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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茶文化是世界文化丛中的一朵奇葩茶艺是一种人生艺术——在紧张繁忙之中，沏
出一壶好茶，细细品味，能让思绪跟随佳茗进入内心感悟苦辣酸甜的人生，使心灵得到净化。
◎茶艺起源于中国，是在茶道精神指导下，讲求人、茶、水、器、艺、境自然和谐、完美统一的艺术
活动，同时也日茶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寻找雅静之地，以茶为媒，沉潜涵咏、静心顺气地与心灵对话，乃人生一大
幸事。
◎茶艺是《茶》和的有机结合，就是把人们日常饮茶的习惯，根据茶道规则，通过艺术加工，向饮茶
人和宾客展现茶的冲、泡、品饮技巧。
它把日常的饮茶艺术化，提升了品饮的境界，为茶赋予了更强的灵性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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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茶食发展到现代，品种愈益繁多，而且由于地域的不同有所不同。
福建省的闽南地区和广东省的潮汕地区喜饮功夫茶的人很多，泡功夫茶时，讲究佐助小点心。
这些小点心通常外形雅致，味道可口，大的不过如小月饼一般，有绿豆蓉的馅饼，有椰蓉做的椰饼，
有金黄如月的绿豆糕，有台湾产的肉脯、肉干，还有闽南特色的芋枣等，另外还有各种膨化食品及蜜
饯。
这些地区的人们无论是平时在家，还是客人来访，都会端上茶水和茶点，或自酌自饮，或相互交流，
通过茶点来打发时光，增进友谊。
 除闽南和潮汕地区外，南方茶馆具有代表性的就属广东早茶了。
广东早茶其实是以品尝点心、小吃为主，以品茶为辅的一种茶饮习俗，现在广东的早茶已风靡全国。
广式茶点大都小巧精致，如虾饺、蛋挞、牛肉丸以及各式小菜，另外早茶中茶点之多，让人数不胜数
，口味有甜有咸，服务独特，人们可以各取所好。
在我国的江、浙、沪地区，人们佐茶的点心多为包子、饺子、烧卖等，而小吃有肴肉、茴香豆、茶干
及茶叶蛋等。
扬州的茶食与茶肆在清代就很有名，现代的扬州虽然已经没有了古时的茶风，但茶点的制作依然精美
，还能看到鼎盛时期扬州奢华的茶文化遗风。
 与此对应，北方的茶馆就是另一番景象。
老北京茶馆的种类多为大茶馆、书茶馆、棋茶馆、野茶馆，等等。
与南方茶馆有所不同，老北京的清茶馆较少，而书茶馆却很流行，在那里人们品茶只是辅助性的，听
评书才是主要的，所以品茶时的茶点多为瓜子等。
过去，北京有一种茶馆叫“红炉馆”，其茶点是受清朝宫廷文化影响，茶馆设有烤饽饽的红炉，做的
多是满汉点心，小巧玲珑，比如北京的艾窝窝、蜂糕、排叉、盆糕、烧饼。
顾客可边品茶，边品尝糕点。
另外，老北京还有一种叫“二荤辅”的，是一种既卖清茶，又卖酒饭的铺子，其菜可由店铺做，也可
由顾客自带，所以取作“二荤”。
 此外，少数民族风味茶也常带有茶点。
藏族人在饮酥油茶和奶茶时总要吃糌粑。
那是一种用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的面做成的食品，这也是藏族人的主食。
 西方人的茶点，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英国的午茶。
传统英式午茶总是在三层银盘上摆满了令人食指大动的佐茶点心。
一般而言，有着三道精美的茶点：最下层，是佐以熏鲑鱼、火腿、小黄瓜的美乃滋的条形三明治：第
二层则放英式圆形松饼搭配果酱或奶油；最上层则是放置令人食指大动的时节性的水果塔。
另外，午茶的茶点还可以有松饼、三明治、水果塔及欧式小点中以细致爽口著名的玛德莲蛋糕、醇厚
香郁的芝士蛋糕、苏格兰蛋糕、法式猫舌饼或可丽饼、各式手制饼干、千层派、巴黎圈等。
此外热腾腾的各式酥盒、香烤煎饼，还有沁凉香郁的冰淇淋都是午茶最佳的良伴。
 至于茶食与茶在口味上的搭配，茶艺圈里有一个说法：甜配绿，酸配红，瓜子配乌龙。
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绝对的，仅作饮茶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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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
。
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mdash;&mdash;宋徽宗 赵佶　  雪水胜如活水烹，未须着口已心清。
汤看蟹眼初开鼎，叶煮莲须细入瓶。
满颊生香知腊味，一时高唱起春声。
思家不寂寻常惯，共对瑶华听鹤更。
　  &mdash;&mdash;《雪山烹茶》清&middot;官献瑶　  一自蒲团就石床，三门桂蕊六飘芳。
曾知地瘦禅心静，不觉山深市念忘。
莫际摊轻秋色老，水边试茗舌根香。
问谁肯入烟萝社，共听禽听送夕阳。
　  &mdash;&mdash;《清水山居》清&middot;意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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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话:浮生若茶的哲理》带您一起知名茶、解茶性、通茶史、修茶艺、行茶礼、修茶道。
茶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和睦清心，明伦养性。
《茶话:浮生若茶的哲理》细谈茶历史，趣说茶文化，详道茶之俗，闲话茶之事，漫说茶与养生，把玩
茶之器具，细品茶食美味，别话茶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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