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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21席》

前言

缘起 茶书院    首先感谢茶书院同学的鼎力相助，得以让本书能够如期地出版，为了成就个人狭隘的志
业，害同学被催稿累得人仰马翻，事后想想实在很见笑。    会有邀请同学共襄盛举完成本书的缘起，
乃复制于茶书院老师李曙韵女士对茶十六席的延续，当时老师对四晚班（星期四晚上的班级）十六位
同学期许，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以习茶的心得互相流通书写，表达习茶的感想，内容以茶人、茶器、
茶汤、茗茶等等为主轴完成后，老师将十六封同学的书信发表刊登在师丈发行的《不只是茶》刊物的
第二期。    个人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习茶内容，有别于一般学茶的刻板与制式。经过老师的同意，我
们把原来的十六席增加到二十一席，同时，请老师推荐首次征稿的同学芳名，以便延续茶书院的习茶
特质。    老师推荐同学的当下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中的强项，也就是
专业素养，有的同学或许很想跟大家分享，只是还没有遇到适当的机缘与方式。    我不知道本书的完
成对于同学来说，算不算是一种机缘或方式。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不轻易称人家老师，更不随便
拜师学艺，同时由于自己的学养肤浅，更不敢被人称作老师。记忆里曾经听圣严师父在开示中提到：
“佛法难闻，名师难遇。”在这个一切以速度效率为生活依归的年代，学生要找到好的老师学习很不
容易。老师呢？想要找个好学生传授技能，其实比学生要找好老师更困难，尤其想修学的是传统技艺
如：佛法、茶道、书法、花艺、乐曲⋯⋯的智慧生活。欲想遇到好的老师更是难上加难，即使付出昂
贵的学费，也许不尽然。    北埔的老制茶人刘家龙老先生问：你去台北拜师学茶，怎么没有去拜那个
穿仙人服（穿茶服的人）或留胡子绑长发，不然就是道貌岸然造型的人为师傅，反而去拜一位一般的
女孩子为老师。我很难对老先生解释我想来茶书院拜师习茶的渴望。    多年前茶书院的同学来北埔体
验制作膨风茶，刘家龙以老制茶人的身份莅临现场指导。受老师邀请参加台北的“荷花茶会”，茶会
中发表了刘家龙先生珍藏了三十五年老膨风茶。刘家龙是我的舅公，于是开车载舅公参加在台北戏棚
由老师主办的荷花茶会；茶会结束后，在倾盆大雨中开车回北埔，然而心中犹存着头一次参加茶会的
美好与感动，余悸久久无法平息，同时浮现了欲想加进这个茶团队的初心，回程舅公对我说：上次我
说这个老师好像一般的女生好像不大对，今天这个茶会的场面看下来，我应该改称李小姐是台湾新茶
文化的代表人才好。    本人从荷花茶会上骄傲无知、膨风幼稚的座上宾，最后成了茶书院的老学员，
跟着老师跟着茶书院习茶，才真正见习到有文化意涵的茶事，同时走过台北戏棚、阳明山食养、台北
故宫博物院、国家音乐厅的两厅院、华山文化创意园区。甚至带着以上的事茶经历，受邀二○一一年
威尼斯举办的国际双年展，表演所学的茶道美学，与珍梅在古运河畔的展场中，对唱传统客家采茶老
山歌，拓展对外交往，发扬台湾文化精粹，如果没有来茶书院习茶的过程与历练，我这辈子可能很难
国际化。    好老师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给学生，在茶书院习茶没有功课表，老师很反对所有的
学习，都用按表操课的方式进行，故常常发觉，老师于上课前为我们准备在茶案上的诸多教材，在上
课前一刻重新调整改变。新进学员问：你们置茶、煮水、出汤，不用公克数、温度计和计时器吗？学
长回答：来茶书院请把那些工具放到心里。    茶书院有一句至理名言很有禅味：茶的心情水知道，上
课的内容（老师的心情）没有人知道。走进茶书院习茶正式迈向第九个年头，我发现当茶书院的学生
，最大的收获就是：老师的教学，让我们预期的来上课，常常有不预期的收获。    第一天走进茶书院
开始习茶上课，其实很紧张，跟老师约好十点上课，我为了怕塞车迟到，从北埔清晨六点多就出发，
忘记了以前在台北九点才上班，还没八点我就出现在永康公园，有点不知所措！故意绕远路闲逛，九
点逛回茶书院，只见书院内灯火通明，大门深锁，时间还早，我再到巷口徘徊，恰好与外出刚回书院
的老师巧遇，心想在台北应该很少人会这么早来喝茶吧？老师亲和地问我用过早餐没，顺便引我走进
茶书院，在茶案前休息。我独自一人坐在茶案前不大敢乱动，安静地观察与感受着老房子散发出来的
气质，体会用茶器布置出来的优致空间，虽然老房子被茶器物堆叠满满的，由于每一件物品都有自己
恰当的位置，让我身处在千件茶器中，心灵却是无比的清明。一整个书院除了灯光美气氛佳之外，案
桌后面煮水器的开水正在沸腾，透过煮水壶散发起的蒸汽，欣赏书院每个角落，发现早上的书院有一
种谜样的朦胧美。老师在茶案桌上放置了十组标准的纯白陶瓷评鉴杯（盖杯、赏茶碟、茶匙、饮杯一
应俱全），上课时，老师为我一个人介绍她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白毫乌龙包，其中包含“印度大吉岭
首采、二采顶级蜜香茶，中国大陆各地新茶区刚出产的新白毫，台湾坪林的美人茶，新店――周显榜
，北埔――刘家龙、姜礼杞、刘庆钧、姜肇宣，峨嵋――徐耀良、黄森昌，以及冻顶的贵妃，还有阿
里山的“高山美人茶”共计十几种，这是我活了一辈子喝过最多白毫乌龙茶的纪录，我表面上虽然是
用微笑来回应第一天老师上课的内容，其实心里被老师为一位新学员所付出的真心感动地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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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21席》

  尤其老师随意为我们料理的午餐，在老屋中有一种不可被取代的幸福感。    我一共六顾茶书院，第一
顾到第三顾拜访书院，书院没开门，第四回好不容易走进来，可能当时我穿亚曼尼的服装又喷亚曼尼
的古龙水，还带着妻小，故资格与气质都不符合，被请了出去，刚走出大门马上又被学姊追请回来。
今天总算见到了老师（发现在这世间居然有人比我还要酷），同时喝到老师亲自为我们执壶冲泡顶级
大吉岭首采蜜香茶。收下老师送的好茶、好书，加上王心心的南管CD，心中带着饱满优质的茶气开
始逛永康街。这一年北埔初夏的黄昏，与家人在水堂的庭院里，喝老师送的茶，看老师送的书，听南
管音乐。意念工房的小武走进水堂说：南哥什么时候全家变得这么有气质。我勇敢地回小武：是从“
人澹如菊”回来之后开始的。    来数次水井喝茶的高人，在自我介绍中说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精通星座、紫微，还会面相学，收费昂贵是他的职业特色，今天要免费帮我算命，看他不停地向我们
买很多便宜茶的份上，我只好配合演出。高人说我的命格太精彩很难算，算了将近一天下来，我为了
保住这位客户，也点了一天的头，说了一整天的“是、噢、准”。我的妹妹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建
议高人可以讲重点就好；高人最后才对着我目视真诚地说：古先生你的事业虽然家里的亲人对你协助
不大，别难过！但是你一生中会遇到几个很好的大贵人，并且全都在北方，他们都是鼎鼎有名的大人
物，你想想看我说的有没有准，有准你请我吃晚饭，没有准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来北埔了。我当场大叫
拍桌子回应：非常准！高人立刻回我：怎样个准法说给我听，不可以膨风噢！我一边回顾自己的心路
历程一边回答高人：本人的学佛基础源自“法鼓山”圣严师父，文化资产保护概念启蒙于“保安宫文
史读书会”会长陈纪瑞建筑师，古迹解说受“大自然户外堆广协会”姚其中老师指导，写作习惯来自
“新竹县县史馆”馆长林柏燕老师的鼓励，茶道生活美学师事“人澹如菊茶书院”李曙韵老师；在下
的人生从出社会至今，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同样提携、关照、爱护的恩师；开始来茶书院习茶，生
活中几乎日日是茶日，想想生命一路走来始终是丰沛、充实、多彩、圆满的。高人突然骄傲自信地说
：你看准吧！于是当下决定请高人到北埔食堂吃大餐。    为人师表其实很辛苦，好的老师除了教授课
业之外，还要兼具保护照顾我们的功能。《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讲过：每个人心中都有卧虎藏龙，
他只不过把心中的卧虎藏龙拍成电影。我虽然每天生活在北埔这个平静的    老聚落，不时还是会被追
逐名利的卧虎藏龙困扰烦恼；每当老师发现我心里出现不切实际的卧虎藏龙时，便会主动地帮我解除
疑惑，平息烦恼。北埔乡下地方每个晚上都很夜深人静，我常常在这个时候为自己弹一曲邵老师教我
的《慨古吟》。随着深夜里响起的琴声，心中不断浮现茶书院、老师、同学、茶香的美好影像，缓慢
又柔和的律动在心底，故此常常被自己感动到。中场休息我回过头反问深夜唯一陪伴我习琴的琴侣：
夫人，您觉得在下今日的琴技如何？夫人回应：很不认真。奇怪也！白天弹给妹妹听，妹妹还说：很
好听的。    老师常说跟她学茶，卖茶不会赚钱，来茶书院习茶越久，越不会随意收茶，更不会轻易售
茶，正因为老师从来没有在茶叶上图利自己，让我们跟着她习茶，才会走在正确的茶之道。我在不惑
之年走进茶书院，马上即将踏上半百人生，生命中的来时路，五分之一都跟茶事，跟书院，跟老师同
行，曾经是为了想把茶卖得更好来茶书院！如今茶卖得好不好，其实已经不重要，生活过得精彩比较
要紧。    知道我在茶书院习茶的亲朋好友常常问我：学茶学毕业了吗？我回答他们：我的老师认为“
茶人是没有下班的”，所以我们的学校当然也不会举办毕业典礼茶会。千弘和我都是双鱼座，虽然生
日只差一天，然而我们的感情一样丰富，千弘在文章里提起，每次茶会都会与许久没有见面的同学重
逢相遇，让他感到参加茶会很欢喜，也许诸多同学也和我与千弘有着同样的感受。同学有来的，当然
也有离开的，新旧同学的来往，对我来说如同一部情深、缘尽的电影，我一直很庆幸自己是这部电影
里的一个角色，角色缘起茶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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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21席》内容简介：坐拥千把名茶壶万片茶砖的“贝勒爷”，花六万块机票钱从澳大利亚飞过来的
“名狗安格斯”，患有“习茶强迫症”的外国“茶博士”，午夜两点半最精神的夜猫子茶人，为美国
第一家庭奥巴马家设计餐具的设计师，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的古茶室主人，琴、棋、书、画、
花、工、艺照单全收的国际珠宝旗舰店店长，不计回报种植有机茶园的现代茶农，法国戛纳影展上惊
艳亮相的女导演，留学意大利、推广意大利美食的室内设计师⋯⋯一群有趣、有想法的人聚在一起做
有趣的事情，写有意思的文章，就成了《茶21席》。
他们在工作中各有各的身份，而当脱下疲惫的外衣，进入自己的生活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茶人。当《茶味的初相》引起购书热潮，“人澹如菊茶书院”门庭若市时，作为“大师兄”的古武
南坐不住了，因为属于茶人的精彩太多太多了，可以为人知，应该为人知的事情也太多了。于是，在
《茶味的初相》作者、“人澹如菊茶书院”老师、享有国际盛名的茶人李曙韵的支持下，古武南发出
了21封征稿信，请同学们讲讲自己种茶、买茶、卖茶、喝茶、品茶、学茶、习茶、恋茶、研究茶的心
得、体会、感想、反思。
除了字字珠玑的文章，精美的配图也是全书的一大亮点。著名摄影师，也是资深茶人的廖素金老师，
用高超的技艺和平和的心境，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片：茶人发自内心的笑颜，茶具穿越千
年的静美，茶席不动声色的魅力⋯⋯读着书，看着图，喝着茶，这样的日子，美丽如天堂。
为了最大限度体现茶与人的美好风貌，全书不惜工本采用进口高档纯质纸印刷，努力追求艺术品的水
准，好的水承载茶的灵魂，好的书承载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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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编者：古武南，生于台湾新竹客家人聚集的北埔，曾做过西服店裁缝、服装设计师、服饰店老板，现
在是北埔文化工作室负责人、“水井”茶室主人、古迹解说员，2009年台湾故宫博物院茶室展演空间
设计师兼茶艺示范讲师，2011年意大利威尼斯国际双年展“春德的盛宴”事茶人。
“在台北当服装设计师，有房子在天母、开进口名车，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喝酒玩乐，全身上下都是
进口名牌，其实，都是在表演给别人看。然而人生需要的很少、想要的很多，我拥有的都是想要的，
却不是需要的，我问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不过就是要没人管我的日子，就回北埔了。”
回到北埔的古武南，租借有九十多年历史的日式老建筑，携同妻子、妹妹、妹夫，花费一年功夫整理
原本破旧脏乱的老屋，拆除破坏景观的后续建筑，修补毁损部分，极力将古宅恢复成原貌，这让他花
了差不多有300万元。最终“水井”茶室现身于世人面前。在这里你可以喝到独特的凉水井茶，这种茶
采用北埔所产的东方美人茶，以冷水冲泡整整十个小时，入喉冰冷而甜香，极具特色。
北埔的老制茶人刘家龙老先生是古武南的舅公，后来古武南自己又北上学茶，在台北人澹如菊茶书院
追随李曙韵老师，在老师的启发下，联络茶书院的同学，以文字的形式记下习茶、学茶的心得与感想
，共同分享与参悟，于是有了这一本《茶2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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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缘起茶书院 首先感谢茶书院同学的鼎力相助，得以让本书能够如期地出版，为了
成就个人狭隘的志业，害同学被催稿累得人仰马翻，事后想想实在很见笑。 会有邀请同学共襄盛举完
成本书的缘起，乃复制于茶书院老师李曙韵女士对茶十六席的延续，当时老师对四晚班（星期四晚上
的班级）十六位同学期许，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以习茶的心得互相流通书写，表达习茶的感想，内容
以茶人、茶器、茶汤、茗茶等等为主轴完成后，老师将十六封同学的书信发表刊登在师丈发行的《不
只是茶》刊物的第二期。 个人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习茶内容，有别于一般学茶的刻板与制式。经过老
师的同意，我们把原来的十六席增加到二十一席，同时，请老师推荐首次征稿的同学芳名，以便延续
茶书院的习茶特质。 老师推荐同学的当下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中的强
项，也就是专业素养，有的同学或许很想跟大家分享，只是还没有遇到适当的机缘与方式。 我不知道
本书的完成对于同学来说，算不算是一种机缘或方式。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不轻易称人家老师，更
不随便拜师学艺，同时由于自己的学养肤浅，更不敢被人称作老师。记忆里曾经听圣严师父在开示中
提到：“佛法难闻，名师难遇。”在这个一切以速度效率为生活依归的年代，学生要找到好的老师学
习很不容易。老师呢？想要找个好学生传授技能，其实比学生要找好老师更困难，尤其想修学的是传
统技艺如：佛法、茶道、书法、花艺、乐曲⋯⋯的智慧生活。欲想遇到好的老师更是难上加难，即使
付出昂贵的学费，也许不尽然。 北埔的老制茶人刘家龙老先生问：你去台北拜师学茶，怎么没有去拜
那个穿仙人服（穿茶服的人）或留胡子绑长发，不然就是道貌岸然造型的人为师傅，反而去拜一位一
般的女孩子为老师。我很难对老先生解释我想来茶书院拜师习茶的渴望。 多年前茶书院的同学来北埔
体验制作膨风茶，刘家龙以老制茶人的身份莅临现场指导。受老师邀请参加台北的“荷花茶会”，茶
会中发表了刘家龙先生珍藏了三十五年老膨风茶。刘家龙是我的舅公，于是开车载舅公参加在台北戏
棚由老师主办的荷花茶会；茶会结束后，在倾盆大雨中开车回北埔，然而心中犹存着头一次参加茶会
的美好与感动，余悸久久无法平息，同时浮现了欲想加进这个茶团队的初心，回程舅公对我说：上次
我说这个老师好像一般的女生好像不大对，今天这个茶会的场面看下来，我应该改称李小姐是台湾新
茶文化的代表人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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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21席》

媒体关注与评论

21个茶人，很多都从别的途径听说过、了解过，原来在他们成功的背后是茶的芬芳。——台湾《旺报
》生命的精彩借由茶来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徒生羡慕之心。也许与茶结伴，才
是红尘最美的修行。——台湾《联合报》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一份好的心境并不昂贵，很多时候，一
则锈迹斑斑的茶匙，一方透着婉约与古朴之美的茶席，三五好友散座，一缕茶烟袅娜，就足够了⋯⋯
时间静静流淌，甘愿沉浸在这样的时刻。——香港《文汇报》茶是有生命的，但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看
到茶的生命，珍惜茶的生命。这本书中的二十几个人就都是这样懂茶的人。因为这份懂得，自身的生
命也得到了提升。——香港《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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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21席》

编辑推荐

《茶21席》编辑推荐：港台地区文化类图书2012年度畅销总冠军，都市生活美学、茶事美学、《茶味
的初相》姊妹篇，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方鹏程、文化名人李曙韵、陈文茜、黄永松等力荐！组成《
茶21席》的文章出自21种不同身份的作者笔下，文字不同，文风不同，品茶氛围不同，生活姿态不同
，但淡然与洒脱却相同，让人顿生向往之心。全书图片皆由屡获国际大奖的著名摄影师亲自拍摄，茶
人生活点滴，与文字一起，营造一个静心修心的氛围。品茶不是流程，事茶不是职业。惟有《茶21席
》可指引在都市生活的你，真正品出文化、品出意境，不再试图逃离现实生活，而是以更从容、积极
的心态，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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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21席》

名人推荐

茶真是令人惊讶又感动，茶对人的故事如此精彩，站在圈圈外，却由这本书让我也能进入茶的世界，
犹如茶的一份子。——台湾房屋首席总经理 彭培业天南地北的不同，却因茶而聚。不同的茶人用不同
视角拼贴出一本不落俗套，值得细读的习茶体悟。——广告导演 李幼乔透过此书中二十一则“人澹如
菊”事茶人的切身故事、心路分享，得以窥见习茶殿堂之奥妙及茶文化与新世代茶人交会所衍生之趣
味。——实践大学工业产品设计系讲师 陆正宇

Page 10



《茶21席》

精彩短评

1、不同的年龄、心态、职业，不同的视角，感觉很是喜欢
2、古武南的文字不错，是个有趣的茶人。飞去昆明时看的，看完送给莉莉了。
3、帮人代购，反响很不错。
4、在茶文化书中，文字要写得优美，图片也要优美，体现出茶人的心和灵魂。其中有一篇提到台湾
当代茶人的心志和追求，让人感动
5、茶的心情水知道，水的心情你知道，你的心情我知道。
6、本是做设计想了解茶文化，渐渐被吸引，一直挺喜欢饮茶，茶文化不只是文化亦是一种人生，甚
至生出去台湾茶书院的想法来。
7、茶人茶事 看过之后 只想去台湾“人澹如菊”看看 感觉他们那里不像大陆的茶艺培训那样的一板一
眼 自由发挥度比较高
8、看热闹。。
9、读的时候陷入我以为的世界～～羡慕至极～～可是想想现实中的茶话会～跌入谷底ing
10、书到得很快，谢谢亚马逊。不过打开包装后闻到了很刺鼻的味道...过了好久都不散....
11、继续学习
12、我的书名《我们为什么喝茶——100位茶友的故事》。还没有写！呵呵。看到《茶21席》，我觉得
我的书还可以写！
13、普通的文字，不凡的思想。这是焦虑和平凡的人读不出的味道。和茶一样，喝茶的人不少，懂茶
的人寥寥。有什么东西比人性和人心更珍贵呢？茶不过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
14、不同茶人的心路，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修心。心正，笔正，茶正，人正。
15、茶书真没几本是靠谱的
16、草草翻完，喝茶的人不一定是好作家，文章写作水平实在差的可以⋯⋯
17、21个人对茶的感悟。不算太深刻，不看也罢！
18、比较像茶书院的学员做了一次习茶感想，感情真切；茶是有感情的叶子，与它待久了会滋生牵挂
。
19、导读写得不错
20、其实完全没有感悟没有什么茶道没有任何值得推荐的理由只是图片很清晰但是没有任何值得回味
的地方 大家不要浪费钱了
21、这本书的评分并不高。但是对我而言，这本书不错。一来，可以观照事茶人们的心路，反省自己
：为什么喝茶？毛毛躁躁、静不下来的我，如何才能真正入门？二来，也可以看到台湾茶业的些许情
况，比如有机茶园、茶書院等。
22、诱使我咬紧牙关把一本烂书看下去的理由，无非是也许会有那么一两个能启发我、帮助我的亮点
，可是这本书完全没有。一群衣食无忧、腹中空空、精神空虚的中年人，以习茶之名行装逼之实，可
关键是逼格还不高，这可真是要了命了，完全脱离生活，毫无生命力，矫揉造作不知所云。
23、是本台湾茶人写自己和茶的合集，翻翻也可。
24、新茶人的入门书，老茶人的好伴侣
25、学茶的感悟点点滴滴，难得的自在
26、有朝一日能过这样的日子就好了
27、随便凑个几篇也能出书？！写地这个蛋疼，除了几幅插图可以看以外，真的没有价值
28、习茶心得而已。若是一次座谈会可能会觉得蛮有收获，但毕竟不是。不太适合以书的载体形式来
表现。
29、如果有类似经历感悟的人可能共鸣，如果没有，想学习的话这不算工具书。
30、这本书只能呵呵  每个人交一篇关于喝茶的感想 写的还没小学生好  不要被他的装帧欺骗了···
31、书的设计和纸张都很精美，但内容相对来说就肤浅一点，权当对台湾茶文化的一个了解吧。
32、很好读的书。干净清爽，视角也很不同
33、最近想读一些修心的书，有人推荐了几本茶书，这是其中之一。读来确实很有趣味，书中所写的
这些人，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无奈与压力，但是借由茶，他们让自己的心胸更开阔，生活也更美好了。
读了这本书，按照书中写的，买了一些茶，喝了一些茶，心中持续多日的阴霾终于散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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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21席》

34、《茶味的初相》作者的一帮学生的感想集，干货不多
35、2014 台湾人对茶的见解更深刻
36、是一本用心编制的书，它不光是茶叶，由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活感悟构成。值得推荐！
37、文字清丽，情怀古雅。
38、无病呻吟
39、全程看图
40、没学到多少茶文化，这就是一本谢师宴般的合集
41、比起他们的师傅写的《茶味的初相》来说，确实稍嫌浅薄。
42、太难看了 骗人的
43、茶书院，心中的清凉地
44、都是事茶人，为何感觉没点悟性
45、刚刚拿到书后，大致翻了翻，心里叫苦这回算买扯了，整个就是一兴趣班学员的学习心得，搁到
大陆应该免费送的，哪儿哪儿就成了港台茶文化图书第一名。但整本读下来后，体验了这个圈子的生
活，却也别有风情，开卷有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茶文化是一种借物修行的心境和生活态度
，心平气和地接受外界事物，不偏执，放下主观意识，这个过程本身才真正具有价值。接受这本书，
也是开始。
46、最大的优点是字大。
47、与茶味的初相还是有不小差距的。之中有几篇不错。最大的收获是理解了真正有机的意义。
48、好想学茶道。
49、台湾人詹如菊茶书院21位学茶弟子每人一篇编成的书，内容深浅不一，文笔也有精粗，入门级茶
人可以翻翻
50、内容比较零散。不过也是有启发的地方。
51、茶人茶友茶心，炫友大过于喝茶，喝茶的本心去哪儿呢？
52、谢谢，非常满意！图书包装很好！！
53、没什么意思，主要是随笔集，经历什么的，不值
54、茶书院谢师宴，学习笔记，以及情操感悟。没干货。
55、一本跟茶关系不大的茶书
56、第一次见到设计、概念都这么好，内容却这么差的书，好失望。
57、图片尚可，文字没什么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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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古武南，生于台湾新竹客家人聚集的北埔，曾做过西服店裁缝、服装设计师、服饰店老板，
现在是北埔文化工作室负责人、“水井”茶室主人、古迹解说员，2009年台湾故宫博物院茶室展演空
间设计师兼茶艺示范讲师，2011年意大利威尼斯国际双年展“春德的盛宴”事茶人。　　“在台北当
服装设计师，有房子在天母、开进口名车，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喝酒玩乐，全身上下都是进口名牌，
其实，都是在表演给别人看。然而人生需要的很少、想要的很多，我拥有的都是想要的，却不是需要
的，我问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不过就是要没人管我的日子，就回北埔了。”　　回到北埔的
古武南，租借有九十多年历史的日式老建筑，携同妻子、妹妹、妹夫，花费一年功夫整理原本破旧脏
乱的老屋，拆除破坏景观的后续建筑，修补毁损部分，极力将古宅恢复成原貌，这让他花了差不多
有300万元。最终“水井”茶室现身于世人面前。在这里你可以喝到独特的凉水井茶，这种茶采用北埔
所产的东方美人茶，以冷水冲泡整整十个小时，入喉冰冷而甜香，极具特色。　　北埔的老制茶人刘
家龙老先生是古武南的舅公，后来古武南自己又北上学茶，在台北人澹如菊茶书院追随李曙韵老师，
在老师的启发下，联络茶书院的同学，以文字的形式记下习茶、学茶的心得与感想，共同分享与参悟
，于是有了这一本《茶21席》。　　摄影师：廖素金，设计师，用镜头记录茶人生活点滴、茶具难掩
魅力、茶席特有张力。同时，也是一个茶具制造者，美国第一家庭奥巴马家的白色茶具即出自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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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茶21席》的笔记-第51页

        
泡茶的女孩子，手也透着温柔。

2、《茶21席》的笔记-第150页

        
人家是从澳大利亚来的狗狗噢。

3、《茶21席》的笔记-第105页

        
好想有这样一间书房。

4、《茶21席》的笔记-第142页

        
人需要回到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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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