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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开门七件事”中的一件——“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一日不可无”
，茶文化更是融入国人的行为方式之中。
    茶是一种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能够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的优质饮品。
茶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是质朴的、又是时尚的。
茶是文化，是自然之真、人文之善和艺术之美的化身，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南京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人文历史底蕴厚重，坐拥山水林泉美境。
茶自六朝起就与金陵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那以后，陶弘景、李白、陆羽、王安石、朱元璋、郑和、李渔、袁枚、吴敬梓、曹雪芹、鲁迅、陶
行知、张恨水、赵朴初等历史名人，都与金陵结下了深厚的茶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品茗佳话和
茶诗茶文。
全国名茶雨花茶，散发淡淡的清香，浸润江南的雨露，是一张带着春天气息、饱含历史风韵的南京文
化名片。
清香多彩的金陵茶文化是悠久厚重的金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葛长森先生是我相识多年的朋友，记得20多年前，他和朋友一起就有编撰一部饮茶文化书的构想。
他退休后，十分珍惜“桑榆未晚”的宝贵时光，虽近七旬，依然壮心不已。
他不甘寂寞，钻故纸堆探寻，到郊县茶园考察，进茶馆、茶城调查，在茶文化里神游，寒来暑往，几
度春秋，写成了《金陵茶文化》专著。
他将这本书文稿送给我，我也成了这本书最早的读者，先睹为快，不胜感佩。
    这本书从中华茶文化和金陵文化的视野，考察研究金陵茶文化的历史，对其历史底蕴、茶事掌故、
文化内涵等作了详尽阐述。
既揭示了六朝、唐、宋、明、清、民国等历史时期金陵茶文化发展的纵向过程，又对茶馆、茶市、茶
俗、茶艺、茶文等金陵茶文化诸多方面进行了横向的剖析；既载负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又透露出清新
的时代气息。
思路开阔、史料翔实、文笔生动，有着浓郁的金陵地方特色。
这本书融科学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读来令人兴味盎然，相信比一般纯学术的研究著
作更为读者所接受，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吸收营养，增长对茶文化的认识。
    葛长森先生一直笔耕不辍，他善于从经济与文史交叉的领域选择自己熟悉的课题研究探索，曾编撰
《财经写作》《烹饪美学》《零售企业业态》等专著。
《金陵茶文化》是他在这方面开拓的新的成果。
我为他潜心研究、刻苦执著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取得新的研究成果而高兴。
    当今，文化建设如火如荼。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挖掘南京文化的底蕴，充分彰显南京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延续南京历史文脉
、延展南京历史空间、延拓南京文化记忆、延伸南京文化产业是南京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金陵茶文化》是这方面探索的可贵成果之一。
据我了解，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有关金陵茶文化的专著，对弘扬南京人本文化，推动文化、旅游、茶业
经济的发展，当有着积极的重要的意义。
    人居草木中，所以称之为“茶”。
人得草木而滋润，草木得人的爱护更茂盛。
品茶时，茶色是浅浅的，茶香是淡淡的，品味着茶的清洌与高洁。
茶能使人清心、沉静、通悟、品味生活的真义，生命的真谛。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沏上一壶清茗，细细品味人生吧。
品茗之时，翻开《金陵茶文化》，了解金陵茶文化悠悠的历史，体味其中散发的淡淡的茶香，嗅一嗅
充满金陵茶情的乡土气息，感受金陵茶文化的无穷魅力，同步增长茶文化的知识，提升健康的生活质
量，充实美化我们的生活。
    《金陵茶文化》即将付梓，拉拉杂杂写了这些话，以表达对葛长森先生的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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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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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从中华茶文化和金陵文化的视野，考察研究金陵茶文化的历史，对其历史底蕴、茶事掌故、文
化内涵等作了详尽阐述。
既揭示了六朝、唐宋、明清、民国等历史时期金陵茶文化发展的纵向过程，又对茶馆、茶市、茶俗、
茶艺、茶文等金陵茶文化诸多方面进行了横向的剖析，既载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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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东临长江三角洲，南连太湖水网，西靠皖南山区，北接江淮平原。
    南京地貌属丘陵地区，低山丘陵面积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64.5%。
南京四周冈峦起伏，“白下有山皆绕郭”“万叠青山抱石城”是其显著的地理特色。
    由东南入境的山脉分为三支：北支由栖霞山、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等，沿着长江南岸蜿蜒形成
一道天然屏障。
中支由宝华山、钟山、富贵山、九华山、鼓楼岗、五台山、清凉山人城与北支汇合。
钟山兀然突起，显得分外高峻，东西延伸7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像一条巨龙盘结在南京东面。
钟山有三个高峰，居中的北高峰海拔448.9米，是宁镇山脉中最高的一座山。
南支有青龙山、黄龙山、方山、祖堂山、牛首山等。
    溧水、高淳两县的丘陵山地为茅山山脉南伸西延所形成，有东庐山、回峰山、无想山、游子山等。
东庐山是秦淮河的源头之一。
    浦口区的主要山岭均属老山山脉，山体呈西南一东北走向，南列有西华山、馒头山、大马山、大棱
子山等；北列有太平山、伏龙山、黄山岭、狮子岭等。
    六合区以丘陵岗地为主，地势大体以平山一线划分南北，北高南低，著名的山岭有桂子山，灵岩山
等。
    南京丘陵山地的岩石主要为石灰岩、砂岩、页岩，都属于沉积岩类，其中砂岩和页岩又属于碎屑岩
，经长期风化、侵蚀和断裂活动，呈现出峰顶浑圆，坡度平缓的特征。
山前坡麓和谷地普遍掩覆着黄土，是江南黄土岗地分布最广的地方。
在流水切割下，岗地破碎，大都形成岗、螃、冲交替排列的特点。
    南京北部、中部广大地区为黄棕壤，南部与安徽接壤处有小面积红壤，土层厚度在一米左右。
在地质史上，南京曾是古热带地区。
当雨水冲刷地面，土壤中很多化合物都被洗去，然而铁和铝的氧化物不易溶解，会结晶成一个个的粒
团，这就是黄棕壤、红壤的原形。
随着地理气候的变迁，在沧海桑田的作用下，最终被裸露出来，经长达数万年的风化，成为黄棕壤或
红壤。
南京丘陵山地的土壤风化较为完善，腐蚀物的有机质含量丰富，土壤呈酸性，含有部分沙粒，孔隙率
高，透气、排水良好。
    南京地处亚热带北部，是落叶阔叶林逐步过渡到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林混合生长地区。
植物种类多，丘陵冈地上，有阔叶林、半阔叶林、针叶林、灌木丛，树木葱茏，青草如茵。
绿色是大自然的主色调。
在这片土地上，绿色更是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嫩绿、翠绿、墨绿、苍翠欲滴。
古代诗人曾赞赏这里的景色：“千里莺啼绿映红”(唐·杜牧)、“春风又绿江南岸”(宋·王安石)、
“城中千顷绿，城外千山色，映带城中十万户”(清·蒋士铨)等。
    南京历史上厉经数次浩劫，山地树木屡遭严重破坏，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优越的自
然条件，以及一代一代金陵人坚持不懈植树造林，现在南京的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均在国内城市
中名列前茅。
南京铺天盖地的“绿”，就像一杯新沏的雨花茶，在透明的玻璃杯里缓缓舒展，沁出一缕缕的清香，
布满了整个城市。
    南京秀丽的青山、肥沃的土壤、良好的环境，为茶树的生长创造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茶树原是大森林下的植物，在系统发育中，形成了耐阴的特性。
森林覆盖的山地容易生成云雾，水气蒸发时，茶树减少了太阳的直射光，增加的漫射光，使茶叶的光
合作用循序渐进，有利于氨基酸和咖啡因的积累。
这也是茶叶色绿、味香的因子。
土壤是茶树生长之本，是提供水、肥、气、热的场所。
南京丘陵山地的树木覆盖环境和土壤条件都适宜茶树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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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以来，南京一些规模较大的茶场、茶园都是在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里。
钟山、老山、平山、栖霞山、牛首山、无想山、游子山、青龙山、金牛山等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像
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大江南北。
这些森林公园里的茶场出产的雨花茶、溧峰茶、龙雾茶、牛首春茶等都色味俱佳，茶得到森林的精养
而更显灵气，森林得到茶叶的瑞气而更显风韵。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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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年轻时，我在供销社接触过购销茶叶的工作，尽管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对茶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
识。
日常生活中，也爱上了品茶。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掀起了“文化热”。
大学同窗挚友、徐州师范大学徐瑞岳教授约我及李程骅，准备写一本有关“饮茶文化”的书。
我们开始分头收集资料，草拟编写提纲，还与茶叶企业草签了共同出书合同。
当时我们在各自的高校承担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一时无暇继续调查、讨论和写作，这曾是我们的
一件憾事。
    退休后，赋闲在家。
年纪大了，精神不应该衰老，应有一块自己去“耕耘的土地”。
我想到了一位知名作家说过的一段话：    人的一生前半辈子是加法，播种、耕耘、奋斗、收获。
后半辈子便是减法，一直减到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地就兴味薄了、情致淡了、追求少了、欲望低了，到了七老八十，能够全程陪同
到底的乐趣，恐怕唯有茶。
因为茶不近不远，不浓不淡，不即不离，不亲不疏，你对它无动于衷，如此，你对它情有独钟，也如
此。
    这段话说得好。
我选择了把学习、研习、温习茶文化作为自己“耕耘的土地”。
    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华茶叶发展史、茶文化史，受益匪浅。
茶是中国的国饮，糅合了儒、道、佛诸家的思想，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与传承，长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独
特的文化与情结。
茶去混沌而提神，去污腻而清新，去浮躁而致远。
茶是人们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金陵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茶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把学习茶文化的体会和认识，写成了多篇论文，陆续发表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上。
资料积累多了，认识有了深化，我有了写作《金陵茶文化》这本书的念头，费时二载寒暑的考察、调
查、穷思，经过筚路蓝缕的努力，现在终于完稿。
    全国著名书画家范曾的题词“神韵”，非常契合茶的精神内涵。
这个题词为本书增光添色，对范曾先生，我充满敬意。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程骅的鼓励和帮助，他
在百忙中还为本书作序，在此深表谢意。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南京茶叶行业协会会长、中山陵茶厂厂长陈盛峰，江苏省侨商总会理事
、茶客老站餐饮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杰，南京文史专家、南京楹联家协会主席袁裕陵的指导。
笔者还查阅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专著、论文，并吸纳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我患有眼疾，视力差。
我的老伴伍必顺帮我查找、整理资料，两个孙女葛星若、葛星宇帮我打字、录人文稿，她们的劳动大
大加快了我写作的进程，我也从中享受到愉快的浓浓的亲情。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茶客老站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和中山陵茶厂的帮助。
    笔者学浅识微，借此书抛砖引玉，若能让读者对茶文化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兴趣，则余之幸事。
对本书存在的疏漏及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葛长森    2013年1月6日于莫愁湖畔茶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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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金陵茶文化》从中华茶文化和金陵文化的视野，考察研究金陵茶文化的历史，对其历史底蕴、
茶事掌故、文化内涵等作了详尽阐述。
既揭示了六朝、唐、宋、明、清、民国等历史时期金陵茶文化发展的纵向过程，又对茶馆、茶市、茶
俗、茶艺、茶文等金陵茶文化诸多方面进行了横向的剖析；既载负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又透露出清新
的时代气息。
本书由葛长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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