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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几年来，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在多种茶文化活动中，都可见到所谓的“茶道表演”。
对这些表演，评论不一，有称道者，也有不屑一顾的。
但是，真正了解“茶道”的人并不多。
中国是茶道发源地，中国茶道有悠久的历史。
古人把茶的采、制、烹、饮技艺及通过饮茶活动获得的精神感受，统统归于“茶道”。
现代学术界对“茶道”的认识，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有深奥的，也有浅显的。
一般茶叶的爱好者，只把“茶道”看成泡茶艺术。
周文棠先生多年来一直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这为他从事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92年茶文化热兴起之初，他在潜心研究历代茶道的基础上，创设了“公刘子朱权茶道”，并亲自表
演与实践，受到赞扬。
他又在多年从事中国唐代茶道研究的基础上，2002年于马来西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唐
代三大茶道类型的形成”的学术论文，首次提出把唐代茶道划分为茶艺类、风雅类和修行类三种类型
。
总之，周文棠先生潜心茶道研究多年，颇有心得体会。
这次周文棠先生有机会将他多年从事茶道研究的成果，汇集于《茶道》一书之中。
从《茶道》书稿来看，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有历史的回顾、分析与总结，也有现代茶艺的介绍，有很
多观点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书中特别对茶道类型与表演型茶道，进行总结并提出了许多值得参考借鉴的內容和细节，相信会对更
多的饮茶爱好者、茶艺工作者或茶文化工作者有所帮助井促进茶道、茶艺的发展，同时也将会促进有
关茶道文化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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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从莽莽的原始森林中被先民发现，并加以利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药用到饮用，并与中
国传统文化结合，逐渐形成了具独特文化内涵的茶道文化。
可以发现，在每个历史时期，茶道文化的形式与内容都有相应的时代特征，从东晋杜育时的风雅类茶
道到明代朱权的修行类茶道，每个时代茶道形式、内容、思想，都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密切
联系在一起。
从清代开始，由于外来文化的融入，受自然科学的成就和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茶道被技巧化
、实用化、简易化。
由茶道演化为茶艺，再至品茶，乃至极其普通的饮茶活动。
　　分析、论述茶道的概念、渊源、各种茶道的比较、茶道美学、茶道思想，介绍茶道的组成与功能
、茶道与茶艺、典型茶道动作分解及讲述应怎样从事茶道与欣赏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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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文棠，别名公刘子，1960年10月出生于浙江慈溪。
1978年进入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现浙江大学荼学系）本科学习，1982年始在浙江余杭石鸽良种场从
事茶树良种培育、茶园栽培管理及茶叶初、精制等技术工作。
1984年师从张堂恒教授、胡建程教授，研究制荼工艺，1987年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至
今。
1992年创设“公刘子朱权茶道”，历任中国茶叶博物馆陈列资料部副主任、主任，现任研究馆员，从
事茶文化研究、陈列、宣传及茶艺师系列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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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论茶道茶道的定义各种饮茶活动的界定◎茶道渊源饮茶活动中茶道思想与风雅文化特性的形成南
北朝、后魏时的茶艺唐代三大茶道类型的形成宋代风雅类茶道与茶艺类茶道的发展明初朱权茶道及明
代后期茶道的特点清代的茶艺与品茶现代茶艺、茶道的复兴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传承因缘◎茶道的
规范、礼仪与美学 茶道的规范茶道的礼仪茶道的审美与求美◎茶道类型依据茶道思想与活动目的分类
依据茶道活动方式分型依据茶道活动表现形式与文化背景分式依据茶道活动特征分流派茶道的类、型
、式、流◎表演型茶道表演型茶道的基本要求表演型茶道中的位置、顺序、动作与姿势表演型茶道与
其他茶道活动、戏剧艺术的异同表演型茶道实例介绍◎茶道研修基础如何泡好一杯茶研修茶道的其他
基础内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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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园居小室，禅栖其中，中置茶灶，备一切烹煮器具，烹茶童子，供过路僧人，骚人羽客而饮。
”筑小型茶室以供饮茶修行，如参禅悟禅般地栖息其中，“茶禅一味”思想跃然在目，茶室如禅室，
修行寓于日常生活中。
如明代唐寅的《事茗图》、明代文徵明的《品茶图》等都比较形象地反映了明代雅士对茶室内外环境
的要求，这可能与日本茶道建筑的风格、茶道思想有传承关系。
明代后期张源的《茶录》一书将“茶道”归纳为“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
精、燥、洁，茶道尽矣”。
可知该“茶道’’已失去了具深远哲理意义的“茶道”本来之意，演变成为与如今的品茶中的部分要
求人体相同了。
还有明末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言：“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沦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
宗。
”反映了饮茶活动到明末时已呈现出日趋简明的特色。
明代末期的饮茶器具，也从唐代陆羽的二十四茶器、宋代审安老人的“茶具十二先生”演化到几件茶
具。
清代的茶艺与品茶清代的饮茶文化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
在茶类上，清代由于茶叶外贸与内需的扩大，茶类、名茶日益丰富，从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
黄茶到黑茶的六大茶类已经形成。
在当时陶瓷外销的促进下，茶壶、茶盏色彩也越加丰富，形制小巧而美观。
由于明代后期饮茶活动的简明化及满族文化的影响与交融，清代时多重视茶产地与茶品味的影响，较
显著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壶泡法：茶叶、茶具、水的精美和讲究；二在饮茶文化上多重视品茗
赏景的心境怡悦上。
前代的茶道思想被实用、简朴的茶艺思想所屏蔽，进而体现在品茶的闲适意境上。
清代的茶艺活动以小壶泡法较有影响，具明代文人饮茶遗风，如明代朱大绶辑的《茶谱外集》(约1588
年)上载：“择器，凡瓶要小者，宜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应。
”又如清代施鸿保撰的《闽杂记》(1856年)中载：“漳泉各属，俗尚工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
桃者，名盂公壶，杯极小者，名若琛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有一两值番钱数元者。
饮必细啜久咀，否则相为嗤笑。
”进而演化成为风行后世的闽南与广东潮州的工夫茶，当地人俗称“烹茶四宝”，即盂臣罐、若琛瓯
、潮汕炉、玉书碾。
玉书碾是扁圆形的陶制烧水壶；盂臣罐是鹅蛋般大的宜兴紫砂茶壶；若琛瓯是小而薄的白瓷茶杯；潮
汕炉是一种小型炭炉，供煮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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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近十几年禾，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在多种茶文化活动中，都可见到所谓的“茶道表演”。
对这些表演，评论不一，有称道者，也有不屑一顾的。
但是，真正了解“茶道”的人并不多。
    中国是茶道发源地，中国茶道有悠久的历史。
古人把茶的采、制、烹、饮技艺及通过饮茶活动获得的精神感受，统统归于“茶道”。
现代学术界对“茶道”的认识，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有深奥的，也有浅显的。
一般茶叶的爱好者，只把“茶道”看成泡茶艺术。
    周文棠先生多年来一直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这为他从事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92年茶文化热兴起之初，他在潜心研究历代茶道的基础上，创设了“公刘子朱权茶道”，并亲自表
演与实践，受到赞扬。
他又在多年从事中国唐代茶道研究的基础上，2002年于马来西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唐
代三大茶道类型的形成”的学术论文，首次提出把唐代茶道划分为茶艺类、风雅类和修行类三种类型
。
总之，周文棠先生潜心茶道研究多年，颇有心得体会。
    这次周文棠先生有机会将他多年从事茶道研究的成果，汇集于《茶道》一书之中。
从《茶道》书稿来看，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有历史的回顾、分析与总结，也有现代茶艺的介绍，有很
多观点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书中特别对茶道类型与表演型茶道，进行总结并提出了许多值得参考借鉴的內容和细节，相信会对更
多的饮茶爱好者、茶艺工作者或茶文化工作者有所帮助井促进茶道、茶艺的发展，同时也将会促进有
关茶道文化的深入研究。
                                                               2002年11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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