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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茶》一书是作者以自己的亲历，并用了几年时间整理、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茶文化书籍。
曾几何时，茶文化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升温，饮茶之俗也应对着人们对健康、道德、礼仪等文
化需求，再次波及大江南北，并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中。
所谓“盛世兴茶”，所谓以“和、敬、清、寂”茶道为弃浮祛躁之方。
这些现象，必然会让我们重新审视作为国饮的茶叶，其嵌入中国人生活和精神之过程，究竟演绎出多
少令今人关注的历史与习俗呢？
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看茶》轻松地浏览到它从区域性、民族性、历史性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的较
为典型的背景。
这，也是作者多年潜心于茶文化研究而为之描绘出的茶苑窗口。
《看茶》书稿的最初形成，源于有我参与并担当制片人之职的电视系列片《中华茶苑》的摄制经历。
那时，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云南、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中国的茶叶主产区。
每到一处，作者都会在繁忙的拍摄之余，用笔记下当地的许多茶事、习俗、人物。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今天忆来，其用心确实表露着一份认真与庄重的态度
，这也为后来节目的成功编排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准确性。
以我与作者的长期交往看来，这份体现着责任的心思也与他早年背负行囊跋涉于山水间的游历有很大
的关联。
《中华茶苑》在电视台播出后，观众的反映良好，节目制成VCD光盘后，节目内容得到了更大范围的
传播。
这也是包括地方茶人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这部书稿完成后，我有缘先睹为快，并为书中画像般的描述感到新奇而触动。
其内容的移动性、艺术性、丰富性，不仅是作者天赋的灵动体现；与众多茶文化书籍比较，《看茶》
“形散而旁通”的特点，也不失作者张扬的个性和观察的另类角度。
许多史料和现实的结合，经作者的笔端化枯燥为润泽，用对比成启示，流露着对茶事较为深厚的情感
，同时也带给读者许多值得深思的余地。
“气清更觉山川近，意远始知天地宽。
”这也是茶叶滋养的一种气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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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茶》一书是作者以自己的亲历，并用了几年时间整理、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茶文化书籍。
其内容的移动性、艺术性、丰富性，不仅是作者天赋的灵动体现；与众多茶文化书籍比较，《看茶》
“形散而旁通”的特点，也不失作者张扬的个性和观察的另类角度。
许多史料和现实的结合，经作者的笔端化枯燥为润泽，用对比成启示，流露着对茶事较为深厚的情感
，同时也带给读者许多值得深思的余地。
“气清更觉山川近，意远始知天地宽。
”这也是茶叶滋养的一种气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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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军，新闻学院新闻专业毕业，从事文案、摄影、电视记者工作。
曾担任电视系列片《中华茶苑》编导。
该片2002年被评为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三等奖、中国茶业界十大要闻之一。
现为中华茶^联谊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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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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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糯山“茶树王”800年前，在那位迷恋茶道、擅长“瘦金书”的北宋徽宗皇帝赵佶被金兵俘虏而死于
异乡后，南宋王朝开始了它统治中原的历史。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今天议论其事，徽宗皇帝虽荒于国事而终受耻辱，但他本人凭借着超人的天赋在艺术、文化领域的
推求却一度令北宋的朝野上下充满了一种细腻的生活趣昧，并以此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人物。
从这一点上看，谁又能说他不是改写历史的一分子呢？
就其本人而言，他在书画领域的造诣和对“茶道”的精心品悟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其中，著名的《大观茶论》是他多年沉浸“茶道”的总结。
在该书中，他极为详尽地描述了品茶应具备的诸多要素，对用来“斗茶”的茶叶、产地、茶具、用水
、冲泡技艺等诸多过程的描述可谓庞杂繁复、高深莫测，并由此建构了宋代茶文化的一道高标亮丽的
景致。
以其所处的时代，《大观茶论》是一部农业文明条件下精于实践、博采众长的理论专著。
也许是徽宗皇帝对“茶道”的宣扬于冥冥之中感动了云雾中的“茶神”，几乎在他逝去的同时，远在
蛮荒之地的“濮人”后裔也在滇南的高地上种下了一片充满灵性的茶林。
这片茶林在远离尘嚣的云雾中、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默默地生长着⋯⋯经过了800年，一株仅存的老
茶树终于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被世人发现了——这就是位于云南勐海县境内的“南糯山茶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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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
　　——陆羽《茶经·茶之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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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茶》成型于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茶苑》的拍摄专题。
透过作者的笔锋展开了茶韵人生的漫漫画卷。
曾几何时，茶文化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升温，饮茶之俗也应对着人们对健康、道德、礼仪等文
化需求，再次波及大江南北，并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中。
所谓“盛世兴茶”，所谓以“和、敬、清、寂”茶道为弃浮祛躁之方。
这些现象，必然会让我们重新审视作为国饮的茶叶，其嵌入中国人生活和精神之过程，究竟演绎出多
少令今人关注的历史与习俗呢？
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看茶》轻松地浏览到它从区域性、民族性、历史性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的较
为典型的背景。
这，也是作者多年潜心于茶文化研究而为之描绘出的茶苑窗口。
镜头下的茶语来自步履，乃旁观者沉顷于历史与今天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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