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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多入迷上普洱茶都有缘由    因为健康    因为品茗    因为朋友    因为增值    因为无法预测的变化    因为
可以掌控的可能    因为能一起成长一起变老    因为无限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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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迷上普洱（2012版）》说：&rdquo;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
&rdquo;中国人谚语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现代人因喜爱普洱茶后发酵所产生的丰富变化，使得普洱茶文化自成一格。
继&ldquo;经典普洱&rdquo;及&ldquo;经典普洱&mdash;&mdash;名词释义&rdquo;后，《迷上普洱（精装
修订版）（精）》由石昆牧著，作者将自己对普洱茶的认知与心情集结成书。
在这里您会发现新信息的补充、市场的剖析和作者来去山林间的感悟，帮助您更贴近普洱茶的世界。
《迷上普洱（精装修订版）（精）》从历史产区、生熟茶辨识、仓储存放辨识、冲泡技巧、健康生活
一直到市场探讨，深刻纪录普洱茶的悠远传承。
茶，是百草之王；品茶，是休闲生活：普洱茶，是一种您不能不尝试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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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昆牧，生于台湾商雄县，1991bauble任教于高雄义守大学，以运动医学见长，教授学科运动伤害复
建、运动生理学、练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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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时仍习惯台湾菜品清香甜韵，不习惯普洱茶色重、无扬香、味陈之特
色。
1986年大学时期开始了解、研究、实验后，才真正领悟普洱茶真性，从此浸淫、沉淀在“陈年的历史
岁月”。
2005年荣获云南省首届”全球普洱茶师大杰出人物“。
2005年2月出版《经典普洱》，2006年8月出版《经典普洱——名词解释》两本普洱茶相关专著。
2006年8月主持南省政府主办的“百年普洱经典品鉴会”，提供主要茶品品鉴，并受聘为“云南普洱茶
会顾问”。
2007年船板实名制网站——“经点普洱”。
2007年为“云南普洱茶”正本清源，提“倡议书”推荐使用云南大叶茶原料之优良厂家，在普洱茶混
乱低迷时，形成一股清流。
2011年出版“迷上普洱”，将品饮普洱融入身心、且生活化。
投入茶业事业以来、陆续在网络与杂志上发表多篇个人心得并引起了泛讨论和关注，代表作有：“普
洱茶大事纪”“滇绿与滇青普洱辨识”、“普洱茶制作古今与迷思”、“普洱茶年份与断代”、“如
何选购新制生饼”、“普洱茶储存与陈化”、“二十茶山简介”等等多篇文章，同时还带动促进国内
茶叶界对早期宜兴紫砂壶、生铁壶、台湾精品瓷器的认知与鉴赏。
在大陆普洱茶市场与文化起步阶段，对业界与市场，甚至产区云南省都有实质性的影响。
从业基本履历为：1999年9月创设台湾渣普洱茶庄茶业。
2003年与友人化广东肯东莞市创立大陆普茶庄分店。
2004年于深圳市设以普茶茶庄大陆总公司。
2006年底前大陆普茶庄直营加盟快速成长十余家。
2006年10月因理念不合，在市场最蓬勃之时毅然退出大陆普洱茶经营。
2007年3月重新在北京创办经典普洱体系。
至2012年已有近二十家经典普洱茶实体店与网络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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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喉～收敛感～ 优质茶与性价比 生茶不是普洱？
 选茶与看人 犷味制作 制程 传统制程 （一）杀青>>>揉捻>>>晒干 （二）杀青>>>揉捻>>>后发酵>>>
晒干 （三）杀青>>>初揉>>>后发酵>>>晒干>>>复揉>>>晒干 ⋯⋯ 影响茶质的主客观因素 仓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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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方式与茶具选择 泡出好喝的普洱茶 普洱与养生 健康生活 从台湾看普洱——制程工艺演进 从台湾看
普洱——云南普洱产业发展 从台湾看普洱——经济利益与老茶林保护 从台湾看普洱——我眼中的普
洱市场 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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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茶马古（商）道 唐代以来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古商道，以藏族地区的马
匹、皮毛、药材等特产和四川、云南的茶叶、盐、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交易的商业信道，
主要依靠马帮在山谷、驿道中长途跋涉来运输货品，故称“茶马古道”，亦称“茶马商道”。
自唐、宋以后，汉藏物资依赖茶马古道持续往来一千多年，维系了两地物资与文化的交流，并在抗战
时期达到了古道（特指滇藏茶马古道）的最繁忙时期，抗战结束后，随多条进藏公路的修筑而渐渐没
落。
 茶马古道蜿蜒于我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
古代滇藏主要路线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思茅、普洱、临沧、保山、大理、丽江，经迪庆及西藏的昌
都、拉萨等地后，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
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凉山后，交汇云南丽江，再经迪庆、西藏等地后，进入尼泊尔。
这条茶马古道横贯藏、川、滇高原横断山脉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蜿蜒四千余千米
。
后因云南经济持续发展，清代、民国时期共开拓多条内外通道：昆洛前路茶马道、滇西后路茶马道、
思茅易武茶马道、思茅澜沧茶马道、思茅江城茶商道、普洱思茅通外茶马商道、佛海通外茶马商道等
等。
（《普洱茶文化》，黄桂枢） 江内 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澜沧江之东面古六大茶山地区（曼撒、
蛮砖、攸乐、倚邦、莽枝、革登），为今勐腊县中北部地区。
清朝时期普洱为贡茶，当时以澜沧江为分界，称为“江内”，为上贡朝廷茶品原料主要来源。
 江外 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澜沧江之西面，今勐海县、景洪市地区为“江外”。
清朝时期普洱为贡茶，当时以澜沧江为分界，西部尚未开发，不被重视。
涵盖目前南糯、布朗（新、老班章）、巴达、勐龙、勐宋等茶区。
有江外六大茶山之称：南糯茶山、勐海茶山、景迈茶山、巴达茶山、南峤茶山和勐宋茶山，这些茶山
在口感、香气明显较江内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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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迷上普洱(修订版)》是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台湾普茶庄·经典普洱创始人石昆牧先生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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