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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也变得愈加丰富多彩，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应地，各种茶文化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而且近些年来，“中国茶文化”作为
一门课程逐渐进入了一些大学的课堂。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随着中国人民生活的逐渐富裕，茶已经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饮食的嗜好引起人
们的兴趣，茶在中国古老的传统，茶与人的精神生活的联系，饮茶作为一种休闲生活的方式，茶的修
身养性的功能，品饮的艺术性所代表的高雅的情趣等等更多地被人们所喜爱，充分说明了饮茶确实是
一种“盛世之清尚”。
这也正是茶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把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历史非常久远，古人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茶文化研究的著作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是就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或某一现象展开论
述，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总结的并不多，特别是学校教材更是只有寥寥几种。
故我们认为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部适合大学本科教学需要的、比较全面和系统
的中国茶文化教材是有必要的，并希望以此为中国茶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近些年来，饮茶更成为很时尚的事情，都市里的茶肆林立，被视为中产阶层和“小资”们交往的
主要场所。
在饮茶之余常常谈到有关茶的话题，如有关茶的传说、茶的来历、各国各民族的饮茶习惯、饮茶养生
等等。
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本作为谈茶论道的知识性读物，以便开阔视野，丰富茶的话题，增加饮茶的趣
味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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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茶类与名茶第一节 茶类一、茶类的形成与发展自从人类发现并利用茶叶以来，经过数千年广
大茶人的艰苦努力，已创造出成千上万的茶叶种类。
茶类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是随着茶叶加工方法与技术的演变同步进行的。
茶叶加工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粗到精，茶类也随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下面结合茶叶加工方法与技术的历史演变介绍茶类的形成与发展。
（一）从晒干收藏到采茶制饼人们利用茶的最初方式是生嚼吞食，随后发展为生煮羹饮，即将茶鲜叶
按类似现代人煮菜汤的方式煮熟食用。
这两种方式都是对鲜叶直接利用，从茶树上采下即用，不存在茶叶加工的问题。
对鲜叶的直接利用要受到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周围要有茶树，要在茶树生长的季节，还要在不下雨
的天气等。
随着人们对茶叶认识的加深，消费茶的人逐渐增多，自然条件的限制就要想办法克服，于是出现了将
茶叶干燥后收藏的方法。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苦荼⋯⋯生益州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
”这里谈到采干，但采后是如何干法，未加说明，也许是晒干，也许是风干，也可能是借助火力烘干
。
不管怎样，晒干收藏比起直接利用鲜叶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可看作是茶叶加工的开端。
这对人类利用茶叶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囟为有了茶叶加工，茶叶才便于贮藏和运输，才使茶叶的传播和普及有了条件，才有了今天丰富多彩
的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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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编写工作，最初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徐晓村、王伟两人在2002年承担了北京市教委“北京市精品
教材建设项目”而开始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曾为编写此书发表了数篇论文，但全书的编写一
直进展缓慢。
后经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建议和联系，其他几位编者也参加了此书的编写。
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此书终于编写完成。
此书各位编者分工如下：四川农业大学单虹丽编写第一章；中国农业大学徐晓村编写第二章；云南农
业大学周红杰编写第三章；中国农业大学李焕征编写第四章；北京工业大学杨桂宏编写第五章；中国
农业大学王伟、北京工业大学杨桂宏编写第六章；中国农业大学徐晓村撰写了第七章的文字部分，艺
鸿茶道文化传播中心陈艺鸿负责第七章的茶艺设计和表演，中国农业大学侯玉峰负责第七章的摄影。
全书由徐晓村统稿并撰写“前言”与“后记”，王伟最后通读全书，并做文字润色、史实审核、编写
参考书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郑培爱女士和陈卫国先生的帮助与鼓励，特于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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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茶文化》：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树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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