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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茶艺集中国美学、音乐、书画、插花、服装等于一体，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中华茶艺》熔茶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于一炉，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华茶艺的大学教材。
《中华茶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华茶艺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原理、茶艺要素和环节、茶席设计原理
、茶艺礼仪、茶艺美学特征、茶艺形成与发展历史、茶艺编创原则、茶艺对外传播，并以图文并茂的
方式详解习茶基本手法和基本程式、中国当代各种形式的茶艺。
　　本书既可作为茶艺、茶文化、茶学及相关专业的教材，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教材，茶艺师职业培
训教材，也可作为社会大众了解中华茶艺的科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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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以寿，现任安徽农业大学茶业系副教授，茶文化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委员，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茶文化研究与教学工作，主编《中华茶道》(“十一五”安徽省级规划教材)，编著《黄山毛
峰》，担任《中华茶文化》副主编(“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参编《茶文化学》(“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中国茶谱》、《中华茶史》等书，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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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玻璃，古人称之为流璃或琉璃，实是一种有色半透明的矿物质。
用这种材料制成的茶具，能给人以光彩照人之感。
我国的琉璃制作技术虽然起步较早，但直到唐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西方琉璃器的不断传人
，我国才开始烧制琉璃茶具。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由唐僖宗供奉的素面圈足淡黄色琉璃茶盏和素面淡黄色琉璃茶托，是地道
的中国琉璃茶具，虽然造型原始简朴，透明度低，但却表明我国的琉璃茶具唐代已经起步，在当时堪
称珍贵之物。
宋时，我国独特的高铅琉璃器具相继问世。
元明时，规模较大的琉璃作坊在山东、新疆等地出现。
清康熙时，在北京还开设了宫廷琉璃厂。
自宋至清，虽有琉璃器件生产，且身价名贵，多以生产琉璃艺术品为主，只有少量茶具制品，始终没
有形成琉璃茶具的规模生产。
近代，随着玻璃工业的崛起，玻璃茶具很快兴起，这是因为，玻璃质地透明，光泽夺目，可塑性大。
用它制成的茶具，形态各异，用途广泛，加之价格低廉，购买方便，因而受到广大茶人好评。
在众多的玻璃茶具中，以玻璃茶杯最为常见，用它泡茶，茶汤的鲜艳色泽，茶叶的舒展姿态以及茶叶
在冲泡过程中的沉浮移动，都尽收眼底，因此，用来冲泡种种细嫩名优茶，最富品赏价值，家居待客
，不失为一种好的饮茶器皿。
但玻璃茶杯质脆易碎，且比陶瓷烫手，这是其美中不足之处。
　　竹木茶具在历史上流行于广大农村地区，包括产茶区。
它价廉物美，来源广，制作方便。
因此自古至今一直受到茶人的欢迎，但现代已很少采用。
隋唐以前，我国饮茶虽渐次推广开来，但属粗放饮茶。
当时的饮茶器具，除陶瓷器外，民间多用竹木制作而成。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开列的24种茶具，多数是用竹木制作的。
到了清代，在四川出现了一种竹编茶具，它既是工艺品，又富有实用价值，主要品种有茶杯、茶盅、
茶托、茶壶、茶盘等，多为成套制作。
竹编茶具由内胎和外套组成，内胎多为陶瓷类饮茶器具，外套用精选好竹，经劈、启、揉、匀等多道
工序，制成粗细如发的柔软竹丝，经烤色、染色，再按茶具内胎形状、大小编织嵌合，使之成为整体
如一的茶具。
这种茶具不但色调和谐、美观大方，而且能保护内胎，减少损坏；同时，泡茶后不易烫手，并富含艺
术欣赏价值。
多数人购置竹编茶具，不在其用，而重在摆设和收藏。
至于用木罐、竹罐装茶，目前仍然随处可见，特别是作为艺术品的黄阳本茶罐和二簧竹片茶罐，既是
一种精美的礼品，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竹木茶具缺点是易于损坏，无法长久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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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茶艺》既可作为茶艺、茶文化、茶学及相关专业的教材，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教材，茶艺师职
业培训教材，也可作为社会大众了解中华茶艺的科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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