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三 课 The Beijing Teahouse
北京的茶馆

补充文化知识材料
1.	 中国的茶文化

	 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茶，茶被誉为“国饮”。俗话说，“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
茶”，这说明，茶不但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且“茶通六艺”，它与其他文化活动也密
切相关，这就逐渐形成了灿烂夺目的茶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茶道。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泡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
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古代众多
的茶道专著，尽管年代不同，流派不同，在泡饮技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一切行为都是为反映
茶的自然美，衬托茶的“鲜香甘醇”，绝不是单纯的表演。中国茶道讲究：		
	 水：要用甘甜、洁净、清鲜的天然水。

	 茶具：要使用名贵优质茶具，如江西景德镇的白瓷、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具等。

	 技术与方法：泡茶在茶叶用量、水温和冲泡时间上都有一定的要求，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冲
泡技巧。如绿茶以沸水冲泡，清饮为主；红茶多用沸水冲泡或在茶汤中加牛奶、白糖后饮用；花
茶用沸水稍凉再冲泡，以防香气散失。

	 汉族人的饮茶方式，有品茶和喝茶之分。大致说来，品茶重在意境，以品鉴茶的香气滋
味、欣赏茶色茶形为目的。品茶时要细饮慢咽，注重精神享受。以清凉、消暑、解渴为目的是喝
茶。汉族人饮茶，大多是清饮，方法就是将茶直接用滚开水冲泡，不在茶中加入姜、椒、盐、糖
之类佐料，保持茶的本色。很多少数民族饮茶时会在茶中加入奶、盐、酥油等。

	 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为唐代陆羽的《茶经》，该书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
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的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知识，开中国茶道的先河。陆羽也被称
为茶神、茶仙。

	 中国是茶叶大国，茶叶种类很多，最常见的有绿茶、花茶、红茶、白茶、乌龙茶、沱茶
等。现在全国能够叫得出名的茶叶就有一千多种。最受人们喜爱的名茶有：杭州龙井、苏州碧螺
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六安瓜片、恩施玉露、白毫银针、茉莉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
音、普洱茶。

2.	 北京的茶馆

	 在忙碌之后与三五个朋友相约一起，找一处环境清幽的茶馆，喝喝茶、聊聊天，真是一件
无比舒适惬意的事情。历史上，喝茶一直是北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北京的茶馆历来
就种类繁多、功用齐全、文化氛围浓郁，汇集了全国各地茶馆的特色。在这些茶馆里会客、谈生
意、下棋、听曲艺等，费用低廉，自由方便。

	 老北京的茶馆根据形式、功能的不同大致分为书茶馆、酒茶馆、清茶馆、棋茶馆、野茶馆
五种。

	 书茶馆：人们来这种茶馆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喝茶，而是要看艺人们的表演。在这里，
人们可以听到、看到传统的曲艺节目（如评书、北京琴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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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茶馆又叫茶酒馆，顾名思义，这是可以饮酒的茶馆。这种茶馆规模很小，适宜于小型
的聚会或请客。这种茶馆不预备菜，所以很多卖食品的小贩爱聚集在这种茶馆的门前兜售各色	
小菜。

	 清茶馆是专门卖清茶的地方。清茶馆里一般陈设比较简单，但十分雅致，喝茶所用的器
具也极为讲究，大多用盖碗。人们在这里评论时世、闲话家常，解决自己在生活中需要解决的	
问题。

	 棋茶馆和清茶馆类似。茶馆里的布置简单朴素，都备有棋盘，喜欢下棋的人可以到这里一
边喝茶一边下棋。

	 野茶馆，顾名思义，一般是设在郊外村野的茶馆，幽静而简陋。野茶馆可以给行人提供一
个可休憩的场所。

	 除了这五种茶馆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大茶馆。大茶馆集多种功能于一体，既可以喝茶，
也可以享受美食，欣赏曲艺，聚会畅谈。

	 当代北京的茶馆在继承古风的同时又善于吸收新的元素，推陈出新，使得古都的茶道不但
没有衰落下去，更增添了新的文化韵味。作为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之一，新型的茶馆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人。

	 提到当代北京的茶馆不能不提到著名的“老舍茶馆”和“五福茶艺馆”。

	 老舍茶馆环境典雅，陈设古朴，用的是清式的桌椅，充满了老北京的情调。男女服务员身
著传统的长衫、旗袍，提壶续水、端送茶点，穿梭不停。这个茶馆白天卖饭菜，晚上则有北京琴
书、京韵大鼓、口技、快板、京剧、昆曲等文艺表演。老舍茶馆的茶客来自全国各地，很多外
国人也到老舍茶馆感受老北京的茶馆风情。据说，老舍茶馆是从在前门卖二分钱一碗的“大碗
茶”起家的，所以至今该茶馆经理还在“老舍茶馆”的金字牌匾旁立著一个“老二分”的铜牌，
意思是不忘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该茶馆至今仍在前门设摊售卖“大碗茶”，以方便群众。

	 五福茶艺馆位于地安门大街，是改革开放以后北京最早的茶社之一，也是北京第一家引进
潮州功夫茶和台湾功夫茶的茶艺馆。五福茶艺馆遵照南方的饮茶习俗，茶具和茶叶与北方不同。
茶馆分两层，一层是茶叶店，出售各种茶叶；二层供客人饮茶。茶馆的环境布置极为幽雅，服务
小姐一律身着中式旗袍。喝茶的人在温馨高雅的氛围中一边品茶，一边欣赏茶道表演，别具一
格。

3.	 北京的饭馆

	 中国菜分为鲁（山东）、粤（广东）、川（四川）、湘（湖南）、闽（福建）、浙（浙
江）、徽（安徽）、苏（江苏）八大菜系。北京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在饮食文化上吸
收了各地饮食文化的精华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老北京菜以“鲁菜”为正宗，东兴楼、全聚
德、便宜坊都是以鲁菜为主的著名饭馆。有名的北京烤鸭就是鲁菜，保留了山东人喜食大葱、面
食的习惯。到了民国初年，淮扬菜（苏菜）、闽菜、浙菜开始大举进军北京。西长安街上有“长
安十二春”，因为它们的字号中都有一个“春”字，如同春园、淮扬春、庆林春等，南方菜一时
非常流行。

	 现代北京的餐饮业非常发达，汇集了全国各地的风味。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大小小的饭
馆有上万家之多。有特色的饭馆很多，例如，位于北京什刹海后海的孔乙己酒家是以鲁迅先生的
小说《孔乙己》命名的，经营地道的绍兴菜（浙菜），很有特色。喜欢吃素的朋友可以去有名的
功德林素菜饭庄，这里的菜肴以扬州风味为主，做工精细，清淡而不失美味。喜欢山东菜的朋友
除了去全聚德烤鸭店，也可以去萃华楼饭庄，它以经营山东风味的菜肴而著称，菜品讲究精致美
观、清香鲜醇。喜欢清淡口味的可以去北京五湘斋饭庄，那是一家江苏淮扬风味饭馆，以制作鱼
虾类菜品最为拿手，其糕点、小吃堪称一绝。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去尝尝马凯餐厅的地道湘菜。
如果想体验一下当皇帝的感觉，可以去北海公园里的仿膳，都说那里的宫廷菜很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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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的“洋快餐”

	 近年来“洋快餐”在中国发展很快，中国已是它们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1987年11月12日
中国的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在北京前门开业，它的老对手麦当劳不甘示弱，很快也杀入了中国市
场。这以后必胜客、棒约翰、艾德熊、赛百味等也先后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个饮食文化非常发达
的国家，洋快餐以其方便快捷、环境整洁优美的特点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些洋快餐店有的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而对产品进行了改进，逐渐本土化，从而快速发展。
如肯德基推出了适应北京人口味的老北京鸡肉卷、粥等食品。也有的洋快餐品牌因为不适合中国
市场的需要而被淘汰出局，如美国快餐之父艾德熊就因为不适应中国市场，无法吸引大众而退出
中国市场。洋快餐的蓬勃发展也给中国本土快餐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适合中国人口味的
中式快餐店在北京的各大商业街随处可见，如半亩园、和合谷、永和豆浆等。无论是洋快餐还是
中式快餐都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5.	 筷子

	 筷子是中国人特有的饮食用具。据史料记载，最早的筷子出现在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时
代。筷子的出现不仅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革命，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象征。经过岁月的磨练和时间
的洗礼，筷子不但没有被历史淘汰，而是慢慢地演化成一种实用与文化相结合的形式，散发出历
久弥香的气息。

	 看起来非常普通、简单的两根小细棒，却巧妙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长期使用筷
子，可以使手指灵活，头脑聪明，有益于身心健康。中国传统上的筷子，一般头是圆的，柄是
方的。这种上方下圆的设计不仅可以使筷子方便、灵活、适用，而且反映了中国古人“天圆地
方”的宇宙观。现在已经不注重这些了，而是更注重筷子的外观。

	 制作筷子的原料很普通，除了人们常用的竹筷以外，还有其他材质的筷子，如具有测毒功
能的银筷，美观环保的钢筷，色泽黑亮的乌木筷，朴素淡雅的冬青木筷，材质细密的楠木筷，
高贵典雅的檀木筷，等等。今天的筷子，已经不单作为一种就餐工具，而是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	
形式，代表着一种文明气息，出现在世人面前，成为研究、使用、欣赏、馈赠、收藏相结合的艺
术品。

	 筷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其使用方法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礼仪规范。筷子的使用
也有很多讲究，如：

	 (1)	 	在用餐前或用餐过程当中，将筷子长短不齐地放在桌子上，这种做法会被老人认为是	
失礼；

	 (2)	 	将筷子的一端含在嘴里，用嘴来回去吸，并不时地发出声响，这种行为是缺少家教的	
表现；

	 (3)	 	用餐时不可以用筷子敲击碗、盘子等餐具；

	 (4)	 	用餐时不能拿着筷子来回在菜盘里翻找或用筷子叉菜；

	 (5)	 	用筷子往自己盘子里夹菜时，不要将菜汤流落到其它菜里或桌子上；

	 (6)	 	用餐时不可以将筷子随便交叉放在桌上，这种做法是对人也是对自己的不尊敬；

	 (7)	 	帮别人盛饭时，一定不要把筷子插在饭中递给对方。这是用筷子的大忌，会被人视为大
不敬，因为按北京的传统，在为死人上供时才这样做；

	 (8)	 	无意间将筷子失手掉落在地上是一种严重失礼的表现。一旦筷子落地，按老北京的礼节
应该用右手捡起；

	 (9)	 将筷子横过来表示用餐完毕，晚辈和客人不可以先将筷子横过来放置；

	 (10)	一定不能用筷子指人，这是对他人的侮辱；

	 (11)	一副筷子不要分放在餐具的两旁，这是要与其他人绝交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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