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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大辞典》

前言

茶 史 部中 国 茶 叶 大 辞 典茶史部History of China Tea茶(1)〔Tea(1)〕茶树。是以叶用为主的多年生常
绿植物。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中，茶树属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属下分类未定。中国多采用张宏达分类。
可以泛指芽叶可制茶饮用的各种茶树。在张宏达分类中，包括茶亚属或茶组下茶系植物；也可特指茶
系下的茶种植物〔Camellia sinensis(L.) O.Kuntze〕。有乔木、半乔木、灌木三种类型。秋季开白花，具
有喜温暖、湿润，喜酸性土壤的生长特点。中唐之前谓“荼”。西汉司马相如《凡将篇》谓“诧”，
杨雄《方言》谓“”，东汉《说文解字》谓“茗”，三国魏张揖《埤仓》谓“”，《杂字》谓“”，
并有“葭萌”、“诧”等称。唐代陆羽《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三曰，四曰茗，五曰。”中
唐时“荼”字衍生为“茶”。陆羽《茶经·一之源》：“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
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榈，蒂如丁
香，根如胡桃。”中国茶的外传，主要依靠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唐代时茶传往日本、朝鲜等地，后
又从南方海路传往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欧洲各国，并进一步传向美洲大陆。北方由陆路传往俄
国、波斯等地。现世界各国语言中“茶”词的读音，大多源于中国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的译音。茶产
品或制品。茶树芽叶及由其制成的饮料。如茶叶（茶）、茶水。传说以茶为饮料，始于神农时代，兴
于唐，盛于宋，今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另两个是咖啡和可可）。茶学〔Theaology〕园艺学的分
支学科。研究茶树的栽培、繁育、制茶，茶叶质量及其审评、检验方法，茶叶销售、流通学等经济活
动以及茶文化。公元8世纪，唐代陆羽撰写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创建了古代茶学。此后
经宋、元两代，茶区扩大，建茶崛起，茶业重心南移，历史上不产茶的福建成为贡茶的主要产地；团
饼茶制作技术日臻完善，并出现了末茶和散茶；饮茶艺术日益完善与精美，由上层社会逐渐普及于民
间。由于团饼茶制作工序繁琐，“重劳民力”，明代朱元璋下令“罢造龙团”，由此促进了散茶的兴
起。明清时代，制茶技术全面发展，始形成红、绿、青、黑、白、黄六大茶类。名茶制作技术高度发
展，已有近百种名茶出现。传统的种茶、制茶技术成熟，茶叶成为大宗出口商品，销至世界各地。明
、清两代，茶学科技著作已有六十余种。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了茶叶科学和
茶叶生产的发展，为现代茶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40年迁至重庆的上海复旦大学在农艺系内建立茶
学专业组，标志着中国茶学学科的建立。20世纪50年代，经全国农林院校院系调整后，相继在安徽、
浙江和湖南等高等农林院校建立茶学专业，并在主产茶省建立一批专业研究机构，加速了中国茶学的
发展进程，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茶树栽培、茶树遗传育种、茶树生理生态、茶树保护、茶叶加工、
茶叶机械、茶叶生物化学、茶叶综合利用、茶业经济贸易、茶与人体健康以及茶文化等分支学科。20
世纪90年代茶学已发展成一门以农学为基础，并包含食品学、经济贸易学和社会学，涉及农、工、商
、文的综合性交叉独立学科。包括茶树生物学、茶叶生物化学、茶树病虫害防治、制茶技术、茶业机
械等分支，以及茶业经济、茶文化等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领域。由于茶叶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茶
文化又有悠久的历史及丰富的内涵，茶学近年来已获得长足进展。茶叶(1)〔Tea(1)〕参见“茶”。茶
业名物茶的名号苦荼〔Kutu〕亦作“苦”。古代蜀人茶的方言。《尔雅·释木·》：“，苦荼。”郭
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蜀人名之苦荼。
”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苦〔Kutu〕即“苦荼”。〔Jia〕茶
的别称。参见“茶”、“苦荼”。荼〔Tu〕“茶”的假借字或古体字。清代郝懿竹《尔雅义疏》：“
诸书说茶处，其字仍作荼，至唐陆羽著《茶经》，始减一画作茶。”清代顾炎武《唐韵正》：“荼之
荼与苦菜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麻韵，荼字亦只读为徒。⋯⋯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减一画为‘
茶’字。”《说文解字》：“荼，苦茶也。从，余声，同都切。”北宋徐铉等校曰：“此即今之茶字
。”早采的茶叶。茗〔Ming〕茶芽。《说文解字·部》：“茗，荼芽也。从草名声，莫迥切。”晚收
的茶叶。晋代郭璞《尔雅·释木·》注：“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茶的别称。参见“茶”
。茶的嫩叶。《魏王花木志》：“茶，叶似栀子，可煮为饮，其老叶谓之，嫩叶谓之茗。”〔She〕茶
的别称。古蜀西南方言。陆羽《茶经·一之源》：“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名一曰茶，二曰，
三曰，四曰茗，五曰。”又《茶经·七之事》引杨雄《方言》：“蜀西南人谓茶曰。”〔Chuan〕茶
的别称，常与茶或茗合称。参见“茶”。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尺兖反。、、茗
，其实一也。张揖杂字云：茗之别名也。”老的茶叶。《太平御览》引《魏王花木志》：茶，叶似栀
子，可煮为饮，“其老叶谓之，嫩叶谓之茗”。茶〔Chachuan〕复合茶名。晋代陈寿《三国志·吴书
·韦曜传》：“密赐茶以当酒。”左思《娇女诗》：“心为茶剧，吹嘘对鼎。”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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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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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大辞典》

内容概要

《中国茶叶大辞典》的作者队伍由国内二百多位专家、学者组成，涉及全国近二十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科研、教学、经贸、生产部门，其中多位学科带头人，并有被誉为“茶界泰斗”的老一辈学者
为顾问，使作者队伍具有权威性。 十年编撰，甘苦无尽，就为它好读好看，规整严密，囊括茶的所有
方面，让国人为自己拥有这样悠久的茶饮文化而自豪。                   
《中国茶叶大辞典》是茶叶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它凝聚着全国专家、学者十年的血汗，它将
成为迎接新世纪的最新茶学力作。

                   
    《中国茶叶大辞典》采用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茶叶的历史、文化、科技、经
贸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它包括茶叶历史、茶树育种、栽培、植保、茶叶品种、茶叶生物学、
化学、茶叶加工制作、检验、茶叶机械、综合利用、茶叶经济贸易、茶具、茶俗、艺文、茶人、茶学
著作、茶叶机构、国外情况等19个方面内容，还有11个包含大量实用信息的附录，编制出了茶叶科技
、茶叶文化秘笈的知识体系。既反映了茶叶科技的最新科研成果，又展现了中国茶学厚重的历史传统
文化。其信息量大，覆盖面广，通览古今，兼容中外，注重规范性、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实用
性。正文按专业知识体系编排，术后附笔画、汉子拼音、外文三套索引，检索方便。                           
    盛世兴茶。中国茶饮文化5000年，一条纵向的历史脉络生动清晰，这条主脉络上贯穿了我中华大地
上不同时间内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群体、各个地域的色彩斑斓的茶饮习俗和茶饮文化；贯穿了最早发
现、利用、种植茶叶的勤劳智慧的华夏儿女种茶、采茶、制茶等科学技术方面的宝贵经验极其变化变
化；贯穿了茶叶大到关系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小到牵动着百姓的每日生活的开门必备之物的强大作
用。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每天抓把茶叶沏杯茶是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民生活富足之后的今天，喝好
茶，喝健康茶，喝出茶里厚重的文化成为人们的共同需求。
 《中国茶叶大辞典》包罗中国茶之万象，是唐代茶经以后最权威、最全面、最严谨的一部茶文化和茶
叶科学普及读物。本书获得2001年中国第  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并获得同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中国茶叶大辞典》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担纲编写，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耗时10年，在我中华
强盛崛起之时应时而出，以其叹为观止的深度、广度立于同类书籍之冠，并因其深入浅出，和极强的
可读性、方便检索等特点，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辞典》编辑部作为茶学方面词条
的专用工具书。
 《中国茶叶大辞典》装帧精美，是家庭典藏、阅读的图书佳品，使书香和茶香陶冶着人的性情，打开
《中国茶叶大辞典》就如同打开中国茶与茶饮文化之门，词条收录广播、行文严谨流畅，令人不忍释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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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大辞典》

作者简介

陈宗懋，中国工程院院士，茶学专家（茶学领域的唯一院士）。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
、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
事长和国际茶叶协会副主席。熟悉四国语言，多次代表中国农业专家出席联合国的专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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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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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大辞典》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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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大辞典》

编辑推荐

最权威、最全面、最精准的茶叶工具书，爱茶人的良伴，茶叶工作者的益友！《人民日报》：“无论
形式还是内容，这部大辞典均堪称辞书典范，有关专家以‘博、大、精、深’四字概括其特点：举凡
历史、种植、加工、贸易、茶俗、茶具、茶著、相关机构等，融于一炉，不可谓不博；9970多个词条
，300余万文字，不可谓不大；海内外200余位一流专家云集，逐条推敲，严格校订，不可谓不精；通
览古今，知识系统，对中国茶叶的渊源、科技及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总结，不可谓不深。” 《
光明日报》：“《中国茶叶大辞典》是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是科技部科学技术学
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它的编撰工作启动于1991年，全国200多名茶学家和各界学者呕心沥血十年
，终将这部科学性和文化性兼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叠，既有古代文化和茶事，也有最新科技学
科成果的专著付梓。” 《新民晚报》：“《中国茶叶大辞典》是继中国茶圣陆羽《茶经》之后的又一
部茶学巨著” ！《中国茶叶大辞典》是一部融多学科知识的大型工具书，是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知识系统、门类齐全的专科辞书，是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全书收词9972条，共3266签字，并附
有彩图198幅，随文插图216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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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大辞典》

精彩短评

1、外皮美观，内容丰富，总体感觉不错！
2、习茶人值得拜读的一本书！
3、十分抱歉，货已收到几日，确认晚了，书很好，多谢！
4、茶艺\茶学研究的好书!真正的工具书.
5、中国茶叶大辞典（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全国茶学界、辞书界专家及各学
科学者十年心血汗水的结晶！）
6、书看了不错    写的很仔细 是一本好的工具书
7、没想象中那么好，也没有图片
8、是本茶叶辞海
9、非常有用的茶业工具书
10、收到货了，感觉很棒，书的质量很不错，还没看。希望是正版，看完再判断  ，很高兴的一次购物
11、很专业，很全面的茶书，值得好好学习
12、好书，里面的内容很详细~~~有关茶叶的名词都有解释~~~就是索引太多了，有好几百页~~~~
13、这本书完全是专业人士用来查看的工具书。像《永乐大典》一样⋯⋯
14、终于买到了这本向往已久的百科全书，果然内容很详尽完整。受益非线！
15、书真心不错，凝聚了作者的心血，会花时间慢慢品读，只是索引确实占去了好多啊！
16、愛不釋手啊！看了不少的茶文化方面的書籍，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最全的，涉及方方面面，值得收
藏啊！
17、学问特别高深的一本骨灰级专业书刊，不是一般人所能参悟透彻的，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建议不
要买了！书确实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18、自己对茶不甚了解，只是在友人处蹭喝了不少他的好茶。席间，体味他的不同的人生。一日，觉
得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国的茶，于是选择了这一本辞典。抽空翻了它的目录，被作者的认真所打动，在
现时，已难得一见十年磨一剑的好作品了。好书，值得细细研读。
19、全5星，满意！！！
20、好书 值得爱茶人收藏
21、专业人士可以买，想学怎么泡好茶的就别买了。。。如果是自己要经营茶厂的可以试试。。。目
录真心多。。。一共1221页，前面118目录，后面附录从790开始到867。。。。。接下来有笔画索引，
汉语拼音索引，外文索引。。。。。。。所以大半本是可以不用看的。。。
22、帮朋友买的，认为是茶叶方面很经典的书集
23、今天刚拿到书我就迫不及待地来给评价了，本身我对这本书就非常放心，因为毕竟是陈宗懋老师
曾任中国茶研所所长，更是获得过终身成就奖的领头人，今天收到书就开翻，确实编撰得非常非常好
，很全面很到位，所有能想到与茶相关的内容基本上都有了，可能就茶席设置这块欠缺，这本书光目
录就是118页，做的非常细致，很方便查阅，这本书顶级推荐！
24、内容太丰富了，是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工具书
25、真是不错的工具书，很值得入手
26、整本书相当厚重，内容也相当宽泛，从茶叶到茶具到茶事，无所不包。总的来说，专业性较强，
珍藏性大于实用性。不足之处是收录的图片太少且都年代较早。
27、专业级的工具书，对于爱茶，做茶，卖茶的，都有必有准备一本，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作为大辞典，有着通病就是宽度足够，深度缺乏。进一步研究茶的发烧友，还需要参考更专注深
入的书籍了。
28、很厚重的一本工具书，一书在手，别的书就不用买了。
29、权威，用来查资料挺方便的。
30、感觉对于研究来说，可能还不错，但是对于业余而言，太看不懂了。。。。后悔。。。
31、很不错 非常满意
32、内容较全，目录和索引占了三分之一。
33、很难得的一部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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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内容全面，学习性强！
35、中国茶叶大辞典
36、看此书,进入茶的世界..
37、一本全面，知识性强，所有的茶叶相关词汇信息都囊括了！极好的工具书！
38、感觉不错，物流一般
39、内容很全面，当辞典查用很方便
40、本书是好书。是大部头的书。部头大、内容全是其突出的特点。中国是茶的起源国，茶文化源远
流长，本书作为辞书，是好书。
41、这本书非常全
42、收藏，需要时用
43、书很不错，就是买的时侯75折，还不到一个月就61折了，多花了50多块。。。。。
44、书很厚，很专业，内容很多，细细看吧。能学不少
45、太系统了，而且，很中肯，非常全面，从低到高，无偏差，从土壤生长，历史渊源，出处等等。
46、内容非常好，可惜装订很烂⋯⋯ 多年心血的结晶，如果装订质量能好点儿就完美啦~都替作者和
编辑不值啊⋯⋯
47、非常好的茶书
48、我给喜欢喝茶的老哥买的，他说这书不错，是很专业的书。
49、权威、专业。值的珍藏。
50、很好的一本茶典。详细而专业。适合专业人士。
51、不过就是我想了解的茶叶资料比较少
52、就像本茶文化整个范畴的百科全书！包罗万有！要花不少的时间才能看完！
53、太厚了，得看一段时间了
54、没有想象的厚，但是很舒服。
55、工具书，收藏便用，很实用的感觉~~
56、除了稍贵之外，都是优点！一书在手，省却好多事情！
57、中国茶叶大辞典（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全国茶学界、辞书界专家及各学
科学者十年心血汗水的结晶！）这本书很厚，内容也很多
58、收到书时就急不可待地打开扉页浏览了一下，哇，真是名副其实的属于茶叶知识的“辞海”。
受不释手的良书！
59、全面详细，你所不理解的茶叶知识，应该都能在里面找到
60、内容极其丰富，是非常全面的工具书。美中不足的就是彩图太少，对于辨识茶叶的种类和品级帮
助就有限了。
61、正版书籍，物美价廉，超值
62、真是一本大辞典，好厚啊，不错，很详细。
63、一版一印是图书收藏的标准，只是阅读就买电子书了。希望改进。
64、送茶馆开业是不错的选择。
65、工具书应留存
66、多全却不细
67、不错的书 值得去看看
68、如果只是作为了解茶文化，不是要求到做茶技术层面的话，这个书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家里做茶
叶，所以想要更多的茶叶加工技术的知识，所以觉得不够用！
69、老師送我的第一本書：）
70、内容很全面，很不错。
71、够全面就是不够详细
72、看完再来评价，不过书挺厚的，包装纸张都很满意
73、地域性十分之明显。。
74、包装神马的还可以，词典么，不着急看，留着慢慢翻
75、内容专业完整。
76、很厚很大的一本辞典哦，是我国茶叶行业的权威专家陈宗懋先生组织编写的，全面收录了关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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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种植、加工、种类、器具、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内容
77、书很不错。值得深究
78、非常好的书，知识详细，说明透彻
79、我女儿是学茶学的，有这样一本工具书，是一直想要的，虽然价格有点贵！是一本专业的工具书
。
80、纸质略显低档
81、下次发过可以可以直发到家,不想去邮局取,太麻烦
82、内容很详尽也很系统，就是期望能用好些的纸张，毕竟是常用来查阅的。强烈建议当当加强包装
，好好的书有的皱得惨不忍睹。
83、厚实充实的内容
84、给老公买的，他喜欢品茶，对他了解茶文化有帮助。
85、说实话对于初学者有点头疼，就像辞海一样。
86、这本书用六个字概括：权威、全面、专业！
87、有了这本茶书，其他茶书就不用再买了。大全！
88、挺好，书的内容得充实
89、建议给好评的人要说清楚为什么好？太单调了
90、一本茶叶百科全书。
91、爱品茶的人可以学习
92、不愧是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辞书奖的好书。也不愧是全国茶学界、辞书界专家及各学科
学者十年心血汗水的结晶！经典！权威！
93、帮朋友购买的   她说很喜欢
94、我还能说什么呢？
95、以前曾经看过这本书，这次有机会买了回来，内容的确是很全面，也很专业，值得茶学爱好者读
一下。
96、才买了书都还没有收到就降价了，真郁闷！书内容还可以，可惜并非图文并茂。
97、挺好的辞典 ，挺全面的
98、我买的第一本书到的时候 我的茶艺老师也在 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作为学生的我看到老师也那么喜
欢 跟着就又定了一本送给我老师 老师收到书非常高兴 确实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99、写的很全面想要学茶的朋友可以购买
100、果然是辞典，很全面，大师呕心沥血作品，值得珍藏
101、新书侧面怎么好几个手印，拿书的人没洗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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