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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雪芹这位经多见广，才华横溢，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无所不精的文学家、诗人、画家、艺术家为
我们留下的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民俗、建筑、园林、人物、服饰
、饮食、诗词、戏剧、医药、养生等，书中有关茶的内容就有493处之多，其中包括茶俗、茶礼、茶诗
词、茶叶、茶具、泡茶用水、泡茶方法、品茶环境、茶疗方剂、用茶禁忌等，可谓是我国历代文学作
品中记述与描绘得最全、最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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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柴奇彤，出生于1973年，祖籍河北。
从事茶文化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现任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国茶文化讲师，致力于中日两国间的茶文
化交流工作。
学习过古筝、钢琴、舞蹈，尤其喜欢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小时候的理想曾是：记者、考古
学家、钢琴家。
大学里开始接触中国茶文化后，这些理想慢慢归于沉寂，我现在在茶的海洋中畅游，体验着茶带给我
的清雅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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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茗名字的改变看茶文化史 三、《红楼梦》中的日常生活与茶 四、以茶来展现不同阶层的生活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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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一）茶具起源于何时 （二）古今茶具种类 （三）常用茶具种类 （四）如何茶配器 五、《红楼梦
》中品茶环境 （一）什么环境适合品茶 （二）《红楼梦》中品茶环境 （三）品茶环境的塑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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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第三章“红楼茶”中诗、联、文 （一）《红楼梦》中茶诗词 1.回前诗 2.闲情诗 3.茶联 （二）古今茶
诗词 1.两晋南北朝茶诗 2.唐五代茶诗 3.宋元茶诗 4.明清及现代茶诗 （三）民间茶俗歌 （四）茶俗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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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茶礼品 （三）《红楼梦》中吃年茶 （四）以茶论婚嫁 （五）以茶祭祀 （六）宴会上茶 第五章红
楼茶茶疗与养生 （一）古人论茶的功效 （二）《红楼梦》中茶功效的应用 （三）茶的药用价值 1.茶
的二十四种功效 2.茶的保健成分 （四）茶的疗效 （五）常见病的茶疗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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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黑瓷茶具 黑瓷茶具，始于晚唐，鼎盛于宋，延续于元，衰微于明、清，这是因为
自宋代开始，饮茶方法已由唐时煎茶法逐渐改变为点茶法，而宋代流行的斗茶，又为黑瓷茶具的崛起
创造了条件。
 宋人衡量斗茶的效果，一看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度，以“鲜白”为先；二看汤花与茶盏相接处水痕的
有无和出现的迟早，以“盏无水痕”为上。
时任三司使给事中的蔡襄，在他的《茶录》中就说得很明白：“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
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而黑瓷茶具，正如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的“茶色白，人黑盏，其痕易验”。
所以，宋代的黑瓷茶盏，成了瓷器茶具中的最大品种。
福建建窑、江西吉州窑、山西榆次窑等，都大量生产黑瓷茶具，成为黑瓷茶具的主要产地。
黑瓷茶具的窑场中，建窑生产的“建盏”最为人称道。
蔡襄《茶录》中这样说：“建安所造者⋯⋯最为要用。
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
”建盏配方独特，在烧制过程中使釉面呈现兔毫条纹、鹧鸪斑点、日曜斑点，一旦茶汤人盏，能放射
出五彩纷呈的点点光辉，增加了斗茶的情趣。
明代开始，由于“烹点”之法与宋代不同，黑瓷建盏“似不宜用”，仅作为“以备一种”而已。
 彩瓷茶具 彩色茶具的品种花色很多，其中尤以青花瓷茶具最引人注目。
青花瓷茶具，其实是指以氧化钴为呈色剂，在瓷胎上直接描绘图案纹饰，再涂上一层透明釉，尔后在
窑内经1300℃左右高温还原烧制而成的器具。
 然而，对“青花”色泽中“青”的理解，古今亦有所不同。
古人将黑、蓝、青、绿等诸色统称为“青”，故“青花”的含义比今人要广。
它的特点是：花纹蓝白相映成趣，有赏心悦目之感；色彩淡雅幽菁可人，有华而不艳之力。
加之彩料之上涂釉，显得滋润明亮，更平添了青花茶具的魅力。
直到元代中后期，青花瓷茶具才开始成批生产，特别是景德镇，成了我国青花瓷茶具的主要生产地。
由于青花瓷茶具绘画工艺水平高，特别是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运用在瓷器上，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元代
绘画的一大成就。
元代以后除景德镇生产青花茶具外，云南的玉溪、建水，浙江的江山等地也生产了少量青花瓷茶具，
但无论是釉色、胎质，还是纹饰、画技，都不能与同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茶具相比。
明代，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茶具，诸如茶壶、茶盅、茶盏，花色品种越来越多，质量愈来愈精，无论
是器形、造型、纹饰等都冠绝全国，成为其他生产青花茶具窑场模仿的对象，清代，特别是康熙、雍
正、乾隆时期，青花瓷茶具在古陶瓷发展史上，又进入了一个历史高峰，它超越前朝，影响后代。
康熙年间烧制的青花瓷器具，更是史称“清代之最”。
 综观明、清时期，由于制瓷技术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对外出口扩大，以及饮茶方法改变，都促使青
花茶具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当时除景德镇生产青花茶具外，较有影响的还有江西的吉安、乐平，广东
的潮州、揭阳、博罗，云南的玉溪，四川的会理，福建的德化、安溪等地。
此外，全国还有许多地方生产“土青花”茶具，在一定区域内，供民间饮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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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楼梦中茶》旨在感悟中国传统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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