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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画说中国茶：茶事·茶俗》，周文劲、乐素娜主编、沈国琴副主编、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母隽楠
绘画2016年02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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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中国茶：茶事·茶俗》》

精彩短评

1、虽然对茶不是很了解，看到这本书就情不禁地喜欢上了。淡淡的水墨画出了浓浓的中国风；文字
轻松易懂，一路娓娓道来，边抒发边叙述，两者结合做出来具有中国原汁原味的“”茶“。具有如此
深厚文化底蕴的图书，还不收藏？
2、没想到茶的故事有这么多，对于爱喝茶的我很适合，以后一喝茶还真能想到有趣的事
3、茶文化启蒙读物。这一本上半部分是和茶有关的传说，可以当做床头故事讲给小朋友听；下半部
分是茶事要点普及，对大人也有用。图画同样稚拙可爱萌萌哒~
4、画风很漂亮！
5、本来觉得这是一本给小朋友看的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茶文化的启蒙读物，没想到我这个大朋友竟
然爱不释手。水墨的酣畅中带着细腻的味道，叙事娓娓道来，我已经放在家中书柜的显眼位置啦~~~
6、能感受到确实是诚意之作。
7、很雅致，放在茶席边上，散发出文化气息。在我去取快递的功夫，茶友就翻了半本。
8、我发现，几乎每一种茶都有自己的美丽传说（建国后新培育的茶种不含在内），真是非常不错的
茶文化启蒙教材。另外，第76页下方，少了一个标点符号，校稿的姐姐当时肯定只顾着喝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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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中国茶：茶事·茶俗》》

精彩书评

1、文/黄大“从娃娃抓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觉得作为国饮的茶，其品饮及文化的普及
也应该如此，让青少年也开始喜欢喝茶，从小就培养小孩子喝茶的兴趣，这样茶业复兴才可能尽早的
实现。不过以我看到的我们整个茶行业所呈现的调性，以及各种普及推广的方式，目前基本上并不能
够吸引和打动年轻人群，他们觉得喝茶是父母甚至是更老一辈子人的需要，一方面喝茶太过于强调了
养生保健功效，一方面从外在的表现包括茶叶的形态、包装、销售渠道、品饮方式、消费品位等，都
不是年轻人喜欢的风格调性，不时尚不潮流、不炫酷、没个性。在刚结束不久的茶博会遇到位茶友，
互动交流时得知他们曾做过针对年轻人群的茶的推广项目，但是效果并不像当初构想的那么好，所以
对于方式方法上如何更行之有效心存困惑。刚好我讲到立顿的时候，PPT上有一页是搜集的一些海报
，我说刚才那些海报你都看到了，那才应该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海报设计成那种风格才能引
起他们对于产品的关注及兴趣，但是我们恰恰做的相反，给年轻人看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喜欢的甚至还
可能产生距离感和排斥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在茶文化与品饮方面的推广毕竟做的
太少没有经验，同时也忽略了年轻人这部分群体，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这部分目标受众的意义和影响
，一方面更是没有多少人懂得这种沟通的语音方式和技巧，连中老年这部分消费群体都还缺少行之有
效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呢，更别说年轻人了。这其中比较关键的一点是，茶行业商业化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这个行业从业人员普遍缺乏这种意识、素质、能力和执行力。同时给青少年阅读的关于茶叶方面
的书籍也很少能看到，或者说即使是针对这部分读者的书籍，在调性上做的还不够到位。茶文化、茶
风俗、各种茶类的介绍、茶的品饮、各国喝茶的特色习惯，似乎都是些很高大上都很不好懂的东西，
那么如果书的内容很理性或者深奥或者过于学术乃至枯燥，可以想象年轻人拿起来看一眼都扔在了一
旁不会再看第二眼。但是如果浅显易懂、风趣生动、而且图文并茂、调性相符，那么效果会如何呢？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完全可以买一本让他来读，这是我看到《画说中国茶——茶事、茶俗》这本书的
直观感受，因为这是本针对少年儿童的茶的科普绘本读物，同时书的装帧设计又很精美。翻了一下里
面的内容，茶的知识都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把原本很不好理解的各种茶叶的知识文化都融汇其中，
读起来比较轻松容易理解，连我都读着读着几页不知不觉就看过去了——其实对于不太了解茶文化的
中老年人来说，这本书也很合适阅读的。既然叫画说中国茶，那么画的内容可以说是书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与文字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仔细看了书里面的这些插画，先不说其作为每一篇文章的组
成的作用，单从画风来看，既沿袭传统又有创新其中，绘画者采用了中国水墨国画的方式，但是表现
上融入了当代青少年喜欢的动漫风格，这也正是书中插画用心和创新之处，如果纯粹中国风孩子们未
必喜欢，如果过于现代感，又失了茶文化的传统韵味。据说此书的编者为了能找到合适的画家也颇费
了番周折，因为能把二者都表现出来而且还要传达出文章内容的核心，真的是太不容易做到了。在此
书成书阶段，编者与画者三年期间经历了无数的沟通磋商奔波，最后与本套另一本《画说中国茶——
茶史、茶趣》两书中所呈现的200幅绘画，只是其中曾经图稿的十分之一，可见其中双方为此付出的精
力、心血和不易。作为曾经出过茶书的本人来说，深深了解在一本茶书中，配插图比写文字更费心费
力费时间之处，想做到尽善尽美与文字相得益彰，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在此对本书的编者和绘画
者由衷致以敬意。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出版社能够针对青少年，出版他们喜闻乐见的茶书，让他们也
喜欢上我们的国饮，从童年就开始爱茶喝茶。
2、西湖的明前龙井闪亮登场了，您是品呢品呢还是品呢？三年磨一剑的“画说”中国茶也鲜嫩嫩地
炒出来了，您是看呢看呢还是看呢？传说在龙井村有一位老阿太，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给孩子们讲
关于茶的那些小趣闻，今天呢，小编就扮一次老阿太，给大家讲讲《画说中国茶》背后的故事。世界
上有一种神奇的相遇，能激发人的创造力与协作力，从而碰撞出完美的作品。幸运与骄傲地是：小编
我曾经见证这场神奇的相遇，并且荣幸地促进过这场相遇。2012年的某一天，时任中国农业出版社编
辑的我的央美同窗&amp;最好的好闺蜜胡键同学，与部门副主任赵勤一起接下了出版社与中国茶叶博
物馆合作的一个面向青少年的茶叶普及绘本项目，作为一个屡获国家级大奖的资深图书编辑，胡键自
知责任重大，任重道远。选择一个得力的绘本作者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画说中国茶》，顾名思义，
“画”在首位，用手绘来展现中国古老的传统茶文化，水墨意韵的中国风是在确定书名的同时就确立
的方向，由于目标受众是青少年，朴拙有趣、引人入胜又成了必须。找到擅水墨丹青的艺术家不难，
找到风格朴拙有趣的艺术家或许也不难，但是，找到这样一位能够同时满足以上两个要求，且对绘本
事业有兴趣的插画作者简直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在经历了几任作者试画都不够满意的状况下，我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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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中国茶：茶事·茶俗》》

胆向胡键推荐了我的朋友母隽楠老师。彼时在鲁迅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工作室任教的母老师，是我之前
为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套高校教材做版式设计时认识的一位作者，以我合作时对她作品与个人能力的认
识，我认为母老师或许可以担当这个重任。《画说中国茶》分为《茶事.茶俗》与《茶史.茶趣》两册
，三年间，母老师与宣纸笔墨为伴，成书后两册绘本的200幅妙趣横生的图画，看似轻松幽默，但是如
果算上草图和废稿，母老师画了得有两千张画稿。而作为编辑的胡键，除了与茶叶博物馆协调进度与
稿件，还要不时地与作者沟通，跟进母老师的画风与细节的精准度。第一本书的样稿回来以后，调整
版式梳理稿件成了一个大课题，母老师性格热烈奔放，某些时刻需要更加地天真幽淡、含蓄隽永，做
减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母老师固然才华横溢，但是从画图到绘本诞生，仅从版式来说，字体、
标题大小、图与图的关系、图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处理，结果都会是天上地下，扉页上画龙点
睛的那笔墨团，看似轻松随意，也是推敲良久，在N多个方案中遴选得来。封面上的“画说”二字，
也来自胡键的亲笔手书哦～更何况做为一个编辑，跟进的是方方面面，协调的是不同部门，我常常很
佩服胡键同学的处事不惊、不急不躁、不疾不徐，也只有她，能够和赵勤老师一起，三年磨一剑，把
这套书最终打磨成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精品。 西湖的明前龙井闪亮登场了，您是品呢品呢还是品呢
？她们三年磨一剑的“画说”中国茶也鲜嫩嫩地炒出来了，您是看呢看呢还是看呢？点击查看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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