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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子湖畔的中国茶叶博物馆以馆藏珍品美图为读者讲述了茶的起源、茶的传播、名茶妙品、茶具鉴赏
以及中国茶道的精神内涵。
书中的珍品由来，或来自地下，或来自宫廷，或来自海外，或来自市井小巷，但它们都以一种静美的
方式讲述中华茶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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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茶叶博物馆，我国唯一茶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座落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西侧龙井茶乡，通过
丰富的历史文物的展示，用形象化的陈列语言描绘出中国几千年茶叶文明的发展轨迹，使观者从中直
观地感受到中华茶文化的丰富内涵。
中国茶叶博物馆不仅是我国主要的茶叶历史文物收藏中心，也是中国茶叶和茶文化的主要研究机构，
各种茶叶生产和茶文化研究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此举行，为国际、国内的茶叶和茶文化的研究与
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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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老北京的茶馆 自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茶馆业也十分繁荣
与典型，有“大茶馆”、“清茶馆”、“野茶馆”等不同类型的茶馆。
 老北京的大茶馆是一种多功能的饮茶场所。
在大茶馆里，人们既可以饮茶，又可品尝其他饮食。
有文人交往，生意人聚会，也可为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提供服务。
大茶馆集品茶、饮食、社会交往、娱乐功能于一身，规格高，影响也深远。
从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旧时北京大茶馆的影子。
 旧时北京最为普遍的，便是一般人常称道的“清茶馆”。
顾名思义这地方专卖清茶，品茶是主要活动。
来这里喝茶的人，大都为文人雅士，或起早遛鸟的遗老遗少、富家子弟，因此店堂内陈设雅致，窗明
几静，还有雅座，一律用细瓷盖碗。
还有一批重要的茶客，就是旧时各种行业的掮客以及手工匠人，他们是来这里领市面、谈生意的，不
过时间都在午后了。
 老北京另有一类茶馆常常开设在郊外，或傍古道、或临名胜，长亭外，古道边，饶有风味。
有人称之为“野茶馆”，取其“乡野”之意。
这类茶馆全无市井茶馆的排场和讲究，只是几间矮矮的板屋，伴几只石凳石桌，或是木桌竹椅和粗瓷
茶碗，简陋异常，弥漫着一种厚重的乡土气，绝无市井茶馆的喧嚣、嘈杂。
茶客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在此小坐品茗。
看蓝天白云，听鸟啼虫鸣，也可以与乡野父老谈年成，话桑麻，享受一时超凡脱俗的田园情趣。
 旧时京津一带的茶馆常兼带有说书的，像评书、鼓书等，也有在茶馆小戏台上演戏的。
这些茶馆被人们称做茶社、茶楼、茶园、戏园，如天津的“三德轩”、“东来轩”茶楼，北京前门外
的“广和楼”等等，许多名伶就是从这里起步而登上大舞台的。
这些茶楼、茶园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是通向近代文明的窗口。
北京的“湖广会馆戏楼”，便是这种类型的茶馆。
 广州茶楼 都说“食在广州”，广州人的“早茶”的确是极具特色的一道“食文化”。
上茶楼，吃早茶，可以说是广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广州人的生活，与茶楼有着密切的关系，交友请客、消闲遣兴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几乎都要上
茶楼。
 广州早茶的特色是“一盅两件”，即一盏茶，两三样茶点。
广州的茶点很丰富，如烧卖、虾饺、叉烧包、肠粉、萝卜糕等，品种繁多，精美别致。
如果说品茶还是一些老茶客们的享受，那么茶点可谓老少咸宜，脍炙人口了。
因为消费不高，这种饮茶方式特别受人欢迎。
因此广州人上茶楼往往成群结队，合家前往，席间笑语喧哗，气氛特别热烈。
 到广州去的人，几乎没有不上茶楼的。
清代康有为常到“陶陶居”品茗，他应老板之请所写的招牌，如今仍挂在店里。
民国时期，鲁迅先生南下广州，也曾做过“陶陶居”、 “陆园”、 “妙奇香”、 “北园”等茶楼的
座上客。
毛泽东曾有诗云“饮茶粤海未能忘”，可见广州茶楼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广东乡间常把上茶楼、茶馆喝茶称为“叹茶”，这一“叹”字含义特别丰富，其中有生活之累的叹息
，也有人生的感叹。
 “叹茶”不仅叹茶的滋味，也是人生酸甜苦辣的一种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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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品茶说茶:在中国茶叶博物馆漫步》编辑推荐：“茶为国饮，杭为茶都”。
西子湖畔的中国茶叶博物馆以馆藏珍品美图为读者讲述了茶的起源、茶的传播、名茶妙品、茶具鉴赏
以及中国茶道的精神内涵。
书中的珍品由来，或来自地下，或来自宫廷，或来自海外，或来自市井小巷，但它们都以一种静美的
方式讲述中华茶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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