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夷茶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武夷茶话>>

13位ISBN编号：9787506290517

10位ISBN编号：7506290510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北京世图

作者：林治

页数：1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夷茶话>>

前言

武夷山是世界文化和自然文化双遗产之地。
世界“双遗产地”全球只有九处，武夷山以其碧水丹山、奇峰佳茗和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而著称
于世。
自古有“看景不如听景”之说，但旅游界的资深人士却认为“武夷山是我国少有的几处，看到的比听
到的更美的美景”。
古人评山时说：“山不峻不美”——武夷山36峰，峰峰峻拔，奇石峭立，美不胜收；“山不断不奇”
——武夷山99岩断崖壁立，怪石嶙峋，奇秀无比；“山无林不幽”——武夷山茂林被岗，古木森森，
幽篁连云；“山无水则无灵气”——武夷山的群峰与九曲清溪相依相偎，“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
”，丹山碧水，交相辉映，融为一体。
无论春夏秋冬，或是清晨黄昏，也无论风霜雨雪相随，还是彩霞皓月相伴，武夷山都充满生机，饱蕴
灵气，所以人们赞之日：“武夷山有华山之险，泰山之雄，青城之幽，桂林之秀，黄山之奇。
”凡是到过武夷山的人，无不被玉女峰之清丽、大王峰之雄奇、三仰峰之高旷、天游峰之巍峨、接笋
峰之险峻、桃源洞之幽玄、九曲溪之妩媚所陶醉。
武夷山不仅是风景名山，更是历史文化名山。
古人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武夷山不仅有“仙”，而且有“佛”、有“圣”。
道教北宗五祖之一吕洞宾、南宗五祖之首白玉蟾、道教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张三丰、铁笛道人等均曾在
武夷山长期修炼，这些人可谓是“仙”；唐代的扣冰古佛、宋代的道谦和尚、清代的铁华上人均曾在
武夷山开坛授徒，弘扬佛法，这些人堪尊为“佛”；北宋婉约派词宗柳永、南宋理学家朱熹、清代大
儒杨时和王阳明都曾在武夷山盘桓流连，或聚徒讲学，或抚琴著书，这些人都称得上是“圣”。
有仙、有佛、有圣，所以武夷山被道家尊为“升真元化洞天”；被佛家尊为“三大禅宗圣地之一”；
被儒家尊为“道南理窟”、“闽邦邹鲁”。
在武夷山“儒释道”三教文化兼容并包，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相互促进，高度发展，所以当代著名
历史学家蔡尚思在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时总结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武夷山不仅是风景名山，文化名山，同时还是茶叶名山。
虽然民间有“灵山秀水，必产奇茗”之说，但是一般的产茶名山都只产一种名茶，例如西湖狮峰龙井
、黄山毛峰、庐山云雾、君山银针、蒙山甘露、霍山黄芽、车云山毛尖等，而武夷山不仅是红茶和乌
龙茶两大茶类的发祥地，更被誉为“中国茶树品种大观园”，仅仅武夷岩茶就有千余种名丛，其中以
中国茶王“大红袍”最负盛名。
我自幼爱喝茶，1969年到武夷山茶乡插队以后，更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泡茶可修身养性，品茶如品味人生，嗜茶能“延寿三十年，快乐每一天”。
这四十年来，我的工作不断变动，务农、做工、任教、从政、为文，但是无论走到哪里，茶都是我“
穷通行止常相伴”的良师益友。
每想到武夷茶带给我的健康、快乐和禅悦，我的内心便涌起激情，有一种想要写作的骚动。
十年前，我就曾写过一本《武夷茶话》（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发行），如今十年过去
了，我又根据自己对武夷茶和武夷茶文化的新认识，从新视角来重写《武夷茶话》。
十年，整整十年啦！
这十年里我不知又品味了多少武夷茶，也不知又感怀过多少次武夷山的月圆月缺，花开花落。
十年里我总是努力着，试图把武夷茶融入自己的生命之水，然后为读者奉上一盏充满心香的佳茗。
如今新版的《武夷茶话》即将付梓了，我却诚惶诚恐，不知这盏“新茶”沏泡得合不合读者的口味，
谨此借用一句唐诗试问新老茶友：“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皓首难穷，武夷岩茶能解语通灵，妙不可言。
本人才疏学浅，主要凭着对武夷山的热爱和对茶的痴情来写《武夷茶话》，疏漏差错一定很多，在日
益物化而又匆忙的当今之世，我依然期盼着读者诸君在百忙中抽空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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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丁亥中秋节，窗外明月又圆了，但隔着厚厚的云层。
杯里茶还热着，清香溢满书斋。
天上的明月了不可得，乌云蔽月时连月光也了不可得，只有桌上的热茶是自己的，只有茶香是自己的
。
热茶易冷，茶香易逝，请用心细细品味吧，别让茶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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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夷茶话》从茶史、茶性、茶趣、茶艺、名人、茶话、市场等七个方面，条分缕析，全面系统
地论述了武夷茶的产销历史、品质特性和品饮技法。
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地武夷山，不仅是风景名山、文化名山，而且是茶叶名山。
这里不仅是红茶、乌龙茶两大茶类的发祥地，更被誉为“中国茶树品种大观园”。
有了茶，武夷山便浸润在浓浓的茶香和韵味无穷的诗情画意之中。
品味武夷山先要品味武夷茶，同时品读流光溢彩的武夷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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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治，1969年到福建武夷山茶乡插队，从此与茶结缘，1994年读《金刚经》，悟透人生“如梦如幻如
露如电如泡影”，决心“惜花惜月惜情惜缘惜人生”，因此从南平地区财政局领导岗位上辞职从文，
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茶文化研究所，十多年来编著出版了《中国茶道》《中国茶艺》《中国茶情》《神
州问茶》《茶道养生》《中国茶艺集锦》等专著。
2004年当选为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2005年当选为全国茶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回西
安创办了西安六如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茶友，致力于茶艺培训，名茶开发和茶
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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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  茶史篇——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晚铛宜煮北山泉——唐代古朴典雅的茶风共成
三绝鉴中人——宋代内省自性的茶风竹灶烟轻香不变——元代简约旷达的茶风伐毛洗髓见元神——明
代清丽脱俗的茶风武夷应喜添知己——清代求实求变的茶风春到茶山梦也香——当代武夷山多姿多彩
的茶风二  茶性篇——平生心赏建溪春，一丘风味极可人茶树品种——乃知此为最灵物，草木英华信
有神生态环境——香含玉女峰头露，润滞珠帘洞口云栽培管理——仙山奇茗君子性天涵地育纯天然加
工工艺——心闲手敏工夫细唯求精粹不敢贪武夷岩茶的初制武夷岩茶的精制贮藏条件——藏到深红三
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武夷岩茶的质量标准武夷岩茶的感官审评三  茶趣篇——清香至味本天然，咀
嚼回甘趣逾永名山访泉品茗论器探幽寻胜天心永乐禅寺慧苑古刹止止庵桃源洞御园追梦以茶结缘四  
茶艺篇——武夷奇茗和月煮，尘愁消尽与云闲茶艺的基本概念艺茶的技能品茶的艺术完善自我的心理
体验待客型工夫茶茶艺表演型大红袍茶艺擂茶茶艺六如禅茶茶艺浪漫音乐红茶茶艺祝福茶茶艺六如茶
艺的特点五  名人篇——武夷自古多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林逋范仲淹欧阳修蔡襄苏轼陆游朱熹白玉
蟾乾隆袁枚吴觉农张天福六  茶话篇——岩茶物外有高意，茶话闲听两三声茶字趣解武夷山的茶谜唐
伯虎以茶谜会友店老板巧猜哑谜柳永做茶谜言志民间茶谜茶俗趣谈三茶六礼七夕茶施茶祭祀中的茶俗
清代皇室的十大茶礼乳茶祀先皇光禄寺茶汤宗室宴茶仪重华宫茶宴清宫茶宴万寿宴茶仪千秋节宴茶仪
郊劳赐茶千叟宴御殿赐茶乾隆以茶治国的故事大红袍的故事叶飞司令亲自审评大红袍中美友好的外交
礼品茶陪伴蒋经国先生安度晚年七  市场篇——世间绝品谁能识、须访眠云跂石人武夷岩茶市场的现
状商品大红袍之父陈德华带动武夷岩茶腾飞的何一心无冕之王刘宝顺草根茶王陈荣茂制茶女状元游玉
琼附录：西安六如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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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夷岩茶的冲泡基本技巧有四点：1.择水武夷岩茶属于叶茶类，是在茶叶新梢生长发育成熟时，采新
梢顶部的驻芽及以下的3～4片叶片加工而成，所以干茶的外形条索粗壮肥厚紧实，必须用100℃的沸水
，才能充分冲泡出茶的本香和岩韵。
择水这道程序不仅仅是要求所选择的水是轻、清、甘、活、冽的宜茶好水，而且很讲究烧水的火候。
唐代茶圣陆羽讲水有三沸：“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
为三沸。
”一沸水还太嫩，用于冲泡武夷岩茶劲力不足，泡出的茶滋味不够浓酽。
三沸时水已太老，水中溶解的氧气、二氧化碳等气体己挥发殆尽，泡出的茶汤不够鲜爽。
唯有二沸之水最宜泡茶。
古人称之为“得一汤”。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用“得一汤”泡茶，才能使茶的内质美发挥到极至，泡出武夷岩茶的岩骨花香来。
2.备器要想领略武夷岩茶的神韵，必须选用考究而配套的茶具。
冲泡用的器皿最好选用宜兴紫砂壶或三才杯（亦称盖碗）。
品茗用具最好是精巧的白瓷小杯（又称为若琛杯），或用由闻香杯和品茗杯组成的对杯。
选壶时要根据人数多少来选择，一人独品宜选小巧玲珑的“得神壶”：2～4人品茗，应选容量110
～150毫升的“得趣壶”；若人数多时，可选用较大的“得慧壶”。
壶以年代久远的为佳。
如果条件许可，你所喜爱的每一种茶叶，最好都单独配一把专用壶，或者根据客人的属相，用生肖王
子欧咏做的紫砂壶为朋友泡茶也别有情趣。
3.烫杯淋壶冲泡武夷岩茶烫杯淋壶很重要。
在投茶入壶之前要用滚烫的开水把茶壶或三才杯烫热，这样投入茶后，茶在壶中受热，香气容易散发
，若茶叶吸附有异味，异味亦容易在摇香时挥发。
另外，壶温和水温双高，才能让武夷岩茶的内质发挥到淋漓尽致。
4.旋冲旋啜，切勿积汤武夷岩茶色香味韵最美妙的时刻只有一瞬间，所以要及时出汤，及时品饮，古
人称之为“旋冲旋啜”。
若在出汤时因壶大杯少，斟茶后壶中还有剩余的茶汤，则应当注入公道杯或子壶（亦称海壶）中备用
。
在泡壶中切不可积汤（冲泡普洱茶时称为留根），积汤会影响下一泡的茶味。
只要掌握好冲泡技巧，武夷岩茶“七泡有余香，九泡不失茶真味”，并且每一次冲泡出的茶汤其香气
和滋味均有所变化。
变化本身就是一种美，从茶汤色香味韵的不断变化中，我们能更深切地感受到武夷岩茶的无穷魅力。
品茶的艺术茶艺是平凡生活中美的结晶，是一门能使人陶醉的综合艺术。
在欣赏茶艺的过程中，首先我们要用眼睛看，看品茗环境的营造，看茶具的选择以及茶席布置的艺术
，看茶的外观形状，看茶艺师的气质风度、仪容仪表以及艺茶的技巧；我们还要用耳朵听，听背景音
乐、听解说、听水沸之声、斟茶之声；我们要调动嗅觉闻茶香的优劣及变化；调动味觉感受茶汤的滋
味；调动触觉，或把玩珍贵的茶具，或感受茶汤过喉时的快感。
另外，我们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用心灵去体悟茶的物外高意。
所以从广义上讲，品茶要“五官并用，六根共识”。
即调动我们所有感觉器官，全身心全方位地去感受茶之美。
从狭义上讲，要深刻了解茶的品质，品武夷岩茶应当‘‘三看、三闻、三品、三回味”。
1.三看评鉴茶质好坏，首先要用眼睛去观察。
“三看’’的具体内容是：一看茶叶的外观形状及色泽。
好的岩茶外形应当条索紧结重实，条形匀整饱满，无杂质，无黄片，色泽青褐，润亮呈“宝光”，细
看叶面有蛙皮状沙粒白点，俗称“蛤蟆背”，这是揉捻适当、焙火适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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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汤色。
好的岩茶冲泡后的汤色应当橙黄或清红，清澈明亮，赏心悦目，浓茶可呈鲜亮的琥珀色。
三看叶底。
叶底是指冲泡品饮后壶中剩下的泡开的茶叶叶片。
将泡开的叶片放在清水杯中或倒在茶盘上，看其粗嫩度以及是否“绿叶红镶边”。
好的岩茶在冲泡后，叶片柔软，边缘呈暗红色，中央显清绿色略带黄。
2.三闻“三闻”是指岩茶开泡后要闻三次。
第一泡闻岩茶香气的高低及有无异味。
好的岩茶香气应当香高辛锐无老火、无焦气、无异味、无闷气、无青气、无陈霉之气。
第二泡闻岩茶的香型。
武夷岩茶的香型在第二泡时方充分显露出来。
好的岩茶具有其独特的香型。
如肉桂呈桂皮香型，水仙呈兰花香型。
第三泡闻香气的持久程度，好的岩茶一般“七泡有余香”，大红袍可泡九道仍不失茶本味。
香气越持久，茶就越好。
评鉴武夷岩茶，在闻的时候讲究“三口气”。
即不仅要靠鼻子去闻，而且可将茶汤散发出来的香气自口腔吸入，从咽喉经鼻孔呼出，连续三次，这
样可以更细腻地品评出茶的香型并由此去感悟岩茶的“岩韵”。
3.三品“三品”是指通过“含英咀华”品啜茶汤来评鉴岩茶的内质。
品啜茶汤的优次一般看三个方面。
一品火功，看是“足火”、“老火”或是“生青”。
足火的岩茶汤有糖香味，老火的岩茶汤有焦苦味，生青的岩茶是指因火工不足，茶汤中有青草味。
二品滋味，看茶汤的滋味是鲜爽、甜爽、浓醇、醇厚、醇正，还是淡薄、清淡、生涩甚至苦涩。
不同的人对茶的滋味有不同的偏爱，但一般而言，好的岩茶茶汤入口过喉都顺口润滑有活性，初品时
虽有茶素的苦涩味，但过后回甘明显。
三味岩韵，品悟岩韵是品饮武夷岩茶的特色。
古人讲武夷岩茶“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奉献给人们“岩骨花香”的独特岩韵。
虽然要品悟出这种独特的岩韵并非易事，但只要您用心去综合领略“香、清、甘、活”这四大因素，
特别抓住一个“活”字，从舌本去细辨、从喉底去感受，岩茶那出自自然的神秘茶香以及舌下生津、
口里回甘、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的品茗快感，一定会让您感到妙趣横生。
评鉴武夷岩茶在三看、三闻、三品之后还要“三回味”：一是舌本回味甘甜，满口生津。
二是齿颊回味甘醇，留香尽日。
三是喉底回味甘爽，心旷神怡。
通过三回味，会加深您对“岩韵”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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