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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茶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注重茶文化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倡导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将地域范
围设定在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茶文化遗产资源的江苏省，旨在展现江苏茶文化遗产全貌的同时，
推动区域茶文化的研究进程，并为遗产资源的价值评估、适度开发和活态保护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历
史依据。
在此基础上，提出遗产保护的可行性建议，以期构建一个完整的茶文化遗产研究体系，为其他省区的
茶文化遗产研究工作提供实例参照，为中国茶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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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馨秋，1982年3月生，辽宁沈阳人。
南京农业大学茶学博士，科技史博士后，现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长期从事茶叶历史文化、
茶文化遗产研究。
 王思明，1961年11月生。
湖南株洲人。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农业科技史、比较农业史研究，担任中国
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农史研究会会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入选农业部重点人才工程“神农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
划”和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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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据《江都县志》载，“蜀井，在城东北蜀冈上禅智寺侧，其泉通蜀，故名。
又云：水味甘冽如蜀江。
”说明蜀井与蜀冈之名均是因其脉通蜀而得。
蜀井水质甘甜清冽，宜于烹茶，颇得文人名士赏识。
宋代苏辙认为蜀井水质清冽，好过号称“天下第五泉”的大明寺泉，赞其为扬州第一泉，并赋《蜀井
》诗云“信脚东游十一年，甘泉香稻忆归田。
行逢蜀井恍如梦，试煮山茶意自便。
短绠不收容盥濯，红泥仍许置清鲜。
早知乡味胜为客，游宦何须更着鞭”。
苏轼自汝州罢职归宜兴，路过扬州时因不舍蜀井，遂在《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诗中写道，“十
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之句。
秦观亦曾作《广陵五题其三次韵子由题蜀井》诗，“蜀冈精气涪多年，故有清泉发石田。
乍饮肺肝俱澡雪，久窥杖屦亦轻便。
炊成香稻流珠滑，煮出新茶泼乳鲜。
坐使二公乡思动，放杯西望欲挥鞭。
”虽然蜀井在与大明寺泉相较之时不敌“天下第五泉”，但仍不失为宜茶名水。
清代中期以后，禅智寺渐废，蜀井是其仅有的遗存，现已得到恢复。
另需一提的是，除上述唐、宋二处贡焙以外，元代的“磨茶所”也可算作是江苏的贡茶官署。
磨茶所，位于长兴顾渚山水口镇，元代始名，至明代改为“磨茶院”，是为督造“金字末茶”而专门
设立的。
磨茶所虽然地处长兴，但与唐时督造紫笋茶的顾渚贡焙一样，也兼管宜兴的贡茶，如《宜兴县志》所
载，“元贡荐新茶九十斛，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芽茶四百一十斛。
” 虽然史料中关于“磨茶所”和“磨茶院”的记载远不及“顾渚”和“北苑”，但其对研究元代至明
初江苏茶业发展，以及饼茶至芽茶的过渡和转变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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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苏茶文化遗产调查研究》介绍了茶文化具有深刻的中华民族烙印，是中国文化精髓，更是农业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文化遗产研究”指出了茶文化与农业遗产之间的密切联系，为茶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开创了一个
全新的推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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