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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茗茶》

前言

序一中国的茶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相伴延续至今。茶的内涵和外延几千年来一直是国人感兴趣的话题
。中华古代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对这种独特的现象有各种解释，其中一种理论是值得
肯定的，那就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合和于自然就会长久。刘承恩先生以中
医养生的视角观“茶”，把茶性和时令相联系，并以此促进人的健康，对于丰富茶文化是有益的尝试
。宇宙无限大，同样也是无限可分。茶的内涵需要深入探索，探索是人类进步的精神。鲁迅先生讲：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茶为国饮，科学饮茶有利于健康，这已经形成
共识。期望刘承恩先生进一步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探索成功一条新路。刘枫2012年5月刘枫：第十届全
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原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
政协主席，著名书法家。序二茶，原产于中国，目前已被世界上一百余个国家作为日常饮料。作为文
化与健康结合的物质载体，它承载着中华人文先祖的智慧和人民的情谊，流转于不同民族之间。茶的
利用是从药用开始的，近年来，一些中医养生专家热心参与茶叶事业，在深入研究茶和茶养生文化，
对传统医学进行深入挖掘的同时，结合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不断探索茶叶的有益功效，取得了不少成果
。众所周知，茶产业是中国的重要产业之一。如何使茶产业能够更好、更广泛地服务于人类，需要社
会各行各业人士的关注与支持，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人类是在探索中不断进步的，茶产业也是
如此。《山海经》中神农氏以茶解毒的传说，大家大都耳熟能详。但是又有谁知道，为了得到证实，
付出了多少代人的艰苦努力和殚思竭虑呢？“路漫漫其修远”，探索，求证，再探索，再求证⋯⋯中
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民族昂首世界的重要原因，正是源自这种可贵的不断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力
量。作为一次新探索，刘承恩先生编写了《时令茗茶》一书，用人和宇宙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的道
理，结合中国古代圣贤“五运六气”的学说，阐述了“茶有时令，顺应四时，茶调阴阳”的理论。刘
承恩先生是中医养生人士，与茶交往近二十载，爱茶甚深。通过结合中医理论知识，他从饮茶中悟出
了不少心得与道理，并将之汇编成册，以惠众人。读后，时令茗茶的新概念必会使广大养生者有所受
益和启迪。在此，也衷心希望刘承恩先生对时令茗茶的探索能够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梅峰2012年5月于
北京梅峰：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原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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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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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茗茶》

作者简介

刘承恩，中医师，时令养生高级技师，北京养生文化学会会长。曾在海军任军事检察官、军事法律顾
问处主任；在总参谋部办公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律顾问办公室”总军事法律顾问等职务。他
从事中医事业，以“坚守道德，为民服务”为座右铭，把中医养生还给了人民，让大众用最简单、最
省钱的办法保持和恢复身心健康。2004年、2005年、2009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职业技能培训部门，先后与刘承恩签订协议，进行中医养生的试点工作。他把两千年前
中医圣典《黄帝内经》包含的“时令养生”，变为当代广受欢迎的职业。2007年、2008年荣获北京市
“西城区劳动奖章”“首都劳动奖章”，被评为“北京市经济技术标兵”。刘承恩在接触过他的黎民
百姓中口碑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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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一、醒茶 二、闻香 三、热沏 第三节沏红茶 第四节沏花茶  一、闻香 二、醒茶 三、沸沏 四、再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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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品茶综述 一、晨茶的时间 二、晨茶的浓度 三、晨茶出微汗 第三节一日“夏季”品茶综述 第四
节一日“秋季”品茶综述 一、血清血浊的不同 二、南方北方的不同 三、四季一日饮茶收阳 第六章茶
养四相 第一节茶养春相 一、春天春相 二、春天夏相 三、春天秋相 四、春天冬相 第二节茶养夏相 一
、夏天夏相 二、夏天春相 三、夏天秋相 四、夏天冬相 第三节茶养秋相 一、秋天秋相 二、秋天春相 
三、秋天夏相 四、秋天冬相 第四节茶养冬相 一、冬天冬相 二、冬天春相 三、冬天夏相 四、冬天秋相
茶洗春秋灸百脉 上篇·茶洗 ⋯⋯ 饮茶心得荟萃 众人划桨开大船——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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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茗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夏天秋相 夏季面色白亮而不隐隐见红，是阳气悖于夏，未按时居心，早泄于肺；是阳
气太过之相。夏主火，火应心，夏季阳气注于心，心清神宁；心阳逆天时早泄于肺，肺满心虚。宜一
日立秋（15点）之时品用白露茶为佳，处暑茶、立秋茶依次逊之。以出汗为宜。 夏天面色白而无光，
是阳气虚弱之相。宜每日立春（3点）至惊蛰（5点）之时，品用明前茶为佳，清明茶、谷雨茶依次逊
之。 每次加4枚红枣，4片生姜，在醒茶时将枣掰开与姜片放人杯中，品茶后把枣和姜片吃下。 四、夏
天冬相 夏季面色白亮隐隐见黑，是阳气悖于夏，未按时居于心，早泄于肾；是阳气太过之相。夏天阳
气走泻于肾，未到冬藏之时，肾精不能固，至冬季肾阳欠收。一日立秋（15点）之时，品用寒露茶为
佳，秋分茶、白露茶依次逊之。以出汗为宜。 夏季面色黑而无光，是阳气过亏，春天阳气滞留于肾。
未入肝生发，夏天未人心长壮；是“火水未济”、“心肾不交”之相。宜每日立春（3点）至惊蛰（5
点）之时品用明前茶为佳，清明茶、谷雨茶依次逊之。以出微汗为宜。 饮时可加红枣1枚，生姜1片。 
第三节 茶养秋相 秋季万物收敛。以“收”为鉴，审太过与不及，品茶微调，引心归秋，形神得“收
”。 一、秋天秋相 秋天五色为白。秋季面色之白当以“白绢裹璞玉”为佳。璞玉即未经雕琢之玉，
玉凝重，秋天面如璞玉，虽白而僵，非健康气色。面色白亮如白绢裹璞玉，是秋天秋相；是顺应“天
收”之时，阳气内“收”于肺，表于颜面的良好状态。“秋应肺。” 秋天秋相者按四季乃至一日四时
品茶即可，不必刻意以偏纠偏。 二、秋天春相 秋季面色白亮隐隐见青，是阳气悖于秋，未按时收于
肺，反窜于肝；是阳气妄行于肝之相。秋阳不收，反生春相，使秋收无果，冬藏无物。宜每日立秋
（15点）之时，品用寒露茶为佳，秋分茶、白露茶、处暑茶、立秋茶依次逊之。以出少许微汗为宜。 
面色青而无光是不及之相。是春三月和夏三月阳气亏损，体内有寒，导致秋收时节阳弱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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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茗茶》

编辑推荐

《时令茗茶》编辑推荐：谨以此书献给中华民族古代的诸位圣贤，勇于养生实践的人民大众——刘承
恩。茶为国饮，科学饮茶，著名茶养生专家刘承恩打造，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推荐。

Page 7



《时令茗茶》

名人推荐

《时令茗茶》一书，用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的道理，结合中国古代圣贤“五运六气”学说
，阐述了“茶有时令，顺应四时，茶调阴阳”的理论。——梅峰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副
部长，原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此书以中医养生的视角观“茶”，把茶性和时令相联系，以促进人的
健康。茶为国饮，科学饮茶有利于健康。——刘枫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第十届全国政协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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