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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韵茶艺》

内容概要

《唐韵茶艺》主要内容简介：茶是平淡温和的，不像酒那样热烈张扬，也不似咖啡浓厚激人，即使香
味也只是淡淡的幽香，她的水色、韵味、品味可与玉媲美。正是有了这些特性，才和中国人主张中庸
之道，养心养情之说相契合，茶自然是国人的心腹之爱。
品茶，真正的内涵便是品生活。有了这一个“品”字，生活就有了味。甜也罢，苦也罢，人生的酸辛
，就从这品茶中透现出来。喝茶可以解渴，品茶却是一种清福，也是一种对茶的该有的敬意。宋华美
编著的这本《唐韵茶艺》将会带领你一同去享受茶里的香，去关注茶后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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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韵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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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韵茶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关于神农，有一个古老而悲壮的传说。话说女娲造人后，人类繁衍众多，地上的动物
野果已经供不应求，人类因此陷入困境，这时，神农便诞生了。神农长大后，能使天降雨，使日发光
，因此人们用他为首领，称其为“炎帝”。他收集各种谷类，教授人们播种。于是，普天之下，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人们会生病，生了病，就不能种庄稼，甚至可能死亡。神农
爱惜众民，便亲自去尝百草，寻求解救之药。草药吃到肚子里，神农会凭身体感觉，凭眼睛观察，判
断其效果如何。但他尝遍百草，难免会中毒，最严重时，一天中了72种毒，那神农如何解毒的呢？靠
的就是茶叶。据说有一次，神农尝到一种绿叶，人口微苦，之后便有淡淡清香，奇怪的是，吃过以后
，肚子里像洗涤过一样，干净清爽，这就是茶，便是靠着它解了剧毒。可是，又有一次，神农尝了一
种开小黄花的植物，一吃下去，肠子就开始腐烂，吃茶叶根本来不及了，伟大的神农就这样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断肠草”，神农也成为了医药之神。神农尝草的故事出于《
神农本草经》，这本书从战国时代写起，到汉代正式成书。那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战国时期
，茶已经作为一种药物，为人服用。茶的最大使用价值是作为饮品。我国最早饮茶起于西南产茶之地
。饮茶的正式记载出于汉代。《华阳国志》记载：“自西汉至晋，二百年间，涪陵、什邡、南安、武
阳皆出名茶。”茶在这一时期被大量饮用。清朝顾炎武的《日知录》载：“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
饮之事。”这证明我国茶叶作为饮料始于秦汉时期。公元前59年，西汉时茶已经成为商品，开始买卖
。西汉王褒《僮约》即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的记载。秦朝统一之后，巴蜀与内地的经济文
化交往更加频繁，从汉代文献中可以看出巴蜀的茶事活动也更加发展了，茶叶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
的重要物品。西汉蜀人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记载当地2l味中草药材，茶为其一，可知蜀地产
茶且有用作药物的。《方言》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为日葭萌。”而据《华阳国志》的记载，汉代
巴蜀地区茶叶分布十分广泛，既有野生茶树，更有人工栽培，品种很多，产量也很大，从而出现了茶
叶商品生产，出现了茶叶贸易市场。西汉宣帝时，蜀人王褒所写的《僮约》记载了蜀郡资中人王子渊
规定僮仆的任务，其中就有“烹茶尽具，铺已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买茶”。从资中到武阳(今彭
山县双江镇)去买茶，这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叶市场，当时的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而且
饮茶并非奢侈之事，据考古证明，汉代不仅巴蜀地区有饮茶之风，两湖地区的上层士大夫们已经把饮
茶作为时尚。在云南劫海南糯山地区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期诸葛亮带兵南征来到南糯山，士兵
们因为水土不服，大多害上了眼病。诸葛亮见此情景，便把小条拐杖插到南格山土，一瞬间，那拐杖
变成了一棵树，长出了青翠的叶子。诸葛亮叫士兵们摘下树叶煮水喝，结果眼病全治好了，于是，这
一带的人把这树称之孔明树，也就是茶树，把诸葛亮尊为“茶祖”。故事虽然有些夸张失实，但有一
点，就是它所反映的茶有“明目”的功效却是真实无误的。《广陵替老传》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是晋朝元帝年问，有个老大娘矿每天清早独自提着一壶茶到街市上去卖。街上的人都争着买，有趣的
是，老大娘虽然从早到晚地卖，可是壶里的茶却不见少。老大娘卖茶得的钱也不往自己袋里放，而是
都给了路边的穷人和乞丐。有人感到这事奇怪，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来把老大娘抓到监狱关了起来
。不料到了夜里，这位考大娘竟然带着她的茶具从监狱的窗户飞走了。人们无不为之惊叹。故事虽然
不免荒诞了点，可是故事中劝人“乐善好施”，认为“善有善报”的寓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人们热
爱生活，希望健康长寿，这种意愿在茶的传说中也得到了寄托。传说古代有一个老和尚，久思重病，
吃了很多药也没有效果。一天，一位年迈的老翁前来告诉他，在春风吹动雷声初发的时候，采摘蒙山
中顶(今四川雅安县蒙山中顶上清峰)茶，用水煎服，能治这位老和尚的病。如果能每年服用，就会众
无疾病。老和尚听了这位老翁的话便在蒙山清峰筑起了石屋，请人住在里面，一到时间，就按老和尚
所传授的方法采茶煎服。没多久，老和尚不但病好了，而且看上去好像换了一个人，完全像个年轻人
了。于是，人们纷纷传说，蒙顶茶是“返老还童茶”，能使人长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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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韵茶艺》

编辑推荐

《唐韵茶艺》：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国人不可一日无此君。茶发于神农，兴于唐朝，盛于宋
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芬芳而甘醇
。茶是水的性格，最适于东方文化的柔韧幽深。为何茶如此奇妙，让人们如此恋恋不舍，爱不释手？
让我们一起阅读由宋华美编著的这本《唐韵茶艺》寻找答案吧！一杯香茗在手，观其色而知世间万物
，品其味而晓人世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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