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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茶一世界    有人说，周边熙熙攘攘的时候，人反而最是寂寞孤单。
    在阳光灿烂的午后，或是阴雨绵绵的黄昏，浮躁的社会到处都是没有温度的水泥钢筋，此时，我们
该到哪里去寻找一份安静？
    21世纪的世界，物质膨胀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它的预期，可是不管是拥，有财富的人们，还是仍然在
路上苦苦寻觅财富的人们，似乎都没有找到幸福人生。
    工作之余，我们总是还要回归一下生活。
    茶，这件曾经在古人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事，个中的内涵，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丰富。
    你可知道茶的鼻祖是谁？
    你可好奇古人们喝茶是怎样的一种流行？
    你可想要弄明白中国十大名茶有什么样奇妙的传闻故事？
    你可曾对那笑脸可人的采茶女忍不住驻足？
    你可曾疑惑，为什么作家老舍仅仅从一个茶馆出发，就能观察到社会百态？
    有人说，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表情，有些面色模糊，有些有声有色。
行色匆匆的人们，每天忙碌着自己的生活，早已忘记了随手可触的明媚阳光和抬头可见的湛蓝天空。
但是，爱茶的人，走到哪里都会感觉亲切，因为只需一杯茶，就足以让两颗陌生的灵魂快速交流。
在温热的杯盏前面，我们都是许久未见的老友。
    在那里，我们可以闭目欣赏悠扬的竹丝，也可以饶有兴趣地观看精湛的茶艺表演。
在那里，我们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不说话，也可以三两人凑在一起聊聊理想和人生。
    本书上册是一卷散文，也可以称为一部游记，让爱上茶香的你我，一起出发，寻访茶的前世今生，
走进茶的世界，去见识那些风味独特的茶馆。
本书下册则精选了全国各地的特色茶馆，按照地区罗列，希望读者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找到最喜
爱的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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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晶、汪富亮编著的《幽处满茶烟（上册）》是一卷散文，也可以称为一部游记，让爱上茶香的你我
，一起出发，寻访茶的前世今生，走进茶的世界，去见识那些风味独特的茶馆。

　　《幽处满茶烟（下册）》则精选了全国各地的特色茶馆，按照地区罗列，希望读者朋友可以根据
自己的偏好找到最喜爱的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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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晶，自由作家、策划人，茶文化爱好者。
曾多次参与。
国内著名企业的推广和宣传，包括苏宁电器、中粮置地等。
 汪富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处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曾任《科学时报》专栏作者，《信息周刊》主编，出版图书包括《中国名牌发展研究报告》、《人
文奥运》、《行业分析理论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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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陆羽认为，“至若救渴，饮之以浆。
荡昏寐，饮之以茶”。
口渴只需汤水，而饮茶，更能使得头脑清醒，励志律己。
中国文化素来都十分重视个人的修身和道德的完善，陆羽开创的修德思想，比较容易为文人士大夫们
所接受。
而这种对茶德的共同追求，不但让茶文化更加深刻，也在茶史中留下了不少品茶爱茶之茗家的故事。
 俗话说：酒壮英雄胆，茶引文人思。
其实，茶在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眼里已经不止是一杯解渴或者招待客人的普通饮品了，而是逐渐变成
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饮茶能怡神醒脑，有助文思，因此格外受文人喜爱。
而这份不解之缘，也使得茶文化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唐朝兴起并在之后得到较大发展的茶文化，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丰富、高雅、含蓄的特点。
 “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著名的文人墨客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经常借诗言志，在自己的作品中去描写和
歌颂茶叶，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茶诗、茶画、茶歌、茶戏等作品。
 如果品茗只为品滋味，把玩精美器具，满足一时的感官享受，那么，再精细考究的茶艺也会流于形式
，最终因为缺少生命力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所以品茗的更高层次是品性，即在饮茶的同时又达到精神的愉悦和升华，这才可以称为茶道。
唐代茶道内涵十分丰富，概括地说，它溶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将修身养性之道贯穿其中。
而这些功劳，也不能不感谢那些真心爱茶的文人骚客们。
 唐朝以来流传下来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等，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形式和内容，都大大超过了
唐以前的任何朝代。
饮茶过程既是品味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调节和修养的过程，是灵魂的净化过程。
 茶文化为中华民族异彩纷呈、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形式和内涵，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饮茶、赋诗、会友，根植于民间百姓的社会生活，为广大人民所普遍接受，逐渐积淀和固定下来，成
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态，这是茶文化得以顺利发展，且盛行、繁荣至今的坚实基础。
 扬州八怪之郑板桥——茶之怡情养性 作为扬州八怪之首的怪才郑板桥，曾经做过12年的七品官，因为
为人清廉刚正，所以终身没有在仕途上有大的作为。
但是一生清雅清贫，却是郑板桥为之骄傲的地方。
 郑板桥喜欢将茶饮与书画相提并论，他认为饮茶的境界，其实与书画创作的境界是相互契合的。
还在任的时候，郑板桥曾经画过一幅墨竹图，上面题诗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 作为他创作的重要伴侣，茶见证着这位清廉官员对下层民众的深厚感情。
而在郑板桥的创作中，我们也总能够看到他的诗文书画的背后，不时透露出对民情风俗的浓厚的兴趣
。
这种清新的内容与别致的格调，让郑板桥的身影，隐藏在傲然挺立的竹菊之间，永不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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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古今茶人到名茶轶闻，从茶馆风貌到人生百态，本书是茶友了解茶文化的绝佳读本。
　　——赏茶品茶，一册通晓　　　　从大隐隐于市的茶楼到藏于山水间的小馆；本书精选了各具特
色的茶楼，供您一探究竟。
　　——寻访茶馆，馨香之旅　　　　从茶人到茶道，从茶器到茶馆，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茶友
奉上值得珍藏的图文读本。
　　——图文并茂，茶友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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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幽处满茶烟(套装共2册)》编辑推荐：品茶，是一种生活方式，爱茶的人，内心都不会太浮躁，当你
推开茶馆的门，你就开始了修炼。
《幽处满茶烟(套装共2册)》让爱上茶香的你我，一起出发，走进茶的前世今生，去领略漫漫五千年的
茶香世界，去见识到被评为全国最佳茶馆的风采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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