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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专号(5z)

论坛特稿

论中国茶文化

——许嘉璐先生访谈录 ⋯⋯⋯⋯⋯⋯王 智 施由明(13)

茶文化研究

茶文化起源初探⋯⋯⋯⋯⋯⋯⋯⋯⋯⋯⋯⋯⋯⋯⋯赵建建(022)

柑普茶历史文化探微

——从一首新会童谣说起⋯⋯⋯⋯⋯⋯⋯⋯⋯黄伟亮(027)

19世纪上半叶的广州茶文化

——基于广州方言文献的考察⋯⋯⋯⋯⋯⋯⋯金桂桃(033)

云台山云雾茶与海州地区茶文化⋯⋯⋯⋯⋯⋯⋯⋯闰茂华(037)

作为传统博物之学的古代茶学⋯⋯⋯⋯⋯⋯⋯⋯⋯尹江铖(042)

社会史视域“茶谱系学”导言⋯⋯⋯⋯⋯⋯⋯⋯⋯⋯赵国栋(048)

茶具

茶盏与晚明的瓷器收藏风尚⋯⋯⋯⋯⋯⋯⋯⋯⋯⋯刘芝华(058)

吕派紫砂壶艺多元化创新研究⋯⋯⋯⋯⋯胡付照 王琛(062)

茶艺

宋代茶宴述论⋯⋯⋯⋯⋯⋯⋯⋯⋯⋯⋯⋯⋯⋯⋯⋯陈刚俊(068)

中国茶道在不同时期包含的精神奥义⋯⋯⋯⋯⋯⋯贾红文(072)



本专号总顾问：

何康许嘉璐

陈彬藩刘仲华

顾I'n-J：(姓氏笔划为序)
王镇恒

仓泽行洋f日本)

尹炳相f韩国)

叶惠民f香港地区)

冯骥才朱自振

许四海竺济法

肖 翔 乔木森

安于燮f韩国)

陈宗懋陈龙

张木良

周渝(台湾地区1

金裕信(韩国)

范增平(台湾地区)

赵丽宏侯军

程启坤寇丹

曹进

蔡荣章(台湾地区)

茶产业

贵州茶场标准化建设对江西生态茶场开发的启示

⋯⋯⋯⋯⋯⋯⋯⋯⋯⋯⋯⋯⋯⋯⋯⋯⋯⋯⋯⋯⋯吴凯雷(076)

不断改进良繁技术 促进无性系良种茶园发展

⋯⋯⋯⋯⋯⋯⋯⋯⋯⋯⋯⋯⋯⋯⋯⋯⋯龚学林徐凯明(080)

茶与经济

宋代榷茶制下的茶叶市场价格分析⋯⋯⋯⋯⋯⋯⋯陶觉逊(083)

论晚清中国茶业经济的盛衰⋯⋯⋯⋯⋯⋯⋯⋯⋯⋯何先成(090)

日本侵华对中国茶叶经济的消极影响⋯⋯⋯⋯⋯⋯陶德臣(093)

江西茶文化市场开放研究⋯⋯⋯⋯⋯⋯⋯⋯⋯⋯⋯李丽娜(103)

茶与旅游

论万里茶道旅游业开发⋯⋯⋯⋯⋯⋯⋯⋯⋯⋯⋯⋯尧水根(107)

全域旅游视角下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探析

——以黄山市为例⋯⋯⋯⋯⋯⋯⋯⋯⋯⋯⋯⋯甘飞云(111)

茶与文学

白居易庐山、九江茶事可书可演 ⋯⋯⋯⋯⋯⋯⋯⋯竺济法(116)

福建茶联集锦⋯⋯⋯⋯⋯⋯⋯⋯⋯⋯⋯⋯⋯⋯⋯⋯彭一万(119)

一首绝妙的茶寓言诗⋯⋯⋯⋯⋯⋯⋯⋯⋯⋯⋯⋯⋯周 昕(128)

茶与艺术

简论中国茶文化与审美⋯⋯⋯⋯⋯⋯⋯⋯⋯⋯⋯⋯王 欢(129)

我国的“茶邮票”⋯⋯⋯⋯⋯⋯⋯⋯⋯⋯⋯⋯⋯⋯⋯夏雨(134)

景观社会视角下的茶文化与摄影关系⋯⋯⋯⋯⋯⋯邹心平(135)

信阳茶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艺术解读⋯⋯⋯⋯⋯⋯⋯姜卫卫(142)



茶与宗教

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舒 曼(147)

“茶禅一味”的四重境界⋯⋯⋯⋯⋯⋯⋯⋯⋯⋯⋯⋯丁其志(158)

茶与一带一路

五峰渔洋关是万里茶道湖北段与羊楼洞并列的重要支点

⋯⋯⋯⋯⋯⋯⋯⋯⋯⋯⋯⋯⋯⋯⋯⋯⋯⋯⋯⋯⋯刘晓航(161)

浅谈茶与西域⋯⋯⋯⋯⋯⋯⋯⋯⋯⋯⋯⋯⋯⋯⋯⋯徐承炎(168)

茶与少数民族

布朗族茶文化词汇与茶文化历史变迁⋯⋯⋯⋯⋯⋯王仲黎(171)

蒙古族奶茶制作工艺考释及其现代调查研究

⋯⋯⋯⋯⋯⋯⋯⋯⋯⋯⋯⋯⋯⋯⋯⋯⋯王猛仪德刚(176)

茶书研究

论明代茶书与儒家思想⋯⋯⋯⋯⋯⋯⋯⋯⋯⋯⋯⋯蔡定益(182)

江志伊《种茶法》考释

——兼论清代茶叶种植技术的进步⋯⋯⋯⋯⋯虞文霞(190)

《青湾茶会图录》四题⋯⋯⋯⋯⋯⋯⋯⋯⋯⋯⋯⋯⋯冯 青(194)

解读《茶业研究》月刊⋯⋯⋯⋯⋯⋯⋯⋯⋯⋯⋯⋯⋯郑毅(198)

茶圣陆羽研究

小议“杼山”⋯⋯⋯⋯⋯⋯⋯⋯⋯⋯⋯⋯⋯⋯⋯⋯⋯范国荣(202)

国外茶文化

他者·嗜好·符号：英国文学中的茶文化研究

⋯⋯⋯⋯⋯⋯⋯⋯⋯⋯⋯⋯⋯⋯⋯⋯⋯李领娣刘 英(206)

对英国劳动阶层茶文化之深描⋯⋯⋯⋯⋯⋯⋯⋯⋯林有鸿(212)



虫屎茶和猫屎咖啡的文化内涵与融合 ⋯⋯包 威 万书霞(216)

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福鼎白茶农业文化遗产内容与保护开发对策

⋯⋯⋯⋯⋯⋯⋯⋯⋯⋯⋯⋯··朱世桂 田海涛 孙 欢(218)

辽宁地区少数民族茶俗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研究

⋯⋯⋯⋯⋯⋯⋯⋯⋯⋯⋯⋯⋯⋯⋯⋯⋯··张明娟 付 帅(223)

茶叶历史研究

以史鉴今知兴替古老茶叶话沧桑

——解读汉阳陵墓中出土的茶叶 ⋯⋯⋯⋯⋯⋯韩星海(228)

九江形成“贡茶祖庭”地位考⋯⋯⋯⋯⋯⋯⋯⋯⋯⋯杨学富(234)

古今白茶历史考⋯⋯⋯⋯⋯⋯⋯⋯⋯⋯⋯田海涛 朱世桂(239)

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皖江地区的茶叶生产⋯⋯⋯⋯董 明(244)

明代以来西湖龙井成为名茶的原因探析

⋯⋯⋯⋯⋯⋯⋯⋯⋯⋯⋯⋯⋯⋯⋯⋯··程雅倩彭光华(254)

抗战时期安化黑茶的产制与运销⋯⋯⋯⋯⋯⋯⋯⋯马俊恩(259)

茶人自传

以工匠精神从事茶文化学术研究

——30多年自学茶文化经历及体会⋯⋯⋯⋯⋯竺济法(266)

简讯

高式熊楷书《茶经》出版(197) 《农业考古》投稿声明(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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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No．5，201 6(General Serial No．147)Main Contents

On Chinese Tea Culture：an Interview with Mr．Xu Jialu ⋯⋯⋯⋯⋯⋯⋯WangZhi&Shi Youming(013、

A Review ofTea Parties in Song Dynasty‘·····⋯····⋯⋯········⋯⋯····-⋯··⋯·⋯·-··Chen Gangjun(068)

An Analysis on Tea Market Price under Monopolized Tea System of Song Dynasty

⋯⋯⋯⋯⋯⋯⋯⋯⋯⋯⋯⋯⋯⋯⋯⋯⋯⋯⋯⋯⋯⋯⋯⋯⋯⋯⋯⋯⋯⋯⋯⋯⋯⋯Tao Juexun(083、

On Rise and Fall of China’s Tea Industry Economy in Late Qing Dynasty ···············He Xiancheng(090、

Negative Impacts ofJapanese Invasion to China on China’S Tea Economy⋯⋯⋯⋯⋯⋯Tao Dechen(093、

A Research on Tea Affairs of Three Buddhist Characters in Lu Yu’s Tea Classic⋯⋯⋯⋯⋯Shu Man(147)

Haiyangguan Town of Wufeng County：an Important Pivot Between Tea Road in Hubei Province and

Yangloudong County⋯⋯-⋯⋯⋯⋯⋯⋯·⋯⋯⋯⋯⋯⋯⋯⋯⋯·-····⋯⋯-···-⋯⋯·⋯·Liu Xiaohang

Deep Description ofTea Culture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Lin Youhong(212)

Historical Study of Ancient and Modem White Tea ⋯⋯⋯⋯⋯⋯⋯⋯··Tian Haitao&Zhu Shigui(239、

Cause Analysis on Xihu Longjing Tea Becoming Famous Tea Since Ming Dynasty

⋯⋯⋯⋯⋯⋯⋯⋯⋯⋯⋯⋯⋯⋯⋯⋯⋯⋯⋯⋯⋯⋯⋯⋯⋯⋯ChengYaqian&PengGuanghua(254、

Production，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of Anhua Dark Te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Ma Jun’en(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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