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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饮茶习俗的起源是茶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目前为止的研究往往混淆茶树的原产地与饮茶习俗的发生地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并且有把茶叶利
用方法用历史发展的线索联系起来的倾向。
第一章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考察各民族对于茶叶的不同利用方法，主张各民族针对茶树鲜叶开发了不
同的利用法，茶叶的饮用习俗是巴蜀先民开发的利用方法。
在附章中批判了饮茶的神农起源说，指出问题不是神农信仰自身，而是混淆了学术研究与精神信仰、
产业包装之间的区别，而这种现象在茶文化研究中非常普遍，解决的途径是将学术研究的规范导入到
茶文化研究中来。
    饮茶习俗逐渐走出四川，进人中原形成中国茶文化时正值魏晋南北朝。
在中国茶史上，由于陆羽《茶经》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代以后出现了把陆羽作为茶文化起源标志
的倾向，现在也往往忽视对于之前的魏晋南北朝的茶文化的研究。
然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的成立期，中国又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世界
茶史上所处的重要位置。
当时所饮用的末茶现在已经失传，因此在第二章首先介绍制茶技术和烹点方法，在论述了作为中国茶
文化形成指标的茶礼、茶宴、茶果等要素以及饮茶的文化意蕴之后，着重探讨了道教对于中国饮茶习
俗的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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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剑平，满族，副研究员。
1985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古文献专业，留所任职，以历史民俗学方法研究生活文化
，发表饮食、插花、服饰等方面的论文20余篇。
以1990年参加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为契机，开始涉足茶文化研究。

    1995年，考入世界上唯一一个开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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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导言第一章 茶文化的起源——四川的使命  一、茶树原产地  二、照叶树林文化对于树叶饮料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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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  五、茶宴与茶果  六、饮茶的文化意蕴  七、中国茶文化形成中道教的作用第三章 曲折的茶文
化传播——平安时代的日本茶文化  一、茶文化传播的背景  二、茶文化传播中的遣唐使制度与学问僧  
三、针对上层社会的茶文化传播——兼论永忠亲自煎茶的意义  四、诗茶结合与综合体的传播  五、三
百年沉寂中的茶  六、茶叶的技术史研究  七、茶文化传播受挫的社会根源  八、茶文化传播的时机——
遣唐使的末班车  九、日本文化史上的传播事例对比第四章 古典茶文化纵向传播的极致——以宋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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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的冲突与融合——宋代民族关系中的茶  一、对夏辽战事与宋代茶政  二、茶马贸易  三、宋政府对
于茶叶贸易的干预  四、辽金政府的茶叶贸易对策第六章 向边疆传播的茶文化——以宣化辽墓为中心
第七章 茶文化传播中的模仿与创新——高丽时代朝鲜半岛茶文化第八章 欧洲接受的茶文化——中英
茶文化比较论第九章 持续而平淡的茶文化传播——越南茶的人类学调查参考文献后记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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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茶文化的起源——四川的使命 茶叶是起源于中国的世界性饮料，饮茶习俗的全球化过程可以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秦灭蜀的公元前316年以前，茶是以四川为中心的地方性饮料。
（2）到魏晋南北朝，茶是立足于长江流域向北方普及的中国饮料。
（3）唐宋时代的茶是从长江、黄河流域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乃至亚洲普及的中华饮料。
（4）元明清时代的茶立足于中国向全球普及，最终成为世界性饮料。
针对第一个阶段的研究核心问题是茶文化的起源，没有直接的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可以说是茶文化
的史前史。
关剑平中从技术和观念的角度，对于饮茶的药用起源作了至今为止最为详尽的论述①；陈重明、徐增
莱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简单整理了茶的名称、起源与原产地、功用、种类和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②
；山口聪也使用了民族植物学的视点，结合照叶树林文化的理论，通过对于东南亚茶叶利用方法的考
察，最终探讨日本茶树的来源与茶叶利用文化的接受与消化①。
在此，根据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以田野调查报告为基本资料，从民族植物学的视点对于各民族、
各地区不同茶叶利用法之间的关系做出崭新的诠释，从而论证了茶叶饮用习俗、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
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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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是作者多年从事茶文化传播研究而撰写的，所选择的对象具有历史
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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