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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前言

这本小书我动笔写时并没有想到要出书，结果水到渠成，本书不仅在2001年出版了，还先后重印过多
次，而且得到了上百家报刊包括茶学权威刊物的评论、连载。有相当多的读者在报刊与互联网上评论
推荐《闲闲堂茶话》，口碑流传，海内外茶友与文友谬许为茶书中的新经典，在国内近年所出的五花
八门茶书中，可算是侥幸的事。    我曾在十年前为报纸开设过谈茶文化的专栏“功夫茶话”，2001年
南方日报出版社据此结集出版了《功夫茶话》；200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又为我出了一本茶书《
闲闲堂茶话》，这两本书都重印了不止一次——作为一个中文系出身、新闻专业的从业者，却和茶有
不解之缘，本来是业余爱好，却俨然成为茶文化学者，著名茶人范增平先生大著《中华茶人采访录》(
台湾万卷楼2005年出版)就有区区不才在内附骥，可见茶文化界也认可。这是我的福分与运气。    二十
年前在读大学时，我就很崇拜沈从文。对他的小说、散文，我是颇迷恋过一阵的，但是真正让我佩服
得五体投地的，倒并非他的小说、散文，而是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文学创作跳到风马
牛不相及的工艺美术史考证，其中的跨度是何等的大！了不起的是沈从文不仅是成功的文学家．还从
此被公认为服饰史权威学者。    沈从文半路出家，暮年改行，却能一鸣惊人，上手就写出传世杰作，
我喜欢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天才故事，虽然我深知自己禀赋平平。攻读文学专业时，我很看重文体学
。能练得几种套路，写得出几种风格的文字，博学多能，出手不凡，这是我当年最大的梦想，只要有
机会，我当然很愿意尝试。    在撰写这本《闲闲堂茶话》时，我根本没敢以沈从文为学习榜样，不过
，对于茶学。我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所下工夫实在不少，旁的不讲，资料与专业图书报刊的收集以
及研读数量，或许不比任何茶学专业研究者逊色，因此，我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我的目标是，和非
专业的茶书相比——更内行到位，和专业的茶书相比——更有可读性、更有文化味，或用时髦的理论
术语，叫做更具“人文关怀”。    薄薄一小册，用去了我半年的周末时光。虽谈不上呕．心沥血。但
此书确实是我殚精竭虑之作。    我的本科专业是中文，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是新闻传播与书画两个专
业，茶学只是自娱自乐．在此背景下创作此书，疏漏之处势必难免，还望专家批评指正，古训“闻过
则喜、从善如流”，我如果有什么优点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极为愿意改正错误。    能否再版加印
，是图书品质最直观的标志之一，现在承蒙化学工业出版社将此书再版，说明了这本小书多少还有点
价值。我很相信缘分，此生能与茶结缘、与出版家与编辑家结缘、与读者结缘，是我最为珍惜的幸遇
。    在十年前，我即已对与茶结缘、与书结缘与编辑家结缘发过由衷的感慨，现在我惊喜地认识到，
这份清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日益浓酽，就像是一棵有生命的树，不断成长、一次又一次绽放，为我
带来了更多的朋友与情谊——有的甚至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希望这份缘能传递给更多的人，希望读者
诸君都有清缘。    有必要说明的是，此书不是简单的“翻新”重印，而是“升级换代”版，新版增加
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并重新梳理排序分章，以期眉目更清晰，内在组织更紧凑有序。原先的一些差
错或不妥当之处都加以纠正改写，此外，特意附上我这些年绘制的多幅茶画，北方有句谚语“原汤化
原食”，自写自画，味道如何还要请读者诸君指教。    百岁的书画大师袁思齐先生特意为本书创作了
历代茶诗词书法，寿星圣宝为本书增添了不少色彩，我在此表示深深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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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内容概要

《闲闲堂茶话(彩色增订版)》是曹鹏博士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撰写的茶话、名茶品饮札记、茶文化
散论等随笔，对茶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侃侃而谈。自初版以来多次加印，论者谓：文采、阅
历、学识与情趣并重，笔调轻松闲适，风格独特隽永；图文并茂，兼有茶学、文学、画学的专业品位
；在专业性与艺术性、人文价值的结合方面是茶书中的优创之作、长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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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作者简介

曹鹏
号瓦父，画室名为闲闲堂。
画家、美术评论家、新闻传播学者、报人。
出版有《大师谈艺录》(壹、贰)、《功夫茶话》、《启功说启功》、《黄苗子说黄苗子》、《许鸿宾
说许鸿宾》、《我这一百年——袁思齐说袁思齐》、《名家意匠》等艺术、文化、文学批评著作三十
余本，发表美术评论以及各类文章数千篇。
《中国书画》杂志的创办者、还创办并主编了《中国印》、《美术图书评论》、《美术文摘》、《主
流》、《收藏文摘》、《名家》等多种美术刊物。
画作曾刊登于《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饮誉海内外书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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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闲闲堂茶话
第一章
茶缘
茶艺
茶道
茶禅
茶趣
茶技
茶时
茶色
茶香
茶味
茶瘾
茶癖
茶性
茶习
茶量
茶疗
茶浴
茶寿
茶余
第二章
茶树
茶叶
茶类
茶形
茶砖
茶饼
茶粉
茶渣
茶锈
茶水
茶餐
茶蛋
茶食
茶点
茶粥
茶肴
茶酒
茶饮
茶花
茶实
第三章
茶具
茶壶
茶杯
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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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茶罐
茶盂
茶桌
茶几
茶盘
茶炉
茶则
茶巾
茶袋
茶刀
第四章
茶市
茶路
茶乡
茶贡
茶礼
茶价
茶资
茶摊
茶庄
茶馆
茶楼
茶园
茶坊
茶室
茶座
茶社
茶会
茶歇
第五章
茶人
茶圣
茶友
茶农
茶商
茶倌
茶民
茶僧
茶客
茶童
第六章
茶学
茶书
茶经
茶名
茶文
茶史
茶诗
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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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茶刊
茶话
茶谚
茶歌
茶戏
茶俗
茶墨
茶帖
茶画
茶联
茶单
茶版
第二部分 名茶品饮札记
台湾茶王
比赛茶
人参乌龙茶
阿里山茶
文山包种
冻顶乌龙
炭焙乌龙
高山翠玉
安溪铁观音
天福极品铁观音
大红袍
武夷肉桂
黄金桂
凤凰水仙
西湖龙井
浙江龙井
平水珠茶
普陀佛茶
顾渚紫笋
开化龙顶
江山绿牡丹
金奖惠明
千岛湖野生茶
安吉白茶
龙舌
径山茶
雨花茶
洞庭碧螺春
江阴绿茶
金坛雀舌
黄山毛峰
霍山黄芽
太平猴魁
黄山绿牡丹
六安瓜片
屯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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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敬亭绿雪
九华佛茶
庐山云雾
狗牯脑
婺源茗眉
恩施玉露
信阳毛尖
蒙顶黄芽
蒙顶甘露
峨嵋竹叶青
紫阳毛尖
午子仙毫
都匀毛尖
月亮茶
湄江翠片
君山银针
君山黄茶
鹿苑茶
银针白毫
京华茉莉花茶
福建茉莉花茶
张一元茉莉香片
吴裕泰茉莉花茶
祁门红茶
滇红功夫
宁红功夫
金骏眉
宜兴红茶
立顿红茶
普洱茶
普洱袋泡紧压茶
云南沱茶
六堡茶
竹筒香茶
黑茶茯砖
八宝茶
苦丁茶
杭白菊
菊普茶
黄山贡菊
黄金贡菊
白梅花
红玫瑰
金莲花
三七花
白雪茶
红雪茶
金银花
千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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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辛夷花
高丽人参茶
大麦茶
广东凉茶
第三部分 茶文化散论
1.中国茶文化巡视—— 为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撰写的解说词
茶之艺道
龙井问茶
乌龙神韵
饮茶情趣
烹茗话水
茶具赏玩
茶馆清谈
品味茶人
茶肴飘香
茶走天涯
2.闲品茶经滋味长
3.我画茶画的体会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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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茶食 喝茶时最宜品尝一些小食，既可佐味，又可使一杯与一杯之间不致冷场。如
果没有茶食茶点，那么显然就无法使喝茶的时光延长到足够让人惬意的程度。 茶食有中、西、日三种
风格，路数完全不一样，性质却异曲同工。茶食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更充分地享受茶的美好，是烘
托品茶氛围。吃茶食永远不会是主要目的，谁在茶社坐下来也不可能先点茶食，然后再随便点壶什么
茶来就着吃茶食，而只会是反过来。茶食的特点是小而香，耐吃，同时吃起来不嫌费事耗时，只要味
道好就行。 普鲁斯特在他的长篇巨著（整整七本，1991年中文译本面世，读书界炒得甚热）《追忆逝
水年华》里，就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泡了茶的蛋糕如何在他的主人公心田留下悠远的甜美记忆。这从
一个侧面，让我们领略了法国人是怎样在喝茶时吃茶点的。 西式茶食以糕点为主，讲究自家烘烤。在
英国，能不能做得一手好茶点，事关主妇的荣誉与家庭的幸福，“通往男人的心的直近的路是胃”嘛
。日式茶食更像是精致小菜，量特少，至多一口。论起来，中国茶食最丰富，从广义上说，几乎什么
都可以包括进去。岭南人在茶楼所谓的“一盅两件”，那一盅自然是茶，而两件，则可能是两样糕点
，也可能是肉食如蒸凤爪，还会是小吃如肠粉、牛河、烧麦、叉烧包。据说老一辈画家赵少昂的早茶
就是到香港陆羽茶社用这雷打不动的“一盅两件”。江苏讲究烫干丝，前不久我在无锡吃过一回，感
觉还不错，但也就是不错而已，多长时间不吃，肯定也不会馋。 传统正宗的中式茶食，还是以带壳干
果为主，花生瓜子最受欢迎，无处不在。在过去的老茶馆，花生瓜子是必备的茶食。如今的茶艺馆里
，茶食的品种多了，核桃、栗子、松子、香蕉片、菠萝干，应有尽有，还有美国杏仁、开心果与腰果
。 单是瓜子，就又分黑瓜子、白瓜子、葵花子等若干种，真能让茶客挑花了眼。由于茶食中不少都是
坚果，于是，用心的店家就预备了相应的开启工具。我在多闻茶社见到，嗑瓜子的钳子与夹子有三种
，核桃钳子两种，胡桃夹子两种，还有一种专门夹栗子的工具，据说还是进口的，一百多元一把。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这十八般兵器，客人当然点起茶食来就更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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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编辑推荐

《闲闲堂茶话(彩色增订版)》集萃了曹鹏博士关于茶文化的散文、随笔与评论以及题画茶诗，书中插
图也全部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图文并茂，笔调轻松闲适，风格独特隽永，兼有茶学、文学、画学的
专业品位，是一本有纯文化雅致的闲书，对茶叶、茶馆行业还是一本金针度人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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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堂茶话》

精彩短评

1、这种书现在就是看不进去
2、很不错，对胃口
3、喜欢品茶，更喜欢阅读与茶有关的知识。书的内容比较休闲，适合一般性阅读。
4、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它，立即被作者的文与画所吸引。这是能让人赏心悦目的闲书。只可惜
知之者不多！
5、一本对茶感悟很深的书。很喜欢。
6、内容很多，看着也很受益
7、第二天到货，而且书的内容不错，推荐
8、说茶，茶说的不专业，谈文化，文化进入的不深刻，不过，文笔间的茶趣味很足，茶，不也就是
要这样吗
9、书中的字画很吸引人，看样子买彩色增订本的选择不错。作者尝试用茶墨作画，有趣
10、好书自有人知。去年在书店看到，立即爱不释手。只是定价太高，高出平时买书标准，于是日日
去书店阅读。这次，在这里看到打折价格，虽然还是不低，但能够承受。书的装帧和纸张与书店几乎
一样，应该是正版，值得购买。
11、清华TS971-49/C132B2
12、插图很漂亮！内容似乎比上一版又丰富了一些。文字很流畅，读起来也比较轻松。是一本很有文
化底蕴的书。推荐~
13、书写得很流畅，扎实，图片精彩，可以当画册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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