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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识茶”就是认识茶，是与“制茶”、“泡茶”相对应的名称。
识茶除了用眼识，还要用口尝、用鼻嗅、用触感。
而这些对茶的认识除了用于市场上的买卖之外，重要的还在于享用，所以“识茶”尚包括了“评茶”
、“赏茶”的内容在里面。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茶道入门》，其第一阶段就以制茶、识茶、泡茶三书为主。
第一本虽命名为《茶道入门三篇——制茶、识茶、泡茶》，但以“制茶”为重心，第二本名为《茶道
入门——泡茶篇》，第三本名为《茶道入门——识茶篇》，都是进入“茶道”领域的三本基础资料。
从第一本书起，我们就强调，当我们在谈论“制茶”、“识茶”与“泡茶”时，是以“茶道”为立足
的基础的，所以才在每本书名前冠以“茶道入门”。
《识茶》这书是要大家在看了某批茶之后，就能深知该茶的种种，包括它的类型与质量，接下来的“
喝”只是印证而已。
这有如“相人”的本领，初看先了解是男是女，是婴儿、幼童、青少年、壮年还是老年，进一步再从
肌肉、肤色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再从他的面貌了解他的人缘，再从他的举止、言谈了解他的性格与命
运⋯⋯即使不从事相命的工作，每一个人在待人处事一段时间后也会多少具备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从“识人”回过头来看“识茶”，识茶的经验比“识人”不易获得，所以有一本书比较方便。
识茶要包括世界上的各种茶，包括各种不同的类型与质量，否则在相互比较时会有误区。
而且不能仅就接触到的茶样个别叙述，应从“茶”产生的原理与途径了解起，然后以大家常见的“成
品茶”作例子，如此才能让大家对茶有个全面性的认识。
本书还将“识茶”的终极目标放在“茶汤”上面，因为我们是以“茶道”为主体的基点。
将目标放在茶汤时，就牵涉到了从“成品茶”到“茶汤”的表现手法，这会增加“识茶”上的复杂性
。
但如果省略掉了这个层面，“茶”只是一项物质而已，我们享用的是“茶汤”，我们欣赏的是“茶汤
”，我们从“茶道”获取的思想、美感是大部分透过“茶汤”而来，所以我们要以“茶汤”做为“茶
”这项媒体的终极表现形态。
油画颜料不是艺术，以它完成的绘画才是作品。
钢琴不是音乐，以它演奏出来的作品才是艺术。
从“成品茶”到“茶汤”要透过“泡茶”的手法，这虽然已是属于《泡茶》的领域，但在“识茶”时
，我们必须理解泡茶手法会将“茶”塑造成什么风格、怎样质量的作品。
这有如我们在“识人”时，应留意到此人所受的学校与家庭教育，以及目前他所处环境给他的影响。
“识茶”的谈论方式以及对“识茶”的态度都是作者从事三十年茶叶、茶具商品买卖与茶道体认、茶
道教学上的心得，其中一定有许多错误或不成熟的地方，敬请各界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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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喝茶之前我们希望对茶有个七八分的了解，既包括类型方面的了解，也包括质量方面的了解。
本书从色、香、味、形、嫩度、品种、叶底等方面详细地解读了茶之间的差异，还将对茶的认识延伸
到泡好的“茶汤”上，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和欣赏所有的茶。
    本书适台高等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茶文化相关科系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也是茶叶、茶道爱
好者学习泡茶品茗之使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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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荣章，台北陆羽茶艺中心创办总经理(1980～)。
陆羽茶学研究所所长、福建漳浦天福茶学院教授兼茶文化系系主任。
于1983年创设泡茶师检定制度、1990年创设国际无我茶会。
并从1980年起主编《茶艺》月刊至今。
主要著作有《茶道教室——中国茶学入门九堂课》、《无我茶会18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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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识茶的意义　一、识茶包含哪些内涵　二、识茶目的  　（一）识茶目的之一——制造好茶　  
（二）识茶目的之二——增强品茗能力　三、识茶是“茶道”艺术性的核心第二章  识茶与品茗　一
、识茶与品茗的差异　二、从不同角度，翻来覆去地诠释一种茶　三、尊重茶的个性第三章  影响“
识荼”正确性的因素　一、茶汤的浓度　二、泡茶的用水　三、泡茶的水温　四、泡茶的方法　五、
冲泡器的质地　六、识茶者的健康状况　七、识茶者的饮食习惯　八、识茶者的专业能力　九、识茶
者的官能鉴定能力　十、识茶者判断事物的客观性第四章  识茶的途径　一、属于茶叶风格的部分  　
（一）色，从汤色的不同来解读茶叶　  （二）香，从香型的种类来解读茶叶　  （三）味，从味道的
差异来解读茶叶　  （四）形，从揉捻的轻重来解读茶叶　  （五）嫩度，从茶青成熟度来解读茶叶　  
（六）品种，从茶树品种之不同来解读茶叶　  （七）环境，从茶树生长环境之不同来解读茶叶　  （
八）时间，从成品茶的年龄来解读茶叶　  （九）叶底，从泡开之茶叶印证各项事实　二、属于茶叶
质量的部分　  （一）地理环境　  （二）采摘部位　  （三）采制季节　  （四）制茶气候  　（五）采
摘时辰　  （六）树龄　  （七）施肥情形与病虫害防治　  （八）制茶技术　  （九）后熟的处理　  （
十）枝叶连理的影响　  （十一）储存的条件第五章  茶叶分类名称的形成　一、因发酵程度之不同而
分　二、因成茶色泽之不同而分　三、因市场需要而分　四、因采制季节之不同而分　五、因“制成
品”之不同而分　六、因“成品茶”形态之不同而分第六章  茶叶产品名称之由来　一、因产地而得
名　二、因茶树品种而得名　三、因茶汤颜色而得名　四、因典故而得名　五、因成品茶外形而得名
　六、因加工的方式而得名第七章  大类别的认识与小类别的欣赏　一、大类别中的小类别　二、茶
的不定性　三、茶叶欣赏的自由创作空间第八章  茶“商品标示”的方式　一、“规格茶”的做法　
二、“标示茶”的做法第九章  浴火重生，谈茶的生命　一、从泡茶、品饮看茶之美　二、“茶”的
生命礼赞第十章  古人“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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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七、识茶者的饮食习惯1、偏食与体质要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识茶能力精准呢？
除了前面所述及的，如理解茶树的种植、茶的制作、茶的冲泡以及身体的健康⋯⋯以外，还要注意自
己的饮食习惯，切忌偏食。
不论“饮”或“食”，只要一偏食，很容易造成身体对某些香味特别敏感，对某些香味又有先天性的
不喜欢，甚至于到达排斥的地步，这是长时间造成的，已成体质特征的一部分。
如果是先天性体质的关系，如对寒性的食物不能适应，就要多摄取暖性的食物，使自己在接触较寒的
茶香、茶味时，不会畏惧而产生不公平的判断。
2、短时间的饮食偏差只要有了均衡的饮食习惯，生理的健康又没有缺失，短时间的饮食偏差并不会
造成“识茶，，上的错误。
如偶尔吃了辣味，喝了酒，只要休息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味觉、嗅觉调整过来。
但如果是习惯性的、常态性的嗜食辣味以及酒精饮料，对某些细微的茶香、茶味就无法分辨了。
3、各类茶都得喜欢上述的不得偏食，也包括饮茶的种类，什么茶都要喝，都要喜欢喝，不论是绿茶
还是红茶，不论是白茶还是黑茶，也不论是生还是熟。
否则久了以后也会产生体质上的偏差，对某类茶特别觉得亲切、好喝，对某些茶则不自觉地有排斥感
，形成“识茶”上的一大障碍。
八、识茶者的专业能力这里所谓的识茶者的专业能力是指在“茶学”领域的专业能力。
至于识茶上的“官能”能力留待下节再说。
跟识茶有关的茶学专业包括茶树品种、茶树种植、茶青采摘、茶叶制造、成品茶储存、商品行销、成
品茶冲泡、茶汤品饮与叶底审察等，也就是第二章第二节“识茶六个层面之内容要项”表格所明列的
那些项目。
因为有了这些基本知识，当您看到成品茶或茶汤的某一现象时，才能完全理解其所代表的意义，也就
是才能识得透。
例如同样的二批球形乌龙茶，外形揉成的形状与紧结度差不多，发酵、焙火、茶青老嫩、枝叶连理的
情形也都不相上下。
开汤后(也就冲泡后)，两杯茶汤的颜色一模一样，分析至色相、明度、彩度，也都极为一致，喝在嘴
里，强劲度、稠度都在同等领域之内，但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是不同的两种茶。
最后才从泡开的叶底观察到：原来是两样不同的茶树品种。
当识茶者品饮到茶汤的苦涩，他必须有能力分辨这苦涩是属于制作上的缺失(如萎凋时的积水)，还是
属于品种的特性，或是茶汤浓度超过使然。
当识茶者品饮到极高的香气与极强的甘度时，他要知道这是茶叶本身发放出来的还是制作时加以调香
调味的。
这些识茶内容都必须依赖对茶商品的专业能力才能办到。
九、识茶者的官能鉴定能力1、官能鉴定这里所说的“宫能鉴定”是沿用评茶上的术语，意指使用人
的感官来从事成品茶的质量鉴定，是相对于使用仪器，从事物理与化学性的鉴定而言。
鉴茶的感官包括了嗅觉、味觉、视觉与触觉。
我们日常生活上的识茶与赏茶，虽没有评茶那么严肃，但基本的途径与要领是一致的。
识茶与赏茶所使用的也是人体的感官，也是嗅觉、味觉、视觉与触觉。
2、茶质量元素之识别与记忆想透过感官将“识茶”、“赏茶”做好，除了前面章节所说的专业知识
与健康之外，还要训练自己对茶形、茶色、汤色、香气、滋味、叶底等各种状况及组成元素的识别与
记忆。
识别就是分析而后认识清楚，如外形的紧结度与条索的紧结度、翠绿与砂石绿、花香与青味、收敛性
与涩感、柔软与麻布感⋯⋯分析得愈细，愈清楚，就表示对茶的专业知识愈丰富，因此也让自己更容
易记忆。
记忆是识茶稳定度很重要的一种能力，而稳定度又是识茶、赏茶、评茶绝对必要的一种修养，所谓“
心中有把尺”，这把尺是不锈钢制的，不能忽而长忽而短，如今天对甲种茶说这样的香气已是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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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无意中喝到了甲种茶却说其香气只是差强人意而已。
3、不当水温、浓度下的评鉴在衡量一种茶样时，为充分了解该茶的特质，最好是以不同的冲泡方式
，尤其是不同的水温，不同的浓度表现看看，让我们知道在高过它所需要的水温或是低过它所需要的
水温时，它的成分溶解组配如何；让我们知道它的浓度在超过标准多少时，或是低于标准多少时，方
达到人们不喜欢的地步。
有了这些前后左右的理解，对该种茶的评估就比较有把握了。
有些茶的强劲度不大，将它泡得再浓，也感觉不出什么苦涩，所以这类茶被称为很好泡的茶，但从识
茶与评茶的立场而言，应从这泡茶的茶汤稠度来界定它的标准浓度，也就是以茶汤嚼之有物的感觉来
衡量是否已浸泡到适当的浓度，再以这样的茶汤来理解各种香、味与特质。
也有些茶的强劲度比较厉害，于是有人将其泡得偏淡一些，使喝来不觉得太过苦涩，这样的茶汤，我
们也要从茶汤稠度未达标准来调整对它苦涩味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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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道入门:识茶篇》适合高等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茶文化相关科系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也是
茶叶、茶道爱好者学习泡茶品茗之使用书籍。
“识茶”就是认识茶，是与“制茶”、“泡茶”相对应的名称。
识茶除了用眼识，还要用口尝、用鼻嗅、用触感。
而这些对茶的认识除了用于市场上的买卖之外，重要的还在于享用，所以“识茶”尚包括了“评茶”
、“赏茶”的内容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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