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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樂苑體驗茶道

在有樂苑的「弘庵」可以體驗傳統茶道。茶席設在「廣間」（正廳），從這裡可將青苔和

階石相映成趣的幽靜庭園一覽無遺。弘庵的茶席提供簡易的茶道體驗，省略了點茶等部分

特定步驟，而從奉茶與品茶開始。儘管程序略為簡略，但禮儀與正式茶會完全相同。

茶事的具體步驟和簡要說明如下：

入座

參加茶會的客人坐姿通常採用正坐（跪坐），但盤坐或側坐也是被允許的。

工作人員送上盛放傳統日式甜點「和菓子」的小餐盤

與和菓子同時送上的還有被稱作「黑文字」的小木籤。

左手端起盤子，右手用黑文字將和菓子切成一口大小。

甜點是為了平衡即將品嘗的抹茶之苦味，應在上茶前食用完畢。

工作人員將抹茶碗擺到客人面前，鞠躬行禮。客人將雙手指尖接觸膝前地面，鞠躬回禮。

正式茶會上，還應向旁邊尚未接茶的客人鞠躬行禮，為先飲表示歉意。

右手端起茶碗，拇指搭在碗口，其餘四指靠近碗底，將茶碗移置左手掌心。

將茶碗放在與腰齊平的高度，順時針方向轉動 度。

正式茶會上，亭主（主人）布茶時要將茶碗的「正面」（一般指主要裝飾花色所在的一面）

對著客人，以示尊重。為表謙讓，客人不能從「正面」飲茶，因此需要轉動茶碗。

飲茶

這種點茶法稱為「薄茶」，所用茶粉較「濃茶」少。濃茶一般只在提供多道茶飲的正式茶會的

餐後才出現。

飲完茶，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擦拭碗口嘴唇接觸到的部位。

擦拭茶碗是象徵性的清潔動作，由茶客輪流同飲一盞茶的傳統演變而來。



在有樂苑體驗茶道

將茶碗逆時針旋轉，讓「正面」對著自己，然後將其放回地板上。

此時，客人可仔細鑒賞茶碗的器型或花色。由於茶會上使用的茶碗大多價值不菲，因此鑒

賞時應儘量讓茶碗靠近地面。

品完茶後，工作人員會向客人介紹「床之間」（和式壁龕）裡的卷軸書畫和插花作品。

每一件裝飾品都根據季節精心挑選，往往蘊含著亭主希望傳達的情緒或主題。



犬山燒

有樂苑奉茶用的「犬山燒」茶碗已有 多年歷史。 世紀早期，在犬山城城主的推動

下，當地建起窯場，匯集了一群優秀的陶工。犬山燒陶器風格樸素優雅，以成瀨正壽

（ ）設計的「雲錦手」為特色，後者參考了中國明代福建南部漳州一帶生產的

外銷瓷器「吳州赤繪」。此後 年間，犬山燒的風格和工藝經歷了多次演變，然而犬山市

的三家窯場仍然堅守傳統工藝，製作傳統花紋的茶碗、茶杯和花器。

近代犬山燒

犬山市今井地區最早於 世紀中後期開始製作陶器。第一代陶工奧村傳三郎（生卒時

間不詳）在美濃國（今岐阜縣南部）學藝後，回犬山創建了當地首個窯場。他製作的陶器

被稱為「今井燒」，是表面覆蓋光亮的褐色釉料的簡樸日用器皿。今井窯由奧村傳三郎的後

代繼續經營，直至第三代窯主在 年去世後才關閉。

年，一位名為島屋宗九郎（生卒時間不詳）的當地商人想要復興當地的製陶業。

他向犬山城城主成瀨正壽提出請求，獲准在丸山地區開窯。這就是如今「犬山燒」陶器的起

源。

窯場最初 年留下的資料極少，據說 年一位新窯主接手了丸山窯場，而 年，

來自瀨戶和師段味地區出身的陶工將工藝技術帶到了犬山。到 年，當地匠人開始生

產「染付」（青花）和「赤繪」（紅綠花）陶器。

成瀨正壽因此十分高興，於 年增加了對窯場的投資，並要求窯場製作一種名為

「雲錦手」的櫻花楓葉紋陶器，後來它成為了犬山燒最受歡迎、最具代表性的花紋。

隨著新窯場不斷湧現，產品的器型和上色工藝逐步提升，犬山燒的名聲亦越發大振。

然而到了 世紀 年代早期，隨著廢除各藩、建立府縣的「廢藩置縣」改革實施，日本進

入明治時代（ ），犬山燒不得不停產。

現代犬山燒

在停產約 年後，犬山燒重啟生產。 年，犬山陶器會社成立，許多老陶工重返

窯場。 年，濃尾地震讓窯場嚴重毀損，陶器會社雖然隨之解散了，但仍有數名陶工堅

持著犬山燒的製作。 世紀早期，一些窯場為求生存不得不暫時轉向燒製屋瓦。幸而

世紀晚期茶文化再度流行，高品質陶器才重獲關注。

今天，尾關作十郎陶房、後藤陶逸陶苑、大澤久次郎陶苑這三家犬山的窯場，依然堅

持製作傳統風格的茶碗、花器、茶杯、風鈴和其他各種陶器。繁複的赤繪和「雲錦手」仍是

其最具代表性的裝飾圖案，並在此基礎上，採用塗金、虹彩金屬色漩渦或是帶紋理的釉彩

等別具一格的裝飾手法。

有樂苑的商店中販賣各種犬山燒茶碗精品，而在窯場店鋪內則種類更多。



犬山燒



有樂苑的四季

與許多傳統藝術一樣，季節在茶道中也是極為關鍵的要素。與節令活動同時舉辦茶會

甚為普遍，季節性的象徵意義決定了主人裝飾和茶具的選擇。同樣，日式庭園的設計也注

重展現一年中美景的四季變化。在有樂苑，從豆沙甜點的微妙色彩中，或是從令人驚嘆的

滿開櫻花樹上，都能令人感受到季節流轉。

日本傳統詩歌中，一年不僅有四季，還有來自中國的 節氣，每一節氣都有應季的花

卉、水果、鳥類，或其他代表風物。但由於地理位置和氣候的差異，日本的節氣物候和中

國黃河流域略有不同。例如在日本，盛開的梅花和日本樹鶯是早春的象徵；滿月和芒草是

初秋的象徵。茶會上，和式壁龕「床之間」牆上掛的卷軸書畫和瓶中的插花對這種暗喻表現

得最為突出。卷軸內容可能是季節風物畫作，也可能是與節令活動相關的書法作品。插花

也要選用當季的典型花卉或其它植物。

有樂苑的茶花園是終年都有茶花盛開的特別區域。從弘庵沿一條綠蔭覆蓋的小徑往東，

穿過石橋和瀑布，即可在外庭尋得這處幽僻之地。假山流水更增添了景象的幽深感。園中

遍植織田有樂（ ）鍾愛的山茶，此外還有芬芳的「白雲木」（玉鈴花）、蠟梅、

李葉繡線菊等植物。

茶會上，就連賓主身著的和服、茶碗的形狀和花色、隨茶的甜點都能體現出精妙的季

節特徵。有樂苑的茶會依四時提供不同顏色鑲邊的甜點：春粉、夏綠、秋橙、冬白。



有樂苑的奇花異卉

有樂苑是一座生機勃勃的紀念館，它紀念的不僅是茶人織田有樂（ ），

還有日本茶庭之美。庭中的喬木、灌木、綠草和苔蘚，無不經過堀口舍己（

）和園藝公司的精心挑選、佈置與栽培，力求與織田有樂的品位契合。櫻花和山茶為

庭園增添色彩，高挑的竹林遮擋住了園外的都市景觀，蕨類植物和苔蘚令岩石造景更顯古

意與端莊。儘管這裡的每一株植物都是庭園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其中一些還是值得特

別介紹。

有樂山茶

有樂山茶是日本山茶與 世紀至 世紀從中國引進的山茶的雜交品種。織田有樂對

山茶情有獨鍾，據說他在如庵周圍種植的正是這個品種。有樂山茶花大小中等，呈粉色，

單瓣，有豔麗的黃色花芯，花期在 月和 月，被廣泛用於茶會插花。在有樂苑，這些山

茶沿著書院北庭的西牆生長。

流蘇樹

每年5月中旬，流蘇樹綻放出一叢叢蕾絲花邊般的花朵，馥鬱芬芳，潔白如雪。這個

品種在日本較為珍稀，因此日本環境省將其列為瀕危Ⅱ類物種。犬山市郊外有一片野生流

蘇樹林，於1923年被指定為國家天然紀念物。

這種植物在日本有著多個別名，其中有一個名稱是「ナンジャモンジャ」（nanjamonja），

據說這是日本人對於珍稀樹木的昵稱，即「奇樹」。這個名字讓堀口舍己覺得很有意思，因

而將它種在了書院北庭的顯眼位置。

龜甲竹

龜甲竹是一種高大的竹子，莖壁厚實，竹節傾斜交錯，形成菱形圖案，看上去就像龜

甲一樣。它是孟宗竹的突變品種。史料和繪畫作品顯示，織田有樂宅邸周圍孟宗竹環繞，

因此這種植物在有樂苑中也隨處可見。元庵入口附近種植著一片龜甲竹林。

真實世界裡的「雲錦手」（櫻花楓葉紋）

犬山燒陶瓷器裡有一種名為「雲錦手」的櫻花楓葉彩繪圖案。而在有樂苑中，這個主題

也真實存在。在弘庵旁的白牆北側，一株櫻花樹矗立在小徑旁，在大約一人高的樹幹分叉

處，居然又長出了日本紅楓，十分罕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