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着茶经学喝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跟着茶经学喝茶>>

13位ISBN编号：9787501985128

10位ISBN编号：750198512X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作者：姚松涛

页数：1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着茶经学喝茶>>

内容概要

　　了解茶文化史，认知各种茶叶，泡一壶好茶，品鉴茶的等级，感悟茶的美味，这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我们从茶外表的认知到品饮的鉴别，从色香味形的欣赏到对于茶文化内在神韵的感悟。
阅读《大茶系列&middot;跟着茶经学喝茶：识茶&middot;享茶&middot;学经》，让你更了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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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松涛，国家一级评茶技师，高级茶道师，茶艺技师，资深茶道讲师，全国1+N职业培训茶课程发展
中心课程部主管，中外茗庄茶友联谊会副会长、高级讲师，北京中外茗庄文化交流中心课程总监，国
内最大型的茶叶连锁企业之一“天福茗茶”，前营运主管、培训主管，国内少壮派茶界培训推广普及
专家，从事茶行业12年，专业从事茶文化培训工作8年，入行以来一直致力于茶文化、茶知识的普及、
推广和传播工作。
为摩托罗拉、友邦等世界500强企业及行业内大批茶界企业做过职业培训和企业内训。
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走访过国内绝大部分茶区，积累了数千节课时的茶界教学经验，为数万人教
授过茶叶品评及茶道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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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读《茶经》慢品茶中具味《茶经》作者：“茶圣”陆羽的故事学茶启蒙时期鉴泉品茶时期各地
考察和闭门写作时期爱茶人不可不读的茶学专著：《茶经》天人合一通万象：　《茶经》中的道家理
念与“茶心”长生不老与茶文化道教茶理——天人合君子以和为贵：　《茶经》中的儒家思想与茶茶
人之最高道德——中庸之德茶文化中的“和”之美“仁”——完美的人格思想清真一味悟玄机：《茶
经》中的佛家思想与茶禅以茶会友通四海：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茶文化的发展茶文化的传播第二章 溯
源觅踪 饮茶话茶源：茶之源《茶经》原文解茶字，寻茶源：茶的由来南方有嘉木：茶树的植物形态茶
树之根茶树之茎茶树之芽茶树之叶茶树之花茶树之果高山出好茶：茶树的种植条件土壤地形气候七大
茶系：茶叶的基本分类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花茶茶叶的其他分类法第三章 巧匠妙具 精艺出
佳茗：茶之具、茶之造《茶经》原文《茶经》中的制茶工序制茶工艺的沿革与发展现代制茶工艺流程
读《茶经》，看茶圣陆羽的鉴茗之法观外形观色泽慧眼识真：现代茶叶品鉴法茶叶外形的品鉴茶叶内
质的品鉴茶人解茶：茶之选购茶叶选购的依据真茶与假茶的鉴别茶人解茶：茶之保存第四章珠联璧合 
名茶配美器：茶之器《茶经》原文历代茶器的演变与发展第四章 绚丽多姿：不同材质的茶器现代常用
茶器大观随手泡茶壶品茗杯赏茶荷闻香杯水盂盖碗茶盘过滤网和滤网架公道杯茶叶罐杯托茶道六用第
五章 泥炉炭烧煮尽三江水：茶之煮《茶经》原文历代烹煮方式的演变煮茶法：源于西汉，盛于初唐煎
茶法：盛行于中晚唐点茶法：流行于南宋泡茶法：流传于世图解陆羽煎茶法好水伴名茶，美上加美名
茶应配名泉江、河、湖水泡茶井水烹茶有选择雨水、雪水和露水⋯⋯第六章 茶入杯中 品茗自有道：
茶之饮第七章 香茗在手 忆古今茶事：茶之事第八章 青山厚载 育锦绣茶园：茶之出第九章 繁华落尽 返
璞归真：茶之略、茶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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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茶经》中，我们发现其实茶的名称很多，如：荈、槚、萘、茗、茶等，而“茶”
则是其正名。
茶字之所以多名，其原因可能与古人所见有关，有人以其形而命名，有人以其性能而命名，在不同的
情况下，看到的样子可能就会不同，所以命名就多种多样，结果造成混乱不一。
关于茶的由来，早在《神农本草》中就已有记载说：“神农尝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
解之。
”其中的“荼”字，就凸显了茶的含义和用途。
由此可见，五千年前，茶最初是以“药”的身份出场的。
“茶”字是由“荼”字演变而来的。
“荼”字首见于《六经》，先秦著作《诗经》的《豳风·七月》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是现
有文献中初次提到茶的著作。
《尔雅》说：“槚，苦荼”；《广雅》说：“荆、巴间炙粳苦茶之叶，加入菽、姜、橘子等为茗而饮
之。
”由此可见苦荼的含义。
“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茶”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
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
，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得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画，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
”字。
“茶”宇从“茶”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茶”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
字之形了。
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
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不但如此，茶字还漂洋过海，在世界多国都先后发现了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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