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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茶樹樹種雖非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但對於涵蓋韓半島的遼闊東方

世界而言，茶葉在緜邈歷史的推移與演進下，卻帶有截然不同於西方世

界的強大文化因素及特質。韓半島地處中國大陸的東北隅，易於接受中

國昌盛的文明，來自中國茶文化的傳入韓半島，自不能例外。茶樹種子

最初由唐文宗（C.E. 827~841）賜予新羅的入唐廻使大廉，使之帶回新

羅，韓民族從而開始種植茶樹於韓半島的南方，茶文化並不因韓半島漫

漫歷史的推移與朝代反覆的變遷而朝榮夕衰。茶文化已把它內在的本

質，賦形於韓民族所擁有的文明與文化創造的基因裏，亦也構成韓民族

堅強有力且盤根結節的文化風格。韓半島的茶文化，絕對隸屬於人類心

靈睿智的深思層次，其投射在文明理解的畛域，諸如：宗教、政治、外

交、社會、文化、藝術、哲學時，則必然灌注或自然流露出茶文明的智

慧與光彩。是故，韓半島的茶文化，亦絕非蟲虱之微，而係歸屬於東方

文化絕對不尋常的必要象徵與深湛文明的符號。 

 

 

 

關鍵字：茶樹樹種、韓半島、茶文化、哲學、東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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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Korean Tea Culture: 

A Study on Culture History of Korean Peninsula 

 

Hong-Chih Hwang* 

 

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camellia sinensis is not one of the oldest species, 

tea, with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carries a cultural 

significances distingushing from those of the Western transplant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ern side of mainland China, Korean Peninsula inclines to 

receive the prospering Chinese culture, which tea culture is one of its best 

part. After the first tea seeds, bestowed by Emperor Wenzong of Tang (C.E. 

809-840), were brought back to Silla by the envoy Dalien, Koreans started to 

cultivate tea trees in the south of Korean Peninsula. Instead of declining with 

the historical changes, tea culture is embedded in the Korean culture and 

creativity, constituting a powerful and complicated cultural style. Tea culture 

in Korean Peninsula belongs to a profound aspect in human mind, projecting 

its wisdom and splendor onto many civilized domains, including religion, 

politics, diplomacy, society, culture, art, and philosophy. Therefore, tea 

culture in Korean Peninsula should never be regarded as a daily trifle, but a 

necessary symbol in the Eastern culture as well as a sign of grand 

civilization.  

 

Keywords: camellia sinensis, Korean Peninsula, tea culture, philosophy, 

orient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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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地球上存在茶樹樹種（camellia sinensis），已有六、七千萬年以上的

歷史，然而茶葉被人類發現與利用的紀錄，卻只有四、五千年的光景12，

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果實如椶，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

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13。《詩經》也有：「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14一辭，蓋因唐代以前的古書中，尚未出現茶字，至唐代方

將荼字減去一筆，而成茶字，應用迄今15。在論及韓半島茶文化之前，

周知的事實是茶樹最早發現於中國，而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茶樹和

實施人工栽培茶園的國家。不僅如此，久經植物學家與歷史學家的考證，

中國亦是茶文化的發祥地。茶文化由中國傳播至西藏16、蒙古、韓國、

日本及世界的其他國家。目前全世界已有五十餘國種茶、產茶，所以飲

茶之風習早已遍及全球。茶樹的栽培、採擷及茶葉加工的工藝與飲茶的

方式和茶飲的器具，皆是直接或間接由中國傳播出去。茶飲的咖啡因能

使人們的精神放鬆，並使肌肉充滿力氣，讓四肢能夠更加運用自如，同

時也讓大腦易於集中精神，茶亦能消除疲勞，讓人們能夠從事更複雜和

困難的工作。茶也是所有飲料中較為安全的飲品，其原因有二：一為沏

茶須用沸水，其過程猶若殺菌。二為茶葉所含豐富的茶單寧（tea tannin），

在現代化學上稱之為「酚醛」，是人類目前所知最具有殺菌功效的物質之

一，酚醛也是構成石炭酸得以擁有強力殺菌的基本物質，西方早在 19

                                                
12 姚國坤等。《茶文化》。台北：新視野圖書公司，2000，頁 1-7。 

 
13 （唐）陸羽。〈茶經〉，《茶典》。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 3-4。 

 
14 袁愈嫈譯注。《詩經》。〈國風〉、〈邶風〉、〈谷風〉。台北：台灣書房，2000，

頁 70。 

 
15 劉招瑞。《中國古代飲茶藝術》。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頁 4。 

 
16 中國的茶葉在一千多年前透過“茶馬古道”傳入西藏，再傳到印度、尼泊爾

乃至西方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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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便應用該強力殺菌劑，徹底地維持了醫院的清潔與衛生17。此與早

期的眾多中國古文獻中，諸如《神農本草》、《史記》、《淮南子》、《本草

衍義》、《神農本草經》中茶被描述成是一種藥物，可以治病，其原理是

一致的18。中國大約在唐朝才興起飲茶的習慣，嗣後則變成舉國上下咸

皆喜愛的嗜好。西元五世紀末至十三世紀，茶隨著佛教的普及與唐朝版

圖的擴張和宋朝的文明，而向四方傳播19。茶在東西方具備療效的基本

認知上，雖然不謀而合，但東方由茶飲所產出的萬丈文化漣漪，與足資

增進精神愉悅的層面觀之，亦早已脫離了茶樹自身僅只附屬於單一植物

的本體，由茶所演繹出的人類深湛文化與光華，業已不分畛域，不分彼

此地發揮和拓展它強而有力的特質，如同陽光普照一般，中國的茶文化

皆以一律的福利分享給一切的人類。 

另則，對於人類而言，世界最為有名的三大飲料，分別為茶、咖啡、

可可，而在此三大飲料之中，茶迄今依然保持了一種東方深湛神秘的文

化氣質，與帶有史詩般獨特的文明價值，此與茶飲在歐美所居的地位，

大體係因補充啤酒之不足，或作為調合社交生活所需，或視為治病的良

方，兩者產生殊異的對照。至此，茶雖然給東西兩方為數眾多的形式與

不同的形象，但論及有關茶文化的發展範疇時，兩者當然不盡相同。對

於東方而言，茶並非只是一種單一的植物或飲品，茶蘊含著抽象形式的

文化和精神力量，甚且也存有易與宗教結合的因子。東方對茶文化接納

的程度，乃是西方所無從想像的。所以，東西兩方對茶的認知與應用，

並非並存而不悖，兩者實際存有顯見之殊異。茶在歐美儘管具有醫療的

激勵，但也沒有太多的證據顯示茶被西方大規模飲用是因為普遍被人們

所接納的實質醫療價值。茶之所以會被西方所接受的最大原因，乃在於

茶本身所具備的天然咖啡因，此種化學物質足以令人產生振奮及愉悅的

                                                
17 沈桂鳳。《茶葉的故事》。台北：商周出版社 2005，頁 15-8。 

 
18 姚國坤等。《茶文化》。台北：新視野圖書公司，2000，頁 5-7。 

 
19 Iris Macfarlane 著，楊淑玲等譯。《Green Gold：The Empire of Tea》。台北：

商周出版，2005，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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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此才獲得西方人的青睞。再則，歐美與東方對飲茶的方式也存

在顯著的不同，茶飲對西方的吸引力與消費力，乃因飲茶時加入了大量

的牛奶和糖，而使茶飲受歡迎的程度驟增，西方這種對糖極度依賴的飲

食習慣，乃造成昔時以畜牧業立國的溫帶歐美進步國家，針對生產茶葉

與蔗糖的殖民地，採取剝削與侵略性質強烈的殖民地式貿易，甚至不惜

採取殘酷的戰爭20，用以確保糖的來源與鞏固茶葉的廣大世界市場。西

方這種對糖普遍依賴的飲食習慣，雖然增進了茶飲本身的能量和蛋白質

價值，但終究與東方的茶文化，係隸屬於對人文內在活動的各種關切與

偏重於探究人生所蘊含諸多文化旨趣之上，兩者乃構成全然殊異的對

照。換言之，依隨時代的推移及歷史文明的發展，茶飲在種類萬殊，多

若牛毛的飲品中，雖然出類拔萃地爭得一席之地，並從中國這片土地上，

第一次昇起了茶文明的萬丈光芒，除了照亮了自己，亦也照亮了四周，

讓人類從茶文化之中，看到了一種專屬於東方純粹、崇高的文明本質與

特有的文化元素及最深湛的思想幾微。東方茶文化的這種特質，與西方

世界將茶列歸於純屬嗜好作物，其與咖啡、可可之間，無甚不同，東西

兩方對茶的認知，因此產生了鮮明的對比21。 

然而，茶既為亞熱帶的產物，茶文化又如何能在溫帶的韓半島中生

根發芽？此點著實令人產生諸多好奇。綜觀韓半島的地理位置，處於東

經 124~132 度，北緯 33~43 度之間，陸地半島的南北距離約 1070 公里，

東西平均寬幅僅約 175 公里左右，係屬北半球狹長的溫帶型半島位置22。

四季分明為此半島的氣候特色，但因夏季與冬季較長，相對的春秋兩季

則較短，且因位居歐亞大陸的東岸，所以韓半島受到季節風的影響非常

顯著，尤其在冬季時嚴寒的西北風終日吹拂下，極不利於植物之生長，

                                                
20 英國將鴉片從印度運到中國，以換取中國茶運至英國還能賺取大量銀

兩，英國再將銀兩運至印度用以支付鴉片。中國試圖結束這種禍國殃民的貿

易，英國則發動 1839 年至 1842 年的鴉片戰爭。 

 
21 茶涉入宗教層面甚深，茶與佛教禪學及道家的關係匪淺。是故，茶有助

於宗教修行時的冥想。 

 
22 權赫在。《韓國地理》。서울：법문사，1993，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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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歐亞大陸之西岸，韓半島的溫帶大陸性氣候實屬明顯23。亦即，

韓半島擁有炎熱的夏季與漫長酷寒的冬季，導致韓半島南北之間的年溫

差高達 40℃以上，而適合農作的南方年溫差，亦動輒高達 30℃以上，寒

暑之間的劇烈變化，對於茶樹的生長，自然帶來了嚴苛的限制。一般而

言，秦嶺與淮河的地理線，即為劃分南方與北方之分界線、一月零度等

溫線、水田與旱田分布界線、亞熱帶與溫帶分界線、華北平原與江南丘

陵分界線、冬季河流結冰與否的分界線、濕潤與半濕潤分界線與八百公

厘降水量之分界線。氣候樣態與農作物景觀，各依秦嶺與淮河地理界線

的南北分佈，則有天壤之別。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

相似，其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24。畏寒的橘與茶皆屬亞熱帶

作物，實不易於在溫帶大陸性濃厚的韓半島中生長，而其冬季酷寒氣候

的嚴苛限制，竟與風行於韓半島，漫漫長達千百年的茶文化毫無牴牾，

其理安在？今擬從韓國文化史當中，來探討韓半島茶文化的發展，並觀

察茶文化在韓半島悠遠的歷史演繹中，所擔負的文化任務；及茶文化在

普及過程中，所負有的精神內涵，期能實質了解茶文化對韓國所帶來的

具體影響。 

 

二、韓國古文獻有關新羅茶文化的相關記載 

 

韓半島在三國時代之前，有關茶文化的正式紀錄付之闕如，韓國古

文獻中事涉新羅茶文化的記載，資料雖然不多，但仍可於韓國的正史《三

國史記》、《東國通鑑》等古籍中，發現最早有關於韓半島茶文化的吉光

片羽。相對的，如果抽繹出這些歷史材料，卻是對照韓、日兩國在接納

茶文化過程中，屬於時間性分水嶺上的重要指標。所以前述二書有關於

茶的記載，在跨文化比較研究上，則具備著至極重要的意義。 

                                                
23 歐亞大陸西岸的義大利半島緯度與韓半島相仿，羅馬一月均溫為 4℃，七

月均溫為 18℃，而首爾一月均溫為-5℃，八月均溫為 26℃，韓半島氣候明

顯冬酷寒，夏酷熱。 

 
24 （春秋‧齊）晏嬰。《晏子春秋》，雜下之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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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高麗仁宗（C.E.1145）時，金富軾所編纂之《三國史記》卷第

十文中，有關三國時代新羅茶文化的記載，其內文如下： 

 

（前略）興德王三年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貢，唐文宗召對于

麟德殿，宴賜有差。入唐廻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植地

理山，茶自善德王時有之，至於此盛焉25。 

 

又節錄朝鮮朝成宗 16 年（C.E. 1485），由徐居正採編年體所完成的

通史《東國通鑑》中卷之十一，新羅紀興德王條之內文如後： 

 

（前略）申戊興德王三年冬十二月遣大廉如唐帝，召對于麟

德殿，宴賜有差。大廉得茶子來，王命植智異山26。（後略）   

 

綜合前述《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史書中，不但可以初次觀察到

韓半島茶文化的正式文獻紀錄，並可得知茶葉早在新羅善德王（C.E. 

632~647）年間，便已傳入朝鮮半島，距離茶樹種子由唐文宗（C.E. 

827~841），賜予新羅的入唐廻使大廉帶回新羅，而在興德王（C.E. 

826~836）三年（C.E. 828）依王命，把來自中國唐帝所御賜的茶樹種子，

開始種植於韓半島南方的地理山。韓半島從善德王年間有茶的正式出

現，到茶種子開始正式播植於地理山為止，兩者的時間差距約達百餘年

之久。至於依據《三國史記》的記載，將茶子種植在地理山，其與《東

國通鑑》中，將茶子植於智異山，兩山名稱殊異，實為同山，此即今日

的智異山。智異山海拔高度 1915 公尺，其山位於韓國慶尚南道境內，智

異山之西南方，即為同屬韓半島著名產茶重鎮的全羅北道與全羅南道。

茶葉自新羅時代開始，便逐次種植於慶尚南道、全羅北道與全羅南道的

緩傾斜山坡地。韓國今日的茶葉品種，分成山茶與栽培茶兩種，栽培茶

                                                
25 鄭求福等。《譯註三國史記》。경기도：한국정신문화연구원，1996，

頁 123。 

 
26 （朝鮮）徐居正。《東國通鑑》。서울：경인문화사，1994，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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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代韓國由國外傳入的新品種茶種，而山茶則代表新羅時代由唐朝傳

入韓半島的原生茶27。 

新羅以原生茶製作成餅茶（떡차）及錢茶（돈차），皆屬固型茶 28

。品茶之前，先將餅茶或錢茶，置於磨茶專用的小石磨中，經過磨細之

後，將此茶末放入鍋中，並注入沸水飲用。此種餅茶的製作與品茗法，

迄今依舊風行於全羅南道與全羅北道等地區。至於新羅時代有名望的人

士，亦與茶文化產生密切的聯繫。諸如：元曉大師（C.E. 617~6898）與

蛇包和尚有關飲茶的種種逸聞，迄今仍然為韓民族所津津樂道。正史《三

國史記》則紀錄著新羅大學者薛聰，對其國王神文王（C.E. 681~692）

諫諍的記事，薛聰藉其著作《花王戒》，以花朵忠諫一國君主應親忠賢，

而遠邪佞，並諫神文王以茶清理精神，薛聰《花王戒》的忠君愛國精神，

至今也依舊深深影響著韓國。稗官野史《三國遺事》文中，亦有「茶禮」

的記載：神文王有兩位兒子，即寶川與孝明王子。此兩位王子各率領千

餘名花郎徒29赴溟洲遊覽，兩位太子咸皆委棄俗事，遂遁入五臺山，並

各自於青蓮開花之處，結庵而居，精誠修行佛法，兩位太子並汲洞中之

水，煎茶獻供觀音真身、八大菩薩、地藏、無量壽如來、大勢至、釋迦

如來、阿羅漢、毗盧遮那、文殊等五萬真身30。這是韓半島以「茶禮」

供佛的第一回文獻紀錄。事實上，茶與佛教的密切關聯，亦可在釋迦牟

尼經過六年苦修得道後，其最初傳世的《華嚴經》中，即已明示茶在佛

教儀式中的重要性，今引《華嚴經》如下： 

   

（前略）普放光明香莊嚴，種種妙香集為帳，普散十方諸國

                                                
27 權赫在。《한국지리》。서울：법문사，1993，頁 206。 

 
28 （朝鮮）丁若鏞。《다신계절목》。떡차條。 

 
29 花郎道為新羅的愛國組織，其成員為花郎徒。花郎道對新羅的統一，具

備極重要的地位。 

 
30 一然。《三國遺事》，塔像第四‧臺山五萬真身條。서울：민음사，2007，

頁 7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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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供養一切大德尊。又放光明茶莊嚴，種種妙茶集為帳，

普散十方諸國土，供養一切靈駕眾。又放光明米莊嚴，種種

妙米集為帳，普散十方諸國土，供養一切孤魂眾31。 

 

佛教於高句麗小獸林王 2 年（C.E. 372）傳入韓半島，嗣後逐次盛行

於百濟及新羅。佛教儀式中，每日於凌晨 3 時、午前 11 時、午後 6 時，

在大雄殿舉行對釋迦牟尼的禮佛儀式。千百年來不變的禮佛儀式，其法

具為香爐、蠋台與茶器。禮佛儀式中，對佛教世尊所呈獻的供養物計有：

香、燭、燈、果、茶、米等，世稱「供養六物」，茶則缺一不可32。 

今日單憑《三國史記》、《三國遺事》與《東國通鑑》的有限文獻紀

錄，後人欲將新羅當時相關的種茶、製茶、飲茶與茶禮儀等的實際運作，

想作撥雲霧而見天日之舉，卻是一項極不可能的任務。但是透過新羅之

後的古籍傳述與詩歌的描述，亦能得到茶文化珍貴的歷史線索，此亦能

證明東方的茶文化，並非只是一種意外的偶然，而係隸屬於人類心靈睿

智的深思，其在文明理解的畛域裏，亦絕非蟲虱之微，而係歸屬於東方

文化之中，屬於絕對不尋常的必要象徵與文明符號。 

 

 

三、韓國古文獻有關高麗茶文化的記載與茶文化的諸樣態 

 

茶可使人心神清爽，但不醉人，亦不亂性，這對重視毘奈耶

（vinaya）；或稱戒律的佛教，倡導不飲酒、不殺生、不偷竊、不邪淫、

不妄語的五戒精神，兩者頗合。茶飲先天具備一種提供僧侶或大儒吟味

之性質，因此廣受高麗王朝與廣大佛教寺院所愛用。對東方而言，如果

茶象徵著佛教，而葡萄酒即代表西方的基督教，基督教徒一般都飲用葡

萄酒，教會更引喻葡萄酒來象徵耶穌基督的鮮血，根據基督教學者的解

釋，這鮮血是救世主為罪孽深重的人類而灑的。或許是基於上述原因，

                                                
31 洪啟嵩譯。《華嚴經》。新北市：全佛文化有限公司，2012，頁 238-39。 

 
32 석성우。《다도》。서울：백양도서출판사，2009，頁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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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高麗相近似的中世紀時代裏，西方的修道院泰半建有地下酒窖，窖

中儲備著諸多的葡萄酒。所以，我們常能在西洋油畫的畫作中，觀察到

教士們圍坐在酒桶前觥籌交錯或把酒言歡的場景33。同理，佛教之禮佛

亦須有茶供，每日於佛前供上茶湯以為禮，謂之茶供。佛教中，司掌茶

役之職者，謂之茶頭，舉凡佛前獻茶、眾中供茶，或客來饗茶，皆其職

司。佛教禪林中，亦有點茶、飲茶所行之相見禮，稱為茶禮。茶禮類型

繁多，諸如：方丈特為新首座茶禮、住持垂訪投首點茶禮、庫司四節特

為首座大眾茶禮、方丈點行堂茶禮、兩序交代茶禮等均屬之34。茶湯之

禮乃佛教重要行事，自不得慢易倉遑，高麗王室與貴族，自亦極端重視

飲茶之儀禮。不僅如此，民間亦流行在祖先靈牌之前，每日供茶，以示

對逝去祖先的最虔敬之禮。 

有關高麗茶文化的相關文獻，由《高麗史》、《高麗史節要》、《東國

通鑑》、《高麗圖經》等古籍中，皆可發現相關的珍貴記載。其中的《高

麗史》及《高麗史節要》是研究高麗歷史的重要典籍。《高麗圖經》的作

者為中國北宋奉議郎徐競，徐競於宋徽宗宣和五年（C.E. 1123）奉使高

麗後，返回宋朝而完成該書。《高麗圖經》的內涵，是作者以外交大使的

身分出使高麗，並詳實記述 12 世紀高麗王朝有關建國、王族、城邑、門

關、宮殿、冠服、人物、儀物、仗衛、兵器、旗幟、車馬、官府、祠宇、

宗教、民庶、婦人、皂隸、雜俗、節仗、受詔、燕禮、館舍、供張、器

皿、舟楫、海道、同文等等項目。《高麗圖經》原附有繪圖，其後紛失不

存，僅遺留內文傳世，但仍堪稱是透析高麗王朝實態的珍貴文獻，該書

足可堪稱為高麗的書中博物館。今引《高麗圖經》卷三十二器皿三之茶

俎條的內文如後： 

 

土產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錫

賚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烏

                                                
33 藍吉富。《佛教百科全書》第 6 冊。台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光出

版社，1994，頁 1310。  

 
34 慈怡。《佛光大辭典》下冊。高雄：佛光出版社，1998，頁 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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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効中國制度。凡宴則烹於廷

中，覆以銀荷，徐步而進。候賛者云：茶遍乃得飲，未嘗不

飲冷茶矣。館中以紅俎布列茶具於其中，而以紅紗巾冪之。

日嘗三供茶，而繼之以湯，麗人謂湯為藥，每見使人飲盡必

喜。或不能飲盡，以為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強為之啜

也35。 

 

今依北宋熊蕃（C.E. 1121~1158）所著之《宣和北苑貢茶錄》書中所

列舉的朝廷名茶計有：貢新銙、試新銙、白茶、龍園勝雪、萬壽龍芽、

御苑玉芽、乙夜供清、上林第一、龍鳳英華、承平雅玩、啟沃承恩、玉

除清賞、雪葉、雪英、金錢、蜀葵、寸金、玉華、無比壽芽、萬春銀葉、

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玉葉長春、無疆壽龍、瑞雪翔龍、長生玉圭、香

口焙銙、興國巖銙、上品揀芽、新收揀芽、太平嘉瑞、南山應瑞、龍苑

報春、興國巖龍芽、小龍、大龍、小鳳等茶，這些貢茶，皆是朝廷派遣

專責官吏，於建安東方三十里的鳳凰山麓，迤邐面積廣達二十里，簡稱

北苑的製茶基地，生產世上品質最佳的各式貢茶，專供北宋太宗皇帝以

降的皇室、大臣使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其餘皇族、

學士、將帥皆得鳳茶。至於龍鳳團茶之稱謂，是依照茶葉的品種與品質，

在製作過程中，壓縮於雕有龍與鳳圖案的竹圈，或竹圈、銀模，或銀圈、

銀模，或銅圈、銀模等等的不同模型中，所製成的珍貴龍鳳團茶36，其

造型如後總附圖（一）37所示。團茶即今日所稱的茶餅，而《高麗圖經》

文中所稱的中國臘茶，創制於南唐末年，此茶產在福建，又稱福茶。臘

茶於製作過程中加入香料膏油，泡煮之後茶湯浮有乳油，像溶蠟，故稱

臘茶。臘茶並不在賜品之列，臘茶無異於今日的加味茶，其價值與風味

                                                
35 （宋）徐競。《高麗圖經》。서울：백산자료원，2000，頁 307-08。 

 
36 （宋）歐陽修。《歸田錄》云：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八

片，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 

 
37 （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讀畫齋叢書》，第七函之八。台北：

藝文印書館，1967，頁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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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御賜的珍貴龍鳳團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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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一）：以上龍鳳團茶出處：宋 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 

《讀畫齋叢書》，第七函之八。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頁 10-22。 

 

徐競出使高麗所飲用之茶，是為高麗所產的土種茶，對於來自茶葉

原產國的徐競而言，高麗茶味苦澀，不可入口，尤其還得勉強為之啜，

否則侍者皆將表現不悅神色。徐競正確觀察與細膩描述與紀錄高麗朝對

飲食生活的慣習，與社會風俗文化，此類型的生活習俗不僅只高麗朝行

之，影響所及，迄至 21 世紀的今日，如蒙韓國人招待食飲，勿論飲茶喝

酒，賓主務必喝光則表盡歡，反之則為失禮，此與 12 世紀邃古的高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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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風俗無異。高麗文宗三十二年（C.E. 1078）亦受北宋神宗皇帝下賜龍

鳳茶餅十斤，此外透過中國與高麗之間的密切經貿關係，中國茶亦久受

高麗朝的歡迎38。此亦足證當時海陸交通的頻繁與普及，茶文明成為一

種國家文化底蘊之實體部分，茶文化具備著美麗的形式，亦讓人產生幻

想的榮華。再者，從《高麗圖經》中亦可考証高麗朝對飲茶文化的重視，

尤其是飲茶時所使用的茶具，諸如金花烏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之屬，

皆係精美的泡茶工具，金花盞與烏盞應是薄小精緻的茶杯，炫麗的金花

白瓷盞以金彩花紋上色，自然高貴襲人；烏瓷盞黑釉上彩，黑澤煜煜，

兩者咸信係屬當時中國定窯所產製的精品茶具。而翡色小甌應是高麗青

瓷，翡色即青色，青色系為當時高麗青瓷典型色澤代表。由此觀之，茶

具的使用，應是混合中國與高麗兩地所生產的製品。高麗國宴時，在朝

廷的中庭煮茶，飲茶時的杯蓋，則覆上荷葉形式的銀製蓋子，由女侍官

徐步遞上，此具體紀錄亦可讓人歷歷辨識高麗朝對茶禮的重視。至於煮

茶或盛茶的銀爐湯鼎，也與中國相仿，畢竟當時的飲茶風習，早已引起

統治階層與上層社會諸多的關心，亦係身分地位的表徵。是故，受到中

國宋朝皇家龍鳳團茶的影響，高麗時代亦流行「研膏茶」，研膏茶同為茶

餅型式，泡茶之前須置入石製茶磨中研細，再沖入沸水飲用。 

研膏茶僅為高麗本土所產的餅茶通稱，其中包含：腦原茶（노원차

）、龍團勝雪茶（용단승설차）、孺茶（유차）、雀舌茶（작설차）、

紫筍茶（자순차）、釅茶（엄차）、香茶（향차）、雙角龍茶（쌍각용

차）、大茶（대차）、曾坑茶（증갱차）、靈芽茶（영아차）、露芽茶

（노아차）等十二種別。高麗時代的製茶所，係王室委由地方製作餅茶

的專責機構，簡稱「茶所」。茶所分布於慶尚道則有兩處，而全羅道的茶

所則佔有十八處，高麗全境總計存有二十個官方製茶所39。 

高麗製茶所製成的茶餅，分別供應王室及民間使用，民間因為王室

                                                
38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世家〉卷第九‧文宗三 丁卯條。 

 
39 김명배。〈차향에 묻힌 선비의 정담〉，《전통문화》。서울： 

전통문화사，2010，頁 45。 



74  《文化越界》•第十期•2013 年 9 月 

 

茶禮的盛行，而產生上行下效的風潮，民間販賣茶餅的商業型態則分成

坐商（좌상）與行商（행상）兩類，坐商為一般固定式的商店，行商則

為流動於各地的包袱商。至於，分散在高麗重要都邑的民間茶院（다원

）及茶店（찻집）的商業販賣行為，足可證明高麗朝的茶文化逐次普及

於民間，茶文化與高麗青瓷接軌，亦與王室儀禮互有堅實密切的聯繫 40

。另外，透過此時期的茶文化，高麗文明顯示出猶若青春的新鮮，結合

精神活躍的那種欣欣之狀，此皆歸因於茶文化的發展，業已實質匯入於

民間，而終於與民間文化相互結合，續而產生千形萬態的多元文化，促

使高麗的文明，轉化成另一種新穎的形式。茶文明讓專屬於東方的思維，

能在深湛文化相續的階段中，變成了一種神采發揚，光華四射的精神材

料，更讓高麗文化的特質，因此提高到全然嶄新的位階之上。 

高麗王室、貴族、僧侶與廣大的民間力量，共同締造茶文化的多元

趣旨，此趣旨自然包含著宗教、政治、經濟、藝術與文明的多元因素，

這些元素經過一番觀念的變形之後，最終則形成專屬高麗朝精神文化的

力量。蓋因高麗王朝崇拜佛教，佛教係高麗的國教，茶葉雖不能單獨視

之為代表高麗朝的精神力量，但高麗的茶文化，乃具備著真實與正當的

活力，專職提供文明得以生存發展的長效養分，並能與茶亭豪華的造型

藝術與古典的文化形式，作一番抽象的結合，此將純屬物質的茶葉，演

繹出與高度文明等量齊觀的高麗深湛文化。 

   

（一）  高麗時代的茶亭 

 

高麗王朝毅宗（C.E. 1146~1170）在位期間，是韓半島茶文化發展史

上的鼎盛時代，高麗朝各式華麗茶亭，不斷興建。今依《高麗史》世家

卷第十八毅宗十三年（C.E. 1159），與毅宗二十年（C.E. 1165）之內文如

後： 

 

                                                
40 김명배。〈차향에 묻힌 선비의 정담〉，《전통문화》。서울： 

전통문화사，2010，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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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乙亥，幸玄化寺，東西兩院僧，各設茶亭迎駕，競

尚華侈。丙子，遊覽東西兩院，飯僧41。（後略） 

 

十一月癸卯，夜宴清寧齋42，寵宦李榮鳩聚錦繡、金銀花、真

香、犀角、馬騾、羔羊、鳧雁等奇玩之物，陳列左右，以迎

大駕43。 

 

針對高麗國王赫赫威嚴的統御權勢，與代表佛教崇高無極的形而上

宗教主，在虔敬信誠禮拜佛祖與國王之僧侶信眾的周至侍奉及供養理念

中，玄化寺東院與西院各自設立豪華奢侈的茶亭，以供國王敬奉滲透萬

物本質的佛祖，同時僧侶亦藉助華麗豪奢的茶亭，表達一貫赤誠信仰宗

教主的精神本質，能夠直接移轉至制御人間並擁有高超地位的高麗國王

身上，以表效忠之寓意。高麗普行佛教，佛教五戒之中，在戒飲酒、戒

誑語、戒殺生、戒偷盜、戒邪淫的戒律（dogma）下，玄化寺東西兩院

奢華的茶亭，想必絕非當做飲酒作樂之場所，而應是以茶禮為原理，以

精緻考究的茶具為工具，以宗教結合政治的形式，讓治理俗世國家的最

高原則與佛教精神的真諦，藉華麗奢靡的茶亭所進行的茶禮，來呈顯政

教之間完滿與和諧一致的徵兆。至於，高麗時代有關王室飲茶華侈絢爛

的茶亭，亦可由《高麗史》其他相關的記載，來對照其奢華的程度。今

引《高麗史節要》毅宗六年（C.E. 1152）、《高麗史》毅宗十一年（C.E. 1157）

與《高麗史》毅宗二十一年（C.E. 1167）三月與六月條及《高麗圖經》

館會條等之內文，綜合佐證如下： 

 

宴萬壽亭至曉乃罷，先是內侍尹彥文聚怪石、築假山於壽昌

宮北園，構小亭其側號曰萬壽。以黃綾被壁，窮極奢侈，眩

                                                
41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世家〉卷第十八‧毅宗二 乙亥條。 

 
42 清寧齋位於名剎玄化寺之內，東西兩院僧，各設華麗茶亭，共有兩座。 

 
43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世家〉卷第十八‧毅宗二 庚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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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人目44。 

 

夏四月，丙申。朔闕東離宮成宮，曰壽德殿（中略）。又毀民

家五十餘區，作太平亭，命太子書額。旁植名花異果，奇麗

珍玩之物，布列左右。亭南鑿池作觀瀾亭，奇北搆養怡亭，

蓋以青瓷。南搆養和亭，蓋以椶。又磨玉石築歡喜、美成二

台，聚怪石作仙山，引遠水為飛泉，窮極侈麗。群小逢迎民

間珍異之物，輒稱密旨，無問遠近，爭取馱載，絡繹於道，

民甚苦之45。 

 

辛酉，王微行至金身窟設羅漢齋。還玄化寺，與李公升、許

洪材、覺倪等，泛舟眾美亭南池，酣飲極歡。先是清寧齋南

麓構丁字閣，扁曰眾美亭。亭之南澗，築土石貯水，岸上作

茅亭，鳧雁蘆葦宛如江湖之狀。泛舟其中，令小童棹歌漁唱，

以恣遊觀之樂46。（後略） 

 

庚午，移御玄化寺。先是王聞城東沙川龍淵寺南，有石壁數

仞削立臨川，曰虎巖。流水停蓄，樹木蓊蔚。命內侍李唐柱、

裴衍等，構亭其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四隅47。（後略） 

 

（前略）其後數日，使副延館伴官於所館之樂賓亭，用行庖

之人，而果肴器皿皆御府所給。四筵列寶玩、古器、法書、

名畫、異香、奇茗，瑰偉萬狀，精采奪目，麗人莫不驚嘆。

                                                
44 《高麗史節要》。毅宗六年‧四月條 

 
45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世家〉卷第十八‧毅宗二 夏四月丙申條。 

 
46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世家〉卷第十八‧毅宗二 辛酉條。 

 
47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世家〉卷第十八‧毅宗二 庚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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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闌隨所好，恣其所欲，取而予之48。 

 

由前列文獻觀之，本時期茶禮與茶亭成立的目的，不僅極具高麗獨

特的文化風格與藝術趣旨，對於後人在韓半島茶文化史的研究與考證

上，亦提供了重要的參考題材，足讓世人明瞭茶文化在高麗時代，便已

演繹成為統治階層所自負的最高階身分與地位的象徵。亦即，高麗國王

才擁有與佛教的宗教主－佛祖相仿的崇高地位，同享佛門僧侶們的隆重

茶禮。至於統治階層與文武百官喝茶行樂所需的場所－茶亭，則在高麗

毅宗時代，達到了普及的最高峰。茶亭種類繁疏的豪華建築形式，呈顯

出高麗文化的發明力，也具備著針對文明想像力的榮華光彩。高麗針對

茶亭的佈置，亦也充滿著影像與情緒之生動；高麗茶亭連繫著詩文辭藻

之贍麗，與包羅著繁茂暢盛的珍奇文物，茶亭成為實現國教－佛教之推

展與現實政治作有效控制時，所必不可或缺的工具。至於處在自然景色，

萬象紛呈之前的茶亭，其內部的豪華奢侈擺設，除了提供觀賞外，亦蘊

含著憑藉茶禮在茶亭的進行，讓高麗國王能夠明敏地辨認與諦聽著外界

赤誠於他的信號。所以，前述高麗王幸玄化寺，東西兩院高僧，各設茶

亭迎駕，競尚華侈等詞句，其內在意義，亦盡能以此種標準來衡量。國

教僧侶們藉助茶亭奉行茶禮，周詳審慎地對國王轉輸無間的赤誠，而文

臣武將亦與國教高僧之行舉殊無二致，同樣執行著對統治者相稱的忠誠

屬性。至此，茶文化在高麗時代便已完成了政治與宗教的過渡；又與文

化達成密切聯繫的最高成就。亦即，茶文明在朝鮮半島的進展，不僅達

於統治者的政治直覺，亦且深及於高麗王朝的傳統文化的內裏中。 

  

（二）高麗時代（C.E. 918~1392）庶民階層的茶禮 

 

高麗朝屬於庶民階層的茶禮，主要係與宗教緊密結合在一起。其類

型分別歸納如下：1、儒教式的茶禮：儒教茶禮建立於高麗的末期，由當

                                                
48 （宋）徐競。《高麗圖經》，第二十六，燕禮館會條。서울：백산자료 

원，2000，頁 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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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知名儒者與朝中大臣，諸如：趙浚（C.E. 1346~1405）、鄭夢周（C.E. 

1337~92）、李崇仁（C.E. 1347~92）等人的請奏之下，高麗國王准依中

國宋朝朱熹《朱文公家禮》的冠婚喪祭之禮，實際推廣至民間，並同時

配合採行「茶禮」。所謂的冠禮，即成年禮。婚禮即結婚儀禮，又稱「聖

禮」49。喪禮即葬儀禮；祭禮即對神靈與祖先的祭祀之禮。因此，儒教

式的茶禮，普行於民間。2、佛教式的茶禮：高麗民間普遍遵循中國唐朝

百丈懷海禪師（C.E. 724~814）對佛主所行的茶禮。百丈懷海禪師在《百

丈清規》書中，明示茶禮即是佛教信者對世尊的最敬禮50。 

再則，此時期開始禪宗思維逐次大行，佛教的禪宗藉助茶禮進行的

過程，賦與精湛的哲學意境，所謂「茶禪同味」、「茶禪一如」的認知與

見解，對於高麗當代文化精神，所欲表現的特色與所企求的榮光，佛學

禪宗思想的風行，更無其他文化表達的材料能出其右，禪宗思想甚且繼

續盛行至排佛尊儒的朝鮮時代，其中與茶有關茶葉栽培及茶具製作、茶

道運作、茶的軼事或事涉藝術作品方面的種種成就，皆存有不可磨滅的

性質。茶文明於閎大的高麗文化工程中，亦十足讓世人所駭嘆。 

 

（三）高麗時代（C.E. 918~1392）統治階層的茶禮 

 

十世紀初，高麗太祖王建結束近千年的新羅王朝，重新統治了朝鮮

半島，國祚持續將近五個世紀（C.E. 918~1392），而與中國的五代十國、

北宋、遼、南宋、金、元、明等朝代，前後並列。面對如此複雜多變的

國際形勢，始終給予高麗王朝不同以往的嚴酷外交考驗。然而高麗王朝

繼承了新羅對付強大國的外交機智與智慧。此即針對諸強國，外觀上則

採取俯首低眉之姿態，暗中又在軍事上加強備戰，絕不讓步51。前述高

                                                
49 黃弘之。〈韓國的婚俗與禁忌之研究〉，《文化越界》，第一期 (2008):頁

15-22。 

 
50 震華法師。《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頁 1110。 

 
51 邵毅平。《韓國的智慧》。新北市：新潮社，2012，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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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佛教的僧侶以茶禮與茶供頂禮膜拜天上的佛祖世尊，以示恭敬。同理，

對於統御人間的高麗國王幸駕佛教院寺時，亦以茶禮迎駕國王，同表最

尊的禮敬之意。而高麗國王迎接來自中國皇帝派遣的外交使節團時，亦

以原先來自中國的茶禮，莊嚴隆重地款待中國的使者，自是表達對中國

皇帝的尊敬與崇拜。高麗王能夠運用他所有的智慧與潛力，藉助來自中

國的茶禮，戮力完遂外交上的既定理想與靈巧地縱橫捭闔於列強林立的

國際舞台之前，茶文化所居之事功，當屬厥偉。今依《高麗史》志卷十

九，禮七「賓禮」中，對於來自中國的外交使節，計有下列五種形式的

賓禮：1、迎北朝詔使儀。2、迎北朝起復告敕使儀。3、迎大明詔使儀。

4、迎大明賜勞使儀。五、迎大明無詔敕使儀。北朝即契丹，也就是遼，

高麗宣宗七年（C.E. 1090）結束與契丹的四次大戰，同年九月高麗第一

次接待契丹外交使節團，並在乾德殿舉行賓禮52。今引《高麗史》迎「北

朝詔使儀」內文如下： 

 

（前略）舍人喝：再拜。閣使傳有教賜客省茶酒食，舍人喝：

再拜。引出殿門，王就座後，閣門員引下節入殿庭再拜；奏

聖體再拜。閣使傳有教賜所司茶酒食。喝：再拜。出門訖，

進茶初盞親勸使臣，還酬，再拜就座。飲訖，相楫還就座。（下

略） 

 

高麗宣宗時代，外交處於宋朝與契丹兩大強國之間，高麗朝為維持

與強大國的和睦關係，面對北朝的契丹時，則藉助茶禮訂立了「賓禮」。

在賓禮進行的過程中，高麗國王首先將自己未喝的第一杯茶，親賜北朝

契丹使臣，使之飲茶，使臣飲茶完遂之後，再將原來的空茶杯轉還高麗

國王，並為王斟茶之過程，稱為「還酬」，還酬妥當之後，高麗王與來自

北朝使臣便相互作揖，行禮如儀。兩者並於坐定之後，才開始飲茶寒喧，

茶既飲畢，茶禮形式上業已禮成，高麗王與北朝使臣又相互作揖，然後

各自就座。這段紀錄著高麗茶禮的珍貴史料，亦讓後人初次觀察到「還

                                                
52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志〉卷第十九‧禮七 賓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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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禮制的原型，此禮制實係高麗朝鼎革之舉。迄至朝鮮朝皆傳承高麗

還酬之禮制，不同之處僅在以酒替代茶而已。高麗朝賓主之間的還酬茶

禮，甚且繼續延續至 21 世紀，現今韓人的飲酒文化中，亦將自己飲用的

酒杯置於尊敬的對象之前，用以代表最高的敬意。此種溯自古代宮廷茶

禮文化之鱗爪，邁越漫漫時空的遞嬗演繹，過渡到今日韓國社會民俗禮

儀之事例，至今猶存。 

高麗朝代的茶禮，長期擔負著重要的涉外國際禮儀，茶禮無論在迎

北朝詔使儀、迎北朝起復告敕使儀、迎大明詔使儀、迎大明賜勞使儀、

迎大明無詔敕使儀中，皆將茶禮的原理與茶禮的條例，明確地樹立起來。

單一平凡的茶，從此為高麗朝滲注了一股股不同形相的文化氛圍，並實

際折衝於瞬息萬變、錯雜棼亂、躁動敏感的國際外交之中，茶禮同時成

為兼具孕育文化典型與完遂外交寓意的國家制式儀禮。 

綜觀高麗王朝的茶禮，除了能夠具體且合理地開展與中國的實質外

交關係之外，隸屬於統治階層的茶禮，亦在如後所示的嘉禮（가례）過

程中隆重舉行：1、春日佛教的「燃燈會」。2、秋季佛教的「八關會」。

3、冊封王太后典禮過程中。4、冊封王妃儀禮過程中。5、王世子冊封儀

禮過程中。6、王子或世子嬪冊封儀禮過程中。7、公主出嫁儀禮過程中。

8、王太子冊封儀禮等等過程，皆行茶禮。 

至於賓禮（빈례），亦行茶禮，主要係接待前述的中國使臣時行使

之。高麗國王面對嚴重的天災地變時，為罪責自己所行的凶禮（흉례）

時，亦普行茶禮，或王室、高官犯下重罪，而高麗國王針對犯罪者究責

其犯行時，朝廷則舉行所謂的「重刑奏對儀」，此等純屬高階的統治階

層犯罪者，其在向國王答辯的過程中，亦行茶禮53。 

 

 

 

 

                                                
53 김명배。〈차향에 묻힌 선비의 정담〉，《전통문화》。서울：전 

통문화사，2010，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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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國古文獻有關朝鮮時代（C.E. 1392~1910）茶文化的相關 

記載與茶文化的諸樣態 

 

朝鮮時代有關茶葉的著作專書亦多如牛毛，舉其犖犖大者，諸如：《茶

神傳》、《朝鮮茶書記》等等，雖不勝枚舉，但各書結合了採茶、造茶、

辨茶、藏茶、火候、湯辨、湯用老嫩、泡法、投葉、飲茶、茶色、茶味、

點染失真、品泉、貯水、茶具、茶盞、拭盞布、茶衛、茶情等，加以研

究與處理54，其間所遞嬗演繹出來的巨大文明勢力，則完全符應朝鮮社

會、宗教、藝術、文化的實質運作，同時也蘊涵著市廛庶民所必要的心

性歡樂因子，朝鮮的茶文化，最終則引發成為韓民族文明智慧的材料，

並作為精神文明與民俗文化最佳的抽象調節劑。 

至於，朝鮮時代流行的常用茶用語，計有：茶時（다시）、茶禮（

다례）、行茶禮（행다례）當中，「茶時」用語緣起於高麗時代，意指

司憲府官吏在任務交接時，新舊任官吏們共聚一

堂，舉行茶會之後，交接儀式即告禮成55。朝鮮朝的「茶禮」或「行茶

禮」之諸樣態，則如後所述。 

 

（一）  朝鮮時代的茶禮 

 

高麗末年少壯改革派不斷針對國教佛教的腐化及寺院經濟，進行排

佛運動，加上原本率領大軍進擊中國遼東的李成桂，突然於鴨綠江中游

的威化島回軍，高麗對中國的主戰派因之被流配邊疆或失勢落馬，李成

桂逐次由改革派的儒臣們擁戴下，完成韓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和平不流

血的改朝換代，儒教亦漸次取代佛教，成為朝鮮朝的國教56。在改朝換

                                                
54 諸岡存，家入一雄共著。《朝鮮の茶と禪》。東京：仁川堂，1984，頁 136-50。 

 
55 （朝鮮）李肯翊。《燃藜室紀述別集》卷 6，官職典故 司憲府條。  

 
56 국사편찬위원회。《한국사》。서울：대한민국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12，頁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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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物換星移之下，原為高麗統治階層所喜愛的茶文化，形式上內則深受

下列因素的影響：1、朝鮮民間風行飲用的礦泉水與生泉水、井水。2、

傳統韓民族飲食生活上，庶民階層慣常於飯後所飲用的米飯鍋巴水

（숭늉）。3、光海君 8 年由西方傳入朝鮮的嗜好作物，亦稱「煙茶」的

香菸。4、朝鮮朝野愛飲的朝鮮米酒（막걸리），又名「榖茶」之影響。

外則為：1、朝鮮棄佛崇儒，儒教取代茶文化普遍賦形於佛教的地位。2、

朝鮮朝對佛教寺院課徵重稅的同時，又規定地方官吏將廣為栽種於佛教

寺院周圍的茶園所生產的茶葉，必須上繳中央。此規定讓地方官吏憑添

執行上的麻煩，因之地方官吏乾脆將轄區下的佛寺茶園，悉數縱火焚燬，

佛院沒有茶園，地方茶貢則不必上繳57。茶因此受到前述種種內外客觀

因素的制衡，頗易讓世人在主觀上認定高麗的傳統茶文化，從此即將墜

入於依稀難辨的歷史記憶裡。但考據韓半島茶文明相關的歷史文獻記

載，朝鮮時代的茶飲嗜好，雖然無從與高麗朝相互比擬，但茶文化卻從

未遭受到朝鮮的捨棄。其中最大的原因則在於「茶禮」。茶禮在重新面對

朝鮮的新時代時，依然繼續發揮出它潛伏於政治、民俗信仰、文化、醫

藥、經濟等的多元精神原理及旺盛力量。亦即，韓半島的茶文明，雖歷

經漫漫時空的過渡與種種的思辨演繹，但已然發展成為頗易成熟地與人

間的精神與文化層面，做相互結合的特性。是故，無論現實世界中思想

主流的更替，紛紜事變的突發，價值觀念的更張，政權的興亡，原則的

追究，茶葉在朝鮮朝所扮演的角色，皆不致流於赤金與黃沙同被捐棄之

境地。朝鮮時代的茶，雖被定位為饋贈時的禮物、藥品、國際貿易商品

等等功能，而探討朝鮮「茶禮」，則分為市廛庶民與統治階層各行其是的

兩大類型，茲分述於後。 

 

(1)  朝鮮時代庶民階層的茶禮 

 

朝鮮時代普行於庶民階層的茶禮，緣起於朝鮮鑒於高麗末期佛教僧

侶之墮落與破戒僧的腐化，所以逐次地採取重儒輕佛的策略。朝鮮所奉

                                                
57 김운학。《한국의 차문화》。서울：현암사，2008，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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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儒學，是以宋朝朱熹的性理學為主，大儒朱熹草創性理學之時，亦

醉心於佛教禪宗的原理，朱熹實係一代儒學宗師，亦為佛學禪宗的信仰

者。其諸多著作中的《朱文公家禮》，在朝鮮國祚 519 年中，始終如一地

擔負著倫理道德與社會規範的重責大任，而其遺緒迄今猶存。《朱文公家

禮》中採擷佛學禪宗的「茶道」概念，並以之注入於墓祭

（묘제）及家廟祠堂（사당）的茶禮之中。因此，朝鮮初期的統治階層

（兩班階級）以有計畫的手段，向民間推動「祖上崇拜」或「祖先崇拜」，

以之直接成為民間庶民遵守道德倫常與社會禮儀的重心，間接則對兩班

統治階層的政治利益與財產確保上，亦期能獲得多重的保障58。原來風

行於高麗統治階級的茶禮，歷經物換星移改朝換代後，從此有如對症發

藥般，適時地匯入朝鮮民間，也讓民間適應了茶禮對時代殊異的需求。

茶文化成為更加具體地連繫著儒教與社會道德倫理間的特殊紐帶，並且

深深植入於朝鮮民間的實體生活之中。 

 

(2)  朝鮮時代統治階層的茶禮 

 

身為中國藩屬國的朝鮮，外交上必須依據明朝所制定的「藩國迎詔

儀」來接待中國的使臣，行禮如儀之後，朝鮮另須依據自訂的「宴朝廷

使儀」的迎賓禮儀，來迎接與招待中國的使節。朝鮮「宴朝廷使儀」的

茶禮，僅由國王與王世子主持，單向負責招待中國明朝之使者，其過程

莊嚴隆重。中國制定的「藩國迎詔儀」，與朝鮮自國制定的「宴朝廷使儀」

中所涉及的茶禮，其對朝鮮統治階層所行的文化刺戟，雖然無涉有如高

麗國教－佛教的宗教精神，但朝鮮的茶禮與宗主國中國之間，卻聯結著

濃厚政治本質的複雜關係。亦即，除卻茶禮對高麗國教的宗教性神聖概

念，而朝鮮朝茶禮的重要性，卻又從國際政治外交的另一層面上昇將起

來。朝鮮王朝的茶禮，是國王在迎接攜帶明朝皇帝詔書、敕書的中國使

節時；並在正式國宴之前所舉行的儀禮。在《朝鮮王朝實錄》中，詳實

                                                
58 권태원。《우리의 차문화와 다례》。서울：경인문화사，2001，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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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著朝鮮茶禮的過程，由該實錄所記載的年代觀之，從朝鮮開國的太

祖李成桂（C.E. 1392）開始，迄至朝鮮末期的哲宗（C.E. 1863）為止。

而朝鮮的茶禮在十九世紀（C.E. 1801）初期，依舊大行其道。由此可見，

朝鮮的茶文化仍然申張著它當時的真實地位。今綜合明朝洪武 18 年制定

之「蕃國迎詔儀」與朝鮮自訂「宴朝廷使儀」的迎賓禮儀的要旨，兩相

對照如下： 

 

凡使者，入藩國境，先遣人馳報於王，王遣官遠接詔。前期，

令有司於國門外公館設幄結綵，設龍亭於正中，設香案於龍

亭之南，備金鼓儀仗，鼓樂伺候迎引。又於國城內街巷結綵，

王宮內設闕亭於殿上正中。設香案於闕亭之前，設司香二人

於香案之左右，設詔使立於香案之東，設開讀案於殿陛之東

北。設蕃王拝位於中道北向，設蕃國眾官拝位於蕃王拝位之

南，異位重行北向。（中略）置龍亭於殿上正中，使者立於東。

引禮引王入就拝位，（中略）司贊唱拝，樂作，蕃王及眾官以

下皆四拝，樂止。引禮引蕃王由西階陛詣香案前北立。（中略）

王三上香訖，引禮唱俯伏、興、平身；蕃王及眾官以下，皆

俯伏、興、平身。（中略）宣詔官受詔，展詔官對展，司贊唱

跪，蕃王及眾官以下皆跪。宣詔官宣詔書，捧詔官於宣詔官

前，捧詔書，仍置於龍亭。司贊唱俯伏、興、平身；蕃王及

眾官以下，皆俯伏、興、平身。同贊唱拝，樂作，蕃王及眾

官以下，皆四拝，樂止。同贊唱搢笏鞠躬，三舞蹈，三拱手

加額，三呼萬歲、三呼萬歲、再三呼萬萬歲。出笏，俯伏、

興，樂作，四拝，興、平身，樂止，禮畢。引禮引蕃王退，

引班引眾官次退，蕃王及眾官釋服，使者以詔書付所司頒行。

蕃王與使者，分賓主行兩拝禮，使者居東蕃王居西。如蕃國

陪臣行禮，使者立受59。 

 

                                                
59 （明）《明會典》，卷五十八‧禮十六，蕃國迎詔儀，受印物儀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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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司尊提舉一人奉茶瓶，一人奉茶鍾盤，俱入立於酒

庭東，奉鍾者在西。司饔提舉二人奉果盤，一人立於正使之

右近北南向；一人立於副使之左近南北向，使者雖副使以下

果盤皆在於左。提調奉果盤立於殿下之右近南北向，司樽提

調以鍾受茶，提舉酌茶，跪進於殿下。茶鍾將進，殿下起座

稍前立，使者起座亦稍前立，殿下執鍾，就正使前進茶，正

使受鍾權授通事。提調又以鍾受茶，跪進於殿下。殿下執鍾

就副使前進茶，副使受鍾，殿下少退。提調又以鍾受茶，立

進於正使，正使執鍾就殿下前進茶。（中略）殿下執鍾通事以

權授茶鍾，立進於正使，正使還執鍾。使者就座，殿下即座，

舉茶訖60。（下略） 

 

明朝所制定的「藩國迎詔儀」中，明白規制著宗主國與藩屬間的外

交禮儀關係。明朝的使節團從通知即將到訪朝鮮王都開始，到兩國國境

間使館的運作、朝鮮王宮門外迎賓館的裝飾、對迎接中國詔書及敕書時

慕華館所需設立的幄帳、香爐臺、金鼓儀仗、樂儀的前置作業，各式人

等所司職務、所立方位，與安置皇帝所賜之詔書、敕書；並表達極度尊

重的龍亭擺放位置，甚且朝鮮國王率文武百官向安置詔書、敕書之龍亭，

三次高呼萬歲，「藩國迎詔儀」遂得禮成。其後，朝鮮國王便依「宴朝廷

使儀」之節次，以一國之尊，宴請來自中國之使節。各式人等所司職務、

所立方位，皆有定制，其嚴謹、隆重絕不輸於「藩國迎詔儀」。尤其朝鮮

國王親自手執茶杯，分別向中國正、副使者進茶，正使接受朝鮮王的茶

盞後，先暫時交給通譯官，等到朝鮮王回座之後，負責倒茶的提調官，

再為中國正使奉茶，而正使則將這第二盞茶，遞交朝鮮國王，以行進茶。

國王取茶之後，原保管正使茶盞的通譯官則將茶盞歸還正使，正使與國

王一同就座之後，便開始飲茶。飲畢，「茶禮」乃告禮成。此過程明示藉

助茶禮的進行，詳述朝鮮王朝如何針對：1、中國使節的迎接與招待。2、

遵循明制賓東主西的座位安排。3、賓主相互進茶等等過程，皆有如格律

                                                
60 （朝鮮）《世宗實錄》，〈賓禮儀式〉宴朝廷使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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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規般徹底地奉行。亦即，依據「茶禮」的儀式，朝鮮國王完遂了與中

國明朝從屬關係的政治結合。 

至於論及當時朝鮮與日本的使者，如何進行外交儀禮，與茶禮在此

過程中，又擔待何種功能？今依朝鮮《通文館志》、《邊例集要》、《成宗

實錄》等之記載，綜合對照於後： 

 

東萊府使初為縣令，中廟朝為接倭，陛為府使。又自萬曆庚

戌府使趙存性時，始依灣尹例，係干倭情，則直狀啟事受教。

釜山僉使先到宴廳東上房，訓導引送使正官以下。府使僉使

及訓別著紅團領，則正官以下具其冠服。府使僉使及訓別著

戎服，則正官以下露頂短衣而繩床坐。（中略）大差倭則接慰

官押宴，而府使隨。參別差倭則鄉接慰官押宴，而禮貌皆與

送使同。（中略）萬曆庚戌，使倭請為東西之座，又正官及船

主押物等請，並行相楫之禮。其時府使爭之不得，小通詞奉

書契進于府使，僉使開見。小通詞告進茶禮，仍進饌卓饌61。

（下略） 

 

庚戌十月，府使趙存性時，島主差倭橘智正，伴從三名、頭

倭三人、格倭三十九名等，以朝京事，持島主書契四度、平

景直書契三度、玄蘇書契一度出來。臣與釜山儉使設茶禮捧

書契，而天朝未許之，前本國經許上京，必無是理事防塞。

而智正等散料分給，頭倭及格倭，則別備酒饌62。（下略） 

 

島主入廳事，近西東向立，相對再拜。島主子貞秀病不出，

其書契、禮物，島主並受之。島主引臣入廳事西偏房，客東

                                                
61 （朝鮮）《通文館志》卷六〈交鄰〉茶禮儀‧禮單茶禮儀付條。 

 
62 （朝鮮）《邊例集要》卷一‧茶禮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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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西，相對而坐。代官宗貞秀，亦近南東向坐。行茶禮63。 

 

《通文館志》、《邊例集要》、《成宗實錄》等文獻，詳細記載著朝鮮

的地方官員，諸如：縣令、僉使、府使接待日本使節，諸如：正官、大

差倭、別差倭、島主差倭、頭倭、格倭等的外交記事。其與前述「蕃國

迎詔儀」、「宴朝廷使儀」的迎賓禮儀，兩者顯有天壤之別。中國使節所

攜帶的詔書，在宣詔之前，則需置於朝鮮王殿正中央的「龍亭」中，形

同中國皇帝的親自鑒臨。詔書的宣詔過程，猶若天子上朝之時，文武百

官所持的莊嚴與慎重。而朝鮮的翻譯官—小通詞，將日本外交使節的書

契呈進於府使時，其下屬僉使就可代替府使，直接將此外交文件，當面

打開，並公開朗讀。中國的詔書與日本的書契，雖然處在一種特殊且分

立存在的位置上，而茶禮則卓然地聯繫朝鮮與中國、日本之間；擔負著

外交儀禮重要的角色。長久以來，茶禮亦蘊含著東方精緻文明與精神文

化所特有神韻與真諦。茶禮為朝鮮帶來一幅巨大的景象，此景象實則專

與東方文明的內裏有所關聯，茶禮猶若其他文化暗黑國度中照耀著的光

明火炬一般，讓專屬於東方的文化，更能呈顯五彩繽紛與光耀奪目的絢

麗色彩，韓民族始終將茶充滿了豐富的智慧的文化材料，並點綴了鮮明

的朝鮮式思維，由茶所引發的靈感泉源，不斷引起美妙文明的發明，並

且從中激起深刻的反省。茶文化為韓民族創造出廣大且無盡的文化寶

藏，茶文化亦在增進韓民族間的情感交流與思想深化上，不僅得到了公

開的認准，並且也獲得到與無數制度及儀式相仿的莊嚴性。 

 

五、結論 

 

韓半島的茶文化，具備著東方獨特且深湛的文化理念，其必然的結

果，則係離脫西方以醫藥為重、以社交為輔的範疇。茶文化係從東方的

內部滲透進去，並從文化運作的裏層中呈顯出來。所以，涵蓋韓半島的

整個東方世界，與西方對茶的領悟，恰巧完全相反。雖然韓半島的茶文

                                                
63 （朝鮮）《成宗實錄》成宗七年‧七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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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實則捲入了許許多多中國文明的顯性因子，但因茶文化得以無限運

作；與茶文化也可以無限創作的概念底下，恆讓居於殊異時代的同一韓

民族，慣常激起了無限的勇氣與機智，尋思超越一切有所限制的思想與

行動的層層束縛。韓民族在歷經千百年之後，其最終所演繹出來的茶文

化，乃成為一種高尚的事情，亦具有層層霸氣的文明外衣。舉凡宗教、

政治、外交、社會、文化、藝術、哲學裏，則必然灌注了茶文明的智慧

與光彩。換言之，韓半島的茶文化，早已離脫茶葉僅為單一物質的本質，

而必然地、大膽地和壯麗的政治建築、現實的外交折衝、神秘的宗教科

儀、剽悍排他的社會民情、和善可親的藝術文化，或與千態萬狀的形而

上哲學，皆做了無縫接軌式的完美結合，韓半島的茶文化，從此隸屬於

韓民族重要的精神文明與精神福利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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