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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放眼全世界各国引种的茶树，茶叶制作工艺，甚至品茗习俗等等，无一不源于中国。
中国作为世界茶叶和茶文化的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的茶文化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不可多得的财
富，当然也是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华夏子孙的共同语言，是四海之内华人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国的茶文化有着极为纯朴洒脱的超然气质。
中国人敬茶，是因为我们每天要喝茶，日常生活中，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其
中茶，首先登上了艺术的殿堂。
而且在中华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茶文化是整体中华文化至为重要的一环。
有人说中国茶文化历程，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
    茶，这种上得厅堂，下得寻常百姓家的饮品，不仅为文人墨客称颂，而且更是人民大众消暑生津的
佳品。
这不仅仅是因为喝茶对人体有很多好处，更因为品茶本身就是一种极优雅的艺术享受。
茶的身份如此平易近人，品茶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内行人一眼就能分出绿茶、红茶、花茶、青茶(乌龙茶)、黄茶、白茶、黑茶等不同的种类来。
更讲究的还可以分出“明前”、“雨前”、“龙井”、“雀舌”等。
什么茶用多高温度的水，沏、冲、泡、煮方法各不相同。
饮茶也别有一番情趣。
如“披咏疲倦”、“夜深共语”、“小桥画舫”、“小院焚香”，都是品茗的最佳环境和时机；“寒
夜客来茶当酒”的境界，不仅显示宾客之间心意相通的和谐，而且还别有一番高雅的情致在其中呢!惬
意、自然、朴拙，正是中国人饮茶的写照。
    现代制茶大约可分为采摘、萎凋及搅拌、炒青、揉捻、干燥、烘焙等几个重要步骤，各个步骤各有
其功能，且不同的茶其各步骤的处理方式与过程亦有不同，其中呈现的千姿百态，令人心旷神怡。
中国茶知识内容丰富，包括茶史知识、茶类知识、茶叶知识、茶艺知识、茶具知识等等，本书将由浅
入深地为您——道来。
当柔和的阳光洒满房间，您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品茗，茶香屋静，您阅读本书，或可体味到“疏香皓齿
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的美妙境界吧!    编者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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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坊全话》现代制茶大约可分为采摘、萎凋及搅拌、炒青、揉捻、干燥、烘焙等几个重要步骤，各
个步骤各有其功能，且不同的茶其各步骤的处理方式与过程亦有不同，其中呈现的千姿百态，令人心
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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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红袍”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据说每年朝廷派来的官员身穿大红袍，解下袍子挂在贡茶的树上，因此被称为大红袍。
流传更广的一个故事是每当采茶之时，要焚香祭天，然后让聪明的猴子穿上红色的坎肩，爬到绝壁的
茶树之上采摘茶叶。
所以粤语中把这种猴采茶称为“马骝茶”（广东人管猴子叫马骝）。
由于数量稀少，采摘困难，这种茶在市场上是价格昂贵的珍品。
如今公认的大红袍，仅是九龙窠岩壁上的那几棵。
自古物以稀为贵。
这么少的东西，自然也就身价百倍。
民国时50克就值64块银元，折当时大米2000千克。
前几年，九龙窠的大红袍茶拿到市场拍卖，20克竟拍出15.68万元的天价，创造了茶叶单价的最高纪录
！
 “大红袍”究竟有哪些特点？
其条形壮结、匀整，色泽绿褐鲜润，冲泡后茶汤呈深橙黄色，清澈艳丽；叶底软亮，叶缘朱红，叶心
淡绿带黄；有红茶的甘醇、绿茶的清香；茶性和而不寒，久藏不坏，香久益清，味久益醇。
泡饮时常用小壶小杯，因为香味浓郁，冲泡五六次后余韵犹存。
这种茶最适宜泡工夫茶。
18世纪传人欧洲后，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还曾有“病之药”的美称。
 大红袍的采摘与一般红绿茶不同。
鲜叶不可过嫩，过嫩则成茶香气低、味苦涩；也不可过老，过老则滋味淡薄，香气粗劣。
而且应尽量避免在雨天采和带露水采；不同品种、不同岩别、山阳山阴及干湿不同的茶青，不得混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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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坊全话》中国的茶文化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不
可多得的财富。
茶，这种上得厅堂，下得寻常百姓家的饮品，不仅为文人墨客称颂，而且更是人民大众消暑生津的佳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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