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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

前言

《中国茶文化》一书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于1992年由中国书店正式出版。此后，在三四年中连续
印刷了五次。承蒙广大读者抬爱，给了我许多鼓励。然而，越是得到鼓励，越感到诚惶诚恐。这并非
是故作谦词，实在是发自心底的感觉。因为，我的本行本来是进行北京史的研究，那时我们正在编写
十卷本的大型学术专著《北京通史》，我除了自己分工的卷次外，还要协助主编做些组织和学术构架
方面的事务。这样，便要把历史从头到尾的学习、思考。于是便激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其中一点便是“以物载道”，而并非像西
方那样，把物质与精神严格分开或对立。比如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园林文化等，皆是如此。于是
，.便想选一种来探讨，做一种尝试。恰好单位的工作完成得早一些，便抽空“反串”，开始研究茶文
化。说实在话，那时我还很少喝茶，既不懂茶叶的制作、品质，更不懂经营销售，说我是“茶人”实
在惭愧。但搜集资料，进行考察，一年下来居然被这茶文化所震撼，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于是决定
写一本小书，厘清它的脉络，找到它的核心。就这样，书写出来了，但总感觉不满意。假如让我再写
一遍，我想，我会用更为通俗的语言和更加简洁的结构，写得更生动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用通
俗语言表达深刻的內容其实是最难的。正因为这种功力不够，加上当时的材料有限，所以留下了不少
遗憾。此后总想修改，但事务缠身，无暇去做，只好与出版社商量，暂时先不再印刷了。这样一来，
便几次发现在南方出现盗版，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此次九州出版社希望再版，本来是一次弥补缺憾的
机会。但事隔十八年，当时是天命之年，如今已是古稀之人，况且时间又很紧迫，难以逐章修改。于
是想了个懒办法，将增补內容全部放于原书之后，原来的内容基本未动。这样做虽然仍留下原书粗糙
和疏漏的痕迹，但总算对读者的厚望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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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

内容概要

《中国茶文化》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从哲学层面论述了其由技
而艺，由艺而道的核心精神，以及儒、道、佛各家的茶文化特点和思想。 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连印数版，被读者称为“茶道、茶艺、茶文化入门的基本读物”和“中国茶文化的理论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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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玲，女，1937年生，河北曲阳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
京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北京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大型学术
专著十卷本《北京通史》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著有《中国茶文化》、《北京通史·辽代

Page 4



《中国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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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

章节摘录

第一编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的概况第一章 两晋南北朝士大夫饮茶之风与茶文化的出现一、汉代文人与
茶结缘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南北朝。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茶成为文化，是从它被
当作饮料，发现了它对人脑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有的
说自春秋，有的说自秦朝，有的说自汉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根据有三：
第一，有正式文献记载。这从汉人王褒所写《僮约》可以得到证明。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买茶
的故事。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杨惠热情招待，命家僮
便了去为子渊酤酒。便了对此十分不满，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让
我看家，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
王子渊为奴，并写下契约。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有两项是“武阳买茶”，“烹茶
尽具”。就是说，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这张《僮约》写作的时间
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汉中期之事。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后传人蜀，四川逐
渐成为产茶盛地。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又富灌溉之利，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
很发达，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僮约》证明，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如果不是大
量人工种植，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汉代考古证明，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两湖之地的
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渊就是一个应
试的文人，写《凡将篇》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楚辞、汉赋、
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常并称“扬马”。恰巧，这两位大汉赋家都
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物，一个从文字语言
角度：都谈到茶。有人说，著作中谈到茶，不一定饮茶。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未见茶
、未饮茶尚有可能，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
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况且，《凡将篇》讲的是茶作药用，其实，药用、饮用亦无大界
限。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常出
入于宫廷。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
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尊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
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侍者。小说自然不能做信史，《
赵后遗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当时产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献帝王，这
个故事亦可备考。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况且，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相
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对西南物产及风土、民情皆了解很多。扬雄同
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足见不是人云亦云。所以，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均列汉之司马
、扬雄。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
区。”故陆羽写《茶经》时亦说，历代饮茶之家，“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其实，从历史文献和汉
代考古看，西汉时，贵族饮茶已成时尚，东汉可能更普遍些。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植茶之圃”，
汉王亦曾“课僮艺茶”。所以，到三国之时，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
吴主孙皓昏庸，每与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会不会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韦曜自幼好学，能文，
但不善酒，孙皓暗地赐以茶水，用以代酒。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但吴国宫廷还饮茶，
蜀为产茶之地，当更熟悉饮茶。所以，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
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据傣文记载，早在
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可见，孔明也是个茶的
知己。饮茶为文人所好，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马相如、扬雄、韦曜、孔明
之类，以文学家、学问家、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
域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但已露出了好苗头。一、两晋南北朝的奢靡之风与“以茶
养廉”中国茶文化确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一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现在一提起茶文化，有人
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山林消闲避世之举，或者清末茶馆里斗蛐蛐的八旗子弟、遗老遗少。其实
，茶文化产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以
茶养廉”，以对抗奢侈之风，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我国两汉崇尚节俭，西汉初，皇帝还乘牛车。东
汉国家已富，但人际交往和道德标准，仍崇尚孝养、友爱、清廉、守正，士人皆以俭朴为美德。东汉
人宋弘家无资产，所得租俸分赡九族，时以清行著称。宣秉分田地于贫者，以俸禄收养亲族，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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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石米之储。王良为官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吏鲍恢过其家，见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归。尽
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官吏是少数，王公贵族也很奢侈，但整个社会风气仍以清俭为美。汉末与三国
虽门阀日显，但尚未尽失两汉之风。故曹操虽有铜雀歌舞，仍要做出点节俭的姿态，“亲耕籍田”，
并临逝遗言：以时服人殓，墓中不藏珍宝。两晋南北朝时尚大变。此时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
、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多效膏粱厚味。晋初三公世胄之家，有所谓
石、何、裴、卫、荀、王诸族，都是以奢侈著名。《晋书》卷三十三载，何曾性奢，“帷帐车服，穷
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天的饮费可达一万钱。何曾之子何邵更胜乃父，一天的膳费达两
万。任凯看着不服气，一顿饭就花万钱，还说：没什么可吃的，无法下筷子。石崇为巨富，庖膳必穷
水陆之珍，以锦为障，以蜡为薪，厕所都要站十几个侍女，上一趟厕所就要换一套衣服。贵族子弟，
闲得无可奈何，以赌博为事，一掷百万为输赢。玩够了又大吃大嚼，乃至“贾竖皆厌粱肉”。东晋南
北朝继承了这种风气。南朝梁武帝号称“节俭”，其弟萧弘却奢侈无度。有人告发萧弘藏着武器，梁
武帝怕他作乱，亲自去检查，看到库内皆珍宝绮罗，还有三十间专门用来储存钱币，共有钱三亿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的故事。《
茶经》和《晋书》都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时，陆纳任吴兴太守，将军谢安常欲到陆府拜访。
陆纳的侄子陆椒见叔叔无所准备，便自作主张准备了一桌十来个人的酒馔。谢安到来，陆纳仅以几盘
果品和茶水招待。陆椒怕慢怠了贵客，忙命人把早已备下的酒馔搬上来。当侄子的本来想叔叔会夸他
会办事，谁知客人走后，陆纳大怒，说：“你不能为我增添什么光彩也就罢了，怎么还这样讲奢侈，
玷污我一贯清操绝俗的素业！”于是当下把侄儿打了四十大板。陆纳，字祖言，《晋书》有传。其父
陆玩即以蔑视权贵著称，号称“雅量宏远”，虽登公辅，而交友多布衣。陆纳继承乃父之风，他做吴
兴太守时不肯受俸禄，后拜左尚书，朝廷召还，家人问要装几船东西走，陆纳让家奴装点路上吃的粮
食即可。及船发，“止有被袱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可见，陆纳反对侄子摆酒请客，用茶水招待
谢安并非吝啬，亦非清高简慢，而是要表示提倡清操节俭。这在当时崇尚奢侈的情况下很难得。与陆
纳同时还有个桓温也主张以茶代酒。桓温既是个很有政治、军事才干的人，又是个很有野心的人物。
他曾率兵伐蜀，灭成汉，因而威名大振，欲窥视朝廷。不过，在提倡节俭这一点上，也算有眼光。他
常以简朴示人，“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他问陆纳能饮多少酒，陆纳说只可饮二升。桓温说：
我也不过三升酒，十来块肉罢了。桓温的饮茶也是为表示节俭的。南北朝时，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俭
朴。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在位十年，朝廷无大的战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齐武帝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多麻烦百姓，灵位上千万不要以三牲
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饮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想带头提倡简朴的好风气
。这在帝王中也算难得。以茶为祭品大约正是从此时开始的。我们看到，在陆纳、恒温、齐武帝那里
，饮茶已不是仅仅为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
情操的手段。当此之时，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且已进入精神领域。茶的“
文化功能”开始表现出来。此后，“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一直成为我国茶人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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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做“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
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周作人《雨天的书》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
。倾泻入杯，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明）罗廪《茶解》品饮佳时访友初
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
石　　——（明）许次纾《茶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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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茶文化》：共饮良友清风明月纸帐楮衾竹床石枕名花琪树。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
，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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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也不错，就是高深了点，但是很详细，要慢慢研究了
2、还行，多看点还是好的
3、学术性与可读性合一的著作，值得仔细品读。强烈推荐。
4、喜欢。全面的阐述了中国茶文化
5、初中，晔晔送的书
6、品茶如品人、茶品如人品
7、书中的文字，让我更加了解了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感觉到了茶世界蕴藏着很多知识
8、通过此书的讲解，了解茶文化的历史，对茶有一定深刻认识。
9、茶文化，博大精深，这本书蜻蜓点水，但内蕴无穷，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万万不可错过的一本上
品之书啊！
10、很全面的一本书，关于茶的每一个延伸面都写到了
11、内容蛮仔细的，没事可以当了解中国茶文化
12、本书对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茶艺以及儒、道、佛对茶文化的影响都有很好的阐述。
13、这本书是先在图书馆借阅的，读完后发现不得不收藏。从中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茶与历史的知识。
14、如果从历史角度了解了解还可以！
15、了解茶文化的好书
16、经典的茶文化专著，终于又再版了，难得弄到啊，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17、很喜欢，正是我想要的。
18、不错~
19、朋友介绍的，听说很好，希望对自己有帮助！
20、对中国的茶文化做了深入的了解
21、包装很精美，纸质也不错，内容挺丰富的，还没仔细看，准备好好品读一下
22、从当当看到这本中国茶文化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竟然重版的好几次，料想应该不会是赝品，因为
本人生活在茶文化极度泛滥的广东潮汕地区，所以抱着疑惑的态度买下本书。就本书的体例而言，应
该可以判断出来作者对中国茶文化的研究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犹如广东潮汕地区的“功夫茶”）
。首先言简意赅的描写中国茶文化的发端以及在中国各个时代的发展情况，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第
二讲中国茶艺和茶道精神，由于本书的内容限制（文化），所以作者没有过多的论述，只是讲了与文
化有关的一些内容，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第三描写茶与我国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关系，立意高、着
点低，点到即止、恰到好处。最后讲中国茶的外传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总体而谈，这是一本很不
错的书籍，可作为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入门书。当然本书还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读者群的，读本书的
人最好是文史类出身的人，或者是历史、民俗爱好者，科班出身对文史没有兴趣的人就不要凑热闹了
，毕竟本书还是比较贵的（将近30元）。还是顶一个！
23、翻翻还是可以的⋯⋯
24、这本书是我所见的难得的有深入的茶文化专著，适合做研究的人用。但是书的文字又不晦涩，娓
娓道来。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25、还不错，适合对茶艺茶道感兴趣的朋友，介绍很全面，但是对茶道的具体过程介绍很笼统。。
26、内容很丰富，值得一买。这是我们选修课的书本，看来真能学习到一些知识
27、此書僅供參考。作者對茶瞭解有限，很辛苦地搜集了大量資料，可惜文筆很差，體會又不夠，東
拼西湊，成了一本太勉強的書。
28、从茶的起源 文人与茶 书中详细的描写了茶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 以茶为载体 突出了中华文明精神 
茶禅一味的感受
29、内容比较多，适合闲暇时慢慢看，一下看了觉得比较枯燥无味。
30、这本书看下来并不轻松，因为作者好像在写论文一般，许多地方带有明显的学究气息。也许我是
买来当做放松的书籍看的，跟预期有些差别。不过话说回来，书籍总体感觉知识量非常大，作者非常
钻研此方面的学识，非常严谨的。作者为我们梳理了一个中国茶文化的脉络，让我们对于茶文化有个
宏观上的认识，对于每个阶段的相关东西有待我们自己去其他书籍里认识完善。
31、老师推荐的书，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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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具体、从历史到思想的严谨描述。很好
33、能帮助学习和了解茶文化。
34、讲中国文化，不错
35、是本有文化品味的书。
36、在茶行业工作，多学习些茶文化才能更好融入团队
37、开卷很有益...
38、还没看，大概翻了下，感觉不错。
39、写的很深入。
40、明许次纾《茶疏》说茶饮之时为：

　　心手闲适 披咏疲倦 意绪棼乱 听歌闻曲 歌罢曲终 杜门避事 鼓琴看画 夜深共语 明窗净几 洞房阿阁 
宾主款狎 佳客小姬 访友初归 风日晴和 轻阴微雨 小桥画舫 茂林修竹 课花责鸟 荷亭避暑 小院焚香 酒阑
人散 儿辈斋馆 清幽寺院 名泉怪石。而最喜欢的其实反而是别方面的气度，譬如唐张志和说的：以太
虚为室，以明月为炫，同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看完书，想读陆羽的《茶经》。
41、多了解点中国文化，总没错的
42、目前市面上比较正统有体系的关于茶文化研究的书~比较有深度有思想~~~不像其他的交代不全面
43、看包装就很精美，书的质量不错。内容还没细细品读。
44、字数比较多，字比较小，看了时间长后眼睛容易酸，但作者写的确实很不错。有较深的功底。
45、很好，不是泛泛而谈，可以很好地增加对茶文化的理解。
46、慢慢看，慢看学，慢慢体会中国茶文化
47、是同时买了几本激励心态和销售类的书，同事反映还不错。
48、可以拿来做很好的教材
49、最近喜欢上喝茶了，买回来还没来得及看呢
50、中国茶文化，嗯，很深奥。
51、最近很喜欢茶，一直对文化的东西都很感兴趣。所以茶文化的书肯定是我所爱。才开始看，不过
，很喜欢。从都分类的角度都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很喜欢。
52、讲了一些茶文化，典故、历史等，很全面，也很长见识。
53、朋友推荐的内容很不错
54、还不错 与我想象中的一样
55、很好的茶知识书籍
56、书印刷很好,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方法而不文化。
57、需要心静才可读。
58、《中国茶文化》一书让我爱不释手，昨晚捧读王玲研究员所著《中国茶文化》让我非常的震颤，
该书将我带入一片新颖而独特的境地，对茶文化的源、根、效、域、艺、函、道、途等一一展示开来
，并指出了茶文化的研究方面与方法，既有时代感，又有历史性。读一本好书真仍是让人开心而收获
的事啊。
59、思路清楚，写得很好，适合入门。
60、思路清晰，说理清楚，好书一本！
61、给别人买的还算不错滴呵呵
62、此书提出茶叶发展史的正解，在云贵地区开始汉民族的茶文化，具有一定可行度，尤其是云贵地
区现在还存活的老茶树证明了这点
63、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品读中国茶文化，是一次心灵的旅行，宇宙的轮回，感叹祖国的伟大
64、大概翻了一下 挺不错的 回来会找时间好好看一下
65、书名起得有点大
内容浓度一般
66、不错,可以看看.但专业性不够.
67、看了此书，更喜欢茶了，原来茶中包容了这么多历史、人物和故事！
68、不错，挺喜欢，还在看
69、茶之一物，贯穿古今、融合儒释道几家思想，从西南中国辐射各民族乃至世界各地，自传统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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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阶层心理与美学。古法茶艺虽已渐渐消失但民间饮茶仍以各种形式延续着。散茶的出现和普及也
让我们得以简简单单便来上一杯；虽不及古代文人风雅，也可在观茶叶舒展沉浮间获得一丝自我流的
平静。又，原来“以茶代酒”在魏晋出现时是用来提倡廉洁的啊。。
70、对于茶叶初学者，真的算是基础知识了。介绍的都是些基本知识，没有特别深入的解说。对于刚
接触茶叶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人门读物。有些茶叶介绍不是很准确，有点片面，甚至是没有真正了解
这款茶叶，会误导爱茶的友友们。不过，每个人对茶的见解和喜好又不相同，看法也会有差别的。很
多茶产地一样，但是品种，生长环境，技师手法等有差别，对茶叶的外形口感都会有一定影响。整体
上，这本刊物还行吧。建议：关于茶的专业书籍太少了，要么一味的介绍茶历史，要么就是全部集中
一起写，希望尽量多上些。
71、书很快就到了 昨天下午拍的呢。 书籍也很正。看过去很舒服
72、喜欢茶的同学要读一读
73、还可以。
74、还没开始看。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75、书不错，但不太像正版
76、本来想拿出来散掉的，可是读了前几篇觉得近来少有的言之有物。一查是95年出版97年买的，那
时候做学术要比现在严谨么？
77、对我的论文稍微有点帮助吧
78、从茶的起源到茶的发展，讲的很细致！
79、从这本书可以系统全面的了解到茶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各个时期人们对待茶的一种态度
80、有帮助。不错。
81、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82、爱品茶的朋友们值得一看
83、还没有仔细看，大致翻了下，感觉可以
84、茶文化的经典，是研究茶文化的一本好书
85、很喜欢！！！！！！！！！！！！！！！
86、有文字和图片，最短时间内可以了解到茶文化，很好，
87、一本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好书，内容丰富，又很简洁，喜欢
88、鼓励继承传统文化
89、对于茶文化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很好很好
90、本以为是介绍茶的种类，区别等的属性，没想到是上下5000年的茶文化史，很好，读来受益匪浅
，喝茶的时候也感觉是在品味历史！建议阅读！
91、内容以理论性为主，对于社会现象原因描述得很具体，论述有深度！
92、好书
93、书很喜欢  物流相当快
94、还行吧 呵呵
95、了解中国的茶文化，茶历史有一定帮助
96、产品质量还不错.不希望在该网站买到**
97、上选修用的，只是作用不大，还好，说了一些关于茶的历史和文化等。
98、详细，适合入门。
99、对于了解中国茶文化是一本比较合适的书
100、作者文笔细腻，思路清晰，书中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对需要系统了解茶文化的人来说，是不错的
选择。
101、正在看，了解中国茶文化，比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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