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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世间的任何事情都讲一个缘分，人与人，人与事，莫不如此。
现在想来，我与武夷岩茶也算有缘，和茶打交道的岁月也已经历了40余年。
先父叶先顺于1956年从福安调到崇安茶场工作，到1984年离休，他的一生也随着武夷岩茶的命运起起
落落。
因此，我也于20世纪50年代随家人来到武夷山。
60年代初，我从农校毕业之后，回到崇安茶场当了一名工人，几十年过去了，我从这里起步，开始认
识武夷岩茶，直到如今。
武夷山素以山水奇秀闻名，山中所产之茶又为茶中奇品。
自宋以来，为朝野人士所赏识，历朝列为珍贡，再加上文人雅士的宣传，被人誉为名山之灵芽，驰名
天下。
识者常常不远万里，一掷千金，收为居家珍品。
全盛时期年产可达五六十万斤。
武夷茶经历过最初的默默无闻，经历过贵为贡品的辉煌，也经历过一蹶不振的艰难，在她的身上，我
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甚至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国是茶的故乡。
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而识茶开始，茶就融人了中国人的生活。
这种融人，包括实用和精神两个层面。
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可以解渴、可以防病、强身健体，这是茶在实用层面
上的意义。
另一方面，茶的身上体现的精行俭德，其对情操的陶冶，又代表了我们高雅朴实的民族风范。
武夷岩茶生长于碧水丹山之间，默默汲取着大自然赋予的灵气，历经千年的风雨，奉献给世人神奇的
岩韵，对她的欣赏，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诗意人生的追求。
就我而言，从少年而至老年，与武夷岩茶相伴一生，因为喜爱，所以关注她的方方面面，久而久之，
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想把这些记录下来，与更多喜欢武夷山、喜欢茶的朋友分享。
这本小册子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包括武夷茶的历史与变迁、武夷岩茶特殊的岩韵及其形成的原因、武
夷岩茶独特的采制技术、武夷岩茶的品饮艺术、武夷岩茶与健康之关系、武夷岩茶的包装贮运及选购
事宜等。
另外，正山小种红茶作为武夷茶叶发展史和贸易史的重要一环，我也觉得很有必要为大家做个介绍。
最后，作为一个具有一千多年发展历史的事物，围绕武夷岩茶衍生出纷繁的文化景观，本书收录了与
武夷岩茶相关的传说、茶区风光、古老的制茶习俗、古老的茶市、茶具等遗迹，还包括历代文人歌咏
武夷茶的诗文等等，力图呈现给读者一个全方位的武夷岩茶，想让读者在读过之后，想亲身到武夷山
来品饮一下这神奇的岩韵，甚至想到书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去走走、看看。
武夷岩茶一头与自然相接，一头与文化相连，是很有文化、很有内涵的，而武夷岩茶也只有保持与这
两个源头的血肉联系，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生命。
近日读到连横先生的《茗谈》一文，文中写到：“余性嗜茶而远酒，以茶可养神而酒能乱性。
饭后睡余，非此不怡，大有上奏天帝庭，摘去酒星换茶星之概。
瓶花欲放，炉篆未消，卧听瓶笙，悠然幽远。
自非雅人，谁能领此？
”看来，不论世事如何变迁，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欣赏总是不变的。
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喜爱武夷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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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山灵芽：武夷岩茶》由各茶叶研究机构专家、各名茶之书的主编、副主编及学者共同编著，
既详细介绍了有关该茶的生长条件、加工技术、品质特征、品饮方法等技术内容，也有其发展历史、
人文环境、典故传说等传统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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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启桐，男，农艺师，高级评茶师。
1945年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
长期从事武夷岩茶的生产、制作及研究。
曾任武夷市茶场场长、市岩茶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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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岩骨花香话岩韵武夷岩茶是乌龙茶中的上品，茶叶专家张天福说过：“凡茶香种种，有品种香
、土壤香、气候香、加工香，武夷岩茶四香俱备。
”武夷岩茶名丛、名种甚多，具有品种本身特有的香气，又得益于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然后辅之
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先进制作技术，自然具有不同凡响的品质。
一、听古人说“岩韵”武夷岩茶味甘泽而气馥郁，去绿茶之苦，无红茶之涩，香久益清，味久益醇，
茶汤金黄或橙黄，浓艳清澈，叶缘朱红，叶底软亮，绿叶红镶边。
具有岩骨花香的“岩韵＂是其最重要的品质特征。
关于岩韵，清代梁章钜（1775—1849）在《归田琐记》中的一段记载可为其做注解：“余尝再游武夷
，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夜谈茶事。
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有四等。
⋯⋯至茶品之四等，一日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
不知等而上之，则日清，香而不清，尤凡品也。
再等而上，则日甘。
香而不甘，则苦茗也。
再等而上之，则日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活之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乎！
然亦必沦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
”这位静参羽士的确是参透了武夷岩茶的精髓，他归纳的“香”—“清”—“甘”—“活”这4个层
次，由低到高，自外而内，道出了武夷岩茶品质的4个不同境界。
而“活”的境界，不仅要靠舌头，更是要靠心灵的感悟才能达到。
所以，梁章钜接下来这样写到：“此等语，余屡为人述之，则皆闻所未闻者，且恐陆鸿渐《茶经》未
曾梦及此矣。
”认为连茶圣陆羽都未必有如此高明的见解。
现在我们对这4个层次的理解是：“香”指香幽而清无异味；“清”指滋味醇厚无苦涩；“甘”指舌
本回甘；“活”指鲜爽润滑。
二、“岩韵＂形成的条件（一）独特的立地条件武夷岩茶特殊的品质特征“岩韵”的形成，取决于多
种因素的综合，其中立地条件对岩茶品质的影响十分重大。
按《茶经》的说法，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的土壤条件介于烂石和
砾壤之间，具有植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国民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于1944年刊印的《茶叶研究所两年来工作概述》的《武夷茶岩土
壤调查》中谈到：武夷岩茶品质之优秀向来认为是山川灵秀所钟，但其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却素无明
确概念。
为探求土壤之外界情况与内在因子对于岩茶品质的关系，并比较各岩土壤特质于民国31年（1944）着
手调查武夷茶岩土壤，情况如下：本区所见土壤，有红壤、灰化红壤、灰棕壤、准黄壤、黄壤、残积
土、紫色土、冲积土等，红壤之分布，大多在丘陵顶部及向阳之区，受当地温湿气候之强烈之影响。
惟山区地质为第三纪紫红色岩层，未受火山岩侵入之影响，岩层平缓，经水流悠久之下切作用，造成
外围之内向崖及中心之锥峦。
内向崖及锥峦间，因岩层坚弱相叠，愈下硬度愈弱，水流之下切，造成狭窄幽深之溪谷，并于岩页稍
厚处，造成大小山洞，至山内地形复杂，呈喀斯特之外貌，此种拟喀斯特复杂之地形，令山中微域气
候变异多端，于是随地形与气候之不同，而有残积土、黄壤、准黄壤、灰化红壤等之分布。
此外更因水系发达，在水源便利之区，开辟水田，生成湿土。
山中溪流汇集之交点，地势旷坦每有冲积土之分布。
九曲溪南及山之西北角，锥峦之间，土壤阴湿，且山顶多马尾松栎、槠、栲、朴等林木及芒箕骨、石
松、蕨、薇等杂草，其残败遗体，落人谷中，致土壤受中庸之灰壤化作用而为灰棕壤。
山之东南一隅，曾发现紫色土，为石灰性紫色页岩之生成物，其理化性尚未脱离母岩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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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查结果较好地揭示了武夷茶岩土壤与岩茶品质的相关性。
一般说来，依栽培生长的地域划分，武夷岩茶分为正岩茶、中岩茶、半岩茶、洲茶和外山茶。
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两涧”。
中岩茶产于三坑两涧以外和九曲溪一带的岩山中。
半岩茶产于丘陵地区。
洲茶产于崇阳溪和九曲溪侧的沙洲地。
外山茶产于不属于上述范围的周边地区。
（二）品种：形成岩韵的先天条件武夷山菜茶是有性生殖群体，称“武夷种”。
武夷种茶树变化万千，武夷山因此有“茶树品种王国”之称。
武夷岩茶区的劳动人民，从武夷菜茶的原始品种的有性群体中，经过反复单株选育，积累了名目繁多
的优秀单株，单株选择，分别采制，最后以成品茶质量是否优异作为选育的标准。
这是武夷岩茶区选育技术的独到之处。
如发现某些单株具有优秀品质，经反复评比，依据品质、形状、地点等不同的特点命以“花名＂。
所以林文治曾说过：“唯武夷地非常奇特，同一山岩，同一茶园，近在咫尺之茶树，韵味可能各异。
”正因如此，才会有单株名丛的独负盛名。
（三）独特的栽培管理武夷山到处是峭峰深壑，高山幽泉，烂石砾壤，迷雾沛雨，因为气候与地形的
错综复杂，武夷岩茶的栽植也有其独特之处。
当地的茶农大多利用幽谷、深坑、岩隙、山凹和部分缓坡山地以石砌梯填土建园。
或者利用险峻的石隙，砌筑石座，运填客土，以蓄名丛。
还有利用天然石缝寄植茶树的。
这种特殊的盆栽式茶园是其他茶区所没有的。
武夷岩茶的耕作采取深耕法、深耕吊土法、代替施肥的客土法等等，虽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有利于灭
草除虫、土壤熟化，对岩茶的品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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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山灵芽:武夷岩茶》如同所介绍的名茶一样，都散发着缕缕幽香，沁人心脾。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山灵芽>>

名人推荐

《中国名茶丛书》是一套深入研究名茶渊源，发展名茶生产，提高名茶品质的文献，它也为国内外消
费者提供了一册名茶科学知识的好书。
——骆少君（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原院长、全国茶叶质量检测中心
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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