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丁藏茶枕内部构造

产品名称 雅丁藏茶枕内部构造

公司名称 石家庄科旭商贸有限公司

价格 .00/普通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礼让街36号联邦名都

联系电话 86-031189165384 15032620101

产品详情

雅丁藏茶枕内部构造： 这种保健茶枕其特征在于枕芯袋内设有二隔层，形成格栅，所述隔层将枕芯袋分
隔成左中右大小不同相邻的三个腔室，各个腔室内填充优质陈年特供藏茶。此外，茶枕设计的梯形渐变
圆弧结构：从6—13厘米高低渐变，适合不同人群使用，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睡眠要求。 雅丁藏
茶枕，利用格栅化处理，有效保证了枕头内藏茶的不易流动性，从而保证枕头久用不变形，枕用时可通
过藏茶的香味，使失去平衡的脏腑阴阳得以重新调整和改善，扶正祛邪，促进机体功能的恢复，达到防
病保健的目的。睡眠时枕于头项部，茶香萦绕，人如同睡在茶园，完全无毒副作用，从而达到绿色保健
作用。 茶叶文化： 我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
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
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
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
《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
》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
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
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
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
十七引作茗茶，载入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
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
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
，五曰医，六曰酉①。尚未见饮茶。......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
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
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 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
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
固误。《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尤误。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
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未普遍，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
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
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
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
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
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 区联邦名都 公司电话：0311-8916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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