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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是茶文化的发祥地。
茶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等学
科与行业。
如今饮茶风尚遍及全球，为世界人们所喜爱。
在中国，茶既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精神文明的媒介物。
人们视茶为生活的享受、健身的饮料、友谊的纽带。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繁荣，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茶文化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热潮，茶艺馆、茶座蓬
勃出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茶叶对人体健康的奇特功效和茶叶的文化价值进一步被阐明和发现。
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更为世人所注目。
在忙碌的工作中人们更加注重健康的饮食，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内容，茶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饮品。
继承并发扬我国传统的茶文化，需要新时代青年人掌握丰富的茶文化知识，科学而高雅的饮茶方式已
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人们渴望更多地懂得我们民族传统的茶文化，社会也需要大量符合规范的茶艺服务人员。
对于爱茶的人来说，只懂得如何泡好茶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自己成为全面了解茶文化的茶人，使泡茶
成为一门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为祖国茶文化传播及发扬光大作出贡献，就需要扩大知识面，提高自
己的茶艺技能。
本书可以在此方面供学习选用。
《茶文化概论与茶艺实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参编者都是热爱茶文化并长期从事茶文化研究及课程
教学的专业人员。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贾红文副教授撰写了第1章、第6章、第11章，保定女子职业中专白雪教师编写了第2
章、第7章、第9章、第10章，河北农业大学赵艳红副教授编写了第3章、第4章、第8章，河北大学宋永
生教授编写了第5章。
最后由贾红文完成全书的统稿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专著和书籍，在此对被参考和借鉴书籍、资料的作者深表谢意。
书中优质名茶的彩页图片由保定市竹雨轩茶庄倾情提供，礼仪模特由保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赵锡妹示范，图片由摄影师张斌先生拍摄。
在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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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注重茶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下篇侧重实用技能的训练。
全书内容包括茶文化历史、茶类知识、茶具鉴赏、择茶用水、茶与健康、茶道的形成与表现、茶与文
学艺术、茶的沏泡艺术等。
内容充实，知识面宽，实用性强，适用于旅游酒店管理类、人文管理类、茶艺专业及茶艺爱好者学习
，也可作为茶艺师职业资格培训考试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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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 1  茶树的发现和利用茶树是多年生常绿木本植物。
传说是“发乎于神农，闻于鲁周公”。
茶最初是作为药用，后来发展成为饮料。
《神农本草经》（约成于汉朝）中记述了“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传说，其中
“茶”即“茶”，这是我国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记载。
在我国，人们一谈起茶的起源，都将神农列为第一个发现和利用茶的人。
1.神农的传说  相传神农时代（约公元前2700年），神农是个很奇特的人，他有一个水晶般透明的肚子
，吃下什么东西，在胃肠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人们还不会用火烧东西吃，吃的花草、野果、虫鱼、禽兽之类都是生吞活咽的，因此，人们
经常闹病。
神农为了解除人们的疾苦，就决心利用自己特殊的肚子把看到的植物都试尝一遍，看看这些植物在肚
子里的变化，以便让人们知道哪些植物无毒可以吃，哪些有毒不能吃。
这样，他就开始试尝百草。
当他尝到一种开着白色花朵的树上的嫩叶时，发现这种绿叶真奇怪，一吃到肚子里，就从上到下，从
下到上，到处流动洗涤，好似在肚子里检查什么，把胃肠洗涤得干干净净，他就称这种绿叶为“查”
。
以后人们又把“查”说成了“茶”。
神农成年累月地跋山涉水，试尝百草，每天都得中毒几次，全靠茶来解救。
后来，他见到一株开着黄色小花的草，那花萼在一张一合地动着。
他感到好奇，就把那叶子放在嘴里慢慢咀嚼，一会儿，感到肚子很难受，还未来得及吃茶叶，肚肠就
一节节地断开了。
神农就这样为拯救人类牺牲了自己。
于是，人们称这种草为“断肠草”。
常言道：“神农尝药千千万，可治不了断肠伤。
”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可以看出，现在的农业和医学是千千万万前人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求生存，必须与饥饿和疾病作长期艰苦的斗争。
原始农业和医学的建立，绝不是某一时期、某一人所能完成的，而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
的结果。
后人因崇敬、纪念农业和医学发现者的功绩，特地塑造了神农氏这样一个偶像。
这正如传说中“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和“结绳而为网
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一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神农本草经》书云：“茶叶味苦寒，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劳。
”还记载茶叶可以医头肿、膀胱病、受寒发热、胸部发炎，又能止渴兴奋，使心境爽适。
可以有把握地说，至少在战国时代，茶叶作为一种药物，已为人们所了解。
可见，我国人民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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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文化概论与茶艺实训》：21世纪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旅游酒店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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