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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

非不能，是不为

肉能食而少

茶为喜，不必须

有怒则舒，无气自平

哀乐自常，喜自显于色

役物而不役于物

倘然天地自然

是真自在

如水

随方归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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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2001年开始在台湾网站上与茶友讨论普洱茶相关问题，并将自己的经验

与历史文献整合发表多篇文章，因了解许多历史与茶品、产地资料都还不是很明确，

不愿意太早整理专著，但许多观点已大量被抄袭而引以牟利，遂于2004年中整理2001

—2004年初相关影响业界重要文章，于2005年出版《经典普洱》，是为坊间所称呼

“白色经典”，另在2006年出版《经典普洱：名词释义》，为坊间俗称“红色经典”。

《经典普洱》2005年出版至今，已停版印刷多年，内文已经有许多观念与历史、

茶品数据需要重新整理与修订，以致有修订再版印刷之必要;但为保持当时出版背景

与精神，再版只修改明显不合时宜之处，并将图片更新，未做太大变更，敬请新老读

者指教。

                                          2010 年 9 月 25 日  于高雄冈山

再版引言(白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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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源—普洱茶的类别—茶区的自然

条件与分布—茶园茶与茶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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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以农立国，民风坚毅朴实，崇尚自然。民生所需“柴米油盐酱醋茶”开

门七件事，首重天然制作且可以长存久放；普洱茶属后发酵茶，越陈越香，种植管理

与产区环境均无农药化肥与人工污染，完全符合现代饮食所追求之天然食品概念。只

是坊间对于普洱茶的观念似是而非，发霉当陈化、年份以倍数灌水、哄抬价格，而消

费者却只能盲从。笔者十分爱好普洱，身为教育工作者，眼见的却是普洱市场的一片

乱象，无力感之余，总希望能藉手上一些正确信息导正消费者的观念。

历史探源

普洱茶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以其集散地与原产地之一的普洱县（即今宁洱县）

命名之。于元朝时称之为普茶，明朝万历年间才定名为普洱茶。

唐朝时普洱名为步日，属银生节度。此时所生产之“银生茶”是为普洱茶的前身，

最原始制法是直接将鲜叶生晒而成。后来，发展出杀青、揉捻等制程，在茶菁日晒后

成为晒青毛茶，此即紧压精制加工的原料。清朝为普洱茶的极盛时期，《普洱府志》记

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知当时盛况。宫廷

贵族与风雅人士饮用普洱茶蔚为风潮，有“夏喝龙井，冬喝普洱”的风俗雅兴。当时，

思茅与西双版纳一带为其主要原料生产地区，而普洱与思茅即成为加工和集散中心之

一。明清时期以普洱（现今宁洱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营销至

中国内地、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中国港澳、东南亚，甚至欧洲。至今，

茶叶已成为中华文化与其他西方文明的桥梁。

困鹿山古树茶林

云南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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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类别

释义

目前官方教科书仍将普

洱茶归于黑茶类，甚至市场上

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

川、安徽各省份的后发酵茶，

都涵盖在广义的普洱茶内。笔

者认为，只要是普洱茶真正的

爱好者，应并不会认同如此笼

统模糊的说法与归类。

每一种茶都有其历史地

理环境背景，以及特有的香气

口感。笔者个人认为，所谓云

南普洱茶，应为：云南大叶茶类经低温制程晒青毛茶、紧压成品与人工渥堆发酵成

品，且未经高温杀青、干燥、烘焙。以这个基调来谈普洱茶，应该就能厘清市面上

所误导的观念。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并非说广云贡饼、六安茶、六堡茶、千两茶、

黑砖等不是好茶，而是说明其并非传统定义之云南普洱茶。

工序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古时交通不便，运输全赖人背马驮。茶叶以普洱（现今宁

洱县）为集散地，运销到我国西藏、香港及东南亚地区，运输过程历时一年半载。历

史上普洱茶的后发酵作用，都来自于蒸压后自然氧化，以及运输过程中风吹日晒，温

湿度不断提升或转变，对茶产生生物化学变化和酵素作用。20世纪50～70年代初期

研发出洒水渥堆的熟茶工序，就是希望针对以快速人工熟化替代自然氧化，以期符

广西   陈年六堡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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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消费者喜好。

严格说来，普洱茶的制作并无一定且明确的工序。许多厂志与官方资料都说明了

普洱茶的工序为何，然笔者为何说“无明确工序”之言？以前云南国有厂方（昆明、

勐海、下关等厂），是以大型厂房与机械化来克服天候的不稳定，然而少数民族制茶

并无杀青滚筒、揉茶机、干燥烘房等可以使用，故大铁锅杀青、晒青、干燥等都依赖

日光或以火熏干。另外，必须了解国有厂虽然有现代化机械设备，但并非所有茶品原

料都由国有厂自制晒青毛茶。以现今市场的状况，市面上的普洱茶反而是跟民间少数

民族收购毛茶来制作所占的比例较高。如此也就是说明一个观点，普洱茶是开门七件

事、民生必需品的茶，制作工序不能以台湾精制且高价位茶的标准衡量。

普洱茶以发酵制作工序来区分，基本上有生茶与熟茶之别。制作过程中，没有经

过长时间增湿渥堆发酵工序，所产生的称为青毛茶。反之，利用增湿渥堆或菌类人工

发酵的称“熟毛茶”，也就是中国大陆茶学界所谓现代普洱茶。简单叙述传统与现代

烧柴煮水   少数民族的木楼   脚落存放一袋袋的晒青毛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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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毛茶工序的差异：

传统普洱茶工序：杀青（生晒、锅

炒）——揉捻（手工团揉）——晒干。

［按：杀青，指借助高温停止茶叶

中活性酶的发酵活动，并散发一定水

分、软化鲜叶的过程。普洱茶的杀青，

使用的方式是用铁锅或滚筒炒。为了

便于后期陈化，杀青温度较低，时间也

较短。］

［按：揉捻，指将杀青过的茶菁原

料通过手工或机器揉成紧结的条索，

并藉此轻微破坏鲜叶表面角质层。］

现代普洱茶工序（人工熟化）：杀

青（锅炒、滚筒）——揉捻（机器加工）

——干燥（烘干）——增湿渥堆（洒水、

灭菌）——干燥。

［按：渥堆，是形成普洱熟茶质量特色的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毛茶原料潮水，盖

上麻布片后，利用湿度、温度和有益菌种促使茶叶快速发酵。］

形状

现代普洱茶以形状来区分类别，有散茶与紧压茶两大类。毛茶未紧压则称之散

茶，紧压茶可细分沱茶、饼茶、砖茶、方砖等等。中国人喝茶喜爱毛尖、白毫，古代

即以毛尖、芽茶、女儿茶等为普洱贡茶，如其他产区绿茶一般，嫩者为上品。然现代

普洱茶消费者已然了解，不同级数的茶菁有其特殊的风味口感，也不再一味追求细嫩

茶菁。

青毛茶于1979年统一分为五级十等，逢双设样，二等一级。即2、4、6、8、10

图中上 特级熟茶毛茶  图右下 五级熟茶毛茶  图左下 七级熟茶毛茶

图左上 芽尖  图右上 勐库古树茶箐  图中下 无揉捻之毛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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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五级。一般而言，一等嫩茶菁通常拼配二等做散茶、沱茶、方砖之类；二等茶菁

拼配三等制作饼茶，四五等茶菁则为砖茶主要原料。［按：“五级十等”的叫法，后来

不知何时被混为“五等十级”，原先概念（分类）中的“等”和“级”概念被互换，约

定成俗而通用至今。］

沱茶

据说因多传销于四川沱江地区，故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下关永昌祥、复

春等茶商，将团茶转变成碗状沱茶。因创制于下关，故又名下关沱茶。目前仍为下关

茶厂生产主力商品，每个净重100克与250克两种规格。

七子饼茶

七子饼茶形似圆月，云南传统

出口到中国港澳与东南亚一带，为

华侨所喜爱，作为彩礼或赠送亲友，

所以又有侨销圆茶、侨销七子饼茶

之称。圆有团圆意涵，七子为多子多

孙多福气之意。一筒七饼，每饼净重

357克，直径约七寸。主要由勐海茶

厂生产。

紧茶（含砖茶）

与沱茶起源相同，由团茶演变而

来，早期的紧茶包含牛心沱、女儿沱、

蘑菇沱（香菇沱）与砖茶。原先销至西

藏的团茶因长途跋涉时常产生发霉现

象。佛海茶厂于1912～1917年间将团

茶改为带把的心脏形，取名宝焰牌紧

茶。宝焰牌紧茶全为手工团揉精制，每

个净重238克，七个为一筒。1967年

改为长方形砖片，采用机器压制，每片

2000 年 勐海沱茶

甲级蓝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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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山、水、树

重250克，用中茶牌商标。

因班禅的重视，下关茶厂于

1986 年恢复生产心脏形紧茶至

今。

茶区的自然条件与分布

严格界定古普洱茶区域，是指滇南具有近二千年生产茶叶历史的思茅与西双版

纳地区。大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南，属于热带亚热带高原型气候，日照充足，年平均

温度17℃～22℃，年平均降雨量1200～2000毫米之间，相对湿度在80%以上。土壤

2004 年 茶品天下～女儿沱（香菇紧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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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砖红壤与赤红壤为主，PH值 4.5～5.5之间，疏松腐质土深厚，有机含量特高。

第四纪冰川时期，地球上多数植物被摧毁，只有云南南部未受冰川袭击，许多动

植物得以保存至今。目前云南是全世界古茶树发现最多，区域最广，种类最多，树龄

也最久的生态保护区。

云南产茶区多为热带亚热带高原型气候，大抵上每年10月11月至来年5月下旬

为旱季，气候干冷；6月至10月11月则为雨季。茶园区通常年采三四次，采收时节

与江南地区大异其趣，清明、谷雨等节令在云南并没有多大意义。这是许多华南产茶

区与台湾茶的消费者较不能适应与理解的。

明、清时期，随着普洱茶的兴盛，普洱茶广为人们所接受，种植地区除西双版纳

与思茅地区外，也开始不断向外扩大引种繁殖。距今三百多年前，由西双版纳引种至

勐库，遂有现今勐库大叶种。而景谷大白茶是勐库茶的变种茶籽所育种而来。临沧地

区的凤庆，于明朝开始从普洱引进俗称“小普洱茶”，清朝末年又从勐库引进勐库大

叶茶。现今临沧地区为云南最大茶叶产区，也是大理下关厂茶菁原料主要供应区。

明、清以来普洱茶的兴盛造就了普洱产区的扩大，由古代原始的澜沧江流域扩展

到滇西的保山怒江流域、滇东南的红河文山等地。现代所采摘的区域，尚远不及当时，

可想而知其兴盛情形了。

云雾缭绕的云南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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