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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位列开门七件事之一，既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又在文人墨客笔下逸兴遄飞。
本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联手凌云岚博士合编，精选周作人、林语堂、汪曾祺、唐鲁孙、黄
裳、董桥、葛兆光等中国现当代54位作家、学者的随笔、散文共70题。
内分四辑：辑一“茶雅 ”，闲情雅致，泛谈历史与文化；辑二“茶俗”，纵览江山，品味各地风俗人
情；辑三“茶话”，知茶论事，意在生活点滴体悟；辑四“茶事”，寻常人生，更多逸闻趣事。
　　对茶赋文，萧散冲淡之中，流露出几多人生况味；精致细微之下，蕴藏着如许文化精义。
茶味醇厚，文辞隽永，两相激荡，读来令人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编者坚信“日用起居以及饮食男女中，蕴藏着大智慧、好文章”，进而断言，“卸下盔甲，抖落尘埃
，清茶一壶，知己三两，于刹那间体会永恒，此乃生活的艺术，也是文章的真谛”。
　　周作人、林语堂、汪曾祺、唐鲁孙、黄裳、董桥、葛兆光等中国现当代54位作家、学者的随笔、
散文。
全书共分四辑：“茶雅”，泛谈历史与文化；“茶俗”，品味各地风俗人情；“茶话”，知茶论事；
辑四“茶事”，生活点滴体悟，具体收录了：《关于苦茶》、《吃茶颂》、《茶诗四题》、《陆羽茶
山寺》、《苏州的茶食店》、《茶坊哲学》、《泡茶馆》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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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引辑一　茶雅关于苦茶《茶之书》序茶汤茗饮说茶中国人与茶外国人与茶品茶吃茶颂吃茶《金瓶梅
》里的饮茶风俗茶诗四题茶禅闲话茶禅续语辑二　茶俗上海的茶楼茶馆喝茶陆羽茶山寺茶在英国茶馆
中山公园的茶座洞庭碧螺春苏州的茶食店英茶小史茶坊哲学茶馆阿婆茶考泡茶馆喝茶北平四川茶馆的
形形色色门前的茶馆大理茶忆香港茶事细说中国茶道潮州功夫茶水乡茶居西湖茶事辑三　茶话喝茶茶
和交友《古今茶事》序戒茶喝茶吃茶文学论喝茶茶话俗客谈茶茶茶喝茶我和茶清风小引嗜茶者说茶话
泡沫红茶我们吃下午茶去！
辑四　茶事再论吃茶茶淘饭茶之幸运与厄运谈喝茶寻常茶话品茶说茶我和茶神台湾饮乌龙一杯一壶风
庐茶事粗饮茶漫说茶文化龙井寺品茶坐茶馆孵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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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苦茶 周作人 去年春天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不意在上海引起了一点风波，大约可以 与今年
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相比，不过有这差别，前者大家以为是亡国 之音，后者则是国家将兴必有祯
祥罢了。
此外也有人把打油诗拿来当作历史 传记读，如字的加以检讨，或者说玩骨董那必然有些钟鼎书画吧，
或者又相 信我专喜谈鬼，差不多是蒲留仙一流人。
这些看法都并无什么用意，也于名 誉无损，用不着声明更正，不过与事实相远这一节总是可以奉告的
。
其次有 一件相像的事，但是却颇愉快的，一位友人因为记起吃苦茶的那句话，顺便 买了一包特种的
茶叶拿来送我。
这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我感谢他的好意， 可是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多吃。
 据朋友说这叫作苦丁茶。
我去查书，只在日本书上查到一点，云系山茶 科的常绿灌木，干粗，叶亦大，长至三四寸，晚秋叶腋
开白花，自生山地问 ，日本名日唐茶(Tocha)，一名龟甲茶，汉名皋芦，亦云苦丁。
赵学敏《本 草拾遗》卷六云： “角刺茶，出徽州。
土人二三月采茶时兼采十大功劳叶，俗名老鼠刺， 叶日苦丁，和匀同炒，焙成茶，货与尼庵，转售富
家妇女，云妇人服之终身 不孕，为断产第一妙药也。
每斤银八钱。
”案十大功劳与老鼠刺均系五加皮 树的别名，属于五加科，又是落叶灌木，虽亦有苦丁之名，可以制
茶，似与 上文所说不是一物，况且友人也不说这茶喝了可以节育的。
再查类书关于皋 芦却有几条，《广州记》云： “皋芦，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
”又《茶经》有类似的话 云： “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
”《南 越志》则云： “茗苦涩，亦谓之过罗。
”此木盖出于南方，不见经传，皋芦云云本系 土俗名，各书记录其音耳。
但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呢，书上都未说及，我 只好从茶壶里去拿出一片叶子来，仿佛制腊叶似的弄
得干燥平直了，仔细看 时，我认得这乃是故乡常种的一种坟头树，方言称作枸朴树的就是，叶长二 
寸，宽一寸二分，边有细锯齿，其形状的确有点像龟壳。
原来这可以泡茶吃 的，虽然味大苦涩，不但我不能多吃，便是且将就斋主人也只喝了两口，要 求泡
别的茶吃了。
但是我很觉得有兴趣，不知道在白菊花以外还有些什么叶 子可以当茶？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有栲”一条下云： “山樗生山中，与下田樗大略无异，叶似差狭耳，吴
人以其叶为茗。
” 《五杂俎》卷十一云： “以荣豆微炒，投沸汤中倾之，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宿村中觅 茗
不得者可以此代。
”此与现今炒黑豆作咖啡正是一样，又云：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汤，云其味胜茶。
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
闽 中佛手柑橄榄为汤，饮之清香，色味亦旗枪之亚也。
”卷十《记孔林楷木》 条下云： “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干而茹之，即俗云黄连头。
”孔林吾未 得瞻仰，不知楷木为何如树，唯黄连头则少时尝茹之，且颇喜欢吃，以为有 福建橄榄豉
之风味也。
关于以木芽代茶，《湖雅》卷二亦有二则云： “桑芽茶，案山中有木俗名新桑荑，采嫩芽可代茗，非
蚕所食之桑也。
 ” “柳芽茶，案柳芽亦采以代茗，嫩碧可爱，有色而无香味。
”汪谢城此 处所说与谢在杭不同，但不佞却有点左袒汪君，因为其味胜茶的说法觉得不 大靠得住也
。
 许多东西都可以代茶，咖啡等洋货还在其外，可是我只感到好玩，有这 些花样，至于我自己还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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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茶好，而且茶也以绿的为限，红茶以至香片嫌 其近于咖啡，这也别无多大道理，单因为从小在家里
吃惯本山茶叶耳。
口渴 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
对于茶有 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
这未必然。
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 喝么？
这也未必然。
那么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作庵名，岂不是假 话么？
那也未必然。
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
必要说明，还是去小学上找 罢。
吾友沈兼士先生有诗为证，题日《又和一首自调》，此系后半首也： 端透于今变澄彻 鱼模自古读歌
麻 眼前一例君须记荼苦原来即苦茶 二十四年二月 (原载《益世报》，1935年3月13日) 《茶之书》序 周
作人 方纪生君译冈仓氏所著《茶之书》为汉文，属写小序。
余曾读《茶之书 》英文原本，嗣又得见村冈氏日本文译本，心颇欢喜，哩引之役亦所甚愿， 但是如
何写法呢。
关于人与书之解释，虽然是十分的想用心力，一定是挂一 漏万，不能讨好，唯有藏拙乃是上策，所以
就搁下来了。
近日得方君电信， 知稿已付印，又来催序文，觉得不能再推托了，只好设法来写，这回却改换 了方
法，将那古旧的不切题法来应用，似乎可以希望对付过去。
我把冈仓氏 的关系书类都收了起来，书几上只摆着一部陆羽的《茶经》，陆廷灿的《续 茶经》，以
及刘源长的《茶史》。
我将这些书本胡乱的翻了一阵之后，忽然 的似有所悟。
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只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于中国 ，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
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 花道一样。
这是什么缘故呢？
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 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
深了解了罢。
这里我 想起中国平民的吃茶来。
吃茶的地方普通有茶楼茶园等名称，此只是说村市 的茶店，盖茶楼等处大抵是苏杭式的吃茶点的所在
，茶店则但有清茶可吃而 已。
茹敦和《越言释》中店字条下云： 古所谓坫者，盖垒土为之，以代今人卓子之用。
北方山桥野市，凡卖酒 浆不托者，大都不设卓子而有坫，因而酒曰酒店，饭曰饭店。
即今京师自高 梁桥以至圆明园一带，盖犹见古俗，是店之为店，实因坫得名。
 吾乡多树木，店头不设坫而用板桌长凳，但其素朴亦不相上下，茶具则 一盖碗，不必带托，中泡清
茶，吃之历时颇长，日坐茶店，为平民悦乐之一 。
士大夫摆架子不肯去，则在家泡茶而吃之，虽独乐之趣有殊，而非以疗渴 ，又与外国人蔗糖牛乳如吃
点心然者异，殆亦意在赏其苦甘味外之味欤。
红 茶加糖，可谓俗已。
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
中国的吃 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茶经》云：“啜苦咽甘，茶也。
”此语尽 之。
中国昔有四民之目，实则只是一团，无甚分别，捂绅之间反多俗物，可 为实例。
日本旧日阶级俨然，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此中同异正大有 考索之价值。
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之 为用盖甚大。
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 ，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
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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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说东洋文化，其间正复多 歧，有全然一致者，亦有同而异，异而同者，关于茶事今得方君译此书
，可 以知其同中有异之迹，至可忻感，若更进而考其意义特异者，于了解民族文 化上亦更有力，有
如关于粢与酒之书，方君其亦有意于斯乎。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立春以前》，太平书局1945年版)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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