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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之
一，同时茶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
载体。习近平主席2017年向首届中国
国际茶叶博览会致贺信，指出：“中国
是茶的故乡。茶叶深深融入中国人生
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从
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
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
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如果要选择一
项贯穿古今中外都认可的、体现中华
民族身份的物品，茶叶无疑是最好的
选择。

典籍与文物相辅相助，记录、展现
着中国茶文化，既相互印证，更相互
补充。

“茶出中国”——中国是世界茶树
原产地。作为进化型植物，茶树最早不
是人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茶学界有一

种观点，说是3540万年前，茶树始祖
宽叶木兰出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
2000万年前，中华木兰出现在云南；
100万年前，贵州晴隆茶园里发现了
茶树籽化石，表明中国是世界茶树的
原产地。

茶叶的发现和利用也始于中国。
在浙江萧山、绍兴和宁波地区，相继几
个遗址中出土了与茶、中药有关的
遗存。

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
距今8000年前的茶籽、“中药”釜，表
明当时的东部沿海地区是有茶树存在
的，而且先民们可能已经在探究茶籽
及茶的利用。对于茶树等植物来讲，在
南方多水潮湿的环境里保存下来很不
容易，但是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
个被打破的釜，釜里面很整齐地码放
着几十根植物的茎秆，这个釜显然是

使用过程中破了被遗弃的，煮的是植物
的茎秆，这显然不是食用性，是用来煮水
喝的。因为成分尚未可知，所以以科学谨
慎的态度说这疑似“中药”釜。在同一遗
址的植物种实堆里还发现了茶籽。

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
前的樟科树叶遗存。樟科树叶是被有意
识地收集起来的。随着科学考古技术和
手段的发展，人类所在的生存环境及细
菌病毒等细微的存在，也进入了研究的
视野。然而，在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樟
科树叶的地方，并没有樟科树。河姆渡
的樟科树叶只能是从别的地方收集而
来，而且是带着目的收集的，因为樟科
的树叶作为中药，其功效可以杀菌止痢
等，可见，这是先民在寻求有效的中
草药。

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现距今
6000年前的人工种植茶树根遗存。经过

国内外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多学科研
究，田螺山遗址发现的似为间隔配置的
树根遗迹，经过分析表明，这些山茶属的
树木是人为种植的。这些山茶属树木，木
材结构非常近似，具体的树种识别有一
定困难，然而其木材结构与栽培茶树一
致，还有山茶科才有的茶氨酸，证明这些
山茶属树根为茶树根遗存。

值得注意的是，跨湖桥遗址中发现
人类驯化了的猪，然而在享受食物资源
扩大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
挑战。大约8000年前的沉积中发现了人
畜共患的寄生虫——鞭虫的卵，使我们
知道人类在将猪驯化之后，就出现了影
响人类健康的疾病。随着生活生产方式
变化，人类已经开始对中草药有了需求，
这也就容易理解釜中枝条疑似是中药
了，这一种解释可能更接近事实。

在田螺山遗址茶树根遗存出土论证

之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基本达成如下共
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中
心，巴蜀地区则是世界茶业和中国茶文
化的起源之地。而且，也是在田螺山遗址
发现人工种植茶叶树根遗存之前，关于
中国和世界影响巨大的茶叶利用的起
源，都是有关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茶叶的
传说。神农氏是传说中种植农业的引领
者。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上有神农氏耕田
的图像，画侧榜题：“神农氏因宜教田，辟
土种谷，以振万民。”他还被认为是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茶人，清代陈元龙所编《格
致镜原》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
毒，得茶以解之。”正因此，他被认为是最
早发现茶叶应用的人。其实在唐代陆羽
《茶经》六之饮中，早已记载“茶之为饮，
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了。即是说，唐
代时，人们便已经把茶叶发现利用的开
始，放在了神农的身上。

文物见证中国茶文化起源

▲陆羽《茶经》

中国是茶文化的故乡，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拥有
全部的六大茶类，种茶、饮
茶和品茶在中国有着极为悠
久的历史。茶，深深融入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传承中
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茶从最初
的药用、食用，最终发展为流
行于全世界的大众饮品，数千
年间种植技术不断提升，饮用
方法数度变化，亦形成完整的
知识体系，参与广泛的社会实
践，体现了中国人所秉持的价
值理念。茶还通过丝绸之路促
进了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为多
样的世界文明增添了独特的
色彩。本期讲坛邀请沈冬梅
研究员讲述典籍与文物里的
中国茶文化。这是她近日在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
究所举办的“汲古论坛”上
的演讲。该论坛旨在研讨古
代 文 、 史 、 哲 、 艺 相 关 问
题，了解前沿新知，促进人
文艺术学者的学术互动与深
度沟通。

沈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
学文化与交流中心茶文化专
委会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
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茶叶学会茶艺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著有《茶经校注》《宋代
茶文化》《茶与宋代社会生活》

《茶的极致：宋代点茶文化》
等。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纪
录片《茶叶之路》随行专家，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第八
期茶经首席专家、嘉宾。她长
期致力于中国古代茶典籍和
茶文化史的研究以及茶文化
的普及，在茶文化研究方面有
着精深的造诣。

在先秦文献和考古文物出现之
前，《晏子春秋》中讲：“婴相齐景公
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
菜而已。”晏婴 （？-前 500），春秋
时齐国大夫，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夷
维 （今山东高密） 人，继承父 （桓
子）职为齐卿，后相齐景公，以节俭
力行，善于辞令，名显诸侯。《史
记》中有传。

有人指出，“茗”应是苔菜之
物。随着山东诸城邾国故城遗址出现
了原始青瓷碗的植物残渣，经过科学
的检测，认定碗内遗存的是煮过或泡
过的茶叶残渣，遗留在了青瓷碗里，
并且认为不管是茶叶，还是原始青瓷
碗，都是从吴越之地贸易过来的。这
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茶叶实物遗存。这
个发现可以解释 《晏子春秋》 中的

“茗菜”到底是茗菜还是苔菜。在邾
国古城遗址发现茶叶的时间，与晏婴
记载的时间比较接近，所以考古新发
现的文物，对于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
相关文献可以起到文物证史的作用。

秦汉时期，陆续出现的文物使我
们对这一时期的茶文化历史有了更多
的了解。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
录》中提到：“自秦人取蜀而后，始
有茗饮之事。”西北地区开始饮茶，
是在秦人灭蜀之后。

在汉代，陆续出土了各种茶叶实
物和相关器物。第一个是长沙魏家大

堆第十九号吴氏长沙国时期 （前
212-前157）汉墓出土的滑石质石印

“荼陵”。作为当时的印来讲，这种材
质是不太实用的，应是冥器。第二个
是长沙马王堆一号和三号墓 （前
193） 的“槚笥”“槚一笥”竹简木
牌，显示的陪葬品中有茶叶。对槚虽
然有不同的解读，但主要认为是茶叶
的槚。第三个是汉景帝 （前 188-前
141）阳陵从葬坑东侧第15号坑，出

土了植物叶状物，经检测为茶叶，是目
前可见最早的距今2100多年前的贡茶
实物。关于贡茶，晋常璩《华阳国志·
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
……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其地
……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
珍者……园有芳蒻香茗。”阳陵出土的
茶叶也从文物的角度印证了文献的可信
性。第四个是西汉王褒 《僮约》 中有

“烹荼尽 （净） 具”“武阳买荼”的记
载，这样的文献表明当时的士人之家，
是有日常饮茶的，而且在川蜀地区已经
有了茶叶市场。因为王褒写文章时在成
都，而让仆人去武阳买茶，表明在不同
地域的市场上有茶叶的商品存在。第五
个是浙江湖州东汉砖墓出土的青瓷贮茶
瓮，它的肩部刻有一个“荼”字，表明
一般人家的生活里面也有茶。

到了三国与六朝时期，茶文化的相
关文献材料相对多起来。如，晋朝陈寿
的《三国志·韦曜传》记吴末代皇帝孙
皓：“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
否率已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
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
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荈以当酒。”以
茶代酒最早在三国吴的时候就已经
出现。

再如，魏张辑 《广雅》 云：“荆、
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
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
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
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时候的茶饮是

加了葱、姜、橘子的，这样口味会比较浓
郁和辛辣。所以到唐朝陆羽写《茶经》时，
他批评像煮羹饮一样的饮茶方式，让大
家不要添加这些东西。因此茶从羹饮变
成了此后一直所习惯的清饮。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茶待客、以茶
示俭的行为。《茶经》引《桐君录》记
交、广地区客来设茶：“交、广最重，
客来先设”；弘君举《食檄》：“寒温既
毕，应下霜华之茗”，也就是说客人到
来、见面寒暄之后，先设茶请饮。从文
献上可以看到，跟茶相关的很多文化现
象都已经出现。

还有，杜育 （265- 316） 的 《荈
赋》从各个方面描绘了当时茶文化的形
式和成就，可以说是三国魏晋时期茶文
化的标志性文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民族文化的
差异，还出现了“酪奴”和“苍头水
厄”这类对茶的贬称。这是茶在传播过
程中的另类境遇，表明在当时多民族融
合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产生摩
擦，出现了一种南方的茶饮与北方的酪
浆相比茶比不上酪的现象。还有将“水
厄”的贬称指代喝茶的行为。

隋唐五代以来，文物文献交证，茶
文化兴盛。在隋代，因为有人用茶治好
了隋文帝的头痛病，带动了茶的消费和
利益追求，经营茶叶成为一桩大为有利
可图的事情。当时俗云：“穷《春秋》，
演 《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舟车相
继，南方的运输主要是水运，北方则主

要是车运。这表明茶叶在北方商品贸易
的兴盛。它相关利益的来源就通过隋代
凿通的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使得货
物运输的成本大大降低，特产于南方的
茶叶就有可能以较低的运输成本运输到
北方市场，让南方的茶叶成为全国饮用
的物品。

隋唐以后一直到现当代，文物文献
更加丰富，茶文化更加兴盛。比如茶叶
生产。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工艺多是蒸青
绿茶，鲜叶采摘后经过蒸气杀青，简单
捣烂，陆羽《茶经》中有“叶烂而芽损
笋存焉”的说法，叶子比较容易捣烂，
叶茎叶脉还存在，蒸捣过的茶叶可以直
接放在圈模拍制成饼。唐代蒸青的饼茶
主要是经过捣叶而成，不完全是叶、也
不完全是末的状态的饼茶，类似现在普
洱茶的饼茶。这种生产工艺发展到宋
代，特别是在宋代的贡茶生产中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程度。宋代的贡茶生产在原
料、生产、工序、工艺等诸方面都达到
了农耕社会手工生产茶叶的巅峰状态。
不仅讲究产地，还讲究采茶时间，采摘
下来的茶叶，要经过检查，拣剔，剔除
品质不高的叶子，再研磨成茶粉，放在
圈模里拍制成饼。

到明清时期，散条形叶茶成为茶叶
的主流形态，六大茶类全部出现，制茶
工艺与茶类的多样性更加满足了不同地
区不同时节人们饮茶的需求，既丰富了
人们茶饮及茶文化的多样性，也为国际
贸易的开展与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文物文献实证茶文化兴盛

煎泡茶叶的技艺，唐、宋、明三代各
具特色而又相因发展，唐代煎煮、宋代
冲点、明代瀹泡，明以后，瀹泡散条形叶
茶成为中国茶叶品饮的主导方式。

唐代煮茶法的基本程序是：备茶、
择炭、选水、煮茶、分茶。具体步骤是：
先将茶饼酌取适量碾成茶末，按喝茶
人数以人各一盏的茶量约多取一碗
水，放入锅中烧煮，水烧开第二滚时，
先舀出一碗，再将茶末从锅中心放入，
同时用竹筴在茶汤中搅拌，加入调味
用的盐，过一会儿以后，将先前舀出的
那碗水再倒入锅中，以之“育华救沸”，
既可以消止烧开的茶水沸腾，又可以
养育茶汤的精华，到这时，一锅茶水就
算煮好了，再等分到准备好的茶盏中，
就可端出待客。

由于陆羽《茶经》的倡导，唐代占主
导地位的茶艺是煎煮法，间有冲点、冲
泡法。由于社会生活尤其是习俗的发展
变化往往是很错综复杂的，很多习俗之
间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前后衔接的连续
性，更多的场合它们在时间上的存在是
交错的，而在空间上的存在则是并列
的，茶叶的煎泡技艺便是如此。

在中国古代，皇室贵族、士大夫们
的观念与习俗往往在社会生活中占据
着主导的地位，成为占优势的文化价值
观念，社会习俗的变化与最终形成定
势，往往是从他们开始。茶艺在宋代的
变化，正是从士大夫官僚阶层开始的。

与唐五代时的情形一样，北宋中
期以前茶饮也是多种方式并存。而且
由于士大夫阶层游宦生涯的特殊性，
有很多人在其故乡之外的一些地区也
生活了长久的时间，在生活习俗的某

些方面便会出现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平时饮茶也不只用一种饮茶方式。如
苏轼的饮茶方式，既有“姜盐拌白土，
稍稍从吾蜀”，依从其老家四川的习俗
在茶中加入姜、盐煮饮；又在友人寄来
建安好茶时嗔责：“老妻稚子不知爱，
一半已入姜盐煎”，认为建州好茶就当
用点茶法。其实建州茶的点茶法却是
不能放入盐之类东西的，若加入，就会
破坏茶的品位，从而影响茶的等级。周
密《武林旧事·进茶》记曰：“茶之初进
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尝之费，皆漕司邸
吏赂之。间不满欲，则入盐少许，茗花
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是其反证。虽
然苏轼接着就很豁达地想到了“人生
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但不
同地区之间饮茶方式上的区别显而易
见，并且在遣词造句中已经表现出对
建州茶品饮方式的崇尚。

到了宋代，煮茶法变成了点茶法。
点茶法，不管是散茶还是饼茶，都要先
把茶饼敲碎，放到茶碾或者茶磨里面
碾碎。当时贡茶的茶饼是研成极细的
粉末以后做成的饼，特别硬。因此需要
用一个比较特殊的碎茶工具，把茶饼
放在桶状茶臼的凹槽里，砸碎再拿出
来，碾成粉以后再筛细，接下来放在茶
罐里待用。茶粉做好之后，用汤瓶煮
水，水煮开了之后，把茶碗烫热。这道
程序相当于给茶具预热，利于把茶的
好品质激发出来，宋代点茶的茶碗预
热，其实还有一个效果，就是有助于在
用茶筅击拂点茶的时候容易起茶沫，
而且起的茶沫能够保持较长的时间。
茶沫退散后在碗壁上留下水痕，就有
印迹，所以斗茶又称“水脚一线争谁

先”，就是看谁的茶沫最后散退，最后露
出水脚，就说明谁是斗茶的赢家。

从文献角度来看，宋徽宗在《大观茶
论》里面写了七汤点茶法。把适量茶粉放
进茶碗，先少放一点开水，把它调成膏状，
然后再一次注水，茶筅击拂，再往里注水，
再击拂一会儿，一共要往碗里面注七次
水，而且每一次注汤的位置不一样，是从
碗壁上注还是从茶汤的中间注，击拂用劲
还是不用劲，都有不同；而且每一次打茶
汤时，手抓着茶筅用劲的程度，也是不一
样的。用这种七汤点茶法点出来的茶沫又
白又厚，还能够持续较长时间。

到了明代，饮茶方式变成了泡茶法，
直接泡饮散茶。开千古茗饮之宗，自此以
后，散茶的泡茶法成为人们主流的饮茶
方式。

饮茶最重要的就是茶具。茶具的发
展，历经一个过程。在唐代，陆羽《茶经》
设计煮茶法整套茶具二十四器推介清饮
的煮茶法使煮茶法成为唐代主流饮茶方
式，并使饮食工具的茶具开始了专门化
的进程。宋代文人使用并推介多种宜于
点茶法的器具，使点茶法成为宋代主流
饮茶方式，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使用多种
特质的茶具促进了茶具的专门化与多样
化，并为中国茶具历史留下独特的审美
情趣。

宋代末茶点饮技艺，从器、水、火的
选择到最终的茶汤效果，都很注重感官
体验和艺术审美，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
进程中有着独步天下的特点。陆羽《茶
经》论宜用茶碗之釉色以青瓷为上，以

“越瓷青而茶色绿”，故“青则益茶”，青瓷
能够映衬绿色茶汤，有中庸和谐之美。宋
代上品茶点成后的茶汤之色尚白，青瓷、

白瓷对其色都缺乏映衬功能，只有深色的
瓷碗才能做到，深色釉的瓷器品种有褐、
黑、紫等多种，宋代茶具选择了黑色釉盏
是受蔡襄的影响，他在《茶录》中断言：“茶
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
……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
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明代以茶叶泡为主流方式，茶具就以
壶杯为主。尤其是紫砂壶，由紫砂大家与
文人艺术家们共同合作而完善的紫砂壶
具，将文人情趣引入壶艺，使壶艺与茶道
艺相结合，成为中国茶道艺的代表性茶具
之一，开创了茶具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茶具之外，好的茶还要有好的水和
火。陆羽《茶经》讲“其水用山水上，江水
次，井水下”；宋徽宗《大观茶论》中有“水
以清轻甘洁为美”；苏轼《汲江煎茶》诗中
说“活水还须活火烹”……水和火要好，

首先是活水，清轻甘洁的水；活火是火力
强劲的火。苏轼还有诗句讲“且将新火试
新茶，诗酒趁年华。”在我们饮茶的水文
化里，唐代开始有刘伯刍评定了七种水，
排了座次。陆羽评定天下二十种水，也排
了座次。第一泉不一样，扬子江心水第
一，蒙顶山山门上有一副著名的对联，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都是讲
茶、水之美。

关于茶文化的内容还有很多，中国
文物文献中记录的茶历史、茶文化也不
计其数。就以《茶经》来说，南宋百川学
海本《茶经》，是集典籍与文物于一身的
典范。作为典籍，《茶经》对茶叶和茶文化
具有开创之功，它是中国第一部茶学百
科全书，一直以来被奉为茶文化的经典，
对中国以及世界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文献与文物中的茶饮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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