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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于普洱洱来说，是狂热的一年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
民的保健意识也逐渐增强茶益健康，自古已有定论茶为国饮，已成习俗习茶饮茶者自然日众柴米油盐
酱醋茶，茶列最后说明我们只有在保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情况下才有茶饮不可
想象，人们若还饿着肚皮，如何思得饮茶对于普洱茶，开始之时人们并不认可大家普遍的感觉此茶最
早就是供应青藏高原或内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旋这些民族由于常食牛羊肉便多喝紧压茶以利于消化
因此在云南十万大山中才形成了数不清的茶马古道这些游牧民族虽然常年食牛羊肉、喝牛羊奶等高脂
肪食品但是即使在当时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及缺少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却很少有肥胖及患心脑血管类疾
病者这也为人们认为喝普洱茶能够减肥利健康提供了最好证明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民生活水平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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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认为茶是最好的保健饮料，历史实践也证明，普洱茶又是最好的保健茶品，这便是普洱茶越来越
被人们接受的另一个原因。
当然，现代媒体的宣传以及一些普洱茶企业的商业炒作都加速了普洱茶的普及为了使人们更全面地认
识普洱茶，编著了本书    以飨各位爱茶人及茶中同道全书共12篇，按《易经》十二消息卦卦序排列。
     近年来，普洱茶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其实，对于普洱茶来说，业界业外人士也是莫衷一是各有见
地，有褒扬者，有贬抑者，这很正常。
我们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思想框在框子里去统一，但不管怎么说，商业炒作也好，市场规律也罢，毕竟
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在全国乃至全球掀起了一股普洱茶风。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普洱茶，使普洱茶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为还普洱茶之真正面目。
 本书的作者历经数年数次实地考察，行程数万公里，励精图治，编著此书，供爱茶人及茶中同道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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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凤龙先生，1964年12月生，吉林榆树人。
国家茶艺师高级考评员。
毕业于东北师范人学美术系，读书期间勤奋刻苦，长于国画，喜寄情山水。
改革开放后，创办装饰公司，屡创佳绩，但徐先生时时不能忘怀自己的文化情结，于1999年创建了吉
林省第一家茶艺馆——以古典传统风格为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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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公元2006年4月初，我按计划到南方各茶区考察。
这些年来我做茶生意，研究茶文化，编著茶书籍：一直与茶打交道。
十几年来，每当茶季来临，我必到茶区看看，这已成惯例，今年也不例外。
当时我正在闽北武夷山茶区考察，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负责人来电话说，我原来编著的几种茶文化书
很畅销，计划再出版一套茶文化系列丛书，普洱茶亦在其中。
记得当时我已经在茶区考察了近半个月，很疲惫了，可又不想放弃这次机会，还是决定去云南。
于是，便拿出地图查看从武夷山到云南的路径，计划行程路线及交通方式。
以往去云南，或出差或旅游，全然没有在意普洱茶。
那个时候，云南虽有普洱茶但不及眼下流行，也就没太多关注。
近年来，由于自己开有茶楼茶庄还有茶艺师学校，少不得平时喝茶讲茶，但不太喝普洱茶，总觉得它
的味道不对我的脾气，也就没把普洱茶当作主导茶来推广。
如今不同了，写普洱茶那得去云南，得到大山深处去寻根，得下番苦工夫。
惟其如此，才能识得普洱茶之真面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洱溯源>>

编辑推荐

《普洱溯源》的作者历经数年数次实地考察，行程数万公里，励精图治，编著此书，供爱茶人及茶中
同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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