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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茶乡韵》

前言

　　近十年来，云南普洱茶快速发展引人注目，特别是近几年，普洱茶的崛起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
题。如何认准普洱茶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其发展的大趋势，作出合乎实际的大战略，抓住机遇才能
有所作为，来雨绸缪才能迎接挑战，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随着普
洱茶热的升温，有的人片面鼓吹“存钱不如存茶”、“炒股不及炒茶”，加之某些产品恶炒，引起了
茶价的局部上扬。于是给人以一种假象，认为普洱茶已供不应求了，出现了“满城尽是茶市场，满市
尽卖普洱茶”的现象。　　在正常情况下，价格是市场需求最及时、最灵活的信号。究竟市场如何，
应该看消费，尤其是民众消费。对普洱茶这样的商品，民众消费的增长是需要时间的，想在短时间内
有多少人转而饮普洱茶，尤其是去购买高价的普洱茶，这是不现实的，也是脱离现阶段大众消费水平
的。加之普洱茶消费滞后于购买的特性，人们看到的市场是失真的。由于背离了价值规律，出现了某
些产品价格下跌，一些产品有价无市，市场库存居高不下的情况。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极短时间里，当人们在茶市多变的压力下不知所措的时候，应当承认一个事实，今天的普洱茶还
是昨天的那个普洱茶。　　历史的长河有高潮也有低谷，“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人类社会发
展如此，一种商品市场的形成也如此。当前，普洱茶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是一个大转变
、大调整、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起点。只要我们发挥好普洱茶的比较优势，顺应盛世兴茶的历史大
趋势，就会迎来一个稳定、持久发展的新局面。　　一切关心普洱茶的人、议论普洱茶的人、指责普
洱茶的人，普洱茶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的文化和中华文化一样古老，它的品质却还是个谜，
请与我们一起来探索吧，我们将充满热诚地期待着。　　当今世界，科技水平决定发展水平，最终决
定发展命运。普洱茶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当务之
急是要以现代科技为动力，实现自我创新。当今世界，经济必须以文化为基础，凡是成功的产业，都
有自己富有渗透力的文化，并铸成自己珍贵的品牌。悠久灿烂的普洱茶文化是普洱茶发展的内在实力
，弘扬传统文化、发掘民族文化、打造品牌文化，是普洱茶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　　云南出好茶，
好茶产自好山水。朴实的云南人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好茶。普洱茶从生长环境到种茶、采茶、制茶、
存茶、吃茶到运销等等环节，都无不打上了云南民族文化的烙印，具有深深的云南乡土气息。　　云
南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茶文化与云南各民族边地文化的融合体，是中国文化与南亚、东南亚文化的交
汇点。在这个多元的文化中，茶文化则是一种科学的、大众的、共容的文化。茶文化是中华优秀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令人回味无穷、悠长深厚的大众文化。随着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茶文化已经显现出了它灿烂夺目的光彩。　　云南省社科院蒋文中教授是民族茶文化研
究工作的骨干，《古茶乡韵》是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成果。蒋文中教授热心茶事活动，善
于思考、勤于笔耕、勇于探索。读蒋文中新著《古茶乡韵》，深感这是作者继《中华普洱茶文化百科
》、《爱随茶香》（与张明春合著）之后一部颇具人文色彩书写普洱茶山、茶业、茶事、茶人之美的
文化力作，只是这次是作者把对普洱茶全部的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对普洱茶文化的深度挖掘和解读
上。在作者优美、流畅、饱含感情的字里行间，我们的爱也随这浸润着普洱茶香的文字飞向云南，飞
向了那云蒸霞蔚广阔的茶山，飞向那有着厚重民族历史文化的人文普洱的美丽神秘之境。　　好茶出
自好人手，好的茶书同样出自爱茶懂茶人之手。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凭着对普洱茶文化多年的研究
，去重新发现和认识普洱茶文化，在遍历民族茶文化的实践之旅中获得真实与感悟。透过作者那沉静
而思索的目光，可感到书中有一种梳理那如茶般的人生，可在清新淡雅的心绪中去读出味道、读出心
境和感悟，去吟颂出无言的抒情诗。作为茶人和普洱茶文化学者，作者以平和真实的态度，对普洱茶
文化的各个方面去谈出自己的感悟和各方面专业的探讨，通过对很多将爱与真熔铸在茶事业中的人和
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茶、认识茶与我们的生活之美，从而走进茶文化那芬芳而多彩的天空，使该书
成为了一本可读可感悟可品味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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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茶乡韵》

内容概要

《古茶乡韵》是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成果。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凭着对普洱茶文化多年
的研究，去重新发现和认识普洱茶文化，在遍历民族茶文化的实践之旅中获得真实与感悟。透过作者
那沉静而思索的目光，可感到书中有一种梳理那如茶般的人生，可在清新淡雅的心绪中去读出味道、
读出心境和感悟，去吟颂出无言的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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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茶乡韵》

书籍目录

古茶山的向往奔向古六大茶山古镇有茶魂开疆辟土振茶乡  翻开重要历史的一页饮茶谁识采茶忙承贡
茶之精髓传普洱之芳韵是茶改变了生活还是生活改变了茶桑芋世家薪火相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发
展享天地精灵藏和谐发展的拱丙山追寻古茶农足迹彰显茶文化的“正与昌”千年茶都寻古韵普洱人家
吃烤茶在探古寻源中学做七子饼菁峰藏勐库瑞草香百年锦绣大地裕中华古茶乡韵传四海葳蕤茶林千载
青山永不老书香茶香中的“滇濮茶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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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茶乡韵》

章节摘录

　　书用心去读，才会有收获。茶用心去品，才会有感悟。　　易武茶山古镇那厚重的历史文化总让
我捧在心中放不下，会去想有关普洱茶的种种未解之谜。　　了解普洱茶历史的人都知道，普洱茶曾
中断了半个多世纪，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对普洱茶认知甚少，今天能重新大鸣大放，这是历史的必然呢
还是另有某些原因？我想，云南普洱茶除了由于茶性醇厚，滋味上乘，保健功效显著，较多地融入了
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且具有越陈越香的这些优势条件而受到了国人重视外，这几年能在短短的
时间内迅速崛起一定是还有其他重大隐情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位于昆明金星小区西门附近著
名的陈露云老师的“古云海”茶行，我们再次见到了德高望重的台湾著名茶人吕礼臻先生。也就是这
次偶然的造访，让我们对普洱茶一段重要历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　　从两年前第一次在易武见
到吕礼臻先生之后，从一些茶人那里我对吕先生又增加不少了解。作为在海内外最具知名度的台湾茶
人和普洱茶专家，他与云南的陈露云老师一样，在海外被媒体誉为“为普洱茶开疆辟土的功臣”。吕
先生虽头发胡子又添了不少花白，但面色却有如童颜，目光睿智，充满和蔼与端详，极具普洱大师和
有道茶人风范。吕礼臻先生谈话风趣幽默，在与他愉快中的交谈中，句句听似平凡的话却充满禅意和
智慧，有一种炉火纯青、返朴归真的境界，给人的感觉是静真自然、宽和与简朴，在他和陈露云老师
的互相印证下，我们边喝着吕先生带来的珍贵的20世纪50年代红印及第一批7572（20世纪70年代生饼
），还有吕先生自己制作的“臻味普洱纪念饼”及台湾乌龙，谈话内容也渐渐转向了十几年前的悠悠
往事中，随着他与陈露云老师的回忆，结合我对普洱茶在20世纪末重新得以光复的一段历史的多方调
查研究，对其中鲜为人知的一些重大隐情也愈加清晰了。　　从民国中期至20世纪末，在云南茶区，
茶农习惯饮用大叶种晒青茶，中国西北地区的群众，虽非常喜爱饮用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且大量运销
，但这些现在列为普洱茶的茶，当时都不称为普洱茶。1973年，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为扩大茶叶出口
的需要，成功生产出渥堆后发酵的熟普洱茶以后，在广东、香港等地区喜欢饮用加入菊花的熟普洱茶
，很少知道饮用生普洱茶。无论生或熟普洱茶在大陆的年销量最多不过1万吨。但至20世纪末，突然出
现了普洱茶的饮用收藏热潮，造成这股风潮的“始作俑者”与台湾茶人有很大关系，是他们较早开始
追逐古董普洱茶，并由此使普洱茶迅速走向了风靡全球的传奇之路。　　香港、澳门早自清代民国以
来，便是普洱茶外销南洋和转口欧洲的商业集散地。普洱茶从香港传入台湾大约是在清同治、光绪年
间，后随台湾、香港经济往来密切，港人普遍饮用普洱茶也影响了台湾人。1949年以后，从广东、云
南等省市和泰、缅边境到台湾的人员大量增多，饮用普洱茶的人口随之增加，加大了普洱茶的市场需
求。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有了快速发展，饮茶人口也随之急速增加。这时期台湾又兴起了开设“
港式饮茶”的茶楼，普洱茶在茶楼的份量和比例加大。20世纪80年代，台湾茶文化蓬勃发展起来，现
代茶艺馆应运而生，品茗活动开展，茶叶知识增加，消费者品味提高。从1987年底两岸开放探亲后，
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双方的交流日盛。1988年台湾茶艺界曾组团到云南考察，虽带回了以青沱、青饼
及七子饼等普洱茶为主的样品，但市场接受度不高，此行并非掀起很大涟漪，只有少数几家茶楼有较
专业的各式普洱，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　　20世纪90年代，随消费
群体的扩大，需求量增加，普洱茶在台湾的消费走向平民化，在民众中饮用已十分普遍。1997年香港
回归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加上港人因受茶楼饮茶风气影响，对渥堆熟普洱茶较有兴趣，造成一些
不知名的老茶饼不断涌现，很多早年的沱茶、红印、绿印甲、乙级、香菇沱茶等大量地从香港出仓并
出现于台湾市场，价格节节升高，货源一到，往往被成批买下，有的将普洱茶视为收藏品珍藏。因此
陈年的古董普洱一筒又一筒地进入台湾市场及收藏家手中。　　台湾茶人接触到的这些不知名的茶大
部分以红印、绿印、蓝印、黄印及沱茶为主，对其均一知半解。当时对茶文化深有研究的台湾著名茶
人吕礼臻、何健、周渝等人也充满兴趣地开始对收集到的不少老茶饼进行研究，有些老茶虽有内票、
内飞等注明茶庄名称，但这些所刊载的产地及茶庄究竟是在云南哪个地方？由于对云南不熟悉而不知
其所以然，至于其他方面更没有概念，有些茶品则根本查无资料，。在疑惑中，大家只能用力地喝、
不断地试。　　吕礼臻先生说，那时的台湾人，虽在香港找到很多老茶，但这些茶拿回台湾只更多地
是当文物收藏，一般也卖不出去，买回去后也卖不掉，客人来泡四五种后，最后还是买台湾茶，老普
洱茶还常常有退货。第一次见到“同庆号”普洱茶，他很惊讶，虽他以前曾在书上看到过，但找到至
少有七八十年且保存完整、未拆封过的茶，大家都觉得十分新奇和珍贵。他收集到的宋聘、同庆、江
城等十余种老茶都很便宜，连福禄贡饼等茶都不算稀奇。现在号称台币30万元一饼的红印，当时一饼
不过台币800元，而且滋味根本尚未熟成，他们一看到印级茶也就跳过，直指号级茶迈进。大家虽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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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茶乡韵》

道这是些老茶，但并不清楚其来历，大家是有了茶之后才去找资料研究。当时一方面是推广，二是自
己试，常常是一次冲泡十几种，喝多后发现这些茶放了那么久，还那么香，非常奇特。大家经常是喝
得人仰马翻，个个茶醉。在试喝、比茶中去找出质地更纯正的茶，而且就这样喝出对普洱茶感情。　
　在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白水清等人带动下，对普洱茶感兴趣的人日渐增多，在台湾谈论
、饮用、收藏普洱茶渐成了一种时尚。因此有“普洱茶藏于台湾”的说法。在台湾各地，有销售、品
饮普洱茶的茶庄、茶行、茶店、茶叶公司、茶坊、茶室、茶艺乐园；有品评介绍普洱茶的刊物、杂志
、书籍、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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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茶乡韵》

精彩短评

1、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2、本书图文并茂，印刷古朴大方，是好书。作者懂茶，对茶文化有研究。

Page 7



《古茶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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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