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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台湾的茶人们提出复兴中国的茶文化，并且提出了区别于日本茶道的“茶艺
”一词。
在茶艺身体力行地推动下，也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助力，近20多年来，茶艺的发展可谓是如火如荼，
由台湾而及大陆，复由中国而影响海外。
在茶文化的诸多研究领域里，荼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它既是文化休闲的一种非常中国化的高雅
形式，又是茶叶、茶具的最主要和最世俗的展示平台。

中国茶艺萌芽于汉晋，成形于唐宋，最后成熟是在明清时期。
在这2000多年里，茶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发展了多种形式，这些历史的积淀成为现代茶艺发展的重
要基础。
事实上，现代茶艺大部分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发展延伸的。
有鉴于此，虽然本书的编写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将茶艺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出来
，使读者能对中国茶艺有一个整体认识，理解茶艺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而不至于把现代茶艺仅仅看作是一个作秀的形式。

本书分茶艺之路、茶类之品、茶具之美、泉水之味、茶境之别、分类茶艺、茶饮宜忌七个部分，都是
围绕着茶艺来谈的，或者说这七个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茶艺。
其他关于文学、宗教等与茶艺之间的关系，我都在需要的时候穿插在相关的章节里了。
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茶艺与食文化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在编写时希望将
这个问题谈得多一些，但到具体写作时才发现，古代的相关资料非常缺乏，而近现代以来，关于专门
的茶食研究也不是很多，于是我只好古今杂陈地写出来。
这部分内容不是太多，单列一章显得单薄了点，于是与饮茶宜忌合为一章，幸而相互之间还是有点关
联的。
希望这部分不会成为蛇足。

本书是根据我在扬州大学开设《茶艺赏析》课程的讲稿修改而成，此课程开讲近十年，讲稿也几经修
改，这次出版又添加了一些新内容。
书中的观点大部分是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的，我只是拿来加以重新组合，还有一些是个人的观点，希
望能够抛砖引玉。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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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茶艺之路第一节 茶艺的萌芽期茶艺是饮茶活动的提升，也就是说，有了饮茶活动以后，茶艺
就有可能出现了。
从汉代至南北朝是中国茶艺的萌芽时期，在此之前，关于茶的确切的记载尚未发现，而到了南北朝时
，饮茶在江南已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中国茶艺的风格、形式及文化特征基本形成，决定了此后中国茶艺的发展方向。
考察萌芽期的茶艺有四个问题需要解答：中国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开始了饮茶活动
的？
中国人又为什么会选择茶叶作为饮料？
一、传说——茶艺起源茶起源于一个缥缈的时代。
陆羽在《茶经》里说：“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没有切实的依据。
但陆羽的这一说法却碰巧给中国古代的茶艺定下了基调，神农氏让茶艺与医药与宗教联系起来，而周
公则把茶艺与礼联系起来。
神农氏也就是炎帝，是传说中的农耕之神、医药之神，是中华民族的祖宗神，远古时代，炎帝与黄帝
的融合，开始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
进入文字时代以后，有许多著作都托名为神农氏或黄帝所著，陆羽所说的“茶发乎神农氏”依据的就
是这样一本书——《神农食经》2《神农食经》里说：“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神农食经》失传已久，目前能见到的以“神农”为名的是清代黄爽辑的《神农本草经》。
虽然《神农食经》及《神农本草经》是伪书，不是真的出于神农氏之手，也不是出于神农氏的那个时
期，但由于神农氏是农耕、医药之神，把茶的起源和神农氏联系在一起还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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