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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茶风是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其中所诠释的独特理念
也成为当前我们在具体开展茶室设计活动时，所值得融入的重要文化元
素。尤其是就当代茶室设计活动的整体开展来说，使用明清江南茶风，其
将在优化设计风格的同时，深化设计理念和思维，提升设计品质。
1 当代茶室设计活动中所存在的问题不足分析

从当代茶室设计活动的具体实施状况看，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不足，
比如缺乏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经营理念，同时在当前现代茶室设计活动
中，为了凸显商业精神和娱乐思维，进而忽略了必要的艺术思维，所以对
于当前茶室的艺术设计活动开展来说，选择合适的文化元素和艺术内容
融入其中，就至关重要。

此外，还有部分茶室设计活动开展时，其为了提升消费者群体的档
次和消费水平，整个设计风格中，追求“奢华”，这与茶室的茶文化精神理
念之间也存在本质性差异，所以，在当代茶室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亟待
创新。

茶室作为一项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专门场所，其中所具体承载的是
以茶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思维。我国传统文化是由文人所创造的
共同文化认知，就茶室而言，无论是茶室自身的功能布局，或者是具体的
设计要求，甚至是关于茶室的补充元素等，客观的看，都是当前茶室设计
时，所需要充分坚持融入和集中表达的重要元素内容。

在当前室内设计理念更加丰富与全面的今天，更多依赖西方设计思
维，忽略了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究合适的元素，因此，多数茶室中，既未
能对传统文化进行真正融入，同时也未能凸显合理的中国元素，事实上，
只有茶室的设计风格与茶文化理念之间形成深度融合，才能实现当代茶
室自身的情感表达和价值传递。
2 明清江南茶风的具体内涵认知

不同时期的茶文化都有着自身的特色，这是因为茶文化本身的包容
属性和时代特性，决定了每个时期的茶文化都不会脱离其时代环境，当
然我国茶文化的多样化特色也决定了各个地区的茶文化有着本质性差
异。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此时恰恰也是我国茶文化发
展诠释的最后“高峰期”，尤其是对于江南地区来说，这里作为明清最为
富庶和极其繁华的区域，其中所诠释的大众生活极其丰富，这为茶文化
的传播和品质化提升产生了深层次影响。

江南是一种地理区位性名词，其通常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这里不仅
是我国最繁华的地区，同样也是茶文化发展传播的形成地区，我国名茶
基本都在江南区域，当然在江南区域的大众生活习惯中，其对茶和茶文
化的热爱和认可，也超过了其他地区大众的具体认知。
3 当代茶室设计活动的整体诉求

茶室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独特饮茶功能的“专门性”场所，其中所展现
和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具体的饮茶诉求，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功能属性，
客观上对当代茶室设计活动的具体实施，提出了极高要求，无论是设计
理念的综合融入，还是人文元素的合理表达，就至关重要。

在当前茶室设计活动实施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整个设计活动细节内
容进行综合把握和合理处理，无论是茶室自身的设计风格诠释与表达，
还是具体的设计元素，都不能脱离茶室自身的定位。

在茶室设计活动具体实施中，也必须对当前社会大众的综合诉求进
行必要认识和了解，在选择合适元素丰富茶室设计内涵时，不能盲目“叠
加”，要立足茶室设计活动的整体诉求下，充分发挥明清江南文化融入的
整体诉求，结合茶室中多样元素的整体融入，从而实现整个茶室设计体
系与美学内涵的深度融入。
4 明清江南茶风对当代茶室设计文化的具体影响

明清时期是我国茶文化体系的鼎盛时期，正是茶叶生产水平的全面
提升，以及茶叶生产技术的全面优化，在该时期，无论是具体的茶叶生
产，还是具体的饮茶方式等等，都实现了全新变化。当然，社会大众自身
的生活习惯中，对整个饮茶活动的推崇和认知，更是达到了全新高度。明
清时期的茶文化实现了深度发展，尤其是明清江南地区茶文化中，更是
实现了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色彩，乃至茶馆艺术的广泛普及。

从明清江南茶风看，其饮茶方式也实现了艺术化诠释与表达，明代
散茶饮茶方式的出现，这也使得整个冲饮过程更具有观赏性和艺术内

涵，特别是明朝时期，大众饮茶理念出现了新变化，人们甚至开始对美，
有了新的追求和认知，无论是饮茶活动的艺术美学，还是其对饮茶环境
的美学追求，都是一种精神氛围的诠释与表达。江南地区的美学氛围极
为浓厚，大众的生活诉求也偏向于“清雅”的氛围。

明清江南茶风中，散茶风气的出现，也使得茶具艺术出现了新的造
型设计和风格表达。特别是在明代茶文化体系中，紫砂艺术的兴起与应
用，也诠释了独特的茶风，以江南宜兴紫砂茶壶为例，其不仅是一种精美
的艺术形式，更是将茶的自然美融入到了具体的设计活动之中。当然，在
明清江南茶风中，更有特殊性的则是茶馆的广泛普及，尤其是在清代，茶
馆正是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江南一带的乡镇就有着广泛的茶馆分布。
这就对当前茶室设计活动开展提供了重要影响。
5 融入明清江南茶风开展当代茶室设计活动的具体思路

明清江南茶风，不仅是一种独特的饮茶风气，更重要的是其也是我
国茶文化体系的重要展示与表达。这就对当前我们茶室设计活动的具体
实施提供了重要影响，无论是设计元素的丰富展示，还是对茶室设计活
动中的多样元素应用，其都有着直接推动力。从当前茶室功能多样，以及
整个设计文化交流体系不断融入的时代下，其必须充分注重融入多样化
的元素内容，各种设计内容都能够被融入到当前茶室设计活动的整体应
用之中。

明清时期的江南茶风作为重要的文化元素，其中所具体融入和展现
的，不仅是大众文化的生活认知，也是一种极为成熟的价值内涵和思维
影响力，因此，明清江南茶风的文化诠释，正是当前茶室设计体系创新的
关键切入点，所以，选择合适的元素内容融入茶室之中，至关重要。

明清江南茶风作为一种独特的茶文化元素，其不仅诠释了本地区的
文化元素，同时也形成了层次化的精神内涵。设计艺术在我国整个文化
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特别是设计艺术中的绘画元素、设计风格和构
图艺术等等，都在展现多样化理念，同时也诠释了设计情感。因此，设计
活动中所传递的不仅仅是艺术风格之美，更多的是人文情怀和设计情感
的生动、宣泄。在文化与艺术交融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一切合理的文化艺
术因素，都值得被应用并推广。

明清江南茶风的独特元素，其不仅诠释了茶文化，也是具体的精神
内涵。在当前茶室设计活动中，无论茶室功能，或者是茶室表达的风格和
理念思维，都是对大众饮茶生活的表达阐述。所以，在茶室设计活动实施
过程中，需要坚持明清时期的江南茶风进行深度解析，通过探究合适的
文化素材，比如茶具的应用，乃至茶画等诸多元素融入，实际上都是当前
茶室设计活动中的重要创新。

当然，对于当代茶室设计活动中，其关键在于将传统茶文化体系中
的精神思维和人文理念集中融入到茶室的空间表达之中，所以如何探
寻合适的茶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其不仅是一种文化元素应用，更是一种
设计机制创新。从明清江南茶风中探寻到合适的设计元素和理念，来融
入现实生活之中，从而为茶室功能展现和设计风格诠释表达提供重要
支撑。
6 结语

在当前文化传播机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明清茶风中所具体展现的，
不仅仅是一种时代文化元素，更是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文理念的整体引
导。所以，合理利用明清茶风这一具体的文化元素，其将为当代茶室设计
活动的综合实施注入全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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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茶风对当代茶室设计文化的影响
张 禄

（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在当代茶室设计活动开展时，良好的设计文化所诠释的内涵理念，乃至具体的设计风格都是诠释茶室设计功能及价

值内涵的关键所在。明清江南茶风就是优化茶室设计活动的重要因素。本文拟从当代茶室设计活动中所存在的问题不足分析入

手，结合明清江南茶风的具体内涵认知，通过探究当代茶室设计活动的整体诉求，进而分析明清江南茶风对当代茶室设计文化的

具体影响，并且尝试性提出融入明清江南茶风开展当代茶室设计活动的具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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