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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論文 

摘要 

論文題目：台灣茶文化儀式-以月映盃為例_ 

研 究 生    ：戴羽禎指導教授：黃芳琪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所謂臺灣茶文化一詞泛指與臺灣相關的茶史、茶葉、茶藝等。臺灣茶發展至今已

有兩百多年，是臺灣民眾傳統的飲料之一，與臺灣的人文風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並以直接觀察法以及檔分析之研究在綜合分析之後，得以下結論：

月映盃以及禮親奉茶之茶會活動形式，茶文化活動要永續傳承除了活動內涵需有文化

價值具備之外，且須提供一個方便參與的機制，並與觀光資源結合，以期望跟國際文

化活動能接軌，作為提供茶文化推廣團體人士活動之參考。  

最後提出對台灣茶文化推廣者之建議，一、月映盃比賽為目前國內最高門檻之比

賽規格，也是茶文化文創的美感連結，主辦單位因繼續維持比賽的規格與水準，不接

受贊助廠商的幹預與牽制，需一以貫之，維持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二、月映盃

以月映千江的概念海納百川，接受國內外各流派頂尖茶學大師為比賽評審，是比賽風

氣的革新，也因此才能對茶文化有積極正面的推廣。三、禮親茶道重拾華夏人文瑰寶

孝道精神應在華人世界廣為推廣。 

 

關鍵詞： 台灣茶文化、儀式、月映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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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aiwan tea ceremony culture. The tea culture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Firstly, in-depth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with four Taiwan tea ceremony participants, from masters to 

novice. The interviews combined with research data, form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on 

the promotion of tea culture in Taiwan ：First, establish a new teaching system and the way 

to obtain the certificate; Seco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work together to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Taiwan tea culture and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all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in addition to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irect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it is concluded that base on Yue-En tea ceremony competition and the ceremony of 

the tea offering to parents , tea culture activities not only need to encompass cultral values, 

but should be easily accessible to al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tea culture promotion group, and to provide a convenient mechanism 

and a combin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romotion of tea culture in Taiwan, Yue-en Cup 

competition with the strictist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competition specifications, is a model 

for upholding tea culture of the aesthetics, the organizers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 

spec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by avoiding sponsors influence and over involvement, in 

order remain consistent, to maintain a just, open and fair competition principle. Seco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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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aim to reflect the concept of many river flowing in the sea, to accept the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ols of tea ceremonial art, and invites masters from diffrent 

schools to sit in judging panel, this innovative action further promotes tea culture. Third, 

the tea offering ceremony to parents, reflects China's cultural treasure filial piety, and 

should be widely promoted in the Chinese world. 

 

Keywords：Taiwan tea, Ceremony ,Yue-En Tea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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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古時文人四藝：琴、棋、書、畫；而生活四藝：茶、畫、花、香。品茶：重味覺

之美、掛畫：重視覺之美、插花：重觸覺之美、焚香：重嗅覺之美。喝茶，並非一種

單純的解渴，借品嚐其色、香、味的過程中，體認出：茶之心、人之心、真摯之心，

進而達到心靈提升的境界，茶是文化、是藝術、是療癒。 

在泡茶的動作中，所呈現的行雲流水，是屬於精神層面的。是一種藝術、欣賞、

情趣及禮貌、體貼、淡定的情懷。茶是東方文化的靈魂，品茗文化更是人們生活藝術

的整合，尤其在忙碌的現今，茶文化的面向甚至橫跨身心靈的層面，整體而言茶文化

不僅具有生活美學，社會教育的特徵，茶文化的興盛與否，更是反映出一個國家文明

程度的指標近年國際間漢學興盛，國內飲茶風氣日盛，整個茶文化事業也在蓬勃發

展，許多相繼成立的文創團體，非營利組織，舉辦茶葉展覽及各式茶業論壇，泡茶比

賽等等，這股茶文化的熱潮，不但提升了台灣茶文化的層次，總總成功的展演民眾熱

情的參與度，一次次茶文化的成功推廣成果，也是時代向前的產物，更是人們生活品

質躍昇的一個走向。 

月映盃是兩岸三地創舉首次結合佛、禪、茶與藝術的活動，在這種人心嚮往美好

的趨勢下的一個活潑創新，屬於文創型的比賽活動，每年定期舉辦的月映盃及禮親奉

茶活動，其內容以五種泡茶方式（儀式）之茶道美學，也著墨於孝親尊師的概念，就

是以海納百川的格局，向全民推介台灣茶文化的內涵，希望能藉此活動，重拾華夏文

化瑰寶倡導我國固有的孝道精神，讓茶文化活動在國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月映盃乃是每年國曆八月十五的年例會，為國內文創型態的泡茶競賽，也是台灣

歷年來規模最大 ，參賽門檻最高的賽事，大會下半場則為禮親奉茶，.為父母師長 和

感恩的對象奉茶。推廣的茶道美學.孝親以及尊師重道的人倫精神，一般台灣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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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指與臺灣相關的茶史、茶葉、茶藝等。臺灣茶發展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是臺灣民眾，

與臺灣的人文風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維基百科）而其中的禮親茶道則是目前台灣

新興特有的茶文化儀式，儀式則是指舉行典禮的程式和形式。 

台灣茶文化開始比較有一些完整紀錄大約是民國 54 年以後，一般人談到台灣茶

文化，非常不聚焦，都是從唐朝陸羽茶神開始談起，甚至反推到神農氏的時代，時間

軸拉得很長，並無法真正關心台灣茶文化的發展現況，本研究就是將我們台灣這 100

年來的所謂茶文化部分的一個目前發展的狀態座一個研究與分析。 

目前台灣茶文化蓬勃發展、遍地開花，每個縣市都有一些屬於茶會的活動，例如：

日月潭櫻花茶會、新竹母親節茶會、等等人文活動，不管是在商業的部分，屬於茶的

博覽會在人文的部分可能因為四季的流轉會有不同的一個議題，這樣的一個茶文化，

一個百花齊放的年代，也就是我們現在茶文化的一個巔峰的時期！ 

   此外，配合經濟部所提出創意生活產業的必備要素包含：產品、場所、服務、

活動，認為創意生活產業須提供新穎的消費方式，其「新穎」包含理念、技巧、與成

果三個層面，亦即，創意生活產業所提供之商品在「理念」上需具有美感、和諧與自

然之特色；在「技巧」上賦予流暢、變通、獨創、精進之優點；在「成果」上則強調

新鮮、舒適、愉悅、有品味之感覺與體驗（賴孟玲、黃世輝、李傳房，2005）。 

 

1.2 研究目的 

文化部將「創意生活產業」定義為：指從事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識，

提供具有深度體驗及高質美感之行業，如飲食文化體驗、生活教育體驗、自然生態

體驗、流行時尚體驗、特定文物體驗、工藝文化體驗等行業； 創意生活產品講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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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藝術」的美學特色、是「人性」的表現、是「感性」的訴求，而茶席的展現完

全符合「創意生活產業」的定義與需求!（袁千航，2015） 

茶席是展現茶文化與精神的一種具體表現，充滿著知性與感性的內涵，一個茶席

是整體的藝術，是一種應用藝術，是一種生活藝術，這種藝術是要經過訓練與設計的，

設計一個有文化內涵、有美學內涵，佈置起來之後又具實用性的茶席，才是茶席設計

的根本目的。 

所以本研究希望藉由2014年8月15日開始舉辦的月映盃全國泡茶競賽，禮親奉茶

來彰顯台灣茶文化的一個進階，希望這一次的研究可以作為日後舉辦泡茶比賽、展演

活動、節慶活動的地方推廣人士一個參考指標。本研究以月映盃五種泡茶方式、整體

的儀式、禮儀、孝道的結合，藉由這樣每年的一個定時的活動（年例會），透過一個

整體的展現、以達到一個茶文化薪傳，甚至希望用這樣的活動來吸引更多尚未參與台

灣茶文化活動的人士，能共同體驗台灣茶文化之美。 

綜合以上，本研究的目的有三點，一、探討月映盃所隱含的一個文化核心價值。

二、探討月映盃、禮親茶道的一個推廣策略。三、希望透過月映盃禮儀風範來讓大家

對台灣茶文化有耳目一新的觀感。  

 

1.3 研究流程 

本論文主要以質性研究撰寫內文，首要蒐集台灣茶文化發展狀況模式相關之文獻

資料，初步瞭解現今台灣茶文化發展趨勢以及禮親奉茶的模式策略，除了探討次級資

料，利用深度訪談法瞭解個案之台灣茶文化經驗，將訪談資料經由篩選加以編碼後，

輔以次級資料與個人見解經驗，撰寫統整研究資料，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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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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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施行研究計畫 

1.直接觀察:場域觀察 

2.訪談:月映盃茶會推廣者 

3.文件分析:文宣、期刊、著作 

 第四部分統整結果與討論 

 第五部分 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二部分 擬定研究方法 

1.選擇研究對象 

2.確定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部分  確立研究方向 

 

1. 探索研究題目 

2. 初步蒐集文獻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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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限制部分： 

月映盃與禮親奉茶因目前舉辦的屆數關係，僅能以已存在的活動時間為參考值。

從 2014 年到 2016 年經歷三屆的舉辦，資料的取得略嫌不足。 

2. 空間限制： 

月映盃雖為全國性比賽，但一屆僅能挑選單一地點舉辦，以每年一次方式舉辦，

因此，部分參與的相關人士，可能因為地緣關係，無法參加，故本研究可能無法觸及

具有此特質的參與者例如東部，亦為台灣重要茶區，但並未在東部舉辦因此能觸及的

對象有限。 

3. 資料取得限制 ： 

月映盃在本質上仍屬於需受理報名方能參加之茶文化活動，未能參與者未必不在

本活動所帶來的文化影響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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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文化創意產業 

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興起，帶動世界各國一股創意經濟潮，構成國際新形態的

競爭模式。文化創意結合人文及經濟，創造出具有本土文化傳統特色之相關產品，

開拓出文化創意產業領域。在整體文化創意產業中，透過當地文化產品的消費，瞭

解其文化背景、歷史、特色及增強在地文化的認同。 

文化創意產業漸為各國推動的重要產業之一，我國政府近年來也將「創意台灣」

定位為首要推動目標之一，特別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振興地方發展，強調在地文化

的認同及帶動產業附加價值。（張勻柔，2013） 

 

2.1.1 文化創意產業之定義、範疇  

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

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

產業： 

1. 視覺藝術產業。 

2.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3.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4. 工藝產業。 

5. 電影產業。 

6. 廣播電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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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版產業。 

8. 廣告產業。 

9. 產品設計產業。 

10.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11.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12. 建築設計產業。 

13. 數位內容產業。 

14. 創意生活產業。 

15.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1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前項各款產業內容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文

化部，2014）。 

 

2.1.2 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 

「文化」是一種生活型態，其形成係由一群人的「生活主張」，孕育一種「生活

品味」，經由更多人的認同，形成一種「生活型態」。「創意」的動力則是設計師將

某種生活型態，萃取其「象徵意義」，把象徵意義轉換成視覺的「消費符號」，再把

這些消費符號設計到生活產品，成為「創意商品」。「產業」則是實現文化創意的媒

介，其方法不外乎是展現某種生活主張，藉以「形成品牌」，透過「品牌行銷」，推

廣生活品味，最後，再以具創意的產品，來滿足某一生活型態的消費者，繼續推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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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執行，就能造就「創意產業」。 

就文化的層面來看，生活型態是經由文化，透過設計創意，再由產業所實現的一

種品味。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是「手藝（文化）」透過「創意（設計）」形成

「生意（產業）」。所謂的手藝，指的是以文化為背景的生產技藝，但是文化不等於

手藝，手藝不等於創意，創意指的是設計的加值。創意不等於生意，生意則包括：行

銷通路與品牌服務。因此，如何把手藝加上創意變成生意，是文化創意必須思考的問

題（林榮泰，2011）。 

 

2.1.3 茶道美學與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講求對生活的深度感動，「文化」是一種生活形態，「設計」是一種

生活品味，「創意」是經由感動的一種認同，「產業」則是實現文化設計創意的媒介、

手段或方法（林榮泰，2009 ）。 

茶道是一門具體實在的生活美學。茶在中國、台灣從文人的生活品味而演變

為茶道，在韓國因禪宗叢林制度成為茶禮，在日本因禪思想而變為生命終極

關懷的茶道。綜合過去臺灣 30 年的茶藝發展，與休閒及茶產業相結合，不

僅帶動體驗經濟，更形成龐大的文化創意產業。（跨科技課程教材資料庫，

2012）  

  文化創意生成是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發展核心價值的關鍵在於產業是否具有國

際競爭力的創造性與文化特殊性。期望達到藝術普及化、藝術生活化、文化經濟高

值化之目的，並提升創意風格，建構出具有台灣特色的文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講

求對生活的深度感動，「文化」是一種生活形態，「設計」是一種生活品味，「創意」

是經由感動的一種認同，「產業」則是實現文化設計創意的媒介、手段或方法（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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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2009）。 

茶道是一門具體實在的生活美學。茶在中國、台灣從文人的生活品味而演變

為茶道，在韓國因禪宗叢林制度成為茶禮，在日本因禪思想而變為生命終極

關懷的茶道。綜合過去臺灣30年的茶藝發展，與休閒及茶產業相結合，不僅

帶動體驗經濟，更形成龐大的文化創意產業。現今政府與各學校合作，推廣

課程規劃以「藝術進入茶鄉」為主軸，因此，要求選課的學生得駐進茶  

將文化內涵具體的轉化，套用在產品外在的表現形式，進一步創造文化價值的認

同與提鄉茶產區汲取創作靈感及題材。而其創作品之展覽場地，應在茶鄉所

提供的茶博物館或農會展出；並且以茶席的藝術形式展出。學生可以跟茶鄉

居民產生互動及善的尋環。茶鄉居民一方面可以提供創作元素及題材，另一

方面因藝術的介入，而增加茶藝產業的無限可能。  

「藝術進入茶鄉」中，學生以茶席的藝術形式，同時展出個人的藝術創

作品；本課程提供具體的情境，讓學生體驗自己當學習主人的樂趣與成就

感，重視「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美感經驗，期使藝術回歸於生

活中，進而產生學習態度的自我變革，養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慣，進一步應用

專長創意表現。學生依興趣專長與將來的就業取向，可以選修任何形式創

作，而其創作品應在茶鄉所提供的茶博物館或農會展出；並且以茶席的藝術

形式展出。在課程中之茶道學習以「身體技能」（body technique）之概念，

引導學生在茶席展演中，如何與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空間環境和

諧互動的美學實踐；經由反複練習，內化為習慣性的動作；並且 ,喚起對自

身操演過程的身體知覺，以及對茶席活動本身進行反省，對自身如是行動的

自覺，引發一種「自得之樂」；也就是，以藝術行動（ the act of arts）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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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實踐者美的覺醒；由此自覺而讓研究生反思生活經驗的差異所在，如此建

構茶道美學創意茶席及茶器搭配的創意表現。（SHS 科學人文跨科技，2015） 

文化創意生成是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發展核心價值的關鍵在於產業是否具有國際 

競爭力的創造性與文化特殊性。期望達到藝術普及化、藝術生活化、文化經濟

高值化之目的，並提升創意風格，建構出具有台灣特色的文化產業。 

目前，茶產業發展面臨三個實際需求的問題： 

一、「創意設計」；以創意設計，將茶產業導向觀光休閒文化產業發展。 

二、「經營管理」；以創意設計，應用在茶產業的經營理念。 

三、「行銷推廣」；以行銷推廣，將茶文化作為創造地方茶產業發展的契機。 

    茶文化是再創茶產業輝煌發展的重要法門，沒有內涵的產業經營型態已無法長

久，必須從文化層面去加持產業發展，使產業的特點被彰顯，文化上的感性消費才能

帶來精神的快樂，才能提升產業發展的生命力。所以，「文化內涵」是產品中重要的

成分，高附加價值，就是文化產業的重要性之一。（教育部 SHS，2015） 

  國內有茶葉博物館保留著物質及非物質（製茶技術）文化遺產，關於這部分很

值得我們再深入研究。 

2.2.創意生活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是目前世界各國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中所未列入的一項新興產

業，為台灣獨有的子產業，想必其中蘊含著獨特的價值。此產業的範疇結合生活主張、

創意加值與體驗價值，結合貼近人群的生活概念，應用多變的創意手法，結合體驗產

品與活動，帶來一種令人驚艷、舒適、內涵的深度體驗，傳達生活認知與概念，無非

是創意生活產業所表露的生活態度（劉家瑋，2013）。 

為提升我國軟實力及產業競爭力，政府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納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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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推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計畫於2007年底執行完畢，藉由政府政策的推動與民間創意能量的發揮，對我國

經濟轉型發展以及民眾生活型態的改變，已產生關鍵性之影響，並整體從文化面、創

意面、藝術面、設計面來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行政院於2009年2月，將文化創意產

業列為政府六大新興產業之一，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旗艦計畫」，

在未來文化經濟領域，此產業具有多元態樣，並分佈於各主要產業中，具有引領相關

產業升級及弱勢產業競爭力提升，如地方產業、觀光工廠、工業區升級推動轉型等，

與相關主管機關政策結合，加速產業政策資源連結，推動產業創新的力量（經濟部工

業局）。  

 「創意生活產業」結合了既有的產業製造基礎，再融入創意、科技與人文特質，

發展出一項具整合性、高附加經濟價值，且能提升了國民生活品味的新型態產業網

絡。藉由這項產業網絡所衍生的龐大商機， 

2.2.1 創意生活產業的定義 

  推動創意生活產業，不但要在精神層面上提升生活品質，更要運用在地的資源和

生活力的創意，開創出更多元、更豐富、更具獨特性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進而形

成產業活動。簡言之，創意生活產業是生活品質的產業。但如何定義創意生活產業？

在 2003年初始推動之際，創意生活產業的定義是「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以創新的

經營方式提供食、衣、住、行、育、樂各領域有用的商品或服務，運用複合式經營，

具創意再生能力，並提供學習體驗活動」。「文化創意產業」共13 類，「創意生活

產業」與其他12 類項以藝術、設計及文化工作者為主要推展對象不同以傳統產業為

主要對象。其定義為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識，提供具有深度體驗及高質美感

之產業，並以新穎的方式提供大眾食、衣、住、行、育、樂各領域有用的商品及服務，

藉以提升個人與社群的生活品質之業者（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2004）。創

意生活產業定意圖如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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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生活產業定義圖 

由於當時創意生活產業屬於新興產業，經過相關案例解析和專家研議後，發現創

意生活產業的企業個案都具有「核心知識」、「高質美感」和「深度體驗」3 項要素，

進而修正定義為「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的核心知識，提供具有深度體驗及高質美感的

產業。」定義的修正使它更簡潔，具指導性、操作性的意涵（張維華，2010）。 

2.3 情境設計 

設計師對產品設計的責任，除了提供消費者使用便利與舒適之外，在目前強調產品個

性化的需求下，產品定位與消費的認知也是設計重點。簡言之，現代產品設計不只是

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功能而已，對於使用時的心境更需要模擬考量。產品使用情境是在

進行設計時，設計師根據產品的內涵去設計營造，所謂的「使用情境」是產品在操作

使用下所衍生出的移情作用，刺激使用者的想像力，使其盡情地陶醉在某種企求的情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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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故事法是營造產品使用情境的設計方法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將使用者的特性、事

件、產品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透過想像描述未來使用情境，以探討產品構想與設計主

題。其基本原理是「以使用者為導向」，於設計開發過程中，不斷以視覺化及實際體

驗的方式，引導參與產品設計開發人員，從使用者及使用情境的角度，去評價產品設

計的成熟度與周全性，以達到一個具有美學的造形，且充滿感情能夠打動消費者的心

靈產品。情境故事法並沒有深奧的理論，雖然簡單易用，實際應用上證明不論是創造

簡單的兒童玩具，或是發展電子商務，均有良好的效果（林榮泰，2006）。 

就文化產品造形的形式而言，設計師運用造形的要素，形狀、色彩、質感或材料等，

準確的編碼讓使用者感受到視覺或觸覺應有的愉悅。就產品造形的內容而言，設計師

應考慮不同的文化、社會習俗或人的行為因素，將這些因素導入設計理念中，藉由心

理與感知層面的領悟，正確傳達文化符號真正的意義。 

2.3.1 情境故事法的流程與步驟 

解釋情感因素在設計領域扮演的角色，探討情感元素的三種不同層面：.包含本能的

（產品的外觀式樣與質感）、行為的（產品的功能）和反思的（個人的感受與想法），

對目前越來越重視客製化與互動的設計與服務產業來說，情感設計將是未來發展的關

鍵，雖然並非每個人都是產品設計師，必須知道日常用品之所以被喜歡（或討厭）的

原因，但是追求美好生活是我們共同的想望。 

由於文化創意產業是無法具像歸類的，甚至連音樂、電影等都可以算是文創產業

的一環，文化創意商品的設計，重點在於其背後的故事性，每一個商品的產生，是否

包含著文化意涵、能不能說出商品的故事，這點相當重要。因此，一個商品的誕生，

除了具備有文化傳承的意義，並加入創意成分，更要賦予故事性，讓商品本身就是一

個文化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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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的目的除了提供消費者使用便利與舒適之外，在目前強調產品個性化的需求

下，產品定位與消費的認知也是設計重點。簡言之，現代產品設計不只是滿足消費者

需求的功能而已，對於使用時的心境更需要模擬考量。產品使用情境是在進行設計

時，設計師根據產品的內涵去設計營造，所謂的「使用情境」是產品在操作使用下所

衍生出的移情作用，刺激使用者的想像力，使其盡情地陶醉在某種企求的情境（林榮

泰2006）。 

  情境故事法是營造產品使用情境的設計方法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將使用者的特

性、事件、產品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透過想像描述未來使用情境，以探討產品構想與

設計主題。其基本原理是「以使用者為導向」，於設計開發過程中，不斷以視覺化及

實際體驗的方式，引導參與產品設計開發人員，從使用者及使用情境的角度，去評價

產品設計的成熟度與周全性，以達到一個具有美學的造形，且充滿感情能夠打動消費

者的心靈產品。情境故事法並沒有深奧的理論，雖然簡單易用，實際應用上證明不論

是創造簡單的兒童玩具，或是發展電子商務，均有良好的效果 （林榮泰，2006）。 

  林榮泰談文化創意產品設計之四部曲，文化特色如何轉換為文化創意產品設計： 

  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內容也各不相同。由此可見， “藝”與“道”在現代茶

藝美學的審美範疇中有  其共通性，均可歸入現代台灣茶文化中加以研究，等

等。1.設定一個情境-架構想像的空間，足以感動人心；2.訴說一個故事-立足文化的

根源，在於喚回記憶；3.編寫一個劇本-觸發文化的創意，引導產品設計；4.設計一個

產品-重塑地區的風格，形塑地區意象。 

 

2.3.2 情境學習 

  杜威（Dewey,1934）在《藝術及經驗》（Art as Experience）認為，唯有當藝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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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生的實質，美感經驗成為現實經驗的縮影時，藝術才可能在濃縮現實的人生美感

中發展與成長，並表現出它的價值與意義。本課程為了避免傳授給研究生的是「僵化

的知識」（inert knowledge）而應用「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教學方法：情境學

習強調人有主動建構（construct）知識的能力，學習是人與情境雙向互動的歷程，知

識、技能與情意的建構，發生於學習者與情境間的互動，使研究生習得的知識能活學

活用，以適應社會，解決問題（袁千航，2015）。 

2.3.3 訴說故事的設計 

  訴說一個故事，營造一種情境，設計貼心產品；所謂的「情境故事」的設計方法

是目前產品設計的顯學。傳統系統化的設計模式，多是以「設計者」的角度出發，經

由探討物與物之間的關係，進行功能性的設計，忽略了設計者與使用者間對「產品」

認知不同所造成的差異。 

  情境故事法則是在產品開發過程中，透過一個想像的故事，包括使用者的特性、

事件、產品與環境的關係。模擬未來產品的使用情境，透過使用情境的模擬，探討分

析人與產品之間的互動關係。不斷以視覺化及實際體驗，來引導參與設計開發的人

員，從使用者使用情境的角度，來發掘產品構想，評斷構想是否符合設計主題，同時

檢驗產品的構想是否符合使用者潛在的需求，基本上就是以「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

計（林榮泰，2006）。 

  生活就是一連串不斷上演的故事，透過對生活情境的觀察，瞭解產品在生活中扮

演的角色，營造產品的使用情境，將有助於設計者在重現情境時，產生具有人性的貼

心創意。 

  情境故事法藉由情境分析，把設計師從現實的世界被帶到產品未來使用的情境，

從操作程式的分析到使用環境的整合。同時，幫助設計師將觀察所得的資訊連貫起

來，從中領悟與體驗的心得作為創新設計的根據。另一方面，利用不同使用者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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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展的情境故事，可以讓設計師從不同的觀點，去設想不同的使用者如何以不同的

方式去使用產品。簡言之，情境故事法是一個既能讓設計師透過虛擬的情境，發揮創

意，協助設計師集中意力，聚焦在使用者的需求與產品的系統問題上。同時，又能讓

設計師回到現實世界，實際而具體的評估其可行性， 深入體驗產品的使用情境，以

感受到使用者的喜愛與需求（林榮泰，2006）。 

2.3.4 情境故事法的流程與步驟 

  應用情境故事法在產品創新設計之程式，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步驟：（1）瞭解

（Understand），（2） 觀察（Observe），（3） 視覺化（Visualize），（4） 評估與精練

（Evaluate and Refine），（5） 執行（Implement）。因此，情境故事始於瞭解包括：使

用者的特性、事件、產品與環境等。從架構一個想像的故事情境中，去觀察一個想像

與假設的使用情境，探討在現實的情況下，如何構想創意與設計主題產品（林榮泰，

2006b）。 

  視覺化則是情境故事法過程中的重點，也就是透過視覺化來表達故事的內

容，透過視覺化來分析人與產品之間的互動關係。視覺化的工具可以是圖畫、照片、

錄影帶或是電腦模擬等方式來表現，如何選擇視覺化的方式，係根據情境故事中想要

描述的行為模式，決定何者可以將主題表達的最清楚，例如，運用動畫來描述動態的

情境，甚至加上音效。情境的腳本可以是文字的描述、簡單的草圖、示意的概念到精

密的描繪，甚至是深入細膩的表達產品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接下來的評估、決策、

精練到執行與傳統的設計程式大致相同 （林榮泰，2006b）。 

2.4 生活茶道美學 

  「美學素養」被認為是當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素養之一。知名學者漢寶德教授強調

「美，是一個生活的哲學」、「廿一世紀是美感的世紀，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美感是

一種競爭力。」行政院文建會（2012改為文化部）近年積極推動「台灣生活美學運動

計畫」，把原四座社教館更名為「生活美學」館。此外，「國家教育研究院」也積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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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美學導向的課程與教學計畫，可見茶道美學是重要的教育趨勢。  

  自從唐代陸羽「茶經」問世後，中國人已由飲茶提升到品茶美學的

境界 !什麼是品茶美學？就是用品味茶的態度來飲茶，把它當作精神上的

享受、一種欣賞的藝術。它與詩詞、書畫、陶藝、插花、焚香等文化美

學相結合，乃形成品茶或茶藝美學，雖然泡茶方式或有不同，但由品茶

意境開展的美學體驗，如好茶的茶香，滋味迴盪綿長 …。  

  茶道美學因時代的演進及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國四大茶道流派。貴族茶道生發

於"茶之品"，旨在誇示富貴；雅士茶道生發於"茶之韻"，旨在藝術欣賞；禪宗茶道生

發於"茶之德"，旨在參禪悟道；世俗茶道生發於"茶之味"，旨在享樂人生。 

  而時至今日，逐漸衍生為現代的茶道美學，茶道美學是美學的一門新興學科，

它對茶藝的美學原理、美學法 則、形成和發展、茶道的美學特徵、審美情趣和審美

取向、審美經驗和審 美價值，等等，進行探索和研究，揭示茶道美的本質的一門美

學分支學科。對於學習茶藝的人士而言，學一點茶藝美學是大有稗益的。它不僅有

利於提高對茶文化的審美能力、創新意識、審美經驗、鑑別能力、美學素質，

和提升茶藝的美學思想。也有利於增強美感、或美學理想，是十分必要的。

茶道美學是研究飲茶的技藝（茶的藝術和茶的技術產品）的美學一、茶道美

學的美學特徵（海葆，2016）。  

 

2.4.1 茶道美學的特徵 

 

  現代的茶道美學具有顯著的東方美學特徵；那 麼，東方美學具有哪些特徵呢？

東方美學以審美意識的表現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它表現為藝術和技術的欣賞、創

造。是審美創造與審美欣賞的密切結 合。東方美學，是藝術的美學、技術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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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文物的美學、民族文化的美學。它把東方的審美意識、美感、審美觀念看作美學。

中國人的審美型，可以分為錯採鏤金的美和芙蓉出水的美。這是中國美學史上的兩種

美感或美的理想。也是現代茶道美的真實的寫照。 

 

2.4.1.1 茶道美學具有顯著的民族特徵 

 

  茶道是中華民族傳統茶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 “茶道”一詞，雖是現代一新名詞，但它是基於中國傳統的飲茶藝術。蘊含博大

精深的文化內涵，和中國儒、釋、道文化的精髓，中國美學的民族特徵。與日本的茶 

道、韓國的茶禮，無論在審美文化還是審美意識方面，都有顯著的區別。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民族，由於對審美價值的不同，審美感、審美觀念的不同，形成各自不 同的

美學現象。因此，現代茶藝美學是中國美學的體現。 

 

2.4.1.2 茶道美學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徵 

 

  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形成的民族審美意識，審美文化為其連續體。以文物和藝術

為依據，可與審美理論相印證。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審美意識和文 化也會有所變化。

就現代茶道而言，雖與傳統茶藝是同個連續體，是傳統茶藝的傳承。在飲茶的藝術和

技術產品方面，在內容和形式上，還是有顯著區別的。質言 之，現代茶道是在傳統

茶學基礎上的一種創新台灣茶文化。是按照現代人的審美意識和文化表現出來的，是

傳統茶文化和茶道的繼承和發揚，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2.4.2 茶道美學的美學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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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道美學主要審美範疇和美學範疇，從傳統美學至近現代西方學思想中，可以概

括為三個方面： 

1.是審美客體——客觀的範疇。包括自然之美、生活之美、藝術之美和技術之美。現

代茶道美學中的自然之美，是指風景、山水等。茶樹生長在高山雲霧間，採茶女在茶

林間採茶的情景，令人心曠神怡，為茶藝美增添了無限遐想。生活之美，指茶藝的審

美功能，修身養心，陶冶情操和以茶會友，休閒娛樂，等 等。藝術之美則是指茶的

沖泡技藝，以及相關的茶的藝術，諸如，茶、具、水、景物，等等。技術之美是指物

化的產品，茶的“色”、“香”、“味”、“形”之美，等等。2.是審美主體——主觀的範疇。

主要表現於審美心理：包括審美經驗、審美感、審美直覺、審美表像、審美知覺、審

美情感、審美判斷，等等。現代茶藝以人為本，故現代茶道美學也是研究人的審美心

理的美學。 

3.是審美活動——主客統一的範疇。包括審美價值、藝術創造、藝術風格、藝術形象、

藝術內容、藝術形式、藝術流派、美的設計，等等。審美活動是衡量審美效果的唯一

標準。探討現代茶藝美學的一般審美範疇——美和審美感，由於操作（演示）者或欣

賞者的審美直覺和審美經驗的不同，可採取三種不同的方法：從審美客體探討美的本

質；從審美主體探討美的本質；從審美關係探討美的範疇（海葆，2016）。 

2.4.3 茶道美學的特性 

審美，作為一個美學範疇來使用，是近代美學的成果，現代茶道美學的審美，具

有群體性、功利性，同時也具有共通性和超功利性。群體性也因群體的層次不同而審

美感情不同。審美意識的功利性，是 指審美的實用性和功能性，審美對像或審美方

法所發揮的效能。由於審美的多樣性和多層性則具有多種的審美價值，因而具有審美

的共通性。諸如商品能符合人們多 樣性和多層性的審美要求，就會為大眾所好。台

灣茶道也如此。審美的超功利性，表現為它自身俱有的相對獨立的形式意味，如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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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和山水花鳥畫等。在茶藝中也有一 定的審美價值。實用美、功能美是審美功利意

識的主要表現。 

  現代茶道美學也可以概括成感性的藝術，直觀的美學；又有超感性藝 術，超直

觀的意味。諸如，茶藝中的審美思想：“真、善、美”，“意境” 等。審美感、審美意

識、審美觀念、審美範疇、審美理想和審美理論，是審美意象與審美結構的整體，是

審美文化和審美理論的結合體。因此，對現代茶藝美學的研 究具有深層的意義，有

利於促進現代茶藝的提高和發展。同時，基於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台灣茶文化，富含

民族文化底蘊，有顯明的民族特性，在改革開放中又具開放性。 中國文化與世界文

化的交融，在廣泛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民族審美意識必將走向世界意識。茶道美學中

的民族審美意識已向世界意識接軌，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的文化和現代茶藝也

越來越引起西方人士的關注。在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中，各種文化相互碰撞、兼併、

互補，中國文化和現代茶道顯示出無窮的魅力。同時，也 提升了中華民族的審美意

識，進一步促進現代台灣茶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並不斷走向世界，將成為世界藝術之

林中一塊絢麗多彩的瑰寶（范增平 2006）。 

 

2.4.4 茶道美學的核心和靈魂 

  從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美學已成為跨文化研究的一項模糊科學。自然科學、

技術科學、生活科學、人體科學及文學藝術等，都把美學作為一個 必不可少的科學

分支。這種趨勢說明美學的重要。台灣茶文化特有的美學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

也有不少文章見之於報端。但與茶相關的學術研究相比，還遠遠不足。系統性研究則

更少。美學在生活中無處不有，在茶文化、台灣茶道中也處處閃耀著光芒。進而對茶

文化、茶道中的美學現象深入研究，倍覺重要，個中的種種問題則迎刃而解。 

  欣賞、創造（創新），是美學的核心和靈魂。沒有欣賞價值，也就失去美學的光

環；沒有創造（創新）就會失 去美的魅力。現代茶藝興於中國台 灣，盛行於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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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要是它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趣向，和具有欣賞價值；同時也是對中國傳統茶藝的

傳承和創新。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脈相承。對此迷惑不解者， 即可釋疑。又如，現

代茶藝如何在今後繁榮和發展？我們只要在“欣賞”和“創造（創新）”上下功夫即可。

只要不斷提高茶藝的欣賞性和創造（創新）力，就能更 好地適應審美多樣性和多層

性的需要。必將獲取長足的發展，迎來新的美好前景。 

  再如，對“茶藝”、“茶道”二詞，國人看法各異。在美學中，“藝”與“道”均屬美學

基本範疇。道，原為中國古典哲學範疇，意指規律、原 理、準則等。成為美學範疇

時，意指美的規律、美的根源、美的本體、美的表現等。儒家學派強調“道”與“藝”的

辨證關係，主張以“藝”觀“道”。孔子把藝術 創造與作為人的最高道德理想“道”聯繫

在一起。 

2.4.5 茶道美學的學術研究 

美學與多種學科相聯，通過跨文化研究，顯現其共通性。諸如，美學文化學是美

學與文化學的結合體，美學藝術學是美學與藝術學的結合體，美學 社會學是美學與

社會學的結合體，等等。現代茶道美學與社會心理學、社會美學、藝術學、創造學、

自然科學、哲學等也緊密相連，內容十分廣泛，大有研究之必 要。若在現代茶道教

學中增加“現代茶道美學”內容，必將有利於提高“茶師”及茶道文學教學的水準，促進

現台灣茶文化的發展。 

2.5 儀式 

茶儀式指的是各種茶文化中衍生出的奉茶之道，尤其指東亞的茶儀式，如中國的

茶藝、日本的茶道、朝鮮的茶禮、越南的茶藝等，狹義來看，則是指特定地區的茶文

化中，對於喝茶所講求之各種禮節與程式的專有名詞。 

茶儀式從享受品茗過程中完善自身修養和表達個人對融合飲茶的藝術、道德、禮

儀、哲理、宗教（儒、釋、道等等）、文化風俗以及精神意境的演繹，是沏茶品茗之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C%B6%E6%96%87%E5%8C%9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9E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8%8C%B6%E8%97%9D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C%B6%E9%81%9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5%8D%8A%E5%B3%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C%B6%E7%A6%AE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m.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6%8A%E5%8D%97%E8%8C%B6%E8%97%9D&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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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技術、儀禮與精神體驗的結合。各地的茶儀式都有著自己的地區特色，而考古

尋源，茶和茶儀式都源於中國，中國很早就有著各種「生、冠、婚、喪」的茶祭儀式

和品茶的禮儀，而中國茶藝成熟於唐代，陸羽是中國茶藝的鼻祖，唐代封演所寫的《封

氏聞見記》中的茶道是指倡導陸羽飲茶之道，陸羽強調「精行儉德」的精神，注重烹

茶的條件和方法，並追求怡靜舒適的雅趣（維基百科）。 

2.5.1 台灣茶會儀式 

台灣茶道指臺灣獨自發展形成的儀式化的泡茶與飲茶技藝，和其他東亞各地區茶

儀式一樣，都是以品茶為主而發展出來的特殊文化，大約在1970年代後期開始形成。

茶藝一詞正式定名於1970年代後期，由臺灣茶藝愛好者命名。此名字的採用是經過討

論，以區分於源自日本的茶道，並從通俗而易於被大眾接受的角度出發。 

臺灣清治時期人口以河洛人（閩南人）為多數，儀式化喝茶主要是閩南式工夫茶。

1970～198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人們對於生活與飲食有了新的追求，茶藝館便在此

時興起。茶藝館一方面受工夫茶影響，一方面在內部擺設、美感基調深受融入禪宗文

化的日本茶道影響[1]，成為台灣獨特的人文景觀，也代表台灣多元文化融合的精神（維

基百科）。 

2.6 茶席的情境設計 

2.6.1 什麼是茶席？ 

茶席對於普通人來說，應該只是一個簡單的喝茶用的桌布吧，可是，茶席對於喝

茶人來說，不只是裝點茶桌的席布，還是慰藉喝茶人心的小天地。所以，茶席對於喝

茶人來說是再看幾次都不會厭煩的美景。每一席，都是入境的方舟。當下是一道窄窄

的茶席，我在這裡，君在那頭。茶席是什麼時候有的呢？茶席剛開始出現是在唐朝，

但是我們大唐盛世，四方來朝祝賀，威儀天下。茶，就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由一群出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97%9D%E8%A1%9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9%B8%E7%BE%BD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0%81%E6%BC%9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C%B6%E5%84%80%E5%BC%8F
https://zh.m.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80%E8%97%9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9E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9E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C%B6%E9%81%9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B2%B3%E6%B4%9B%E4%BA%BA_(%E5%8F%B0%E7%81%A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6%A9%E5%8D%97%E4%BA%BA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C%B6%E5%84%80%E5%BC%8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6%A9%E5%8D%97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7%A5%E5%A4%AB%E8%8C%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6%93%E6%BF%9F
https://zh.m.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B6%E8%97%9D%E9%A4%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7%A5%E5%A4%AB%E8%8C%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7%A6%AA%E5%AE%97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8%8C%B6%E9%81%9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8C%B6%E8%97%9D#cite_no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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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山林的詩僧與遁世山水間的雅士，開始了對中國茶文化的悟道與升華，從而形成了

以茶禮、茶道、茶藝為特色的中國獨有的文化符號。至宋代，茶席不僅置於自然之中，

宋人還把一些取型捉意於自然的藝術品設在茶席上，而插花、焚香、掛畫與茶一起更

被合稱為「四藝」，常在各種茶席間出現。在明代茶藝大師馮可賓的詩作中《茶箋·

茶宜》提出了相關的飲茶十三宜：無事、佳客、幽坐、吟詠、揮翰、徜徉、睡起、宿

醒、清供、精舍、會心、賞覽、文童，其中所說的「清供」、「精舍」，指的即是茶

席的擺置。（壹讀，2016） 

舉辦茶會的房間稱茶室，也稱本席、茶席或者只稱席。茶室內設壁龕、地爐。地

爐的位置決定室內蓆子的鋪放方式。一般說來客人坐在操作人（主人）左手一邊稱為

順手席。客人坐在操作人右手一邊稱為逆手席。茶席佈置從廣義上講就是品茗環境的

佈置，即根據茶藝的類型和主題，為品茗營造一個溫馨、高雅、舒適、簡潔的良好環

境。席面設計的色調通常奠定了整個茶席的主基調，佈置時常用到的有各類桌布（布、

絲、綢、緞、葛等）、竹草編織墊和布藝墊等。也有取法於自然的材料，如荷葉鋪墊、

沙石鋪墊、落英鋪墊等。還有不加鋪墊，直接利用特殊檯面自身的肌理，如原木台的

拙趣、紅木台的高貴、大理石檯面的紋理等。（池宗憲，2010） 

  配飾選擇的餘地相當大，插花、盆景、香爐、工藝品、日用品運用得當，都能起

到不凡的效果，對主題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一般來說，配飾的選用宜簡不宜繁，選

用同色系或互補色系的配飾不容易出錯。而屬於跳躍或反差強烈色系的配飾雖然裝飾

效果好，但對佈置者的美術要求比較高。 

2.6.2 茶席的情境設計 

近幾年來，茶席設計頗為盛行，呈現風起雲湧的多樣化發展，引起茶界多方面的

關注，大約是在1990年代末，首先在杭州出現茶席的活動，剛開始時，未必叫作「茶

席設計」，有叫「茶具組合藝術」，也有稱「茶具裝飾藝術」。2000年代初，「茶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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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才被提出來。 

  今天所謂的「茶席設計」其實是強調茶桌上的佈置，若依傳統的說法，是「筵」

上的設計，是茶筵席設計，所謂「席」是指「席位」、「座位」來說的；所以「茶席設

計」應該是「茶筵席設計」的省稱。那麼茶席設計應該是茶會設計的一部分，是指設

計茶會時擺在茶桌上的東西，包含席位在內。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是具有悠久傳統的文化，在構建茶文化，弘揚茶文化的時候，應該要準確的表達一些

概念，這樣才能夠把茶文化流傳下去，才能夠把茶文化發揚光大。 

   《大學》上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無論是序人倫，

行修養，都應該從分清楚本末輕重開始。人生由過去、現在、未來所組成，對應每個

不同的階段，應有不同的作為，不可顛倒錯亂。完整的茶會亦如是，是要經過設計與

訓練的；分成前置階段、操作階段、完成階段三階段；其操作分為“絲竹和鳴”到“和

敬清寂”十八個行茶程式，每個階段有其應盡的任務，每個程式有其不得不然的秩序，

於是綱舉目張，各就各位，參與茶會者在合乎自然法則、先得我心的規範中獲得行雲

流水的順暢，於是知道，儀式不是束縛，而是解放，它使眾人在高尚文雅的行為中，

得到心靈上最大的滿足及人我互動中的最大自在。 

  一場茶席的設計是需要許多與飲茶有關的的器具，而茶會的舉行所需用具更為繁

多，這些茶的用具是經過專家針對需求而設計的!而茶人即是選用符合主題的用具設

計茶席及茶會會場!對茶席的設計責任，除了提供參與者芳香的茶飲及便利與舒適的

器具之外，在目前強調產品個性化的需求下，情境的設計與參與者的認知也是設計重

點。簡言之，現代茶席設計不只是滿足茶師及參與者需求的功能而已，對於使用時的

心境更需要模擬考量。茶席使用情境設計是在進行設計時，茶師根據茶會的主題內涵

去設計營造，所謂的「使用情境」是茶席在操作使用下所衍生出的移情作用，刺激使

用者的想像力，使其盡情地陶醉在某種企求的情境，使參與者得到「聽、嗅、味、觸、

視」的五感體驗!（范増平，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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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茶席設計、佈置的要素 

茶席的佈置一般由茶具組合、席面設計、配飾選擇、茶點搭配、空間設計五大元

素組成。各大元素之間相輔相成，歸納了以下九大原則： 

壹、突出主題原則： 

主題設計是茶席中最有人文趣味的一個環節。這個主題可以： 

1. 季節為標的，如展現春、夏、秋，或冬的景致。 

2. 植物為標的，如梅蘭竹菊、荷花等。 

3. 茶的種類為標的，如為碧螺春設計茶席，為鐵觀音、紅茶、普洱茶設計茶席。 

4. 以節慶主題設計茶席。 

5. 以具有自己情有獨鐘的抽象意境，如以「空寂」、「浪漫」、「富貴」等為

表現的主題。 

貳、茶葉和茶具搭配原則： 

「茶為君、器為臣、火為帥」，一切茶具組合都是為茶服務的。 

(一) 根據茶性以及茶葉產地選擇茶具。 

如：烏龍茶相對粗枝大葉，要求用沸水沖泡，宜以保溫性能好的紫砂壺為核心組

合茶具；綠茶葉形細嫩優美，沖泡時要求展示茶形美、湯色美，宜選用玻璃杯沖泡；

紅茶要在較寬鬆的壺中沖泡,才能充分舒展開茶胚，溶解出茶葉內質，宜選用容量較

大的瓷壺沖泡。（池宗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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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台灣茶類茶性分析與器具搭配 

茶類 茶性 茶具 

烏龍茶 相對粗枝大葉，要求用沸水沖泡，宜以保

溫性能好的茶具 

紫砂壺 

綠茶 葉形細嫩優美 玻璃杯 

紅茶 舒展茶胚，溶解出茶葉內質 瓷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根據泡茶的主要目的選擇茶具 

同樣是沖泡大紅袍或鐵觀音，若是為了體現美觀性，可選用古樸典雅、美觀實用

的紫砂壺。若是為了審評茶質，可選擇蓋碗（三才杯）或審評杯。紫砂壺壁孔隙較大

容易吸附茶香，並且無法觀察注水後茶葉展開的變化，而用蓋碗或者審評杯則能最客

觀地審評出茶的優缺點。 

（三）根據茶藝所反映的主題內容選擇茶具 

茶具的選擇應當與茶藝主題所反映的時代、地域、民族以及人物的身份相一致。

即使沖泡同一品種的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流行的茶具也各具特色。茶具選定之後

一般還要與鋪墊、插花、焚香、掛畫四個方面相配合。茶具配套使用原則即茶具與茶

杯等應是整套，而不是混搭風格。 

茶具組合及擺放是茶席佈置的核心。 古代茶具組合一般都本著「茶為君、器為

臣、火為帥」的原則配置，即一切茶具組合都是為茶服務的。 現代茶具組合是在實

用性的基礎上，盡可能做到兼顧藝術性，這主要從三個方面去考慮。 

（四）根據茶性以及茶葉產地選擇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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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茶類，不同的茶葉品種具有不同的茶性。例如：烏龍茶相對粗枝大葉，要

求用沸水沖泡，宜以保溫性能好的紫砂壺為核心組合茶具；沖泡高檔的綠茶，要求展

示茶形美和湯色美，宜選用玻璃杯沖泡；紅茶要在較寬鬆的壺中沖泡才能充分舒展開

茶胚，溶解出美味，所以宜選用容量較大的瓷壺沖泡。 

（五）根據泡茶的主要目的選擇茶具。 

同樣是泡大紅袍或鐵觀音，若是為了接待親朋好友，可選用古樸典雅、美觀實用

的紫砂壺。 若是為了審評茶葉或促銷茶葉，則不宜用紫砂壺，最好選擇蓋碗（三才

杯）或審評杯，因為紫砂壺會吸附茶香，用老壺泡茶，聞到的香氣通常是長期累積下

來的混合茶香，並且無法觀察沖水後茶葉的變化，而用蓋碗則能最直觀地審評出茶的

優缺點。（百度百科） 

宋代文人四藝風華再現！以宋朝文人「茶道、香道、書道、花道」四藝之美為話

題。設計茶席的目的，必須學以致用，以結業茶會的方式透過邀請學員設計演繹出會

場佈置、提供茶器、講究材質、特殊風格、清新造型、淡定色彩、禪風擺放位置、茶

品供應等，都有一定的美學標準樣貌，再從選擇茶器的外形流暢性、製作理念連結所

選擇的茶品、茶席設置環境地點等相互共鳴。 

（六）、突出藝術美原則，插花要精簡。 

插花是茶席中的點綴。要求簡潔、淡雅、小巧、精緻，鮮花不求繁多，只插一兩

枝亦可；在插花時注重線條，構圖的美和變化，以達到樸素大方、畫龍點睛的效果。 

花材要儘量採用當令季節花材為主，如秋冬之梅菊或楓葉等，以少量少樣，表現

出時令的節氣意境。花材也不一定要放置在瓶中，也可將花朵擺在茶席或茶盤上，別

有一番風味。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S&to=zh-CHT&a=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subview%2F37187%2F12467025.htm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S&to=zh-CHT&a=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subview%2F10399%2F5173810.htm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S&to=zh-CHT&a=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view%2F15832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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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文人雅士的五感體驗分析表 

宋朝文人四藝（四事） 

香道（焚香） 貴族焚香淨氣之用與薰物.品香 嗅覺 

花道（插花） 插花源於古代漢族民間的愛花、種花、賞花、摘花、

贈花、佩花、簪花。藉此表達一種主題，傳遞一種

感情和情趣 

觸覺 

茶道（點茶） 「點茶」、「點湯」這兩個茗事術語最早出現在宋代 味覺 

書道（掛畫） 「掛畫」最早掛於茶會座位旁作為平時家居鑑賞或

雅集活動共賞的重要活動 

視覺 

資料來源：白淞皇園網路資訊 

表 2-3 宋朝文人四藝圖 

文人四藝雅事圖 

香道 

 

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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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書道 

 

資料來源：Powered by 58 企業網站（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jELoDD.html） 

 

（七）、實用性原則 

茶具組合的基本特徵是實用性和藝術性相融合。因此，在它的質地、造型、體積、

色彩、內涵等方面，應作為茶席設計的重要部分加以考慮，並使其在整個茶席佈局中

處於最顯著的位置，以便於對茶席進行動態的演示。 

茶具的擺設要秉持「以人為本」，能使人充分使用雙臂與肢體，展現和諧美感。

不至於過份集中在單手上。此外席位設置需要合理、舒適，比如桌椅的高度、間距要

適合泡茶人的身材比例，座椅要穩定、舒適，防止手腳伸展不便。 

（八）、根據主題選合適鋪墊原則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5xqHryoTRAhWBG5QKHW0bCJwQjRwIBw&url=http://m.v4.cc/News-1379241.html&psig=AFQjCNFPZBO-c69fiMoKyR4UHDUUi1WOQg&ust=1482385566808101
http://5858.com/
https://read01.com/jELoD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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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面設計的色調通常奠定了整個茶席的主基調，佈置時常用到的有各類桌布

（布、絲、綢、緞、葛等）、竹草編織墊和布藝墊等；也有取法於自然的材料，如荷

葉鋪墊、沙石鋪墊、落英鋪墊等；還有不加鋪墊，直接利用特殊檯面自身的肌理，如

原木台的拙趣、紅木台的高貴、大理石檯面的紋理等。 

鋪墊可分為織品和非織品，除了能夠保持器物清潔，還能烘托茶席主題。織品：

又稱潔方 、席方、素方、茶旗、中條。潔方泡：是指乾泡法潔方取代了茶盤的角色，

結方是為乾濕分離，在技術上較嚴謹。另有一涵義為：在清潔乾淨的地方 ，結界行

茶之意。 

表 2-4 茶席上的席方（防火素材） 

茶席、潔方 

材質 特色 圖片 

燙金紗 雅緻之餘 

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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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素材 安全為上 

有環境安

全教育的

概念 

 

資料來源：天色織藝臉書 

1.棉布：適合傳統題材、鄉土題材。 

2.麻布：分為粗麻和細麻。適合的題材：傳統題材、鄉村題材、民族題材。 

3.化纖：特點是軟、挺、薄、亮、艷。適合題材：現代生活和抽象題材。 

4.蠟染：僅有藍白兩色，圖案具有民族特色，色彩鮮明。蠟染布顏色偏重，在茶

席設計的器物選擇上宜用暖色、淡色為佳。 

5.印花：有梅花、蘭花、菊花、牡丹花等。適合題材：印花織品特別適合表現自

然、季節、農村類題材。 

  非織品： 

（1）竹編：分為兩種，一種是線穿直編，一種是薄竹片交叉編織而成的。 

（2）草杆編：稻杆和麥稈。 

（3）樹葉鋪：楓葉、荷葉、芭蕉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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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紙鋪：書法和繪畫作品作為鋪墊。 

（5）石鋪：表達自然景象，有藝術感。鋪墊色彩選擇的基本原則：單色為上，

碎花為次，繁華為下。 單色最能反映器物的色彩變化。碎花能點綴器物。 

（六）、配飾宜簡不宜繁原則 

配飾選擇的餘地相當大，插花、盆景、香爐、工藝品、日用品運用得當，都能起

到不凡的效果。 

一般來說，配飾的選用宜簡不宜繁，選用同色系或互補色系的配飾不容易出錯；

而屬於跳躍或反差強烈色系的配飾雖然裝飾效果好，但對佈置者的美術要求比較高。 

比如，用一竹盤承著白色蓋碗，翠綠的荷葉，加上山谷的幽蘭，展現出春天茶席

的浪漫風情；竹林、枯木、薑荷、蓮蓬配上白色的茶壺，展現出夏日茶席的清靜無染；

一個紫砂茶壺，配上幾隻古董茶盞，小白菊，再放幾片楓葉在席面，襯托出秋日的風

情；嚴冬，席面上可用細竹或梅枝，配上木質的茶器，一簾竹、一方麻布就是一席茶

的冬之天地。 

注意對比色間的比例變化，選擇一種顏色為主色而另一種顏色為副色，很有點睛

的效果。 

（九）、茶點：紅配酸、綠配甜、烏龍配瓜子原則 

茶點搭配根據主題、茶類、茶具的質感來定。普通的原則是紅配酸、綠配甜、烏

龍配瓜子；水果、乾果、糖食、糕餅、瓜子等都可以。也可以試驗新穎的配合，可中

可西，如配手指三明治、小薑餅等。做工精緻的點心還能成為茶席佈置的一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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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宮廷茶御點 

特色宮廷茶點 

桂花涼糕 乾隆帝將自己女

兒下嫁孔府第七

十二代，桂花糕在

孔府被視為恩賜

之物。在孔府親友

禮尚往來中﹐往往

以能得到孔府桂

花糕為殊榮。 

 
驢打滾 又稱豆麵糕，其形

又似驢子在黃土

上打滾 ,裹上了一

層黃色的泥,故名。 

 
狀元糕 濃鬱的香味、不會

過甜是狀元糕的

特色 是素食裡面

很好的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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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豆捲 慈禧太后命令禦

膳房專門製作，芸

豆捲成了慈禧喜

愛的御前禦點 

 

資料來源：高雄懷舊茶館臉書 

此外，茶席佈置還進一步可以添加音樂、表演者服飾設計等活動因素，使靜止的

茶席動起來。 

茶席設計，是以茶為靈魂，以茶具為主體，在特定的空間形態中，與其他的藝術

形式相結合，所共同完成的一個有獨立主題的茶道藝術組合整體。 

中國的茶席不僅提升品茗環境的雅趣，也更符合主人的品位要求。茶席的元素多

種多樣，重要的是在各種元素要擺設得當，對主題、畫面能達到有效的補充，所謂「多

而不淹器，小而看得清」，簡美與和諧。 

（八）、茶席照明藝術 

光線是滿足人的視覺對空間、色彩、質感、造型等審美要素，在進行審美，是必

要的條件。但是，在茶席佈置時僅僅提供照明是遠遠不夠的，茶室中的燈光還應當能

營造出與所要演示的茶藝相適應的氣氛，提升茶室的高雅格調和文化品位。 要做到

這些就應該注意處理好一般照明、局部照明與混合照明的關係。 

一般照明是為了滿足視覺的基本要求，因此，光的亮度和色調十分重要。品茗場

所的光線應當柔和溫馨，色調應當順應季節的變化，讓人感到眼睛舒適，心情放鬆、

安詳、恬靜。 

局部照明是指為照亮某些需要強調的部位而設置的照明，它能使室內空間層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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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變化，增強環境氣氛的表現力，因此在茶席佈置時非常重要。 例如在泡茶台正上

方的屋頂上安裝一盞射燈，開燈時，燈光恰好投射在茶盤中央，人們的目光會自然而

然地聚焦射燈所照亮的範圍，觀賞茶杯中被射燈照得格外豔麗璀璨的茶湯，以及表演

者的優美手勢。 

混合照明是指在同一場所中，既配置一般照明解決整個空間的基本照明，又配置

局部照明，突出局部區域的亮度，調整光線的方向，以滿足茶席佈置的藝術要求。在

茶席佈置中通常是採用混合照明，主照明燈、屋頂射燈、壁燈、檯燈、隱型燈、展示

櫃燈等都要配置各自獨立的組合開關，以滿足不同情景的不同需要。（池宗憲，2010） 

（九）、茶席音樂的選播 

音樂的選播在茶席佈置中至關重要。 一間沒有音樂的茶室，是沒有靈氣的茶室；

一套沒有配樂的茶藝，是沒有神韻的茶藝。 音樂是生命的律動，在茶藝中應當十分

重視用音樂來營造意境。 不同節奏、不同旋律、不同音量的音樂對人體有不同的影

響，快節奏大音量的音樂使人興奮，慢節奏小音量的音樂使人放鬆，柔美的音樂可對

人產生鎮靜、降壓、愉悅、安全的效果。 在茶室中，音樂主要用於兩個方面。 

背景音樂最適合以慢拍、舒緩、輕柔的樂曲為主，其音量的控制非常重要。 音

量過高，顯得喧囂，令人心煩，會引起客人的反感；音量過低，則起不到營造氣氛的

作用。 把背景音樂的音量大小到若有若無，像是從雲中傳來的天籟，有仙樂飄飄的

感覺為最妙。 

主題音樂是專用於配合茶藝表演的，可以是樂曲也可以是歌曲。 同一主題音樂

還應當注意演奏時所使用的樂器，例如蒙古族茶藝宜選馬頭琴，維吾爾族茶藝宜選冬

不拉、熱瓦普，雲南茶藝宜選葫蘆絲、巴烏，漢族文士茶藝宜選古琴、古箏、簫、琵

琶、二胡等。（池宗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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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台灣茶文化沿革 

臺灣茶文化一詞泛指與臺灣相關的茶史、茶葉、茶藝等。臺灣茶發展至今已有兩

百多年，是臺灣民眾傳統的飲料之一，與臺灣的人文風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自七○年代末期以來，「茶」逐漸發展成為台灣人與民族情意結合的媒介物，而台

灣在器物的造型與茶事的秩序上，發展出獨特的茶藝文化，並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

地，近年來更積極舉辦茶事活動，將飲茶一事從飲食文化提昇為品味生活的精緻文

化，而台灣茶藝發展的蓬勃，使得茶事周邊的設計遂成為值得關注的重要項目。因此

茶文化更有機會成為本土與外來文化競爭的文化資本與識別符碼。因此，茶席展示如

何呈現台茶文化的主體？當茶文化進入器具中，台茶文化會被如何建構與想像，什麼

樣形式的茶文化是能代表台灣的精緻文化。（陳長韋，2013） 

2.7.1 台灣多元文化的融合 

台灣從政府擘遷來臺，隨著一波ㄧ波的移民，文化融合為台灣增添島國多采多姿

的文化氣息，豐富了台灣人民的心靈，也增加了生活的情趣。 

從耕種拓荒之際的割稻茶，到走進殿堂的古琴對談人文之飲，在整體經濟起飛，

共榮之時茶道文化開始出現雅緻優美的劇場式呈現過去三十年台灣在茶葉的發展，僅

是從茶葉的至製造工業，尋求貿易數的增加，今日則發揚茶藝跟茶道精神。 

台灣早期的茶種，有武夷茶、青心烏龍、青心大冇軟枝烏龍，鐵觀音、阿薩姆、

台茶十二金萱、台十三翠玉和野生蒔茶，台灣最早製作是烏龍茶，其後才有包種、鐵

觀音和作茶，光復以後，文山包種茶、凍頂茶名逐漸出現，後有松柏長青、天鶴、舞

鶴、龍泉、膨風漸漸有高山茶如阿里山、杉林溪、大禹嶺、梨山、華崗等等。 

茶之分成那麼多，並不是茶樹品種的關係，是因爲工序的關係，發酵程度不同。

傳統烏龍茶泡法再台灣早期被歸類為老人茶，漸漸在人脈交誼中，轉型成文人茶道的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3%B2%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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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常常結合、焚香、掛畫、插花、古琴等種種藝術的結合轉成文創產業的一部份。 

早期中國功夫茶館結合蘇少林園山水至今已被年輕人的調茶泡沫紅茶廳取代，

1980年代開始百家爭鳴也不過曇花ㄧ現目前較有指標性的存臺北紫滕廬和陸羽茶藝

中心，所有的茶迫於形式，也由營利單位舉辦，改由非營利協會舉辦，如中華茶聯、

茗泉屋簷下茶協會等等。 

學術部份也開始有學校設立茶的相關科系，這時茶道的展演型態遍地開花，產業

的部份，也是有辦製茶比賽，從地方農會到農委會春拍等等。 

現階段茶道美學，有一定的提升，但茶葉市場混亂，境外茶大興，混茶狀況很多，

從將成本利的心態，變成一本萬利的貪婪之前許多百年茶行也用進口低價茶混冒已紛

紛被拘提。多元溶入茶產業 帶來食安的衝擊。 

2.7.2 台灣茶文化沿革與發展 

喝茶，可以說是中國人最具閒情逸致的一種生活情趣。在這像生活藝術裡，每一

個喝茶的人都可以像個藝術創造者般，運用自己的美學素養，營造出與喝茶相和諧的

情境，並且邀請親朋好友共同欣賞，使自己的品味得到認同和喜愛。這種對喝茶環境

和喝茶者修養的要求。融入了民俗風情。就形成茶道文化。相對於日本茶道所標舉的

「和、敬、清、寂」，中國並沒有特定的茶道精神，不過，近代有台灣茶學家林馥泉

最先提出「敬、雅、潔」，之後，中華民國茶藝業聯誼會提出「清、敬、怡、真」。

高雄市茶藝會長提出「中庸、撿德、養氣、品味」，中華茶藝業聯誼會提出「靜、美」

等。這些精神，都是從茶簡樸、自然、潔淨的本質轉化出來的。簡單的說，茶道的用

意在是在對茶的藝術化追求中，充滿美感，以及深話日常生活的萬般事物，從而有更

深刻的體驗。（范雨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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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台灣茶道儀式 

首先從瞭解台灣茶道起源以及瞭解目前台灣茶道形式與內容連帶探討屬於國內

兒童茶道的客觀條件因素.今當如何推廣才能讓校園充滿人文茶香.造就一個富而好禮

的養成環境.接下來也探討所謂茶道老師本身的素質條件為何？用什麼樣的方資源培

訓禮親茶道的種子教師，清代台人品茗風尚之源流探究 兼論台灣古典詠茶詩之內涵。 

本文主要目的欲從清代台灣詠茶詩歌中追溯台人品茗風尚之源流，並探 討台灣

古典詠茶詩歌之內涵。 台灣原生野生茶樹產於水沙連山附近，經過漢人傳入採摘與

烘製的技 術，水沙連茶的功效才逐漸受到重視。同時傳入閩南一帶飲茶傳統與茶種， 

逐漸形成台灣文人飲茶之獨特風尚。 本文主要分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探討何以「台

人品茶，異於中土」；第 二部份透過台灣詠茶詩作，溯源清代台灣品茗之風尚；第

三部份則針對台灣 古典詩歌中詠茶詩書寫的內容與形式予以分析，歸納出清代台灣

古典詠茶詩 書寫之內涵（吳靜宜，2009）。 

順應健康飲食的風潮，茶葉也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市面上。不只是茶葉飲料

有相當不錯的銷售量，超越碳酸飲料，各種點心、麵包、蛋糕等也紛紛將茶葉融入食

品之中，創造出新的口味。也出現料理將茶葉入菜，以健康、不膩口為號召。台灣有

一最為眾人所知的小吃便是以茶葉融入滷汁再用來滷蛋，此小吃即為茶葉蛋。近代在

台灣社會流行的泡沫紅茶文化是台灣茶文化中一個新的發展，各種連鎖茶飲店紛紛成

立，口味亦極為多變，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代表性茶飲珍珠奶茶，已成為台灣的代表

性食物之一。 

茶之分成那麼多，並不是茶樹品種的關係，是因爲工序的關係，發酵程度不同。

傳統烏龍茶泡法再台灣早期被歸類為老人茶，漸漸在人脈交誼中，轉型成文人茶道的

風格，常常結合、焚香、掛畫、插花、古琴等種種藝術的結合轉成文創產業的一部份。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C%B6%E8%91%89%E8%9B%8B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B3%A1%E6%B2%AB%E7%B4%85%E8%8C%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8F%8D%E7%8F%A0%E5%A5%B6%E8%8C%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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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國功夫茶館結合蘇少林園山水至今已被年輕人的調茶泡沫紅茶廳取代，

1980 年代開始百家爭鳴也不過曇花ㄧ現目前較有指標性的存臺北紫滕廬和陸羽茶藝

中心，所有的茶迫形式，也由營利單位舉辦，改由非營利協會舉辦，如中華茶聯、茗

泉屋簷下茶協會等等。 

學術部份也開始有學校設立茶的相關科系，這時茶道的展演型態遍地開花，產業

的部份，也是有辦製茶比賽，從地方農會到農委會春拍等等。 

現階段茶道美學，有一定的提升，但茶葉市場混亂，境外茶大學，混茶狀況很多，

從將成本利的心態，變成一本萬利的貪婪之前許多百年茶行也用進口低價茶混冒已紛

紛被拘提。 

國人近年有意識知道，窮不能窮教育，漸漸有小孩的茶，對岸稱少兒茶道禮親茶

道則是民國 100 年才開始的，孝親茶道。希望在台灣推廣孝道結合茶道的禮親敬師風

氣。 

2.7.4 台灣的茶席文化 

一杯好茶需由好的容器承載。然而一個好的生活空間，更應該要將茶席（室）納

入生活的容器內！台灣居家空間中的和室逐漸轉換成茶室趨勢正在演化中，茶文化正

在微變我們生活美感場域。 

  台灣的茶席是茶文化的極致展現，集茶藝、文學、音樂、花藝、茶具工藝、空間

情境佈置之大成，詩書琴畫人文氣息濃厚，光影綠波舞禪風，清雅意境逸趣靈動，空

間氛圍富涵哲學韻味。茶會是數席、十數席、甚至數十茶席的盛會，以茶會友的茶事

展演。茶人事茶，樂人司琴，茶友品賞，台灣茶席文化，美在不言中。空間設計是上

述席面佈置元素之外的裝飾，主要是為了構建一個和諧的茶席微環境。目前常用到的

素材有：大型盆栽、裝飾畫、傳統風格字畫掛軸、屏風、工藝美術品（竹匾、民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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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博古架、剪紙、和軟裝飾布簾等），這些都能為茶席的空間營造出一份別致的韻

味和閒趣。（楊學展，2015） 

2.7.5 台灣茶器之美 

鶯歌區為現今台灣茶具製造的重鎮，其轄區內的鶯歌陶瓷博物館則是全台灣唯一

一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博物館，甚具特色。鶯歌陶瓷博物館自 1988 年倡議興建，2000

年正式開館啟用。陶博館的建築體樓高三層，地下兩層，建築形式以清水模、鋼骨架、

透明玻璃空間做變化，整體質樸、素淨。陶博館後方有一陶瓷公園，主題分別有：「陶

與土」、「陶與火」、「陶與水」、「陶與光」、「陶與風」、「陶與綠」、「陶與

人」，將陶的無限可能融於自然環境之中。陶博館與陶瓷公園皆由簡學義建築師負責

的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主體建築規畫以極簡的原則，創造貼近藝術品的展覽

與活動空間。陶博館常設展以臺灣陶瓷發展為主題，呈現臺灣人民在這塊土地生活的

歷史，展現陶博館作為臺灣陶瓷主題博物館的格局。展示方式以參與式、學習式為導

向，結合各類型展品與圖文影像，塑造各種展示情境，具體而生動地表現臺灣陶瓷發

展的文化內涵，讓觀眾除了感受到知性和美感的經驗外，也兼得趣味及娛樂的效果。 

為深入介紹臺灣陶瓷，常設展分成五大主題展間：「走向從前—臺灣傳統製陶技術」、

「回看所來處－臺灣陶瓷發展」、「硘仔鎮－鶯歌陶瓷發展」、「穿越時空之旅－史

前、原住民」，「未來預言－工業與精密陶瓷」，引領觀眾悠遊於臺灣多元而豐富的

陶瓷文化之中（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2.8 台灣禮親茶道 

國人近年有意識知道，窮不能窮教育，漸漸有小孩的茶，對岸稱少兒茶道禮親茶

道則是民國100年才開始的，孝親茶道。 

首先從瞭解台灣茶道起源以及瞭解目前台灣茶道形式與內容連帶探討屬於國內

兒童茶道的客觀條件因素.今當如何推廣才能讓校園充滿人文茶香.造就一個富而好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6%AF%E6%AD%8C%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5%8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E7%AB%8B%E9%B6%AF%E6%AD%8C%E9%99%B6%E7%93%B7%E5%8D%9A%E7%89%A9%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B0%B4%E6%A8%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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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成環境.接下來也探討所謂茶道老師本身的素質條件為何？用什麼樣的方資源培

訓禮親茶道的種子教師，如何深入校園予以推廣。 

2.8.1 禮親茶道 

（一）禮親茶道的各層次涵義 

結合教道、茶道美學的禮親茶道，在社會意義教育方面有著意義深遠的意涵，兒

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而品格教育，也是國家未來的競爭力。 

在兒童的部份，品格教育中西都有一致的看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美國作家

Lidekavaelinpopov 是美國教育機構的負責人，其作著家庭美滿指南，用簡明的方法，

引導出最好的成人及孩子，該作者認為美德教育是以崇高的人性價值來提升生活品質

（鐘芳容，1999）。 

一週教一種美德，五十二週激發出生命的潛能，小孩在日常生活中，都會發生許

多可以教育的機會，而這些機會卻往往稍縱即逝，美德指南，美德計畫就是提供架構

及溝通語言去抓住這些機會，提供家長及小朋友的靈性成長。 

父母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但終究叫能體供孩子物質生活之所需，而對幼小心靈所

需要的，生命之光，靈性的滋養，較無法如實去溝通和鼓勵，已致錯失生命中每ㄧ天

寶貴的機會，甚至導致親子疏離，溝通無門。 

父母的部份，父母本身美有成長，絕對沒有辦法去幫助自己的小孩，學習美德的

薰陶，也是學習溝通和療癒，甚至對父母本身、原生家庭帶給自己成過程的傷害也可

順帶療癒並清除負面記憶。 

孩子像顆種子，具有成為大樹的潛能，將來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端賴父母給予培

養、引導、鼓勵，上天體供孩子的本質，父母師長負責培養良好的互動融洽親子關係，

讓孩子不在霸道的以自我為中心，畢竟真正發自內心的快樂是來自美德中自我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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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宇宙的經驗值。 

這樣的成功經驗延續到青少年階段，就不會再有所謂叛逆或成為因反對而反對的

不愉快場景發生，青少年能感知我們的尊重和理解，支持與平等，那青少年就能發揮

青春熱忱去當位陽光少年，就不會有太多精力發洩在械鬥、毒品、飆車等讓社會大眾

觀感不佳的憾事，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呢？其實還是善惡參雜，ㄧ會兒天堂；一

會兒地獄，如何引導，修正孩子，未雨綢繆，多半在放任方式教育下的孩子，社會團

體的適應力，相對較低，人際關係也較有障礙，而且無法等待，或延遲享樂，只會期

望別人代勞代為解決事情，缺乏耐心又較容易受挫。 

禮親茶道，能以較客觀的立場，拉開父母溺愛的桎梏，因為太多父母，已自己的

經驗求返映在孩子身上，例如父母親小時候，是受虐兒或飽受父母批評、苛責、長大

後結婚生子，只希望日後全心全意愛孩子，呵護孩子，ㄧ味放縱，哪怕孩子無禮，寡

情或兇暴是非不分，父母會將自己之前要不到的，以為是孩子目前需要的，在我這一

輩的同學中就有人，自作聰明，讓孩子可以直接喊她的名字，ㄧ切順從孩子但孩子只

知道有什麼需求，卻沒想到媽媽有什麼需求，會希望媽媽的朋友不要常來叨擾，可是

自己又離島求學，讓媽媽孤單守著一間房子，是孩子不孝嗎？ 

在美德計畫中有五個策略如何扮指導者的角色，那就是以下：使用美的語言認知

機會教育設立清楚的規範尊重心靈表現靈性陪伴的藝術生命就是學習的過程，認知教

育，環境教育，就是抓住生命中學習的機會，接受每ㄧ階段的挑戰，如何抓住生命中

學習的機點，正增強孩子的潛在品格，隨時提醒孩子美德的能力，如次比命令、威脅、

利誘、羞辱都有效。 

耐心言語，替代漫篤、不給孩子貼負面標籤，這樣孩子才會有正面回應而不是讓

孩子絕得自已每有價值，不夠完美。五十二種美德一年下來，孩子自然會走在對的路

上，如果斷，果斷是什麼？果斷是積極，自信，知道自己應該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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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斷是積極，自信，知道自己應該受到尊重，如果有人指使你去做不對的事，你

會懂得保護自己你能展現不讓人家傷害你，或誤導你的能力關心又是什麼？就是對週

遭事物付予愛心與關注。 

每ㄧ個美德之後都有宣言，例如乾淨就是經常梳洗，身體保持清潔，穿著官境的

衣服，「乾淨」的美德。使你心曠神怡，乾淨就是保持房間的整齊清潔，瞖即分擔一

些家事，讓家裡看起來井然有序，乾淨的宣言是，我會把我的東西，和我的生活規劃

得有條不紊。 

若得上天幫助，我願意也能夠改正錯誤其下還有、勇氣、信任、卓越等共五中二

種美德和宣言，是十分有趣的。又異曲同工的教育指南，其中禮貌這個美德就是關禮

親茶道的禮字，學止文雅，行為規矩禮貌就是關懷親切，讓他人有受重視被關心和受

尊重的感覺，這就是禮貌的行為。 

禮貌也通常都是，人們想留給對方的第一印象，但不一要忘記，不只是對初次見

面的人對熟悉的人、朋友、親戚禮貌也是很重要的，「請」、「謝謝」、「對不起」和「不

客氣」不僅是口頭的表示而已還要讓人感興到話誠懇和你在乎。 

（二）禮親茶道的人文底 

禮貌也是不打斷別人的談話，因為別人說的話，和你要說的話ㄧ樣重要，尤其是

對父母、長輩和老師，尤其重視禮貌因為那代表尊敬。 

現代網路，手機使用，就算在虛擬世界也是要有禮貌，禮貌宣言，我有禮貌；我

注意禮節，並以尊敬的態度對待他人，我已禮貌問候別人，向別人表達我看中他們，

在乎他們。 

中國的孝道和儒家淵源甚深大學第一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大人三學，

古人八歲入私熟學習應對進退，禮樂射禦書數等基本技能，十五開始學倫理、政治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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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等，窮理至心，修已治人之學。明明德，是彰明，光明善良的品格其宗旨就只在於

弘揚光明高尚的品格，使民風良善、和諧。 

古人認為要治理國家首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的人首先要修養自己的品德，也

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正心只的是好的心態，

正確的心態這是人生進修之梯，而孩子如同一張白紙端正思維就是在孩童階段是最重

要的功課。 

禮親奉茶，結合孝道，對茶文化傳承五千年中華文化瑰寶，將人倫回歸孝道的禮

親茶道精神，以歷史觀點而言，影響至深且钜。禮親茶道的精神，除了可以凝聚，豐

富，內化家人和親友的心之外，亦可縮短人與人間隔閡，廣結善緣，如此祥和之氣充

滿人間。值此世風日下的今日，若能將禮親茶道從家庭生活化做起，深耕學校，乃至

社會蔚為風氣，化暴戾為祥和。教育：“教者教而化之，育者育而成之”是國家百年大

計，也是人纇的希望工程，必須從小播種，才能生根開花結果，而“禮親茶道”無疑是

一種潛移默化人文教育的一環。茶道應該生活化，而不是流於形式展演；真誠的心，

經由茶入道，我們學習並體悟到良善修心結善緣，敬愛疼惜長輩，這是禮親茶道正能

量的茶道風格（戴羽禎茶文化教室網站，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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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禮親奉茶的兩種形式 

禮親茶道兩種方式 

為現今父

母師長奉

茶 

直接奉茶 擁抱 

 

 

為天上父

母恩人奉

茶 

透過袖珍藝術

表達孝思 

 

 

資料來源：第二屆月映盃 

 

2.9 月映盃之五式泡茶法 

月映盃五式泡茶法： 

（一）小壺泡茶法：最普遍且最深植民心的傳統沖茶方式，壺的材質有陶，瓷，

石，玻璃…等多種不同材質，適用於熟茶的沖泡，以紫砂及朱泥是最適合的材質，本

次以搭配潔，方呈現的潔方小壺泡，表現出小壺的雅淨用飲杯品嚐而聞香杯品香氣，

雖是傳統及普遍卻能品嚐到茶的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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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小壺泡泡法 

 
 

資料來源：第三屆月映盃 

 

（二）提樑：流行於明清兩代的提樑，其製作成功率的同型小壺的 1/3，提式泡

法不僅獨特更顯優雅，提樑茶組的呈現方式以單杯呈現，水裂茶盞的高雅與提樑的優

雅相呼應，敝口的茶盞，不僅能欣賞茶湯的色澤更易於散發出茶的芬芳香氣製成茶壺

的成功率而言，提樑跟同型小壺的成功率比例是 1/3，而提樑的特殊掌壺方式，更是

能顯出提樑泡的優雅，流行於明，清之間的提樑，歷經百年的歷史洗禮，近代更以，

紫砂呈現提樑百態，利用紫砂透氣性強，保溫性高，沖泡高山茶，充份表現出茶的韻

味及提樑的優雅，實在是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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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提樑泡泡法圖片 

 

 

資料來源：第三屆月映盃 

（三）雙杯： 雙杯是指高的聞香杯 和低的就口杯.扣住香氣.的技巧，看似陣仗

不小， 但用來表現優質的台灣烏龍茶 卻是最登對的雙杯 .指的是高的聞香杯和矮的

就口杯看似陣仗不小 但用在優質高香的台灣烏龍茶系列，非常登對.聚香. 能讓我們

喜聞高香，扣杯是扣住香氣.翻杯是訓練手眼協調 .平日就應多練習，記住 !不拿聞香

杯來就口~那是基本知識.和禮貌.。 

圖 2-4 雙杯泡泡法圖片 

  

資料來源：第三屆月映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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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茶碗泡泡法圖片 

  

資料來源：第三屆月映盃紀錄 

（四）茶碗：始於唐代的飲用方式，剛開始是以食器代替茶器，到後來才慢慢有

將其定在茶器的特別定位，不但區分了食器及茶器，還有它獨特的歷史定位，從飲用

花茶到現代以湯匙泡茶分杯，這一步步的演變，除了人們的巧思還有歷經時代變遷的

洗禮，現在我們沒有侷限在以碗喝茶或以碗茶泡茶，本次的表現方式是以碗為沖茶

器，利用湯匙分杯，在快慢中取得平衡，讓品茶者喝到均勻的茶湯更頂技巧，本次以

茶盞的呈現，除了呼應茶碗的型式更顯現了，新的茶藝風範。 

圖 2-6 蓋杯泡泡法圖片 

  

資料來源：第三屆月映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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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蓋杯：原本是將沖茶，品茶合而為一的蓋碗飲茶方式，明清時因其簡便而

受到各個層級的青睞！近代蓋碗更成為沖茶單一功能的茶器，選用碗瓷製蓋碗，利用

其密度夠，散熱性強，簡便的操作方式，沖泡輕焙火的茶及香片更能享受那茶的芬芳，

飲茶選用白瓷寛口矮杯，在整體搭配來說，將追求一份速，簡的品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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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茶文化之儀式的歷史淵源及影響，並以月映盃為例，探討月映盃禮

親茶道所隱含的一個文化核心價值。並透過禮儀風範的部分來讓大家可以對台灣茶文

化有耳目一新的觀感。因此，研究方法採質性方法的多重個案研究，選擇茶道選手、

大會志工、茶商二代、茶侶四位參與過禮親茶道的推廣者為研究對象，主要採用訪談

方法，在輔以觀察與檔檔案分析方式進行。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灣茶道起源和瞭解目前台灣茶道型式與內容，連帶探討屬於國

內兒童茶道的客觀條件因素，要如何推廣，才能讓校園充滿茶香再來就研究，何謂茶

道，老師本身的素質條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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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台灣茶文化的薪傳 

 

 

3.2 質性研究 

米施勒（Misher. 1990）進一步重塑效度的概念他從確認效度的過程開始發展，（而

不是從效度的狀態）並且定義「效度學社會知識的建構」（Misher. 1990. P.417）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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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評估經過轉述而來的觀察，詮釋和通則化之「可信賴性」（trustuor thiness）」

（Misher. 1990. P.419），最後，「經由忽略此種熟悉的特殊用語，如何信度可證偽性

（falsifiability）和客觀性，建立可信賴性進而重塑效度為社會論述」（Misher. 1990. 

P.420）米施勒的討論使用敘事研究為慣例，作為這個論述的經驗基礎，並建構可信

度。 

阿塞德與善森（Altheiae and Johnson.1998）提出效度作為反身性描述的概念這可

以在研究者議題和發展意義的過程中之間建立關聯，並在研究過程和工作中的不同關

係間找出效度為以下： 

(一) 本質：觀察對象（行為、儀式、意義）與進行這類觀察時的大範圍文化，歷史

和組織脈絡之間的關係。 

(二) 觀察者：觀察者被觀察與研究背景之間的關係。 

(三) 詮釋：用來詮釋民族誌，資料的觀察者或成員看法（或觀點）。 

(四) 觀眾：在最終成果中，讀者所扮演的角色。 

(五) 風格：作者（們）用來表達描述/或詮釋之表現上修辭學，或作者的風格（Altheiae 

and Tohnson.1998.P291-2）。 

林肯和庫巴（Lincoln and Cuba.1985）提出可信賴性、可信度、獨立性、可轉讓

性與整合性（Con form ability）作為質性研究的指標，其中可信賴性被視為最主要指

標他們列出五種增加質性研究可信度的策略。 

（一）、 增加可信度結果的可能活動，是由在田野中「長期參與」與持續觀察，

加上運用不同的方法研究者與資料間三角交叉驗證法所產生的。 

（二）、 「同儕報告」（Peer dehriefing）經常與其他未參與研究者開會，目的

是發現個人的盲點，並且與他們討論工作假設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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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分析歸納（Analytic icnlaction）來解析反面案例。 

（四）、 在詮釋與評估時，適當地運用相關的專業術語。 

（五）、 與研究領域之田野中的成員進行，「成員檢核」瞭解資料與詮釋的溝通

效度。 

 

3.3 研究方法的選擇 

質性研究的特性為自然的情境中蒐集描述性的資料，強調現場參與者對歷程的關

注，採用歸納分析統整的資料，「意義」是整個研究的重點。 

研究中清楚地分析質與量研究的差異，並取其中的優點，以補強各研究之不足

處，以利未來研究者對研究做充分的解釋與印證之參考資料，使研究更趨完善。 

大部分的質性研究都應用到教育相關領域上，而在研究方法論中，仍是以深度訪

談最常使用，在近八年所有訪談文獻資料，以藝術家訪談之文獻居多，共有五十三篇，

其中包括歐洲美術及電影等，另教育與文學家訪談各為二十七篇，有關政治議題為十

八篇、商業為十七篇等（謝秀芳，2013）。 

 

3.4 資料收集 

深度訪談屬於質化研究的一種，其特質是因應每一個受訪者的特性，發展適合他

或她的面談方式，所以每一次訪談都是特殊的。質化研究的分析相當強調研究者的獨

創性、敏銳性、和在訪問過程中的高度參與度。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著對深度訪

談的介紹，引發研究者對質化研究的興趣，畢竟在長期使用量化資料之餘，大家都對

此研究方法有過不足的省思（範麗娟1994）。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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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最常見的定義,僅僅複述了整個個案研究所能適用的問題類型，如某位

研究者是如此定義個案研究的：個案研究的本質,亦即各類個案研究的核心意圖 在於

展現出一個或一系列決策的過程：為什麼做出這個決策？決策是怎麼執行的？其結果

如何？ 這個定義把決策問題作為個案研究的核心內容 其他問題包括 個體 組織過

程計畫社區自助甚至事件等同樣會被引述 史塔克也採用同樣的方法界定個案研究 

他認為個案研究 不是一種對方法論的選擇而是對研究對象的選擇 此外 他認為研究

對象的功能必須具有特殊性 而不能具有普遍性 但是僅僅引述這些問題源不足以界

定個案研究的概念。 

收集資料之準確性。根據本研究所使用之不同研究資料蒐集方法，其所對應之運

用時機，以及所蒐集後的資料呈現方式，各別的資料關係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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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資料蒐集方法運用表 

資料蒐集方法 運用時機 呈現之資料 

 

訪談 

1.與專家約好時間進行訪談，並且利用訪談大綱

為引導進行。 

2.訪談過程觀察與紀錄受訪者之動作、神情，與

反應等。 

3.每次訪談為詳實記錄整個過程，因此會全程錄

音待訪談結束再將語音檔轉為文字檔的逐字稿，

此時可用來反覆聆聽觀察。 

 

1.訪談紀錄 

2.訪談劄記 

3.錄音資料 

 

直接觀察 

1.研究者每到一個關鍵人所屬場域，為了捕捉推

廣者之活動情景，即以相機協助拍攝，並以紙筆

紀錄。 

2.該場域現場保有關於該單位之相關活動資訊，

即蒐集成為研究之紙本資料。 

3.現場所可能透露出來的非語言資料。 

 

1.照片資料 

2.文件檔案 

3.照片資料 

檔分析 本研究之相關資料依照形式種類，大致可分為網

路電子資料、影音資料、紙本資料三類，依照與

本研究問題相關者，須要加以整合比對與分析。 

已為資料，是

以 

與其他資料互 

相測定。 

資料來源：邱安娜（2004） 

3.4.1 研究資料蒐集工具 

為了使研究進行更為有效，根據上述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蒐集方法，必須配合使

用訪談準備之訪談大綱、訪談劄記、錄音與拍照設備，以及蒐集所得之檔檔案，以此

做為研究資料蒐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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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訪談大綱 

  本研究針對台灣茶道美學、禮親茶道與台灣茶文化的核心價值等三個面向來設計

訪談問題，邀請產官學界及地方耆老進行深度訪談，期能深入瞭解受訪者台灣茶文化

的意見和看法。 

表 3-2 訪談大綱 

問題 

架構 

題序 訪談問題 

茶道 

美學 

1 
茶藝比賽所使用的茶器，能使陶藝家作品能見度提高，您的看

法如何？ 

2 
對日本是茶道，韓國是茶禮，中國是茶藝•，台灣是茶文化的

說法您的看法？ 

3 將書法翰墨融入茶道中，您的看法呢？ 

4 茶席中的文人調插花小品，您有何看法？  

禮親 

茶道 

5 您認為茶碗泡法所呈現的方法有何看法？ 

6 
對禮親奉茶，結合孝道與茶道美學的禮親茶道，您個人認為對

茶文化的傳承具有何種影響？ 

核心 

價值 

7 
禮親奉茶活動針對的對象涵蓋幼童與成人，您是否認為兩者同

等重要嗎？ 

8 茶文化也是創意產業之一，您個人認為呢？ 

備註 延續訪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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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訪談對象名單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與活動相關的背景 

A 郵局 吳 OO 公務人員 茶道選手 

B 珠寶商 李 OO 負責人 大會志工 

C 科技大學 劉 OO 學生 企業家 

D 設計師 洪 OO 室內設計者 茶侶 

 

3.5 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  

在針對研究題目所設計之訪談大綱，將原本為訪談內容為錄音檔轉化為逐字稿，

並且依照問題內容主題放置在同一區塊，若有發現不足或不清楚之處，再以電話訪談

方式詢問釐清。轉為逐字稿之電子檔文字，遂為研究資料分析所用。 

3.5.1 資料編碼分類 

為確保資料的完整性與正確性，避免資料混雜難以整理，對於所蒐集之資料進行

編碼分類工作，方便資料分析與查找參照。資料分析代碼說明如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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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資料分析代碼說明表

編碼代碼說明： 

1.1-2-333-4444-5 代表：資料來源-對象身分-年-月日-編號 

2.第一碼：影／訪／訪／日／報／照為資料種類。 

（1）影片：影 

（2）訪談：訪 

（3）訪談劄記：訪劄 

（4）報導資料：報 

 （5）照片資料：照 

3. 第二碼：Y／C／V／E／T 為記錄的單位／對象之身分。 

（1）月映盃茶會：Yue En Ceremomy：Y 

（2）選手 Contestant：C  

（3）志工 Volunteers：V 

（3）企業家 Entrepreneur：E 

（4）茶侶 Tea companion：T 

4. 第三、四碼：為民國年、月日。 

5. 第五碼：流水帳號 

項次 

項次 

資料來源 編碼代號 編碼物件說明 

1 活動影片 影-M-105-0815-1 表示 105 年 8 月 15 日於月映杯茶道會場 

編號一號的影片紀錄 
2 錄音 訪-C-105-0420-1 表示 105 年 4 月 20 日對編號一號茶道選手 

的訪談紀錄 
3 文件 訪劄-V-105-0522-1 表示 105 年 5 月 22 日訪談編號一號大會志工 

者的訪談劄記 
4 文件 訪-E-105-0520-1 表示 105 年 5 月 20 日訪談編號一號企業 

家的訪談紀錄 
5 文件 報-T-105-0323-1 表示 105 年 3 月 23 日關於編號一號茶侶的報導

導資料 
6 照片 照-V-10-0815-1 表示 105 年 8 月 15 日拍攝於編號一號大會志工

工的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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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對象不同賦予流水號。 

3.5.2 研究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訪談、觀察與檔的三種蒐集方法，分別蒐集到訪談資料、觀察資料，以

及檔資料。訪談資料有訪談紀錄、訪談劄記、錄音資料；觀察資料有照片資料、檔資料。

從不同資料來源而蒐集所得之研究資料，由本研究之資料調查的結果資料進行歸納、

比對與分析。 

3.6 研究實施程式 

為使本研究能夠順利之進行，其研究實施程式共分為五大部分，依序時間發展之先

後，首先為確立研究方向，接續是擬定研究方法，再完成施行研究計劃，並且依據蒐集

之資料，進行統整結果與分析，最後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下分別敘述各別項目： 

1. 確立研究方向：針對「文化創意產業」、「中國茶文化」、「台灣茶文化」與「茶藝美學」 

2. 之相關文獻資料閱讀與整理，內容包含基本定義、理論內容、應用層面，以及相關議

題研究之探討。同時經由參加月映盃茶會的探討、分析，訪查參加月映杯茶會、台

灣茶文化、茶會推廣人員及茶業產業相關個案之經營現況，形成台灣茶文化相關研

究報告。研究者透過個案報告之省思，思考所欲探究之研究問題，再與指導教授討

論與修正之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逐步成形。 

3. 擬定研究方法：經過相關文獻之閱讀與探究，依據研究者先前對參加月映杯茶會相

關人員的接觸，得出參加選手、大會志工、企業家、茶侶此四種各具代表性身分之

個案，以作為本研究探討之研究對象。在考量月映杯茶會和個案之特性下，訂定本研究

架構，找尋適宜實行之研究方法與策略，完成本研究計畫之撰寫。 

4. 施行研究計畫：逐步與研究對象聯絡訪談邀約，在研究者同意範圍內，與關鍵人進

行非正式性之訪談，蒐集各研究對象之相關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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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統整結果與分析：從與關鍵人一對一或非正式的訪談紀錄，以及檔蒐集資料的內容，

進行綜合歸納、整理、比較，與分析，在不斷反覆閱讀與消化過程中，完成本研究

結果與發現之撰寫。 

  提出結論與建議：完成資料整理與分析後，根據研究之結果回歸研究問題撰寫結

論，並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研究問題 研究資料 資料分析 

一 希望透過月映盃禮儀風範的部分來讓大家可以對

台灣茶文化有耳目一新的觀感 

 

1.專家訪談 

2.報導資料 

3.訪談劄記 

4.文獻資料 

檔分析 

 

二 探討月映盃、禮親茶道的執行與推廣 1.專家訪談 

2.訪談劄記 

3.報導資料 

4.文獻資料 

檔分析 

 

三 探討月映盃所隱含的一個文化核心價值 

 

 

1. 專家訪談 

2. 訪談劄記 

3. 報導資料 

檔分析 

 

 

表 3-5 資料分析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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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 

本章主要討論台灣茶文化之儀式--以月映盃為例，並針對月映杯茶會主要參與者

依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將訪談內容之錄音檔案整理成逐字稿，依據研究問題、相

關的資料分析與訪談資料綜整，予以歸納彙整為，探討月映盃他所隱含的一個文化核

心價值、探討月映盃、禮親茶道的執行與推廣、希望透過月映盃禮儀風範的部分來讓

大家可以對台灣茶文化有耳目一新的觀感；依此三個問題面向為整理與討論的重心。

期望透過生活茶道美學應用的課程有點而線而面；達到一下的目標，希望藉由探討茶

道， 專業知識以達到喝茶的食安標準， 並能體驗茶道生活美學用茶道的精神提升生

活品質 再來希望藉由研究兩岸，茶道美學一自我提升並改善社會風氣 ，我們希望能

夠發揚禮親茶道精神，重拾華夏孝道精神之瑰寶提升台灣茶文化的廣大層面增加文化

層面的軟實力。 

4.1 月映盃所隱含的文化核心價值 

  茶文化也是創意產業之一，您個人認為呢？ 

  地球村概念、休閒國際化是 21 世紀的發展趨勢，在這種流行風潮發展浪潮下，

各國的地方文化產業即將成為地方特色產業，地方文化產業也成為各地方人民生計，

經濟發展策略的主軸。為配合「知識經濟」與「文化產業」動能的來臨，以科技、人

文藝術與整合行銷，進行設計創新的文化創意產業，來成為增強未來國家競爭力、國

家建設發展的重要政策。是必然的趨勢論茶文化，世界各地均有。目前以台灣茶文化

來論，個人以為台灣目前順應健康.飲食風潮，茶葉也以各種不同形式展現（ex：茶

葉入菜，茶小點…。），是故，可稱之為創意產業，各展現長…，（訪-C-105-0420-1） 

茶文化及茶產業是我國最富文化底蘊的傳統產業，茶產業地方的民俗文化、古蹟

風情，一向豐富多采，所具有的「特殊性」與「稀有性」也是其他產業所沒有的，而

特定空間的象徵、意象與記憶的圖騰，歷史保存和地方資產的維護，在地方茶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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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藉由「形象重建」，強化「地方行銷」作為主要策略，是創意設

計的重要觀點之一。上述為所認同之部分，創意產業本來就是茶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 !

因為茶文化本身充滿了思想 ,如何能夠止於至善，所以古時候文人四藝，拿到現在來

說 ,就是現代人所謂的創意產業….. 陸羽「茶經」這本書，使得喝茶超越了解渴、解

乏、提神的實用功能，開展了飲茶之道，成為一個精神領域跟審美的境界，它使得整

個喝茶變成一個文化，而這個文化持續了一千兩百年到今天，茶文化的創意產業，其

實也起源於陸羽時代，對於茶的廣泛思考層面，正是茶文化的創意產業的核心。（訪

-V-105-0522-1） 

  我個人感覺茶葉流傳於中國近五千年的歷史，不但融入生活也與日常生活緊密不

可分離。所以當然茶文化也會隨著時代而改變，歷史而變遷。所以當然是文創產業之

ㄧ，因為我們正在創造歷史，不斷將茶中的美好流傳…（訪-E-105-0520-1）。 

  一個成功的產業，不僅依靠其產品的獨特創新設計與文化內容，還要有專業的營

運管理與行銷推廣來配合。 

  傳統文化的創意產業是創意產業沒錯!一個單純的茶為了行銷而去花時間包裝，

沒創意很容易被淘汰，所以要有創意才會被注意到，茶文化是需要靠創意去發展（訪

T-105-0323-1）。 

  可將茶文化結合了感性與理性的創意設計。「感性思維」是發揮設計主題感染力

的思考項目，以說故事的思維方式進行軟性的說服與溝通，增加文化產業的附加價

值、打入國際市場、把文化資產轉化成創意產業。  

4.2 月映盃、禮親茶道的執行與推廣 

禮親奉茶活動針對的對象涵蓋幼童與成人，您是否認為兩者同等重要嗎？ 

茶是講究和平、和諧、友愛的載體，喝茶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幫助人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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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人性中原有的純真、純情，純正的中國茶道精神，精神享受與物質享受是相輔相成

的，所以追求現代化的同時，精神文明建設要提倡。喝茶有道，喝茶要有規範!禮親

奉茶的活動即是茶會中最佳的精神文明典範！ 

人倫之道，不分老，少，幼禮親奉茶，結合孝道，對茶文化傳承五千年中華文化

瑰寶，將人倫回歸孝道的禮親茶道精神，以歷史觀點而言，影響至深且钜。禮親茶道

的精神，除了可以凝聚，豐富，內化家人和親友的心之外，亦可縮短人與人間隔閡，

廣結善緣，如此祥和之氣充滿人間。值此世風日下的今日，若能將禮親茶道從家庭生

活化做起，深耕學校，乃至社會蔚為風氣，化暴戾為祥和。教育：“教者教而化之，

育者育而成之”是國家百年大計，也是人纇的希望工程，必須從小播種，才能生根開

花結果，而“禮親茶道”無疑是一種潛移默化人文教育的一環。茶道應該生活化，而不

是流於形式展演；真誠的心，經由茶入道，老師教我們良善修心結善緣，敬愛疼惜長

輩（訪-C-105-0420-1）。 

透過茶道禮儀、茶文化及生活美學的結合，共賞茶藝之美。台灣有 150 餘年的飲

茶文化，透過茶藝、茶文化的推廣，不僅建構我國茶產業之新價值鏈，也提升了台灣

茶產業的附加價值，禮親奉茶活動不僅匯聚茶道喜好者一同切磋交流，也帶動台灣茶

文化的提升。 

百年樹人，當然教育要從幼童開始，從下紮根。雙管齊下，最省時間，一勞永逸。

道無先後,達者為先！ 人文教育 本身 就是開闊 活潑沒有限制的 通識教育, 尤其是

儒家孝道文化的延續傳承 更是沒有人我年齡的區分…！（訪-V-105-0522-1） 

喝茶，並非一種單純的飲料，借品嚐其色、香、味的過程中，體認出： 

茶之心、人之心、和諧之心進而達到心靈高遠的境界。茶是文化、是藝術、是品

嚐。在泡茶的動作中，所呈現的「綜合體」，是屬於精神層面的。是一種藝術、欣賞、

情趣及禮貌、細膩、悠閒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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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總心態與教育向下紮根的工作。藉由這樣的活動可以讓孩子認識茶道，學

習如何孝思奉茶。當然會有一總緊密的結合，對茶文化的傳承有者實質的意義（訪

-E-105-0520-1） 

禮親奉茶是禮敬父母，或師長的奉茶禮儀，也是茶道美學及人性光輝體現之優質

上乘文化；一開始是兒童禮親奉茶，啟發孩子感恩的心！兩者都重要，幼從小培養要

孝順尊重長輩，才會懂孝道是什麼，成人多久沒為父母長輩奉上一杯茶，也是個提醒

的方式，所以個人覺得兩者都重要.. （訪 T-105-0323-1）。 

茶香香此生 多了話題 和分享的元素美學 和禮儀都融入 時空定格的感動中.讓

民眾看看學茶道精神氣度 是那麼的大大不同在茶席展演時 泡茶的茶人得到的是無

可取代的成就感讓小朋友懂得孝敬父母，尊重師長是很重要的。禮親茶道致力於兒童

禮親奉茶與品格教育的推廣，並參與藝企平臺與茶文化產業之文創整合，長期致力於

文化創新及茶藝文化的整體連結。 

 

您認為茶碗泡法所呈現的方法有何看法？ 

中華茶道（茶碗泡）是融合了宋代的點茶法與明代的散茶泡法。 

中華茶道（茶碗泡）所使用的茶葉可以是綠茶、烏龍茶、東方美人茶、紅茶…等

等各種茶葉。  〝茶碗泡〞流程我個人認為 要像範老師所提出的主張 最適切.茶會也

是用安靜的默禮形式進行，入席之後請現場參觀來賓安靜，第一道茶湯喝完之前是”

無聲”茶席，才能專心品嘗茶滋味，請勿在茶席中說話或發問。有一次觀摩茶會的型

茶示範印象很深刻，那就是彼此重視禮儀應對，示範開始時，茶人與來賓互相鞠躬行

禮。茶人在溫碗期間,會先將茶葉置入備好茶荷，然後請來賓賞茶聞香。 

請貴賓在茶碗溫碗之後，閉目靜候約 1 分鐘，然後用心端起茶碗慢慢品茶，在安

靜的氣氛中江茶湯吸入口中，讓茶香停留在記憶中，請勿牛飲喝完，留些許茶湯在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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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隨後再將茶碗送往茶人前方，讓主泡者注入第二道茶水，前後共可品嘗三-五道

茶湯。 

品嘗完三道茶湯之後，與茶人相互鞠躬行禮，致感謝詞之後然後離席。 

茶碗泡法，充份呈現茶葉之美展及泡茶人之優雅美學~簡而美。個人相當喜愛…

（訪-C-105-0420-1） 

 

茶碗代表簡單，不浪費，平實，平凡。隨手可得，方便實用。眾人都可使用，又

有公平意思…。 （訪-V-105-0522-1）。 

所謂「碗泡茶」就是用碗來沖泡茶湯，原是台灣茶農試茶的主要方式，拿來在茶

席上使用亦無不可，一般稱為「無壺泡茶法」。。 

茶碗內的茶湯，是一面鏡子。面對茶碗，靜心沉澱，照映物我，虛實呈現一覽茶

葉舒展的過程，茶湯色逐漸蘊出是最簡單直接表現茶湯的方式，但也是最需要【從心

所欲而不逾矩】的泡茶方式…。（訪-E-105-0520-1） 

  只要有碗、有匙就可泡一碗茶大家分享，且可在碗面欣賞茶葉慢慢舒展、散開的

美姿，如詩似畫，饒富趣味。碗泡茶以碗開湯、以匙分茶，優點是散熱快不易悶餿，

但其缺點則是較不保溫、不利沖泡細碎茶葉、茶葉一直浸泡於碗內產生苦澀、舀茶湯

入杯時常會溢出杯外等，對以上有所認識，再設法一一克服，運用於茶席上就能得心

應手而輕鬆自在了…。 

簡易的美學呈現。茶碗泡法，大鳴大放，有其自然簡潔的喝茶文化。茶器在表現

上有比較有特色與風格呈現。欣賞手藝之美茶盞之姿茶碗泡看是簡單卻又是很難的泡

法，碗泡也是能優雅的泡茶，個人感覺是沒有任何的隱藏自己，大方的讓大家看…. 

（訪 T-105-0323-1） 

 

對禮親奉茶，結合孝道與茶道美學的禮親茶道，您個人認為對茶文化的傳承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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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影響？ 

禮親奉茶是禮敬父母，或師長的奉茶禮儀，也是茶道美學及人性光輝體現之優質

上乘文化； 

茶文化的傳承在乎愛茶人之心念。禮親奉茶乃中華人倫，涵蓋孝與茶道，對茶文

化之傳承將具綿延不絕之影響…（訪-C-105-0420-1） 

  禮親茶席「安靜掌壺」，行茶！日本茶道中的「靜默」是為禮儀的體現，稱之

為「默禮」，原來文化的進化與提升，是有異曲同工之妙！記住！「安靜」是一種力

量、是一種尊重、一種靜謐空靈之美！想品一杯好茶，請靜下心來；靜靜品茶、靜靜

傾聽、靜靜體會！ 

感恩是我們做人的基本道理，如能以此做為萬物的出發點，相信更能創造一遍祥

和平安的社會，也能良性循環，充滿正面的能量…..茶文化在佛家來說 就是一期一會

的無常精神，在道家來說就是清寂中正的全真精神， 在儒家來說 就是禮敬謙和的中

庸之道，禮親奉茶 就是源自大孝尊親的概念， 以茶為禮 敬天惜物 ，以茶為載體，

培養教育下ㄧ代 謙遜和睦， 清明活潑的儒家中庸精神（訪-V-105-0522-1）。 

禮親茶席間「不語」的意義；原來那是一種「專注」、一種「珍惜」、更是一種「尊

重」、是一種「投射」、更是一種無聲勝有聲的「共振與共鳴」；安靜是種力量，它讓

我們真正感受到茶湯的豐潤，人心的自在！ 

我感覺各有所需。前者紮根，後者補強。各有其重要性…. （訪-E-105-0520-1） 

每位參賽的茶師皆必須熟識五式泡茶法，包含小壺、提樑、蓋杯、茶碗、雙杯等，

並於報名時隨機抽籤訂定比賽項目，其高規格的參賽門檻，可確保所有參賽茶師都能

熟識中國茶道藝術；此外，為提倡現代禮親尊師之道，該活動特別策劃禮親茶會，由

茶師禮敬父母或啟發智慧的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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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奉茶的方式來讓大家對孝道重要，對長輩奉上一杯茶就是尊重，奉茶就是個傳

承，禮親茶道是個好的茶文化傳承。中國歷代對於孝道的精神傳承幾千載、結合茶道

美學、直接或間接的提升茶文化的美學！（訪 T-105-0323-1） 

 

禮親奉茶傳承中國茶道的療癒文創美學，從茶席佈置即可看出茶師們展現茶道禮

儀、茶道文化的同時，亦蘊含孝道精神與生活美學….. 為瞭解在中國茶文化的珍貴，

將茶道禮儀融入生活中，引起學習動機，期使泡茶理念，天人合一，熟悉茶席基本形

式，安全行為教導。透過茶藝、茶文化之推廣，建構我國茶產業之新價值鏈，同時亦

同步提升了臺灣茶產業的附加價值! 

 

4.3 月映盃的薪傳 

  希望透過月映盃禮儀風範的部分來讓大家可以對台灣茶文化有耳目一新的觀感： 

孝道是華夏文化的瑰寶，「禮親奉茶」盡孝用心，弘孝盡力！禮親茶會，特別感

動了觀禮貴賓，雖然難免因思念感恩而淚灑會場，但表達了自己的祝福，讓我們能報

父母師長恩與感嗯！重拾瑰寶！ 

茶藝比賽所使用的茶器，能使陶藝家作品能見度提高，您的看法如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古時候許多陶瓷作品都是文人參與設計製作的，所

以，大多呈現典雅、細緻的風格….尤其是製作的品茶器具更是雅致…. 

舉凡陶藝，金工，石，木等作品之置入，對茶道美學及各作品能見度均有相輔相

成，提升之效…（ 訪-C-105-0420-1 ） 

在茶席設計及茶具搭配中可以看到司茶者的用心，茶具的選擇當然與主泡者的品

味有關，應當與美學養成有所連結，也與當日主題相互呼應。即使沖泡同一品種的茶，

不同茶具也各具特色，相信最後茶湯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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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眼見為憑，好的陶藝家作品能帶我們進入另一個空間。藝術家本質就是求善，求

真，求美。土質不含有毒重金屬，好使，造型百態，能使人賞心悅目等等~~都可刺激

陶藝家在上層樓。而受惠的就是參與的大眾…（訪-V-105-0522-1） 

 

那是當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的、美的茶具表現，就如同食物的色香味俱

全。茶藝基本上跟茶器沒有很直接的關係但為了要滿足不同視覺的享受....就提升茶器

的選擇與搭配，能使陶藝家作品能見度提高...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訪-E-105-0520-1） 

我個人覺得有限，不是每個人都懂陶藝，要有接觸的人才會知道作者是誰，因為陶藝

家都有自己的風格，但比賽中又能觀查茶人喜歡誰的作品，要提高除非有長期比賽中

有曝光作品。是可以但要有簡單解說介紹一下…（訪 T-105-0323-1） 

 

  對日本是茶道，韓國是茶禮，中國是茶藝，台灣是茶文化的說法您的看法？ 

  日本茶道與台灣茶藝有何不同？日本茶道定位於修行，而台灣茶藝則落點於生

活。換言之，日本茶道依「禪」而立，要的是簡約、空寂、自省；茶湯好壞不是目的，

以茶入禪、悟道才是目的。 

  茶文化源遠流長，中國人喝茶從神農嚐百草到現今的快速調茶。茶道，茶禮茶藝...

等等皆視各領域如何稱呼，而稱呼在個人來說都是茶文化的統稱….（  訪

-C-105-0420-1 ） 

 

  茶道，茶禮，茶藝本來都是茶文化一部分，代表儒家思想。只是時代政治變遷，

分散各地，更能印證一句古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我們有幸能處在前半段話裡…

茶文化 本來就是中華文化的 一個重要 環節, 蘊含了天地人我的豐人文概念，經過

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演譯流佈，各個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詮釋, 不管是日本的和、

敬、清、寂，或者是 韓國的和、敬、簡、美 但是根底就是中華文化 茶藝的流傳，

台灣這些年來 相關的 種茶 製茶 品茶，再衍生出相關茶文化所需的美學事物，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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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了ㄧ物斯用為用，百工斯為備的哲理， 台灣在七、八拾年代，因為人民的富足也

跟著帶動了文化的提升, 一直發展到如今的繁華茂盛, 這就是茶文化的歷程,也是台

灣眾多茶人,這些年來用心經營的成果…！（訪-V-105-0522-1）. 

  「和、敬、清、寂」日本茶道師千利修的理念。和氣、禮敬是人際關係

的準則，通過品茗做到和睦相處、互相體貼，以潤滑人際關係；清心、寂靜

是指環境氛圍，最好要以幽雅清靜的環境清安和古傢俱的陳設為佳，形成一

種空靈忘我的意境，給人舒心的感覺。日本茶道往往結合濃厚的宗教色彩，

也形成嚴謹的組織形態。  

 

  韓國古代代名稱為朝鮮，茶禮——清、敬、和、樂  與中原國土相連，自

古以來關係密切，中國儒家的禮制思想對朝鮮皇室影響很大。儒家的中庸思

想被引入朝鮮茶禮之中，形成「大中至正」精神。  

台灣茶葉自有其獨特性，例如得天獨厚的台灣烏龍茶，香氣濃鬱、視覺的顏色變化與

入口回甘的香甜，自有其文化的獨特性。但是茶葉是隨人民生活的喜好與口感而有所

變化的，當然各國也有其風俗民情的獨色性。尤其在傳播上、交流上，又有其相似相

異。所以要如此刻板的分離，我想可能很難…（訪-E-105-0520-1） 

 

  事實上，茶「早」已是傳統文化中至為重要的成分，唐宋以降，不僅逐漸影響日

本等亞州國家，而後更陸續遠傳至歐美等西方國家。由於世界各地迥異的風土民情，

遂孕育出千姿百態的飲茶文化，諸如日本的茶道、英式的下午茶乃至印度的拉茶等，

有趣的是，不管是貴族文化或庶民生活，茶都已成為各地飲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

環，顯見茶藝文化的無遠弗屆。 

 

  台灣是茶道文化藝術台灣應該是品茶文化，因為會去注重香氣口感，不是只是單

純的表演泡茶，一杯茶還是簡單就好。台灣近年來一直培訓新世代的製茶、賞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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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新觀念，傳承文化的延續味濃，茶文化無庸置疑！（訪 T-105-0323-1） 

  台灣茶藝立基於文人「生活」，要的是舒閒、美感、意境；重視茶湯，溶入泡茶

環境，於是品茶香、賞茶器、觀山水、抒發個人情懷、尋找生活雅趣，就成了以文人

生活為偏向的茶藝型態…。 

 

  將書法翰墨融入茶道中，您的看法呢？ 

  點茶、焚香、插花、掛畫，被宋人合稱為生活四藝（亦有稱「四事」者），是當

時文人雅士追求雅致生活的一部分。此四藝者，透過嗅覺、味覺、觸覺與視覺品味日

常生活，將日常生活提升至藝術境界，且充實內在涵養與修為。這與現代人追求的生

活美學與講究個人品味的生活態度極為一致，亦與當今的東方美學主流意識不謀而

合。 

  書法瀚墨自成一格，但與茶道有相兼並容，相乘加分之效（訪-C-105-0420-1） 

文化是靠文字留傳。經過五千年的演繹，書法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而茶也起源中國，

裡面也有文人的心血。所以將書法融入茶道中，更能彰顯茶跟書法相關相息的精神，

我認為實在他們是一體的…（訪-V-105-0522-1）。 

  「掛畫」最早是指掛於茶會座位旁的關於茶的相關畫作，演變至宋代，掛畫改以

詩、詞、字、畫的卷軸為主。文人雅士講究掛畫的內容和展示的形式，作為平時家居

鑒賞或雅集活動共賞的重要活動。 

  但有時候看現場需求書法本身就有具備中華文化的傳承..跟茶文化結合相輔相

成！我個人感覺看空間場地。因時因地因人都有其不同的感受。不然喝茶的人感受不

到，也是多此一舉…（訪-E-105-0520-1）。 

 

  自古至今文雅本就是品香 品茶  品酒  品墨自古以來書法是種能修身養性的物

品，欣賞作者在寫字上的功力，融入茶道能呈現出茶道的優雅，泡茶中還能欣賞文

字…。 （訪 T-105-0323-1） 

http://www.timetw.com/tag/%e6%96%87%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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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香重嗅覺之美，品茶重味覺之美，插花重觸覺之美，而掛畫則重視覺之美。四

藝合一展現宋代文人雅士風雅，韻味的生活美學。 

 

  茶席中的文人調插花小品，您有何看法？ 

  「插花：一盆理念之花，品味百態人生」。 

  中國插花藝術始於隋朝之前，主要作於祭壇佛前供花，唐代時花藝在宮廷內大受

歡迎，到宋代更普及至一般文人雅士，發展極盛。宋代插花藝術突破唐代的富麗堂皇，

以清、疏風格，追求線條美，內涵重於形式，體現插花者得人生哲理與品德節操，被

稱做「理念花」，對後世的花藝風格影響頗大。 

  文人調插花小品，可端視茶人當時心境與想表達之茶蓆含意.美感，有加分作用….

（訪-C-105-0420-1） 

  人生 8雅之中的{花}。花花世界，表示社會時代的進步，是成熟的也是享受的。

所以放些小品進入，更能讓我們的感官分辨出，我們是置身最安詳的時空中，有療癒

的效果（訪-V-105-0522-1）。 

  插花一詞現在應經非常流行，90 年代初以前中國已經很長時間不插花了。有跡

可尋的插花，至少唐以前在中國已經出現，甚至有人認為是漢代就有，不管何時有的，

都還相對簡單，多與祭祀或供奉有關。說相對簡單，除了指花的搭配外，還有就是插

花的花器也很簡單，基本上是借用日常的生活器皿。 

 

  我個人的感覺也是同上面一題一樣。不懂欣賞的人，還是只會專注在茶人茶湯的

表現，茶席插花小品更彰顯一物ㄧ世界的豐富感！（訪-E-105-0520-1） 

  突出藝術美原則，插花要精簡，插花是茶席中的點綴。要求簡潔、淡雅、小巧、

精緻，鮮花不求繁多，只插一兩枝亦可；在插花時注重線條，構圖的美和變化，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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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樸素大方、畫龍點睛的效果。 

  小品能讓單調的茶席有個小裝飾，能欣賞也能看出對茶席的用心，不要太過於誇

大的小品，簡單反而也是個美。（訪 T-105-0323-1） 

  花材要儘量採用當令季節花材為主，如秋冬之梅菊或楓葉等，以少量少樣，表現

出時令的節氣意境。花材也不一定要放置在瓶中，也可將花朵擺在茶席或茶盤上，別

有一番風味。 

 

4.4 小結 

綜合上述資，茶文化是站在主流、顯學上，是不會退潮流的，月映盃禮親茶道也

希望在這股主流中佔有很重要要的分量，所扮演的就是推動融合孝道的茶文化；而談

到茶文化產業需要創意設計才能可持續性發展，在形成文化創意設計之時，不可忽視

三個部分。現分別說明如下述： 

(一)品格教育應向下扎根臺灣有 150 多年的飲茶文化，透過茶藝、茶文化之推廣，建

構我國茶產業之新價值鏈，同時亦同步提升了臺灣茶產業的附加價值；近年來，禮親

茶道致力於晚輩向長輩禮親奉茶與品格教育之推廣，並參與藝企平台與茶文化產業之

文創整合，長期致力於文化創新及茶藝文化的整體連結。也將在 2017 年把禮親茶道 

推廣進校園。 

(二)繼續維持多元的風貌的年例會 第一屆月映盃於 2014 年的八月十五於佛光山屏東

講堂登場 2014 年第一屆月映盃全國泡茶比賽，8 月 15 日晚上在佛光山屏東講堂五樓

大殿展開茶與人文的品茗饗宴，比賽結合禪、茶藝術，24 名參賽者與賓客 300 餘人

陶醉在茶香四溢的氛圍中，期盼茶產業文化在南台灣深耕綿延。大會並評審出小壺泡

等 5 組優勝選手，場面溫馨、祥和、寧靜又歡樂。 月映盃全國泡茶比賽，是首次結

合佛、禪、茶與藝術的比賽，由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主辦，佛光山屏東講

堂協辦，碩士茶人戴羽禎擔任大會主席。 「屏東的茶文化歷史悠久。」南華大學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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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慧開法師致詞時特別介紹屏東「港口茶」的由來：1875 年(清光緒元年)，周有基

出任恆春第一任知縣，在恆春城東北羅佛山、赤牛嶺、港口推動種茶與茶文化，並留

下屏東特有、微帶海洋鹹味、略苦後甘的港口茶。慧開法師表示，舉辦大規模的茶藝

比賽很不容易，希望比賽能繼續辦下去，綿延不斷，將茶的精神與日常生活結合在一

起。總評審長藍芳仁說明「月映盃」名稱取自「月映千江」，代表著月亮照亮大家的

心。「這次比賽創下很多第一」，他說，以前泡茶比賽得招募選手，月映盃則採報名繳

費方式，品茗貴賓也需付費；沒想到參賽人數創下紀錄，希望月映盃一屆屆辦下去，

2015 年 8 月 15 日在台北市政府（沈葆楨廳）舉辦「第二屆月映盃全國泡茶競賽」，

31 組選手來自不同茶道門派承傳的高手，將茶道禮儀、茶道文化結合生活美學，呈

現人文展演，群眾共襄盛舉，共賞茶藝之美。2016 年 8 月十五「第三屆月映盃(月映

千江)全國泡茶競賽」由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與屏東月映千江文創協會主

辦，「月映千江」之名乃取千江有水千江月之義，將為南台灣最大型且最富有創新與

創意的茶道.比賽地點則為台中市政府的惠中廳 因為一屆比一屆精采，所以第四屆擬

於高雄舉辦，.目前規劃前五屆在前五都舉辦 

(三)克己復禮 ，將茶會的茶禮儀式及議涵重申： (壹)禮容：禮儀風範 (貳)禮器：茶

器之美 (1)禮文：茶帖翰墨；(2)肆)禮儀：應對進退；(3)禮義：月映千江；(4)禮親：

報恩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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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主要以探討台灣茶文化儀式，並以月映盃茶席為例，蒐集台灣茶文化發展

狀況模式相關之文獻資料，歸納整理探討月映盃他所隱含的文化核心價值、探討月映

盃、禮親茶道的執行與推廣、希望透過月映盃禮儀風範的部分來讓大家可以對台灣茶

文化有耳目一新的觀感。初步瞭解現今台灣茶文化發展趨勢以及禮親奉茶的模式策

略，除了探討市集資料，主要與深度訪談法去瞭解個案之台灣茶文化經驗，將訪談資

料經由篩選，輔以次級資料與個人見解經驗，撰寫同整研究的資料，並提出結論與建

議，並且對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議題上的建議。 

 

5.1 結論 

（一）月映盃禮親茶道富有深厚的孝親的文化內涵，在台灣茶文化中有著重要的地

位，深受兩岸重視 

從這三年舉辦的月映盃賽程中，經過不斷地檢討與修正，月映盃不論是在選手素

質以及比賽內容創新度，已經走出『質的導向』，而在比賽規格制訂上亦與過去同類

型比賽更具有多樣性，例如透過不同領域的評審篩選，強化五式泡茶法的概念與操作

展示，更彰顯月映盃的獨特性。在較為中性的活動特色上，導入了『禮親奉茶』，將

本國孝道文化的精神面，與茶文化優雅，進行統合，此舉在過去類似的活動中，未有

所見，是文化面的創新，禮親茶道的文化也深受大陸茶席界的重視，未來將積極尋找

合作、推廣的方式。 

（二）辦理相關的大型茶會活動經費常入不敷出 

經費，一直是與文化相關的活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在我國文化固有觀念中，文

化必須盡可能與資金一詞劃清界線，但殊不知任何藝文活動，舉凡場地規劃，活動宣

傳，無一不與經費息息相關，而如何籌措足以支應的經費成為極為重要的課題。在觀

念上，以及透過實際舉辦活動事後檢討，應當修正某些概念，唯有透過合理地募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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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後長遠而言再不減損文化本身優質性的前提下，將文化帶入商品化過程，方能永

續經營，透過商業概念與技術，作為傳揚文化的實質後盾。 

（三）月映盃禮親茶席活動將深耕本土、眺望國際視野 

順應著對岸國力的強勢崛起，帶動的層面廣及經濟與文化，更帶動茶文化在海內

外的推廣與紮根，台灣的茶產業供應鍊相當成熟，尤其在軟實力，更可見其優勢，茶

道的講究不論在硬體面如茶具與軟體面如茶道，其講究程度優勢更加明顯，在文字，

器皿美學的細膩度上，產品精緻度與創新度，台灣茶產業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月

映盃在整體文化面佈局中，扮演著匯流以及交流的角色。將台灣本身薈萃的茶文化本

質，透過比賽，將其定型化，使得查道更易於遵循與發展，透過兩岸交流，將具備規

格化的特質的茶到文化傳播至對岸，甚至透過交換生交流，讓原本就對中國茶藝文化

的軟體面如細膩的茶道流程，硬體面如自古便受外國人士青睞的青瓷技術等等，可在

未來，為海外的文化佈局，進行紮根。 

（四）茶文化的機會與威脅相傍 

儘管茶文化在中國文化中是不可或缺又深具代表性的一環，但不可否認，即使在

國外，面對其他具備文化背景或以時尚為訴求的飲食產業的威脅，如近年更婆伯發展

的咖啡，茶文化顯得相對弱勢，尤其在年輕族群市場上，相較下，更欠缺推廣的競爭

力，此現象不僅止於本國，在茶文化歷史悠久的紅茶大國，英國亦如此。連續六年來

茶葉市場萎縮，主因來自於咖啡市場的侵蝕，英國的茶葉協會，亦相當警覺，在這些

年，導入更多元的國外茶文化，使茶文化更具備美食導向 （Foodie）, 以及優質化的

產品形象，以因應在年輕族群更受到歡迎的咖啡市場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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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本節將以上節研究結論資料為基礎，針對台灣茶文化相關推廣者提出相關建議，

並提出對後續研究者在相關研究議題上的建議，以供參考。 對現在茶文化相關從業

人員及未來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一）持續精進禮親茶道，使其兼具內在之修成為精進茶師 

當前茶人素質的提高，應從下列幾方面做起。首先，茶人要懂茶文化，茶人不僅

要懂茶的產業面，還要懂中國茶的豐富底蘊，一個悠久的文化，必然有其制度文化和

行為文化之傳承。必須講究茶禮，秉持良心，遵守社會公德。如陸羽茶聖所雲：要立

茶德，茶人要多方進修身、心、靈的題材，做人做事開朗明理，提高個人之人文涵養，

熱心參與有利社會公益的事情。再其次，茶人應由正念進而悟茶道，由表及裏提高自

己的人生境界。另在精進掌握茶的沖泡技術的同時，應實現新文藝復興，將宋代文人

四藝美學，焚香、.點茶、掛畫、插花再予以發揚光大，甚至宮廷樂舞等，中國民族

音樂的回溯。應通過茶會活動，多讀書，多交流，讓人生的面向是向陽的，整體社會

風氣是光明而友善的。 

（二）認真持續推展茶文化創意與茶文化的結合，雅納多方元素豐富茶文化的內涵，

提升茶產業的能量 

希冀藉由本研究讓原本未曾接觸台灣茶文化的人也能一窺堂奧，進而擴展更寬廣

的國際視野，提升生活美學的品味。至於原本就是熱愛茶道的朋友，更能經由創意型

態態表演，相互交流激揚出璀璨的火花。台灣茶文化，茶「早」已是傳統文化中至為

重要的一環，目前若非境外茶的衝擊，在 70 年代茶產業也算是一個成功的產業，為

了茶產業永續經營的終極目標，除了希望政府的政策與大力協助之外，給予農茶輔

導，最好能夠結合民間社區，觀光局宣導茶山之旅，發展旅遊、觀光的休閒產業，以

當地特有的茶葉產品作為產業標的外；還可發展相關產業的特產店、故事館、民宿等，

加強社區居民學習導覽解說、也就是解說教育，茶具創作、舉辦各種茶文化活動、設

計茶文化旅遊等遊程規劃的比賽，都能使台灣茶文化和茶產業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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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C%B6%E5%84%80%E5%BC%8F
http://shs.ntu.edu.tw/course/course_list.php?plan=B&course_id=101B001-109


 
 
 
 
 
 
 
 
 
 
 
 

 

 82 

 

22. 茶禮、茶道、茶藝（壹讀小彭，2016） 

http：//www.chadaowang.com/news/show-47614.html 

 

23.茶席設計的八大原則（每日頭條 ，2016） 

https：//kknews.cc/zh-tw/design/g22xr48.html 

 

24.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485375.htm 

 

25. 文化部（楊學展，2015） 

http：//solomo.xinmedia.com/archi/24723-TEAXCRAFT 

 

26 教育部 SHS 科學人文跨科技 人才培育計畫 

http：//shs.ntu.edu.tw/# 

 

27.語文味網站 簡論現代茶藝美學    作者：海葆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

//www.yuwenwei.net/ReadNews.asp%3FNewsID%3D15078&prev=search 

 

 

 

 

 

 

 

 

http://www.chadaowang.com/news/show-47614.html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kknews.cc%2Fzh-tw%2Fdesign%2Fg22xr48.html&h=5AQHKCFly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view%2F2485375.htm&h=5AQHKCFly
http://solomo.xinmedia.com/archi/24723-TEAXCRAFT
http://sh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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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月映盃報導 

全國月映盃泡茶比賽 茶與人文的茗品饗宴 

 【記者李錦環／屏東報導】2014 年第一屆月映盃全國泡茶比賽，15 日晚上在佛光

山屏東講堂五樓大殿展開茶與人文的茗品饗宴，24 名參賽者與賓客 300 餘人陶醉在

茶香四溢，結合禪、茶藝術的最高氛圍，期盼茶產業文化在南台灣綿延。大會並評

審出小壺泡等 5 組優勝選手，場面溫馨、祥和、寧靜又歡樂。 

 月映盃全國泡茶比賽，是首次結合佛、禪、茶與藝術的比賽，由南華大學文化創

意事業管理學系主辦，佛光山屏東講堂協辦，碩士茶人戴羽禎擔任大會主席。 

 南華大學副校長慧開法師致詞說，舉辦大規模的茶藝比賽很不簡單，他並介紹屏

東有關茶的小故事，1875 年光緒元年，周有基出任恆春第一任知縣，在恆春城東北

羅佛山、赤牛嶺、港口推動種茶與茶文化，並留下屏東特有微鹹海洋味道、略苦後

甘的港口茶。 

 他希望舉辦了第一屆，接著繼續第二、三屆綿延不斷，將茶的精神與日常生活結

合在一起。 

 總評審長藍芳仁說「月映盃」（月映千江），代表著月亮照亮大家的心，這次比

賽創下很多第一，所有參賽者都稱得上是第一名的優秀選手。他說，以前泡茶比賽

招募選手，月映盃則採報名繳費方式，品茗貴賓也需付費，人數之多創下紀錄，希

望月映盃一屆屆辦下去。 

 南華大學教授葉世敏教授也提到，1200 年前，唐朝就創下了茶藝多元文化風格，

希望拋磚引玉，帶動屏東地區茶教育與茶文化全面提昇，遍地開花。 

 大會主席戴羽禎希望茶賽帶給大家茶人合一、輕鬆、愉快、穩定又茶香滿溢、寧

靜、歡樂氣氛，並將從小壺泡、茶碗泡、蓋杯泡、提梁壺與雙杯等茶湯表現、泡茶

技巧、茶具搭配、茶席美學與禮儀風範、茶席佈置等評選出最優秀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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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手們以比賽茶、分享私人藏茶兩道茶評選出優勝選手，獲得前三名的選手名單

如下：小壺：1.李雪禎，2.方孔雯，3.溫桂貞。茶碗：1.郭振明，2.楊福逵，3.李文慧。

蓋杯：1.林真淯，2.潘全新，3.林昱秀。提梁壺：1.蔡依儒，2.施煒蘋，3.釋海弘。雙

杯：1.陳囿均，2.黃華玄，3.蔡青嗣。 

 大會也贈送感謝狀謝謝評審老師，頒贈最佳茶侶、最佳禮儀等獎，6 歲的黃琳雁是

大會最小的茶侶，超萌的模樣，獲得全場掌聲鼓勵；最年少的參賽者是來自高雄的

國中生，今年 15 歲有 7 年茶藝的夏苡瑄，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泡茶功夫了得，獲

得貴賓青睞。 

 參賽者也利用計分時間發表感言，茶有生命、茶有喜怒哀樂、以茶會友、傾聽聲

音、與茶對話、一期一會、虛心求教的學習機會、分享真善美．．等等，幸福就在

眼前。 

 評審講評稱揚月映盃是非常有水準、遍地開花的茶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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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要來源 台灣數位新聞網 http：//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12039 

 

http://www.enewstw.com/City01.asp?ItemID=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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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月映盃企劃書 

●前言 

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裡無雲萬裡天 

月映千江，代表著月亮照亮大家的心，這次比賽創下很多第一，所有參賽者都稱得上

是第一名的優秀選手。他說，以前泡茶比賽招募選手，月映盃則採報名繳費方式，品

茗貴賓也需付費，人數之多創下紀錄，希望月映盃一屆屆辦下去。 

第一屆的亮麗成績 延續第二屆的文創火花 

●活動目的： 

由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主辦； 以及目前就讀此相關科系碩士班茶人戴羽

禎老師所發起， 第一屆月映盃（月映千江）泡茶比賽。 訂於 2015 年８月１５日，

下午三點到五點整，於北市府沈葆楨廳， 歡迎各位英雄好漢及文人雅士共襄盛舉！ 

此舉為近年茶界及藝文界最大型最富有創新與創意的茶道活動。 （月映千江乃取千

江有水千江月之意涵） 內容多元寓教於樂， 是將茶道禮儀、茶道文化、生活美學等， 

做不同人文空間的展演。 參與者需極富巧思在茶席的創作上做表現， 此有趣多元的

友誼賽將有 40 組以上的選手報名參加， 作不同茶道美學的呈現與能量的分享。 佛

光山南華大學自林聰明接任校長；校方活動開明、教學多元豐富， 林校長常鼓勵學

生多用心學習，創造多層次的鮮明活潑文化 ， 所以上一屆活動特聘林校長為榮譽主

席，展現出南華大家長的親和力。 比賽主辦單位與相關發起人戴羽禎， 近年來致力

於兒童禮親奉茶 品格教育推廣 並參與藝企平臺與茶文化產業的結合之文化創藝整

合， 在文化創新及茶藝文化的整體聯結推廣 …等頗深著力， 這次藉此活動的目的， 

就是是希望透過月映盃的比賽形式 .帶動兩岸三地文化新格局 就如同敦阜形象 陳

啟章總監曾說過：文化乘以創意等於美學經濟， 此次活動是泡茶比賽也是文創與台



 
 
 
 
 
 
 
 
 
 
 
 

 

 87 

灣人文在台灣產業的新形態表現。 就讓月映盃 與大眾共賞茶之美，共用茶之愛，共

賞茶人美好泡茶理念 共同 感恩茶帶來的感動與成長。 

●活動亮點： 

2015 第二屆月映盃下半場安排感恩茶會，因是父親節下—週，奉茶對象，希望是選

手父親或尊親屬，或想感謝的人， 

國曆八月十五，沈葆楨廳將會有一場感動人心的成人的禮親奉茶! 

 一月映盃是歷屆規模最大的比賽 

 二選手要會五式泡茶法 小壺.提樑.蓋杯.茶碗.雙杯 

 三選手先上傳泡茶理念 並為自己茶席命名.每一席都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四選手可設計展出自己的茶帖兩岸難得一見場面 

 五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有錢買得到精美茶具 卻買不到文化 

 學茶到有自己的理念 到茶席佈置 是需要時間養成 

 六受限於 場地 人員 整體素質 山頭主義 要大格局很難 

 七 最優質的國際級菁英評審團（活動頁面有一一介紹經歷） 

 選手能讓水準一流的評審打分數 都是與有榮焉 此次我們邀請到台灣茶協會

副理事長陳玉舜教授蒞臨指導及茶界人人尊敬的藍芳仁老師 ㄧ流的評審團隊 

ㄧ流的選手 相信會締造一流的世界級演出 

  

 八茶道美學結合孝道之體現 尊敬師長 念父母恩 之奉茶禮 

 ●第二屆月映盃（月映千江泡茶比賽）準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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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目的：月映千江.乃取千江有水千江月之意涵.透過月映盃的比賽形式 

帶動兩岸 茶文化的全面提升.正如陳啟彰總監：文化乘以創意 等於 美學經濟.

是泡茶比賽 也是文創與台 也是文創產業的新形態 

 2 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八月十五日 下午三點到五點 

活動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 北市府沈葆楨廳 （中庭） 

 （北市府科文哲市長 團隊上班的地方） 

 各項須知 

（1）選手須知： 

 服裝：符合茶席主題表現服飾。 

 茶器具：桌巾（桌面：長： 寬：、桌高：長 180 公分，寬 60 公分，高 75 公

分 ，亦可由大會準備），茶器具與煮水器由選手茶人自備（大會提供熱水） 

。 

選手於一點鐘完成報到ㄧ點三十完成佈席 

●預期效益： 

一展現南華大學的人文品格教養及茶道文化新展現出的國際競爭力 

二展現三好運動的延伸 公益藝術企業平臺的概念實踐 

三 宏觀是野兩岸茶道資源的串連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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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月映盃大會手冊 

第三屆全國月映盃泡茶比賽暨禮親奉茶活動企劃書 

1. 活動主旨（目的）： 

月映千江乃取千江有水千江月之意涵，內容多元寓教於樂，是將茶道禮

儀、茶道文化、生活美學等，做不同人文空間展演。鼓勵喜歡茶的愛茶人多用

心學習，創造多層次的鮮明活潑文化，並希望給未接觸茶文化大眾有機會瞭解

茶之美。 

而藉由月映盃泡茶比賽形式，讓文創與台灣人文在台灣產業有新形態之

展現 ; 與大眾共賞茶之美，共用茶之愛，共賞茶人美好泡茶理念，感恩茶，

能帶給大眾感動與成長。同時推廣品格教育讓藝企平臺與茶文化產業之整合，

在文化創新及茶道文化的整體聯結來帶動茶文化的全面提升。 

2. 活動日期：105 年 8 月 15 日（一）14：00-17：00 

3.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 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華人智庫文化創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臺灣茶葉運銷合作社 

承辦（執行）單位：屏東月映千江文創協會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郭宣育 （05）2721001#2531 

電子信箱：sherry50700@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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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連結網站：http：//www.happylearntea.com/tea.php？dt_id=37https：

//www.facebook.com/events/1659708324250984/ 

4. 活動性質： 

□政令宣導 ■公益 ■文化 □社教 

5. 活動方式及內容概述： 

 上半場泡茶比賽：  

一. 選手要會五式泡茶法 小壺.提樑.蓋杯.茶碗.雙杯 

二. 選手先上傳泡茶理念 並為自己茶席命名 

三. 選手可設計展出自己的茶帖 

 下半場禮親奉茶感恩茶會：因是父親節下一週，奉茶對象，希望是選手父親或

尊親屬，或想感謝的人，活動當日，惠中廳將會有一場感動人心的成人禮親奉

茶。 

1. 參加對象及預估參加人數：350 位 

 

2. 活動流程（含時段、內容）： 

項次 活動時間 活 動 內 容 

擴音

器使

用 

備 註 

1 14：00~17：00 場地測量 確定桌次 無 
8 月 14

日 

2 09：00~11：00 大會佈置 桌椅排 無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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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0~12：00 音響測試 有 
 

4 12：00~13：00 用餐時間 有 
 

5 13：00 選手報到 有 
 

6 13：00~13：30 茶席佈置完成 有 
 

7 13：30~14：40 茶席觀摩交流 可接受採訪 有 
 

8 14：40~14：55 選手就定位 有 
 

9 15：00 大會開始 有 
 

10 15：00~15：10 貴賓致詞  有 
 

11 15：20~15：45 泡茶比賽開始 20 分鐘結束三道茶湯 有 
 

12 15：45~16：00 中場休息  有 
 

13 16：00~16：30 爲父親或尊親屬，或想感謝的人奉茶 有 
 

14 16：30~16：50 大會頒獎 有 
 

15 16：50~16：55 致感恩詞  有 
 

16 16：55~17：00 大會圓滿結束 有 
 

17 17：00~18：00 工作人員撤場和清潔場地 無 
 

18 18：10 所有人員賦歸或用餐 無 
 

3. 活動場地佈置圖： 

第三屆月映盃 惠中廳配置圖 

4. 環境維護及安全計畫內容： 

一.活動現場  

二.活動節目安排，不得使用鑼鼓類樂器、高分貝音樂及瓦斯鳴笛，以避免產生

噪音，且活動音量不得超過 55 分貝，以維護周邊辦公環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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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管理機關辦理場地現場點交；如有借用物品者，於使用後立即歸還所借

物品，並於回復場地原狀及清潔後，將場地交還管理機關，如現場設施因

活動受損時，同意負賠償責任。 

四.嚴禁使用瓦斯類等危害器具。 

五.活動場地不得堆放雜物，並隨時保持場地清潔，消防安全鐵捲門下方（貼紅

色膠帶）嚴禁放置物品；架設電源線時確實固定不得裸露，並嚴禁使用透

明膠帶。 

六.活動會場佈置及拆除作業時，確實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及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並於施工範圍設置安全圍欄，其作業人員正確戴用

合格安全帽。 

七.於活動進行時，隨時保持通道暢通，並加派 5 位安全人員，於活動期間維持

現場秩序安全，並提醒參加民眾注意隨身財物保管，以免造成遺失。 

八.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300 萬元，每一意外事故傷亡為

新臺幣 1,500 萬元。 

九.其他安全維護事項：（另列如下） 

 

5. 場地安全清潔維護計畫： 

於場地佈置及活動期間，隨時保持周邊環境整潔，並於活動結束後，負責場地

清潔、垃圾清運及設施復原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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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引導志工組協助現場來賓進退場 

二.指示牌張貼 

三.舞臺搭建拆除 

四.拆除所有張貼紙張 

五.桌椅回收 

六.大廳恢復原 

七.組織清潔志工組 

八.準備專用垃圾袋 

九.垃圾清掃並資源分類 

 

□委託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委託清潔公司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派遣人力：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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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月映盃新聞報導 

南華文創系舉辦月映盃全國泡茶競賽，傳承茶道禮儀與文化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50821 11：25：34）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與屏東月

映千江文創協會共同舉辦「第二屆月映盃全國泡茶競賽暨禮親茶會」，此活動「月映

千江」之名乃取「千江有水千江月」之意涵，是台灣最大型且最富有創新與創意的茶

道活動，也是台灣歷屆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茶藝比賽，今年共有 30 組選手參賽，

並邀請 25 位專業評審品茗評比，當天匯集來自全國各地茶產業界及茶文創界人士蒞

臨共襄盛舉，透過茶道禮儀、茶文化及生活美學的結合，共賞茶藝之美。 

「第二屆月映盃全國泡茶競賽暨禮親茶會」由總評審長藍芳仁老師率領全國最優質的

評審團隊為競賽進行評選，總評審長藍芳仁表示，舉辦大規模的茶藝比賽相當不容

易，透過競賽不僅可以讓全國各地愛好茶藝的文人雅士互相交流學習，並將茶藝文化

結合生活、產業與文創，大力發揚台灣的茶藝特色，同時也期許該活動每年都能持續

舉辦，讓茶藝文化發揚光大。 

 

每位參賽的茶師皆必須熟識五式泡茶法，包含小壺、提樑、蓋杯、茶碗、雙杯等，並

於報名時隨機抽籤訂定比賽項目，其高規格的參賽門檻，可確保所有參賽茶師都能熟

識中國茶道藝術；此外，為提倡現代禮親尊師之道，該活動特別策劃禮親茶會，由茶

師禮敬父母或啟發智慧的恩師，並延續「八八節」的感恩，為辛苦的父親奉茶，大會

更以袖珍藝術的意象表達敬意，為『天上』的父親奉茶，與會人員也一起，藉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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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恩於己的尊長獻上敬意與祝福，以傳達人倫孝道之意。 

 

本次競賽各從雙杯組、茶碗組、提樑組、蓋杯組及小壺組等五類，錄取前三名之外，

亦評選出最佳茶侶、最佳禮儀風範、最佳茶湯等獎項。六歲的黃琳雁是大會最小的茶

侶，超萌模樣，獲得全場鼓勵。此外，亦有來自土耳其的洪爾漢選手與大家一起角逐。

「月映盃」是傳承中國茶道的療癒美學 ，一杯慈悲自己；一杯為善待眾生的正念茶。

此次盛會同時舉辦禮親奉茶，強調孝親 、人倫的回歸， 藉以重拾華夏文化瑰寶與孝

道精神。 

 

台灣有 150 餘年的飲茶文化，透過茶藝、茶文化的推廣，不僅建構我國茶產業之新價

值鏈，也提升了台灣茶產業的附加價值，此次活動不僅匯聚茶道喜好者一同切磋交

流，也帶動台灣茶文化的提升。 

 

第二屆月映盃全國泡茶競賽暨禮親茶會得獎名單如下： 

雙杯組：第一名張月峨、第二名翁傳奇、第三名吳秀琴 

茶碗組：第一名邱展裕、第二名謝蒂涵、第三名許春寶 

提樑組：第一名孫菁鴻、第二名官碧珠、第三名晁代莉 

蓋杯組：第一名薛俊朋、第二名梅章成、第三名蔡麗美 

小壺組：第一名蔡麗秀、第二名吳梅蘭、第三名盧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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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來源：南華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76877.aspx 

 

 

 

 

 

 訪談摘錄 

問題架

構 

題

序 

訪談問題 

 1 一茶文化也是創意產業之一，您個人認為呢？ 

 

是的，茶文化也是創意產業，從傳統出發，結合茶藝，茶文化，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7687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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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歷史，以茶為中心，和音樂陶藝 服飾 花道 香道等表演的結

合，融入禮儀，是茶的綜合表現，讓茶文化更上層樓 

 

 2 二對日本是茶道，韓國是茶禮，中國是茶藝•，台灣是茶文化的說

法您的看法？ 

日本茶道 ： 和 敬 清 寂 ，從佛教出發，禪茶一味，韓國茶禮：

從儒家精神出發，注重禮儀，中國茶藝，講究茶的品茶藝術，如 插

花 字畫，香道 古樂，台灣茶文化：是茶產業和茶文化創意結合，

是產學合一，以茶道美學為核心，涵蓋傳統和創新 

 3 三對禮親奉茶，結合孝道與茶道美學的禮親茶道，您個人認為對

茶文化的傳承具有何種影響？ 

戴羽貞老師創辦的禮親茶道，完美的結合了中華文化禮儀孝道和

茶道美學，戴老師提倡喝乾淨的茶，海納百川尊其所異敬其所同，

在茶道中以茶壺為主體，不跨壺，靜默，茶席美學以及在奉茶時

對天 地 人 親等的恭敬感恩之心，深入偏鄉學校傳播禮親茶道思

想，從小培養愛和感恩的種子，因此禮親茶道的推廣對中華文 

化的傳承，社會風氣以及茶的產業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4 四禮親奉茶活動針對的對象涵蓋幼童與成人，您是否認為兩者同

等重要 

是的，同等重要，因為幼童是未來的希望，潛移默化下從小培養

他們感恩孝順的心以及對茶道美學，而 成人在東方文化下比較內

斂，通過禮親茶道把愛和感恩說出來，所以說涵蓋幼童和成人同

樣重要 

 

 5 五題，您認為茶碗泡法所呈現的茶道美學有何看法？ 

 

茶碗泡法是融合了宋代點茶法與明朝散茶法的一種茶道泡茶方

式，注入熱水投入適當茶葉，可以欣賞茶葉在茶碗之中的舒展，

心態要靜，分茶手不抖 手平穩，出湯行雲流水，觀茶水比例，茶

葉沒有繁複處理，味道純然，茶碗泡有清麗 灑脫 豪邁之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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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第六題，將書法瀚墨融入茶道中，您的看法呢？ 

 

書法翰墨是茶道四藝之一，兩者之間都有共同審美趣味和藝術特

性，書法注重內在生命感，從樸實中表現出韻味，要以靜寂的心

態進行創作，和茶道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在茶道之中相得益彰 

 

 7 七茶席中的文人調插花小品，您有何看法？ 

作為茶道四藝之一，插花生茶喜美學之中有重要的畫龍點睛作

用，在插花小品的形式和內涵上傾注作者的思想，品味，品德以

及寓意表現，賞心悅目，和茶席理念相互唱和完美呈現， 

 8 第八題茶藝比賽所使用的茶器，能使陶藝家作品能見度提高，您

的看法如何？ 

的確如此！在重大的茶道比賽之中使用陶藝家的作品，無論是在

茶席觀摩還是茶器介紹，茶席展示時都能使該陶藝家作品能見度

大增，同時知名的陶藝家作品也會為比賽選手加分，如果選擇正

確陶藝家作品對茶湯的表現也很有幫助！對茶席美學也是錦上添

花！ 

備註  訪談八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