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看家居风水看八字浅谈道家文化的影响

产品名称 唐山看家居风水看八字浅谈道家文化的影响

公司名称 唐山风生水起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龙仁里清科园101楼425号-2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613413191

产品详情

天人合一 中国茶道吸收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
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 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借以达到明心见
性的目的有好处。而道家的学说则为茶人的茶道注入了"天人和一 "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同
时，还提供了崇尚自然，崇尚朴素，崇尚真的美学理念和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  by tcwechat
一、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在茶道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回归渴望，以及人对"道"的体认。具体地说，人化
自然表现为在品茶时乐于于自然亲近，在思 想情感上能与自然交流，在人格上能与自然相比拟并通过茶
事实践去体悟自然的规律。这种人化自然，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 物与我唯一"思想的典型表现。
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不同，中国茶道"人化自然"的渴求特别强烈，表现味茶人们在品茶时追求寄情于山
水，忘情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境界。元好问的《茗饮》一诗，就是天人和一在品茗时的具体写照，契
合自然的绝妙诗句。宿醒来破厌觥船，紫笋分封入晓前。 槐火石泉寒食后，鬓丝禅榻落花前一瓯春露香
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邂逅化胥犹可到，蓬莱未拟问群仙。 诗人以槐火石泉煎茶，对着落花品茗，一
杯春露一样的茶能在诗人心中永久留香，而万里清风则送诗人梦游华胥国，并羽化成仙，神 游蓬莱三山
，可视为人化自然的极至。茶人也只有达到人化自然的境界，才能化自然的品格为自己的品格，才能从
茶壶水沸声中听
到自然的呼吸，才能以自己的"天性自然"去接近，去契合客体的自然，才能彻悟茶道、天道、人道。
二、自然化的人 "自然化的人"也即自然界万物的人格化、人性化。中国茶道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把自然
的万物都看成具有人的品格、人的情感，并能 与人进行精神上的相互沟通的生命体，所以在中国茶人的
眼里，大自然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沙一草一木都显得格外可爱，格外亲切。
在中国茶道中，自然人化不仅表现在山水草木等品茗环境的人化，而且包含了茶以及茶具的人化。 对茶
境的人化，平添了茶人品茶的情趣。如曹松品茶"靠月坐苍山"，郑板桥品茶邀请"一片青山入座"，陆龟蒙
品茶"绮席风开照露晴"， 李郢品茶"如云正护幽人堑"，齐己品茶"谷前初晴叫杜鹃"，曹雪芹品茶"金笼鹦
鹉唤茶汤"，白居易品茶"野麝林鹤是交游"，在茶人眼 里，月友情、山有情、风有情、云有情，大自然的
一切都是茶人的好朋友。诗圣杜甫的一首品茗诗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 自逢今日兴，来往亦无期。
全诗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相结合，情景交融、动静结合、声色并茂、虚实相生。
苏东坡有一首把茶人化的诗： 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中国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中国茶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 



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中国茶人最能领略到"情来爽朗满天地"的激情以及"更觉鹤心杳冥"那种与大自然达
到"物我玄会"的绝妙感受。中国茶道中的道家理念 一、尊人 中国茶道中，尊人的思想在表现形式上常见
于对茶具的命名以及对茶的认识上。茶人们习惯于把有托盘的盖杯称为"三才杯"。杯托 为"地"、杯盖为"
天"，杯子为"人"。意思是天大、地大、人更大。如果连杯子、托盘、杯盖一同端起来品茗，这种拿杯手
法称为"三才合一" 二、贵生 贵生是道家为茶道注入的功利主义思想。在道家贵生、养生、乐生思想的影
响下，中国茶道特别注重"茶之功"，即注重茶的保健养生 的功能，以及怡情养性的功能。 道家品茶不讲
究太多的规矩，而是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如马钰的一首《长思仁�茶》中写
道：一枪茶，二 枪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未作差。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
。可见，道家饮茶与世俗热心于名利的人品茶不同，贪图功利名禄的人饮茶会失眠，这表明他们的精神
境界太差。而茶是天赐给道家的
琼浆仙露，饮了茶更有精神，不嗜睡就更能体道悟道，增添功力和道行。 更多的道家高人都把茶当作忘
却红尘烦恼，逍遥享乐精神的一大乐事。对此，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在《水调歌头�咏茶》一词
中写得很妙。 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 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 碾破春无限，飞起绿尘埃。
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
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三、坐忘 "坐忘"是道家为了要在茶道达到"至虚极，守静笃"的境界而提出的
致静法门。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中国茶道把"静"视为"四谛"之一。如 何使自己在品茗时心境达到"一私不
留"、一尘不染，一妄不存的空灵境界呢？道家也为茶道提供了入静的法门，这称之为"坐忘"， 即，忘掉
自己的肉身，忘掉自己的聪明。茶道提倡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融化物我之间的界限，以及"涤除玄鉴""
澄心味象"的审美观 照，均可通过"坐忘"来实现。 四、无己 道家不拘名教，纯任自然，旷达逍遥的处世
态度也是中国茶道的处世之道。道家所说的"无己"就是茶道中追求的"无我"。无我，并非 是从肉体上消灭
自我，而是从精神上泯灭物我的对立，达到契合自然、心纳万物。"无我"是中国茶道对心境的最高追求
，近几年来台 湾海峡两岸茶人频频联合举办国际"无我"茶会，日本、韩国茶人也积极参与，这正是对"无
我"境界的一种有益尝试。 五、道法自然，返朴归真 中国茶道强调"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质、行为、精神
三个层次。物质方面，中国茶道认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
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产 出好茶，行为方面，中国茶道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要以自然为
美，以朴实为美，动则行云流水，静如山岳磐石，笑则如春花自开，言则如山泉吟诉，一举手，一投足
，一颦一笑都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绝无造作。 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朴归真，表现为自己的性心
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静、恬淡、寂寞、无为，使自己的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自己与宇
宙融合，升华到"无我"的境界。
周易的内容属儒家学说,周易的形式属道家理论.故周易应是儒道合一的全家学说. 六、中国道家养生 道家
养生古名摄生，道生,即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宗旨，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以调阴阳，和气血、保
精神为原则，运用调神、导引吐纳、四时调摄、风水环境、道乐书画，茶养、食养、药养、节欲、辟谷
、等多种方法。使精气神后天转化先天，运用先天之气滋养后天。来调和阴阳、流通气血、培补精气、
锻炼筋骨，颐养脏腑，调理肌肤。达到性命双修身心和谐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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