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荣西所撰《吃茶养生记》兼具茶书与医书的性质，尤其注重养生疗疾

的“茶德”，将茶誉之为“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在整个茶文

化史上可谓别具一格。荣西的茶德观念有其特定的医学理论依据作为支撑，

也构建了“养生须安五藏—五藏之中，心藏为王—心藏建立之方，吃茶是妙

术”的逻辑关系链。荣西的茶德观体现了多元医学、佛教、茶文化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

荣西（1141-1215）是日本禅宗的开创者，他曾于 1167年、1184年两度

前往中国，在研修佛法的同时，也被当时盛行于寺院中的饮茶之风浸染。归

国时，他不但带回了茶种，种植茶树，而且在其晚年特意撰写了《吃茶养生

记》一书，大力宣扬饮茶的养生疗疾功效，促进了日本饮茶之风的复兴。据

镰仓时期的史书《吾妻镜》建保二年（1214）二月己亥条目记载：

“将军家聊御病恼，诸人奔走，但无殊御事。是若去夜御渊醉余气欤！

爰叶上僧正候御加持之处，闻此事，称良药，自本寺召进茶一盏。而相副一

卷书令献之，所誉茶德之书也。将军家及御感悦云々。”

按，荣西所呈送给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记录“茶德”的书便是《吃茶养生记》。

此事发生之后的第二年（1115年）6月，荣西圆寂1。因此，《吃茶养生记》

＊ 上海中医薬大科技研究院副研究員
1 见《茶道年表》，千宗室监修，编集局编，淡交社刊，昭和 55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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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荣西晚年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日本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对日本茶

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荣西也由此被视为是日本茶道的先驱。

众所周知，茶起源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下了非常多的文献资料，

特别是成书于唐代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述茶文化的专著，在茶文

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荣西的《吃茶养生记》，不论是体例，还是内容，

都受到了《茶经》的影响。但是，荣西撰写时又融合了自己对于“茶德”的

认识与理解，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集中体现在对茶养生功能的高度推崇，

他将茶视为“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对于茶的评价之高，远

超此前各类茶书。这不能不令人好奇，荣西何以会对茶的养生功能有如此的

推崇，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吃茶养生记》一书在日本引起关注较早，但是该书上世纪末方开始引

起中国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渐趋增多。虽然关于《吃茶养

生记》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的成果，但关于荣西的茶德观似仍有进一步探

讨的空间和必要。

一

所谓“茶德”，即指茶的功效、美德。从《吃茶养生记》的书名不难看出，

荣西已经将撰写此书的目的明白揭示，就是围绕着茶的“养生”功能进行详

细的描述，这也是他最重视的“茶德”。

现存《吃茶养生记》有两个版本，荣西初撰于 1111年，在 1114年 1月

又进行了修订，两种版本的主体内容差别不大，修订本主要对少量文字内容

进行了调整，相对而言，文字更为雅训、齐整2。从结构来看，《吃茶养生记》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序言与           《五藏和合门》，主要介绍了吃茶的重

要性以及运用茶疗养生的方法及原理，下卷为《遣除鬼魅门》，主要介绍用

2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吃茶养生记》的原文均出自初治本，收录于熊仓功夫、姚国坤《荣
西 <吃茶养生记 >研究》，宫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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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养生治疗的方法，但其中也有少量涉及茶的内容。因此，虽然全书名为《吃

茶养生记》，但下卷主要围绕桑展开，与茶相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上卷的序

言和《五藏和合门》之中。

《吃茶养生记》序言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叙述了茶的功效、产地、

茶与人的关系，评价了茶的重要地位和茶的养生作用，其中特别昭示了荣西

所推崇的“茶德”观，将茶誉之为“  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

结合全书来看，荣西在文中反复强调茶对于养生的独特价值：“人伦采之，

其人长命也”，“末世养生之良药也，不可不斟酌矣”，“贵哉茶乎！上通神灵

诸天境界，下资饱食侵害之人伦矣”，“诸药唯主一种病，各施用力耳。茶为

万病之药而已”，“若不吃茶者，诸药无效”……甚至于把“饮茶”提高到扭

转当时日本社会不良医风的高度，指出《吃茶养生记》“立（茶、桑）二门”

的目的便是“示末世病相，留赠后昆，共利群生也”。

《五藏和合门》包括多项内容：首先，从五藏调和的角度来探讨吃茶养

生的特效，以五藏属味，将五藏与五佛的加持修行和饮茶的特殊功效结合起

来，探讨养生、疗病的方法。然后，介绍了与茶有关的六方面的内容：《明

名字章》叙述了茶的各种名称、来源；《明树形花叶形章》介绍茶树形、花

叶形；《明功能章》主要转引陆羽《茶经》第七卷茶之事的内容，并有所增益；

《明采茶时节章》介绍采茶的时间，除摘引《茶经》外，还记录了宋朝独特

的采茶方法；《明采茶样章》论述采茶、造茶时的注意事宜；《明调采样章》

介绍了宋朝焙茶的方法。在上卷最后，荣西再次强调了饮茶的重要性，倡导

饮茶之风。

从《吃茶养生记》的结构与内容来看，显然受到了陆羽《茶经》的影响，

对于茶名、茶形、茶功、茶时等的分类不但与《茶经》类似，内容上也多处

直接引用了《茶经》。因此，不少研究均将《吃茶养生记》与《茶经》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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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书而进行比较，甚至有将《吃茶养生记》称为“日本的《茶经》”3者。但

客观来看，《吃茶养生记》与《茶经》的性质有明显区别。《茶经》共分为三

卷十章，从茶的起源、茶具、采茶、茶器，到烹茶的方法、茶俗、各地产茶

等与茶相关的内容均网罗其中，内容丰富而系统，所以《新唐书 ·隐逸列传》

评价该书“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与之相比，《吃

茶养生记》中与《茶经》接近的内容只占全书一小部分，主要的篇幅还是在

于介绍茶的医药养生功用。

此外，《吃茶养生记》与《茶经》性质的不同从医学史上的重视程度也

可看出区别，《茶经》在中国医学史上很少涉及，至多一笔带过，而日本医

学史介绍镰仓医学史时多会有专门的内容对《吃茶养生记》进行介绍，荣西

也被列入“僧医”名录，这当然与该书含有大量涉及医药的内容相关，也显

示《吃茶养生记》在日本医学史领域得到了认可。所以与其说《吃茶养生记》

是茶书，不如说是兼具茶书与医书的性质更为妥帖。

二

如前所述，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时，已经步入晚年，此时的他已经

被视为日本临济宗的开山之祖，有着崇高的声望。以其身份与见识，对茶进

行如此高度的评价当然不会是凭空而来，而且他撰写完毕后又再次修订，足

见他对于这一问题经过深思熟虑。

而从《吃茶养生记》的内容来看，荣西之所以将茶视为“末代养生之仙

药，人伦延龄之妙术”，确实有其特定的医学理论支撑。这在《吃茶养生记》

上卷中的序言部分有集中的展现：

“伏惟天造万像，以造人为贵也；人保一期，以守命为贤也。其  保一期

之根源，在养生。其示养生之术计，可安五藏（肝心脾肺肾也）。      五藏中，

3 余悦，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以茶道思想为中心 [J]，《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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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藏为王乎！心藏建立之方，吃茶是妙术也。厥忘心藏则五藏无力也，忘五

藏则身命有厄乎。”

这一段话文字并不长，但内涵却很丰富，不但强调了茶对于养生的重要性，

而且交代清楚了茶具有养生功效的缘由，对于理解荣西的茶德观至关重要。

荣西首先强调人命至贵，而养生对于人的生命至关重要，即“保一期之源，

在于养生”；其次，具体到养生的方法，则提出了一个具有因果逻辑关系的

模式：

  养生须安五藏—   五藏之中，心藏为王—心藏建立之方，吃茶是妙术

可以看出，这三者之间层层递进，从医理上将养生与吃茶联接了起来，荣西

整部《吃茶养生记》介绍茶德的内容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关系链展开。下面

我们具体来进行分析：

一、养生须安五藏

荣西认为“养生之术计，可安五藏”，养生的关键在于“安五藏”，“安”

的意思即“五藏和合门”这一标题所示的“和合”之意，强调协和、平衡；

所谓五藏，正如荣西所注的那样，即“肝、心、脾、肺、肾”4。要之，“安五藏”

意为保持五藏的平衡、协和。

从传统中医学的理论来看，五藏属于脏腑系统，是人体核心的组成部分，

其状态直接决定了人的健康与生死。是故，荣西高度重视五藏对于养生的重

要性，强调“忘心藏则五藏无力也，忘五藏则身命有厄”，而且从《吃茶养

生记》的结构来看，正文第一部分就直接以“五藏和合门”来进行命名，将

五藏协和视为养生的核心与目标。

4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医学理论中，心、肺、脾、肝、肾等脏腑名称，虽与现代人体解剖
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含义却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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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藏之中，心藏为王

荣西认为“五藏之中，心藏为王”，强调的是五藏之间的关系，并在后

文言“又以五藏充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又充五方（东南西北中也）”，这

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及其在医学中的运用。按照五行学

说，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元素，宇宙间各种物质

都可以按照这五种基本物质的属性来归类，同属某行的事物具有对应的关系。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列举了诸多五行所对应的事物，包括五藏、五方、

五时、五行、五色、五志、五官、五味等。综合荣西所引的主要内容，可分

列如下表：

五行 五藏 五方 五时 五色 五志 五官 五味

木 肝 东 春 青 魂 肝 酸

火 心 南 夏 赤 神 舌 苦

土 脾 中 四季末 黄 志 口 甘

金 肺 西 秋 白 魄 鼻 辛

水 肾 北 冬 黑 想 耳 咸

（图一：五行归类表）

如图所示，按照这一学说，人体五藏分别对应五行，因此也相应地具有了所

属五行的特性。

按照五行学说，五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具有

相生（相互滋生）相克（相互克制）的关系，用以维持彼此的平衡。其关系

如下图所示：

（图二：五行生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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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肝、脾、肺、肾五藏，分属五行，各有其功能，彼此之间相生相克，维

持着彼此之间动态的平衡，按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是从功能的角度而论，

其中又以心的作用最为重要，被认为是诸藏中最重要的。用荣西的话来说，

便是：“五藏中，心藏为王乎”，“厥忘心藏，则五藏无力也”，“心藏，是五

藏之君子也”……不论是将心藏称“王”，还是“君子”，都只是一种形象的

比喻，表达的意思都是心藏在五藏之中居于统领地位，只要心藏安好，余藏

即便有病，也不会有强烈的苦痛：“心藏快之时，诸藏虽有病，不强痛也”，“心

藏兴则安诸藏也”。而如果心藏有病时，则周身皆不快，“若人心藏病时，一

切味皆违”，“心藏有病时，人皮肉色恶，运命依此减也”……足见他对于心

藏的高度重视。 

按，荣西对于心的重视符合与中医学理论一脉相承。在中医理论中，人

体内的藏腑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与特点，如中医经典《素问 ·灵兰秘典论》

中有一段用朝廷官职比喻人体藏腑的形象介紹，其中对于五藏的描述是：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

军之官，谋虑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肾者，作强之

官，伎巧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

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

可见，这里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五藏的特点，其中尤其重视心的作用，将心比

喻成世间的君王，“心  者，君主之官也”；《灵枢 ·邪客》中亦云：“心者，五

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足见心在藏腑之中所具有的统领作用。

而运用到养生之中，“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也就是说心

起着主宰生命活动的作用，只要心的功能正常，其余的藏腑功能也会相应安

好，以此养生则会长寿。反之，如果心的状态出了问题，对全身的影响极大，

即所谓“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

总体来看，在传统中医学中，将心视为五藏六腑之主，居于首要地位，

认为心在五藏中是最重要的器官，它具有主宰一身上下、统管五藏六腑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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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职能。荣西“五藏之中，心藏为王”的判断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而来，深符

医理。

三、心藏建立，吃茶是妙术

既然五藏之中，心藏最为重要，那么这与茶又有什么关系呢？荣西在这

里又引入了“五味”概念，用以说明吃茶是安心蔵的“妙术”。

所谓“五味”实际上也是五行学说的具体体现，是对于“酸、甘、苦、辛、

咸”五种滋味的通称。由图一中可以看出，在五行理论之下，属于每一行的

都有所对应，荣西所言“五藏受味不同”，即指五藏与五味之间具有一一对

应的关系。荣西引《尊圣陀罗尼破地狱法秘抄》中的内容进行了具体说明：

“一肝藏好酸味； 二肺藏好辛味； 三心藏好苦味； 四脾藏好甘味； 五

肾藏好咸味。”

如前所说，五藏之间需要保持平衡，才能保持和安的平衡状态。而每一藏各

有所好，“好味多入，则其  藏强克傍藏互生病”，也就是说如果某藏受纳所好

之味过多，则会打乱与其它藏之间的平衡，从而导致身体生病。因此不难理

解，如果五藏所对应的五味如果都很均衡，那么相安无事，身体健康；反之，

如果某一味摄取过多或过少，同样必然会影响到其余各藏，从而导致整个身

体的失衡，也就是荣西所说“则其藏强克傍藏互生病”。

在荣西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五味之中摄取不均衡，这正是导致生

病的普遍原因：“其辛酸甘咸之四味恒有而食之 , 苦味恒无故不食之。是故

四藏恒强 , 心藏恒弱 , 故生病。”也就是说，在五味之中，人们饮食中辛、酸、

甘、咸四味的摄取较为普遍，但对于苦味则“恒无故不食之”。这样导致的

结果便是喜好辛、酸、甘、咸的四藏恒强 , 而好苦味的“君主之官”心藏则

恒弱，所以才会导致五藏失衡，疾患丛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很显然，既

然心藏与苦味相对应，当然应该补充苦味。而在荣西看来，“茶是味之上首也，

苦味是诸味之上首也。因兹心藏爱此味，以此味建立此藏安诸藏也”，“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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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则气力强盛也”。按照这一逻辑，很自然地就会得出荣西的结论：“心藏建

立之方，吃茶是妙术也。”

荣西还以中国与日本的饮食进行比较，指出二者的饮食中均普遍缺少苦

味，但是区别在于中国有吃茶的习俗：“自国他国调菜味同之，皆以欠苦味乎。

但大国吃茶，我国不吃茶。大国人心藏无病，亦长命，不得长病羸瘦乎。我

国人心藏有病，多长病羸瘦乎。是不吃茶之所致也。”在他看来，日本的饮

食之中普遍缺乏苦味，而茶正好是苦味之首，吃茶可以调心藏除愈万病。这

样一来，荣西在日本提倡饮茶之风也就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上述简要的分析可以看出，荣西《吃茶养生记》在论述茶德时显然经

过了深入思考，他不但提出了观点，而且从医学的角度进行了具有自圆其说

的逻辑论证，使得其关于茶德的论述显得有理有据，具有一定说服力。

三

在茶文化史上，关于茶德的认识与评价因人而异。如陆羽《茶经 ·一之源》

中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唐末的刘贞亮则撰有

《茶十德》，明确提出了茶的“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

气，以茶驱病气，以茶树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

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则称赞茶具有“祛襟涤滞 , 

致清导和”之功。而荣西则高度重视茶的养生疗疾功效，推崇其为“末代养

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这样的茶德观，放诸于整个茶文化史上，也

具有自己的特色，可谓别具一格。

一、围绕茶的养生疗疾功能专门论述

茶最早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有了相关的文献记载，

到了唐宋时期，已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如北宋王安石《议茶法》

所云：“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又如《梦梁录》所记：“人

荣西“茶德”观管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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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在长期的应用实践当中，

人们对茶功用的认识逐渐增加，很早就将其作为一种本草药物使用。在中国

古代，关于“三皇”之一神农的各种传说中，“神农尝百草”是最有名的一则，

在这一传说中，神农就用茶来作为解毒之用。而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茶的药

用价值的记载中也不乏本草医籍，如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便引用了多种

医药书籍：

《神农食经》云：茶茗宜久服，令人有悦志。

《本草》曰：茶，味甘苦，微寒，无毒，服即无瘘疮也。小便利，睡小，

去痤渴，消宿食云々。

《华佗食论》曰：茶久食，则益意思云々。

《本草拾   遗》曰：皋卢，苦平，作饮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

可以看出，这些医药书籍中关于茶的记录均很简略，但也足以说明其疗疾功

用确实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可。当然，客观而论，在中国古代医学的观念中，

药物的使范围是极为广阔的，茶只是诸多可以药用的植物中的一种，并未被

特别对待。而且，人们对于饮茶过多导致的副作用已经有所了解，如深谙茶

道的宋代大文豪苏轼便在《论茶》中提到“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

人不少”（《仇池笔记》）。

显然，医药书中收录茶重在强调其对于某些疾病疗效的针对性的介绍，

而对于茶的普遍意义上的养生功效并未提及，反倒是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

关于茶养生效果的描述，如晋代杜育《荈赋》“调  神和内，倦解慵除”、北宋

吴淑《茶赋》“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荈之利，其功若神”等。此外，

在历代关于茶的专门性著作，如《茶经》、《茶录》、《东溪试茶录》、《宣和北

苑贡茶录》、《茶谱》等，对于茶的养生疗疾之功似乎并不重视，或者干脆不

提，或者一笔带过，如陆羽《茶经》中对与茶相关的各方面内容均有梳理与

介绍，但茶的养生疗疾功用并没有专篇，而且描述也非常简略：“若热渴、

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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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一之源》）总体来看，即便是饮茶之风盛行的唐宋时期，茶已经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其更主要的功能还是在于饮料，人们最

为关注的茶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至于其药用价值虽然获得了认

可，但是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象荣西《吃茶养生记》这样围绕着茶的养生疗疾功

能为中心进行专门论述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创新性，在整个茶文化史上

也堪称别具一格。

二、体现了多元医学知识的融合

如前所述，荣西《吃茶养生记》不仅重视茶的养生疗疾功能，而且从医

理层面进行了分析，从“养生须安五藏―五藏之中，心藏为王――安心藏之

方，吃茶是妙术”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推理，将养生与茶联接了起来，这在此

前的医学和茶书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可以说是荣西创新精神的又一体现。而

在这一具体论述茶德的过程中，体现出荣西的医学知识的多元化融合的特点。

被视为僧医的荣西在日本时无疑就已经掌握一定医学知识，这种僧侣兼

通医术的现象自奈良时代便已出现5，在当时的寺庙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而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当中对于当时日本医药情况的评述，以及他所记录

的当时日本的多种疾病的情况，都体现出了他对于本国医道的熟悉。但荣西

之所以如此提倡茶叶的医药功效，主要与其受到中医学的影响有关。虽然尚

未看到他在中国曾经学习医术的记载，但是从其在书中所转引的多种中国医

籍、本草书籍来看，他显然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了中医学的知识。在《吃茶

养生记》中，收录了诸多中医方剂或治疗方法，如桑木枕、服高良姜法、桑

粥法等，值得一提的是，荣西在入宋的时候曾体验过药方“五香煎”的治疗

效果，这在《吃茶养生记》下卷中有明确记载：

5 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纲要》在论述镰仓时期医学时，以“僧医”为小标题进行论述，
记录了多位僧医。

荣西“茶德”观管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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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西昔在唐时，从天台山到明州，时六月十日也。天极热，人皆气绝乎。

于时店主取铫子，盛十（丁）子八分，即添水满铫子，良久煎之。不知何要

乎？煎了，茶盏之大滴入，持来与荣西令服。称 :法师，天热之时，远涉路

来，汗多流，恐有不快……其后身凉，心地清洁也。

从记录可见，在“天极热，人皆气绝”的情况下，荣西服五香煎后消暑效果

是颇佳的，这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才会在多年之后撰写《吃茶

养生记》时将其记录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所涉及的中医理论很大程度上

是间接通过佛教书籍而来，如五藏、五味对应的内容就直接来自于《尊圣陀

罗尼破地狱法秘抄》，而在《吃茶养生记》中，荣西提及自己参与治疗疾病

的情形：“近年以来之病相即是也，即彼仪轨有印术而已。荣西恒得此意治之，

多有验矣。”结合上下文来看，他所依据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即为《大元帅大

将仪轨秘钞》。而在《五藏和合门》中，除了五味治疗的方法之外，荣西还

介绍了佛经中的五部加持法，认为“五部加持则内治之术，五味养生则外疗

治也。内外相资，保身命也”……

这些无疑都体现了佛医学对于荣西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按，所谓佛医学，

是指佛教进入中国后，将佛教本身包含的古印度医学与中医学相互融合，逐

渐形成的融合佛教理论和中医学理论的医学。如《吃茶养生记》中的涉及到

的五味、五藏等本来都是中医哲学的内容，但均被佛医学所吸纳。作为佛教

学者，荣西对于佛教典籍自然十分熟稔，而其中的佛医学知识被其吸纳和接

受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以佛教文化为主，兼有儒道印记

荣西之所以重视茶的养生之德，与其佛教中人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因

此在论述茶德时主要受到了佛教文化，特别是禅茶之风的影响。

佛教与茶的结缘兴起颇早，据记载，东晋僧人单道开在打坐时，“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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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

已”（郑樵《通志》）。自唐代开始，随着禅风日益兴起，具有提神醒脑的作

用的茶与坐禅一样逐渐成为禅师的必修功课，很多寺院在清规的基础上形成

了一整套具体的饮茶程序和礼仪，并经常举行茶会。荣西前往中国求法时，

禅茶之风极为盛行，江南各地都有茶园 , 饮茶之风盛行，而他所学佛的天台

山万年寺更是著名佛茶产地，寺僧善于培育和制作茗茶。因此，在这样的环

境浸染下，饮茶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禅茶已经熔为一体。回到日本之后，

作为临济宗在日本的开山之祖，他大力弘扬禅宗，曾撰写了《兴禅护国论》，

而作为禅宗的重要文化特征，饮茶之风自不可或缺，他之所以撰写《吃茶养

生记》当然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在构建“茶德”的理论论证中，荣西佛学方面的知识对其提出“茶―心―

五藏”模式的提出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荣西在《吃茶养生中》

引用了多部佛教典籍，除《尊圣陀罗尼破地狱法秘抄》外，还包括《五藏曼

荼罗仪轨抄》与《大元帅大将仪轨秘钞》等。除了上述佛教典籍之外，荣西

在论述医学内容时也引入了佛教的一些概念，如将“劫  初”与“末世”疾病

治疗相比较：“谓劫初时，人四大坚固，与诸天身同。末世时人，骨肉怯弱，

如朽木矣。针灸并痛、汤治亦不广乎。若好其方者，渐弱渐竭，不可不怕者

欤。”显然，不论是“劫初”，还是“四大”概念的运用，都体现出了佛教因

素的影响。

虽然荣西《吃茶养生记》在论述茶德时主要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但

是个中所蕴含的思想显然颇为庞杂，也包括了道教、儒家文化的一些痕迹。

如其称茶“养生之仙药”、“古今奇特仙药也”，“仙人有二种仙人 , 一苦行仙 , 

二服药仙也。服药仙者服种种药 , 以久保命。其中服桑木仙 , 能久保也。上

件桑治方胜诸方 , 是依为仙药也”，又曾引《仙经》内容，云“一切仙药不

得桑煎则不服云々”，按，“仙药”之类的概念实际上多为追求长生不老的道

教徒所用，这些均具有较强烈的道教文化的色彩。此外，儒家文化也在《吃

荣西“茶德”观管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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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养生记》中有所体现，如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修订本下卷介绍“吃茶法”

之后云：“此茶诸天嗜爱，故供天等矣。《劝孝文》云：孝  子唯供亲云云，是

为令父母无病长寿也。”按，《  劝孝文》系宣扬儒家“孝道”的普及性读物，

在南宋时流传颇广，荣西在这里予以引用，意为孝子可以用茶供亲，令父母

无病长寿，虽然还是在倡导茶的养生疗疾之效，但毕竟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

的影响。

当然，虽然荣西《吃茶养生记》中思想较为驳杂，但毕竟是以佛为主，

这点毫无疑问，而儒道文化的印记应该是在宋代儒道佛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

身处其中的荣西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而已。

要之，荣西的茶德观格外注重茶的养生疗疾功效，在茶文化史上具有自

己的特色。他在《饮茶养生记》中对于茶的医药价值的推崇虽然超过一般人

的认知，但并非凭空而来，他从医理的角度构建了“五藏―心―茶”的养生

模式，有其内在的逻辑支撑。荣西茶德观体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多元医

学、佛教学者身份、茶文化背景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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