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品茶杂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品茶杂记>>

13位ISBN编号：9787121169953

10位ISBN编号：7121169959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刘师源

页数：200

字数：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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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品茶杂记>>

前言

如果说喝茶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与茶相关的商业氛围可谓非常深厚。
经过几百年的延续和发展，“喝茶好”的口碑现象越来越明显，从电视、广播到网络，到处都能见到
茶，就连吃宵夜时点份啤酒烤串，老板都要问一声“要不要茶水”。
    早年听人说过，喝茶好，于是喝了不少。
之后发现，也就这么回事，体重该多少还是多少，感冒发烧一样没错过，偶尔还听说一起喝茶的朋友
轻微“三高”。
后来因工作繁忙，体质变差了很多，喝茶逐渐成了业余爱好，而研究茶却成了必修课，每月乐此不疲
，喝了不少好茶，也听了不少茶叶背后的故事。
从龙井的43号到十年陈普，多数也只是听听而已。
直到有一天，谈到“酱油稀了就是醋”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喝的都是“酱油”，浓是浓了，一点茶味
都没有。
于是添购两件茶器，钻研了几个月，终于有些起色，开始慢慢体会茶的各个层次和口感。
同时，对东印度公司时期的茶叶外销产生了浓厚兴趣，只是苦于语言不通，对非英语资料只能“望洋
兴叹”。
    再往后，和茶友交流时得知了另一种泡法，类似潮州泡，只是时间更短，置茶量也和平日不同，使
得茶技又有了进步。
除了陈普，绿茶、红茶、乌龙茶的泡茶手法也因此改变，茶汤基本从“酱油”变成了“醋”，也使我
对茶的认识，更上了一层楼。
再往后几年，从单纯的喝茶转向茶行业，愈发感觉茶深似海，不懂而擅入者，万难全身而退。
随着普洱茶和乌龙茶的价格波动，喝茶的、不喝茶的都进了茶人圈，不懂行的迟到早退，懂行的盆满
钵满，在凯恩斯市场理论叠加之后，颇有些中考高考的架势，着实难倒了不少人。
    因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仅参考了当前市场的茶品波动，还参照了各类茶品的习茶难易，按
照茶叶发展过程，以绿茶、红茶为基础，重点介绍了目前比较流行的乌龙茶和黑茶，对其分类、品种
、泡法分别进行了介绍。
同时，在本书末尾加入了最近几年较大型的茶企介绍，使各地区读者能够就近买到正品茶。
如果您刚开始喝茶，建议先读第九章和第一章，然后顺次阅读，这样能够形成直观印象，对如何泡茶
、如何选茶有较清晰的认识。
    最后要说的是，作者才疏学浅，挂一漏万、紫粉不辨在所难免，如蒙读者不吝赐教，实是作者三生
之幸，恳请读者诸君多加指正。
    辛卯年八月初二于北京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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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篇，分别从寻根溯源（探茶史、鉴名茶、解茶性）、品鉴滋味（购茶、泡茶）、共享愉
悦（花草茶、药膳茶、茶食茶点）等方面，配合专业摄影师的精美照片，和简明通俗的文字，让读者
从阅读中感受到茶叶的美感，在视觉享受的同时可以轻松获取饮茶知识的精髓，为读者品茶奠定良好
的理论和感官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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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煮茶是流传在我国西部、北部、西南部的高原和偏远地区的一种传统的饮茶方式
，多为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所用，上世纪初的川藏地区，多用黑砖茶、花砖茶、茯砖茶、青砖茶、米砖
茶等产品，饮时不加奶，称为清茶。
    按照川藏地区的习惯，煮茶应煮至涩而不苦，而且由于当地饮食多盐多油，喝茶也必须加入少量食
盐调味，以增进口感和补充体力。
现在当地所用茶品，多为红茶和黑茶，经过简单熬煮即可装入银壶、铝壶、锡壶或不锈钢茶壶中，供
一家几口人一起喝茶聊天。
或在煮茶过程中加入花椒、姜片等，煮制调味茶，缓解高原地区气候不规则变化引起的身体不适，对
轻微的感冒症状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川藏地区煮制的茶品，一般都是一次煮好，全家饮用。
随着现代化城镇进程的加快，部分定居后的牧民不用再过游牧生活，也不需要做大量的体力劳动，因
此饮食也变得相对清淡，开始倾向于饮用少加盐或不加盐的茶。
    11.2.2 北方酥油茶    酥油，和奶油等奶源性产品一样，是从当地产的鲜奶中提取的，好的羊奶酥油，
外观呈乳白色。
从牛奶中提取的，则以金黄油润为好。
    相较于奶茶，酥油茶是蒙古族、藏族等民族饮用的一种较为讲究的茶，藏语叫“恰苏玛”，意为搅
动的茶，是当地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饮料，除了用于平日生活和接待贵客，各类礼节活动中也
经常见到。
相较于清茶，酥油茶的口感更加润滑香甜，如再配以核桃仁、花生、芝麻等作料，则更力口香醇。
    简单的酥油茶制法，是将茶水熬好后，碗中放一小片酥油，然后用滚茶冲泡，待酥油融化后饮用，
稍讲究一点，则会用到专用的酥油茶桶，将茶水滤去茶渣后与酥油一同放入，并用木柄上下搅打，几
百次之后，酥油逐渐和茶、盐相互融合，然后再加热饮用。
    传至现代，除了少数地区仍在使用这种方法，一部分人开始使用小型食品加工机，通过高功率搅拌
，做出口感更加香滑的酥油茶。
    11.2.3 白族三道茶    去过云南的人都会听说白族的三道茶，而较为正宗的三道茶，则需要深入云南大
理，去白族聚居的乡镇，才能体会到。
在白族的重大节日、婚嫁喜庆或有贵宾来访等特殊的日子里，族里的长辈都会亲自泡茶给客人。
三道茶品各不相同：    (1)第一道茶味道稍显苦涩，是用土罐将茶Ⅱ十烤熟后经沸水冲泡而成，寓意世
事多磨，需吃得苦中苦。
通常只有半杯左右，也称苦茶。
    (2)第二道茶，口感香甜，是主人第二次用土罐重新置茶冲泡，并加入少许红糖，寓意苦尽甘来，茶
汤也较第一道稍多。
    (3)第三道茶，则加入了适量蜂蜜、米花、核桃仁、花椒等作料，将沸茶冲入后，各种香气四溢，趁
热喝下，只觉五味俱全，难以言表。
    三道茶过后，苦尽甘来，其中耐人寻味之处，也只有亲自体会，才能明白。
    11.2.4 西北三炮台    三炮台是我国西北地区的特产，盛行于甘肃地区。
所谓三炮台，就是用盖碗泡制的八宝茶，一般都以大枣、桂圆、包杏、枸杞、冰糖和当地产的绿茶为
主，辅以葡萄干、白菊花、山楂等，偶尔也有薄荷、甘草、金银花、莲子心、陈皮等加入，香气清新
浓郁，口感清爽，富于变化。
    三炮台的冲泡：    (1)一般洗茶后第一次冲茶，就能感受到各种用料的香气和滋味。
    (2)第二次冲茶，由于滚水高冲，将冰糖的清甜融入茶汤，从而产生香甜清爽的感觉。
    (3)第三次再冲，则会感觉到大枣、桂圆、包杏和枸杞的浓香酸甜，除了口感较佳，也有一定的保健
作用。
    小贴士    现在甘肃的三炮台，多为将各种材料放入大号盖碗内沸水闷泡，几块钱一大碗，免费添水
，在当地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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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老北京盖碗茶    北京的盖碗茶，盛行于明清时期，多见于私宅茶馆，所用盖碗稍大，以便于解
渴。
所用茶品，多为高香型的茉莉花茶，冲泡后香气四溢，满室飘香。
由于其历史较为悠久，因此冲泡时也颇为讲究，从投茶、注水、到品饮，各有不同手法，有一泡清淡
，二道味酽，三道喝过不续泡的说法。
    喝北京盖碗茶，要求香气足，口味酽，因此投茶量稍多。
注水时选用长嘴铜壶，先点水润茶，稍后再注水至七成左右，待茶叶稍舒展后，才能呈给客人。
品茶时先闻其香，观其色，再轻啜三口，感受茶品的香、鲜、爽，之后才能饮用，每次饮至三分之一
时添水，一般只饮三次，然后换茶再泡。
    小贴士    茶馆里喝盖碗茶，通常会和瓜子、花生等干果一同购买，在享受香茶的同时，和朋友听曲
艺聊天，也是老北人的一大乐事。
    11.2.6 西南土罐茶    西南地区的土罐茶饮法，流传于当地布朗族、白族、傣族等各个少数民族，几乎
在云南各地都能见到，虽然各个地区的做法稍有不同，但都是由土罐烤茶发展而来。
此法是将茶叶放入当地烧制的陶土茶罐，置于火堆旁烤茶，边烤边摇晃，待茶叶逐渐脱水，茶汁渐收
，香气四溢时，注入沸水，然后稍凉即可饮用。
    其茶汤的浓度，一般都会根据烤茶人的口感决定，烤制时间不同，茶汤的口感也会不同，口感较重
，可以多放茶或多烤一会儿，口感较清淡，则少放茶或少烤一会儿。
除了烤茶，由于近年云南地区咖啡豆种植面积的增加，此法也开始用于烘焙咖啡豆，口感极佳。
    11.2.7 英式下午茶    相较于中式茶，英式下午茶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但却伴随着十七和十八世纪英
国殖民统治和欧洲宫廷之间的互访，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常见的下午茶，通常由简单的红茶和小三明治组成，在下午休息时加餐。
    正统的英式下午茶则较为复杂，除了餐具和茶具非常讲究外，茶品也只选择红茶或调味茶，食物盛
放在一套由三层瓷盘组成的器皿中，由下至上分别盛放三明治、英式松饼和甜品等三类食品，顺序也
是从下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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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品茶杂记》首先讲述茶的历史发展、现代茶叶的分类、储存和习茶初期的常见问题；然后对中国茶
进行分类叙述，包括各类茶的主产地、制作工艺、感官品质特征等内容，并对每种茶的干茶、汤色等
内容分别配图，使读者能够更细致、客观地了解每一种茶；最后对如何泡茶、如何泡好茶、哪些茶适
合初学者做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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