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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铎八音》

内容概要

" 喝茶，是生活中的美好感受，也是一种雅致的生活艺术。华人喜欢喝茶，英国人每天喝好几次茶，
日本人更将品茶提升到一种艺术的境界。其实，随着华人的播迁和文化传播，喝茶的文化已经传布到
全世界。许玉莲老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漳州等地传授茶道，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茶铎八音》为茶文化发展的观念与思想提供了许多正确的方向，如第一音（篇）的茶道观念，许玉
莲要茶道老师们亲自泡茶、奉茶，不要只是叫学生或员工代劳。第二音的茶文化复兴，许玉莲提出了
新茶文化区不要只是沿用先民带来的方式，要从现在生活的时空中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茶文化。第三音
的泡茶，许老师直接指出许多所谓的风格差异实际上是做法的错误。第四音的品茶，许老师踏出了茶
汤市场的第一步，亲自将泡茶与茶汤有偿地卖给消费者。第五音的器物，许老师认真地做实验，将各
种茶具材质与茶汤的关系告诉我们。第六音的茶会，许老师亲自到各国家、各族群举办各类型的茶会
，利用茶会传授茶道，了解他们在茶文化上的误区并给予调整补充。第七音的推广，作者提醒我们要
卖茶给买者喝，不要只是卖茶给买者投资。第八音的品茗馆，作者直接提出品茗馆要以个人工作室的
方式经营，不要落入罐头式生产的行列，否则很快就会丧失它的生命力。每一音都敲得很准很重。茶
文化的八音就有如声界的八音，带出了音乐的秩序与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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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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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铎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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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铎八音》

精彩短评

1、优点是专业视角与批判性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缺点是本书为专栏文章集锦因此内容会有互为重复
之处
2、一本适合初学者阅读的茶道书籍。事茗之人亦可一读，所谓温故而知新也。然此书一些文章观点
我不太认同，如【茶席需不需要音乐陪衬】【洗茶与否的必要性】等，作者过于主观偏执，有违茶之
精神，过目即可，无需深究。
3、见识了所谓的现代茶人
4、更愿意把这么书当成散文看，总体觉得不如她另一本《就要让这世界香》来的更纯粹，更能体现
她的爱茶之情。茶本是淡雅、悠闲、散漫的，加入太多的观点与规矩就失去茶的本性了，但对茶与茶
汤的描写很美，让不爱茶的人都要忍不住泡上一壶来看上一看，品上一品。
5、有幸蒙许老师亲自教授茶会及泡茶之法，期间也认真拜读了这本《茶铎八音》。许老师对待茶的
态度是严慎认真，又兼容并包，她并不拘泥于故纸堆里的传统“茶文化”，而是用力在她生活日常中
的港台、马来的饮茶之文化，迷恋老六堡、老观音经过时间历练的醇厚，在实实在在的泡茶、喝茶之
中，总结出更为现代的茶文化体系。
6、在写茶之书形式、内容越来越趋于一致的现代，这算是一本有自己观点的茶书，难能可贵。作者
是比较务实的茶人，有着严谨的求证精神，绝非人云亦云之辈。书中围绕着茶文化的细节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看得出是在实践之上的思考，而且紧紧把握住了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大部分观点我都赞同。
7、无聊的书，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买。
8、有趣。作者强调要用合适的温度泡出好喝的茶，看得我都好想学泡茶，品尝茶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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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铎八音》

精彩书评

1、作者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要开创一个“当代茶文化”，她认为当代茶文化“发端在台湾，后扩大
到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如果按照她自己定义的“当代茶文化”，她可以有这样的
想法，但这些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却喝了多年的“老传统茶“的人情何以堪。喝茶，是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古人“ 喫茶去”的境界，以充分说明泡茶、喝茶、品茶，就是要率性而为，何必用条条框
框来绑死自己呢。不要太过于纠缠在程序、布局上吧。但台湾人的研究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书中提
到不同杯子的品茶测试、淋壶与否对茶汤温度的影响，都是有参考价值。当然，作者对于茶席程序上
有深层次的探研，但在对茶的认识上，还有欠缺，很多我们认为是常识性的东西，在书中不惜大书特
书。如说要通过看茶叶渣来辨别铁观音焙火的程序，唉，你喝了不就知道了吗，本末倒置了。在讲到
铁观音的焙火上，没提到炭焙这种常识。不过本书文笔还是挺美的，形容茶汤是“茶香与火香紧紧抱
着互相缠绵的那股喉韵、口腔中不断骚动催生的那种若有若无似酸非酸的清气”，真有文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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