵觀音、竹苗白毫烏龍、台東福鹿茶

等，內銷量逐年攀升，台茶因而得以再現生機，綜觀全世界

茶產區，唯有台灣能同時生產製造出烏龍茶、包種茶、綠茶、

紅茶等多種茶業，此一事實可以稱之台灣茶人的驕傲。





由於經濟繁榮，物阜民豐民眾不再滿足於茶湯之美，進

而追求茶文化的精緻優雅，1976年中國功夫茶館在台北市成

立，揭開了當代茶藝文化的序幕，館內以蘇州式園林設計為

裝潢主線，兼顧中華傳統茶坊和當代社會需求，規劃了一個

規模完備的當代茶館，强調中華古典格局，使民眾在繁忙的

現實社會裡，享有既富樂繞樑，且有馨芳茶鄉的溫煦世界。





從而播下了茶藝文化的種子，創辦了陸羽茶藝中心。其

宗旨中將茶藝精神定位如次：美律、健康、養性、明倫，富

於美學色彩，主張清、敬、怡、真。台灣茶文化邁向茶與相

關藝術的整合，舉凡茶宴，插花、繪畫、焚香、品茗、國樂、

都能呈現茶的主題，使與會者皆能耳聞、口嚐、手撫、鼻嗅、

目視，盡得五境之美。「茶文化與相關藝術的整合」就是要

求插花、繪畫、國樂、焚香、品茗等的交互補櫬情景，中華

東方茶文化藝術學會舉辦國際研討會時對此均有嚴格的要求。





臺灣各城市可與咖啡館分庭抗禮的品茗空間，應該是

「茶食」飮料店或茶吧。早期台灣都是大桶泡的紅茶冰，甚

至加入中藥，止渴有餘但滋味不足。 「泡沬紅茶」的轉變模

式，與台灣當代藝術自1987年解嚴越趨活潑、多元，但個人

風格顯明的發展趨向，有明顯的對照關係。



多元化茶飮的出現，充分展現出台灣社會飲食的新風貌，

同時顚覆了台灣的飮茶習慣。台灣茶飮革命性的翻動也體現

了「後現代的飮食觀」 。所謂「多元化茶飲」，廣義而言指

與「茶」所有相關茶飮的通稱，分為冷飮熱飮兩部份 ，現階

段都有蓬勃的發展。







論及中華茶文化與休閒產業，應該可以將茶休閒產業界

定為，它是以茶休閒產業文化為"載體"，以茶休閒服務為"手

段"，以茶休閒產業經營為"特色"，以滿足顧客休閒需求為"

目的"的一種第三產業類型產業。更以"目的"企劃，來對企業

的市場價值取向提升、經營效益的優化、企業自身的發展和

品牌建設的強化，注入新的活力。



中華茶文化與資源優勢有以下優勢：

優勢一：休閒養生功效。

優勢二：休閒保健功效。

優勢三：休閒娛樂功效。

優勢四：休閒悅情功效。



茶文化與休閒產業發展日益更新，休閒活動中核心價值

的茶文化，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茶、咖啡、可可是世界

三大無酒精飲料，華人對「喝茶」和「品茶」在概念上是有

很大區別的。喝茶是重在消食解渴，強調茶的物質功能，保

健作用：品茶則是內含品評、鑒賞茶的功夫，以及精細的操

作藝術手段和醞釀品茗的美好意境。



「茶藝」一詞最早出現在寶島台灣，並被有心人士加以

推廣。傳統歷史文化有其優越性的存在。傳統的民俗，從童

玩到高層次的戲曲、，如：剪紙藝術、打陀螺、放風箏、布

袋戲、國樂、國畫、國劇、中華功夫等民俗活動，一時之間

熱門起來，並儼然成爲一種時尙，而最具民族文化內涵的

「茶藝」，也就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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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生活藝術，茶藝更是件閒而不是等閒的綜合性藝術：

透過沖泡茶葉的一連串動作，慢慢滌盡人們心靈上的煩惱愁

絲，並輔以陶瓷、插花、書、畫、音 樂、美術建築等的藝術，

開展了茶人的精神意境，欣賞事物的眼界。

品茗之道講究循序漸進，無享茶香後嚐茶味有泡茶器具：

茶壺、茶池、茶海、茶荷、茶匙、聞香杯、品茶杯、茶巾等。

泡茶步驟則有茶溫、觀茶、置茶、沖水、溫潤泡、沖泡、倒

茶、品茶等步驟。













茶文化的傅播對現代台灣社會的影響，可歸納出下列幾點：

一. 培養民眾正當的消閒生活

二. 匡正社會風氣，認知兩個文明平衡發展的重要

三. 打開茶文化的學術研究風氣

四. 以茶文化做為中心來宣揚固有道德的社會角色，以及認

知茶是調和飲料和健康的飲料



世上最好的茶只來自於少數幾個國家及地區：中國大陸、

台灣、斯里蘭卡、日本和印度，茶業生產大國及地區：印度、

中國大陸、斯里蘭卡（錫蘭）、肯亞、土耳其、印尼、日本、

越南、阿根廷、馬來西亞、坦尚尼亞、台灣、辛巴威。已經

確認和栽植的茶樹品種將近有3,000，中華茶種之多，超過

法國葡萄酒的種類。







有些茶註定要製成綠茶；其他的則成為紅茶或烏龍茶，

以上是世界知名學者對茶的說明，由此可見，中華茶的確在

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領導全球人士品茶的中華茶

文化更應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尤其在物慾橫流社會充滿貪婪

的現階段，清淨自然的茶與高潔品味的茶文化更要予以宣揚

與推廣。



茶文化有下列幾項特點：

一. 淨化心靈

二. 保健人生

三. 善化社會

四. 文化世界



台灣提倡的茶藝是促使生活走入藝術化的媒介，因爲茶

藝生活可以擴大到藝術、文學等的生活領域裡，也就是說學

了茶藝之後，往往就會想要學插花、學書法、學陶藝、學香

道、 學國樂等等與茶藝相關的藝術。不僅如此，茶藝還是生

活藝術的中心，以此爲圓心所畫出來的範圍 就是生活藝術的

範圍。茶藝生活層次愈高，所囊括的範圍 愈廣泛。簡言之，

茶藝是帶領人類過有品味的生活，促使人生有昧道的泉源。



茶藝起源於中華，所謂高山出好茶，清泉泡好茶，茶藝

並非是憑空而來的觀念，或遙不可及的想法，而是由前人改

善生活內涵中，逐一落實改進的成果之一。茶是一種和平無

太大刺激性的飮料，只要持有一種恬靜的心態，就可以泡出

一壺自己喜歡的茶來。就個人而言，飮茶可以提 高生活品質，

擴展藝術領域，這也是「茶」以載「藝」的 主要原因。



自古以來，插花、掛畫、點茶、焚香並稱四藝，茶花、文人

畫、工夫茶與清游香，尤爲文人雅士所喜愛。現代生活忙碌

而緊張，更需要茶藝來緩和情緒，使精神鬆弛，心靈更爲澄

明。







而「茶禮」的過程，從迎客、環境、茶室陳設、書晝、

茶具造型與排列、投茶、注茶、點茶、喝茶到茶點等，都有

嚴格的規矩和程序，力求給人以清靜、悠間、高雅、文明的

發覺，事實上，不管是茶藝、茶道還是茶禮，總結而言，都

是中華茶文化的延伸。



就台灣而言，作好全台茶葉產區規劃，輸出品質良好的

茶葉以及優異的泡茶技巧，並鼓勵台商廣泛地至世界各國及

中國大陸，開設具中華文化古典茶藝特色的茶藝館，都是宣

揚國有茶文化的好方法，而「泡茶師」證照納入為職業考照

之一環，以提升茶藝水準，並擴大就業市場參與，使茶藝更

能邁向普及化、國際化、全球化。





除此以外，針對青少年及民眾喜愛的茶飲和沖泡販售方

式内容，研發出更新更好銷售的大眾化飲料，如珍珠奶茶、

泡沫紅茶至今一泡而紅，持久不墜的模式，還有就是结合各

地茶藝館，納入作為高專院校餐飲休閒科系學生建教合作實

習單位，使學生提早接觸茶藝，並為另一生涯規劃而有所選

擇，不僅可提升就業率，亦可提高餐飲休閒類科學生工作機

會。



最後再結合各地茶藝館或茶藝工作者，普遍於各地高中

職及大專院校成立設 置茶藝社團，就近推廣茶藝文化。聯合

世界各地以及台灣本地之茶藝陶藝社團、茶葉合作社茶藝博

物館等組織的力量，共同辦理茶會或學術研討會，以上種種

才是宣揚茶文化最好的途徑，而兩岸進行茶文化的交流絕對

是促進文化融合的捷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