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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茶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茶文化现象最直观、最富有生气、最有代表性的场所，就是寻常百姓所熟悉和感兴趣的茶馆。
我们赞同一位青年学者的见解：“茶馆化”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茶文化的重要载
体。
人们通过它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由茶特有的色香味诱发出的回归自然的情趣，而且还有与百姓生活千
丝万缕联系的丰富蕴涵。
茶馆是一本读不厌的书，是茶文化的知识库，始终发散着中国文化悠久而清新的生活气息。
它已成为传播文化、涵养人的情趣、提升文化品位的好地方。
要追求茶文化的最高境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请到茶馆来。
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地域的差异，茶馆素来有各种名称，如茶肆、茶寮、茶社、茶室、茶居、茶亭、茶
楼、茶坊、茶园、茶厅等。
本书所谓的“雅室”，是对营业性茶馆和居家茶室的一种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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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仿古式中又有宫廷式、厅堂式、书斋式、庭院式的区分。
现代型茶馆包括茶艺馆、红茶坊、自助式茶楼等时尚新潮类。
综合式茶馆指在茶馆的组合中同时分别设有陶吧、布吧、和式、韩式、欧式以及其他多种茶室形式的
茶馆类型。
茶馆的设计风格不仅是其品位和文化的反映，也决定了其功能和经营的独特定位。
随着现代茶文化的发展，茶馆的风格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
各种特色鲜明的茶馆，既有不同韵味的各色乡土式茶馆，也有把户外美景引入室内的庭院式茶馆，还
有带着浓郁异乡特色的异国风情式茶馆。
此外，还有众多结合了古典与现代、娱乐与休闲的时尚茶艺馆⋯⋯茶馆，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是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交汇，是东西文化的融合。
它显现了中华茶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折射了中华民族容纳吸收一切文化元素的博大襟怀和与时俱
进的审美情趣。
茶馆的建筑多姿多彩，它是文化的象征。
位于上海老城隍庙的百年老茶楼湖心亭，几经岁月沧桑，仍保留明清风格，飞檐斗拱，红柱青瓦，精
雕细刻，古色古香。
坐在楼上，品一壶香茶，看荷花池一泓碧水，九曲长桥，人流如潮，风光旖旎。
来到水乡朱家角，小桥古街旁就是一座凭轩临水的黑瓦白墙江南民居式的老茶楼。
如果说，不同风格的茶楼建筑是她的外观标志，那么，茶楼的内部装饰就是她的个性特征。
或花木扶疏，或有小桥流水。
大厅典雅宽敞，小室玲珑雅致。
墙上字画和木质桌椅相得益彰。
茶馆的氛围也是一种文化的展现。
收集来的古代木雕、砖刻、石雕和庄严的佛像，让你在健康的品饮中汲取古文化的精粹。
古色古香的红木桌椅、散发山野香气的藤竹茶几、琴棋书画和清瓶紫砂的点缀，或素朴，或富丽，或
飘逸，或沉静。
多宝架隔成的小间是欣赏文房四宝的雅席；古典乐曲的旋律和茶的袅袅清香，把品茶者引入到一种高
雅的境界。
京剧、评弹的清唱、江南丝竹的清韵，在静夜清泉中增添了刚劲和温柔。
异国情调的日式茶室，追宗溯源，又回到了中国。
受到青年人欢迎的红茶坊、欧式茶座、陶吧，也以别致的风韵，让他们品味到茶文化的多元和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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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
所谓“家庭茶室”是指在家中自行设计的一处品茗会友之地。
随着茶文化的普及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在家中布置一个雅致的茶室已不是一件难事。
不要以为，只有足够大的居住面积才可以打造茶室。
只要你喜欢，客厅、餐厅、书房、阳台都能成为茶文化的雅室。
一个茶几，几把坐椅，便是家中的品饮场所。
不需豪华的陈设，不需高档的茶具，不需名贵的茶叶，也不一定有名泉佳水，或一人独饮，或与家人
、宾朋共席，一同品饮精心泡制的香茗，以茶为媒，叙亲情，叙友情，感受生活的平和，享受天伦之
乐和人间的真情。
这正是人们追求的天下和谐的生活情趣。
在品茗中感受“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哲理，那才是生活的真趣。
本书由“宜茶之境”、“赏茶之趣”、“品茶之雅”等三个篇章组成，分别介绍历代茶馆的形成、发
展和演变；现代茶馆的风格、类型和特色；当代家庭茶室文化氛围和形式的营造。
本书选用我国各地有代表性的茶馆近200家，尤其是以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广州等城市的茶馆作
为实例，对其历史、演变、风格、特色，作简要的介绍。
我们期望本书能作为读者朋友选择茶馆的指南；成为茶文化爱好者鉴赏茶馆文化的顾问；能为茶馆经
营者和家庭茶室设计者提供一些借鉴。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除了选用我们自己积累的资料外，又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的专著、论文，并吸
纳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徐传宏同志主要担负了本书的撰写工作。
我由于眼疾，只能给予必要的有限的协助。
此外，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上海市茶叶学会的支持。
为本书提供或拍摄图片的除了杭州的阮浩耕、王建荣先生之外，还有上海的武建国、宋伟华、徐竞等
茶界好友，值本书出版的机会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可能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于本书
再版时修改、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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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宜茶之境”、“赏茶之趣”、“品茶之雅”等三个篇章组成，分别介绍历代茶馆的形成
、发展和演变；现代茶馆的风格、类型和特色；当代家庭茶室文化氛围和形式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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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合肥的茶馆合肥地处江准之间、安徽腹地。
合肥，古称庐州。
早在夏商时期，境内居住的“准夷族”人，已经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部落群体。
春秋时期，境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皆胜淮左”。
西汉时，合肥置县。
东汉光武帝改合肥县为合肥侯国。
三国时期，合肥曾为魏国重镇，兵家必争之地。
吴魏曾数战于此，以致使这块土地成为著名的古战场。
明、清设府，辖庐江、巢湖等地。
安徽是中国的重要茶区之一。
清末民初，合肥的茶馆业也是比较兴旺的。
茶馆，是合肥人对供公众喝茶店的俗称。
其实，这类店的店名是没有一家有馆字的，它们的店名绝大多数是带有“园”和“楼”字，如西大街
的奇胜园(井梧巷口东侧)，前大街的春华园(今长江路范巷口西北角)，雅叙园(今江准大戏院对面)，北
门大街的拱长园(今宿州路第三中学附近)，西大街的大雅楼(今井梧巷口)，后大街的万华楼(今安庆路
上)，鸿运楼、会宾楼(今安庆路与徽州路交叉口的西北角)，东门大街的新华楼，佛照楼(今准河路含
山路口西侧)以及大东门外坝上街的德观楼。
只有三孝口西的茶馆，先有“西鸿盛”，后有“聚兴和”等。
合肥的茶馆与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地的不同。
合肥的茶馆备有桌、凳、茶具，但通常由顾客自带茶叶。
茶馆只供应顾客沏茶用的开水。
茶馆为客人供应沏茶的开水，却不是茶馆的主业。
它的主要经营项目是上午早市的各种油炸早点、馄饨、面条，下午的各种荤素蒸包和应时饭菜，承办
各种宴席。
合肥的茶馆讲究水质，大都雇人从东门大河或卫衙大关挑来，倒进一人多深一米多口径的大缸内，用
明矾沉淀，再用烧红的木炭杀味，随着“滋滋”的声响，清澈见底的河水一点怪味儿也没有了，这样
的河水泡茶才上色，入口方甘醇。
高档茶楼里使用的是流光溢彩的金边茶碗，大众化的茶馆使用的是蓝白相间的粗瓷茶盅。
茶碗中或茶盅里碧玉般的茶水是令人称羡的。
合肥茶馆的收费，是先吃后付钱。
顾客喝茶，按每人每次收水费。
所谓每次，是不论顾客喝多少壶水，都以进来喝茶到离开茶馆为一次。
各种点心，每一瓷碟内配放五件，由跑堂(即服务员)湍置到顾客所坐的桌上，不论桌上放有多少碟点
心，均以顾客吃掉的数量来收钱。
即使顾客不吃一样点心，跑堂也不得有任何不满。
茶馆为了招揽生意争顾客，便随到随吃，先吃后付钱。
即使一时经济拮据的老顾客，也可以挂账赊欠，等到月末或一年三节还账。
在茶馆所处的周边，相继开出一些炒货店和五洋杂货铺。
他们经营传统的土特产和风味小吃，诸如芝麻糖饼、欢团、杠糖、哈哈豆和蛤蟆酥等，便于上茶馆的
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同时茶馆也做活了自己的生意。
茶馆的早点精工细作，用料考究。
狮子头讲个炸酥透心，从桌上跌下来要碎；油香包的糖要多，牙一咬糖直滋；午时的菜肴要新鲜，饺
馅要用冷彻肌骨的“井花凉”水冰着，蔬菜均是当天赶早购来的时鲜，鱼虾要活蹦乱跳的，放在盆里
养着。
不到正午，店里又忙着做起饭菜、包子的生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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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茶馆喝茶的一般有如下几种人：第一是专为喝茶而来的老顾客。
他们风雨无阻，每天下午必到，上午更不用说了。
这些老顾客来此喝茶，都会携带着自己饲养的心爱的小鸟，如画眉、百灵、绣眼、芙蓉、八哥等。
于是茶楼上下的屋檐和窗口都挂着许多精致的鸟笼。
每天上午，茶馆内一片人声鸟语。
这些老顾客并不是都吃茶馆的点心。
有的人只买小贩们挎着竹篮来茶馆兜售的五香炸蚕豆、椒盐油炸锅巴、五香花生米、采石茶干等小吃
来就茶。
有的还自带各种酱菜、瓜子、糕点等食物。
店主对他们是上午讨厌，下午欢迎。
这是因为上午是茶馆一天中生意最繁忙的时候，茶馆的每张方桌，最多可坐八人，但彼此不相识的顾
客，不同坐一张桌子。
这些老顾客，大多一、二人同坐一桌，由于他们专为喝茶而来，大多从清早喝到中午，又少吃或不吃
点心，这就降低了茶座的使用率和周转率，减少了茶馆的早市营业额。
店主虽对其不满，却因其是老顾客而不便有所表示。
下午，茶馆的生意清淡，这些老顾客又来过茶瘾。
于是，茶馆内的数十张方桌中，有半数是上午来过的老茶客。
他们或聊天，或对弈，这就显得茶馆不冷清，所以店主很欢迎他们下午再来光顾。
第二是为某些民事诉讼或调解邻里纠纷而来。
诉讼的原被告请人来此研究对策，如何打赢官司，这些人都是舍得花钱的。
有的除吃点心还要点茶吃酒，因此，店主最欢迎他们。
第三是一些商人为洽谈生意而来。
生意人为了一桩买卖，往往拎瓶老酒，在馆内炒几个菜，边吃边喝，边比划，论质讨价，在相互干杯
中达成交易；即使这次谈不成，也是生意不成仁义在。
第四是来娱乐喝闲茶的。
茶馆大多临街，多依家舍而设。
只需花上两角钱，便可不计时间的泡在茶馆里。
闲来无事，约二三知己，或谈古论今，或下棋打牌，或听唱大鼓书。
第五是来商议事情的。
他们大多是有些年纪的人，若家有婚丧嫁娶、置办家业等大事业，必邀几位老哥来此一聚，一壶清茶
、一捧瓜子，窃窃私语的就把事情商量妥当了。
在铺满鹅卵石的老街上，街心是青石板的独轮车道，上面嵌着深深光滑的车辙印。
临街的茶馆星罗棋布，慕名光顾的茶客熙熙攘攘。
当年名气大的茶馆数东大街(今淮河路)坐南朝北的佛照楼及后大街(今安庆路)坐北朝南的会宾楼茶馆
，它们骑巷而建，楼下曲曲弯弯的古巷通到小东门菜市场或县桥的南河沿。
茶馆的木楼梯终日响着橐橐的杂沓的脚步声，门首贴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招牌。
还有那各式对联，如“佳肴无肉亦可，雅谈离我难成”。
“尘虑一时静，清风两腋生”。
“只缘清香成清趣，全因浓酽有浓情”⋯⋯顾客掀开厚重的门帘，早有满面春风伶牙俐齿的伙计迎上
；在方桌旁坐定，热气腾腾的白铁壶帮你冲茶来了。
风雨沧桑，世事兴衰，多少年来，这些老茶馆究竟接纳了多少茶客，怕是无人能够说得清楚的。
那浓郁的乡情，亲昵的乡音，勾起老人们对合肥老茶馆的缕缕情思。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雅室品茗>>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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