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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场怡然风雅的茶学盛宴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饮茶品茗一直是中国人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说，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茶文化史，我们解读它的密码就藏在历代茶文化典籍之中。
而唐代陆羽所著《茶经》无疑是其中最权威、重要、核心的一部。
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
经毕生心力，凝聚中国几千年茶文化精髓编写成就了《茶经》。
《茶经》的问世具有划时代意义，它首次将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高度。
陆羽因此被后人奉为“茶圣”、祀为“茶神”。
陆羽将《茶经》定义为“经”，意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茶学著作。
他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预言了这部旷世奇书必定流芳百世。
《茶经》原文约7000余字，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
分上、中、下三卷，共十章，包括茶的起源、采摘、制造、工具的使用、烤煮、饮用、典故、产地等
内容。
《茶经》被后世茶人奉为茶学“圣经”，尊为茶事指南。
后世所有关于茶事的书籍都对《茶经》有所提及，并将《茶经》奉为尊旨，其经文不敢有半字的删减
。
茶能提神醒脑，含有二十几种对人体有益的药用功效。
当代人由于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饮茶成为了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得闲去茶楼品茶是人们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最好去处。
爱茶之人热衷于正宗茶道的研习、茶艺表演、名茶鉴赏及品饮。
云南普洱茶、西湖龙井茶、碧螺春、安溪铁观音、冻顶乌龙茶、祁门红茶⋯⋯人们对这些名茶如数家
珍。
用专业茶具、专业茶道品地道名茶是当代爱茶人的目标。
爱茶之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茶经》的，但由于《茶经》诞生于唐代，文字难免晦涩难懂，直接影响了
人们阅读与欣赏。
为了使读者能对《茶经》有更深刻认识，品出地道的“茶文化”，对爱茶和品茶者有所帮助，我们出
版了《图解茶经》这本书。
本书对陆羽的茶研究的主要理论作了整理与补充，分为：你需要了解的、起源、具、造、煮器、烤煮
、饮用、产出、总结八大部分。
由于《茶经》诞生在唐代，而中国的茶文化历经千年已有了很多重大变迁，所以我们除了全新阐述陆
羽《茶经》的精髓外，也融入了大量现代的茶事经典，例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类，十大名茶等等
，使您不仅能全面品味《茶经》的幽深，更能全方位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千年的进程和当代茶事。
我们希望阅读本书能让您仿若走进了茶叶的清香世界，在古老与现代中品饮茶文化之源。
本书以近500幅精美的手绘插图、近100张简化表格、108幅全彩名茶图谱的全新形式演绎，使其同时具
备了阅读性、收藏价值与实用价值。
涵盖的人文气息也使其成为了一部修身养性的“茶学必修书”。
我们为了使您能够更系统、更全面地对中国的茶文化有一个立体的感受，去除其阅读中的乏味，在章
节中增加了诸多新奇且有趣的内容，譬如：怎样才能制造出“珍鲜馥烈”？
“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孟臣淋霖”、“若琛出浴”这些茶道术语暗含怎样的意义？
传说中的乌龙茶是怎样懵懂着成名的？
铁观音真的是观音菩萨带下凡界的吗？
我们该如何领悟陆羽倡导的“精行俭德”的精髓？
作为本书编者，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阅读了大量茶文化典籍，分析整理了有关《茶经》的相关理论知
识，使其内容更丰富、充实。
茶文化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编者我们将尽其所能地为读者呈现出一部质量上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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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茶经”，但由于能力有限，难免会有一些纰漏。
我们由衷地希望读者能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增遗补漏，为您带来更愉悦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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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经》成书于唐代，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它是“茶圣”陆羽毕生茶事绝学的心髓。
《茶经》为后世茶人提供了品茶香、行茶道、论茶艺、学茶礼的典范。
品茶、研习茶艺、茶道，以及茶的保键作用等，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日常生活（休闲、会友、养生等）
的必需。
　
　　《图解茶经》是一本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配以500幅精美手绘插画、100张简化图表的当代《茶
经》版本，以求让读者了解《茶经》的全貌以及正确涵义。
此外，融入了大量现代茶事经典，例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类、十大名茶等，并附录106种中国茶全
品图鉴，使您不仅能全面品味《茶经》的幽深，更能全方位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千年进程和当代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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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唐代）陆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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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壶茗香遍天下
中国名茶鉴赏
茶之奇趣：斗茶
序言：一场怡然风雅的茶学盛宴
本书内容导航
关于历代《茶经》版本探究
中国十大名茶
第一章　绝品人难识，茶经忆古人：你需要了解的
　世界最早的茶学“圣经”：《茶经》
　茶之为饮的渊源：神农氏
　这部经的缔造者：陆羽
　阅读本书你可以了解：中国茶文化百科
　茶在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沿革
　古代茶政治：茶政与茶法
　神秘的茶叶商道：茶马古道
　一壶茗香遍天下：茶在世界的传播
　茶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精行俭德
　《茶经》的儒家思想：中庸和谐
　《茶经》的道家宇宙观：清静无为
　《茶经》的佛家本心：静心自悟
　茶的五行：金、木、水、火、土
　万病之药：二十四功效
　道由心悟：茶道
　升华了的艺术：茶艺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茶俗
　各具千秋的中国茶：七大茶类
　西湖龙井、碧螺春的族群：历史悠久的绿茶
　工夫红茶的天下：风靡世界的红茶
　铁观音、冻顶乌龙的世界：天赐其福的乌龙茶
　珍贵的银针：色白银装的白茶
　蒙顶山上茶：疏而得之的黄茶
　普洱茶的群落：独具陈香的黑茶
　茉莉花茶与玫瑰花茶的群落：茶溢花香的花茶
　能喝的古董：普洱茶
　茶作为主角（1）：诗词、书画
　茶作为主角（2）：歌舞、戏曲
　茶作为主角（3）：婚礼、祭祀
第二章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起源
　寻找最初的本源：根在中国
　绵长而有序的传承：“茶”的字源
　另一个名字：历史上的几种解读
　五大初相：根、茎、叶、花、果
　生长的关键：土壤、水分、光能、地形
　准备好播种了吗：艺、植
　无敌鉴别密技：三种鉴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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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人体脏腑的需要：药用成分
　防病效能的前提：精行俭德之人
　警告！
“茶为累，亦犹人参”：选材不当的后果，“六疾不治”
第三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具、造
　采摘双翼：凌露、颖拔
　从采摘到制造茶叶的工序：七经目
　七经目之一：“采”
　七经目之二：“蒸”
　七经目之三：“捣”
　七经目之四：“拍”
　七经目之五：“焙”
　七经目之六：“穿”、“封”
　唐代的饼茶审评：八个等级
　鉴别之上：言嘉及言不嘉
　经历各代的转变：制茶工艺的发展
第四章　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铛：煮 器
　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陆羽设计的煎茶器皿
　设计体现五行和谐：风炉，“体均五行去百疾”
　自命不凡的见证：“伊公羹”与“陆氏茶”
　独特的设计理念：钅复—正令、守中
　唐代饼茶的特殊用器：碾、罗、合、则
　煮茶用具影响茶汤品质：漉水囊、绿油囊
　陆羽的最爱：越窑青瓷杯
　历代茶具：茶具大观
第五章　甘苦调太和，迟速量适中：烤、煮
　煮的三把利器：色、香、味
　讲究的技术：烤、碾
　严格的选择：“活火”
　决定性的因素，“选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烧水的艺术：三沸
　水温的形象化比喻：老与嫩
　煮茶的艺术：煮、酌
　茶汤的精华：沫、饽、花
　斟茶的讲究：茶性俭，不宜广
第六章　饮罢方知深，此乃草中英：饮 用
　饮茶的特殊意义：荡昏寐
　饮茶最高境界：“品”
　处处的精益求精：九难
　最重香与味：珍鲜馥烈
　饮茶风尚的传播：滂时浸俗，盛于国朝
　风尚的传播者：佛教僧徒
第七章　何山尝春茗，何处弄清泉：产 出
　唐代茶叶产区：八道
　八道之：山南道
　八道之：淮南道
　八道之：浙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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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之：浙东道
　八道之：剑南道
　八道之：黔中道
　八道之：江南道
　八道之：岭南道
　从唐代到现代：茶产区的分布
　从产区看茶品：四个等次
第八章　故雅去虚华，宁静隐沉毅：总 结
　特定情况下的省略：制具略
　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煮具略
　《茶经》的终极要求：分布写之，目击而存
　总结（1）：从“品”到“心悟”的三重超脱境界
　总结（2）：最终追求——天时，地利，人和
　附录1：《茶经》原文
　附录2：中国名茶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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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宋朝 饮茶在宋代兴旺至极，大大小小的茶馆比邻皆是。
大观元年（1107年），宋徽宗赵佶撰写《大观茶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帝王之名论述茶学、倡
导茶文化的皇帝。
 宋代茶叶重心开始向南移，建茶崛起。
建茶是广义的武夷茶区，即今闽南、岭南一带。
此时茶类也发生了大的变化，由唐以前的紧压饼茶变为末茶、散茶。
数量上仍以饼茶、团茶为多。
同时出现用香花薰制的调和茶。
 宋代品饮采用点茶法，接近于我们现代的饮用方法。
贡茶的出现促进了饮茶的发展，“斗茶” （又称“茗战”、“点茶”、“斗碾”，是品评、判别茶叶
优劣的方法）之风大兴，影响十分深远。
 元朝 元代时期，民间一般只饮散茶、末茶，饼茶与团茶主要用于贡品。
随着制茶技术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机械制茶叶。
据王桢《农书》记载，元代某些地区采用水转连磨（利用水力带动茶磨碎茶）技术，大大提升了制茶
效率。
 明朝 明代时，各地的茶叶贸易已很普遍。
这时的饮茶方式由煎煮逐渐变为泡饮。
饮茶场所也由户内移至户外。
 “斗茶”之风较宋代更甚，茶人之间互相比较茶技高低，饮茶又一次大为风行。
明代的制茶工艺大部分地区改为炒青，并开始注意成茶的外形，均把成茶揉搓成条索状。
 清朝 清代初期，清政府废弃所有禁令，允许人民自由种植茶叶，茶已是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饮品。
这时的茶叶生产已相当发达，开始向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出口。
但随着清代政治、经济的衰落，茶文化也不再有唐宋时的兴盛，开始日渐走向衰微。
 古代茶政治 茶政与茶法 中唐之前并没有茶税，随着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展，国家开始颁布各种法令
以从茶叶经济中获取财政。
茶政与茶法成为了国家垄断茶叶利益的一种手段。
 茶税与茶法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国库紧缩，政府以“诏征天下茶税，十取其一”为令，征税后，发
现税额非常巨大，遂将茶税这一临时措施改为“定制”，与盐、铁并为主要税种之一，荆：目继设立
“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
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盐、铁转运使裴休制订了“茶法”12条，严禁私自贩卖茶叶，使茶税丝
毫不漏。
 茶税发展到宋代，更加严厉，即“三税法”、“四税法”、“贴射法”、“见钱法”等。
过分严厉的茶税甚至成为茶叶生产一大障碍，曾引起诸多茶农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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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茶经:认识中国茶道(全新图解版)》：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
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一部专著。
图解简洁易懂，现代手法解读，插图形象直观，图解简洁漂亮，能让你快速了解《茶经》的全貌以及
正确涵义，好看易懂！
内容完备实用，中国茶典、茶史、茶艺、茶饮、茶具、茶事等均有涉猎，阅读价值、收藏价值与实用
价值兼备。
插图多而美，100张浓缩精华的示意图，320幅高清实拍茶品图鉴，500幅精美手绘插画，全方位直观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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