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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
”诗中赞美之物即为茶。
茶是世间最圣洁、最清灵之物，它立于中国浩瀚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笑看世事变迁，同时将自己的
美好分与世人。
人们在茶中品饮人间情、世间味，从而感悟出别样的茶味人生。
仅仅一杯清茶，便已饱含世间百态。
茶从不以高傲之态面对世人，无论贫穷富有、卑贱尊贵，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它。
达官富人以“红泥小炉、娈婉卯童”烹煮出的茶极致香醇；妙玉道姑用“梅花上收的雪”泡出来的茶
清纯脱俗；布衣百姓用粗瓷大碗冲的茶也同样甘洌芬芳。
从“白菜青盐米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这样的句子中，我们不难看出，郑板桥是多么的醉心于这种
与茶为伴的闲逸生活。
由此可见，在品茶之时，品的不只是茶味，更是自己的心境。
人生如茶，茶在经过沸水冲沏、浸泡之后方可凝香吐味。
人生亦是如此，只有经历人间冷暖、飘摇浮沉之后，方能感悟出人生真谛。
如今，茶文化大为盛行，爱茶、好茶之人越来越多。
一些人醉心于泡茶的艺术，并将其称之为“茶道”。
然而“茶道”仅指泡茶过程吗？
其实不然。
茶道发源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有“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
是茶道大行”的记载。
唐人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有“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的著名论断。
但是，千百年来关于“茶道”的定义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
古人将茶的采、制、烹、饮技艺及饮茶所带来的主观感受统称为“茶道”，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
体味到的“茶道”又似乎不仅仅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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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自然是有的，但不是写在墙上、画在菜杯上。
它和茶相同，人生无所不茶，无不是茶，人生无所不禅，无不是禅。
茶不在禅里，禅也不在茶中。
茶或禅以及生活的一切恼害化成一缕轻烟，飞向空无的所在，那就是茶弹一味了。
茶的真滋味，禅的真境界，唯有平常心乃能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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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线装经典》编委会，由几十位出版社资深编辑及策划人组成，是一支庞大而经验丰富的团队。
他们在出版行业都有成功的策划经验和扎实的编辑功底，对市场中的图书有很强的把控能力，曾多次
成功推出了多套市场销售极佳的丛书，在业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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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茶文化的主体是饮茶的文化，是在饮茶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现象。
茶文化的产生是在茶被用作饮品之后，兴盛于隋唐年间。
唐代中期，茶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并自南方地区迅速向中原及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扩散，政府开始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进行征税。
在前代，茶叶只被零散地记载于医药、文化著作中，在唐代便已开始出现茶叶专著。
茶文化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成为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形态。
据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至与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渐多，建中已后盛
矣。
”唐代的茶叶产地扩展迅速，据当时资料记载，茶叶生产地遍布全国76个州，分别分布在今四川、浙
江、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南北已延伸至今江苏连云港地区，茶叶产地之广完全可以
与近代茶区相媲美，并且当时的茶叶名品已多达150多个。
茶叶产地的扩大、品种的繁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杨华的《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载了唐宣宗时期，蜀茶的销售市场已遍布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生产于赣
浙皖一带的浮梁茶的产量是蜀茶的百倍有余。
蒙顶茶更是岁出千万斤，被杨华赞为品居第一。
通过杨华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中唐时期的茶叶产量已相当高了。
此外，唐代的茶叶还销售至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据《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
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边疆少数民族开始饮茶后，便通过使者与商人进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
从此，这种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
中唐时期，茶叶在进行买卖的同时，朝廷还征收茶税，此时，茶叶的生产、买卖已成为全国性的社会
经济活动。
唐中期以前，朝廷并未向茶叶的生产和买卖征收赋税。
但随着茶叶生产、销售的逐渐扩大，加上唐中期后镇压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国库困窘，唐德宗建中三年
（782），唐朝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征收茶税。
兴元元年（784），由于民怨，朝廷暂停征收茶税。
但到了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朝廷恢复征收茶税，并成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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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道·茶经》：线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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