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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

内容概要

《普洱茶》一书的出版能让更多读者喜欢上普洱茶，让普洱茶迷们通过阅读该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
方面都有所提高，能更好地感受那一饼饼圆茶中酿就的时间的厚，滑，体味“舌底鸣泉”的快感，在
“越陈越香”中净化心灵，享受“两腋习习清风生”的飘飘意境⋯⋯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来普
洱茶理论，普洱茶图书百花齐放，争鸣共进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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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

作者简介

邓时海，1941年11月15日出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普洱茶学会创会会长，台湾是大茶艺社创社
教授，杨式太极武艺第六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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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

章节摘录

　　一百多两百年陈期的金瓜贡茶，其评语是“汤有色，但茶味陈化、淡薄”。由家父留下的一些陈
年普洱茶原本是圆饼型茶，由于年代太久远，　已经松开成散茶了，就称作“红芝普洱”。冲泡出很
强的野樟茶香、陈韵十足，茶气强劲、水化生津，却淡而无味，这也是我个人所品尝过最上好的普洱
茶!　　无味之味有着十足的禅境，此种无比高尚境界，在数百种茶中，恐怕是只有普洱茶所独有的
了!虽然普洱茶茶道是参化道家的真道，但同时也处处充满禅机。参契者从无味的普洱茶品饮中，透过
明心见性而得到顿悟、无我之我的众生相，启开了西天极乐世界的天门，善哉昔洱!　　普洱茶的水性
　　普洱茶汤饮入口腔，所引起各种口感，除了前面在味道部分的说明，其他的归到水性这部分采介
绍。水性可以分为滑、化、活、砂、厚、薄、利等七方面，其中滑、化、活、砂、厚是普洱茶正面特
色，而薄和利则是一些负面性能影响品茗情境的。　　滑⋯⋯　　滑是最柔和的感觉，比如将最细纯
豆浆或爱玉仙草，含在口腔里有一种至柔感。滑会使人有温和舒顺而亲切的感觉，也会使人心神比较
安适稳定。　　比较陈旧或熟的普洱茶，其水性比较滑、早期的敬昌号、江城号、普庆号等普洱圆茶
，以及20世纪70”年代厚砖普洱茶、70年代白针金莲普洱散茶，其茶汤都表现很滑　水性滑是普洱茶
一大特色，尤其现在生产的新普洱茶，多半是以熟茶方法制造，水性多能表现醇滑，有许多人就因此
而喜欢饮用普洱茶　　普洱茶水性的醇滑，随着陈化时间越长，表现得越为优异，最后达到化的境界
，这也就是构成普洱茶越陈越香的要素之一化⋯⋯　　“入口即化”同样是陈年好茶和好酒的表征，
普洱生茶的水性要达到化的境界，通常必须要贮放六七十年以上，而且还要在比较理想环境中陈化。
熟茶要比生茶容易得到化的水性，如那批20世纪70年代的普洱厚砖熟茶，只有三十多年陈期但其水性
渐渐由滑而转向化劲之中，六十多年的末代紧茶，八、九十年的同庆老号普洱圆茶以及本人私藏不知
年的红芝普洱，已臻至入口即化的境界了　一般经验告诉我们，普洱生茶所表现的化劲，要比熟茶采
得高雅，因为熟茶的水性较粗厚，化的感觉总没有像生茶那样活泼清逸。但是生茶的陈化时间必须长
很多，才能有普洱熟茶化劲相等程度。　　“入口即化，喝了没喝”，是一句品茗普洱茶时，对茶汤
水性最高境界的赞叹语。虽然把茶汤喝到口腔里，好像喝酒一样，立刻化为一股升华之气一但喝酒只
感觉一阵酒气向上颚冲起，而后渐渐挥发过去。普洱茶的化劲，远比酒的化劲柔和而宁静，不会有那
股霸气熏脑的逼促。酒气的化劲使人自我膨胀，心神恍忽，醉言失态，普洱茶的化劲则叫人有满身轻
利，清神明智，飘扬欲仙的感受。　　活⋯⋯　　活泼的水性，是各茶种品茗者一贯重视的茶汤优美
表现，指在口腔中产生一种活泼的感受　活的口感如同陈韵一样，是偏重于比较抽象性，也都是靠个
人多从实际品茗中，培养出鉴别能力　无法以文字或言语描述真切，非从实际体会而唯以言传在普洱
茶行列里，只有千仓普洱生茶的茶汤，才有较强的活性品味。在制造过程中，经过一定程度渥堆发酵
的普洱熟茶，以及产生霉变的、湿仓陈化普洱生茶，这两种普洱茶品都会增加水溶性物质成分，而且
越是重发酵或越是重霉变的，越增多茶汤中的水溶性物质，茶汤颜色也越深浓，甚至成为黑色，水溶
性物质的增加，直接影响水性活泼品味。所以只有生茶干仓普洱茶，才可能有最好的活性品味表现，
活性能给人活泼、愉快、力量的感受。　　砂⋯⋯　　喝过茶汤之后，口腔內有一种砂砂的感觉，如
同喝了一碗红豆汤，留下口中那种浓砂感觉　这种砂砂感觉，会带给口腔一种舒服而愉快的感受，砂
的口感主要来自普洱熟茶茶汤，而且是有较长陈化期的茶品。20世纪30年代的佛海鼎兴茶庄所生产那
批末代紧茶，可能在晒菁时，延误了时间，促使自然发酵过多，变成了熟茶紧茶；还有70年代初期
的73厚砖茶熟茶，这两批茶叶为比较陈旧的熟茶茶品。凡喝过这两批熟茶的，都能感受到砂的品味。
普洱茶水性的砂感，透过口腔感觉，使A有一种粗犷而浓郁的感受　砂感是普洱熟茶水性一大特色，
而普洱生茶则不易见到。　　厚⋯⋯薄⋯⋯利⋯⋯　　普洱茶水性在还没有到达化劲之前，有厚、薄
、利分别。这些厚、薄、利在口腔的感觉，使品茗者有厚重甸实或轻薄浮荡或刃利难受之感。水性厚
和茶汤浓并不相同　厚是普洱茶质地关系，茶汤在一定的强度，溶于水中物质成分较多的，在口感上
觉得会比较混厚稠密。越稠密者称之越厚或越稠。浓是冲泡技术上的影响。同样一泡茶，茶叶浸泡在
热水中越长，茶汤就越浓，也就是茶汤的强度增加了。相反的如浸泡时间很短，茶汤便会显得淡淡的
，与水性厚薄无关。往往厚、重以及甸买都是相伴共存的，所以有说茶汤水性很厚重或很厚实，其意
义就是指水性有很厚之感。如一些无纸绿印圆茶、凤山茶菁的福禄贡茶，茶汤水性都很厚重。厚的茶
汤水性，使人感到饱满而实在。带给品茗者有较平和稳定的心境。　　水性薄和水性厚恰好相反，水
性薄的茶汤喝到口腔里，没有坦荡舒张气势，水质也感觉轻且萧条由于水性薄而造成小器的格局，使
品茗者产生了轻浮、薄弱、不安稳而抗拒的感觉、灌木新树茶菁制成的普洱茶品，和一些边境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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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

品，茶汤水性多半会显得单薄。　　利是因为大薄的水性之故，而使得口腔有触及利刃的感觉。会引
起单薄、偏激、难过的感觉，而且形成排斥和拒绝的作用，一般的边境普洱茶或现在新树茶菁所制成
的新鲜青饼普洱茶品，茶汤水性多半会出现刃利现象。　　普洱茶经过长期紧扎密封，茶身很干燥，
开封后立即冲泡品饮，茶汤水性常常会显得薄，甚至会有利的情形。但是如果开封后，将茶置于较宽
大容器中，以使茶叶“回气”一段时间，约十几天或一个月，茶汤自然能表现出其应有的水性特色。
　　普洱茶的喉鉤　　茶最原始的用途是作为药用，尔后再用采解渴。解渴的首要条件，就是喉头得
以滋润，立即解除紧箍的干涸。喉韵一向都是最受品茗者的青睐，尤其较资深品茗高手，也多极重视
喉韵特色。更以喉韵特强为标榜，而抬高茶品售价　普洱茶的喉韵可以分为甘、润、燥三方面。

Page 6



《普洱茶》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南方嘉木生很益川谷山　　　　　　　　　　　元昌　　武侯插下六山萘苜　　　　　　
　　　　　同庆　　繁华在银生府城内　　　　　　　　　　　　　　　　　敬昌　　络绎马帮古石
道中　　　　　　　　　　　　　　　　末代福禄贡茶　　蒙舍蛮以椒姜桂烹饮之　　　　　　　　
　　　　红印　　茶神陆羽将锅底鱼目翻起　　　　　　　　　　　绿印　　朱曾煮过南诏国的真茶
道　　　　　　　　　　　　　　黄印　　茶仙卢全饮罢七碗龙凤团　　　　　　　　　　　圓铁　
　道化普茶茶气有同工之妙　　　　　　　　　　　　　　7562　　成吉思汗的战蹄踩过步日部　　
　　　　　　　　越陈越香——　　踩出普洱府茶马阵前饮　　　　　　　　　　　　敛在普洱团饼
中　　踩出普茶傲居茶中之茶　　　　　　　　　　　　是道艺人的共同体　　明太祖扬鞭而莫及云
南边陲　　　　　　　　　　　　　普洱茶与茶很源同生　　留下了普茶那团沱传承　　　　　　　
　　　　　　　　正名在明朝　　留下了普洱耳茶陈香滋气　　　　　　　　　　　　　　普洱茶贡
清宫同盛衰　　雍正改土归流岁月进上用茶芽　　　　　　　　　　　　瘫痪在民初　　普洱茶名遍
天下京师重　　　　　　　　　　　　　　　普洱茶1973 大飞跃　　全凤贡茶清风劲吹了二百年　　
　　　　　　　　　　　熟茶在当道　　太后夏喝龙井冬次普洱　　　　　　　　　　　　　　　我
将——　　木观回牛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普洱陈香留注在茶历史　　宝玉
焖了一缸子女儿茶　　　　　　　　　　　　　　　我愿——　　新国矮树参透明日天空　　　　一
九九五年茶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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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

精彩短评

1、因为喜欢普洱，所以买了几本送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要静下心来，慢慢读
2、这个书中对普洱茶的历史和年份有很多错误，并且为了一群台湾商人的商业目的，凭空造出很多
历史上不存在的茶，对初学普洱茶的人，会造成误导。
3、很系统，有深度。期待下一本续，能敢快配货。
4、专业著作
5、没有想到的是可以在当当买到这本书。对普洱茶的认识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特别是通过图片看到
了“号级”、“印级”茶，还有对茶性的品评。一本好书在于是否对你的疑问做出解答，周围能喝懂
普洱茶的朋友横应该看一看。受益匪浅。
6、不是说邓先生讲错了，而是把人带进了一个误区，搞得大家都去弄老茶，配假茶。顺便问问，台
湾同胞的那些所谓老茶应该都消化的差不多了吧？
7、学习
8、邓是研究普洱茶颇有心得的，呵呵
9、对于普洱茶原来只知道熟茶，到了云南才知道生差才是普洱茶传承至今的由来。要说还是台湾人
行动的早，且不说里面有些形而上，太缥缈虚幻的语言描述，但至少能如此系统地把普洱茶写成一本
书，邓时海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10、很全面的一本～
11、看得出作者是在写自己的亲身体会，图片质量也不错。就是哑粉纸使书太重了。
12、但凡入迷普洱茶的，似乎都看过这本书，不管其他的非议，这本书对普洱茶的推动作用还是不可
否认的。上次在朋友那里终于匆匆翻了一遍，太贵，舍不得自己买一本啊。
13、做档案很好
14、按图索骥，再花n年去
15、受益匪浅，值得一看的好书。特别是有助于了解普洱茶文化很有帮助。
16、不愧是名家写得，作者对普洱相当有研究，里面的图片资料也是很难得的，这对学习普洱的人很
有帮助。不得不感叹，为什么很多精细的事情还是台湾人做的早呀。
17、本来对这本书有比较大的期望，谁知收到货后，里面的内容就算去茶店里面看的那些宣传画一样
，书质是很好，印得也很漂亮，可是，就是空洞洞的。88元的书，那样子，简直是上当的样子，好失
望啊~~~~~~~~~~~~建议大家到书店看了内容再买如谁要可以跟我联系，哈哈6折出售，不想看了
18、虽然有些小错误，但非常值得购读。
19、真的很不错，早就知道有这么一本普洱茶专著，就是不知道哪能买得到，那天突发奇想到当当搜
了一搜，还真有！价格虽然贵了点但是物有所值，每一种茶的图片都非常清晰，介绍也很好，十分喜
欢！
20、10年购于台湾，来之不易，我还是小妮子。对初学+实践很有帮助
21、刚看完还是蛮晕乎的,特别是看到作者和高僧感受茶气的那段~~~.嘿嘿,这两年的经手的普洱多了,
觉得台湾人那还是相当会经商的.
22、知识性的。
23、本来三星，多加一颗星是表扬其开创性
24、介绍全面，断代详尽。
25、写的很好，是权威之大作！但与当今普尔茶市场脱节。现在还是比较少有像邓教授那样的品茶高
手能站在中立的角度来评一下当前各大茶厂的特色、茶品特点及所用茶箐产地及各地经销等介绍。
26、文革十年,中国文化在大陆断根了,却有幸偏安弹丸岛国延续其香火.读谦谦君子之书,悟茶之三昧
27、很好的一本书,对普洱茶感性趣的人值得看看.
28、表面上是介绍收藏级普洱茶的知识。实有老邓先生卖茶之嫌，据说书中所载收藏级老茶多数是邓
先生所收藏。不过对于学习收藏老普洱茶还是很有帮助！
29、喜欢普洱茶的人可以收藏，内容翔实，图片精致，纸张很不错。
30、很久以前在我从前的老板处看过此书。一直想买一本，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了。是本好书，值得品
鉴，也值得收藏。
31、这本还是有些地方不对，或者续书可以修正些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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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打算从事普洱茶行业的人，基本上都购买了这本书。知茗度茶行的老板告诉我，这本书据说虽然
错误不少，但是的确是一本经典的开山之作。
2、我是一个普洱茶爱好者，喝普洱已有十多年历史。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受这本书的误导，对普洱老
茶有很多不正确的观点。所以不得不自己也买了一本，学习了下。所以写这篇评论，以正视听。老话
讲：“兼听则明”。想拍砖的，我也拦不住，但我也必须得说说我的观点的出处是哪里。我也推荐两
本书：如果常喝普洱茶的人，一定接触过中茶公司的茶吧，那么就应该去了解下下面这本书，这个人
。《漫话普洱茶---普洱茶辨伪》作者，邹家驹，1978年至1999年先后任中国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外销
员，副科长，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云南省茶叶协会秘书长。《中国普洱茶百科全书》。后一本书
，其中对邓先生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普洱茶》，邓时海著，台湾壶中天地杂志社出版发行，1995
年12月第一次印刷。是最早一本介绍普洱茶知识的书。对传播推广普洱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者也
因此名声大著。书中史料未尽到翔实的考证经读者评说。这个评价还算中肯，上世纪90年代，云南普
洱茶在大陆并不出名，更没有什么专门的书籍来介绍它。有这本书，当时对介绍普洱茶这一茶类确实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邓先生，名知书中对老茶有很多谬误，并有专业人士对其指出，可是大陆出
版时，并不修订，而对一些莫须有的年代和茶品，继续留在书中。实在另人费解。参看《漫》这本书
，p44页，“邓时海先生初到云南，到办公室相传过，我让秘书科送上一本我在任期间编撰的《云南
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公司增”29页和30页”例有关于中茶公司名称变化的档案资料。邓先生明
明拥有了这些资料，却生生杜撰出一段历史，是“误入歧途了。”p49，周红杰在给作者的来信写到
：“最大的悲哀是云南的茶人不懂云南茶叶，而追随外来的“名人”，盲目崇拜，并相互利用过分炒
作，使普洱茶失去了本来页上，进入了神秘文化的行业，即目前市场上以香港，台湾，为主流的看包
装，讲年代，视陈旧，比名气，寻来源等玄学体系。”P25，“将普洱茶（主要是指下面的临毫沱）
生产时间提前到1973年，是在年份是弄虚作假。认真一点，只要把云南的老茶人如今几位，不用几个
小时就可理清银毫沱来龙去脉。前面有文人编史造年，后面有商家亦步亦趋按图索骥。普洱茶市场不
乱才怪！2004年，云南大雄普洱茶博物馆竟在云南茶叶界面前展示所谓的“1973--1977”年临沧茶厂生
产的银毫沱茶”，依据和胆量来自几本有“权威”的普洱茶书。在台湾怎么乱，另外一件事，眼不见
，心不烦。跑来云南乱，那些年代的老茶人还在，这些书还“权威”得起来吗？·········
·《普洱茶》书中谬误不胜枚举，实在让人流汗。所以不要看它书印得如何漂亮，图片多么精美，假
就是假，它真不了。另外，像我这样看不下去，但肯定气不过，又有才华和文笔的人，也坐不住了，
最近新读的一本书《普洱茶营销》，作者吴疆。邹炳良先生为该书题词：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普洱茶。
（该书邹家驹和邹炳良先生给予大力支持。邹炳良，原勐海茶厂厂长，总工程师，用渥堆方法生产普
洱茶最早的探索者·实验者，研究者之一。1976年撰写了&quot;普洱茶加工工艺和速成发酵的操作规
程&quot;。从事茶叶生产，研制四十余年，创立了大益牌。）也对普洱茶界出版的图书和普洱茶这个
市场做了分析和研究。对于邓先生的书的意图，本人不改去揣摩，但是参看古董拍卖市场，往往为了
拍卖行的古董（真假不知）卖个好价钱，先花钱做个精美的册子，再加点所谓的研究文章，看似像个
学术专著，实际是为了后面把存货卖个好价钱，做了个精美的目录图书而已。而我们把这些“目录图
书”当史料，当著作，当索引，那么自然你买的东西也就引到他那里去了。所以，通俗些来讲，邓先
生的书很多可笑的地方就在于，他说他收藏的有些古董茶叶，那些做茶的老人们，说我们茶厂没做过
，而他说他有。你说谁的话可信呢？？？？
3、从事普洱茶这一行，为了自己不上老茶的当，也为了茶一网www.teaen.com的茶品全部都是精品普
洱茶，客户喝到真正的老茶好茶，我们的团队买了这本书，将书中的内容结合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茶
大家学习了几天，又尝试着用书上的方法去识别有价值的老茶，结果真的是比较准确。这本书是我们
团队做好老茶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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