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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茶诗意境在茶室家具及空间中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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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白居易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引茶入诗的诗人，其茶诗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意境，探

索白居易茶诗意境，挖掘出其文化内涵和背后的营境规律，是对现代茶室家具及其空间设计的一种新思

路探究。方法 将白居易茶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茶诗形成的条件和特点，将具体茶诗意象分析总结探

寻规律，得到茶诗意境组合方式为 3 种，分别是“形容词+名词”、“动词+名词”和“名词+名词”的组

合方式。在此基础上结合茶诗中的色彩，形成设计方法，最后进行茶室家具和空间的设计实践。结论 茶

诗是茶文化的精髓，白居易茶诗数量众多，可作为研究茶文化的样本，也有益于探究寻找茶诗意境规律。

将白居易茶诗意境运用到茶家具及空间设计中，是对茶文化的探索，也是茶家具及空间设计回归传统文

化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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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Ju-yi Tea Poetry and Design on Tearoom 

LIN Qiu-li, GUO Qio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Bai Ju-yi was the first poet in the Tang Dynasty to introduce tea into many poems. His tea poem contain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beautiful artistic conception. Exploring the tea poetic mood of Bai Ju-yi and discovering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he rules of the environment behind it is a new design approach of modern tearooms' furniture 

and space. With Bai Juyi's tea poetr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from the poet's point of view, the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ea poet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 poetry as well as its rule were analyzed. The specific tea poetic imagery was 

analyzed and summed up to obtain three poetic combination approaches which were "adjective and noun", "verb and 

noun", "noun and nou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colors of tea poetry to form th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is, the tea 

room furniture and space were designed. Tea poetry is the essence of tea culture. Bai Ju-yi's tea poetry in a large number 

can be used to study tea culture, and it is also benefit to explor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ea poetry. Using Bai Ju-yi tea's 

poetic conception in tea furniture and space design is an exploration of tea culture and an attempt to return to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ea furniture and space design. 

KEY WORDS: Bai Ju-yi tea poetry; furniture design; tea room furniture; cre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茶诗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唐代是茶

文化的形成时期，陆羽的《茶经》是茶文化的形成标

志[2]，同时唐代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3]。爱好作

诗的唐代文人在品茶过程中不仅享受茶带来的乐趣

和惬意，而且将其引入诗句中，成为吟诵的对象。唐

代的白居易是第一个大量引茶入诗的诗人，一生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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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多首，其中与茶相关的诗有 64 首[4]。白居易茶

诗语言浅显易懂、内容丰富，用近似白描的手法描绘

了一幅幅优美的意境，有回味无穷的魅力。 

唐代僧人皎然在《诗式》中明确提出“意境”的

概念。他认为“境”是“虚实难明”的，时而实，时

而虚，有时是虚实结合，包括物境、心境和意境 3 种。

意境是物境和心境的结合，既包括可见景象又包括内

心的感受[5]。研究白居易意境茶诗，剖析背后的茶文

化，并提取相关的意象元素和有机组合方式运用到茶

家具和空间设计中，是对茶文化的一种探究运用。 

1  白居易与茶诗 

1.1  白居易生平简介 

白居易，字号别茶人，出生于乱世中的中小官僚

家庭，一生波折，是一个“中隐隐于朝”的士大夫[6]。

人为地将其人生分为 3 条线，一是事业线，二是感情

线，三是茶缘线。在事业上，白居易从 28 岁至 75 岁

间均为官，少年识贫困，胸怀天下，为臣上疏直谏，

为官心系百姓，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感情上，

白居易一生只恋邻家女子湘灵，碍于母亲门户观念遗

憾分手，“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白居

易，《寄湘灵》），37 岁娶亲，并于盛年时豢养过一批

家姬，酗酒寻乐；茶伴随着诗人一生，并贯穿于每天，

如“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和“夜茶一两杓，秋

吟三数声”等，更重要的是茶能激发诗人的文思、加

强自我修养和结交好友，增添了许多人生乐趣。 

由此可知，白居易一生与“仕”息息相关，有一

定的经济基础和来源；少年识贫困，青年伤别离，情

感坎坷细腻；与茶朝夕相伴，并找到喝茶的乐趣。丰

富的人生经历、殷实的经济、细腻的情感和对饮茶的

喜爱奠定了白居易茶诗的物质基础和创作基础。 

1.2  白居易茶诗特点 

白居易是一个高产诗人，一生作诗 3000 多首，

其中与茶有关的诗 64 首。本文中的茶诗指与茶相关

的诗，包括以茶为主题和涉及到茶的诗，以意境优美

和主题积极向上者为研究对象。白居易诗歌的整体特

点是平易通俗，常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去表达主旨

思想，茶诗就是其中的一种，通过将日常饮用的茶引

入到诗文中，表达内心的情绪或者壮志。 

白居易茶诗跨度时间长。从“夜火焙茶香”（《题

施山人野居》，贞元 16 年至贞元 17 年间）到“尽日

一餐茶两碗”（《闲眠》，会昌五年），是诗人 28 岁至

74 岁的年龄，也是诗人中进士到晚年的时间段，说

明自诗人走上仕途至老年期间一直有茶相伴，见证了

这一时期茶及茶文化的发展。通过对不同时间段白居

易茶诗的剖析，可以挖掘茶叶、茶具、茶艺、茶活动

等相关变化，对茶家具、空间的设计和当代茶文化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白居易茶诗内容丰富，用白描的手法勾画出优美

的意境。白居易茶诗主要包括茶具、茶艺活动、茶功

效和茶叶经济等内容，如“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

梁买茶去”（《琵琶行》）是对当时茶叶贸易状况的描

写；同时也用茶折射了一些人情世故，如“残茶冷酒

愁杀人”（《送张山人归嵩阳》）；爱茶的白居易甚至开

了一个自己的茶园，“斫壑开茶园”（《香炉峰下新置

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药圃茶园为产业”（《重

题》（其二））。在众多茶诗中，不乏有意境优美者，

如“碧簟绛纱帐，夜凉风景清。病闻和药气，渴听碾

茶声。露竹偷灯影，烟松护月明。何言千里隔，秋思

一时生”（《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描绘了一幅这样

的画面：在微凉的夜晚，红色的帐纱罩着碧绿的竹席，

两相辉映。诗人躺在床上，闻着浓郁的药味儿，此刻

非常想要听到碾茶的声音。窗外沾着露水的翠竹上闪

着点点灯光，朦胧中青松拥护皎皎明月，内心涌起了

无限的思念。诗人仅用白描的手法便勾勒出一幅幅优

美的画面，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2  白居易茶诗意境探究 

意境包括物境和心境，物境是这两者的基础，因

为此物构成此景才能产此情，所以两者才能结合起来

产生美妙的意境。对白居易茶诗意境的运用，首先需

要对诗中所出现的意象进行提炼归纳，接着探索总结

出常用意象的有机组合，再结合意境中的色彩搭配来

运用。 

2.1  白居易茶诗意象 

白居易茶诗意象主要由 3 部分组成，包括茶意

象、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白居易茶诗中常出现的茶

意象有“茶”、“茗”、“紫笋”、“绿昌明”、“白芽”等，

字里行间飘荡着一种茶香之美。茶的香味能给人一种

生理上的刺激乃至精神上的愉悦[7]，虽过千年，茶香

的神韵依然留在诗中。自然意象来源于诗人对自然的

观察，如青松、翠竹、溪流、鹤、蝉等，生动活泼、

充满生机；人文意象指具有高雅情调的文人用品或生

活用品，如灯、烛、药、书、琴等，与茶高洁清逸的

品格相匹配。本文在白居易 64 首茶诗中筛选了 18 首

意境较优美的茶诗作为研究对象，将白居易茶诗中的

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归纳总结为以下两点。 

自然意象。白居易茶诗中的自然意象包括动物、

植物、山川、河流、日、月和自然气象等。其中常用

的动物意象有游鱼、蝉、鹤、麋鹿、猿猴及各种飞禽

等，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游鱼和鹤，均为 3 次；植物意

象有竹、花、松、青苔、树枝、蔓萝、柳树等，运用

最多的是竹、花、松，使用次数分别是 9 次、8 次和

6 次；山川河流意象里有池、小溪、飞泉和各种山峰，

其中池出现 8 次，山峰出现 5 次。日月、云雾、春风、

白雪等自然意象的使用对环境氛围的烘托有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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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如在《新居早春二首》“铺沙盖苔面，扫雪拥

松根”一句中，“拥着松根”的“雪”渲染的是静谧

自然的氛围。 

人文意象。人文意象包括日用品、建筑、交通工

具和文人用品等，是人造植物。日用品包括衣食住行

所用之物，如裘衣、粥饭、榻和木屐等，运用比较多

的有竹席，出现了 3 次；建筑主要是亭台楼阁、房廊

窗洞等，其中屋檐是高频意象，出现次数为 3 次；出

现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各种用途的船，如钓舟、画舸、

往来舟和小舟；文人用品是白居易茶诗中常用的意

象，如灯、琴棋书画、诗和酒等，酒出现次数为 7 次，

印证了诗人“爱酒不嫌茶”，酒能醉人，茶能醒神， 
 

白居易在两者间的切换是其情绪的一种需求和切换。 

2.2  白居易茶诗意象形成意境的组合方式 

茶诗意象的有机组合形成了优美的茶诗意境。白

居易茶诗意象分为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两者并不是

独立分开的，会根据诗句意境的需求和诗人情感的需

求进行有机组合，如“烟松”、“檐冰”等，将烘托氛

围的自然气象与自然意象或人文意象相结合，两者勾

勒了新的画面，“被烟雾缭绕的青松”和“悬挂着寒

冰的屋檐”，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美的意境，引起

人的遐思。通过对其组合方式的探究，将其总结为以

下 3 点，白居易茶诗意象组合方式见表 1。 

表 1  白居易茶诗意象组合方式 
Tab.1 Team poetry image combination of Bai Ju-yi 

 形容词+名词 动词+名词 名词+名词 

自然意象 软沙、明月、清泉、千径竹、白石、

清流、白莲、青松、碧水、寒雨、 

碧流、幽屿、千花、冷泉、树枝繁、

绿阴树 

游鱼、穿篱笋、落水花、

栖树鸦、栖鹤、飞落泉、

浴鹤 

露竹、烟松、野麋、林鹤、花塘、野猿、

山鸟、一树花、云壑、谷鸟、洞花、篱菊、

湖山、橘林、邻舍柳、夹城花、窗风、 

烟霞、水月、风花、烟岭 

人文意象 轻屐、深炉、静巷、深炉、白瓷瓯 钓舟、往来舟 檐冰、厨烟、檐雨、药灶、绳床、红炉炭

 
形容词+名词的组合方式。这种方式的关键词是

后面的名词意象，形容词描绘了所修饰意象的质感、

明暗、颜色、温度、数量等状态，无形中对意象进行

了勾勒描绘，给读者内心带来了某种情绪感受。 

动词+名词的组合方式。动词是后面修饰的意象

行为动作的限定，但不具体到某种具象动作，留下的

是遐想空间，此类组合方式使画面充满了动感和生趣。 

名词+名词的组合方式。此种组合方式范围比前

两者都大，形成的意境美也非常浓厚。通过用与意象

相关的其他意象进行修饰，除了有前两者的效果，还

隐约地描绘了所处的空间氛围，画面感更强，增强了

意境美。 

2.3  白居易茶诗色彩 

色彩是空间设计中重要的元素，对环境氛围的烘

托、人的心理感受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的色彩可以

传递出不同的情感与意境[8]。通过上述对白居易茶诗

意象的探究，可以总结归纳出在自然意象中常用的有

竹、花、池、山、松、鱼等，人文意象有亭台楼阁、

琴棋书画诗、酒、竹席和屋檐等。这些意象的有机组

合形成了优美的意境，其中展现的色彩也是缤纷多

彩、丰富高雅的。 

以《春末夏初闲游江郭二首》为例，诗人穿着原

木色的木屐鞋踩在浅棕色的细沙上，停靠在湓水边观

赏着墨绿色的游鱼。接着到了杨侍郎家，看从墙外伸

进来的翠绿色的竹子，底下还有刚从地底迸出的绿色

竹笋。一阵风吹来，朵朵粉色的藤花飘落到水中，煞

是可爱。久雨初晴后，棕色的钓鱼小船仍然系在岸边，

微风将远处酒家的明黄色酒旗吹得微斜。美景之中吃

着新鲜的青菱角，品着嫩白的茗芽茶，惬意享受。时

间过得飞快，转眼树上已栖满黑色的乌鸦。原木色、

浅棕色、墨绿色、翠绿色、粉色、棕色、明黄色、黑

色等颜色虽然没有出现在诗中，但是诗人通过意象勾

画了画面，让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想象空间，都有自

己的调色盘。 

3  白居易茶诗意境在茶室家具及空间设计

中的应用 

茶室家具是由茶文化发展孕育出来的[9]，是茶文

化的承载体之一，而白居易茶诗是茶文化中的抽象表

现之一[10]，两者的结合相辅相成。通过选取白居易茶

诗中常用的意象作为形态载体、材质等设计元素，借

鉴其色彩组合，并学习其运用意象营造意境的方法等

步骤，将抽象的茶诗意境美和文化体现在茶室家具和

空间中。 

3.1  茶室家具设计实践 

茶室座椅及其配色见图 1，设计来源于竹意象和

山脉意象，意为“竹山”。采用名词+名词的意象组合

形式营造意境，以竹子作为造型原型，保留竹节特色，

椅背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寓意连绵不绝。色彩搭配上

保留竹子原有的色彩，采用春末夏初嫩绿竹青的颜色

作为主色调，搭配原木色竹节和靠背内壁，增强温暖

感，坐垫采用较为舒适的青灰色亚麻，以平衡过多的

暖色调，增添宁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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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茶室座椅及其配色 
Fig.1 Tearoom chair and its color 

 

茶室桌子及其配色见图 2，设计来源是竹意象和

钓舟意象，是人文意象的运用。桌面板造型借鉴钓舟

外形，两头向上翘起，纤细的竹条层叠成围栏状，既

美观又能增加桌腿的牢固性。色彩上以青翠绿色为

主，加上淡雅的原木色，与座椅色彩相呼应，茶室座

椅搭配见图 3。 
 

 
 

图 2 茶室桌子及其配色 
Fig.2 Tearoom table and its color 

 

 
 

图 3 茶室桌椅搭配 
Fig.3 Tearoom furniture 

 

3.2  茶室空间设计实践 

传统文人通过品茗来修身悟道[11]，此种生活方式

是现代人十分追求和享受的。通过将白居易茶诗意境

引入到茶室空间设计中，既能挖掘茶诗中蕴涵的文化

内涵，又能营造茶室空间的诗意氛围，给现代人以精

神享受。 

本次案例以白居易茶诗《春末夏初闲游江郭二

首》中的诗句“闲出乘轻屐，徐行蹋软沙。观鱼傍湓

浦，看竹入杨家”作为方案空间的设计来源，对于白

居易茶诗意境在空间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陈设设计、地

面设计和灯光设计等方面，主题是“春末夏初”。以

洁白柔软的沙子作为茶室地面，水滴状的白沙给人平

静湖面的感觉，选取“游鱼”意象作为地面陈设品和

灯光投影，前者与白沙的组合如同平静湖面跃起了飞

鱼，自然意象的山石是其装饰的背景；后者灯光投影

主要运用于夜间的茶室空间，增添灵动感和趣味性，

“游鱼”装饰见图 4，“游鱼”投影见图 5；其次，通

过设计圆形的窗户，运用借景的方法，将窗外的竹通

过自然光影引入室内，表达了“竹入家”的概念。主

体陈设是茶室家具，以竹为原材料，结合茶诗的意象

及其组合方式进行设计探索，整体空间氛围呈现见图

6，简洁明了，大方自然。 
 

 
 

图 4 “游鱼”装饰 
Fig.4 "Fish" decorative figure 

 

 
 

图 5 “游鱼”投影 
Fig.5 "Fish" projection 

 

 
 

图 6  整体空间氛围呈现 
Fig.6 Overall tearoom space 

 

4  结语 

白居易茶诗蕴涵着丰富的茶文化和内涵，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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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诗意境优美，或是写景，或是抒怀，其中蕴涵的中

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是在闲中返隐并取乐[12]。

在日渐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休闲、归隐、取乐渐渐成

为一种向往的生活和趋势，茶诗中描绘的生活状态和

体现的精神也是很多人所追求的。探索白居易茶诗意

象和意境营造方式，有助于了解茶诗美的元素及形成

方式。在此基础上，将其与现代茶室家具空间设计相

结合，既能进一步感受茶诗文化的美，又能给现代茶

室家具和空间设计一种新方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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