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经  

  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陆羽撰。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桑苎翁，复州竟陵人。上元初，隐于苕溪。

诏拜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并不就职。贞元初卒。事迹具《唐书·隐逸传》。称羽嗜茶，

著经三篇。《艺文志》载之小说家，作三卷，与今本同。陈师道《後山集》有《茶经》序曰：

陆羽《茶经》，《家书》一卷，毕氏、王氏书三卷，张氏书四卷，内、外书十有一卷，其文繁

简不同。王、毕氏书繁杂，意其旧本。张书简明，与家书合，而多脱误。家书近古，可考正。

曰七之事以下，其文乃合三书以成之，录为二篇，藏于家。此本三卷，其王氏、毕氏之书欤？

抑《後山集》传写多讹，误三篇为二篇也。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

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

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

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

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出《四库总目提要》  

陆羽故里 

  “古亭屹立官池边，千秋光辉耀楚天。明月有情西江美，依稀陆子笑九泉。”这是清朝人

写的一首怀念陆羽的诗。  

  陆羽，出生于天门，生活在唐朝时期，他撰写的《茶经》，对有关茶树的产地、形态、

生长环境以及采茶、制茶、饮茶的工具和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

著。《茶经》成书后，对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陆羽被后世尊称为“茶神”、“茶圣”、“茶

博士”。  

  天门至今还有不少与陆羽有关的遗迹。相传，陆羽出生不久就被遗弃，被一群大雁所庇

护，后来被一位名叫智积的和尚收养。智积喜欢喝茶，陆羽经常为他煮茶。经过长期的煮茶、

品茶实践，陆羽终于煮出了好茶，以至于非陆羽所煮茶智积不喝。现天门市保存有一座“古

雁桥”，传说是当年大雁庇护陆羽的地方。镇北门有一座 “三眼井”，曾是陆羽煮茶取水处。

井台旁边有一块后人立的石碑“唐处士陆鸿渐小像碑”，碑上刻着陆羽坐着品茶的情景，颇有

韵味。陆羽亭建于清朝，后毁于兵燹。解放后重建为双层木质结构，呈六角形，精巧典雅。

置身其间，抚亭浥泉，品茗饮茶，十分令人流连陶醉。位于竞陵西湖之滨的陆羽纪念馆，包

括陆羽故居、纪念陆羽的古迹、陆羽茶事活动等建筑群，游览该馆，可以获得陆羽事迹和传

说的许多信息。  

  陆羽(733 年～804 年)，外号茶仙或茶圣。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 陆羽，

字鸿渐，又号「茶山御史」。  



 

  专 长：艺术创作 唱歌  

  擅长乐器：吉他 键盘  

  最喜欢的电影：《辛德勒名单》  

  最喜欢的歌曲：《I WILL ALWAYS LOVE YOU》  

  最崇拜的人：爱因斯坦  

  最喜欢的运动：篮球、游泳  

  最喜欢的食物：苹果，长江肥鱼  

  最喜欢的颜色：绿色  

  最喜欢的地方：三峡  

  口头禅：不是吧  

  愿 望：在海边居住  

  理想对象：温柔、自立  

个人经历 

  1997 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药学本科班  

  2000 年获得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翻唱大赛获得铜奖。  

  2002 年参加内地原创歌曲大赛，获得优秀创作奖。  

  2003 年从湖北宜昌某国营医疗单位辞职，签约广州胡力音乐工作室，专职从事音乐创

作及歌手。  

  2005 年参与广州著名音乐人胡力《狐狸爱上熊》专辑的制作和宣传（企宣），参与部分

歌曲和声，获得良好反响。  

  2005 年 12 月 28 日首次参加中国移动彩铃唱作大赛广东省赛区总决赛，获得最佳原创

歌曲奖！  

  2006 年伤感情歌《秋天不回来》红遍互联网，也使歌手王强一举成为网络红人。  

  《秋天不回来》在百度流行金曲排行榜，十周排名第一。  

  最新单曲  

  你把爱情给了谁 

第八章 风土人情 

 



 

一种普遍、实用以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演奏风俗。这种吹打乐被广泛应用于当地民间的婚

丧嫁娶以及各种庆典、劳动和节庆活动中演奏，同时会配合舞蹈等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枝江

民间吹打乐共分为两种，分别是由打击乐器所组合演奏的“粗乐”以及在打击乐器演奏中加入

唢呐、笛子、二胡和京胡等吹奏与丝弦乐器的“细乐”，其中粗乐被称为武场，而细乐则被称

为文场。 

第九章 历史事件 

 

夷陵之战 

百科名片  

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是三国时期蜀汉君主刘备对东吴发动的战役，三国

“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221 年七月，也就是刘备称帝 3 个月后，立刻以替大将关羽报仇为

由，挥兵东征，气势强劲。东吴国君孙权立即以陆逊率军应战，陆逊用以逸待劳的方法，阻

挡了蜀军的攻势，更在 222 年八月彝陵一带打败蜀军。 

 

简介 

  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夷陵猇亭之战。爆发于蜀汉章武元年（221 年），

结束于蜀汉章武二年（222 年），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和蜀汉（刘备）为争夺战略要地

荆州南部五郡（南郡、长沙、零陵、桂阳、武陵）而进行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

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 夷陵之战是三国史上三大战役之一,这三大战役就是官

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概况：  

  战役名称 夷陵之战、彝陵之战、猇亭之战 

    战役时间 蜀汉章武元年至章武二年（西元 221 年—222 年） 

    战役双方 昭烈帝刘备（蜀汉）、都督陆逊（孙吴) 

    兵力投入 蜀汉军约六七万、孙吴军约十万左右 

战役趋势 刘备先胜后败、陆逊先败后胜 

    战役结果 刘备大败，几乎全军覆没、逃往白帝城 

  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蜀汉、孙吴之间争夺荆州的重要战役，蜀汉的惨败导致蜀汉永远失

去了荆州。此战因交战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史称夷陵之战；又因最后决战于猇亭（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