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文化，即是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

惯以及它所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获得的包括一切

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性的整体。美国学者可拉可

洪认为：“在人类学中所谓文化，意味着一个民族的

生活方式的整体，以及个人从某集团带来的社会性

遗产”。广义的文化应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茶是一种饮料，是一种物质，而这一物质因承载

了太多的风俗礼仪和民族心理象征而不仅是简单的

饮品，它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符号。特别是在亚洲，在

茶叶起源的故乡中国和将茶发展成一种繁复礼仪的

日本，茶更是一种和宗教、哲学、文学诗歌、习俗精神

文化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中常以茶为主

题：《诗经》中“谁言茶苦，其味如荠”；诗僧皎然在《饮

茶歌送郑容》中“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

翼”。中国古代的道学家们也提倡饮茶，认为茶可以

清心明志，帮助炼内丹，轻身换骨。

地域着重指的是空间的概念，不同的地理环境、

自然气候，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是形成各自独特的

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人是地域文化的创造者，追

其始出，是人为了适应当时的地域环境而产生的行

为，在此行为基础上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得以发展，

不同地域和自然条件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理

念，从而形成了各自的地域文化。茶原产于东亚，

!"#$年传入印度，由印度在十八世纪时才传入欧

洲，茶每传入一地就和当地文化融合又形成了鲜明

的地域文化特色。日本的茶道文化、印度茶文化、东

南亚一带的茶文化，英国的下午茶文化、中国的茶

文化等等，因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茶文化内

涵。

室内设计不仅是物化人的生活，同时也是倡导

和创造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

根植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的设计。也就是说设计是追

根朔源，超越时空去探求地域人性文化的真谛。那么

茶楼空间的设计就是物化的茶文化的设计。在空间

设计中倡导的是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的文化理念与

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的设计才是人性化的设计，是和

传统文化一样经得起时间的磨洗的设计。

本文以中国的地方茶文化为例来粗略地探讨一

下地域文化传统与现代茶楼空间设计的关系。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距相当大，形成的各地气

候、地理特征差别相当明显，从而形成的物产也不相

同，进而在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人的心理特征方面

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豪放不羁的北方茶文化

中国北方由于气候严寒，难以种植茶叶，在晋代

以后，中原地区首先在贵族中流行饮茶，因为魏晋时

文人雅士流行玄学的清谈之风，崇尚清淡高雅，这和

茶的本性相一致，所以得到玄学家们的推崇。有名的

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并留下了许多与茶有关

的诗赋，当时宫庭中专配有茶叶以方便南方来的官

员饮用。到唐朝饮茶之风渐盛行起来，不仅文人墨客

喜爱它，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把茶饮当做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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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当时的都城长安，街上已经有卖

茶水的专门行业，有小茶摊，也有茶楼了。究其原因，

是因为茶不仅因为上层贵族饮茶是品味的象征，还

因为茶自身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利的元素，在缺少蔬

果的北方，它能很好地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所以

在北方也很早就形成了饮茶的文化。近代，以北京的

茶文化为代表。北方人生性豪爽，喜结交朋友，但由

于北方气候寒冷，不能象南方一样将饮茶的公共空

间置于户外去欣赏自然景色，所以北方的茶馆里往

往伴有一些曲艺节目和娱乐活动来吸引客人，相声、

京韵大鼓、评书等都是茶楼的保留节目。当然也有些

北方的茶点小吃供应：杏仁豆腐、窝窝头等，相对南

方来说要略显得粗放和单调些。北京的茶馆室内一

般是老式的高桌和八仙桌，配方凳或大板凳，使用大

搬壶（一种很大的长壶，铜嘴，放在火上不能提起，随

时搬起后面的手柄倒水）。北京的茶楼一般分为：大

茶馆、茶酒馆和野茶馆。大茶馆多是和一些娱乐活

动联系起来的，茶客也是三六九等不分，就如一个

小社会，热闹，便宜。茶酒馆一般不预备酒菜，专营

茶水，盖碗沏香片，座位宽敞，窗明几净，客人多是

一些高档的文人官员和商人，适宜谈天和商讨一些

大事。野茶馆多设在效外村野，以幽静清雅为主。当

然，北京最出名的当数大碗茶，由卖茶人挑着大街

小巷的吆呵，便宜。略带苦味的茶承载了多少人对

老北京的记忆！

清新高雅的江南茶馆文化

自古以来，江南号称人间天堂，这里山川秀美，

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很早就有种植茶的历史。据统

计，江南的茶叶品种有!"多种，出名的茶也有#"余

种，早在六朝时期，饮茶之风就已兴盛。江南的茶馆

多建于庭园景点之处，边品茶边观景是江南茶文化

的一大特色，比较之北方的茶文化就多些雅气。早晨

茶客们就来到风景点，健心养身、品茗、奕棋，其乐无

穷。茶具多用青花壶或紫砂壶。送茶的堂倌提着长

嘴大肚的紫铜壶上茶，配以节奏的吆呵，壶嘴朝下以

居高临下的姿态送水，干净利落，俗称“凤凰点头”。

江南的茶馆还以配茶的点心为一大特色$ 茶点做得

十分精致，如干丝、三丁包等，江南的茶讲究好茶配

好水，用水相当讲究，比如扬州的有名的富春茶社的

水须以木制水车运来，再注入砂缸使之澄清。杭州的

水由于有几处名泉，水自然取自之。品江南的茶楼以

“花、茶、点、画”来品评。花，即是茶楼都以鲜花来装

饰，若是奇花异草在其中必定引出好评；茶，就不用

多说了，一般以西湖的龙井、扬州的香龙珠为有名；

点，即是精致的茶点；以字画来装饰茶楼也是江南的

茶文化的特色，所以文化氛围大胜一筹。可以说是具

仙气佛气儒雅之气于一室，充满了雅洁清幽的意境。

雅俗共赏的四川茶文化

四川的物产也十分丰富，气候宜人，由于地处盆

地，较少战乱，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悠闲。在公共地方

饮茶就成了一种大众的爱好。因为地处盆地，信息闭

塞，茶馆就成了交流新闻的好去处，俗称“摆龙门

阵”。所以四川的茶馆十分宽敞，一般都有三四十张

桌子，不分贵贱，均以沱茶和花茶冲泡，使用盖碗。最

大的民俗特点是茶博士冲茶的方式：客人来后，茶博

士手捧一摞盖碗三件套放于桌上，左手提起一铜壶，

远远地离茶碗有两尺的距离“涮”一声便将沸水冲入

杯中，看茶博士的表演如同看杂技表演一般。老成都

的茶馆还兼营卖热水，有专门烧热水的“瓮子房”。四

川的茶文化以成都为代表，成都附近多产竹，所以茶

馆桌椅多以竹制品为主，软硬合度，廉价实用，还有

躺椅，来客可以在躺椅上舒适的躺上一整天，场内有

说书的，卖瓜子花生的，十分热闹。四川的茶馆还有

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经济交易的功能。

富贵气派的广东茶文化

福建早就以产茶闻名，著名的茶有乌龙茶。用乌

龙茶冲泡的功夫茶是东南地区茶文化的一大特点，

其味浓厚，入口极苦涩，回味甘甜，这可以是和当地

多吃海鲜要以浓茶来去腥有关系。广东各沿海城市

历来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商贸口岸，茶叶的出口也是

集中在这一带，可以说是中国茶文化传播的重要窗

口，这一地区茶文化的商业味比别处都浓厚。明代中

期，饮茶已成为东南居民生活中不可缺的内容。广东

地处亚热带，体力消耗快，以少食多餐为宜，所以广

东人喝茶常佐以点心。他们特别重视喝早茶，一般的

规矩为“一盅两件”，即一个茶杯配以两样小点，只饮

茶不吃点心是极少的，也不受欢迎的。广东的茶点和

江南的茶点又不太一样，江南的茶点以今天的说法

来说更象“零食”，食之不能充饥；而广东的早茶则有

代替早饭的功用，茶点种类繁多，约有近千种。堂皇

体面的茶楼出现是近一百年的事。一般茶楼设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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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厅座、卡座、房座，以满足不同人的要求。茶座布

置讲究，灯饰亮度和谐，桌布大方整洁，多为靠背椅。

广东的茶楼很多不是独立经营的，是与酒楼兼营。

地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历史的演变，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不断吸收有益的

外来文化和摈弃糟粕文化，并逐步形成和丰富自己

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现代，区域文化的专属性已经不

及以往这么强烈，在北方有很多南方特色的茶楼，南

方亦然。但是，它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识别性。而当

代的设计就是要充分的挖掘本土文化的专属性，越

具特色的文化越具有世界性。茶楼的空间设计可以

通过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来获得灵感，我们只有深刻

理解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才能在室内设计的

实践中诠释和弘扬文化，这不是简单的一些具象的

符号可以涵盖的，而需要我们深层次地从精神的层

面上去把握，将地域文化传统与时代有机的结合。

下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实例中来具体分析地

域茶文化在现代茶楼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 再现 主要是使用模仿原有的文化层面衍生

的形式或功能。成都皇城老妈茶楼的设计是立足在

四川茶文化上的再创造，是一个能唤起人们文化觉

悟的地方，可以沉淀历史的痕迹。在设计手法上采用

“再现”的创造的手法，大厅宽敞开阔，没有使用隔断

等来营造一般茶楼所谓的私密空间；而是吸收四川

茶馆里可以大家一起“摆龙门阵”的传统制造了一个

足够大的空间来体现老四川的文化。厅旁设计了一

个四川老茶馆常见的烧水的老灶，称为“瓮子”的灶

台———这是一个承载着传统茶文化的符号，不知能

引起了多少人的记忆。家具是传统竹制的桌椅，只是

在色彩和款式的处理下更精致了，成都茶文化的原

味和特色被很好的再现出来。内部空间装修上在细

节处理上也使用了再现的手法来向传统致敬，白色

的墙深色的木梁柱，窗也是典型的成都民居特色的

开窗方式。

#$ 点 睛 是 指 具 有 当 地 特 色 的 室 内 家 具 、陈

设、小品的应用。成功的室内设计作品需明确地营造

出它的主题和塑造它的性格。整体氛围的渲染至关

重要，家具、陈设、小品等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风

俗意义，可以引起人们的丰富联想，对茶楼的空间而

言，南派茶楼利用字画的装饰对营造儒雅之气是事

半功倍的选择，对北派茶楼则须渲染大气豪迈的风

格。如上面所举的四川皇城老妈茶楼利用老灶作为

设计中承传文化的亮点，在其小包间的设计上，设计

师也是通过一些主题性的小品来突出四川人文传

统；如在“沉卉”的包间中陈放了老成都市民的老照

片，在“曲深”房里嵌入了巴金等文化名人的肖像，这

些都是重要的点睛之笔。图片是具有北京风格的自

然茶楼，设计师将京剧行头作为室内的陈设，体现出

老北京茶楼将戏曲等娱乐节目集于一体的茶楼文化

传统。由于现代的茶楼在功能上较之以前作为大众

娱乐场所有了质的变化———现代的茶楼主要是当代

人放松心灵休闲的地方，力图营造的是浓浓的怀旧

情绪，让人在这些古老的文化符号中重新回味古典

的精神。在天顶的处理上局部使用了典型的中国北

方的装饰风格，显得富丽大气。同样是使用点睛的手

法，由于采用引导设计的地域文化背景不同，两种茶

楼的不同文化内涵各自得到充分体现。

%$ 提炼 吸收地域文化精华，运用到设计中，

共同阐述设计理念。可将某个有代表的形式语言进

行分析和概括并进行转化，或夸张变形，使设计给人

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如下图，设计师将地域文化的代

表———冰花窗进行放大，放在天顶上，代之以抽象的

构成形式，丰富了空间的传统内涵。杭州千源茶楼，

在室内设计了古木参天，山石枯藤以及小桥流水的

大自然的风格，在设计上力图从地域文化的深层次

出发，体现江南茶楼文化中亲近山水的真性情。在精

神上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重在其神而不在其

形，这是对江南茶文化讲求意境美的高度概括。

&$ 借鉴 广东沿海的茶文化与茶点制作是密

不可分的，其经过百年实践后形成的平面布局特别

是厨房的布局应是重点借鉴的地方。材质上多用一

些现代的材料来达到其喜欢气派的传统。

总之，现代社会给地域文化以巨大的冲击，但传

统是人经过上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结

晶。经时间的历练必定会有所发展，但“以人为本

的”，倡导文化精神的设计思想还是现代茶楼设计中

的灵魂所在，在兼顾国际化的设计理念同时，我们不

要忽略了地域文化，忽略了多元性的差异性。设计的

成功与否依靠设计概念的引导性是否正确，不同的

地域环境体现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

设计师应当尊重地域文化特色，设计出符合当地人

们生活需要的作品，从这一点上，尊重地域文化设计

才能体现设计师对人性的关怀。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



!"#$%&’(
〔!〕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吴旭霞"茶馆闲情〔#〕"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邵龙"走进人性化空间〔#〕"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
〔)〕深圳市南海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中式茶楼的装修〔#〕"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 $%&’%&()" *+ ,"& -(./%*01 #/" 2*0."
—3( #/" 455)67&#6*( *+ !*7&) 80)#0%" #* ,"& 2*0." 9".6’(

!" #$%

!"#$%%& %’ ()*+ ,-#$./0 1%&&202+ ,-#$./0+ "-#$3./ 4567889

4:.#%&7#：*+,-./0123 4+5132 -6 / 0+/ 7-85+ +9:-41+5 07+ 0+/ ,8;08.+ /24 07+ 6+/08.+5 -6 07+ .+31-2 12<-;<+123 07+
,-22-0/01-2 -6 ,8;08.+ /24 07+ ;/0+50 4+5132 9+07-45" =+ ,/2 ,.+/0+ 7137>?8/;10@ 4+5132123 A-.B5 -2 07+ C.12,1C;+"

;"< =*%1.：D8;08.+；E+/；E./4101-2；F+31-2 D8;08.+；G0@;+；H9:-4@

第 $ 期 李 洁：茶香氤氲绕室来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