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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在我国历史悠久，人们常说“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表明茶已经成为人们必
不可少的饮品，上至帝王，下至村夫，无不饮茶品茗，茶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国饮”。
我们根据茶的色、香、味、形选出好的茶叶，其中的名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将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十种茶称为十大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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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
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
何必凤团夸御茗，聊因雀舌润心莲。
呼之欲出辨才在，笑我依然文字禅。
这首《坐龙井上烹茶偶成》是1726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杭州时踏访西湖龙井所作。
乾隆皇帝喜爱饮茶，留下不少写茶的诗篇，他一生六次南巡到杭州，曾四次驾临西湖茶区观看采茶制
茶，品尝西湖龙井，传说他在狮峰茶区巡游时还有一段佳话。
乾隆帝曾到胡公庙中休息，庙中寺僧奉上当地名茶，乾隆帝喝了一口，觉得满口清香，回味甘甜，仔
细观察，洁白的茶盏中片片嫩绿的茶芽像鹰爪，清汤碧液，美妙无比，便问：“此茶何名，产于何处
？
”寺僧答道：“此乃西湖龙井茶中珍品狮峰龙井，茶树就生长在小庙之外。
”乾隆帝走出庙门，见坡上十八棵茶树郁郁葱葱，龙颜大悦，当场封这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年年进贡
。
从此，西湖龙井更加声名远播，“龙井问茶”也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乾隆品西湖龙井，不仅因为龙井品质上乘，也是因为当时西湖龙井茶就已经小有名气了。
西湖龙井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著名的茶圣陆羽的《茶经》中就有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
茶的记载，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
北宋时期，西湖龙井茶区已初步形成规模，文豪苏东坡曾写下“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
之句赞美龙井茶，并亲手书写“老龙井”等匾额，至今仍存于十八棵御茶园中狮峰山脚的悬岩上。
到了南宋，杭州成了国都，茶叶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时，僧人居士看中龙井一带风光幽静，又有好泉好茶，常结伴来饮茶赏景，虞伯生就在《游龙井
》中写道：“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
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窦。
坐我檐莆中，余香不闻嗅，但见飘中清，翠影落碧岫。
烹煮黄金芽，不取谷雨后。
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
”到了明代，龙井茶开始走进平常百姓家里。
万历年间的《杭州府志》有“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之说，加上明代黄一正及江南才子徐
文长收录的全国名茶中，都有龙井，说明此时的龙井茶已被列入中国名茶之列了。
现在，西湖龙井已被列为国家外交礼品茶，居我国名茶之首。
了解了西湖龙井的历史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常识。
西湖龙井属绿茶类，产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周围的群山之中。
西湖湖畔气候温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加上土壤结构疏松，土质肥沃，茶树根深叶茂，常年
翠绿，从春至秋，不断萌发茶芽，茶产量和质量都很高。
西湖所产龙井茶色泽嫩绿或翠绿，鲜艳有光，香气清高鲜爽，滋味甘甜，形状扁平挺直，大小长短匀
齐，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著称于世。
西湖龙井因产于西湖边上的狮峰、龙井、云栖、虎跑一带，历史上曾分为“狮、龙、云、虎”四个品
类，民国后，梅家坞龙井也位列其中，现在统称为西湖龙井茶。
这五个品种中，人们多认为狮峰山所产的茶叶最佳。
狮峰龙井颜色是翠绿和“糙米色”相间，而且绿、黄两色浑然天成，形状扁平似碗钉，香气高雅、持
久。
冲泡茶叶时杯子先扣几分钟，揭盖就会闻到兰花豆特有的香气，其中还有几丝蜂蜜的甜味儿，喝至三
分之一续水时，香气更是浓烈扑鼻，再喝一半续水时，口感依然醇厚。
由于茶的优良品质和乾隆帝留下的十八棵“御茶树”的美名，狮峰龙井一直被誉为龙井中的极品。
排名第二的是龙井村所产的茶，龙井村位于西湖之西翁家山的西北麓，有一口龙井，是杭州四大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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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龙井茶便得名于龙井。
龙井原名龙泓，是一个圆形的泉池，大旱不涸，古人认为它与海相通，其中有龙，故称龙井。
离龙井五百米左右有个还龙井寺，俗称老龙井，创建于公元949年，现已辟为茶室。
龙井所产茶叶也是上品。
至于云栖和梅家坞一带的龙井，外形也都挺秀、扁平光滑，色泽翠绿，味道鲜爽，属茶中上品，但品
质略逊于前两种。
关于虎跑，还有一则有趣的民间传说。
据说很早以前虎跑的小寺院里住着大虎二虎两兄弟，负责给庙里挑水。
有一年夏天大旱，久不降雨，吃水非常困难，兄弟俩就想起南岳衡山的“童子泉”，决定要去衡山把
童子泉搬来。
二人奔波到衡山脚下时就都昏倒了，醒来只见眼前站着一位手拿柳枝的小孩子，这是管“童子泉”的
小仙人。
小仙人听了他俩的诉说后用柳枝一指，水洒在他俩身上，兄弟二人立刻变成两只猛虎，小仙人跳上虎
背，带着“童子泉”直奔杭州。
第二天，杭州有两只猛虎从天而降，在寺院旁的竹园里刨了一个深坑，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雨
后，深坑里涌出一股清泉。
大家方才明白是大虎和二虎给他们带来了泉水，为了纪念大虎和二虎给他们带来的泉水，他们给泉水
起名叫“虎刨泉”，逐渐被人们叫成“虎跑泉”。
虎跑泉居西湖诸泉之首，和龙井泉一起被称为“天下第三泉”，用虎跑泉泡龙井茶，色香味绝佳，“
龙井茶叶虎跑水”被誉为西湖双绝。
除了产地，还可根据采摘的时节对西湖龙井分类。
清明前三天采摘的称“明前茶”，明前茶最符合“色绿、香郁、味醇、形美”的标准，嫩芽刚长出来
，像莲心一样，又叫“莲心茶”，叶片比较小，颜色呈草绿或者深绿，香气清新，泡出来的茶很香，
茶汤清澈，是西湖龙井茶中的珍品，一斤干茶约须几万颗嫩芽方可炒制而成。
清明后到谷雨前采摘的叫“雨前茶”，谷雨之前，茶柄上长出一片小叶，正是茶树“一叶一芽”的时
候，形状似旗，茶芽稍长，形状似枪，俗称“一旗一枪”，故又称“旗枪茶”。
雨前茶颜色较明前茶暗，茶汤略混，用来制龙井茶也很香醇。
不过，谷雨后采的茶就变差了，龙井的茶农有句谚语便与茶叶的幼嫩有关：“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
三天变成草。
”谷雨后主要是立夏采茶，这时采摘的茶叫“雀舌”，再过一个月采摘的茶叫做“梗片”。
茶叶采摘后要放在平底的竹匾里自然阴干，走掉三分之一的水分才开始炒制，这样可以散发茶叶的青
草气，增进茶香，减少苦涩味，增加氨基酸含量，提高鲜爽度，还能使炒制的龙井茶外形光洁，色泽
翠绿，不结团块，提高茶叶品质。
过去，龙井都是人们用手炒制而成，手法很复杂，一般有抖、带、甩、挺、拓、扣、抓、压、磨、挤
十种手法，炒制时根据鲜叶大小、老嫩程度和锅中茶坯的成型程度，不断变化手法，只有掌握了熟练
技艺的人，才能炒出色、香、味、形俱佳的龙井茶。
现在很多地方采用电锅，既清洁卫生，又容易控制火候和温度，保证茶叶质量。
但是，要保持茶叶的颜色翠绿、香味醇高和外形美观，仍是手工炒制比较好，像极品西湖龙井不仅要
全部手工炒制，而且每锅一次只能炒二两，一个熟练的炒茶能手，一天也只能炒出二斤多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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