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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典》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上启唐朝陆羽的《茶经》，下至清朝陆延灿的《续茶经》。包括唐朝的张又新，宋代的蔡
襄、宋子安、黄儒、熊蕃诸位古人的对于茶文化的著作，诸位茶英雄轮番登场，为你我讲述千年不败
的茶文化。加上后人的精彩点评，一部朴素的《茶典》诉出茶文化的万般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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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典》

书籍目录

前言茶经煎茶水记茶录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宣和北苑贡茶录续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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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典》

编辑推荐

《茶典》：除却唐朝陆羽的《茶经》，宋代蔡襄的《茶录》，由唐及宋、启宋至清，直到清朝陆延灿
的《续茶经》似乎如一个圆一般的轮回旋转，终又回到茶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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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典》

精彩短评

1、从喉吻润到两腋清风生，这也是读书与做人的道理！
2、内容就更不用说了，老经典了。
3、这本书不错，在其他地方买不到，喜欢研究茶的朋友可以买来看看，主要有注释，不是很多，但
是可以帮谢忙。
4、还挺贵。但是运到的时候有点磨损了。看着很心疼。内容是很好很强大的。
5、还行啦,就是感觉有些理论性
6、借阅自Much。
7、大四
8、没有现代语言的翻译和说明，看来我是没缘分来看的
9、很好的书，送给朋友也是个不错的礼物
10、较为全面。
11、这本的注释解析都很好，最爱的是书的装帧，从小就对装帧精美的书没有抵抗力
12、居然还有错误
13、对文言文功底有限的我来说还是太艰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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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典》

精彩书评

1、茶是天然的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不可一日无茶”
，即是明证。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茶圣陆羽在《茶经》里谈到“茶之为饮，发乎
神农氏。”虽不免有所夸大，却也说明饮茶由来已久。从历史资料看，茶作为一种饮品始自西汉。西
汉至唐的几百年间，上流社会饮茶已蔚然成风，但在民间尚未大规模流行。随着唐代茶叶清饮方式成
为主流，士大夫饮茶之风日盛，茶文化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饮茶之学大兴于唐代，
北宋时期进一步精致化，至元明中兴，余韵延至清初，清雍正之后走向衰落。《茶典》以典籍辑录的
方式再现了饮茶之学的沿革、发展及内在精髓，可谓经典之作。我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饮食
同宗”之说。古人重视食物的五味调和，取盐之咸，姜之辣，梅之酸，枣之甜，苦菜之苦，茶叶也被
用作苦味调味食物。茶先被药用，继而被食用，后经茶圣陆羽大力提倡而被广泛饮用，以致后世弃食
、药的用途而只清饮。因之，饮茶已成为最主要的利用方式，这也导致制茶业有了长足发展。唐代已
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等各种形态，晒、烘、蒸、炒等加工方法也有所应用，但当时大规模生产
的是饼茶，这是因为饼茶较之其他形式更便于运输、保存，且不易变质。有宋一代，形式各样的饼茶
在宫廷和上流社会颇为盛行，人人以参加茶赛为能事，斗茶之风遂弥漫于民间。后来，斗茶活动逐渐
发展成一种庄重、肃穆的社交聚会和传统仪式，成为一种生活艺术。这种活动进一步发展为“茶道”
。南宋时期，茶叶保管手段大大改进，散茶生产逐渐扩大和发展。经过蒙元的保持，到了明代，散茶
生产已成主流，贡茶也改饼茶为芽茶。饮茶方式也从烹煮改为较简易的冲泡，茶叶的生产消费急剧增
长。北宋时期，茶被列入普通百姓须臾不可离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客来敬茶”也
成为寻常百姓家的习俗。我国有许多生动活泼的茶礼茶俗，例如《红楼梦》中王王熙风打趣林黛玉道
，“既吃了我们的茶，何不给我们家作了媳妇。”由此可知古人以茶为聘礼，寄寓深厚。而有的地区
在小孩满月时以茶汤洗头，以求早开智慧，长命富贵。云南大理地区白族的“三道茶”，一苦二甜三
回味，更是蕴含人生哲理。而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又流传着“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风雅之举，李白、白
居易、卢仝、苏轼、范仲淹、梅尧臣、陆游等人都有吟茶之诗流传。苏轼说“沐罢中冠快晚凉，睡余
齿颊带茶香。”而陆游则感觉“饭软茶甘万事忘”，以为饮茶实是人生一大快事。中国和日本的茶人
，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因茶字的偏旁部首可拆开分解为“廿”与“八十八”，合起来即为一百
零八，表达了人们祈求长寿多福的愿望。饮茶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它不仅使人身
心舒畅，也使人对之注入了真情实感。历代茶人不断完善饮茶技艺，丰富饮茶活动，提炼饮茶意境，
使饮茶之术从形而下提升到形而上，从日常的物质生活上升至精神文化追求，饮茶修道从此密不可分
。陆羽提出“精行俭德”、“中和守正”的观念，认为饮茶可以修身养性，体察天地至道，负载儒家
精神。皎然、卢仝、赵佶、蔡襄、陆廷灿则认识到饮茶不仅能够涤烦、致和、全真，也可以使人养生
、怡情、修道。后人继续完善了茶道的传统精神，赋予了当时代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观念，同时又不断
提升茶道的人文内涵，把茶道归纳为茶艺、茶德和茶禅三个层次，饮茶也从单纯的日常生活向哲学形
态转化。鲁迅先生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几多亲朋好友相聚饮茶，不仅使人身
心愉快，更使人感到人情为重的真谛。当今，国内外正在倡导“不吸烟、少喝酒、多饮茶”的生活方
式，推行会品茶的男人（不会变坏），会泡茶的女人（修心养性），会享受茶的老人（延年益寿），
会奉茶的少年（从小学会尊老敬客）。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人们更加渴望闲暇之余的内心平和，向
往闲适静寂的生活方式，这也使现代茶艺更多向传统茶道回归。喝茶、品茶和体味茶道，毕竟不能等
同。行其事，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方能深入其中，体悟真道。《茶典》辑录了自唐宋直至清中期的
七部茶学经典，即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
儒《品茶要录》、熊藩《宣和北苑贡茶录》、陆廷灿《续茶经》。这些茶学文献详细记载了古人制茶
、品茶、析茶的技术和茶的各种加工形态，同时对茶的产地、病因、种类也有所涉及。不仅如此，古
人在论述茶经之余，也注意到茶具、用水对茶的影响，收录了数篇专门论水评泉、制壶造具的文章。
特别是古人注重文以载道，赋物注情，在叙事状物时，常常寄寓人生理想、传统精神和社会价值。这
对我们了解茶文化大有裨益。《茶典》不仅是一本关于茶经的书，也是一本关于茶道的书。它突破了
语言的局限性，克服了事物难以言说的困难，使茶文化不仅能用精练的语言表述，而且可以表达清楚
。对茶有深厚感情或者想体味个中三昧的人，必定能从《茶典》中感受到茶的独特情调和蕴涵的人文
精神。《茶典》鲍思陶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11月版/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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