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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国茶》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寻味中国茶》是系统介绍中国茶难得的佳作。作者将二十多年的品茶经验，化成细腻而有灵性的文
字，专业的知识与个人体悟完美融合，带你真正走进中国茶的世界，从买茶技能、泡茶窍门到品茶方
法，让你真正学会识茶、品茶、在茶香茶韵中体验中国茶的神奇魅力。阅读本书，不仅能获 得中国茶
的专业 知识，更是一种纯粹的审美享受。
〖内容简介〗
喝茶，是独一无二的感官之旅，是与自然造物的神奇邂逅。对现代人来说，喝茶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
，更是一门充满挑战的学问。如何识别名茶的真伪？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好茶？如何正确煮水、
泡茶、品味茶韵？中国茶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要想全面了解，需要认真地学习，真切地体验。
作者池宗宪将自己二十余年品饮中国茶的经验，化成系统而有灵性的文字，从中国茶的种类、产地特
色、购买要领到茶具的选择、冲泡的技巧、品茗的方法，一步一步带您走进中国茶的世界。专业的品
茶知识与个人的体悟的完美融合，教会您轻松开启味蕾，感受茶汤的万千变化，让您完整领略中国茶
的神韵与魅力。本书能解答您对茶的所有疑问，让您买茶功力和品茶功力都大大提高，真正学会聪明
喝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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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国茶》

作者简介

池宗宪，毕业于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从记者到总编辑，有多年媒体工作经验。其作品曾获“曾虚白
新闻公共服务奖”和“吴舜文新闻奖”。著有：《一杯茶的生活哲学》《乌龙茶》《如何泡好茶》《
普洱茶》《武夷茶》《铁观音》《经典茶器：落入凡间的茶香》《吃茶趣：如何买壶与品茗》。
喝茶，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能喝出高山乌龙茶的确切产地，能喝出种植茶树所用的肥料是
豆饼还是化学原料，也能喝出存放十几年的老茶，当初采自什么季节。最重要的是，他能把这些品饮
经验化成系统的文字，教你喝出茶的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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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国茶》

书籍目录

自序 茗恋
第一篇　识茶篇
一　进入中国茶的世界
二　中国茶的种类
三　老师傅与茶叶的肌肤之亲
四　挑选适合自己的茶
五　茶叶的保存
第二篇　品茶篇
六　如何品茶
七　泡好茶的八大守则
八　享用好茶的第一步　识水
九　选一把好壶
十　泡茶的技巧
第三篇　赏茶篇
十一　大陆茶区与台湾茶区
十二　吸吮春天的鲜嫩　绿茶
十三　追忆似水年华　白茶
十四　皇室的余晖　黄茶
十五　东方的黄金之水　青茶
十六　身价由黑翻红　黑茶
十七　玫瑰风华甜蜜蜜　红茶
十八　花香与茶香的奏鸣曲　花茶
十九　无可取代的王者风范　大红袍
二十　远近驰名　台湾高山乌龙茶
二一　后起之秀　云南野生普洱茶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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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国茶》

精彩短评

1、正是需要的实用品茶工具书，纸质好，图片美，内容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2、书市时买的，一下子就能读完。应该是喝茶入门最合适的书之一了。读起来很舒服，品味很好。
3、品茶鉴茶全门道——寻味中国茶
4、一片茶叶中的天地人，话说回来，茶是很个性化的东西。
5、入门小读物
6、阅微茶事
7、对于茶知识小白来说是很不错的入门书。
8、努力学习 努力赚钱 以后才能喝上好茶！
9、简洁明了，文辞配图很精致，很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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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国茶》

精彩书评

1、该书以茶产地的采摘制茶为开篇，就中选购茶叶的要领，茶叶的保存，茶点与茶食的搭配，冲泡
技巧等均有涉及。文字与图片的搭配亦可以称得上是相得益彰。按说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就是感觉
有点水而已。诚然，书中大片的留白看着的确很有味道，然则书略薄，再加上图片量丰富，文字部分
的内容远没有预期中那么多。单只对各种茶叶的评点这一项，就占去全书的一半篇幅还多，干货实在
算不上多。在茶与水的搭配部分，除两三种改善水质的妙方，还另行提供了几处台湾当地的好水。茶
壶的选购则干脆一门心思的盯死在了紫砂壶上。全书最为引人诟病的，大抵是作者过于偏重识茶辨茶
方面，反倒是对更具有实用性的各种不同茶叶的冲泡技法方面不甚上心，只简单简单地按茶叶的发酵
不同做了介绍。倒是该书的装帧设计精良令人眼前一亮。大概全书的整个重心都围绕着作者的那句“
买茶不必舍近求远”上了？不过，考虑到本来就是以台湾读者为受众的书，自然会更多推广本地的物
产，相对的内容上多少会令其他地方的读者感到水土不服，却也不足为意了。说起来，该书讨巧就讨
巧在了这个书名上。台湾的读者对这方面可能不会太敏感，但大陆的读者可不同。只能说，就算整本
书下来作者都在那儿明里暗里的花式在给台湾茶打广告，但在冠以了“中国茶”这个名头的大前提下
，看着就没那么让人没法忍了。私以为，这样的书最好还是由茶社或茶吧等茶业经营场所购入，供来
店里的客人随意翻阅更适宜一些，若是自觉不差钱的人，买本回家用来消磨时光也是极好的。说起来
，西方人惯来崇尚自由，但似乎“严谨”的数据化，本身就少有自由可发挥的余地，相形之下，一向
是不求甚解的中国人则更欣赏那些难以量化的东西。参考前段时间，两厨师为毛氏红烧肉加多少辣椒
而打架的事情。翻过几本烹饪书的人都知道，和西方人的食谱精确到克的小数点后不同，中国人的菜
谱从来都充斥着“盐少许”“糖一勺”“大火收汁，转小火闷几分钟”这种意识流的东西。因此，就
算是同一张菜谱，不同的大厨做出来，味道也不尽相同。中国人惯来是不大爱较真的，这从“红酒”
和“茶”的发展上便可见一斑了。和西方人酷爱红酒，就下力气去研究出一整套严谨的标准化流程不
同，国人喜欢喝茶，但无论是冲泡用到的水，还是冲泡的手法评判，始终不曾有足够有公信力的评断
标准。甚至，国外的红酒都到了可以直接用数学公式来判定好坏的程度，可是除了以茶叶的外观品相
为基准的简单的茶叶分级，目前国内的茶叶市场还未曾对包装、品名做出严格的规范。而且，不知为
何在国人普遍的认识中，类似制茶技术和冲泡技巧这样的东西，就是难以用科学的量化去衡量的。许
多人或许会因此认为，对茶的冲泡品饮应该是种艺术审美行为，不是可以机械重复的科学过程。“中
国茶”其实是个很宏大的命题，就好比问到底什么样的才是好茶？好茶、好水、好器，不仅茶叶要好
，还得要水好，还得要器具好，还得要技艺高超者来冲泡⋯⋯诚然许多东西本来就是很难量化的，就
像厨师的手艺，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再是可以用级别来划分的了。但若只是单纯地喜欢所以自得其
乐的还好，凡是一心求索甚而上升到了研究的高度，总是要走向更加精确、严谨的专业化的道路。茶
叶冲泡方面，成功与否的量化还好办点，茶水到底有多好，就太难分辨了。像是作者在书中常爱用各
种水果的口味来比拟品茶的口感，可惜我这样的俗人喝茶完全就是为了解渴的，完全尝不出台湾的高
山茶有什么“细腻的山头气”来，想要品味出茶水中的柔顺滑口、深沉醇厚啥的，更是在难为人了。
据我所知，现实中就算是许多有着一根能够品尝出82年红酒和85年红酒有什么区别的敏感舌头的专业
人士，依旧无能在只靠舌头味觉盲品的情况下，喝一口就能秒速判断出该红酒的大概年份和具体产区
。要是茶和红酒的品鉴谁都能胜任的话，法国幽默电影《美食家》的毒舌评论家那条“天赐之舌”，
也不会成为人间罕物了。私以为，茶之一物，非品即饮。茶的好喝与否全看个人喜好，不是买来待客
的话，很不必去盲目追求什么档次，也去人云亦云的追求某些价格高昂的名品。就像汽水激爽，可是
喝多了会骨质疏松，普洱茶减肥，血糖低的人却要慎用。咱甭管喝什么，还是要看是否适合自己的个
人状况，只要自己喝的顺口称意就得了。刻薄点说，真要学着书上那样的，捻起一小撮茶叶，放到白
纸上，再用白纸盛着倒入儿拳大小的茶壶里，⋯⋯恕我直言，茶器固然玲珑可玩，动作固然彰显风仪
，但从实用价值的角度出发，根本就是在玩行为艺术嘛＞﹏＜喝茶是为了享受，可不是为了自找罪受
！
2、关于茶，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去外公那儿，总能看见他拿着陶瓷茶壶在喝茶，每逢过年过节，送
礼的少不了龙井、碧螺春等各种名茶。而我自己却是不爱喝茶的，总觉得它们是苦的，实在是喝不下
去。而喝茶之事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我国，早已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直都觉得喝茶是件特有情趣的事
情。都说喝茶让人心静，品茶即在品味人生，看过许多关于倒茶喝茶的图片与文字，都是那样充满意
境，那些从古诗里走出来的采茶女，也有走过人生豁然开朗的长者⋯⋯小时候，对于“喝茶”和“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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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国茶》

水”，两者之间的误会蛮深。因为我们家乡话里喝水这事总是说成“喝茶”，“我要喝茶了。”那会
就从书里知道，喝茶是一件优雅有感觉的事情，而且它看起来有一点复杂。可我会想，我天天在“喝
茶”啊，为何就是倒一些水，最多偶尔加几小片茶叶，喝茶很简单啊。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此“喝茶”
非彼喝茶，只不过是喝水而已。我觉得真正的喝茶，应该像书里描述的一样，拥有很好的茶具，要用
一段时间去等待泡茶，然后轻轻的倒在杯子里，它是在冒烟的，还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再被一个懂
茶的人所品味。那个瞬间就像一幅画。当然像我这样不懂茶的人只能被这幅画迷住了。像我这种对茶
文化有些感兴趣，实则只是停留在表面，对关于茶的故事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来讲，《寻味中国茶》的
出现，给了我去认识茶、了解茶的机会。这本书里的讲解是详尽的，从识茶、品茶、赏茶三个大部分
逐一的写，作者不是以散文的形式去写的，书里含有各种小贴士，也用十分系统的文字告诉你关于茶
的一切，给爱好茶喜欢喝茶的读者面面俱到的指引，看过这些文字，对关于茶的各种选择再也不会盲
目而为了。看过书，关于茶，关于选茶，从茶叶到茶具到泡茶的水温等等，真的有特别多的讲究，要
泡好一壶茶得掌握不少知识；中国茶的种类繁多，它们都生长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周期，四季皆有
。不同种类的茶从摘叶到变成我们买到的成品茶叶，它们所经历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地方的茶
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每一种茶生长的日期不同，出来的味道与颜色就不同。在最后一部分，作者告诉
我们中国茶的分布情况，还细写所有茶类，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以及各种类别中的主要品种
⋯⋯看这些之前，真的是什么都不知的，活活一个茶盲。　　 并不像一般的工具书那样枯燥，书里配
上照片为辅，更加的形象让我们知道怎么采茶，怎么泡茶，怎么选茶具（而且这些图都选得好美），
在最后的赏茶部分也放了不少茶叶的照片，对照文字，读者自然真正的认识了。在我看来，看这样一
本书，像是在看一部涨知识有蛮有意境的纪录片。听人说，喝茶，就是在苦涩中品出一点点甜来。也
就会常言道，品茶即是在品味人生。有些你曾经不解的事情不爱东西也总会在成长之后才慢慢去接受
。也，或许哪天我就爱上喝茶了呢？有这样一本关于茶的小百科，不仅丰富了知识，还有备无患。　 
3、我的小区楼下就是一个茶馆。上下班时，我经常看到很多豪车停在门旁。在产茶、喝茶大国，每
年人均茶叶消费量566克，几乎隔两天就要喝一次茶叶。可是单独将喝茶拿出来说事，就成了富人的专
属。　　　关于味觉的东西几乎都成为了玄学，比如葡萄酒、咖啡和茶。它们被搞的很神秘化。孙机
说：“每当看到这种向壁虚构、故弄玄虚的表演（茶道）时，常不禁令人感到一种闹剧甚至是悲剧的
气味”。对茶叶的所有颂歌致力于从饮料迈向人生观的领域。禅宗和养生，更是将“喝茶”变成了国
人一件难以绕开的玄学。　　　无可否认，一种茶叶特有的味道推进方式传达出一种“即刻感”。江
户幕府末期井伊直弼说：“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
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这种对生存无常的感触，将喝茶
或茶事与日常的瞬间紧紧维系。　　　作为常人，我们陶醉其中的往往不是茶叶如何转向了存在。而
是存在感里有种“悬而未决”的性质。人们在设法延续品尝的过程，将喝茶变成了茶道，包括对茶器
的赞美和主人的盛情。大概这种感觉的钝化“能吞噬作品、服装、家具、自己的妻子和战争的恐惧感
”，能够减轻饮茶者对人生虚幻无常的绝望。什克洛夫斯基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
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
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我不想将这种“延长感受”转向色情，但所
有色情都有设法延长和推迟的意味，“它描绘的是获得满足之前刹那间被永久延长的状态——并不是
被留住的陶醉，而是在被留住的陶醉之前的状态。”　　　茶叶品尝如同色情，不是一个静态，而是
一个行动模式。喝茶是一个行动，是制造它的人的象征行动——这种行动的本质在于，它通过作为一
个结构或客体而存在下去，我们作为喝茶的人可以让它重演。常听说“不苦不涩不是茶”，苦涩本是
茶的原味，但品茶的人不是在品尝苦涩。“茶的回甘生津是源于茶的苦涩。当呈苦味物质不再长留舌
本，化掉时就可导致味感改变出现味感错觉呈现回甘。这种错觉应该是一种人的本能需求反映”。这
种矛盾的错觉也把“我们带进了神秘的矛盾修辞的领域。它明显地提示了对“动机背后的动机”这一
层面的关注”，一个人喝茶的时候，他可能会在想些事情，比如“声音的本质，它是无声的，正如原
初推动者是不动的，或者甜味的“基本成分”并不是甜的，超越甜的味觉的，或者就像太阳里比原子
更小的粒子，它们在孤立的单纯状态下按说是没有温度的”。 　　　此刻，你可能正在品尝这种存在
感和陌生化美学，这时你就要小心了。《寻味中国茶》从识茶、品茶到赏茶一一论述，正是要解构这
种玄学。池宗宪说“当你走进一家茶行，会看到茶罐排排站立，罐上标示着各种茶名，这时你就要小
心了。”我欣赏《寻味中国茶》的这种提醒，它谈论茶叶时，谈论的是一种饮料而不是一种放大的人
生观，我觉得这是其意义所在。（玟涛，201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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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国茶》

4、原来对茶是不屑一顾的，宁愿泡一杯咖啡，或一瓶饮料，咖啡与饮料对味觉的刺激能让人获得片
刻的满足感，瞬间满足味蕾的要求。这样的味道几乎不需要体会，随饮即到，年轻时愿意享受这样瞬
间即得的味道。年龄渐长，慢慢地对茶有了一点感觉。更多时候的周末，泡一杯茶，读一本书。茶的
味道需要慢慢回味与体会，书的内容也需要一点一点地去消融，两者之间如此和谐，又如此融洽。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对于茶也仅限于茶水的润泽，其他便无其他。如何选茶，如何配器，如何冲泡，如
何品味，这些都如白纸一张。对于茶，只用了最简单的方式，热水、茶叶，仅此而已。读了这本书，
对于茶的认识，终于从模糊到了清晰。原来印象中只有红茶、绿茶，没想到，茶叶的分类如此之多，
绿、红、白、黄、黑，每种颜色都对应着不同的制作工艺。同学说，她在经营黑茶，我问她：黑茶与
普洱有何区别。她竟不知如何作答。原来普洱是黑茶的一种，是经过湿堆后天发酵而成。而我近来最
喜普洱，浓烈的茶香，温润着胃与味蕾，让人备感舒服。对于书中提到的白茶，我特意读了几遍，刚
好又得了一盒安吉白茶，对照书中的描写，先从外观开始打量。白茶最好放在玻璃杯里，冲泡下去，
可以看到茶叶轻腾翻飞的姿态。白茶口感略淡，茶香弥漫在齿间，即无普洱的浓烈，也无绿茶的香气
袭人，喝下去，一股淡淡的清泉，香气淡却久远，喝下去仍感唇齿留香。为何叫白茶，是因为茶叶上
覆了一层白绒绒的白毫，故名为白茶。仔细观察了手中的白茶，与绿茶相比，是更为白淡。边读书边
识茶，果真最有进益。读的那日，正值端午。书上说，端午当日中午时分的泉水是最好的泡茶之水。
居住在72名泉的城市，泉水最为常见。遗憾的是，端午当天去了另外的城市，与端午节正午时分的泉
水擦身而过。据书上介绍，这样的水泡出来的茶别有一番风味，今年就这样错过，明年一定要接了来
专门冲泡一杯。除了茶，冲茶的器皿也重要。我喝茶只是为了解渴，随便一只玻璃杯，就当是冲茶的
器皿了，有时自觉辜负了好茶。紫砂壶无疑是最好的泡茶的器皿。看了书，翻箱倒柜地找到了家里放
了许久的一只壶，不是不舍得用，实在是懒于拿出来。作者写到，判断紫砂壶的方法之一就是湿水后
，真正的紫砂壶颜色略深，假冒的毫无变化。用此验证后，家里的那只虽然外形有些繁杂，但是真品
无疑。用其泡了茶，风味确实不同。对于茶的了解，大多停留在叶公好龙的阶段，对其蕴藏的丰富的
内涵知之甚少。借由这本书，梳理了茶的知识，了解茶的概貌，对茶亲近转为亲热异常，现在也更享
受于泡一壶茶，品一杯茗的状态。在茶叶翻飞的茶水里，仿佛看到了心灵在起舞。
5、品茶，中国味评《寻味中国茶》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在每天早晨起床之后，都会泡上一壶茶，然
后边喝茶边写毛笔字，他也会把我抱起来放在他的怀里，递给我一杯茶，有时候还有一颗糖。如今已
经长大的我，对于茶的温情便是来自爷爷，学会了喝茶时的察香观色，学会了在喝茶的时候感受生活
的悠闲。相对于《寻味中国茶》的作者来说，我则显得“业余”了许多，喝的茶仅仅限于乌龙茶，不
会鉴赏什么茶具，更不会在各种茶的色香味之间游刃有余，把他喝茶的经验和感悟总结成系统的文字
，教大家怎么识茶，怎么泡茶，怎么品茶。生活之所以美好，就是有很多我们能用来感受的器、物、
品，拿茶来说，不仅茶的种类繁多，有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等，茶具的款式和品种之多也令人赞
叹。不仅泡茶的讲究很多，茶叶和茶具、水的结合也是一个很玄而又玄的艺术。拿茶香来说，一般的
会把茶香分作头香、腹香和尾香，绿茶或白茶的头香会比较足一些，而红茶的尾香会相对浑厚，乌龙
茶的茶香则综合效果会比较好。如何找到自己合适的茶？如何泡出自己喜欢的茶？从选茶叶开始，到
挑茶具，泡水，以及泡茶的时间火候把握，都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和实际观察。作者提出了一个通达
的道理：合适就好。不是去向往多奢侈的品种，不是追求多高档的茶具，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为自己寻找一杯最合适的中国茶。生活处处都充满着学问，能把生活中的某一部分弄得很精通，就是
在某一个方面成为行家，如同《寻味中国茶》的作者一样，他在用毕生的经历和感悟告诉我们如何品
味茶，我们则通过这本书看到了一个喜欢茶的中国人的内心情怀。在书中，作者也屡屡提出“中国茶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是作为一个茶的爱好者，对于中国茶的一点期望。中国的铁观音已经在
全国各地都找到了市场，甚至在世界市场中也得到了一席之地，但是在品牌效应和工艺标准上，距离
欧美的红茶还有很大的差距。南方的生活中喝茶成为一部分，招待客人或者闲下来的时候，都会泡上
一壶茶，在品尝大自然赐予的味道同时，也在感受人生的百态。生活中处处有文章，从茶里面我们能
得到不一样的生活角度认识，在生活中我们也能像品茶一样品味人生。201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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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寻味中国茶》的笔记-第60页

        实用好操作样子真心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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