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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前言

《茶经》，唐陆羽（733-804）著。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
。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号竟陵子，居上饶（即今江西上饶）号东岗子，于南越（今广东）称桑苎翁
。陆羽在所写（（陆文学自传》中称自己不知所生，三岁时被遗弃野外，竟陵龙盖寺（后改名为西塔
寺）僧智积在水滨拾得而收养于寺。陆羽长大后以《周易》为自己占卦，得“蹇”之“渐”卦日“鸿
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因而用它们作为自己的名姓，姓陆名羽字鸿渐。一说因智积俗姓陆，故以
陆为姓（见《因话录》卷三）。九岁时，陆羽开始学习撰写文章。师父智积想让他学佛，“示以佛书
出世之业”，而陆羽一心向往儒学，智积屡劝不从，因而罚他做扫寺地、洁僧厕、践泥圬墙、负瓦施
屋、牧牛等重务。在这些沉重劳动之余，陆羽仍然坚持学习。没有纸练习写字，就用竹枝在牛背上写
。智积知道陆羽坚持学习的情况后，怕他看多了佛家之外的典籍，心去佛道日远，就将陆羽拘束在寺
中.“芟剪榛莽”，并派门人之伯看管他。陆羽一边干活一边默诵所学，被看管的入鞭打其背，直打到
棍子断才住手。陆羽不堪困辱，逃寺而去，投靠当地戏班，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演戏为生，很
快显现才华，著《谑谈》三篇，并任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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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内容概要

《茶经》内容简介：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居吴兴（今
浙江湖州）号竟陵子，居上饶（即今江西上饶）号东岗子，于南越（今广东）称桑苎翁。陆羽在所写
《陆文学自传》中称自己不知所生，三岁时被遗弃野外，竟陵龙盖寺（后改名为西塔寺）僧智积在水
滨拾得而收养于寺。陆羽长大后以《周易》为自己占卦，得“蹇”之“渐”卦日“鸿渐于陆，其羽可
用为仪”，因而用它们作为自己的名姓，姓陆名羽字鸿渐。一说因智积俗姓陆，故以陆为姓（见《因
话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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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作者简介

作者：（唐代）陆羽 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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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书籍目录

卷上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卷中四之器卷下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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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章节摘录

插图：植而罕茂：用移栽的方法栽种，很少能生长得茂盛。旧时因而称茶为“不迁”。明陈耀文《天
中记》：“凡种茶必下子，移植则不生。”植，栽种，移栽。法如种瓜：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
二《种瓜》第十四：“凡种法，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先卧锄，耧却燥土，然后掊坑。大如斗
口，纳瓜子四枚、大豆三个，于堆旁向阳中。瓜生数叶，招去豆，多锄则饶子，不锄则无实。”唐末
至五代时人韩鄂《四时纂要》卷二载种茶法：“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
尺，熟剧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
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
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熟时收
取子，和湿土沙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其要点是精细整地，挖
坑深、广各尺许，施粪作基肥，播子若干粒。这与当前茶子直播法并无多大区别。阳崖：向阳的山崖
。阴林：茂林，因为树木众多浓荫蔽日，故称阴林。紫者上，绿者次：原料茶叶以紫色者为上品，绿
色者次之。这样的评判标准与现今的不同。陈椽《茶经论稿序》是这样解释的：“茶树种在树林阴影
的向阳悬崖上，日照多，茶中的化学成分儿茶多酚类物质也多，相对地叶绿素就少；阴崖上生长的茶
叶却相反。阳崖上多生紫牙叶，又因光线强，牙收缩紧张如笋；阴崖上生长的牙叶则相反。所以古时
茶叶质量多以紫笋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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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编辑推荐

《茶经》是中华生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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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精彩短评

1、只是读过，尚需花时间好好琢磨。
2、茶者，南方嘉木也
3、煮水温杯，回甘安神。
4、书已经看完了，个人感觉没有同系列的酒谱好。我是因为在学校图书馆看过酒谱才来买这本书的
啊，发现坑爹了啊。说几点哦，首先这本书讲茶讲的很详细，从差的品种，种植，喝茶的器具，制茶
的方法讲的很仔细啊。我指的是古文的原文。可是尼玛哥不懂制茶啊。。哥不懂种茶叶采茶啊。。。
看的蛋都碎了。。。还有就是那个点评。。。和尼玛的酒谱那哥们儿没法比啊。。。不是一段一评啊
，是一篇一评啊。。。而且那评的好没感觉啊。。。有木有文化啊。。。是不是文人啊。。。。
5、看起来很旧，封面有磨损印迹，不象新品。
6、讲究的很，中国式的细致生活。
7、一本记录了唐代及之前中国茶文化的古籍，编者的注释也很好的在细节上给了补充和解释。很惊
讶唐代时中国的喝茶方式更类似于现在的日本，好奇现在的饮茶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来的。
8、入茶门基础
9、好多字都不认识，原来此书炒鸡短小。算是“泡学”入门吧，最起码顺带知道了高丽参原来是三
等货色。
10、可读性比较高，纸质非常好
11、喝茶其实主要是喝个意境，所以茶叶本身只是喝茶的一部分而已。太看重茶叶的稀有和珍贵实在
是附庸风雅的表现。
12、这本书是很早就想买的，终于买了！没有让我失望，书的质量很好，纸张也非常棒，会用很好的
心情去学习，里面的插图虽然是黑白的，但是很有味道~今天刚收到书，封面有折痕，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要是封面能用比较硬的纸质就好了，非常满意！后面还会陆续买入《酒谱》之类的书来看的！
13、中国茶文化之源
14、很不错  很喜欢 很好的书
15、有注释有译文，一天看一点，有看一半了。古文不怎么样，所以说不出释义的好坏，不过自己还
看的满意。
16、静以养身，俭以养德。
17、好书！点评准确到位。
18、其实没看这本，因某事受刺激，直接在网易云阅读看的，本文并没多长，一个中午就看完了
19、这本书，打开读读就发现，只是求个情怀和逸致，要说真看进去了看懂了，不是吹牛就是卖茶叶
的。
20、书有点旧了，不过是还给图书馆的，也就无所谓了
21、陆陆续续地读完了，kindle和手机同步，没事就瞄两眼。家里的傻白甜说我一天就会读书。他笨，
只知道赚钱养家，我也不强求两人品味一致。就像茶经里说“凡炙茶 ，慎勿于风烬间炙 ，熛焰如钻 
，使凉炎不均 。” 有些事情强求不来，有他宠我宠到无法无天，无条件无底线溺爱纵容，已经是老
天爷法外施恩。
22、原来只是为了凑单，但是内容还行
23、插图版的，要是彩图的话就更好了
24、接近某摩羯的实用书，读完便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25、南方有嘉木，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26、陆羽的茶经成书于唐代，其烹茶的方式与现在日本的茶道更相似，使用的是茶粉，国内现在大多
采用茶叶冲泡的方式，而且茶叶种类和种植范围也比唐朝增加了许多。对于历史学家和茶叶方面的专
家可能是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对于只是想了解一些茶叶相关知识的人来说价值不大。
27、茶香宁静却可以致远，茶人淡泊却可以明志。
28、他牵着一匹瘦马就走天涯
29、注释详细，图文并茂。
30、“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
31、看看古人的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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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32、看了此书，感觉很不错的。很喜欢。
33、天命风流
34、＂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其沸,如鱼目微
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美极了。还有个形容茶叶姿态的。茶之事部
分也有趣。可以再读。
35、睡在kindle里半年有余，今日半天就读完了。这世上果然兴趣才是原动力
36、里面配有插图，注释内容详细，可见沈冬梅研究极深。才看了第一卷就已经受益匪浅了。此本书
对于非茶学专业的人来说，是本必备书籍。推荐。
37、看作者就给五颗星系列
38、煮茶之水，用山水者上等，用江水者中等，井水者下等。——陆羽
39、唐人陆羽，鸿渐于陆，其羽可以用为仪。闲云野鹤，著世界第一部茶书。若能像他一样在山林外
略茶器，饮鲜茶，真是美哉！
40、原来买过类似的
41、书很雅致，内容也好。但不知何故做成方的，甚是遗憾！我在想，为什么不规定出版社书都得做
成一样大小的？如今这书，大大小小，长的方的，再过几日，圆的也不定会出现了。放在书架上显得
凌乱不说，还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空间，真是讨厌
42、我爱喝铁观音，我妈就给我买了两盒。zhuangbility的我又想鼓捣点什么出来，就下了这本书然后
发现然并卵。
43、经典作品,合理定价.
44、kindle上啃完了无注释版，感觉一定要有附图才能懂额
45、信息量很足，译文言简意赅。
46、作为爱茶之人之必读
47、古人智慧。
48、不错，但配图不怎么样，所以只给四星
49、中华文化，茶是经典中的经典
50、国人写文章，寥寥几语，绝不多讲，却精华具现。
51、对于一个喜欢或者比较喜饮茶的人来说,此书应该是必须拥有的.该版&lt;&lt;茶经>>注释周祥,图文
并茂,装帧大方,印刷精美.中华书局还是值得依赖的!
52、中华生活经典：茶经
53、感觉真没什么好看的，可能是我境界太低。
54、感觉自己是文盲
55、中华书局刚刚的
56、陆羽的《茶经》在下卷“之煮”论道十分精辟。煮茶选燃料以火力强劲和不损害茶味为重最好用
木炭，选水要用清洁流动的水以泉水为最佳。煮水分为三沸，二沸时舀出的第一瓢水称为隽永，意为
味美味长，放在熟盂中以备减轻沸腾、养育汤华。之后的前三碗水味道比隽永略差，三碗后的水不是
口渴就不要喝了。喝茶要趁热，否则精华就会随热气散失。可看出古人做事都相当讲究的！
57、这个版本，只能看看而已，作为消遣罢了，感觉不是很严谨.....
58、2017.3.28完结   文字真是太美了，朗读了几段，日后肯定是会经常翻阅的书籍。
2017.3.27（37～74）：采、蒸、捣、拍、焙、穿、封。
2017.3.23（1～36）：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
59、受古代步行所限，那些茶还是很有趣的。
60、不怎么喝茶，就是看看，文字简洁优美。
61、很薄的一本，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看完只记住了一句：“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62、性情淡泊之人才能体味
63、文言文好难啊，完全跪了。
64、你必须是个有品的人，在唐朝的姑娘里，咱们同时看上了叫李季兰的那位。比如她写的《八至》
就说明，她一定谈过很多次恋爱。『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
65、就是为了吃杯好茶，我容易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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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66、还没看不过觉得书应该不错。
67、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慨是对陆羽的折服。书本很多茶叶的知识，对于现在来说还是具有极大的
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不愧为茶经。不过翻译有些部分还不够详细，相比之下，吴觉农翻译的茶经加
上自己的理解总结，有助于读者对茶经的系统性思考。
68、会认真读这本书也是很妙的机缘，能够喝到那些老茶也是自己的福报。喝茶的方法已经大不相同
了，但“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茶之道可不要忘了呀。
69、南方有嘉木
70、了解茶经，了解传统文化。
71、印刷和排版很喜欢，里面内容也很喜欢
72、需要研读的书。
73、跃跃欲试。第三节应该选入中学生课本 
74、一直觉得品茶是件很奢侈的事，以为陆羽出身豪门。但陆羽是一个在少林寺长大的孤儿。
75、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经一出，影响至深至远
76、一期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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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

精彩书评

1、近年有点喜欢喝茶。原来闲时更喜欢泡一杯咖啡，甚至一杯牛奶，消磨半个下午，那些味道是入
口即化的浓烈，而茶更让我体会到了隽永，那香气会一直萦绕着我。每周六的下午会泡一杯茶，边做
家务边喝，喝茶的空档就是一个栖息处。茶对于我却是神秘且意味深长的，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感觉，
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次看陆羽的《茶经》，揭开了一层面纱，尽管还是看不清晰，却让我对茶有
了了然于胸的笃定。原来我与茶竟有如此高的契合度。在《茶经》里，陆羽不光写了茶，还寄托了自
己的行事理想，他用一句话把这理想概括得入木三分，“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
人”。精行俭德是茶文化的精髓，茶文化自陆羽的唐代算起，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今天，应该已有了
更深厚的底蕴。现代人更纠结于用什么的茶具，用什么制地的器具，喝什么样的茶，喝哪个产地的茶
，为那些器皿和外在所累，而忽略了茶的本源。对外在的过分关注，其实是有惟“精行俭德”之人的
作为。看了《茶经》，我也有疑问。茶的第一部著作是由我们的先人所写，但为什么茶道文化却是在
日本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在“九之略”里，作者指出，如果在野外饮茶可舍去部分器具，但如果在公
府或城市里，二十四种煮茶器具如果少一样，就算不上真正的饮茶——茶道就不存在了。原来如此。
在森下典子《日日是好日》里，作者曾写了老师教她折帛纱，老师让她练了许久，她也有不解，但也
只得照着做。在我看来，这几乎与茶毫不相关的动作为什么不可以省去呢？在读这本书时我一直有这
个疑问。直到看了《茶经》，我才有所悟——如果省去——茶道就不存在了。我们习惯于省去，只用
那个最精干的部分，在走捷径的途中，慢慢地就失去了茶道的精髓。从森下典子学茶可看到，哪一步
都不能省略，哪个环节都要做到不去主动思考就可以做得圆润自如。比起饮茶，这些似乎显得过于繁
文缛节，不如直接畅饮来得痛快，这却是茶道。作者在“八之出”里介绍了茶的产地，他说，“浙西
，以湖州上”，杭州为下，看到这儿，就为自己曾经的无知而好笑。那年去了杭州，看到满城的茶叶
，以为到了茶的盛地，不惜本金地买了许多。而到了湖州，却是只看未买，以为杭州的茶才是正宗。
知识的浅薄，才错识了珠玉。我最愿看的章节是“七之事”，在当时查询资料不方便的情况下，陆羽
记录了当时历史典籍中关于茶的故事，我最喜欢那个茶姥姥的故事。她拿着一把茶壶给人倒茶，却总
也倒不完，后来官兵把她抓进监狱，夜晚她却拿着茶壶飞走了。这是故事把理想与现实融合得如此完
美。理想是有一把总也用不完的茶壶，现实是被关进了监狱，理想是可以随心所欲，现实是现实的牢
笼总也挣不脱。陆羽用字精美，关于水的三沸尤为让人深刻。在锅里煮水时，我是看过水沸腾的过程
的，每一次沸腾确由陆羽所记，但当时却没有想到如此好的形容和比喻。我想，陆羽肯定是观察过许
多次，每次都用了心，才能把水沸腾的过程记录得如此美妙。读这本书我也用了心，读完后，每个小
章节都画了思维导图，在画的过程又一次重温了原文，竟比第一次读得还仔细，通过画图的过程，对
内容的理解也更深了一层。 这也算读茶书之外的收获吧。
2、每天晚上从家出发沿着河边散步的话，必定在转角小山坡下看到一栋簇新的仿古房子，有次好奇
走近一看，才发现写着“陆羽故居”四个大字。读到《茶经》的产地一篇才知，陆羽说“浙西，以湖
州上。”对湖州的产地考察和描述最细致，涉及到下属小地名也最多，难怪最终他是在这一地区写成
的《茶经》。此故居是否只是随便找块地方卖个文化概念呢？不得而知。但《茶经》却是当之无愧的
茶之初考究书，从此起才有了真正的“茶的律则”。冈仓天心当年为美国人写普及东方艺术的《茶之
书》，身边仅有一本陆羽的《茶经》作考据。书篇幅不大，共分十章。从采茶、造茶、别茶、茶器、
生火、用水、炙茶、碾茶、煮茶、饮茶等事无巨细，无一遗漏。何况陆羽还是个既会格物又有文采也
涉猎广泛的人，光写茶饼的外观，就用出十几种比喻来分门别类鉴别。在说制茶时捣烂茶叶子这一环
节，也用很妙的比喻说了个窍门。他说捣茶叶子不能用蛮力，否则千斤重杵都无法将芽头捣烂，就“
如漆科珠，壮士接之，不能驻其指。”也就是说，如同涂漆的圆珠子，轻而圆滑，力大无穷的人反而
拿不住它。在他笔下，饮茶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茶之略一章中说道，“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
矣”。不仅二十四组二十九件茶器缺一不可，烤茶煮茶的燃料最好用木炭，如果曾经烤过肉染上腥膻
油腻气的木炭，或是如柏、桂等带油脂的木柴也不可用。所谓有“劳薪之味”，这跟日本某些高级料
理尤其讲究煮米饭用的稻草，是一个道理。柴火是辅助，煮茶的水确是根本。山泉水为最上，江水次
之，井水最下。而山泉水也最好拣石钟乳滴下的、石池中缓慢流动的甘美泉水。接着才是仔细讲述水
煮几沸、茶分几碗、如何处理茶沫等。形容茶的沫饽也尤美妙，“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
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
于樽俎之中”。唐代的煎茶是古典主义，宋代的点茶是浪漫主义，明代的淹茶是写实的自然主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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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也只能在日本茶道里一窥唐宋古礼了。在现代，一来这项爱好太奢侈，不是人人玩得起，大众也只
能冲杯茶饮了事；二来古风遗落太久，中间早有文化断层了，接上不是那么容易。陆羽在第七章里汇
集了他那个时期可见的绝大部分茶史料，说几个好玩的故事，一则《广陵耆老传》中记录，有一老妇
每天早上提一器皿的茶到市上卖，人们争相买她的茶，可从早到晚器皿中的茶却不见减少。她把赚来
的钱分给路边孤儿乞丐。不料被人报官抓到监狱，到了夜晚，老妇手提卖茶器皿，从监狱窗口飞了出
去。又一则《异苑》中记载，某嗜茶妇人带着两儿子守寡，住处有一古墓，每次饮茶前先奉祭它。两
儿子不理解想把古墓挖掉，母亲苦苦相劝得以制止。晚上妇人梦到一人说“幸亏得你保护，又让我享
用到好茶，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天亮后在院子挖里得到十万铜钱，但穿钱的绳子却是新的。这
种带一点神怪色彩的典故，其实还挺符合我们现在对于古人饮茶一事的想象的，有点无产阶级风气的
贵族做派，又有点隐士高人骨气的侠客作风。论格物，从“力求不完美中寻求完满”的茶之道开始，
算是基本功吧。《人生多缺憾，得闲来饮茶
》http://www.douban.com/note/214440141/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39a41c01018al1.html
3、我不抽烟　不喝酒 我喜欢喝茶　喝茶的历史　不夸张地说　有二十多年了 小时候　我妈非迫着我
喝　印象中　特别是夏天　我跟院子里的小孩在外在疯　满头大汗地进屋　妈就递给我一杯黑乎乎的
水　强要我喝 我呷一口　叫　好苦　妈一瞪眼　命苦！　喝！ 我只能皱着眉　大口地喝 没过多久就
上瘾了　好东西总是很容易让人上瘾的　现在想来八九岁的孩子捧着茶杯咕东咕东大口喝茶的样子挺
滑稽　 我上小学时常住在外婆家　在外面玩一阵后　回屋抱起外公的茶杯就喝　 外公的茶杯是紫砂
的　很粗很高　杯壁上积了层厚厚的茶垢　杯口看起来像井口　里面放了半杯子茶叶　茶水很浓　喝
起来像中药　 我常常一口气把茶水篦个精光　杯里只剩茶叶 外公午睡起来　是要大喝一气的　照他
的说法　喝茶必须得喝得要上厕所　才叫喝通了　他一看杯子　气得七窍生烟　哪个狗儿子把我的茶
喝绝了？把茶喝绝　再冲开水　也泡不出来了　我被爷爷骂过好多次　死性不改 后来负笈异地　临出
门前必采购两三斤茶叶带上　同学们看到后都惊奇不已　有时赶上超市茶叶促销　我都十包十包地买
回来　售货员问　你家是不是开茶馆的？ 陆羽茶经开篇云　茶者　南方之嘉木也　寥寥几字　竟写得
一往情深　我做茶人的历史也算长　特别能体会这深情　我喝茶不讲究　器皿　茶叶　都无所谓　水
就更不讲究了 而且特别不爱喝好茶叶　以我有限的经验　总感觉茶叶越好　喝起来越淡　越没劲　倒
是茶叶末　泡出来比茶叶更浓　喝得过瘾　汪曾祺老以为　浓、热、满三字尽得茶理 　我真同意　我
这喝茶的作派　要是妙玉来评　也只能算个牛饮　无妨　不装高雅　但求过瘾 不过现在也知道了　茶
也不可多喝　以一天一杯为宜　否则容易导致体内的铁流失　 难怪前段时间刷牙　一刷一嘴血 我与
茶盘桓二十年　买茶　烧水　泡茶　喝茶　倒也忙得不亦乐乎　远不如同龄人喝白开水和可乐来得方
便 人　往往为自己的嗜好所累　但人要是没有嗜好　活着　又有啥意思呢？
4、《茶经●七●之事》中记录了五则与神鬼怪有关的故事。第一则，夏侯恺死后回家饮茶；第二则
，虞洪入山采茗，仙人遗野生茶树；第三则，秦精采茗遇野人；第四则，陈务妻子飨茗获报；第五则
，仙妪卖茶，被捕飞天。这些故事中的神鬼怪不但不可怖，反而因茶显得可爱。而茶，不仅人爱，还
受到神鬼怪的欢迎。可见茶是多么好的东西！
5、陆龟蒙《茶灶》：无突抱轻岚，有烟映初旭。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鉴之上也。一生为墨客，
几世作茶仙。 陆羽：喜是攀阑者，惭非负鼎贤。茶性俭，不宜广。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至若救渴，
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酒。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华
佗《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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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茶经》的笔记-第7页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檟：苦茶

2、《茶经》的笔记-碗

        碗：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
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
，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
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
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容器的产地、器形对于品茶也在茶圣的
考虑之列。

3、《茶经》的笔记-第17页

        佛教典籍常以醍醐比喻佛性，“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所以古人常常用甘露来表示理想中最美好
的饮料。

孔子：“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4、《茶经》的笔记-第39页

        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
牙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
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 时年有篇旧文，描述过这样的一幅场景。
每年的清明谷雨时节最让人神往的一件花事应就是采茶了。郑板桥曾有诗云，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
横皴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
春晖映耀着碧绿旷远的山野，一脉的绿色望不到边际，雾霭里，晨曦下，山歌缭绕不绝于耳，头戴青
蓝色碎花头巾的山村女子，手挽竹篮，浅笑如花，盈盈秀美的身姿在茶园里舞动风情，素手纤指，灵
巧翩翩，一颗颗葱郁的茶树，仿若云端坠落人间的仙子，撷取天地雨雪的醇洌甘露，高山水涧、幽谷
里的自然之精魂，携染几世修炼来的钟灵旈秀，一片片叶子鲜嫩欲滴，恬美的静躺在春光的怀抱里，
那从叶脉里渗露的滴滴翠意直让人打心底里触碰出美感，有什么比这片片源于纯自然的赐予更惹人心
动呢。
世间之物多染尘埃，惟有田垄之上方寸之间的生机，使人无限敬畏。那一望无垠的逶迤绿野，总没来
由的使人顿时心旷神怡，身心俱宁。
 凌露采焉。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我从未能有机缘亲眼看见春日的采茶，所以不知，这从古代沿袭
下来的技巧在今天的茶园农事上还有能不能得到坚持与实践。而千年百年，朝代的更迭，时间的流逝
，古人的传统与智慧无论从实用还是怀古角度来看，绝对有存在的必然价值。
“ 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在此不得不惊叹陆羽运笔之精妙，
寥寥数字，茶的制作工艺便一览无遗。 当然这似是一种青团茶的制作流程，茶叶品类繁多，制作手法
也相对多种多样。例如熟普需要经过发酵，渥堆、干燥、分筛、拣剔、拼配，压制等多种工序，终成
茶饼或茶砖。红茶也需要经过萎凋、揉捻，完全发酵后才可成形。但这十来个字，在今天，也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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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基础贯通的茶工艺。
想想，能够将古来茶事的技艺，存留至今，后人终究是有福的啊。

5、《茶经》的笔记-第25页

        籯：一曰篮，一曰笼，一曰筥。以竹织之，受五升，或一斗、二斗、三斗者，茶人负以采茶也。
茶人，这个称谓在当下很为流行，到处都能听说有这样那样的茶人。陆羽所言的茶人应是纯粹意义上
的种茶采茶制茶人，也就是活动于生产第一线劳作的茶农。它们集种植，制作，饮用，贩卖与一体，
它们熟知每种茶叶的特性与质地，作为田野中极为纯粹的农作物，如何成为人们手中的一杯杯茶，每
个环节，它们都了如指掌。茶叶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来源之一，很大程度上，它们对茶叶的情感，如同
人间食粮。
而如今的现状是，茶的分工非常精细，我记得每年清明前后，茶叶大量上市的时节，厂家在在茶农处
大量购买新鲜毛茶，然后拿回去自己加工再生产，最后包装宣传上市。茶叶从种植到流通的环节不再
都是连贯的程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损耗茶叶最后成形的品质。更有许多急功近利的商家，制茶
完全只是为了大量盈利，对于做好茶以及茶文化的推介，更是无从谈起。那样的举止行为与茶人的原
始定义差距很远。
我倒是觉得，如今基于各种现实的约束与局限，茶人未必非要都要事必躬亲。但必须具备的是知茶，
爱茶，会做茶，品茶，对古老茶境有深厚蕴藏，心有清风明月相伴之人。这样尚不辜负茶人二字的清
明。

6、《茶经》的笔记-第80页

        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
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之前，或潜龙蓄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
，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

7、《茶经》的笔记-第59页

        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
增之，故云则也。
在不惯使用茶则之前，我泡茶时都是直接用手抓拣茶叶入壶（杯），这是很大众通俗的做法，虽有不
甚卫生之嫌，但习以为常，倒也算得随意随性，我觉得这从另一个简纯的角度来说，且无伤大雅。但
后来，记不得从何时起，茶则使用的频率渐渐就多起来。
首先喜欢这个则字，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其实就是个量杯的作用，一个标准建立的开端， 这是
起始的量度，让人在这个基础上再酌情增减。从茶艺本身的角度来说，各种茶有各样茶性，投茶量的
多寡，不仅影响茶味的形成，也让茶叶口感的层次无法完整体现。同时也有随时警惕作用，则，亦是
一种原则的微细体现。如果哪一次用量超溢太多，心里就要有所察觉。
陆羽所言可用海中的贝壳之类为材质，直觉认为海贝未免有腥味，即使风干后也未必是做茶则的良选
。铜铁竹，觉得竹制应为上品，一来竹林风雅，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符合古代文人雅士的美
学寓意。另外竹制品从质地上也是佳美之选，竹木形美，易于雕刻，加上诗文书画制作的茶则，不失
为一件精致的微型艺术品。这和紫砂壶中刻字雕画的美学原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这茶桌上一方小小
茶则，可承托的除了一勺茶叶的清香，还有可供从眼睛到内心品赏酝酿的甘美。想像着它即将入壶被
热水冲泡后显现的醇味，那一刻，茶香已然四溢。
茶则最常见的是卷口且形状不一的竹木茶则，现在更有许多状如荷叶，动物的创新茶则，工艺繁复和
简单不一。我更偏爱那些朴拙之品，乍看起来做工甚至有些粗糙，但用得越久，愈加好用，亦越显其
简约实用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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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茶经》的笔记-第11页

        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
，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

9、《茶经》的笔记-一之源

        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产地开始就分
等级。

10、《茶经》的笔记-第39页

        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

鱼目蟹眼

11、《茶经》的笔记-第16页

        茶只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
，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对精行俭德四字颇有所感，当下喝茶和品茶有渐渐成为时尚的趋势，附庸风雅的不在少数。真正发自
内心喜茶，爱茶，懂茶之人，却是难得一见。窃以为喝茶，几大要素，时间，心情，好茶，好水。如
果奢侈点还可以加上一个好：好风景。所有这些要素最需要的该是闲适之心。没有一派闲情逸致作底
蕴，品茶只是一个可供摆设的名词。不妨试想下，当你坐下喝茶的时间被限制在数分钟之内，身边电
话信息不断，头脑里还旋绕一大堆要处理的事务。舒朗闲心如何酝酿出来。世间事往往取一不可同存
，想要熊掌就必须放弃鱼。鱼和熊掌都能兼顾，也不是绝对没有，非寻常处世境地。
具备了闲情，还得要静气。静可生明，静可造境。但静从何来， 静不仅仅是周遭环境的安静，远离嘈
杂。是心里自然散发的宁静，沉着，安然。平常大抵坐在家里喝茶，室内环境虽然相对闭塞，但因为
自身的熟稔，和日久天长积累下来的习惯，且可以最大程度的摆脱身体上的拘束，散漫的品饮，另外
一大好处就是喝茶时可以任意搭配自己喜欢的音乐和书籍。在外面茶室喝茶，时常音乐品味有限，茶
亦未必有家里的好，主要的美好体现在于风景视野的开阔，与友人一起对视聚谈的快乐。
而俭德就不在我的能力感受范围内，粗略认为，避开浮华名利之心，奢靡铺排之举。目前很多所谓茶
人喝茶，要用上好名贵的器物，动辄要泡数万一斤的老茶来饮，前后形式颇为繁复。我总想，这是背
离俭朴与自然的茶之习气的。简单的喝一杯茶，甘润清醇，即使是粗壶粗茶又有何关系？
现在有些城市里的茶人，每年喜欢在山中居住一段时日，简陋草屋之下煎茶饮茶，感受日常粗茶淡饭
的至性至乐。我觉得，这不仅颐养身心，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2、《茶经》的笔记-第25页

        筥：圆形的盛物竹器。

13、《茶经》的笔记-第77页

        陆羽的《茶经》在下卷“之煮”论道十分精辟。煮茶选燃料以火力强劲和不损害茶味为重最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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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炭，选水要用清洁流动的水以泉水为最佳。煮水分为三沸，二沸时舀出的第一瓢水称为隽永，意为
味美味长，放在熟盂中以备减轻沸腾、养育汤华。之后的前三碗水味道比隽永略差，三碗后的水不是
口渴就不要喝了。喝茶要趁热，否则精华就会随热气散失。可看出古人做事都相当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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