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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元曲同属于;国的传统文化瑰宝，是;国诗歌历程;的
顶峰，其;，元曲是是元代文化的精髓，也是研究元代茶文化的重要资
料。另外，元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能够从元曲;得到反映，想
要研究元代茶事生活以及元代文化，从元曲入手，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1 元代茶曲的创作特点与作者倾向

1.1 少数民族作家参与茶文化创作
蒙古族进军;原以后，在;原建立元朝时，与其他民族进行了关于

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历史背景的交流，同时融入本国特有的蒙古族文
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十分活跃且宽松的思想方式。为了研究这种宽松思

想的养成，;国的许多学者煞费苦心，从当时人们生活的环境研究到当
时人们的思想意识，通过不断的讨论、分析、总结，从而判断这种宽松思
想的优势。由于当时环境的允许，此时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作品，比较具
有代表性的有奚海的《元杂剧论》，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等。由于
不受时间、地点、年龄、资历的限制，此时;国涌现出一大批女作家。
民族文化的交流势必对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有所冲击，此时的众多

;原文化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为了保持文化的统一，从而涌现出了大
批的元曲方面创作的人才。周卿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她善于观察周围
的事物，利用身边的事物作为素材的原料，从而完成关于文学的创作。同
时，还有庆州的李齐贤，他甚至记载了关于西域文化的文章，从而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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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前茶曲在传承发展过程;的空间缺失，就加大了传统戏曲的传
承发展压力。最后，茶曲艺术在传承过程;，过于单一，缺乏完善的融合
载体。虽然茶曲是一种优秀的艺术形式，但是在当前整个时代;，茶曲
想要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通过融合其他艺术形式，通过互相融合、相
互借鉴，在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同时，实现茶曲艺术的传承发展。而客观
的讲，拥有茶曲资源的地区多为茶叶山区，其相对而言，缺乏传承发展
的实力和难度。因此对于茶曲艺术来说，想要实现其传承发展目标，就
需要选择与其相近的艺术形式，通过互相融合，必然能够有效传播茶曲
艺术。

3 传统戏曲与茶曲的具体结合思路阐述

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化理念融合不断深化，各种艺术之间需要走
内容上的融合、形势上的创新这一发展道路。如果能够将传统戏曲与茶
曲相结合，势必能够丰富整个表演活动的元素与情感。而对于戏曲来
说，当前也缺乏传承空间和载体，同时茶曲在传承发展过程;，既缺乏
创新活力，同时也缺乏传承主体。因此，探究两者融合思路，价值突出。

而想要将传统戏曲与茶曲体系化结合，需要做到：首先，研究能够
集;反映传统戏曲和茶曲特点的曲目内容，或者是对传统经典曲目进
行改造，或者结合当前时代发展特点及文化内容，进行创造，确保整个
文化融合传承具有相应载体及内涵。而曲目之间的体系化融合，正是两
种艺术体系化传承的基础和关键。要适当加大对两种艺术融合发展元
素融入的投入、研究力度，确保两者融合创新发展动力。

其次，适当引入市场元素，确保整个传统戏曲与茶曲融合具备完善
的市场发展途径和空间。市场是推动两种艺术发展及融合的前提和关
键。当前传统戏曲和茶曲面临发展压力的关键就是缺乏完善的市场元
素。市场元素的融入，将为整个传统戏曲和茶曲传承发展提供持久动
力，同时也大大增加其市场空间。此外，推入市场，也是整个传统戏曲和
茶曲面临市场挑选的客观要求。当然随着当前各种新媒体传播迅猛发
展，要结合各种新媒体技术的体系化应用，全面提升传统戏曲的影响力

和市场知名度。
最后，必须理性对待传统戏曲与茶曲之间的体系化融合。两者在融

合过程;，要通过学习和借鉴其他音乐艺术，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独立特
色的戏曲艺术。此外，需要对传统戏曲的表达方法进行改革，结合当前
人们的观赏要求，需要对传统戏曲的唱腔、以及一些艺术表达的方法进
行优化。通过对表达细节和内容上的优化发展，从而实现其整体传播效
果。而在对两者进行现代化改造过程;，不仅要注重现代元素的融入，
同时也要注重对其传统本质的体系化保留。

4 结语

随着当前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加上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快，如今
人们在生活水平实现实质性提升的同时，也对精神文化有了更高期待。
所以传统戏曲想要发展，就需要寻找与其相接近的艺术资源，通过互相
融合，从而实现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在当前整个时代发展过程;，作
为时代主体的青年人，其更喜欢的是流行歌曲等，传统的戏曲艺术很少
具有发展前景。通过将传统戏曲与茶曲艺术相结合，不仅能够丰富两种
艺术的传播形式，同时也更能满足传承发展客观要求，从根本上实现对
传统文化的体系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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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研究提供帮助。还有许多作家并没有留下名字，以至于没有好的
文学作品可供后人阅读欣赏。
与此同时，将茶文化与元曲作品相结合，也为我国的文学作品提供

了素材。通过对茶事的描写，使得众多的文学作品得到升华。茶是我国比
较典型的饮品，随着人们的重视，茶文化被更多人所了解。西域人;的茶
用“冯魁”表示，这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关。文学作品;所涉及的茶文化
历史依据作家的喜好而定，在这些众多的作品;，比较完整的被保存下
来难得可贵，通过品读他们的文章，从而对茶文化有所了解，他们做出的
贡献不可磨灭。
1.2 元代茶曲的创作倾向
时间的流逝注定了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而不同朝代所具有的经济

和历史情况都各有差异。唐代文人身处盛世，此时的和平生活铸就了文
人雅士的生活。大量的文学作品就此涌现。由于生活的安逸使得他们可
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写作，自信与自豪的情绪在文章;都有所体现。比
较著名的历史人物是李白。正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之后，唐朝不再繁
华，社会动荡不安，这对我国的文学史也是一次不小的冲击。直至到了宋
朝，人们的生活才趋于稳定，这才有了精力进行创作。同时由于外患的严
重，文人的创作风格走向了多样化。这种对文学既憧憬又逃避的矛盾心
理，促使了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元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渴望安稳的生
活，自然就少了关于文学方面的追求。还有，蒙古族的出现，更是让仅有
的文化遭到冲击，这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以及茶曲创作十分不利。

2 元代茶曲反映的茶事物质形态

唐代，是我国茶文化兴起的重要时期，在当时，饮茶是人们生活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而到了宋代，茶文化发展达到了顶峰。因此，有大量的唐
宋文学作品以及曲艺作品都是以茶事为内容的，吴自牧的作品《梦梁录》
;就有这样的句子：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茶米油盐酱醋茶。这说明茶
叶，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就如同茶米油盐一样不可或缺，已经普及到了
寻常百姓家。每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成就每个时代的茶风，由于作为统治
民族的蒙古族主导着整个帝国，且奶酪和肉类是这个民族的特色，此民
族渐渐发现饮茶助消化的好处，饮茶可使人们走向健康之路，所以此时
期的人们比较重视茶叶生产。由于此时的游牧民族相对较多，其民族特
色致使茶文化传入;原，又由于;外交通便利、往来贸易频繁，使得茶文
化多姿多彩。虽然元代比较遵循传统的工艺和方法来生产茶、制作茶，但
是元代的茶文化在饮茶方式和文化内容方面却别具一格。
2.1 以制作方法识别的茶
宋代的团饼茶比较著名，由于其工艺的独特，受到了众多茶爱好者

的追捧。不同时期对于茶的制作方法多有不同，福建建安转运使起初制
作了凤团，而后又出现了龙团。制作方式十分有趣，就是将茶研成粉末，
之后制成饼状，在上面刻上龙或者凤的图样，使其成为一种艺术品。观赏
的同时，还可以饮用，这才是受到人们追捧的真正理由。由于制作工艺复
杂，这种形式的茶售价也更为昂贵。可是这种茶的出现，着实让人们对茶
产生了喜爱之情。这种茶也曾一度被称为“天下第一茶”。团茶经过时代
的变迁，形式和被喜爱程度也都有了变化，茶经过了众多方式工艺制作
以后，逐渐变得简单化。而最早出现的贡茶，也都以团状、饼状为主。后
来，人们喜欢的除了末茶，还有各种形状的叶茶，随着生活的需要，茶的
存在形式也都发生了变化。
2.2 以产地命名的茶
;国是一个产茶大国，不同地域由于土质不同，所种植的茶树种类

也都不相同。地形的高低、土层的结构使得茶农需要有选择的种植茶树。
茶的名字都会以当地的地名为主，方便记忆的同时也更能体现独具特点
的茶文化。比如，四川蒙山就是种茶宝地，这里的茶就被称作“蒙山茶”。
由于此种茶被种植在山顶上，接受更多日光照射，吸纳山;灵气，从而形
成独具特点的茶叶品种。茶叶多成宽卷状，色泽翠绿、叶大肉肥、香气扑
鼻的同时，更带有一丝纯淡的气味，种种原因，使得这种茶被人们所喜
爱。蒙山茶由于种植地点特殊，所以被当地人所喜爱的同时，也更为珍
惜。与此同时，双井茶也十分出名，同样是以茶叶产地命名，双井茶由于
是一种贡品茶，人们对这种茶的追捧程度更加强烈。这种茶形状像是凤

爪，茶叶的颜色碧绿，整体在阳光下显得通透，煮出来更是十里飘香。古
人喜欢喝茶的不在少数，尤其是文人雅士，更是喜欢将喜爱的茶赠送给
朋友。这种以茶会友以茶赠友的形式在古代十分流行。古代文人爱茶，有
的甚至自己种茶邀友人品尝，品茶的同时附上诗词更是文人最为喜欢的
事。比如：双井先春采茶，孤山带月锄花。还有：老梅盘鹤膝，新柳舞蛮腰，
嫩茶舒凤爪。这些优美的诗句，无不赞赏着茶的美味。茶自从被人们发现
以后，就深受人们喜欢。茶农深知茶的好处，提神醒脑是茶的主要功效。
在业余时间，举办茶会，将众多品种的名茶聚集到一起进行比对，为我国
建立良好的茶文化奠定基础。茶的功效有很多，有些地方的茶农十分重
视喝茶这件事，可以一日无饭食，但是不可以没有茶水。茶同样有治病的
功效，现代人喝茶还可以清理茶道，提神调气。茶水独有的清香胜过任何
一种饮品。同时，茶让水更加绵柔，入口即化的感觉让人更加享受生活的
美好。
2.3 以色形命名的茶
茶叶种植地点的不同，接受阳光照射的程度也就不同。由于不同地

域的区别，茶从生长到成熟的过程;，经历了雨水的洗礼和阳光的炙烤，
使得叶子的颜色有了明显的变化。众多名茶进行分类时，多以叶色、叶
形、叶子的饱满程度以及外观为主。能够成为贡茶的品种茶，需要具有独
有的高贵形状，比如紫笋茶。这在《顾诸紫笋》;就有记载：“一枪旗紫笋
灵芽，摘得和烟和雨。”茶叶的颜色成了评判好坏的主要依据。由于不同
人的口味有别，所以，有些茶在长到一半，也就是还是嫩茶时，就被人们
采摘下来进行饮用，这不是茶的浪费，而是寻求一种全新的味道。饮茶是
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因为茶叶经过沸水煮开以后，会产生多种人体
所需的营养元素，这就使得喝茶成了人们养生的一种方式。同时，茶芽越
嫩，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就越多，茶的形状也直接决定茶的质量。有些茶叶
形状像笋，由于叶子硕大、子叶饱满，所以，人们在进行采摘时都会格外
小心。有些茶叶向内翻卷，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叶子的大小，只
有经过煮沸以后，叶子才得以舒展。
茶的出现使得;国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不同国家对于茶的

喜爱程度也都各有不同。;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茶的出口量连年
上涨，不同国家意识到茶的好处以后，纷纷大量采购不同种类的茶叶，这
对我国发展经济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英国更是发展出了自己的饮茶文
化，专门设立的下午茶时间，让更多的人们享受品茶休闲这美好的时光。
茶，是一种消遣的饮品，从被人们发现到如今的盛行，茶可谓是经历了一
段悠久的历史。茶具的出现让品茶提高了一个层次，而舞茶等茶艺表演
更让人们感受到;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采茶形成的采茶舞更是一
绝。茶经过时代的洗礼，已经成为了;国的象征，作为一个发展;国家，
能够将一种产品做成一种文化，可以称的上是一种成功。不断发扬和继
承我国优秀的茶文化，是每一位;国公民应尽的责任。

结束语

元代的茶曲创作以及茶事生活十分丰富、生动，是;国茶文化发展
历程;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元代的茶曲创作以及茶事生活，
对;国茶文化的发展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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