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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十年来，“文化热”热遍各地，有所谓的“雅”文化、“俗”文化之分，具体而微，则有茶文化
、酒文化、烟文化之类。
论“雅”，则有“曲水流觞”品酒赋诗、深山古刹茗茶寓志，体味人生之雅；论“俗”，则有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大碗饮茶之“俗”。
其实，无论雅俗，皆体现了不同人群的一种生活方式，皆包含着一种精神追求，体现了一种文化形态
。
    文化还有所谓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之分，而在物质文化这种客观存在之中，仍寄托着人们的精神追
求。
正如林语堂在《人生的归宿》中所说：“在中国，精神的价值非但从未与物质的价值相分离，反而帮
助人们尽情地享受自己命里注定的生活。
”这种精神追求则代表了各种烟、酒、茶、糖文化的精髓。
也只有在闲暇的烟、酒、茶、糖文化之中，才能真正体现中国人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追求。
在《人生的乐趣。
》一文中，林语堂这样写道：“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
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
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
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
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
”借用这段话，也可以说，只有在品茶、喝酒、抽烟的闲暇中，才能真正看到中国人“人生的艺术”
，才能看到中国人的聪明与理智。
中国人的聪明与理智不仅表现在对烟、酒、茶的“品”上，而且发展为“玩”，但却不必担心中国人
“玩物丧志”。
相反，如果丧失掉这种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追求，则“中国之为国也将变得更为狭小、粗劣与物质主
义了”。
    可以说，在烟、酒、茶文化之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国人一种人生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东方人一种快
乐悠闲和风趣幽默的闲散之情，这种闲散之情不仅反映在现实生活中，而且渗透到内心深处，化作了
一种生活的态度。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有《记梦二首》诗，在诗序中，作者描述了在梦境中与人一起用雪水煎茶，而又
有美人唱歌助茶的情景：“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梦人以雪水烹小茶团，使美人歌以饮。
余梦中写作回文诗，觉而记其一句，云‘乱点余花吐碧衫’，意用飞燕吐花事也。
乃续之为二绝句。
”在如此梦境中品茶，作者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记述茶情、茶趣的回文诗。
其一为：    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吐碧衫。
    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
    这首通体回文诗，又可倒读为：    岩空落雪松惊梦，院静凝云水咽歌。
    衫碧吐花余点乱，纤纤捧碗玉颜酡。
    这是一种闲情，也是一种幽默，更是一种对快乐人生的体味。
不仅如此，“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亦何尝不是一种对快乐生活方式的体味。
    不管对文化作何种解释，饮食风俗和礼仪确实实在在反映了一个时代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
研究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衣食住行，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生活的变迁。
烟、酒、茶、糖是人们生活和衣食住行日常必备之物，研究历代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尤其是
通过对烟、酒、茶、糖文化形成过程的描述，揭示隐藏在物质享受背后的人们生活的文化心态、审美
情趣、生活艺术，并进一步研究近代以来人们在这些习惯方面的变化，所有这些，将有助于我们加深
对生活的理解，增强我们对社会生活方式的认识，提高社会生活的水准，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生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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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南北环境迥异、物产不同，因此，各民族生活方式差异也很大。
各民族烟、酒、茶、糖礼俗的不同特色，不仅是一幅文化习俗的丰富多彩的画卷，也是不同生活方式
和生活态度的大展示。
    今天，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更应注重精神的追求。
在市井喧嚣、生活忙碌之余，手捧一卷，品味古人烟、酒、茶、糖文化之闲趣，岂不也是人生的一大
乐事。
正所谓：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饮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快拿壶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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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还有所谓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之分，而在物质文化这种客观存在之中，仍寄托着人们的精神
追求。
正如林语堂在《人生的归宿》中所说：“在中国，精神的价值非但从未与物质的价值相分离，反而帮
助人们尽情地享受自己命里注定的生活。
”这种精神追求则代表了各种烟、酒、茶、糖文化的精髓。
也只有在闲暇的烟、酒、茶、糖文化之中，才能真正体现中国人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追求。
在《人生的乐趣》一文中，林语堂这样写道：“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
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
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
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
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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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烟、酒、茶、糖的起源与发展 茶的起源和制茶 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被誉为“茶
的故乡”，制茶、饮茶都起源于我国。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这样写道：“饮茶为整个国民的日常生活增色不少。
它在这里的作用，超过了任何一项同类型的人类发明⋯⋯人们或者在家里饮茶，或者去茶馆饮茶；有
自斟自饮的，也有与人共饮的；开会的时候喝茶，解决纠纷的时候也喝；早餐之前喝，午夜也喝。
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
”在这种饮茶成风的国度里，饮茶本身就是一种学问，同时也给中国人增添了不少的生活情趣。
饮茶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在几千年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茶文化，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关于茶的起源，《神农本草经》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
之时，日遇七十毒，得荼（‘荼’即古‘茶’字）而解。
”这虽是传说，却说明我们祖先利用茶叶，是从注重茶叶的药用价值开始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把茶叶作为菜食加以食用，并逐渐发展成为饮茶的习俗。
 古人最早利用茶的方式是口嚼生食，后来发展为用火煮成羹饮。
到周代后期，为了长期保存茶叶，开始把茶叶晒干保存，以便随时取用。
发展到汉代，制茶技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把茶叶制成饼茶，饮茶时碾末冲饮。
唐代时，为了去除茶饼的青草味，人们发明了蒸青制茶法，就是将茶叶蒸过后用杵臼捣碎，将茶末拍
制成团饼，最后将茶饼焙干封存。
经过这样的制作过程，茶叶的青草味被去掉，变得鲜美甘醇了。
陆羽的《茶经》详细记载了团饼茶的制作过程：“晴，采之。
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
”盛行于唐宋福建北苑的“龙凤团茶”就是当时著名的贡茶。
在制作团饼茶过程中，茶叶需经过多次的蒸焙，这样就失掉了茶叶原有的香味，降低了茶叶的质量。
经过宋、元、明三代的不断改进，制茶技术从蒸青团茶，改为蒸青散茶，最后发展成炒青散茶。
明人张源《茶录》一书对当时“炒青茶”的制作技术有详细的记述，包括选茶、炒茶火候、揉茶技术
等。
第一，选茶：要选择新摘的茶叶，拣去老叶及梗枝碎屑。
第二，炒茶火候：“火烈香清，锅寒神倦；火猛生焦，柴疏失翠；久延则过熟，早起却还生，熟则犯
黄，生则着黑。
”也就是说，炒茶时火势要烈，这样茶叶：才能保持清香；但火势也不能过猛，猛则易使茶叶变焦；
不能用冷锅炒茶，锅冷容易使茶叶卷缩。
炒茶也要把握恰当的火候，炒茶过熟容易使茶变黄，过生则使茶叶变黑。
这些虽都是炒茶需掌握的基本技术，但也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第三，揉茶技术：“顺那则干，逆那则湿。
”揉茶必须依茶叶的状态来决定。
这种技术一直流传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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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明陈继儒在《茶董小叙》中这样写道：“热肠如沸，茶不胜酒。
幽韵如云，酒不胜茶。
酒类侠，茶类隐。
酒固道广，茶也德素。
”酒侠、茶隐，再加上烟的闲情逸致，可以基本反映古代中国人对于生活的态度。
把烟酒茶糖的物质享受上升到精神层面，则有陶冶情操的功用，有其艺术的价值，足可提升生活的品
质。
现代社会生活忙碌、紧张，茶已经成为纯粹的解渴饮品，酒更多是社交的一种手段，已经很少有人再
去追求饮酒、品茗的精神享受了。
回追古人对各种生活情趣的追求和欣赏，难道不能为今人生活提供一种借鉴吗？
茶、酒脱离物质状态而达于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需要有一种盛唐的气魄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
日常物质生活之外，去追求一种浪漫主义的美，追求一种理想化、具有闲情逸致的生活魅力。
近代中国，遭受百余年的历史耻辱，社会动荡和战乱可以说耗尽了中国人的“闲情逸致”，虽然仍有
极少的人于苦中作乐，但作为一种普遍生活方式，它已经不存在了。
    梁实秋在《喝茶》一文中这样写道：“喝功夫茶，要有工夫，细呷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
今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功夫？
红泥小火炉哪里去找？
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
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
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
”今日，虽然追求烟、酒、茶、糖的雅趣已不可得，但回味过去，总可得到一些启示和启发，是所盼
望也。
周作人在《吃茶》一文中写道：“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
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和谐，在刹那问体会永久。
”虽然尘世繁忙，但偶尔约三五同志，小酌几杯，畅叙人生的雅趣，虽不免多饮几杯，不免“醉里挑
灯看剑”，聊发一些人生的感慨，释放被生活压抑的激情，亦何尝不是一件乐事。
偶尔去茶馆小坐，回味一下古人品茗的雅兴，不也能陶冶性情、品味人生、享受人生吗？
正所谓：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
去掉烦恼忧愁，人生还能不快乐吗？
清人舒位的《品茶图》诗，盛赞茶、酒之功德，颇值得玩味：“酒德近于春，茗德近于秋。
水是第一泉，人必第一流⋯⋯有酒时学仙，有茶时学佛。
”    当然，把烟酒茶糖作为一种“玩意儿”，也无不可。
朱自清先生说：“抽烟其实是个玩意儿。
”抽烟如此，饮酒、品茗何尝不是如此。
玩有两种：一是欣赏的“玩”，如玩古董一样，认真、着迷；一是听其自然，不必太认真的“玩”，
偶尔尝试尝试的玩。
这些都是一种快乐人生的体验。
正如林语堂所说：“我们看待人生，不是在谋划怎样发展，而是去考虑如何真正地活着；不是怎样奋
发劳作，而是如何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乐。
”玩赏人生，享受快乐人生，如此而已。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烟酒茶糖与礼仪>>

编辑推荐

《中华五千年文明图说丛书:烟酒茶糖与礼仪》编辑推荐：你想了解古代的制糖术吗？
你想知道酒的起源吗？
你想了解古代酿酒技术吗？
你想知道茶馆的变迁吗？
你想知道唐以前饮茶风俗吗？
你想了解烟酒茶糖的近代变迁吗？
⋯⋯通过阅读《中华五千年文明图说丛书:烟酒茶糖与礼仪》，你就能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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