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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洱茶”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以其集散地与原产地之一的普洱县（现今宁洱县）命名之。
元朝时称之为“普茶”，明朝万历年间才定名为“普洱茶”。
　　明清时期经由“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营销至中国本土、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香港
、澳门、以及东南亚，甚至欧洲。
至今，茶叶已成为中华文化与其它文明的桥梁。
近几年，更因普洱茶丰富的内涵物质及可长存久放之特性，形成品茶文化的一股旋风。
　　普洱好茶的定义：　　一为健康：无化学肥料与农药残留，香、甘、滑、重、酸、甜、苦、涩皆
须具备，并相对平衡（balance）。
　　二合口感：符合个人喜好与习惯。
每个人标准不同，喜好不同，不要随之起舞，勉强自己接受，别人的意见可供参考，但不是绝对的依
据。
　　三有经济：再怎么好喝与所谓名牌茶，超过自己经济能力就不要考虑。
故个人的身体要能负担得起、金额要能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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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昆牧
　　生于台湾高雄县，1991年任教于高雜义守大学，以运动医学专长，教授学科运动伤害复健、运动
生理学、篮球、保龄球等技术学门，发表运动医学相关文章数十篇，2005年4月离开教职，全心投入普
洱茶经营与推广。

    1983年第一次接触普洱茶，因当时仍习惯台湾茶品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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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饼模与紧压度铁模：一般而言，铁模的紧压度较高，相对陈化速度较慢，但茶质较易
保存；以中茶牌铁饼为例，茶质重且容易出现花蜜香。
与紧压度有相关的因子，除了蒸气时间及压力，与茶菁与细嫩度、杀青温度、干燥温度也有关连，不
同原因导致其间的差异。
但注意紧压过度时，容易出现茶叶焦心现象。
石模：因应不同的需求，石模有不同的形状与重量规格，饼型较古朴而圆润。
通常石模压制的饼茶紧压度不较铁模般紧压，相对陈化速度较快，汤质较滑、但香气较弱。
越紧压，陈化后容易出现花蜜香、茶质保留度高；较松散者，则陈化较快、汤水滑，香气表现较不明
显。
茶汤明亮度：原则上汤色必须清亮，而有些新制茶品因为揉茶过度、水分含量较高等等因素，都可能
导致汤色较浊，此现象经过一年左右就能转为清亮。
然，因为高温制程，反而有些茶品新茶时汤色清亮，一二年后反而变浊；此为标准劣变，往后滋味随
即丧失。
颜色：新制茶汤色以黄绿色为主，青绿色多表明有高温制程。
若新茶汤色即为黄红色，可能有发酵度偏高之迹象。
黄绿色、清亮透彻有油光，是为佳品。
香气口感香气：上颚、舌面舌下、两颊、咽喉间都可能有香气，依产区与制程差异，会有不同香气与
感应位置。
尤以吞咽间之香气，且能有层次变化是为上品。
然，避免上颚前端有高温烘干之甜香味。
苦涩：苦涩味，代表茶质茶性强烈厚重与否。
而苦化甘、涩转甜的转化速度，代表茶种的适用性与制作成败。
甘韵甜质：甘与甜，是令品茶者最回味的部分。
若品茶完后三至五分钟内，仍有喉头与两颊的回韵甘甜，是为佳品。
香气饱满、苦涩快速转化为甘甜，二者都相当持久耐泡，且于口腔内转变有层次感。
叶底柔韧度：柔韧性佳、叶面有光泽。
揉压即破，与制程之杀青温度有关。
色差较多者，可能为发酵不均或拼配茶品。
枝梗碎末：杂质多者，不利于稳定冲泡，口感较差，甚至影响后续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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