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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艺



茶会历史

• 以茶聚会起码在魏晋时期就已有了频繁的活动，并成为历代茶人标
榜自身品味、培育同志意识、取得社会的认可的重要手段。在以茶
待客的习俗中，茶成为社交场上的润滑剂，创造出一个和谐的氛围，
协调甚至增加社会关系。



•以茶聚会的社会交往，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将饮茶作为人们交流信息、平息情绪的媒介，比如以前的
茶铺、茶馆、吃讲茶，现代的茶话会等，发挥饮茶解渴、提神醒
脑、镇静的作用，体现了人们对茶作为饮品的基本诉求。

•第二类是注重聚会的文化因素，通过以茶聚会的形式来确立社会
关系及团体意识，表达出参与者清高脱俗、风流儒雅、独立性的
优越感等方面的精神需求，是大众对雅俗共赏的茶艺文化的向往，
因此，此类聚会称雅集茶会。 

以茶聚会



雅集茶会的历代风度

茶宴：

     据记载，魏晋时期即已出现的品茗宴、茶果宴、
分茶宴，以区分不同品味取向的茶人开展的不
同聚会形式，在茶宴的过程中注重器具、茶品、
流程、环境等，并赋予社会组织方式。



西湖茶宴



西湖茶宴



西湖茶宴



西湖茶宴



西湖茶宴



雅集茶会的历代风度
茶汤会：

     在《百丈清规》中，谈到了如何行茶礼，如何茶汤
会。茶汤会的名目，计有

  民俗茶会，指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四序茶会；

  列职茶会，指新旧僧人职务交接的茶会形式；

  大众茶会，是与施主交际的茶会。

     茶汤会规则明细、思想深沉、礼法周到、文质合宜。



径山茶会



雅集茶会的历代风度

斗茶会：

    主要出现在宋代，并产生了许多与斗茶相关的
如茗战、茶百戏、水丹青、咬盏等热榜名词。当时
的宋人从官人雅士到普通百姓，对斗茶会的活动高
度热衷，丰富了社会娱乐活动，满足精神上的享受。



宋代斗茶            点茶：
茶丹青



雅集茶会的历代风度
茶寮：

     从家庭居住的建筑结构上，明代开始有了专用的
茶室，称为茶寮，社会组织方式更为稳定，形成
了具有时代格调的茶人集团。



雅集茶会的历代风度
茶艺馆：
清代以来以茶聚会的社会商业模式。



雅集茶会的现代风貌

• 无我茶会：参加者都自带茶叶、茶具、人人泡茶、人人敬茶、人人
品茶。茶席要求简洁、便于携带，风格可以多样。茶会事先出公告
明示具体要求，席间不语。 



无我茶会



雅集茶会的现代风貌

• 品格席茶会：以席入会，一席一桌。由一位茶艺师招待安排入桌的
饮者，宾客就位后基本不走动，茶艺师奉茶不离席。品格席茶会是
一个主题茶会，由中央舞台呈现主题。 



品格席茶会



雅集茶会的现代风貌

• 流水席茶会：茶席是固定的、奉茶时茶艺师不离席，茶艺师本身就
是茶席之美的构成。宾客是走动的，他在任何一个茶席前，都可以
品赏到茶艺师即时奉上的茶，茶在宾客手中犹如一道流水绕行在各
个茶席之间。



流水席茶会



雅集茶会的现代风貌

• 奉茶会：奉茶会最典型的特征是茶艺师离席奉茶，是面向观众的茶
会。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表演型茶会，另一种即日常奉茶会。也属
于主题茶会，一般以具体的目的相聚。



奉茶会



• 四种现代雅集茶会各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茶艺师若要进行茶会
策划，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不同雅集茶会适宜举办的条件和文化个
性。 

无我茶会 品格席茶会 流水席茶会 奉茶会

离席奉茶 是（内） 否 否 是

市民融合度 低 较低 较高 高

茶汤供应 高 高 高 低

可普及度 高 较高 较低 高



• 茶会本来是无所谓定义的，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大
家聚在一起，握一杯茶，礼节和谈资都已具备。

• 但是，我们试图在另外一个境地中来观看这样的茶会，观看
内心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观看能超越生活束缚、
获得更多一些的心灵慰藉，这种慰藉通过认同感来加深我们
对于生活的热爱，并以为这才是雅集茶会聚集的真正动力。



茶会策划

茶会策划

    确定茶会主题：茶品、节气……

    茶会前期准备：场地布置、物品（茶、水、具）准备、人员邀
请……

     

    茶会进行：音乐、背景、茶席、服饰、茶、水、人……

    活动反馈：

中秋茶会策划方案.doc


无我茶会

1. 座次由抽签决定，无尊卑之心。

2. 奉茶至左，饮茶自右，无报偿之心。

3. 以超然心情欣赏每人带来的茶叶，无好恶之心。

4. 茶具型式与泡法不拘，无流派之分。 

5. 将茶泡好，求精进之心。

6. 指挥与司仪，遵守公共约定。

7. 席间不语，培养团体默契，体现团体律动之美。

file:///D:/Youku Files/download/微庐禅意空间之无我茶会_高清.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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