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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龍茶起源於福建，至今已有1,000
多年的歷史。烏龍茶的形成與發

展，最早可溯源至北苑茶。北苑茶是福
建最早的貢茶，也是宋代以後最為著名
的茶葉，歷史上介紹北苑茶產製和煮飲
的著作就有十多種，北苑亦是福建建甌

鳳凰山周圍的地區，在唐末已產茶。
北苑茶重要成品屬於「龍團鳳餅」，其採製工藝如皇甫冉

送陸羽的採茶詩裡所說：「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
白日斜。」要採得一筐的鮮葉，要經過一天的時間，葉子在
筐子裡搖盪積壓，到晚上才能開始蒸製，這種經過積壓的原
料無意中就發生了部分紅變，芽葉經過促氧化的部分變成了
紫色或褐色，究其實質已屬於半發酵了，也即烏龍茶的範
疇，因此，說北苑茶是烏龍茶的前身是有依據的。武夷山茶
則在北苑茶之後，於元朝、明朝、清朝獲得貢茶地位，獲得
發展。現所說的烏龍茶則是安溪人仿照武夷山茶的製法，改
進工藝製作出來的一種茶。
自龍團、鳳餅的漸次演變，至雍正年間，烏龍茶被正式創

製出來。福建《安溪縣誌》記載：「安溪人於清雍正三年首
先發明烏龍茶做法，以後傳入閩北和台灣。」烏龍茶品嚐過
後齒頰留香，回味甘鮮，其藥理作用，突出表現在分解脂

肪、減肥健美等方面，在日本被稱之為「美容茶」、「 健
美茶」，它是中國特有的茶類，恰好，青茶之「青」在中國
古典哲學中也是獨屬於東方的顏色。其主要產於福建的閩
北、閩南及廣東、台灣四大產區，此外於四川、湖南等省也
有少量生產。
在中國茶的悠長歷史中，烏龍茶出現的時間並不算長，但

在沿海卻深受青睞與推崇。隨着近些年茶文化的普及，越來
越多人喜歡上了烏龍茶那種高昂的香氣，入口馥郁、回甘清
甜、苦澀鮮微的風格特質。

古人云：「春茶自造始開嘗，色味甘新氣芬馥。」每年春天，
品春茶，是不少茶客一年中最期待的事情。也許有人會說，春茶
只是一杯茶而已，但每一個愛茶的都知道春茶有多寶貴。
四月，春光正好，吳裕泰多款春茶上市。品飲的不只是其鮮爽

的滋味，更能品到了萬物復甦的勃勃春意。在春茶浸潤味蕾與腹腔的同時，喚
醒整個春天！

鮮爽十足喚醒春日感知
春季溫度適中，雨量充分，加上茶樹經歷了一整個冬天的積蓄，春茶茶芽蘊

含了滿滿的精華，色澤翠綠，葉質柔軟，還積累了豐富的茶多酚、維生素、氨
基酸等內含物質，使得春茶的滋味鮮爽、香氣怡人，還具有一種妙不可言的
「嫩香」。
同時，由於冬天的嚴寒，茶樹免除了病蟲危害，春天茶芽萌發之時，無需施

以農藥，茶葉沒有污染。因此，春茶，往往是一年中茶葉品質最好的。一杯鮮
爽的吳裕泰春茶，可謂是喚醒了人們對春天的感知與期待。

營養豐富送上盎然春意
早期，茶葉就是作為藥用。神農嚐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
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三大飲品之一，還與其富含茶多酚(尤其是兒茶素類)、氨
基酸(尤其是茶氨酸)、生物鹼(咖啡鹼、可可堿、茶鹼)、維生素(C、E、B族

等）、糖類、礦物質元素等多種營養與功能成分不無關係。長期堅持科學飲
茶，有利於促進人體新陳代謝，提高人體免疫力，抵禦不良環境。
而春茶因其溫度高、生長期長、生長環境氣溫低，可以有效保護這些維生
素，這保證了春茶中維生素含量最高、營養最豐富。為了奉上這盎然春意，裕
泰人從茶園到茶杯層層把關，臻選匠心好茶，讓茶友們在品味茶香的同時，好
似整個身體都能感受春的到來，隨着茶香的浸潤，享受寧靜悠然。

沖泡得當盡飲一盞春香
春日百花豔，茶香最風華。作為茶中的翹楚，春茶之色、香、味、韻，都讓

人為之着迷，對於不少茶友來講，用一杯春茶敲響春天的大門，是關於春天最
棒的儀式感！
春茶芽葉細嫩，選對沖泡方法，便可盡情品飲這專屬於春日的鮮爽滋味！
沖泡春茶時，宜選用山泉水或純淨水，將水燒開再晾至85℃至90℃進行沖泡，
可使茶葉盡情散發香氣，也易於茶葉中富含的有益物質溢出。同時，宜使用密度
較高的玻璃茶具進行沖泡，可觀賞到茶葉在杯中亦卷亦舒，美不勝收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綠茶不適宜悶泡，在使用帶蓋的茶具沖泡時，請不要蓋蓋

子。若使用玻璃杯沖泡，當杯中水剩餘三分之一時，即可續水。
如今春光大好，與吳裕泰相約於春茶，從一盞春茶中細細感知春味、春色，

盡情擁抱這個春暖花開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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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綠茶正好，一盞茶

中，盡嚐南國嘉木所攜藏的春天之

味。草木本色，花穀香融，清新雋

永，已令人回味無窮。

而在另一些山水之間，東方之

「青」則也已經開始綻放其新一歲

的悠然與馥郁。青茶，亦稱「烏龍

茶」，半發酵茶，是中國六大茶類

中，獨具鮮明中國特色的茶葉品

類。烏龍茶是經過採摘、萎凋、搖

青、炒青、揉撚、烘焙等工序製作

而成。

「寺必有茶，僧必善茗。」
「從來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愛
鬥茶。」禪和茶在佛教當中有千
絲萬縷的聯繫，禪茶一味，就是

要通過茶去領悟禪的定義。
佛理博大無限，以「四諦」為總綱：「苦、

集、滅、道」四諦以苦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
佛以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
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等等。佛法求的是「苦
海無邊，回頭是岸」，參禪即是要看破生死觀、
達到大徹大悟，求得對「苦」的解脫。茶性苦
也。《本草綱目》中載：「茶苦而寒，陰中之
陰，最能降火，火為百病，火情則上清矣」。從
茶的先苦後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中可以參悟人
生，參破「苦諦」。
茶以「和靜怡真」，滌除玄鑒、澄懷味清。

佛，主靜。佛教禪宗主張靜氣養性，提倡坐禪，
暮鼓晨鐘裡誦經念佛，坐禪時的五調（調心、調

身、調食、調息、調睡眠）以及佛學中的「戒、
定、慧」三學也都是以靜為基礎。佛教禪宗便是
從「靜」中創出來的。靜坐靜慮是歷代禪師們參
悟佛理的重要課程。以靜悟靜，茶便成了禪者最
好的「朋友」。
人生苦惱，皆因「放不下」，佛家成道需勤

「放」。品茶也強調「放」，偷得浮生半日閑。
由此與茶結下了宿命的緣份，以種茶製茶到泡

茶品茶，千百年來總結出一整套的茶道文化。茶
也順時而成為寺門僧人聯繫世俗、接待施主說天
道地、講經釋法的特殊媒介物。
自古以來僧人多愛茶、嗜茶，並以茶為修身

靜慮之侶。佛家對茶境的參悟和喜好從客觀上
推動了茶葉生產的發展，為茶文化發展提供了
一方淨土。
「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為國飲，湖南
為先。」「禪茶一味，梵我一如。」就源於湖南
夾山寺。唐朝善會大師在湖南夾山寺講禪說法，

悟出了「禪茶一味」的真諦，並由宋代高僧圓悟
克勤的親筆書寫刻為石碑，成千古佛緣。而這佛
茶之緣所結的正是安化黑茶。
唐朝是中華茶文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茶聖

陸羽《茶經》的誕生，宣告着中華茶文化輝煌
的開始。唐朝國富民強、經濟、文化、宗教得
到了盛世發展。1987年，在法門寺地宮中人們
發現的諸多稀世之寶中，除了最著名的釋迎牟
尼真身佛骨舍利外，還有一套金銀茶具擺放在
官室，可見大唐帝王崇尚品茗和對茶文化的珍
視及對供佛的虔誠。
唐代飲茶之風熾盛，飲茶方法極為講究，飲茶

的用具也很齊備。從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中曾
出土籠子、碾子、羅子、鹽臺等成套茶具，其中
金質有金銀絲結條籠子及鎏金的茶碾、貯鹽罐子
及鏤空鴻雁球路紋籠子，這些茶具足以反映出唐
代茶道的發達。由於唐代茶湯中還要加鹽，故這
套茶具中還有專門的貯鹽器。

唐朝是佛教和茶文化的盛世，在當時的長安
最著名的是西天取經的玄奘和來自湖南的龍團
茶。唐朝飲用的是團茶，即現代安化黑茶的前
生。唐朝人楊燁寫的《膳夫經手錄》，記載
「潭州茶有（益）陽團茶渠江薄片茶」進入朝
廷，可見早在唐朝安化黑茶就已是這法門寺地
宮中金銀茶具中不可缺少之物了，由此可見安
化黑茶之佛緣早定。 文/王凱

紅茶作為當今世界消費量最大的飲品，起源於中國，
歷史悠久。約西元1568年，正山堂江氏先祖，始創紅
茶，名正山小種，開創世界紅茶之源。 2005年，正山
堂在傳承四百餘年的紅茶文化與製作技藝基礎上，通過

創新融合，研發金駿眉，引領國內紅茶清飲風尚。
清飲紅茶，指在紅茶茶湯中不加任何調味品，使茶葉發揮固有香味的品

飲方法。這也是中國大多數地方飲用紅茶的方法。清飲紅茶能很好地感受其
清爽甘甜的口感和濃郁的香氣。那麼，如何沖泡好一杯清飲紅茶呢？
首先，在茶具上建議選用白瓷茶具。白瓷的外觀美觀，呈白色或乳白色，給

人一種潔淨的感覺。紅茶的湯色透亮，多半呈金黃色及橙紅橙黃色，白瓷杯可以
更好的觀看茶葉湯色。且白瓷具有聚香之功能，好的白瓷能讓茶葉的香氣更加持
久，讓人更好的回味杯底香。
沖泡紅茶的過程中，以掌握「沖泡的水溫、出湯的速度、坐杯的時間」三點為關

鍵。在這三個要點中，對一些細節的掌控對於泡出的茶湯味道好壞也是會有所影響的，
以正山堂紅茶為例，其沖泡的水溫需用100攝氏度的沸水沖泡，每一泡投茶量可按照3克
至5克為準，蓋碗容量可選擇150毫升至180毫升的大小為宜。出湯時間一般1至3泡在3至
10秒之間，以後每沖泡一泡延長3至5秒，調整原則是1至12泡沖泡出的湯色基本一致。前3
至5泡不宜坐杯時間過長，避免茶湯濃厚。
在沖泡的時候，以逆時針沿着蓋碗杯壁環繞一圈定點沖泡，在每一次出湯時候都要注意的是一

定要把每一泡剩餘的茶湯瀝淨。這樣每次泡出來的茶湯色清澈不渾，香氣醇正而不鈍，滋味鮮爽
而不熟，葉底明亮而不暗，使人飲之可口，視之動情。泡茶用水以使用山泉水或純淨水為宜，用這
些水泡出的茶，口感為佳。正山堂紅茶，耐泡程度高，可連續沖泡十二泡，口感依然甘甜醇香。
茶，按飲用方式的不同，可分為喝茶和品茶兩大類，喝茶與品茶是有差別的。為了解渴而喝茶，愛怎

麼喝就怎麼喝，不受環境影響。品茶，是飲茶的最高方式。品飲
佳茗，重在意境，特別強調情與景的交融，自古以來就是物質享
受和精神愉悅高度統一的生活藝術。
好茶不但要品，而且要細品。要品得其真，一是境要宜；二是
具要雅；三是水要雅；四是湯要沸；五是品要當。五者俱佳，
才臻完美。
品茶有三種境界，一曰「得味」；二曰「得韻」；三曰「得
道」。以正山堂金駿眉為例，其品鑒要訣，一是要觀湯色。所謂
「察言觀色」，目之所見，領受其美。二是要聞其香，熱嗅茶
香，溫嗅香質，冷嗅持久；湯中聞香氣，杯蓋聞茶香，杯底聞留
香。三是要品其味。把茶湯吸入口內，舌尖頂住上層齒根，嘴唇
微微張開，舌根向上抬，使茶湯攤在舌的中部，再用腹部呼吸從
口中慢慢吸入空氣，使茶湯在舌上微微滾動，連續吸氣二次後辨
出滋味。
「玲瓏玉書徐徐張，精緻若琛淺淺啜。」中國茶文化博大精
深，源遠流長。以茶為媒，既可修身養性又可愉悅心理，既可領
悟人生又可傳播文化。

佳茗飄香

經典壺型一：合斗壺
在中國古代，糧食對於一國與其百姓來說，始終都至關重

要。合斗，就是把兩隻裝糧食用的斗上下合在一起，寓意豐
收富足。
除了造型上這個非常直觀的特點之外，此壺另有深刻的內

涵。在中國古代，秤上刻度是十六兩為一斤，那麼這個十六
是怎麼來的呢？其實與天上的星辰有關。
北斗七星七顆星，與其相應的還有南斗六星，中間再有福

祿壽三星，七加六加三，其數十六。古人以此為計，將十六
兩作為一斤，因此人們將秤桿上的第一顆星也就是零刻度叫做「定盤星」，這都是從星象演化而來。
合斗壺的匠心獨運之處又在於，它把地上盛糧食的斗聯繫到天上星辰的北斗和南斗，而天上兩斗之間

又橫跨着一條萬古銀河。作者在此寄寓了一種很美好的願望：如果天上的北斗和南斗永不相遇，地上裝
糧食的斗卻有機會相合。他把這種浪漫主義的心事，通過一把小小的紫砂壺體現出來了，令人讚佩。而
且，兩星之間，北斗星偏高，南斗星偏低，因此他就為這把壺配上了一段特別優美的銘文，叫：「北斗
高、南斗下，銀河瀉、闌幹掛」。銀河傾斜，星斗橫斜，意境妙不可言。

■烏龍茶入口馥郁、回甘清甜、苦澀鮮微的風格特質。

清明春綠方正好清明春綠方正好
烏龍天青已上新烏龍天青已上新

煮茗論道

識茶香品茶韻
紅茶品鑒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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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茗修禪緣 法門供黑茶
佳茗飄香

春茶一杯入口 馨香三春不忘
佳茗飄香

人間珠玉安足取 栗色暗暗照古今
解讀紫砂壺文化與經典壺型

在福建漳平市永福鎮，春天來得格外隆重。漫山遍野的櫻花迎來了今年的第一次盛放。雲
霧繚繞、碧波翻滾的茶園裡，點綴着緋紅的櫻花，原本靜謐的茶山更添一抹新的生機與活
力，清新的空氣夾雜了一絲櫻花的甜蜜氣息，置身其中，宛如桃源仙境，使人流連忘返。
永福鎮被稱為內地的「阿里山」，這裡的高山烏龍茶是一大亮點。永福鎮台灣農民創

業園茶葉示範基地的地理位置、海拔高度、氣候條件都非常適合青心烏龍的生長，於是，這裡便成
為了青心烏龍得天獨厚的生長地，再加上綠色生態的種植方式，種植於此的青心烏龍在品質方面
也更勝一籌。
青心烏龍，又名矮腳烏龍，原產於福建建甌市東峰鎮，於清咸豐年間引種於台灣凍頂山，後

經優選擴種定名青心烏龍。
漳平永福鎮台灣農民創業園茶葉示範基地，種植的青心烏龍以酵化豆漿作有機肥料，結

合自動噴灌技術培植，吸取台式烏龍茶的特殊技藝，結合海堤獨特精製工藝加工而成，獨
立小泡裝，方便品鑒。
中茶海堤青心烏龍，選用採自漳平永福鎮台灣農民創業園茶葉示範基地種植的青心

烏龍為原料，產品乾茶緊結重實，色澤墨綠油潤有光澤，茶湯湯色金黃，清澈明
亮，香氣高揚，花香蜜韻顯，細啜一口，滋味醇厚甘滑，回甘明顯，飲後齒頰留
香，葉底肥厚軟亮。
永福青心烏龍，特別之處是喝豆漿長大的茶葉，豆漿液態有機肥有優勢突

出，一來可以提供有機養分，使有機質分解為植物可吸收的有機養分，豆漿
液態有機肥中的微生物能分泌適宜植物吸收的維他命、有機酸、酵素等物
質；二來可以提供有益土壤微生物，發揮微生物造肥、解毒、促長、抗
病、改良土壤的功能；三來可以提供純天然農藥，微生物所分泌的抗生
素、蛋白菌、抗菌抑病物質，發揮了自然農藥的作用；以豆漿作為茶
樹的肥料，也是永福高山茶之所以能一直保持高品質高水準最大的
秘密武器。
一罐茶，將關於永福春天的美好盡收其中，海堤邀歡欣舉盞，

一見「青」心。

俗話言：器為茶之父。人們如今對茶器的關注程度遠遠不如茶。大家多醉心鑽研茶的好壞，卻對器的高下鮮有問津。其實器和
水，是真正會深刻影響茶的口感的。
關於紫砂壺文化的起源，有金沙寺僧起源說，有龔春起源說，這些說法都還因無從以實物考證而存有爭議。1965 年，南京吳經
墓出土的「吳經提梁」，是我國目前唯一有確切紀年可考的嘉靖早年的紫砂器，對於鑒定供春時代的紫砂器具有借鑒意義。

明代吳梅鼎的《陽羨瓷壺賦．序》記載道：「余從祖拳石公讀書南山，攜一童子名供春，見土人以泥為缸，即澄其泥以為壺，極古秀可愛，
所謂供春壺也。」
供春壺，當時人稱讚「栗色暗暗，如古今鐵，敦龐周正。」明代的紫砂名匠時大彬、徐友泉等，包括清中期的陳曼生，都促進了紫砂壺的大

力發展。尤其是陳曼生，他把紫砂壺與文人意趣結合在一起，就發揚了文人紫砂，使其擁有就更為飽滿的文化藝術和精神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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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壺型二：漢鐸壺
在漢代的時候，鐸就是大鈴鐺的意思，形如鐃、鉦而有舌，
舌分銅製與木製兩種。銅舌者為金鐸，木舌者為木鐸。鐸除了
作為樂器以外，其作用據古籍記載大概有兩方面，即所謂「文
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文事奮木鐸」，是指和平時期的文化宣傳。在古代，天子
為了解民間的社會風氣和人民生活狀況，每到春天會派專人到
各處採集民間的詩歌，這種行為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採風」，
歸納總結後報告給朝廷加以考察。召集民眾、採集詩歌所用之

具，就是木鐸。
「武事奮金鐸」，則指戰爭時期的司令工具。古時的軍事長官會揮舞旗幟召集村民，在田野練習佈

陣和戰法，了解擊鼓鳴金等軍事號令；每隔三年，則舉行更大規模的集體軍事訓練。古有「鳴金收
兵」一詞，鳴金即是鳴鐸。
此壺有銘文曰：「以漢之鐸，為今之壺，土既代金，茶當呼荼。」「土既代金，茶當呼荼」這八個

字是最能表達作者心境的。
土代金，說明了二者質地的不同。也有雖是陶土，做的紫砂壺卻敢價比黃金之意。「茶當呼荼」，

荼同茶字，古時無茶字，相傳茶字是陸羽作茶經後將荼字去掉一劃才變為我們今天的茶字。漢鐸壺當
然已經無所謂木鐸、金鐸了，或者說，製作者用這一種壺型收納了金木兩種材質。事實上，紫砂壺本
身已經體現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具備之完善：紫砂，土也，金蘊其中，以水潤之，火燒成器，再以木投
之（即指投茶其中），則五行皆善。

經典壺型三：魚化龍
魚化龍壺，是專門為文人所創製的，其寓意是：十年寒
窗過，一朝取功名；仕途順利上達，就像魚越龍門般，一
躍成功，吉祥如意。
魚化龍壺造型上的特點是：層疊曼妙的雲紋之間，忽現
魚躍於壺身一個側面，還現龍騰於另一側面；魚頭一定對
着龍尾，方向絕不能錯。龍只能見得龍頭，魚是見其全
身，魚躍過中間的龍門就會變成龍了，這個把就是龍門，
同時也是龍尾的造型。

此壺的鈕是一種祥雲鈕。壺蓋上鑲嵌一隻龍頭和一枚龍舌。做得好的魚化龍，用其泡茶時，必是先
出龍頭後出龍舌，在停止注水收壺的時候，是先回龍舌後回龍頭。能做到這樣的魚化龍才稱得上達標
的工藝。

經典壺型四：玉笠壺
玉笠壺，相傳是陳曼生在一個很炎熱的夏

天微服私訪，當時他在江蘇溧陽縣任縣令。
南方茶樓很多，陳又熱又累想去茶樓喝杯茶
解解渴，然後在茶樓上看見一個和尚坐在一
張茶桌邊飲茶，椅子上掛着這個和尚戴的一
個大斗笠。
與和尚攀談時，他從斗笠得到靈感，突發

奇想，想以斗笠為壺身做一把壺，玉笠這個
壺形就誕生了。他回憶與和尚結緣的過程，用銘文將這個故事生動地記述到了這把壺上，
辭曰：笠蔭暍，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無說。甚麼意思呢？就是站在了和尚的視角，忽
然不明白這暫駐茶樓的舒適，究竟是因為戴着斗笠的陰涼遮蔽了暑熱，還是一盞清茶解去
了燥渴。這兩者，是一還是二呢？我問佛，佛卻不說。多麼有禪機啊。壺把的造型是掛斗
笠的這根繩，也即套在脖子上的那根飄帶。
人們看壺，大多停留於對外形的關注，少有對其文化內涵的解讀。但只有了解紫砂壺的

起源來歷，關注它其中承載的智慧美學、人文情思，才能真正明白壺裏的乾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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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用什麼樣的茶具泡茶最好？
Ａ：現在通用的茶具有瓷器、陶器（主要是紫砂器）、玻璃、塑膠。在沖
泡紅茶和烏龍時選用陶器，因為從品茶的角度來看，以瓷器和陶器最
好，其保溫性好，沏茶能獲得較好的色香味，且造型美觀，具有藝術
欣賞價值。但沖泡綠茶特別是碧螺春和銀針時一般用玻璃茶具，玻璃
茶具可見杯中輕霧漂渺、澄清碧綠及朵朵茶芽之美態。至於搪瓷、塑
膠茶具，雖有輕便、耐用之優點，但一般為了解渴而臨時使用。

Ｑ：茶葉應該怎樣存放？
Ａ：茶採用先進的保鮮技術，能保證茶葉長時間不變質。但最好的保存條件是在室溫、
避光、無異味的環境中保存。茶葉數量較多的可以分0.25-0.5公斤一份用白紙包好，
放入乾燥的罐、壇中，底層可中間放些乾燥劑，乾燥劑的種類可依茶類和取材方便
而定。貯存綠茶可用塊狀未潮解的石灰，紅茶和花茶可以用乾燥木炭，有條件的也
可用變色矽膠。罐、壇口蓋多層草紙並壓緊，以防潮濕空氣進入。如果茶葉數量不
多，也可用紙包好，再用兩層聚乙烯食品袋密封好，放在餅乾箱裏蓋緊箱蓋。為了
避免茶葉吸收異味，切忌將茶葉與有嚴重異味的物質放在一起，諸如樟腦丸、香
皂、香水、香煙等都不宜與茶葉混放。新買來的茶葉筒罐，筒內金屬表面常有一層
油脂，必須擦淨晾乾，再以少量廢茶擦過，除去異味後才能裝茶葉。

Ｑ：喝茶真的會醉嗎？
Ａ：茶葉中含有複合多糖兒茶素類，其為降血糖的有效水溶性組分，當空腹飲茶時，因
為人體血糖本來就低，再攝入複合多糖、兒茶素類物質，人的血糖就進一步降低，
從而引發頭暈、心慌、手腳無力、心神恍惚等症狀，即所謂的「茶醉」。如果不願
放下茶壺，可以吃一些點心，就可消除「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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