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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一个很有趣的谜面：“生在山里，死在锅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这谜底就是“茶”。
茶为阴柔之活木，吸日月之精华，受山川之灵气，得水土之滋养，可谓“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
涤烦，其功致和。
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
爱茶不问尊卑，喝茶不分贵贱，鉴茶不关学识。
可谓品茶于口鼻，爱茶在心间。

　　泡一壶茶，壶里乾坤，杯中日月；呷一口茶，慢慢入喉，满口生津；赏百种茶，悠然自得，怡情
悦志。
饮茶是一种人生态度，泡茶是一种美妙生活！
茶如人生，未饮人先醉；人生如茶，始闻意已通。
愿爱茶者，细品百味茶，悠然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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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志惠，中国国家高级茶艺技师、评茶师，中国国家茶艺师高级考评员，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理事
会理事，自1999年至今一直为普及茶文化、传播茶知识奔波在国内外茶事活动中，曾多次走进清华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北京15所大学举办“茶墨结缘——走进茶文化”专题公益普及茶文化活动。
陆续为吴裕泰、大益皇茶会、弘建茶业、一茗堂、露雨轩茶楼、茗香茶楼等茶馆、茶庄、茶企业提供
专业咨询指导和企业内训。
多年来为在京的日本、韩国、欧美等国际友人培训中国茶文化的同时，多次出访日本、韩国宣传、交
流中国茶文化。
公司成功承办了驻华使节夫人才艺展示茶艺比赛。
2008年开始连续三年担任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国际茶艺大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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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神农氏为了辨别草木的药理作用，曾经亲口品尝百草。
有一次他在野外考察休息时，用釜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釜里的水变成黄绿色。
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釜里的汤水，却惊奇地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竟是一味不可多得
的药材。
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发现这种植物具有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
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
古时的神农氏，传说长着一个玻璃一样透明的肚子，但凡吃进肚子里的食物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
他喝了黄绿色的水之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千干净净。
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慢慢演变成现在的“茶”。
在周武王伐商灭纣时，参加征战的巴蜀等南方小国部落就把茶作为贡品敬献给周武王。
晋代常璩著的《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
”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由此可见，中国有明确记录的茶事活动距今至少已有3000
年的历史。
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文献资料里面，有着确切的茶的记载的，最早并且最可靠的应该是汉代王褒所撰写
的《僮约》。
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
其中的“烹荼（编者注：“荼”是茶的早期称呼）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已经成为当时
社会饮食的一项，并且是用来待客的贵重之物，饮茶已开始在中产阶层中流行。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与茶相关的古代文物，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是茶树起源地的观点提供了明证
。
近年来，在浙江省上虞市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瓷器中，有壶、盏、杯、碗等器具，据考古学家判断，这
些器物当属世界上最早的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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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生活(畅销升级版):识茶、泡茶、鉴茶(全图解)》：养生养心中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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