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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茶文化的发祥地。
中国的茶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它使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得到承传和再现。
中华民族在茶的培育、制造和利用，茶文化的形成、传播和发展上，为中国乃至世界写下了光辉的历
史篇章。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革：唐代，世界上第一部茶书——陆羽《茶经》的
问世，促使“天下‘茶道’大行”，使茶的饮用注入了文化的精髓。
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废团茶，兴散茶，促进了绿茶的形成，饮茶由烹煮法的大碗粥饮变成沏泡的小杯
品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茶业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茶业经营的
综合开发以及茶文化研究成果的不断利用，茶的产品呈现多化、系列化，绿茶、红茶、乌龙茶成为主
流，袋泡茶、速溶茶和茶饮料不断丰富，传统的品茗艺术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茶文化活动也更加
丰富多彩。
       作为一个茶文化爱好者，当义不容辞地为弘扬祖国的茶文化事业做出一些贡献，让更多的爱茶人
加入茶文化活动，了解茶、认识茶、宣传茶，使更多的人认识“国饮”的历史和价值，使众多的“喝
”茶者有好茶喝、会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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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茶叶制作技术的演变我国茶叶加工制作的历史，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的历程。
历经了咀嚼、羹饮到饼茶、散茶，从单一绿茶类到多茶类共存，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的巨大变迁
。
每一次革新，都极大地推动了当时茶产业的发展。
中国茶类之多，制茶技术之精湛，堪称世界之最。
由鲜叶晒干到加工成饼茶、团茶的演变——在神农时代发现和利用茶叶时，开始咀嚼鲜叶，后又把鲜
叶煮做羹饮，以解百草之毒和饮食之用。
到了周朝，设置了官吏聚集茶叶以供丧事之用，春秋时正式把茶叶作为祭品。
于是茶叶需求逐渐增多，采摘面积不断扩大。
但鲜叶的利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运输不便，不能贮藏，这就限制了茶叶应用的扩大。
因此，人们就把茶树上的鲜叶采下后晒干，像中药一样贮藏、利用，这就解决了非茶季和非茶区的茶
叶利用问题。
而这种晒干的茶叶虽说可以随时使用，但茶味不易浸出，解毒治病效果较差。
大约到了三国时期，人们把茶叶制成饼状烘干，饮用时碾碎煮饮，这就是制茶的开始。
茶的鲜叶做羹和制成饼茶，在古史料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晋书》中谈到：“吴人采茶煮之，曰茗
粥。
”从茶叶鲜叶晒干到被饼茶或团茶所代替，在制作过程中使鲜叶的青草气、苦涩味和晒茶味淡的弱点
得以克服。
制饼茶或团茶都是先将鲜叶洗涤后蒸青、压榨，除去茶汁，然后制饼或团烘干。
后来制饼茶的技术越来越精细；如“贡饼”的制作分蒸茶、榨茶、研茶、造茶(做饼)、过黄、烘干等
工序；制作非常精细。
茶芽采下后先放入水中浸泡，然后蒸，蒸后用冷水冲洗，使其很快冷却，保持绿色，冷后用小榨去水
，再用大榨去茶汁。
榨水榨汁的次数有多有少，去汁后，放瓦盆中兑水研细，造饼烘干。
烘干的次数要根据饼的厚薄而定，10-15次不等。
后来发展到团茶，更是精益求精，特别是“北苑贡茶”，“先研膏”，“继造腊面”。
从制茶开始，特别是饼茶、团茶的加工，推动了茶叶的发展，使茶叶很快从解毒、食用发展成为饮料
。
茶区迅速扩大，不但发现了云贵高原的茶树，而且四川(巴蜀)也开始利用野生茶叶。
茶作为贡品，促进了茶树人工栽培的发展，进而使茶叶成为商品。
由饼茶到散茶的演变——由于茶区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促进了消费量和消费地区的不断扩大。
团茶、饼茶尽管越做越精，受到上层士大夫的大加赞扬，写了大量茶业的著作、诗篇，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陆羽的《茶经》。
但是，人们在饮茶的实践中感到团茶的饮用比较麻烦，尽管后来出现了“点茶法”，仍需要烤茶、研
茶、过拂等多道工序，重要的是茶叶的内含成分在团茶的加工中由于经过“浸泡”、“榨汁”等工序
损失很大。
“真味”消失，而且青草气和苦涩味没有完全消失。
大约在唐代末年，人们创制了蒸青散茶。
这种蒸青散茶，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保持了茶叶的香味和内含成分。
散茶冲泡方便，香气好，团茶制造精细，但饮用极为不便。
在宋代，上层社会仍认为“腊茶最贵”，制作“不凡”，“惟充贡茶，民间罕见”。
而把散茶称为“草茶”，指社会下层人士饮用的普通茶。
奇怪的是这种“草茶”被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
可以说“草茶”是现代茶的雏形。
这不能不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茶道（上下彩图版）>>

应该说，在当时“草茶”与“腊茶”之争，实际上是“先进”与“保守”之争。
到了宋代，在人们的饮茶实践中，更重视茶叶的香气。
所以在蒸青的基础上又创制了炒青散茶，以后饼茶、团茶被逐渐淘汰，形成了今天的炒青绿茶。
《茶笺》中说：“炒时，须一人从傍扇之，以祛热气，否则黄色、香气俱减。
扇者色翠，不扇则黄。
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人铛，文火炒干人焙。
盖揉则其津浮上，点时香味易出。
”这时的炒青绿茶制法已相当规范了，与今天的工艺差别不大。
由于炒青绿茶的出现，使我国的茶叶香气达到了高峰，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鲜叶中的内含成分。
这是我国茶叶加工上的重大变革，推动了我国茶业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烹茶”法和“点
茶”法，开始了“冲泡”法，能在全叶冲泡中得茶叶之“真味”，能够吸取茶叶内含成分的最大营养
。
因此，饮茶风靡全国乃至世界，这也是宋代茶文化繁荣昌盛的基础。
由于炒青绿茶的出现，带动了其他茶类的创制。
明代在炒青绿茶继续完善的基础上创立了黄茶制法、黑茶制法、花茶制法；清代创立了白茶制法、乌
龙茶制法。
至此我国的六大茶类已全部完成，成为世界上茶类最多，加工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由条茶到碎茶、速溶茶的演变——西方国家饮茶的口味不同于中国和日本，他们喜欢饮红茶，并喜欢
加奶放糖。
由于西方工业发达，制茶不愿用手工，在各种条件的促使下，特别是市场的需求，使我国传到印度、
斯里兰卡的制茶方法逐步发生了变化。
大约从1925年国外改革了制茶工艺，研制了洛托凡、CTC、LTP、沸腾烘干机等，先进的茶叶加工机
械使传统的中国条茶、片茶变成了碎茶。
后来新兴的茶叶生产国肯尼亚、阿根廷、孟加拉、土耳其等都生产这种红碎茶。
中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产红碎茶。
这是茶叶加工在世界范围内的一次重大变革，把原出于中国的、统治全球的条茶变革成了碎茶，即中
国人所说的“茶末”。
不管中国、日本是否接受，它却在全世界推动了茶业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美国首先进行了速溶红茶的试制，20世纪50年代，美、英等国均已研制出一种茶叶饮
料新产品并在市场销售。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速溶茶改进制茶技术，并形成一整套的速溶茶加工工艺和加工设备，用
成品茶在一些产茶国生产速溶茶。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速溶茶的制茶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始由成品茶制造发展到用茶叶副
产品和鲜叶直接生产速溶茶。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速溶茶加工制作技术发展更快，从单一的红茶速溶茶发展到绿茶速溶茶、乌龙茶速
溶茶等。
目前，中国生产的速溶茶产品有红茶、绿茶、乌龙茶、花茶速溶茶等。
根据产品的速溶度可分为热溶型和冷溶型。
变茶为“水”，进入现代饮料家族的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茶叶这种古老的饮
料也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进行变革。
20世纪70年代日本伊藤园就研制了乌龙茶罐装茶水，后来印尼等一些产茶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先后研
制了瓶装茶水、罐装乌龙茶水等。
中国，这个古老的产茶大国，为适应市场，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思索，近十年的徘徊，才真正认识到
茶叶加工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变茶为“水”是大势所趋，是新时代的需要。
于是，一些新兴的食品企业、饮料企业，开始涉足于茶水饮料的研究与开发生产。
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几年内，茶水饮料市场将会出现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将在世界饮料大家族中成为
最具保健、最具竞争力的饮料，古老的茶叶将因此而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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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茶道(彩图版)(上下)》作者作为一个茶文化爱好者，通过茶的历史发展；茶文化研究成果；绿
茶、红茶、乌龙茶、袋泡茶、速溶茶和茶饮料等茶产品的详细介绍，让更多的爱茶人加入茶文化活动
，了解茶、认识茶、宣传茶，使更多的人认识“国饮”的历史和价值，使众多的“喝”茶者有好茶喝
、会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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