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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学三分期看《中國茶書》历史地位 
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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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郑培凯先生和朱自振先生校勘的《中國茶書》，包含自唐代陆羽

的《茶经》至清代王复礼的《茶说》，汇集了共 114 种茶书，重新修订了很多细节。本书最

大的特点是“全”“准”“易”。这本书的出版是对中国古典茶学的一次系统性的总结，具有

集大成的意义。 

茶学与人类学相似，是一个以研究对象为核心的交叉学科，具有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文史哲学各个领域的特征。到了本世纪，这类交叉科学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共同特性是可

以很明显地分成三个阶段：古典学、近代学、现代学。古典学是对研究对象各种变体的收集

整理，属于类学研究。例如古典人类学就属于博物馆学（Naturalism）的一个分支，为博物

馆收集整理全世界各种民族群体的自然与社会文物。近代学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研究对

象进行分析探索，属于科学（狭义）研究。各个学科角度因为处在发展过程中尚不能全面审

视对象的整体，因此无法交流整合。例如近代人类学的四个分支：生物人类学、语言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彼此争议不断，分歧很大。现代学是

将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特征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从而归纳总结出内在核心规律，属于组学研

究。例如现代人类学就是基于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表型组的研究揭示人类群体多样性的系统性

规律。 

从这种科学史观的角度分析，中国的茶学也明显可以分为这样三个时期。虽然饮茶的习

俗有六千多年，但是很长历史时期中都没有茶业的学术研究著述。唐代陆羽撰写的《茶经》

无疑茶学的滥觞，开启了古典茶学的研究。古典茶学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直至西方科学

传入中国并在民国时期促发了一系列近代学在中国发生。“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 1934 年撰

写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并于 1939 年组建了复旦大学茶学系，标志着近代茶学的诞生。

此后茶学在陈椽、庄晚芳、王泽农等教授的开拓下衍生出了很多分支学科，并蓬勃发展。2019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茶道经》，从茶叶次生代谢组学、人类生理生化表型组学等全

角度综合分析茶叶的健康效应等各种性质，揭示茶叶分类背后的《易经》“三才之道”和《内

经》“阴阳六脉”的基本哲学规律，打通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原理。这无疑是向现代

茶学迈进的第一步。对于古典茶学和近代茶学的大量研究成果，总结和梳理是非常重要的学

术工作，我认为《中國茶書》和陈宗懋院士的《中国茶叶大辞典》分别可担此任。 

 

表 1 交叉科学的三分期普遍性规律以及对应的中国茶学发展历史 

实际上，中国茶学发展的三个分期中，研究者都有着一个最核心的一贯目标，那就是“茶

医学”。在古典茶学时期，研究者对茶的医疗健康作用一直有着感性的认识，并且不断深化。

其实甚至在茶学开创之前，国人对茶叶保健的认识就自古存在。近年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古

基因组研究和浙江马家浜文化时期茶作的考古学发现证明，神农时代的传说有着历史背景，

阶段 目的 方法 层次 茶学分期 滥觞 集成 

古典学 收集整理 类学 器物 唐代- 《茶经》 《中國茶書》 

近代学 分析探索 科学 技术 
1934 年 

1939 年- 

《中国茶业复兴计划》 

复旦大学茶学系 
《中国茶叶大辞典》 

现代学 归纳总结 组学 规律 2019 年- 《茶道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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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饮茶风俗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前。《神农本草经》虽然成书很晚，却有可能是长期口

传文本的记录。其中记载神农“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显示人们对茶叶医疗效果

的模糊混沌认知，仅仅笼统认为可以解百毒。因此在今本的修复版《本经》中其实也没有列

出茶叶，也没有证据认为古本中有茶叶条目。而茶学一开始就对茶叶的医疗功效有了更加清

晰明确的认识。陆羽在《茶经》中指出了茶叶功效的两个要点。1、茶叶的对症是各种淤堵

和组织缺水：“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

衡也。” 2、茶叶加工工艺是关键，影响到茶叶成为药物或者毒物：“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

矣。”这属于原始的收集整理，但是认知非常有高度。到了宋代，徽宗在《大观茶论》用“祛

襟涤滞，致清导和”这八个字高度总结了茶叶健康的关键作用：祛除累赘，洗涤淤堵，达到

清澈，引导平和。这其实就是中医治疗中最核心的追求：经络通畅。在《中國茶書》中细细

品读其它古典茶学的著作，还可以发现大量这类文字。 

到了近代茶学时期，茶叶的保健作用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揭示了茶叶健康的各种科学原理，并不断努力尝试突破片面认识，探索茶叶健康的整体性规

律。但是大量数据的积累并没有实现规律的突破，正如大数据研究中经常讲的那样，“数据

大”并不等于“大数据”，只有具有整体组织构架的大量数据才有大数据价值，才能挖掘出

系统规律来。屠幼英教授在其著作《茶与健康》中就明确指出茶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药食两

用植物，而系统地介绍茶与营养、茶与健康的关系已经是时代的需要。这一目标在《茶道经》

中第一次实现。《茶道经（译注）》首次揭示了茶叶健康的系统理论，用《易经》《神农本草

经》《黄帝内经》的核心原理解释六大茶类的各种性质，用茶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医

学、农学、地理学、气象学等知识来支撑中国经典哲学理论。指出六大茶类的区分，按照“灭

活”“反应”先后分“阴阳”，按照反应能量来源分“天人地”（辐射能、机械能、化学能），

即《易经》所说“三才之道”；这种性质贯穿茶叶的制作、存储、调饮和功效，特别在功效

上，根据“三才之道”对应于《黄帝内经》所述人体的三阴三阳经络，从而有精准对应的健

康和医疗效果；因此茶叶饮用选择上要符合《神农本草经》相须相使等原则，不可随意拼配，

也须对应时辰和节气，以时辰选种，以季节定量。这是现代茶学的开创之作，中国古典哲学

与现代科学的完美结合，中华文化在茶上成功实践的新高度。上海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茶

道经中英译注》，以全新的面貌将中国现代茶学推向全世界，也必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

向世界作出重要贡献。上海大学出版社的茶学系列出版项目也必将在茶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图 1 《茶道经中英译注》摘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