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豫之门鉴宝联系报名电话

产品名称 华豫之门鉴宝联系报名电话

公司名称 河南华豫之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件

规格参数 华豫之门:200

公司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东三街天下收藏南区

联系电话  19522396038

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鉴宝报名 、鉴宝时间，鉴宝方式：天下收藏古玩街（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东三街）。

华豫之门名师讲堂

宋代饮茶文化较为兴盛，有几个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无论是商业、农业，还

是手工业，都较前朝有了很大进步。北宋都城汴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北方的交通要道

，所以成为闹市，也是居民的集中地，其繁华程度可以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窥见一二

，城中茶坊、酒肆等娱乐场所鳞次栉比。北宋是我国茶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茶叶作为当时重要

的商品，其种植范围较前朝更大，茶叶产量不断增加，制造业也更为严格和细致。这一发展与宋代社会

的饮茶风气、统治阶级的提倡、市场的繁荣、商品经济的活跃、茶叶植造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宋代茶

业的发展，说明饮茶文化已成为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饮茶文化的兴盛还得益于当时的茶政制度。当时，国家针对茶叶生产、贸易、税收等制定和颁布



了一些规章制度和法令政策，比如榷茶制度和边茶互市政策。受市茶制度、牧民生活习性等影响，饮茶

文化也极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欢迎。梅尧臣曾指出：“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

不宁。”因为当时推行的榷茶制度和边茶互市政策获利较丰，所以宋代国库也较为充盈。宋朝在制约边

疆的同时也稳定了与边疆少数部族的关系，这为茶叶贸易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宋代饮茶文化中具代表性的习俗莫过于斗茶了。斗茶并非无端产生，而是由品茶演化而来，是在逐步饮

茶、品茶的过程中，基于人们对茶文化的热爱及丰富的想象和实践演化而成的。北宋蔡襄的《茶录》中

记载：“斗茶之风，先由唐代名茶、南唐贡茶产地建安兴起。”由此可知，斗茶是在贡茶兴起后才出现

的。

斗茶又称“茗战”，是用来判断茶品质优劣的一种重要仪式，先应用于贡茶的品味、选送以及市场价格

的竞争。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的其中两句诗词“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便记述了

斗茶的历史起源。宋代绘画中也经常可见斗茶场景。例如南宋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图一）就为我

们描绘了市井中茶贩斗茶的真实一幕。斗茶早见于以产贡茶而闻名的建州茶乡—建安县，当时唐代还未

将建安茶纳入贡茶之列，唐朝当时的贡茶地是浙江长兴县的顾渚村。除了种植环境外，交通便利也比较

重要。种茶地若离运河和国道较近，茶叶则能很快送至京城。当时地处偏远的建安，显然不在可选择的

范围之列。但因建安气候温和，适合茶叶生长，茶质优异，茶叶采制时间早，尽管交通不便，后唐及五

代十国时期统治者仍选择建安作为贡茶之地。很显然，宋代也延续了前代选择，当时欧阳修有诗词记载

“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说明京师与建安虽然相隔千里，但是京师人每年三月都能喝到新茶

，又因进贡需要，建安当地茶叶的生产发展与制茶技术随即达到。后来带有皇家色彩的贡茶“龙团凤饼

”问世后，建安茶便名冠全国。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记载：“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

，名冠天下。”贡茶中的龙凤团茶由丁谓始创，后经蔡襄精制，改造成“小龙团饼茶”后更得皇室珍爱



。因为其专贡皇室，所以别说普通百姓，就连百官大臣也并不多见。小龙团茶尤为金贵，当时还有句俗

语叫“黄金可得，龙团难求”。由于当时团茶需要进贡，建安之地的斗茶之风也为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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