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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饮茶不仅有着去腻化食、悦志助思、涤烦荡寐的自然功效，更重要的是茶在中国担当着精神载体的角
色。
客来敬荼是沿袭千年的民族礼俗，自古以来，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践行礼仪是构建和谐安泰的
理想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前提，礼之用，和为贵。
中国茶道首要表达的思想就是“和”字，正如作者在此书中所表达的“仁、礼、和”为躬行茶道的精
髓。
仁者，爱人。
通过敬茶传递爱人的礼节意向，而受敬者的礼尚往来又是对仁礼的回馈，仁内礼外，终达人际社会之
和谐。
品茶悟道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修行者用茶的境界，无论是儒士的雅尚茶饮、出家人的禅茶，还是隐
者的逍遥茶，茶事成为提纯精神、反省自我的媒介。
中国茶文化所具有的不仅是人文价值取向，而且还包含着品饮荼的审美意境，形成了一门涉猎广泛的
学科体系。
    当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速食文化的蔓延，传统文化面临着强烈的冲击。
许多年轻人对饮茶的常识和荼文化知之甚少，人们把80后、90后称作喝碳酸饮料长大的一代，因此对
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势在必行。
可喜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为全国著名的具有航空航天特色和工程技术优势、多科性、开放式、
研究型的大学，在确保专业教学质量的同时，开设了一系列人文艺术课程，使学生不仅扩展了涉猎知
识的视野，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学养风范。
“古今茶文化”就是其中的优秀课程之一。
这门课自开讲至今，广受学生的欢迎，一方面丰富了校园文化，另一方面培养了一批批爱茶和钻研茶
文化的新生力量。
    《古今茶文化概论》一书，针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礼仪素养而写。
田真老师多年从事宗教哲学和茶文化的教研工作，成果丰厚，著有《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
论海峡两岸妈祖文化》、《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比较》、《宗教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论京城
民众宗教信仰的传统心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高校改革的沉思》等专著和论文。
《古今荼文化概论》对我国茶史和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尤其是对茶道精神的阐述
颇具理论功底和独到见解，清晰地梳理了我国传统思想儒释道对茶文化的影响。
对茶、水、器品鉴的论述出自作者多年对茶事的亲历研究和心灵感悟，文笔隽秀畅朗，扣人心扉，传
递给读者的不仅是选茶、择水、取器的生活知识，而且是人文和审美的意境。
书中对我国茶文化传播的阐述，明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品饮文化的贡献。
《古今茶文化概论》集思想理论、生活知识、茶诗文鉴赏、茶道茶艺于一体，涵盖了我国茶文化的视
阈。
此书的出版填补了我校在茶文化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空白，在此诚挚祝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  纪素菊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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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也是我国对世界品饮文化的卓越贡献。
《古今茶文化概论（第2版）》以我国茶史为切人点，着重阐释了我国茶文化的诞生和发展，论述了
茶道之“道”的修身境界和乘物避心的思想追求；点评了茶艺之“艺”的审美艺术和赏茶品茶的生活
知识。
《古今茶文化概论（第2版）》分为五章：我们祖先的茶缘；儒释道与我国茶文化；茶与我国文学艺
术；茶、水、器的融合；茶与国政、贸易、文化的传播。
中华民族与茶有着深深缘分，从识茶、食茶、种茶、制茶、饮茶、品茶一路走来，形成了深邃的茶文
化体系。
茶是描绘我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独特符号，历经几千年的积淀，中国茶走向了世界，不仅香飘四海，而
且它所承载的文化展示着我们民族的魅力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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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们祖先的茶缘一 茶的故乡二 茶字的演变和饮茶的沿革三 我国制茶的历史与茶叶的种类四 我
国历代贡茶和名茶第二章 儒释道与我国茶文化一 儒家思想与茶文化二 佛家思想与茶文化三 道家、道
教思想与茶文化第三章 茶与我国文学艺术一 茶与诗词二 茶与小说、歌舞、戏曲三 茶与绘画、楹联四 
历代茶著撷英第四章 茶、水、器的融合一 选茶——瑞草之魁二 择水——水为茶之母三 取器——器为
茶之父四 茶艺——习茶之技五 我国各地饮茶的民俗第五章 茶与国政、贸易、文化的传播一 历代治边
政策与茶马古道二 茶叶贸易与普世茶饮三 茶在东方文化圈的影响参考文献后记茶艺图片绿茶中投冲
泡(瀹茶安吉白茶)绿茶上投冲泡(瀹茶碧螺春)乌龙茶茶艺(瀹茶武夷水仙)红茶茶艺(瀹茶滇红)黑茶茶艺(
瀹茶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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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宋代是我国茶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饮茶和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不仅在饮茶方式上从唐代
的煎茶（又称煮茶、烹茶）演变为点茶，而且宋代的陶瓷工艺进入了黄金时期，出现了汝窑、官窑、
哥窑、定窑、钧窑五大名窑。
与此相应，宋代的茶具别具风格。
由于宋代盛兴斗茶，因此茶除饮用外，还有娱乐功效，上至皇室下到市井，斗茶遍于世，并以茶汤鲜
白为佳，为显示点茶技艺的高超，宋人对黑釉盏十分钟爱，尤其建窑出产的兔毫盏被视为珍品。
元代，蒙古族人的习俗影响到中原，饮茶方式弃繁从简，散茶逐渐取代了团茶。
元代茶具以青白釉居多。
明代，朱元璋罢团茶兴散茶，推动了茶业向多样化发展。
在明代，从制茶到饮茶方式进一步更新，完善了炒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的工艺，在饮茶方式上以泡茶清
饮为主。
所以，在茶具制作上出王兕了一种鼓腹、带流和手柄或提梁的茶壶。
景德镇瓷器在明代独领风骚。
永乐时期的“甜白瓷”，宣德时期的“祭红”，嘉靖时期的“五彩”等都是我国制瓷史上空前的杰作
。
从气势恢宏的巨型龙缸到精巧无比的茶具、薄胎瓷雅玩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制瓷业工艺技术具有高超
水平，在世界上熠熠生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期紫砂壶异军突起，成就了我国茶具制作灿烂辉煌的历史，紫砂壶一跃成
为群芳之冠的茶具。
由于紫砂壶的特殊材质，加之工匠和文人雅士的融合，使紫砂壶造型多样，既有古朴别致的风格，又
有清新自然之韵，融我国传统的人文理念于其中，形成了中围茶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相比较而言，紫砂壶泡茶更能留住茶香，于夏日茶汤不易馊，于冬日茶汤不易凉，用茶汤温润滋养茶
壶，年久可使其光泽如古玉，即便不放茶，壶中的水也带茶香。
因此，几百年来，得到可心的紫砂壶并把玩滋养是茶人梦寐以求的雅事。
清代，六大茶类齐全各有其位，尤其是清中前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鼎盛时期，茶业空前兴旺。
紫砂茶具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众多的名家精品，同时景德镇的五彩、珐琅彩及粉彩瓷
，广州的织金彩瓷，福州的脱胎漆器等茶具争奇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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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品饮香茶、把卷茶经、吟诗酬唱、赏玩茶具是余在生活中的一大嗜好。
在茶事中不仅获得的是口福之享，而且更在烹茶品茗中宁静心绪感悟绵延千年的茶道精神至修身自省
，在历代的咏茶佳作中追随贤士的理想人格，在因茶寻水的游历中听泉玩石看夕阳与自然亲融涵会，
从中品味人生岁月。
孩提时，师家父吟诵唐诗宋词，咏茶诗作的唯美意境和唱颂的碧溪、绿岩、松涛、竹影、幽人处，牵
绕着余的梦境。
从懵懵懂懂喝茶到品茶悟道，余深深陶醉于中华民族的茶文化之中。
茶事是余紧张工作后的精神抚慰和缓冲。
    客来敬茶是民族的礼俗，从敬奉香茶中彰显仁爱、谦逊、恭敬、温和的君子风范。
以茶会友，在共享佳茗中营造安泰祥和。
余的益友不乏茶友，无论耄耋之年的老者，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茶友的殷殷情谊感人至深，使余
引以为傲。
余的一位年轻茶友，是毕业于安徽农大茶学系的高材生，致力于茶业。
一次茶友聚会中，在谈到游历茶区的美妙感受时，余一句无心话“在北京家中能养几棵茶树多有意境
啊”，我的这位茶友竞千里迢迢的从武夷山家乡背来几棵裹着武夷泥土的岩茶树苗送给我，为了这些
茶苗，茶友乘火车一路看护至京。
看着这些绿莹莹的茶苗，大红袍、水仙、白鸡冠、黄旦、雀舌、肉桂，余惊喜感激泪眼朦朦，这是沉
甸甸的友情挚意。
提及茶友，不能不说我的先生，夫妻二人不仅生活中阳光风雨与共，携手相伴，而且先生亦是余最知
己茶友。
放迹山水，游心天地，汲水烹茶，二人对饮，赏茗论道为生活的调味剂，正是二人共同嗜好，家庭欣
乐和谐。
可喜的是，吾家娇女初长成，孩子对品茶和茶文化也多有兴趣。
余心往茶给女儿带来的是更多的雅志。
    余所修为宗教哲学，多年来讲授课程《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由此另辟一域茶道研究。
茶道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儒释道的撷英，步人中华民族茶文化的视阈为其博大精深而折服，自感愉悦
心爽。
在面对喝碳酸饮料长大的新生代，颇有守金山而拾芥的感觉。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是民族传承的必然。
鉴于此，余在校方领导和同仁们的关怀和帮助下，使茶文化走进课堂，并受到学生的欢迎。
余的授课引导弟子们尽情吸吮中华数千年厚积的精神养汁，而弟子们如饥似渴的求知热情更深深鞭策
着余兢兢业业耕耘讲台。
此书收笔，余心愿释然。
虽书中不乏拙见，但为余亲历感受。
借此平台，与读者交流心得并共享中华茶文化的荣耀，同时诚请方家对此书雅正。
    田真    2008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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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今茶文化概论(第2版)》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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