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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 贵族茶道生发于
“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
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
“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贵族茶道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豪门乡绅
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势和金钱求其极，很违情肯理，其用心在
于炫耀权力和富有。 源于明清的潮闽功夫茶即贵族茶道，发展至
今日渐大众化。

茶虽为洁品，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
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 “小
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还能保持质朴纯洁吗？ 恐怕很难。 这叫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 《华阳国志· 巴

志 》，周武王联合当时居住川 、陕一带的庸 、蜀 、羡 、苗 、微 、卢 、
彭、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胜利凯旋。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
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1135 年，离今有 3000
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
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
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 贡菜制
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
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
行。 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 茶
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生出一个畸形的贵族茶道。 条
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 达官
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茶”，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亲自参与
“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
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
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
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财。 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
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
物，不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
家私。 于茶道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
“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
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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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冲泡法
普洱茶道共有 12 步骤， 从备具开

始，其间“茶道组”是必不可少的。
茶道程序：
1.候汤选具(备具)：冲泡茶时，茶具需

备好，同时要把水烧上(以山泉水为佳)。
2.礼宾献茶(行礼)：拿起茶荷，把即

将要冲泡的普洱茶，示以宾客。
3.温杯热盏 (温壶 )：用沸水把杯盏

烫一遍，既烫洗了杯具，同时也使杯具
有一定的温度。

4.三才迎圣 (投茶 )：传统文化中以
茶为“圣”，把普洱茶投入三才杯(茶杯)
中，称其为“迎圣”。

5.醒茶开颜 (润茶 )：为使普洱茶茶
香更加醇正，需进行温茶，即将沸水把
杯中的茶冲烫一遍。

6.精茗蕴香(冲茶)：普洱茶浸泡时间，
可根据个人喜好程度来调整， 一般情况
下，每次冲泡的时间为 1分钟~3分钟。

7.净汤入海 (倒茶 )：把泡好的茶汤
过滤到茶海中。

8.分茶奉宾(分茶)：把茶海中的茶汤，
分到品茗杯中，以八分满为宜。

9.鉴赏真色 (辨茶 )：示意宾客观赏

茶汤亮度及色泽 (普洱茶色分为 “宝
石红 、玛瑙红 、琥珀红 ”三色 ，其间以
“宝石红”最为难得，为茶中极品 )。

10.闻辨真香(闻茶)：闻普洱茶特有
的陈香，只有“色真、香真、味真”的茶，
才可称为真茶。

11.过喉探玄：喝下一杯茶，入口时
体会普洱茶之韵味。

12.回味悟参(品茶)：从回味中品觉
普洱茶特有的神韵，以各人的悟性参悟
各人的造化。

(张一心)

唐宋明清四朝代
不同的饮茶方式

唐以前的饮茶， 属于粗放煎饮时
代，是或药饮、或解渴式的粗放饮法。到
了唐宋以后， 则为细煎慢啜式的品饮，
以至形成了绵延千年的饮茶艺术。

至宋代时，以品为主的唐代煎茶发展
成了“斗茶”，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性品茶的
阶段。

宋代斗茶时， 先把饼茶击碎成小
块，并碾成细末，放入烫好的茶盏，再注
入沸水调制成茶膏，然后用特制的茶筅
（形似小扫把的工具）， 边转动茶盏，边
搅动茶汤，使盏中泛起汤花，以比较茶
汤的色、香、味。 最后再品尝汤花，俱佳
者获胜。 是以“斗茶”来比赛茶叶的质
量，比赛茶汤的色、香、味，比赛斗茶者
的茶技、茶艺。

宋代的福建北苑为古代重要的产

茶区。 北苑茶叶质量优良，自南唐始即
列为贡茶。 至北宋太平天国初，为有别
于民间产茶，特置“龙凤模”，以龙凤为
型，制成团茶，即历史上有名的“龙团凤
饼”，色、香、味均为上品，名冠天下。

当时的“大小龙团”为宋代著名贡
茶。 “大龙团”每八饼为一斤，创制人为
丁谓， 江苏苏州人； 小龙团二十饼为一
斤，创制人为蔡襄，福建仙游人。 两人均
在福建督造贡茶任上时创制。

始创于福建建安一带的斗茶，因其
技巧性强，趣味性浓，不仅能给人以物
质上的享受， 更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
愉悦。

南宋浙江绍兴茶区，在制茶方法上
还开始出现了炒青法的雏形，改蒸为炒，

改碾为揉，改研膏团茶为条形散茶，使茶
叶的外形和内质都为之一变， 为我国的
绿茶产制打下了基础。

元代时， 开始用鲜叶放在锅里蒸
煮，以制成整片叶子的散茶，名曰“蒸青
散茶”。

至明代时终于出现了和今天一样

的绿茶制法———炒青制法。茶叶的品饮
法，也改煎饮为开水冲饮，成为喝茶史
上的一大转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 “取
初萌之精，吸泉至鼎，一瀹便啜”，世代
流传至今。 当时以炒法加工的绿茶，已
成为人们的主要品饮对象，花茶也渐渐
在民间普及。 明代有关饮茶的著作，约
有上百篇之多。

至清代，乡村市肆茶馆林立，饮茶之
风盛于明代，茶叶成为珍品，流行于官场
士大夫和文人间，大量名茶应时而生。清
道光年间，还先后发明了半发酵的乌龙
茶和经过发酵的红茶， 并出现了白茶，
传统的紧压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而在制茶方法上，形成了我国茶叶结
构的六个大类———绿、红、花、白、乌龙、
紧压茶。

清代不论公事来往 ，还是私家应
酬 ，客来献茶 。 端茶送客 ，已成为特
定的礼节和排场 。 江浙广川等的茶
馆 ，更与小食品 、点心之类结合供应，
又聘请说书、 评弹等说唱艺人临场表
演，发展成独具地方特色，乡土风味浓
郁 ，呈平民气息的大众化交易 、交际 、
娱乐场所。

(丁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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