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茶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茶馆>>

13位ISBN编号：9787122075901

10位ISBN编号：7122075907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

作者：徐传宏 编

页数：3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茶馆>>

前言

古人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自古以来，茶馆业就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
茶馆至少已有千余年的历史，茶馆业是一门古老的行业。
同时，茶馆业又是一门新兴的行业，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适合现代人生活需求的新颖茶馆
不断出现。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载体。
因此，我们在关注、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同时，就很自然地要关注茶馆、研究茶馆。
只要有机会，就会去寻访茶馆，或进行茶馆的实地考察。
上海湖心亭茶楼是中国现存的百年老茶馆之一，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宋园茶艺馆是新兴茶馆的代表，创办于1991年7月。
它是上海的第一家茶艺馆，也是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的发祥地和中外茶文化交流的活动中心之一。
笔者曾走访过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百余家有代表性的茶馆。
茶馆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化含量的公共娱乐休闲场所，茶客如何到茶馆去休闲？
如何从中得到有益的精神补养？
茶馆经营者如何为茶客提供雅俗共赏的品茗环境和形式多样的服务？
这是许多朋友所关心的课题。
当代茶馆主要有“传统型”、“现代型”和“综合型”三种类型。
传统型茶馆中又有中国古典式、现代仿古式、近代城厢式、水乡古镇式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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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馆是具有较高文化含量的公共娱乐的休闲场所，茶客如何到茶馆去休闲？
如何从中得到有益的精神补养？
茶馆经营者如何为茶客提供雅俗共赏的品茗环境和形式多样的服务？
这是许多朋友所关心的课题。
　　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中国茶文化及中国茶馆，在《中国茶馆》中将研究收获及所得一并精彩呈现给
读者，希望对爱好中国茶及中国茶馆的朋友有所帮助及启迪。
　　《中国茶馆》从访古、寻踪、品泉、玩壶、品茗、赏景、品竹、赏花、玩鸟、赏石等多个角度观
察和勾画中国当代茶馆的文化现象。
内容涉及到旅游、收藏、琴棋、书画、民俗、宗教、服饰、礼仪、看戏、听曲、养生、美食等诸多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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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传宏，汉族，茶文化学者、科普作家、上海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茶叶学会茶文化专家组
成员、茶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茶文化》课程主讲人。
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并致力于饮食文化、民俗文化、食疗文化、旅游文化、收藏文化、养生文化
的研究。
从事茶文化的考察、研究20多年。
在国家级和省市级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已经出版的茶文化著作有《茶坊》、《茶艺》、《美容茶方》、《碧沉香泛普洱茶》、《茶百科》、
《雅室品茗》（合著）、《茶道茗理》（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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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楼阁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建筑，“楼，重房也”；“阁，楼也”。
这就是说，楼阁一般都是两层或两层以上的建筑，且都以木质为主要结构。
在我国古代，不管是佛、道、儒等宗教门派，还是皇家贵族，都把楼阁看做神圣、尊贵和威严的象征
。
在众多楼阁中用于观景、赏景的很多，分布也很广，南方有，北方也有，但是南方居多。
这些楼阁多临水而建，湖光山色，明媚多姿，景色秀美。
所以，这些楼阁也是文人雅士经常汇聚之所，许多文学名篇也因这些楼阁而诞生，而这些楼阁也因这
些文章的流传而声名远扬。
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要数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了。
当你来到岳阳楼公园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黑底蓝字对联“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它高度概括了风光秀丽的洞庭水和千古名楼的景观。
穿过古老高大的城门，左边是假山和碑廊二景，碑廊为1984年大修时所增刻，分为记事碑、古代碑刻
、今人碑、杂碑四栏陈列。
从石碑折回、来到城门洞口，过城门，下石梯，到水边一个平台，此台是三国时期吴国大将鲁肃点兵
发令的“点将台”。
它是215年鲁肃为了对抗驻守荆州的蜀国大将关羽所修建的阅兵台，当时称为阅军楼。
据记载，这就是岳阳楼最早的原型，也是江南三大名楼修建年代最久远的楼阁。
点将台南侧不远有一系铁链的大铁枷和有朱德题词的“怀甫亭”。
大铁枷据说是拦江御敌用的；“怀甫亭”是岳阳人民为了纪念流落巴陵、穷困潦倒之际，仍为岳阳写
下了《登岳阳楼》等不朽诗篇并最终卒于岳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而修建的。
离开怀甫亭拾级而上，过了“潇湘门”（石坊）即来可登临到岳阳楼公园的主要景点——岳阳楼。
岳阳楼踞于岳阳古城的西门之上，凭栏西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浩浩荡荡，令人心旷神怡。
岳阳楼构制独特，风格奇异，共三层、飞檐、盔顶、纯木结构。
全楼高达21.35米，平面呈长方形，宽17.2米，进深15.6米，占地251平方米。
楼中四柱直耸，楼顶檐牙高啄，金碧辉煌，远远而嘹，恰似一只凌空欲飞的鲲鹏，尤显雄伟壮丽。
岳阳楼是以三国“鲁肃阅军楼”为基础，一代代沿袭发展而来。
唐朝以前，其功能主要在于军事上。
自唐朝始，岳阳楼便逐渐成为历代游客和风流韵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胜地。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堪称“燕汗大手笔”的中书令张说被贬官岳阳，次年，张说便在鲁肃的阅军
楼旧址上重建了一座楼阁。
此时的巴陵城已改为岳阳城，巴陵城楼也随之称为岳阳楼了。
张说寄情山水，常与文人墨客登楼赋诗。
以后，还有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群玉等大诗人接踵而来，写下了众多名篇佳句，给岳阳楼增添了
一层又一层的浮厚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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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下午，笔者与几个朋友坐在宋园茶艺馆二楼的一间朝南的茶室内，喝茶聊天。
茶室小巧玲珑，可容纳四至六位茶客。
桌椅工艺精致，一尘不染。
墙上悬有名人字画，雅致清新。
坐累了，还可以起身，走到阳台上，朝东可观看近处的园林，朝南或朝西可观赏游人如织的人行道和
车水马龙的车道。
站累了，可以重新回到室内，继续与友人一起喝茶聊天。
因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茶馆》一书已经脱稿，所以感到如释重负。
这就像黄山挑夫，把众多游客的行李从紫云桥畔（黄山宾馆区）挑到迎客松上方的玉屏楼，目的地到
了，可以擦擦汗、喝口水了。
那天邀请几位好友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也算是对自己一年多来的辛劳是个犒赏吧。
关于（《中国茶馆》一书的书名，是反复推敲过的。
原来起名“中国茶馆鉴赏”，后来想想，似乎太学术、太严肃、太拘谨了。
心里想了又想，觉得还是随意一点、轻松一点、自然一点为好。
“玩”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无论是儿童，还是少年、青年；不管是中年，还是老年，甚至耄耋老人，
都喜欢玩。
“玩”，就是休闲。
休闲的本意是于“玩”中求得身心的放松，以达到生命保健和体能恢复的目的。
休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功能是人们对体力和精力的一种调整，也是人们个性的一种充分展现
，又是人们文化知识的一种补充方式。
干百年来，茶馆是人们玩乐的公共场所之一。
“玩”常常又与“赏”连在一起，就组成了“玩赏”的词语，其为“欣赏”之意。
而“赏”字本身就寓含了“欣赏”、“观赏”之意。
“玩”与“赏”也可以组合成“赏玩”的词语，意为“欣赏玩味”之意。
“赏”和“鉴”又可以分别组成“赏鉴”和“鉴赏”的词语，它们都寓含了“欣赏”“鉴别”“鉴定
”之意。
本书是对中国茶馆文化的一次粗略的梳理和浮光掠影式的“玩赏”。
因此在写法上也力求模仿中国画中的传统笔法，或写意、或工笔、或白描、或没骨、或点簇，只是深
感自己功力的欠缺。
俗话说：丑媳妇见公婆，是迟早的事。
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曾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修明教授、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组委会办公室
陈铭华主任、上海市茶叶学会原副理事长刘启贵顾问、上海市茶叶学会周新娣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上海市茶叶学会办公室傅方龙主任以及其他许多朋友的支持、关心和帮助。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笔者的视野和学力有限，本书尚有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教，便于再版时修改、充实、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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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茶馆》：茶馆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载体。
因此，笔者在关注、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同时，就很自然地要关注茶馆、研究茶馆。
只要有机会，就会去寻访茶馆，或进行茶馆的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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