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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面向家庭的文化生活用书。
全书由茶史、茶品、购茶、贮茶、择水、茶具、茶道、茶艺、茶食、茶肴、茶保健、茶疗、茶禁忌、
茶俗、茶书画、茶诗文、茶联、茶谜、茶谚、茶歌舞、茶戏曲、茶影视、茶人、茶掌故、茶传说、茶
传播、茶旅游、茶收藏、茶馆、茶典等30个篇章组成。
　　本书是人们了解中华茶文化的窗口；是识茶选茶、贮存茶叶的指南；是品茶论水、赏茶雅玩的参
谋；是科学饮茶、保健养生的顾问；是巧做茶点、烹调茶肴的指导。
本书可供茶业、食品、饮食行业的工作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本书吸纳了最新研究成果，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炉。
全书面向家庭，贴近读者，雅俗共赏，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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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茶树最早为中国人所发现、最早为中国人所利用、最早为中国人所栽培。
茶叶的发现和利用，以及在品饮过程中创造积淀的茶文化，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贡献。
    我们的祖先最初利用的是野生茶树，在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后，才出现了人工栽培的茶树。
茶树的人工栽培发生在3 000多年前。
《华阳国志·巴志》有记载说，公元前1100多年周武王伐纣时，巴国已以茶及其他珍贵物品，纳贡周
武王，说明当时已有人工栽培的茶园了。
而后茶的栽培从巴蜀地区南下云贵一带，又东移楚湘，转粤赣闽，人江浙，然后北移淮河流域，形成
我国广阔的产茶区。
    1.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颂茶树为“南方之嘉木”。
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茶”字的形、音、义也是由中国确定的。
茶字的演变与确定。
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茶的祖国是中国。
千百年来，茶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称谓。
    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关茶文化的文物十分丰富，诸如古茶树、古茶具、古茶书、古茶画
、宜水名泉以及有关茶文化的古遗址遍布中华各地。
中国的茶文化及饮茶习俗在汉、唐、宋代就已向中国周边地区辐射，明清以后更传至欧美，产生巨大
的影响。
这些都证明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是茶文化的发祥地。
    如今全世界产茶的国家遍布五大洲。
所有这些产茶国的茶树，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人的。
中国是世界上茶叶生产、制作、品饮最早的国家，因而素有“茶的故乡”之称。
    中国西南地区，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肥沃的土壤，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
约100万年前地球进入冰川时期，大部分亚热带作物被冻死，而滇、贵、川特有的温湿地理环境，使这
一地域中的许多植物，包括茶树得以幸存下来。
    早在三国时期(220—280)中国就有关于在西南地区发现野生大茶树的记载。
唐代陆羽《茶经》中已称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
总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野生大茶树的国家，而且树体最大，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由此可以说
明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
    茶树原产于中国，这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却偏偏惹出了一桩公案。
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布鲁士在印度阿萨姆省沙地耶这个地方意外地发现了野生茶树，于是国外有
人以此为证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异议，从此在国际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
曾写过《阿萨姆的茶树》一书的贝尔登和写过《茶叶指南》的英国人布莱克坚决主张印度为原产地，
而乌克斯在他的《茶叶全书》中又主张原产地是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国云南以及缅甸、泰国、印度支
那等国家和地区。
    先不论贝尔登等人的谬见，就算英国人在19世纪20年代发现了茶树，又怎能与中国的茶史相比呢?早
在公元前2世纪，即西汉的时候，四川的司马相如在他所著的《凡将篇》中记载了当时的20种药物，其
中的“■诧”就是茶。
当然这一时期的茶只是作药用，我们姑且不算，就算中国茶始于陆羽时代吧!那也是公元8世纪70年代
的事了，比布鲁士所谓的发现还早1000多年呢!    对茶叶原产地非中国的谬说，首先做出批驳的是吴觉
农。
1922年，青年吴觉农正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业试验场学习，他是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
叶专业的官费留学生。
在此期间，他收集和研究了许多有关世界各国茶叶生产、制造和贸易方面的资料，依据大量事实，撰
写了《茶树原产地考》一文，文中如数家珍地列举了许多极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并批驳了贝尔登等
辈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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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农在文章中指出，印度茶树栽培起源于1834年，这一年的元月，印度茶叶委员会的秘书戈登偕同
一名教士古兹拉夫来到中国，当时清政府规定不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但他们还是购得了大批武夷
的茶籽，并在1855年寄到了加尔各答。
这是印度栽培茶叶之始。
再早一点，阿尼姆茶树的发现，不就是1826年吗?这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系统地反驳国外某些人所
持偏见的论文。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另外，据当时在印度的一位法国人埃勃士德·迈德森1662年写的一本书中曾说过：“我们日常相聚
的时候，常吃一种The(茶)，The不但是全印度的国人所通用，就是荷兰人、英国人也当作药品似的利
用它。
”这足以说明，在印度尚未发现茶叶的170多年前，在印度的法国人就喝到了茶，那茶是哪来的呢?是
印度自产的吗?不是，茶树尚未发现，哪来的茶叶?只有一个解释：他们喝的茶是从中国输入的。
有何为证?因为在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从中国买茶，转手献给查理二世，这是英国人饮茶之始，而
印度人饮茶应在英国人之后。
    近十几年来，中外茶学工作者又从不同的角度对茶的原产地进行了研究。
中国的茶学工作者从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出发，结合茶树的自然分布和演化，对茶树原产地作了更为
深人的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证明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
而两位日本科学家志村乔和桥木实则通过对细胞染色体的比较观察发现，中国和印度茶种的染色体的
数目是相同的，在遗传学上被认为没有差异。
从1980年到1984年，桥木实教授曾3次到我国云南、广西、湖南、四川等地作了考察，发现各地茶叶的
外传虽然发生了连续性变异，但不存在种的变异。
因此他们认为茶的传播是以四川、云南为中心往南推移，由缅甸到阿萨姆，向乔木化、大叶形发展，
往北推移则向灌木化、小叶形发展。
    据考证，滇、贵、川地域有着众多的野生茶树。
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在11个省(自治区)200多处发现有野生大茶树。
如云南省镇沅、景东、勐海、澜沧、师宗等地都有树龄近千年、树高20多米、干径超过1米的古茶树。
1961年在云南省的大黑山密林中(海拔1500米)发现一棵高32．12米，树围2．9米的野生大茶树，这棵树
单株存在，树龄约1 700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茶树。
这一带，还发现类似的大茶树9棵，高度在16米左右，有的在20米以上。
1996年在云南镇沅县千家寨(海拔2100米)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一株高25．5米，底部直径1．20米，树
龄2700年左右的野生大茶树。
森林中直径30厘米以上的野生茶树到处可见。
    据近年来的科学调查，中国云南、贵州、四川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野生茶树和现在野生大茶树最多、
最集中的地区。
文献和实证都证明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
    2.“茶”字的由来我国对茶的野生利用，有5000年之久；西周时移为家种，也有3000多年了。
然而这个“茶”字的出现却要晚得多。
    “茶”字的出现，大都认为在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指称茶的是“荼”字。
    荼，一字多义，又一字多音。
《辞海》“荼”字条，注明三个读音：一与“途”字同音；二与“茶”字同音；三与“书”字同音。
“荼”在指称茶时，读音也是“茶”，因为“荼”是茶的古体字。
《辞海》又在“苦荼”条下注释：苦荼的“荼”读“茶”字，苦荼就是茶。
我们的祖先虽在近5000年前就发现并利用了茶，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茶”这个字，到汉魏
时期，民间口头上已把茶这种植物或饮料称呼为“茶”，可在文字上还假借“荼”这个字。
湖南省有一个县，现在叫“茶陵”，而在《汉书·地志》中写成“荼陵”。
这个荼陵的“荼”即读作“茶”字。
    我国古籍中，最早见有“茶”字的记载始于《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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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邶风·谷风》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之句。
但此“茶”字，是茶，是菜，还不明确。
至公元前200年《尔雅》成书后，始将荼定为茶。
至于“荼”字何时改写为“茶”字，据清代学者顾炎武考证，“茶”字是从唐会昌元年(841)柳公权书
写《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55)裴休书写《圭峰禅师碑》时开始，因此他确定“茶”字的变形“变
于中磨以下也”。
从此，“茶”字的形、音、义才固定下来。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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