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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茶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但此点鲜为人所提及。
如若茶仅仅是一种被世界很多国家人民所接受的饮料，上述说法仍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
中国人对于世界所贡献的不仅仅是茶，不仅仅是它作为一种物质产品的饮料，而是茶在中国文化的特
殊环境下，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审美趣味、精神追求相结合，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文化样
品。
早在唐代，中国的茶叶、品饮方式，然后是种植、加工技术等即开始向国外传播。
这当中自然有经济利益的推动，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
茶到了外国，自然要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无论是品饮方式还是精神含义上都会发生变化。
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在接受了中国人所创造的茶与相关文化之后，日本形成了其代表性的艺术——
茶道。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茶为中心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网络，而其最终的源头，正是中国人所
发现和创造的茶。
中国人发现和利用茶的历史极为悠久，其最初的时间已难以追究，大约在西周时期始有零星记载，随
着时间的推移，与茶有关的文字越来越多，这也说明利用茶的人数和地域在不断扩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荼已经相当普遍，虽然在这一时期茶有时还被当做药物，其饮用方式也保留着
食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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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建立之后，茶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
新中国成立之前，吴觉农就已经在复旦大学设立了茶学系，开始培养茶学方面的高级人才。
但这种教育主要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虽然在教学内容中也要涉及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但茶
文化并不是教学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出版了一些茶文化方面的教材，这一方面反映了茶文化研究的进展，同时也说明
茶文化教育在高等学校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几年，已经有了专门的茶文化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
虽然这一专业的设立主要是由于社会上对此类人才的需求，但无疑会对茶文化教育产生很大的推动作
用。
茶文化方面的课程此前大部分是作为选修课来开设的，而现在变成了专业基础课，自然会对教材提出
新的要求。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的。
    由于无前例可循，与茶文化有关的内容又非常丰富，茶文化学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各章节应该
如何拟定，相互之间如何建立必要的联系，使之大致成为一个体系，是本书所有编写者面临的主要问
题。
我们对于茶文化有如下几点最基本的看法：第一，茶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因此，茶文化学不能只讲中国的茶文化，也要讲其他国家的茶文化。
第二，茶文化既是生活的也是艺术的。
我们说茶文化是一门生活的艺术，是说茶文化不是纯粹的从生活中抽离出来的艺术，而是说饮茶的艺
术化是与一般的饮荼习惯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不能脱离开日常生活中的饮茶而去抽象地讲茶文化。
第三，茶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茶文化历史悠久，但无论是饮荼本身，还是把饮茶与欣赏生活之美相结合的思考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因此茶文化学既要讲历史上的茶文化，也要讲当今的茶文化。
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我们拟定了本书如下的各章：第一章茶叶基础知识，主要是介绍各种茶类及其如
何形成。
同时也介绍了一部分历史名茶和现代名茶。
此外还讲了茶叶的鉴别和收藏。
这一章是全书的基础，没有对茶的基本了解，就无法讨论茶文化的问题。
第二章品饮方式和饮茶习俗。
我们说茶既是生活的也是艺术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不同的品饮方式和饮茶习俗表现出来的。
而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各种品饮方式和饮茶习俗又往往同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传统习
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这一章还介绍了茶礼。
第三章茶馆文化，分别从历史和地域两个角度介绍了茶馆文化。
茶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喝茶的场所，也是由茶而形成的一个文化聚集地。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茶馆曾具有多种的文化元素。
第四章中国茶具。
之所以把茶具单设一章，是因为从《茶经》开始就高度重视茶具在饮茶艺术化中的作用，而且不同的
茶叶，要求不同的茶具。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人们对茶的品饮方式不同，也造成了茶具的不同。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茶具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在茶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审美对象。
第五章中国茶文化的美学意韵。
饮茶作为一门艺术，最主要的一点是它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美学意韵。
这一章是全书中理论色彩最强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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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外国茶文化，主要讲两大部分内容，一是茶叶由中国向国外的传播，二是讲国外茶文化的特点
。
    由以上对各章内容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我们是按照由外而内，由中国到外国这样一个大致的脉络
来结构此书的。
我们固然也是考虑到了学生的接受，但更主要的是我们认为茶文化不能脱离开具体的现象去进行抽象
的理论阐发。
所以我们对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的考察，对茶文化的理论思考都是通过介绍茶文化现象的方式加以
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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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　第二节　区域文化中的茶馆文明　　一、四川茶馆　　二、杭州茶馆　　三、广东茶馆　　四
、北京茶馆第四章　中国茶具　第一节　古代茶具的起源　　一、饮食器具的产生　　二、专用茶具
的确立　第二节　茶具的演变　　一、唐代茶具制造及宫廷茶具　　二、宋代茶具　　三、元明茶具
　　四、清代茶具第五章　中国茶文化的美学意韵　第一节　茶作为审美对象　　一、茶叶之美　　
二、茶汤与茶具——天作之美　第二节　茶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和审美化　　一、茶艺与茶道的观
念　　二、中国茶艺的发展历程　　三、茶艺与茶道的美学　　四、诗僧皎然的美学观　第三节　中
国民间茶文化　　一、现代采茶戏　　二、茶俗与茶歌　　三、茶马古道：壮美的汉藏文化史诗　　
四、茶馆折射出的艺术人文世界　第四节　文人茶的美学意蕴　　一、文人茶史小考　　二、文人茶
与诗与文　第五节　人生恰如一道茶第六章　外国茶文化　第一节　中国茶叶对外传播路径　　一、
丝绸之路与茶叶传播　　二、茶马古道与茶叶传播　　三、茶叶之路与茶叶传播　　四、海上茶路与
茶叶传播　第二节　近代中外茶叶贸易格局之变迁　　一、19世纪中期之前的茶叶贸易　　二、19世
纪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盛而衰的时期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格局　　四、现代茶叶
贸易的发展　第三节　国外茶文化的特点　　一、日本　　二、韩国　　三、英国　　四、俄罗斯　
　五、印度　　六、其他国家的茶文化特色　第四节　中外茶文化底蕴的思考　　一、作为文化交流
形式的茶文化传播　　二、作为经济贸易形式的茶文化传播　　三、现代社会中的茶文化之发展主要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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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茶叶的分类中国制茶历史悠久，创造出的茶叶种类繁多。
对众多茶叶进行分门别类，前人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找到一种完善的为国内外普遍接受的茶叶分类方法。
在综合各种茶叶分类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启坤提出了将中国茶叶分为基本
茶类和再加工茶类这两大类的分类方法。
此法既简明扼要，又符合表明茶叶制法的系统性并结合茶叶品质的系统性的分类原则，故本书按此分
类系统对各种茶叶种类进行介绍。
另外，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出于生产、销售、管理和消费等需要，对茶叶作各种各样适用性分类，
为使读者对茶叶种类有较全面的了解，在此以“民间应用型分类”为标题对这些茶类也逐一进行简介
。
（一）基本茶类基本茶类包括由鲜叶经过各种传统工艺方法的初加工及精加工后而成的所有茶叶。
对这些茶叶，按其初加工工艺方法的不同，以及加工中茶叶多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程度由浅人深变化
的系统性，可分为六大茶类，即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青茶）与红茶。
1．绿茶绿茶的基本加工工序为：鲜叶一杀青～揉捻一干燥。
其中，杀青是形成绿茶品质特征的关键工序。
鲜叶经过高温杀青，破坏了茶叶内源酶活性，抑制了茶多酚的氧化反应和叶绿素被过多破坏，使制成
的茶叶呈现出绿茶特有的绿色绿汤、清香爽u的品质特点。
由于酶活性被破坏，茶多酚被更多地保留下来，同时维生素c也较少被破坏。
据测定，绿茶中的茶多酚和维生素c含量比其他茶类都要高许多。
从营养保健功效来看，可以说在六大茶类中，绿茶是最好的。
绿茶在我国制茶历史上是出现最早的茶类，发展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产、销量最大，消费人口最多的
茶类。
全国20个产茶省（区）都生产绿茶，产量最多的是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湖北、江苏等省
。
同时，绿茶也是我国出口的主要茶类之一。
每年出口数万吨，占世界茶叶市场绿茶贸易量的70％左右。
从茶叶品目来看，绿茶也是六大茶类中品目最多的茶类。
因杀青、干燥方法的不同，以及成品茶外形的不同，绿茶可分为很多种。
（1）按加工过程中杀青方式不同，绿茶可分为蒸青绿茶与炒青绿茶。
蒸青绿茶在加工中是利用高温蒸汽进行杀青。
这是一种最古老的绿茶。
现代蒸青绿茶是日本在我国古代蒸青绿茶制作工艺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其成品茶具有干茶、汤色、叶底三绿的特点，但其香气较沉闷，并带有青气，涩味较重，不如炒青绿
茶鲜爽，不适合大多数中国消费者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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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编者的分工如下：徐晓村拟定全书的体例，各章节的目录及编写要求，撰写序和后记，并最后审
读全书书稿。
单虹丽编写第一章《茶叶基础知识》卢兆彤编写第二章《品饮方式和饮茶习俗》王伟编写第三章《茶
馆文化》，第四章《中国茶具》，编写全书的参考书目及进行史料审核。
李焕征编写第五章《中国茶文化的美学意韵》李红艳编写第六章《外国茶文化》本书是应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出版社王猛编辑的提议而编写的。
没有他的提议我们也许就不会编写这样一本书，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感谢的。
本书的责任编辑赵杰对书稿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同时在编辑过程始终以一种一丝不苟的工
作态度审阅全书，改正了原稿中不少笔误或错误。
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和对本书所做出的实际帮助都是让我们感动的，特予此谢之。
此外，艺鸿茶道的陈艺鸿女士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大批参考资料，也一并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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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虽然，会茶而立器具，不过言客款话而已，大抵亦有其说焉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
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林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作明窗
静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
　　——朱权《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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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文化学》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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