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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編者的話

08-15 # 熱門 hashtag

hashtag 問世已經 10 年了，目前最受
歡迎的標籤包括 #NowPlaying、#love、
#FF，你知道這些標籤代表的意思嗎？

70-77 辯論準備：

臺灣是否應該廢除死刑

重大社會案件的發生，往往又會掀起死
刑存廢的討論，不論立場如何，都有其
理由與捍衛的價值。

16-21 喝茶成仙

「苦茶輕身換骨，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仙去。」原來喝茶可以「飛升上仙」？

28-31 夫妻臉

其實我們都是「看臉選對象」？

22-27 果醬

你吃的果醬天然嗎？如何從果醬的外觀
及包裝上瞧出端倪？

32-37 視障者的帶路天使—導盲犬

被稱為「視障人士的第 2 雙眼睛」的牠
們，有什麼不同於「常狗」之處呢？

38-45 與摩艾有約—復活節島遊記

尚是凌晨，天色未明，但我們已經拖著
行李走在智利街頭，只為搭上前往復活
節島的首班飛機。經過 6 個小時的飛行，
眼前終於出現綠色的大地。

46-51 公車旅行

用套票搭公車不僅方便，還有獎品可以
拿，趕快來看看活動辦法與路線圖吧！

52-57 頁岩氣革命

撼動世界局勢的頁岩氣是什麼？它能解決
現有的能源問題嗎？又將帶來什麼影響？

58-63 為什麼要學歷史？

想到歷史課，許多人可能馬上打起呵欠
來，除了穿越回到過去需要具備歷史知
識之外，讀歷史還有什麼用處？

64-69 伊賀忍者

活在影子世界裡忍者，雖然精通不可思
議的忍術，擁有超人般的能力，但是他
們的名姓卻鮮為人知，讓我們一起來揭
開他們的神秘面紗！

78-95 馬克白

馬克白：「大洋裡所有的水，能夠洗淨我
手上的血跡嗎？不，恐怕我這一手的血，
倒要把一碧無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紅！」

116-123 初衷╳願景

More then 5

96-115

蘇軾的詩詞作品有什麼魅力？我們經常
讀蘇詞，卻鮮少讀到蘇詩，你知道蘇軾
的詩對他的一生，有什麼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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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成仙

西元 8 世紀，陸羽《茶經》寫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成為第 1

部寫種茶、選茶、製茶和品茶等的「飲茶指南」；西元 16 世紀，茶經由絲路

從中國傳到歐洲，成為歐洲貴族的昂貴飲品，他們甚至將茶罐鎖在櫃子裡珍

藏，只有自己擁有鑰匙。時至今日，茶與咖啡、可可並列世界前三大無酒精

飲料，超過 20 億人口飲用。

事實上，茶除了被當成飲品之外，還有藥理、解酒、佐餐、養生、祭祀、

成仙等用途。咦，成仙？現代的養生專家常在書上、電視上佐以最新醫學研

究結果，大談喝茶的養生之道—可以養顏美容、減肥、降血壓、降膽固醇、

預防骨質疏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古人早已撇開這些「平凡」的功效，

喝茶成仙去啦！

漢代時，一群方士以先秦老莊思想為基礎，加上戰國時期以來的神仙方

術形成我們熟知的道教，他們的目標就是追求長生不老、羽化成仙。為了達

成這個終極目標，這群方士們想出了煉靈丹、製妙藥的方法來幫助自己，這

股風潮延燒至唐代都未能停息。但古人科學知識畢竟有限，常拿鉛、汞、金

銀這些有毒性的礦石來煉丹，服食之後，輕則危害人體，重則一命嗚呼。後

來隨著茶文化的發達，方士們發現茶的服食效果同其他草本藥餌 1一樣安全、

成本也較低廉，茶因而開始受到重視。

茶被列為成仙聖品可不是毫無根據，陸羽《茶經》便曾引南朝壺居士所

言：「苦茶，久食可羽化」；南朝文學家、醫學家，亦是道士的陶弘景在其《名

醫別錄》說道：「茗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壺居士、丹丘子、

黃山君三位是道士界的名人、名仙，他們既然為茶背書，勢必在界內引起追

隨者、其他道士們的注意，掀起服食茶餌的流行了。另外，宋代《太平廣記》

引自晉代《廣陵耆老傳》一篇〈茶姥〉記載：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

髮鬢滋黑。耆舊相傳云。晉元南渡後。見之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

將一器茶賣於市，市人爭買。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嘗減少。

吏繫之於獄，姥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

茶姥長生不老，最後更持茶器從獄中飄飄飛走，反映了茶濃厚的神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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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1：藥餌：可供調補的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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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成仙的風潮到了唐代，有了不同於肉體長生不朽的新意涵。唐代的飲

茶文化盛行，茶館林立，唐代的百姓喝茶喝味道；唐代的文人喝茶喝的是一種

「feel ing」，他們崇尚佛法，也談道家，當士大夫、僧侶、道士互相串門子，聊

這些文青話題的時候不配茶多無聊！茶除了是聊天的好夥伴，更成為文人口中一門

能夠提升心靈的美學藝術。陸羽《茶經》系統化整理出從選茶葉、挑水源的前置作

業，到煮茶方法、茶器欣賞及使用都做了仔細的說明。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當時

文人喝茶所追求的事—哥喝的不是茶，是心境。如果說以前的道士飲茶是為了輔

助自己的肉體羽化成仙，那麼唐代的文人飲茶為的是比肉體更高一層的境界，也就

是「心境成仙」，達到道家所謂無為、自然的逍遙境界。而陸羽在《茶經．五之煮》

告訴我們，藉喝茶修養心性的重點就在於煮茶過程中內心對自然的體會。若要當一

個唐代品茗文青，下列兩個要點須注意：

聽沸水聲：陸羽將水沸的程度分為三級：「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

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文青需細心聆聽，去分辨、感受聲音變化，方能領略

其中妙趣。

賞茶湯：當沸水逐漸停止時，須靜觀茶湯變化，在心中想像、體會一幅自然景象。

在此，陸羽提供了一些字詞形容，如：棗花、浮雲、積雪、青萍等；詩人白居易則

寫過「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的文句，以花浮形容茶湯，魚眼形容沸水。

古人是否真的藉喝茶成仙，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們將茶帶入文學、藝術、思想

之中，拓展、深化茶在文化中的角色，藉由煮茶過程中，靜觀茶湯幻變、體會心中

投射的自然景象，不僅是美的感受，亦是心的享受！

閱讀小提醒

在閱讀時可試著統整文中提及：茶的功效及用途為何？為什麼茶的功效還包

括「成仙」？喝茶成仙的風潮從漢代到唐代發生什麼變化？飲茶有何藝術鑑賞的規

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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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據前述文章回答下列問題。

Q 1 : 省思評鑑

（　）根據本文，下列何人可藉由飲茶，改善其身體的毛病？

 ( 1 ) 長期失眠，睡不好的茵茵

 ( 2 ) 有胃食道逆流症狀的媛媛

 ( 3 ) 因為貧血而易暈眩的青青

 ( 4 ) 體重過重導致三高的立立

Q 2：省思評鑑

（　）根據本文第 3 段，想長生不老的無涯子因服用過多丹藥而中毒身亡，若

以今日的醫學角度來看，他最可能被診斷出罹患什麼疾病？

 ( 1 ) 痛風

 ( 2 ) 糖尿病

 ( 3 ) 水俁病

 ( 4 ) 心肌梗塞

Q 3 : 省思評鑑

（　）作者在本文如何證明「喝茶成仙」真有其說？

 ( 1 ) 舉出醫學實例

 ( 2 ) 講述所見所聞

 ( 3 ) 引述典籍內容

 ( 4 ) 論文背書佐證

Q 4 : 擷取訊息

根據本文提及的〈茶姥〉一文，可知道茶姥的外貌隨著時間如何改變？

請作答：

問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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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擷取訊息

（　）下列何者不是陸羽《茶經》中所強調喝茶應注意的事項？

 ( 1 ) 煮茶水源

 ( 2 ) 茶葉品質

 ( 3 ) 沖泡技術

 ( 4 ) 品茶話題

Q 6 : 省思評鑑

（　）下列何者的功能與陸羽《茶經》相同？

 ( 1 )《從心理學談勇敢》

 ( 2 )《巴黎茶花女軼事》

 ( 3 )《淺談道家思想文化》

 ( 4 )《第一次釣魚就上手》

Q 7 : 統整解釋
（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為第 5 段的主旨？

 ( 1 ) 介紹唐代時煉丹技術的革新

 ( 2 ) 唐文人喝茶拉高到心靈層次

 ( 3 ) 講解陸羽所提出的煮茶方法

 ( 4 ) 對於美學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Q 8：統整解釋

換氣詩社舉辦了一場向唐代文人致敬的茶會，阿鵬喝了一杯包種茶之後有感而

發：「這茶讓我想到生命的無常。」社長說他的心得不符合唐代文青品茶的藝

術。根據本文，請問阿鵬不合格的原因為何？

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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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                                  

〈喝茶成仙〉全文分為 6 段，旨在介紹「喝茶成仙」此一說法的源由及情況。

作者在第 1 段、第 2 段指出茶作為飲品被使用的歷史及其他用途，接著才聚焦其中

較少為人聽說的用途：「成仙」。此舉不僅可使讀者了解茶一般的使用狀況，也能

使「成仙」在對比之下顯得不平凡，引起讀者的好奇心—原來除了作為飲品、解

酒、祭祀等之外，還能有成仙用途？

接下來，第 3、4、5 段則以時間為縱軸，介紹古人藉喝茶成仙的源由，並切

分漢唐之間方士文人飲茶之目的轉變：

藉由上方表格整理，讀者應可一目瞭然。作者實為釐清喝茶能助成仙的說法進

行探究，也希望枯燥的探究能引起讀者興趣。因此，他試圖用簡單的劃分法和輕鬆

的筆調告訴讀者成仙的層次有二—漢代喝茶是道士為了肉體羽化成仙；唐代文人

喝茶是為了追求心靈的境界提升。除此之外，簡單的探究也需要舉出例證，「苦茶，

久食可羽化」、「茗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等記載清楚指出茶與道

教的緊密關聯；陸羽《茶經》這本工具書不僅指導飲茶的前置作業和步驟，也指導

如何品茶。

如同末段所說，茶在中國文學、藝術等文化範疇裡扮演重要角色，讀者不能限

於成仙說法，而是要能在說法之外進一步探究其於文學、藝術中的角色，才能全盤

了解。

文本分析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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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時間 目的 主要飲茶原因 證據支持

第3段

漢代 肉體成仙

道士為了長生不老、羽

化成仙，服用較丹藥還

安全且便宜的茶

舉陸羽《茶經》、陶弘

景《名醫別錄》、晉代

《廣陵耆老傳》等典籍

記載第4段

第5段 唐代 心境成仙

文人為提升心靈及美學

藝術，達到道家所謂無

為、自然的逍遙境界

舉陸羽《茶經．五之

煮》喝茶養性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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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                                  

1 . 茶在中國古代是經濟作物嗎？請說說你的想法。

2 . 飲茶為什麼能變成一種談論思想的聚會？  

3 . 為什麼魏晉南北朝、漢代會流行神仙方術思想？

4 . 一起來認識世界各地的茶文化吧！

教學資源可至 Facebook「品學堂」粉絲團下載

https://www.facebook.com/wisdomhal l reading

品學堂

延伸閱讀關鍵搜尋                                   

文 章 李如珊〈跟隨唐人「將進茶」，杯莫停！〉

李開周〈宋朝人一不洗茶、二不蓋碗，還有帥氣男神表演茶湯拉花給你看〉
〈為什麼宋茶只有綠茶？〉

梁理中〈道教與茶文化之關係〉

周重林、李明〈林語堂：捧著一把茶壺，中國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質的
精髓〉

蕭麗華〈唐代僧人飲茶詩研究〉

陸坡〈喝茶看世界，東西方喫茶文化差異〉

Ting〈英國的，也是世界的：大英帝國與紅茶的全球史〉

康凱原〈一杯紅茶的代價〉

食好覓 j ia-home〈融入生活作息的英國茶文化〉

Alice、Ümran〈一天六杯土耳其紅茶〉

好運日本行〈【保存版】關於「日本茶」的徹底介紹〉

Ramble Taipei 漫步台北〈如何泡杯好茶？漫談台灣茶的歷史與文化〉

祝建材〈茶葉養生待客良品  天然解毒劑〉

好吃研究院〈好茶上手！初學者該如何選茶與泡茶？〉

石井克枝、賈克．貝呂塞（Jacques  Pu i sa i s）、坂井信之、田尻
泉〈揭開 5 種味覺的秘密！茶的苦澀竟是觸覺？〉

報 導

《茶經》、陸羽、三沸、茶文化、神仙思想關鍵字

影 片 YouTube 「台灣滌煩茶寮：宋朝人怎麼喝茶？你絕對想不到」

「『想找茶？來天龍國找我吧！』- 臺灣世界史 第 7集」

《偵茶事務所》系列影片

「《一日系列第三十六集》喝茶簡單做茶難，邰哥能做出好茶嗎」

「每日一冷：看英國人泡茶 透露的階級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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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華葳
國立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  
尹書田教育講座教授

鄭圓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教授

江雲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陳昌明
國立成功大學  中文系特聘教授    

曾任   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郁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教授
PIRLS 2021臺灣研究團隊計畫主持人

陳明蕾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 究所副教授

許育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教育部師培聯盟國語文教學研究中心主持人

葉丙成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向鴻全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王乾任
評論工作者＋文字變現力講師

鄭國威
泛科知識公司知識長暨共同創辦人

藍偉瑩
均一師資培育中心執行長

王政忠
夢N總召集人

宋怡慧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圖書館主任

張文銘  

臺中市立光德國中  國文教師
Super 教師
教育部閱讀推手

張萬春  
雲林縣北港鎮建國國中  國文教師

陳光鴻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數學教師

陳信成
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國文教師

陳珮汝
臺北市立興雅國中  國文、閱讀推動教師

裘旼旼
桃園市立中壢國中  國文教師

賴靜慧
彰化縣立二水國中  國文教師

簡鈺珣
臺中市長億高中  國文教師
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國文組輔導員

初
衷
願
景

     對 我 們 來 說 ， 「5」 不 只 是 一 個 客 觀 上 物 理 時 間 的 數字，它

還包含了在這段時間裡與各位讀者發生的各種大小事：編輯們爭

執過的討論會、各地熱情的工作坊邀約、老師們在現場操作了無數

次的實體教學、同學在教室裡面對評量的沉吟苦思、親子夜裡與週

末的共讀時間⋯⋯。教育改變非一朝一夕之功，除了團隊自我的精

進，也仰賴各路讀者一直以來的支持。我們，非常感謝！

       5 年對一個刊物來說並不容易，這是編輯與讀者們點滴努力累

積起來的共同成果，我們希望與各位分享如此的喜悅與榮譽。「5」

非但是此一階段的紀錄與回顧，也是未來在推動閱讀素養工作：教

材規劃、教學設計與評量研發，持續精進的基礎。More than 5！再

次感謝你們的支持及祝福，也誠摯邀請各位在未來的學習與改變裡，

和我們一起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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