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
山
靈
草
濕
行
雲
，
洗
遍
香
肌
粉
未
勻
。

 

明
月
來
投
玉
川
子
，
清
風
吹
破
武
林
春
。

 

要
知
玉
雪
心
腸
好
，
不
是
膏
油
首
面
新
。

 

戲
作
小
詩
君
勿
笑
，
從
來
佳
茗
似
佳
人
。             

茗
戀
｜
作
者
序

 
 
 

當
你
走
進
一
家
茶
行
，
會
看
到
茶
罐
排
排
站
立
，

罐
上
標
示
著
各
種
茶
名
，
這
時
你
就
要
小
心
了
。
因

為
中
國
茶
的
命
名
，
是
可
以
隨
心
所
欲
，
按
照
種
類
、

產
地
、
烘
焙
的
方
法
，
或
是
茶
商
店
家
的
自
我
喜
好
，

訂
出
各
種
茶
名
。
這
種
看
似
百
家
齊
放
、
卻
又
毫
無

章
法
的
茶
名
亂
象
，
常
令
初
學
者
摸
不
著
頭
緒
，
更

躊
躇
不
敢
下
手
買
茶
，
現
在
且
讓
我
來
幫
入
門
者
解

套
。

 
 
 

例
如
寫
著
高
山
烏
龍
茶
，
這
高
山
有
多
高
？
是

海
拔
一
千
公
尺
或
是
兩
千
公
尺
？
這
茶
的
產
地
是
阿

里
山
、
廬
山
，
或
是
…
…
？
她
的
合
理
售
價
應
該
是

一
斤
一
千
元
，
還
是
一
萬
元
？

 
 
 

常
聽
人
說
：
買
茶
可
以
試
喝
：
但
當
你
走
到
茶

行
，
沒
人
主
動
邀
約
，
你
和
老
闆
又
不
熟
，
不
敢
開

口
要
求
試
喝
怎
麽
辦
？
這
個
問
題
應
該
這
麽
看
，
首

先
應
該
建
立
這
樣
的
觀
念
：
價
格
昂
貴
的
茶
葉
，
不

一
定
適
合
初
學
喝
茶
的
你
。
例
如
一
片
一
萬
元
的
普

洱
茶
，
她
可
能
是
因
為
陳
放
了
十
年
以
上
，
才
有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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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的
身
價
：
對
你
來
說
，
一
片
六
百
元
、
只
放
了
三

年
的
普
洱
茶
或
許
更
適
合
你
。

 
 
 

突
破
價
格
迷
思
的
第
一
步
：
得
弄
清
楚
茶
葉
的

名
稱
意
義
，
接
著
挑
一
泡
適
合
自
己
的
茶
。
我
教
你

怎
樣
不
被
詐
：

一
、
弄
一
張
茶
的
身
分
證
。
所
謂
茶
的
身
分
證
就
是

三
、
茶
的
品
種
，
她
是
透
過
什
麽
樣
的
過
程
製
造
出

三
、
來
的
，
以
及
她
的
產
地
。
提
醒
你
，
茶
的
身
分

三
、
仿
冒
容
易
，
例
如
：
茶
樹
明
明
種
在
越
南
，
業

三
、
者
卻
告
訴
你
它
是
台
灣
烏
龍
茶
，
外
貌
看
起
來

三
、
都
一
樣
，
喝
下
肚
才
會
「
露
了
餡
」
，
台
灣
茶

三
、
湯
獨
有
的
細
腻
山
頭
氣
難
仿

二
、
喚
醒
你
沉
睡
的
味
蕾
。
醒
醒
吧
！
朋
友
，
不
知

三
、
不
覺
中
，
你
的
味
蕾
早
被
人
工
調
味
料
與
味
精

三
、
所
矇
蔽
，
無
法
分
辨
細
微
的
感
官
差
異
。
現
在

三
、
拿
起
一
杯
清
水
，
漱
漱
口
，
清
清
味
蕾
，
再
開

三
、
始
喝
茶
，
才
能
明
辨
優
劣
。

三
、
輕
輕
地
聞
茶
湯
。
這
時
腦
門
子
是
否
被
喚
醒
　
　

三
、
呢
？
喝
口
茶
，
茶
湯
溫
柔
地
與
你
的
味
蕾
接
觸
，

三
、
帶
來
甘
美
或
是
苦
澀
？
爽
口
或
是
刮
舌
？
剛
開

三
、
始
喝
茶
的
人
或
許
無
法
體
會
這
樣
的
感
覺
：
但

三
、
沒
關
係
，
第
一
次
總
是
陌
生
的
，
多
喝
茶
，
累

三
、
積
味
蕾
的
品
飲
經
驗
，
自
然
可
以
打
開
味
蕾
的

三
、
窗
，
迎
接
茶
湯
裡
美
妙
的
陽
光
。

四
、
看
緊
荷
包
，
小
心
出
手
。
業
者
泡
茶
讓
你
試
喝
，

三
、
伴
隨
而
來
的
是
一
連
串
茶
的
故
事
，
要
是
聽
到

三
、
的
是
正
確
的
訊
息
，
那
麽
你
可
以
累
積
買
茶
功

三
、
力
，
否
則
就
會
誤
入
歧
途
。
例
如
你
喝
到
的
茶

三
、
混
有
人
工
加
味
的
化
學
香
料
，
業
者
硬
拗
說
這

三
、
是
高
難
度
製
茶
的
血
汗
結
晶
，
並
藉
機
拉
高
茶

三
、
價
。
貴
就
是
好
的
心
理
作
祟
下
，
你
將
付
出
不

三
、
合
理
的
學
費
。

　
　
本
書
將
助
你
打
開
味
蕾
的
窗
，
幫
你
找
出
每
一

種
茶
的
正
確
身
分
證
。
同
時
我
將
買
茶
價
位
的
管
控

機
制
傳
授
給
你
，
讓
你
買
茶
功
力
大
增
，
聰
明
喝

茶
！

茗
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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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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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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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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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選
適
合
自
己
的
茶

6

茶
葉
選
購
要
領

　
　
如
何
買
茶
？
我
歸
納
了
下
列
常
見
的
十
個
問

題
，
並
解
答
如
後
：

Q

：
要
如
何
與
茶
行
溝
通
，
才
能
買
到
自
己
喜
歡
的

口
味
？

A

：
找
有
口
碑
的
茶
行
比
較
有
保
障
，
更
要
培
養
自

己
試
茶
的
功
力
。
我
建
議
你
到
不
同
家
茶
行
買
同
樣

一
千
元
的
茶
來
比
較
品
質
與
口
味
。
若
茶
行
老
闆
開

口
就
問
：
你
都
喝
多
少
錢
的
茶
？
你
的
回
答
最
好
是

用
專
業
用
語
，
如
輕
發
酵
或
是
中
發
酵
茶
，
經
過
專

業
詞
彙
表
達
你
對
茶
的
了
解
，
茶
行
看
到
內
行
人
便

不
敢
亂
開
價
。

Q

：
我
們
在
買
茶
時
，
如
何
判
斷
茶
行
老
闆
透
露
出

的
經
營
理
念
是
對
的
？
又
如
何
驗
證
是
否
符
合
消

費
者
的
立
場
？

A

：
茶
行
老
闆
首
先
必
須
告
知
茶
的
產
地
，
要
是
店

家
吹
牛
不
打
草
稿
，
錯
將
大
紅
袍
與
東
方
美
人
列

為
同
一
種
茶
類
，
那
麽
你
聽
了
之
後
就
可
以
離
開

了
。
茶
行
的
專
業
在
於
茶
的
專
業
知
識
，
例
如
：

東
方
美
人
茶
的
最
大
特
色
是
被
蜉
塵
子
咬
過
，
若

茶
行
老
闆
對
這
樣
的
基
本
認
知
都
沒
有
，
我
認
為

談
什
麽
經
營
理
念
都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Q

：
不
能
試
喝
怎
麽
能
買
茶
？

A

：
台
灣
的
茶
行
走
向
量
販
與
連
鎖
以
後
，
多
了
裝

潢
卻
少
了
試
喝
，
遇
到
這
樣
的
店
家
，
你
可
以
向

該
家
店
的
左
右
鄰
居
打
探
，
若
是
隔
壁
店
家
都
沒

有
跟
這
家
店
買
茶
，
我
想
你
也
不
必
抱
著
太
大
的

希
望
。
我
要
特
別
說
明
：
西
方
的
紅
茶
是
以
品
牌

博
得
消
費
者
的
認
同
，
因
此
不
必
試
喝
就
可
以
透

過
通
路
販
售
，
這
是
中
國
茶
有
待
努
力
的
空
間
。

是
喝
清
香
或
是
重
韻
味
？
想
喝
清
香
可
以
買
烏
龍

茶
，
若
是
重
口
味
的
可
以
選
擇
鐵
觀
音
茶
等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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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買
茶
送
人
，
如
何
賓
主
盡
歡
？

A
：
送
禮
是
心
意
，
送
茶
除
了
注
意
包
裝
與
價
格
以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事
先
了
解
對
方
喝
茶
的
口
味
：

是
喝
清
香
或
是
重
韻
味
？
想
喝
清
香
可
以
買
烏
龍

茶
，
若
是
重
口
味
的
可
以
選
擇
鐵
觀
音
茶
等
。

Q

：
若
原
本
等
級
不
高
的
茶
，
經
過
茶
行
老
闆
沖
泡

之
後
卻
變
得
很
好
喝
，
讓
我
分
辨
不
出
來
怎
麽
辦
？

A

：
茶
行
懂
賣
茶
是
天
經
地
義
，
他
所
用
的
茶
具
是

為
茶
加
分
的
利
器
，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用
來
泡
茶
的
水

是
精
心
挑
選
過
的
。
因
此
，
你
可
以
要
求
茶
行
用
蓋

杯
泡
茶
，
釋
出
茶
的
真
味
，
而
水
質
的
問
題
就
不
能

太
過
苛
責
了
。
一
些
茶
行
老
闆
也
明
白
這
問
題
，
泡

茶
時
都
使
用
一
般
的
自
來
水
，
就
是
為
了
避
免
買
方

帶
回
茶
後
泡
不
出
在
茶
行
喝
的
味
道
。

Q

：
茶
行
老
闆
用
玻
璃
壺
來
泡
茶
，
想
要
表
示
讓
消

費
者
看
清
楚
茶
葉
與
茶
湯
的
眞
面
目
，
我
們
要
如
何

判
斷
其
中
好
壞
？

A

：
我
看
到
茶
行
老
闆
用
玻
璃
壺
泡
茶
時
，
就
對
該

茶
行
給
了
扣
分
。
原
因
是
：
玻
璃
器
皿
用
在
西
洋
花

茶
，
可
以
看
到
花
茶
的
形
貌
與
舒
展
開
的
美
麗
模

樣
，
而
中
國
茶
中
除
了
少
數
茶
種
，
像
是
壽
眉
、
銀

針
，
必
須
利
用
透
明
器
皿
以
便
能
欣
賞
緩
緩
舒
展
的

茶
葉
，
其
他
茶
葉
則
講
求
茶
湯
滋
味
，
若
用
玻
璃
器

皿
來
泡
是
無
法
釋
出
茶
的
真
味
，
應
用
瓷
器
或
陶
器

才
可
以
表
現
出
茶
湯
滋
味
。

 
 
 

要
解
決
初
入
門
時
的
問
題
，
最
好
的
方
法
是
：

認
識
各
種
中
國
茗
茶
，
與
她
們
建
立
親
密
關
係
，
這

是
你
享
用
好
茶
的
基
本
功
，
如
此
才
能
以
合
理
的
價

格
買
到
好
品
質
的
茶
葉
。
想
要
輕
鬆
買
茶
，
除
了
熟

讀
上
述
所
談
的
問
題
之
外
，
只
有
親
自
泡
茶
，
才
能

與
茶
建
立
親
密
關
係
，
才
能
讓
這
位
茶
隱
士
吐
訴
他

一
身
的
風
華
，
讓
你
聞
得
到
芳
香
、
喝
得
到
甘
醇
，

並
讓
你
在
一
陣
陣
回
甘
裡
馳
騁
茶
裡
乾
坤
。

89

泡
好
茶
的
八
大
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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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選
好
茶

　
　
到
底
什
麽
是
「
好
茶
」
呢
？
我
從
近
二
十
年
的

喝
茶
經
驗
中
體
會
到
，
所
謂
的
「
好
」
是
相
對
的
，

必
須
用
價
格
與
品
質
雙
重
考
量
才
是
客
觀
。
但
最
重

要
的
是
：
品
飲
者
喜
不
喜
歡
？
口
味
是
否
能
接
受
？

要
是
一
泡
茶
價
格
再
昂
貴
，
泡
出
來
不
合
口
味
，
就

失
去
品
飲
的
初
衷
。
喜
歡
的
口
味
如
何
挑
選
？
我
建

議
從
香
味
與
韻
味
兩
個
面
向
著
手
。
喜
歡
喝
清
香
，

烏
龍
茶
系
與
綠
茶
系
都
不
錯
：
喜
歡
濃
郁
香
氣
，
就

試
試
武
夷
茶
系
：
想
喝
韻
味
，
普
洱
茶
不
可
以
錯

過
…
…
茶
的
多
變
口
感
，
任
君
選
擇
。

二
、
用
好
水

　
　
水
是
泡
好
茶
的
首
要
條
件
。
水
質
的
軟
硬
甘

甜
，
都
會
影
響
茶
湯
滋
味
。
事
實
上
，
你
可
以
買
幾

罐
不
同
品
牌
的
礦
泉
水
，
倒
在
杯
中
連
連
看
，
試
試

自
己
能
不
能
辨
識
出
哪
一
牌
的
水
有
什
麽
特
殊
滋

味
。
我
的
經
驗
是
：
山
中
接
取
的
山
泉
水
、
品
牌
礦

泉
水
、
家
中
裝
設
過
濾
水
的
泡
茶
效
果
都
不
錯
，
而

端
午
節
正
午
時
分
的
午
時
水
是
我
的
最
愛
。
若
以
上

的
水
你
都
沒
辦
法
取
得
，
那
麽
家
中
自
來
水
其
實
也

可
以
泡
茶
。
只
要
將
自
來
水
放
置
在
容
器
中
「
曝

氣
」
，
讓
水
中
的
消
毒
氣
氣
及
雜
氣
隨
著
時
間
慢
慢

排
放
出
來
，
經
過
約
一
天
的
時
間
便
可
拿
來
泡
飲
。

更
講
究
一
點
，
用
來
曝
氣
的
容
器
不
同
，
也
會
影
響

放
在
其
中
的
水
質
。

三
、
選
壺
器

　
　
夜
市
裡
賣
的
三
支
一
百
元
的
壺
可
不
可
以
拿
來

泡
茶
？
若
就
功
能
性
來
說
，
便
宜
的
壺
當
然
也
可
以

泡
，
但
是
來
路
不
明
的
茶
壺
用
起
來
總
有
點
怕
怕

的
。
尤
其
是
所
謂
「
宜
興
紫
砂
壺
」
是
泡
茶
必
備
利

器
，
卻
有
不
肖
商
人
用
化
學
色
素
來
將
壺
著
色
，
含

鉛
的
色
素
可
能
隨
著
茶
湯
下
肚
，
影
響
品
飲
者
的
健

康
。
我
建
議
初
入
門
的
人
，
買
把
有
品
牌
、
中
價
位
、

卻
沒
有
安
全
疑
慮
的
壺
吧
！
喝
茶
到
底
是
要
喝
健
康

的
。

　
　
而
壺
器
對
茶
湯
的
影
響
來
自
於
材
質
、
形
狀
與

厚
薄
。
我
提
供
幾
個
選
壺
器
的
原
則
：
用
宜
興
壺

泡
，
可
以
凝
聚
茶
韻
：
用
瓷
壺
泡
，
任
一
泡
茶
都
無

所
遁
形
、
好
壞
立
現
，
不
經
任
何
修
飾
。
條
索
狀
的

茶
沖
泡
時
需
要
多
一
點
空
間
，
高
筒
壺
很
適
合
：
片

沖
泡
時
需
要
多
一
點
空
間
，
高
筒
壺
很
適
合
：
片
狀

的
茶
用
低
矮
的
壺
就
可
以
。
手
捏
壺
的
胎
土
結
構
特

殊
，
有
修
飾
茶
湯
滋
味
的
功
能
。

四
、
選
杯
器

　
　
選
杯
器
必
須
考
量
到
材
質
、
高
低
、
胎
體
厚
薄

及
杯
口
的
直
徑
大
小
。
我
的
經
驗
是
：
杯
口
小
、
杯

體
較
高
、
胎
體
薄
的
杯
子
可
以
激
發
茶
湯
的
香
氣
，

瓷
杯
尤
是
：
杯
口
較
大
（
敞
口
）
、
胎
體
較
厚
的
杯

子
可
以
凝
聚
茶
湯
的
韻
味
。
搭
配
所
泡
飲
的
茶
種
來

選
用
杯
器
，
是
較
客
觀
的
選
擇
方
式
。

五
、
置
茶
量

　
　
到
底
要
放
多
少
才
夠
？
其
實
還
是
要
回
歸
品
飲

者
的
口
味
：
喜
歡
喝
濃
一
點
就
放
多
一
點
茶
：
喜
歡

淡
一
點
就
少
放
一
點
，
濃
淡
皆
宜
。
一
般
來
說
，
無

論
是
用
壺
泡
或
是
用
蓋
杯
泡
，
置
茶
量
以
鋪
滿
壺
底

或
是
蓋
杯
的
底
部
為
原
則
，
泡
條
索
狀
茶
可
以
多

放
，
而
半
球
狀
茶
的
開
展
需
要
多
一
點
空
間
，
置
茶

量
不
宜
太
多
，
但
這
是
非
常
概
約
式
的
說
法
。
真
要

講
究
置
茶
量
，
茶
葉
的
狀
況
與
茶
器
的
條
件
都
得
一

併
考
量
。

六
、
水
溫

　
　
一
定
要
一
百
度
。
「
水
要
煮
沸
才
能
喝
！
」
是

一
般
常
識
，
原
因
是
煮
到
一
百
度
的
水
才
能
達
到
殺

菌
的
效
果
。
泡
茶
用
水
最
後
也
是
要
喝
下
肚
，
所
以

用
一
百
度
沸
水
來
泡
茶
為
宜
。

七
、
浸
泡
時
間

　
　
浸
泡
時
間
的
拿
捏
要
小
心
，
若
遇
上
茶
質
不
佳

的
茶
葉
浸
久
了
容
易
「
出
鹼
」
，
催
出
茶
葉
的
單
寧

酸
，
茶
湯
喝
起
來
又
苦
又
澀
。
若
是
用
壺
泡
茶
，
簡

單
的
方
法
是
注
水
入
壺
之
後
將
壺
蓋
蓋
好
，
接
著
注

意
壺
嘴
的
變
化
：
剛
注
水
時
壺
嘴
的
水
會
滿
溢
出

來
，
又
因
表
面
張
力
在
壺
嘴
形
成
半
球
型
的
水
珠
：

浸
泡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原
本
的
水
珠
漸
漸
平
了
，
原

因
是
壺
中
的
茶
葉
慢
慢
地
舒
展
開
，
茶
葉
吸
收
了
水

分
，
壺
嘴
的
水
珠
就
慢
慢
變
小
甚
至
往
裡
縮
，
這
時

就
可
以
準
備
倒
茶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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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注
水
的
速
度

 
 
 

無
論
是
將
水
倒
入
壺
中
，
或
是
將
茶
湯
從
壺
中

倒
出
的
速
度
，
對
茶
湯
都
有
微
妙
的
影
響
。
倒
水
沖

茶
，
水
帶
來
的
熱
度
與
力
度
直
接
衝
擊
茶
葉
，
若
是

力
道
控
制
不
當
，
很
可
能
將
鲜
嫩
的
茶
葉
沖
得
七
葷

八
素
，
單
寧
釋
出
，
苦
澀
滿
溢
：
但
遇
上
條
索
緊
結

的
茶
葉
，
必
須
要
用
注
水
的
力
量
幫
助
茶
葉
開
展
。

注
湯
入
杯
，
看
到
湯
色
深
濃
，
表
示
浸
泡
時
間
足
夠
，

倒
湯
速
度
可
適
時
地
加
快
，
免
得
茶
湯
在
壺
中
停
留

太
久
。

　
　
泡
一
杯
茶
，
看
似
簡
單
，
實
則
複
雜
。
從
選
茶

到
注
水
，
每
個
環
節
都
影
響
茶
湯
滋
味
，
這
樣
的
多

變
性
也
是
泡
茶
的
魅
力
所
在
。
以
上
簡
約
的
方
法
，

供
泡
飲
者
自
我
學
習
。
事
實
上
，
若
細
究
上
述
的
一

個
環
節
，
我
還
有
許
多
有
趣
而
實
用
的
泡
飲
經
驗
。

建
議
品
茶
人
：
要
有
實
驗
的
精
神
，
自
己
動
手
泡
泡

看
！

◆ 水要煮沸，有助發茶。

◆ 注水溫柔，苦澀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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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茶
基
本
功
在
於
懂
得
茶
有
色
、
香
、
味
，
每
一

環
節
表
現
的
特
色
背
後
都
牽
動
了
茶
葉
的
生
長

情
境
，
以
及
天
、
地
、
人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
而
更
精

采
的
趣
味
就
在
其
間
。

　
　
當
我
看
到
西
方
葡
萄
酒
有
規
制
的
酒
標
，
清
楚

標
示
出
產
地
，
有
詳
實
的
產
品
紀
錄
，
配
上
客
觀
的

品
鑑
資
訊
，
不
免
思
考
著
中
國
茶
的
無
限
發
展
空

間
。

　
　
拿
中
國
茶
與
西
方
葡
萄
酒
比
擬
，
她
們
在
生
產

過
程
中
要
面
臨
的
變
動
因
素
相
近
，
但
葡
萄
酒
在
開

瓶
後
，
杯
器
與
酒
的
關
係
一
目
瞭
然
：
但
中
國
茶
需

透
過
沖
泡
技
巧
，
才
能
展
現
曼
妙
滋
味
，
而
在
沖
泡

間
就
有
太
多
的
趣
味
與
變
因
值
得
探
討
。

　
　
這
也
是
我
對
茶
執
迷
不
悔
的
原
因
。
如
何
拿
捏

泡
茶
的
時
間
與
每
一
個
動
作
環
節
，
是
我
一
次
次
與

茶
美
麗
而
永
不
厭
倦
的
邂
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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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香
味
三
部
曲

色
｜
茶
湯
的
顏
色

　
　
如
何
好
色
而
知
味
？
從
茶
湯
色
的
透
明
清
晰

度
，
即
可
知
茶
農
製
茶
的
功
夫
。

　
　
中
國
茶
按
茶
色
分
成
的
六
大
茶
類
，
每
一
種
茶

皆
受
產
區
、
製
法
、
焙
火
、
儲
放
後
發
酵
等
多
元
因

素
影
響
，
而
呈
現
不
同
色
相
的
茶
湯
。
如
何
「
茶
」

言
觀
色
呢
？
我
歸
納
出
：
正
色
的
明
亮
，
就
是
好

茶
！

香
｜
聞
香

 
 
 

茶
的
迷
人
，
茶
的
深
情
，
泰
半
來
自
茶
香
。
先

不
理
會
茶
香
的
化
學
成
分
，
先
問
問
自
己
：
除
了
會

說
茶
很
香
，
還
會
用
哪
些
詞
來
形
容
茶
的
香
？

 
 
 

那
麽
最
基
本
的
聞
香
是
，
提
杯
到
鼻
前
，
左
右

三
遍
，
也
可
以
先
初
聞
，
再
深
聞
吸
茶
氣
入
鼻
。
高

雅
的
茶
葉
品
種
，
香
氣
清
雅
，
純
正
鮮
美
，
或
以
幽

蘭
清
菊
之
香
撲
鼻
，
或
以
醒
腦
令
人
耳
聰
目
明
！

 
 
 

聞
香
可
分
杯
面
香
、
杯
底
香
與
冷
香
。
杯
面
香

即
茶
湯
在
杯
中
初
聞
的
香
：
等
到
了
品
飲
後
，
留
在

杯
底
的
香
味
又
稱
杯
底
香
，
兩
者
互
異
。
我
品
岩
茶
，

聞
她
的
冷
香
，
就
像
空
谷
幽
蘭
，
沁
人
心
脾
！

味
｜
味
韻
纏
綿

 
 
 

啜
一
口
茶
，
滋
味
微
苦
要
會
轉
甘
，
甘
味
入
牙

縫
，
穿
透
齒
頰
，
朝
喉
口
滑
近
，
這
時
茶
湯
的
甘
味

如
湧
泉
，
或
由
牙
縫
穿
透
嘴
裡
的
味
蕾
，
正
展
開
舒

緩
的
身
子
迎
接
泉
湧
的
來
臨
！

事
實
上
，
好
茶
一
入
口
，
便
知
有
沒
有
：
有
的
是
開

始
一
段
茶
與
味
蕾
的
纏
綿
共
舞
，
有
的
是
齒
舌
構
連

的
故
事
！

 
 
 

回
韻
，
是
對
茶
湯
入
口
的
禮
讚
。
然
，
回
韻
就

存
在
甘
苦
一
線
間
，
能
由
苦
轉
甘
必
屬
佳
品
；
反

之
，
由
甘
轉
苦
必
是
劣
品
。

 
 
 

初
學
者
，
得
細
細
辨
甘
苦
味
，
才
能
體
會
：
苦

得
有
理
，
才
是
好
茶
。
要
是
苦
味
殘
留
在
舌
根
久
久

不
去
，
便
是
劣
質
茶
。

 
 
 

回
甘
叫
她
「
回
韻
」
，
好
茶
的
回
甘
可
以
讓
人

通
體
盈
泰
、
行
氣
周
天
。
這
不
正
是
古
人
所
說
的
茶

通
仙
靈
，
但
有
妙
現
！

 
 
 

初
入
門
者
覺
得
香
味
易
辨
，
韻
味
卻
難
體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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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是
平
日
飲
食
習
慣
已
讓
味
蕾
「
睡
著
了
」
，
或

者
是
吃
太
多
味
精
，
或
者
是
受
菸
酒
刺
激
，
我
建
議

調
整
飲
食
口
味
逐
漸
清
淡
，
少
吃
人
工
化
學
調
味

料
，
才
能
找
回
敏
銳
的
感
官
本
感
！

 
 
 

同
時
我
也
用
吃
水
果
的
味
覺
經
驗
做
比
喻
，
來

教
你
怎
麽
找
出
自
己
喜
歡
的
品
茶
口
感
。

找
出
你
的
品
茶
口
感

 
 
 

一
般
消
費
者
在
尋
找
茶
的
口
感
，
總
會
有
所
謂

的
第
一
印
象
，
就
是
看
茶
湯
的
顏
色
，
以
為
顏
色
深

的
茶
口
感
較
重
，
基
本
上
這
樣
的
方
法
沒
錯
：
但
是

購
買
時
你
可
能
無
法
單
一
從
茶
湯
顏
色
去
判
斷
自
己

喜
歡
的
口
味
，
而
茶
商
會
有
一
套
既
定
的
說
法
：
輕

發
酵
的
包
種
茶
像
是
少
女
般
的
清
香
，
適
合
年
輕
人

喝
：
中
發
酵
的
烏
龍
茶
有
若
成
熟
婉
約
的
婦
人
，
適

合
中
年
人
品
用
：
重
發
酵
的
普
洱
茶
好
似
沉
穩
的
男

士
，
適
合
上
年
紀
的
人
品
賞
。
其
實
這
樣
的
分
法
實

在
不
貼
心
·
口
味
是
主
觀
的
，
當
你
面
對
茶
湯
，
應

該
是
根
據
你
平
日
的
飲
食
習
慣
，
做
為
選
茶
標
準
。

　
　
口
味
重
的
人
，
不
一
定
要
喝
茶
湯
顏
色
深
的

茶
：
口
味
清
淡
的
人
，
也
可
以
敞
開
心
胸
，
嘗
試
焙

火
口
味
。
然
而
，
到
底
要
如
何
了
解
自
己
的
口
感
傾

向
呢
？
我
用
你
平
時
就
熟
悉
的
水
果
，
將
她
們
的
口

感
和
茶
葉
口
感
做
一
類
比
供
您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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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茶

　
　
綠
茶
的
口
感
以
碧
螺
春
為
例
，
她
的
香
味
充
滿

水
蜜
桃
般
的
清
雅
甜
滋
，
韻
味
細
緻
悠
遠
，
是
心
思

細
腻
的
你
想
解
悶
時
的
最
佳
良
伴
。
綠
茶
中
的
龍
井

名
副
其
實
，
有
著
青
翠
江
南
風
光
的
明
媚
，
像
奇
異

果
的
翠
綠
果
肉
，
發
散
著
新
鲜
的
草
香
，
韻
味
如
彩

虹
般
稍
縱
即
逝
。
心
情
煩
躁
火
氣
大
，
一
口
龍
井
為

你
消
消
氣
，
帶
走
一
切
的
煩
囂
。

白
茶

　
　
白
茶
中
的
白
毫
銀
針
通
體
絨
毛
銀
光
，
帶
著
寧

靜
氣
息
，
熱
茶
亦
可
消
暑
，
好
似
夏
日
解
暑
最
佳
水

果

-

小
玉
西
瓜
。
細
嫩
的
肉
體
發
散
著
純
凈
的
幽

香
！
提
供
喜
歡
思
考
動
腦
的
人
一
個
靈
感
補
給
站
。

黃
茶

　
　
黃
茶
中
的
黃
山
毛
峰
的
碧
綠
茶
湯
中
，
透
閃
著

微
黃
的
湯
色
，
像
香
蕉
在
青
皮
轉
黃
皮
時
的
口
感
，

微
澀
中
帶
著
甜
美
，
她
的
香
像
極
成
熟
香
蕉
的
蜜
糖

味
，
是
適
合
熱
戀
中
的
情
侶
互
訴
情
衷
的
愛
情
湯

汁
。

青
茶

　
　
青
茶
中
的
金
萱
雖
然
是
新
品
種
，
卻
以
她
的
香

氣
勇
奪
群
倫
，
就
像
台
灣
的
牛
奶
芭
樂
，
在
水
果
與

茶
的
滋
味
裡
，
讓
你
喝
得
到
牛
奶
的
醇
厚
濃
郁
，
以

及
她
的
枝
頭
青
翠
，
適
合
處
事
明
快
的
人
，
正
是
面

臨
挑
戰
時
的
一
杯
活
水
。

　
　
青
茶
中
的
凍
頂
烏
龍
有
極
濃
的
蜜
蘋
果
香
味
，

以
一
種
不
可
思
議
的
甜
蜜
鑽
營
品
飲
者
的
味
蕾
，
像

是
你
永
遠
帶
著
笑
容
努
力
生
活
，
總
是
讓
人
心
曠
神

怡
，
很
想
跟
她
相
處
，
在
台
灣
與
日
本
是
超
人
氣
茶

葉
商
品
。

　
　
青
茶
中
的
阿
里
山
烏
龍
茶
有
著
獨
特
山
頭
氣
，

如
同
原
本
被
認
為
淡
雅
的
蓮
霧
，
竟
有
一
身
的
細
緻

韻
味
與
清
香
，
博
得
「
黑
珍
珠
」
的
美
名
。

青
茶
中
的
「
白
雞
冠
」
來
自
中
國
武
夷
山
，
像
是
滿

臉
皺
皮
的
美
濃
瓜
，
卻
有
令
人
驚
豔
的
內
涵
，
教
人

如
何
不
想
她
？
白
雞
冠
粗
糙
的
外
觀
，
像
是
實
力
派

高
手
，
深
藏
不
露
，
但
一
出
手
便
驚
動
武
林
，
讓
味

蕾
騷
動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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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洱
茶

　
　
普
洱
茶
的
青
餅
很
漾
，
茶
湯
洋
溢
著
跳
躍
的
青

春
活
力
，
就
像
波
蘿
蜜
的
果
肉
甜
而
不
腻
，
每
一
口

都
是
新
鮮
的
開
始
，
就
像
永
不
妥
協
的
你
在
這
瞬
息

萬
變
的
情
境
中
，
總
是
懷
抱
著
無
限
的
希
望
迎
接
明

天
。
青
餅
獨
有
的
陽
光
滋
味
就
像
波
蘿
蜜
金
黃
的
果

肉
，
閃
耀
著
不
是
夢
的
未
來
。

　
　
普
洱
茶
的
熟
餅
以
她
的
陳
年
醇
厚
帶
著
獨
有
的

酸
味
，
就
像
熟
透
的
鳳
梨
，
只
要
看
到
她
就
口
齒
生

津
，
這
也
是
一
種
品
飲
的
新
境
地
：
由
苦
轉
甘
、
由

酸
轉
甜
，
不
正
是
鳳
梨
酸
在
嘴
裡
、
甜
在
心
裡
，
適

合
害
羞
靦
腆
的
你
，
藉
著
她
吐
訴
不
為
人
知
的
心

聲
。

　
　
哪
一
種
口
味
適
合
你
？
我
建
議
先
從
熟
悉
的
茶

喝
起
，
過
了
一
段
時
間
再
轉
變
口
味
，
不
要
自
我
設

限
，
每
一
種
都
試
試
看
，
才
能
當
個
聰
明
消
費
者
！

多
采
多
姿
的
品
飲
口
味
，
搭
配
適
宜
的
料
理
或
是
點

心
，
為
你
的
味
蕾
帶
來
更
多
生
活
的
驚
喜
，
創
造
品

飲
新
風
潮
才
開
始
呢
！

為
茶
加
分
的
茶
點
搭
配

喝
茶
配
茶
點
，
會
不
會
影
響
喝
茶
的
滋
味
？
我
要
說

明
：
搭
配
得
宜
是
加
分
，
搭
配
不
妥
盡
失
飲
茶
滋

味
，
反
而
空
留
一
團
混
亂
口
感
。
一
般
而
言
，
品
茶

品
的
是
茶
的
滋
味
，
並
不
涉
及
其
他
佐
餐
與
搭
配
甜

點
的
問
題
。

　
　
哪
一
種
茶
點
適
合
配
上
哪
一
種
茶
？
我
的
經
驗

是
：
你
高
興
就
好
。
但
並
不
是
任
我
行
，
譬
如
說
：

用
魷
魚
絲
、
扁
魚
乾
、
牛
肉
乾
配
茶
，
是
一
般
茶
藝

館
所
說
與
茶
的
絕
配
：
但
我
認
為
這
是
糟
糕
的
搭

配
。
這
類
小
點
的
底
蘊
都
帶
有
腥
味
，
通
常
添
加
許

多
人
香
味
與
甘
味
，
會
將
舌
頭
綁
得
死
死
的
，
嘗
不

出
純
天
然
的
茶
湯
真
味
。

　
　
那
麽
，
哪
些
食
物
是
品
茗
良
伴
？
我
建
議
：
自

然
曬
乾
的
乾
果
，
例
如
無
花
果
、
核
果
、
松
子
，
選

擇
沒
有
添
加
任
何
人
工
調
味
料
的
產
品
較
佳
。
花
生

也
是
常
見
的
茶
點
，
但
花
生
的
種
類
與
口
感
多
樣
，

例
如
蒜
泥
花
生
、
五
香
花
生
、
果
糖
花
生
等
，
這
種

加
料
加
味
的
花
生
也
不
宜
配
茶
。
反
倒
是
水
煮
的
花

生
，
或
是
鹽
炒
的
花
生
更
適
合
。
除
了
魷
魚
絲
之
外
，

蜜
餞
、
糕
餅
類
也
不
適
合
配
茶
，
主
要
也
是
人
工
添

加
物
造
成
的
問
題
。

甜
食
與
茶
的
搭
配

　
　
甜
食
與
茶
的
刻
板
印
象
，
造
成
一
般
人
吃
到
很

甜
的
點
心
時
，
馬
上
想
要
用
茶
解
腻
：
而
日
本
茶
道

中
用
來
搭
配
的
和
菓
子
，
也
加
深
這
樣
的
刻
板
印

象
。
我
的
日
本
學
生
說
：
羊
羹
太
甜
了
，
沒
有
配
上

茶
就
不
好
吃
。
若
配
了
綠
茶
就
能
融
合
在
一
起
，
產

生
另
外
一
種
全
新
的
味
道
。

　
　
事
實
上
，
日
本
茶
道
中
的
抹
茶
是
不
發
酵
的
綠

茶
，
綠
茶
的
兒
茶
素
在
六
大
茶
類
中
含
量
最
高
，
會

促
進
腸
胃
蠕
動
，
要
是
光
喝
綠
茶
而
不
配
甜
點
，
容

易
對
腸
胃
造
成
衝
擊
。
但
對
品
飲
中
發
酵
茶
的
人
而

言
，
搭
配
過
甜
的
茶
點
會
掩
蓋
茶
香
。

　
　
華
人
地
區
常
見
品
飲
綠
茶
中
的
煎
茶
，
例
如
龍

井
、
碧
螺
春
等
·
她
的
刺
激
性
沒
有
抹
茶
那
麽
強
。

再
搭
配
甜
點
上
，
是
可
以
選
擇
帶
有
甜
味
的
，
像
是

鳳
梨
酥
、
南
棗
核
桃
糕
、
牛
軋
糖
，
或
者
是
紅
豆
羊

羹
。
我
建
議
你
，
茶
湯
入
口
之
後
再
吃
甜
點
，
若
在

茶
湯
入
口
之
前
吃
甜
食
，
殘
留
舌
上
的
味
道
帶
來
酸

味
，
影
響
茶
湯
滋
味
。

佐
餐
的
搭
配

　
　
喝
茶
與
品
茶
，
看
起
來
神
似
，
卻
帶
來
不
同
的

感
受
：
品
茶
就
是
要
專
心
喝
，
不
受
食
物
或
茶
點
干 ◆以茶佐餐，是一種尋求飲食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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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擾
：
喝
茶
就
是
將
茶
當
成
一
種
飲
料
，
不
只
是
用

來
解
渴
，
更
重
要
的
是
它
配
茶
點
的
愉
悅
，
同
時
，

茶
也
可
以
像
是
佐
餐
酒
一
樣
，
依
不
同
的
菜
色
和
口

味
來
搭
配
。

　
　
事
實
上
，
食
物
組
合
時
是
可
以
與
茶
相
容
的
。

例
如
餐
前
酒
、
佐
餐
酒
、
甜
點
酒
、
雪
茄
酒
等
。
東

方
通
常
將
茶
當
成
雅
物
來
看
，
不
能
當
作
配
角
，
一

定
要
是
主
角
，
所
以
並
沒
有
發
展
成
佐
餐
的
文
化
。

　
　
茶
餐
做
為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我
們
必
須
去
思
考

茶
與
餐
的
搭
配
。
例
如
潮
州
荣
是
很
有
飲
食
文
化
，

一
開
始
就
送
上
薄
如
蛋
殼
瓷
杯
，
先
喝
功
夫
茶
清

胃
：
菜
進
行
到
一
半
時
，
推
出
一
種
佛
手
陳
皮
的
飲

品
，
讓
舌
頭
味
蕾
清
醒
，
如
同
法
國
菜
中
的
冰
點
。

茶
餐
不
只
是
只
有
將
茶
入
餐
，
而
是
茶
餐
分
食
，
既

甜
蜜
又
朦
朧
的
美
，
是
獨
有
的
味
覺
之
旅
，
也
是
相

互
襯
托
的
絕
妙
搭
配
。

當好茶遇上美食
1、生魚躍龍井
　　龍井茶湯具有海苔味，能去掉生魚片的生味，同時帶來綠茶
鮮嫩與生魚猛烈的交會。一般吃生魚片都是配山葵，只有刺激嗆
鼻味，掩蓋生魚片的鮮甜甘美。龍井茶的鮮綠不但能夠保有鮮魚
的海之味，更能讓生魚片回春，讓味蕾重新出發！
2、老欉水仙拍響干貝蝦球
　　老欉水仙用它沉穩的内蘊掃盡口中食物的殘留，在水仙成熟
的果香中，用全新的味蕾來迎接干貝與鮮蝦蒸透的鮮嫩馥郁。
3、普洱七子餅茶 v.s. 避風塘螃蟹
　　新鮮螃蟹放上大量的蔥、大蒜、豆豉，高溫油淋，酥炸油香
令人全身酥麻，這時若能佐以普洱茶就能化解其中油燥，讓蟹肉
的清甜浮現。

中
國
茶
的
種
類

https://www.xuehua.us/a/5eb6b21c86ec4d1abb73f653?lang=zh-tw


2223

碧
螺
春

　
　
碧
螺
春
產
於
江
蘇
吳
縣
東
山
，
清
朝
時
就
非
常

有
名
，
因
香
氣
馥
郁
，
被
稱
為
「
嚇
煞
人
香
」
。
因

曾
被
選
供
康
熙
皇
帝
御
用
而
改
稱
「
碧
螺
春
」
沿
用

至
今
。
中
國
的
茗
茶
只
要
涉
及
到
進
貢
或
給
皇
帝
御

用
，
讓
人
感
受
到
尊
貴
極
品
的
氣
息
，
以
及
滿
足
人

們
高
人
一
等
的
想
望
，
有
時
甚
至
是
一
種
品
質
保

證
，
身
價
自
然
扶
搖
直
上
。

　
　
碧
螺
春
乾
葉
外
型
呈
現
螺
形
，
具
有
「
一
嫩
三

鮮
」
的
特
色
：
色
鮮
、
香
鮮
、
味
鮮
。
我
曾
喝
過
東

山
碧
螺
春
，
茶
湯
帶
有
水
蜜
桃
般
的
淡
香
，
入
口
後

鮮
爽
，
若
有
似
無
的
湯
色
和
滋
味
卻
能
化
為
湧
泉
般

細
腻
的
韻
味
，
真
教
人
不
敢
相
信
這
是
口
味
清
淡
的

綠
茶
！

　
　
碧
螺
春
茶
園
以
江
蘇
太
湖
周
遭
的
茶
園
最
為
有

名
，
這
裡
的
茶
樹
邊
栽
種
著
杏
樹
或
桃
樹
，
每
當
果

實
成
熟
時
，
也
正
是
探
茶
時
節
，
當
果
香
加
上
茶
香
，

綻
放
出
沁
人
心
脾
的
滋
味
，
難
怪
古
人
要
叫
她
「
嚇

煞
人
香
」
！

產地；江蘇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茗
戀
．
中
國
茶

吸

吮

春

天

的

鮮

嫩 

綠 

茶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
綠
茶
是
最

早
出
现
的
茶
類
，
又
因
在
歴

代
的
製
茶
方
法
，
又
分
為
炒

青
綠
茶
、
烘
青
綠
茶
、
曬
青

綠
茶
和
蒸
青
綠
茶
四
類
。
事

實
上
，
綠
茶
的
口
感
極
為
相

似
，
差
異
非
常
細
微
。
綠
茶

以
新
鮮
及
若
有
似
無
的
口
感

著
稱
，
喝
慣
了
烏
龍
茶
的
人

初
嘗
綠
茶
易
覺
淡
然
無
味
。

綠
茶
因
為
未
經
發
酵
，
保
有

樹
梢
的
鮮
嫩
氣
息
，
或
飄
著

青
草
香
及
豆
芽
香
，
而
這
樣

的
新
鮮
度
也
是
選
購
綠
茶
的

重
要
標
準
。

https://www.pinglintea.com.tw/biluochun/


安
吉
白
片

　
　
安
吉
白
片
又
稱
「
銀
坑
白
片
」
，
產
於
浙
江
天

目
山
。
只
要
提
起
「
天
目
」
兩
字
，
日
本
人
就
肅
然

起
敬
，
因
為
「
天
目
碗
」
是
日
本
茶
道
中
最
重
要
的

茶
器
，
是
日
本
僧
人
在
中
國
宋
代
時
攜
回
日
本
，
至

今
仍
是
茶
器
至
尊
，
更
躍
居
成
日
本
國
寶
。
其
實
，

天
目
碗
產
自
福
建
北
部
的
建
陽
窯
，
只
是
在
歷
史
的

偶
然
裡
，
日
本
僧
人
在
浙
江
的
天
目
山
附
近
發
現
此

碗
，
因
此
以
山
為
名
，
並
命
名
為
「
天
目
碗
」
。

　
　
天
目
山
不
產
天
目
碗
，
卻
生
產
安
吉
白
片
。
這

是
一
種
半
烘
炒
綠
茶
，
陸
羽
的
《
茶
經
》
中
就
提
過

她
的
大
名
。
好
山
有
好
茶
，
天
目
山
在
歷
史
錯
置
下

因
一
只
天
目
碗
而
出
名
；
反
倒
是
天
目
山
所
產
的
安

吉
白
片
未
因
此
沾
光
，
而
落
得
只
被
歸
類
到
一
款
綠

茶
名
稱
而
已
！

　
　
安
吉
白
片
喝
起
來
鮮
綠
爽
口
，
撲
鼻
而
來
清
甜

的
綠
豆
香
，
入
口
也
喝
得
到
這
樣
的
味
道
，
等
級
高

的
安
吉
白
片
入
口
之
後
靜
待
一
會
兒
，
喉
頭
深
處
不

斷
生
津
！

產地；浙江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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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南
綠
茶
（
滇
綠
）

　
　
雲
南
綠
茶
亦
稱
「
滇
綠
」
。
提
到
雲
南
的
茶
葉
，

一
般
人
都
認
為
是
普
洱
茶
當
家
。
事
實
上
，
雲
南
省

所
產
的
綠
茶
獨
具
風
味
，
她
是
生
產
在
思
茅
或
西
雙

版
納
地
區
製
作
的
條
型
烘
青
綠
茶
，
這
是
一
種
栽
培

型
的
雲
南
大
葉
種
，
所
採
摘
的
一
芽
二
葉
或
一
芽
三

葉
的
茶
青
經
過
殺
青
、
揉
捻
、
乾
燥
製
成
毛
茶
，
再

經
篩
分
、
揀
剔
、
匀
堆
、
複
火
、
清
風
、
成
品
包
裝
。

毛
茶
分
六
等
，
成
品
茶
分
三
級
。

　
　
這
些
茶
葉
過
去
都
經
由
內
銷
管
道
散
布
在
中
國

各
省
，
近
年
以
雲
南
綠
茶
的
身
分
上
市
。
由
於
雲
南

綠
茶
的
條
索
肥
碩
、
白
毫
顯
露
，
香
氣
特
別
明
顯
，

雲
南
茶
區
地
處
植
被
森
林
，
茶
樹
直
取
土
壤
菁
華
，

韻
味
深
厚
。
與
江
南
的
綠
茶
比
較
起
來
，
江
南
綠
茶

韻
味
秀
氣
、
細
膩
深
遠
，
而
雲
南
綠
茶
底
韻
厚
實
，

具
有
高
原
般
的
霸
氣
，
茶
湯
中
蘊
含
高
原
陽
光
的
滋

潤
。

產地；雲南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茗
戀
．
中
國
茶

https://m.sohu.com/a/322560670_549298/?pvid=000115_3w_a
https://kknews.cc/culture/qevvbr8.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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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毫
銀
針

　
　
還
沒
有
喝
，
就
已
經
被
她
古
典
美
人
，
畫
眉
般

的
致
命
吸
引
力
給
迷
住
了
！
她
在
水
中
站
立
著
，
曼

妙
姿
態
載
浮
載
沉
，
因
為
芽
葉
遍
披
白
色
絨
毛
，
看

起
來
像
一
支
尖
細
的
銀
針
。

　
　
白
毫
銀
針
在
製
作
過
程
中
沒
有
揉
捻
，
所
以
沖

泡
時
茶
湯
的
滋
味
非
常
清
淡
。
對
於
慣
飲
烏
龍
茶
的

人
來
說
，
白
毫
銀
針
似
乎
淡
然
無
味
：
事
實
上
，
白

毫
銀
針
卻
是
用
她
的
秀
麗
丰
姿
吸
引
品
飲
者
的
注

目
。
茶
湯
後
韻
帶
有
柑
橘
蜂
蜜
香
，
令
人
回
味
再
三
。

　
　
由
於
白
毫
銀
針
售
價
高
，
向
來
被
視
為
是
高
檔

茶
種
，
歐
洲
的
貴
族
喝
紅
茶
時
，
也
喜
歡
加
入
一
些

白
毫
銀
針
來
增
添
品
飲
的
趣
味
與
高
貴
感
。

產地；福建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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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茶

白
茶
葉
型
秀
氣
，
帶
著
粉
嫩

可
人
的
綠
色
，
開
水
一
沖
，

她
就
在
水
中
手
舞
足
蹈
起
來

，
像
是
芭
蕾
舞
伶
般
不
斷
旋

轉
，
難
怪
每
每
擄
獲
茶
人
心

，
在
日
本
還
赢
得
「
幸
福
滋

味
」
的
美
名
。
擁
有
曼
妙
身

段
的
白
茶
身
價
卻
不
菲
，
在

台
灣
市
場
也
取
得
不
易
，
有

興
趣
的
消
費
者
可
請
信
譽
良

好
的
茶
商
代
為
訂
購
。

http://www.tsinghua.com.tw/tea13.htm


白
牡
丹

　
　
白
牡
丹
的
產
地
在
福
建
建
陽
、
政
和
、
福
鼎
等

地
。
「
白
牡
丹
」
的
名
字
指
她
在
沖
泡
後
像
朵
綻
開

的
牡
丹
花
。
細
嫩
的
芽
葉
被
串
連
在
一
起
，
接
著
束

緊
，
使
乾
葉
看
起
來
含
苞
待
放
。

　
　
一
場
以
花
朵
嫵
媚
的
容
顏
和
品
茗
者
的
幽
會
，

這
是
茶
人
與
茶
葉
的
邂
逅
，
更
是
賞
白
茶
重
視
覺
的

重
要
指
標
。

　
　
喝
一
口
白
牡
丹
，
香
氣
淡
薄
優
雅
，
飄
著
還
在

枝
頭
上
的
新
鮮
水
蜜
桃
香
，
茶
湯
口
感
甜
而
不
腻
，

令
人
難
忘
。

壽
眉

　
　
乾
茶
的
外
型
看
起
來
正
如
其
名
，
像
是
眉
毛
一

般
由
粗
到
細
，
又
叫
「
貢
眉
」
，
產
於
以
「
天
目
碗
」

聞
名
的
福
建
建
陽
地
區
。
建
陽
窯
的
天
目
碗
受
東
洋

日
本
人
崇
敬
，
當
地
生
產
的
壽
眉
茶
卻
沒
有
得
到
相

對
的
關
注
，
但
是
她
自
己
卻
爭
氣
，
用
嬌
嫩
的
滋
味
，

吸
引
初
相
逢
的
人
們
。

　
　
壽
眉
茶
湯
喝
起
來
有
果
香
，
類
似
東
方
美
人
的

口
味
，
湯
色
卻
較
東
方
美
人
淡
，
有
淡
雅
的
梅
子
味
，

極
適
合
夏
日
午
後
品
飲
，
頗
具
消
暑
之
效
。

產地；福建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產地；福建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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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室

最

後

餘

暉

 

黄

茶

黄
茶
是
中
國
的
名
茶
，
黄
茶

的
產
地
多
是
靈
山
秀
水
之
處

，
加
上
製
茶
工
序
中
將
茶
覆

蓋
使
其
輕
發
酵
，
使
茶
香
氣

鮮
嫩
，
湯
汁
較
白
茶
更
為
厚

實
，
口
感
也
更
豐
富
有
味
。

黄
茶
在
兩
岸
三
地
的
知
名
度

大
不
同
：
中
國
將
黄
茶
尊
為

品
飲
逸
品
，
港
台
則
因
消
費

口
味
仍
停
留
在
講
求
烏
龍
茶

的
清
香
滋
味
，
對
黄
茶
接
受

度
不
高
，
較
為
陌
生
。

https://www.jendow.com.tw/wiki/白牡丹茶
https://kknews.cc/culture/zgzavya.amp
https://kknews.cc/culture/zgzavya.amp


君
山
銀
針

　
　
杯
面
彷
彿
漂
著
洞
庭
湖
雨
後
的
輕
煙
，
冉
冉
而

起
…
…
扣
人
心
弦
的
茶
湯
入
口
，
有
若
夏
日
湖
邊
的

微
風
拂
過
，
為
溽
暑
裡
帶
來
舒
爽
的
氣
息
。

　
　
君
山
銀
針
產
於
山
明
水
秀
的
洞
庭
湖
君
山
島
，

採
芽
葉
製
成
針
形
黃
芽
茶
。
目
前
銀
針
類
茶
都
以
茶

葉
的
嫩
芽
為
原
料
，
平
均
每
千
克
有
四
十
五
萬
個
芽

頭
，
芽
頭
滿
是
白
毫
，
顏
色
金
黃
鮮
亮
，
有
「
金
鑲

玉
」
之
美
稱
，
教
人
不
想
喝
一
口
也
難
。

　
　
品
飲
君
山
銀
針
最
大
的
驚
喜
是
，
當
開
水
注

入
，
白
色
芽
葉
受
到
熱
水
激
沖
，
清
飄
的
葉
片
隨
著

水
流
載
浮
載
沉
，
時
而
緩
緩
下
降
，
時
而
又
見
芽
頭

從
杯
底
升
至
水
面
，
這
幅
茶
葉
在
茶
湯
中
波
動
往

來
的
奇
景
，
令
人
百
看
不
厭
。
這
裏
要
提
醒
初
次
品

飲
君
山
銀
針
朋
友
，
在
欣
賞
芽
葉
的
曼
妙
舞
姿
的
同

時
，
別
忘
了
細
品
她
如
龍
眼
蜜
稀
釋
後
的
甜
美
滋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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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湖南
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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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山
黄
芽

　
　
產
於
安
徽
霍
山
大
別
山
的
直
條
型
黄
芽
茶
，
悠

久
歷
史
可
上
溯
至
西
漢
。
《
史
記
》
記
載
：
「
壽
春

之
山
，
以
黄
芽
焉
。
」
唐
朝
李
肇
《
國
史
補
》
寫
道
：

「
壽
州
有
霍
山
黃
芽
。
」
在
歷
史
的
偶
然
中
，
霍
山

黃
芽
消
失
了
蹤
影
，
直
到
一
九
七
一
年
才
重
回
茶
葉

舞
台
。

　
　
由
於
悶
黃
的
工
序
讓
嫩
芽
產
生
了
彷
若
秋
日
陽

光
下
的
栗
子
香
。
我
品
茶
耳
際
傳
來
了
新
世
紀
音
樂

鋼
琴
家
喬
治
溫
斯
頓
的
秋
曲
，
這
裡
沒
有
韋
瓦
第
四

季
秋
曲
的
惆
悵
，
只
有
夏
日
沒
有
帶
走
的
餘
暇
快

樂
，
我
對
煮
茶
栗
子
香
催
促
成
熟
而
高
貴
多
了
一
份

盼
望
。

蒙
頂
黄
芽

　
　
產
於
四
川
蒙
山
區
域
的
扁
直
型
黄
芽
茶
，
探
摘

顏
色
黃
綠
而
肥
壯
的
單
芽
，
經
攤
晾
、
殺
青
、
悶
黄
、

整
形
、
烘
焙
製
成
。
蒙
頂
黃
芽
是
歷
史
悠
久
的
名
茶
。

北
宋
范
鎭
《
東
齋
記
事
》
記
載
：
「
蜀
之
產
茶
凡
八

處
…
…
然
蒙
頂
為
最
佳
也
。
」
時
至
今
日
，
蒙
頂
黃

芽
仍
是
物
以
稀
為
貴
。

　
　
蒙
頂
黃
芽
讓
我
平
心
靜
氣
地
看
到
歷
史
的
更

迭
。
沒
有
戰
雲
密
布
的
煙
硝
，
只
剩
浪
濤
盡
後
留
有

的
平
和
。

　
　
茶
湯
飄
著
炭
烤
過
的
白
果
香
，
摻
雜
著
堅
果

味
，
茶
湯
初
入
口
並
沒
有
強
烈
的
個
性
，
韻
味

也
是
輕
描
淡
寫
，
是
滑
過
舌
面
的
驚
鴻
一
瞥
，

她
的
滋
味
不
像
在
茶
史
上
那
般
的
令
人
玩
味
。

茗
戀
．
中
國
茶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55187


金
萱

 
 
 

八

0

年
代
，
金
萱
茶
甫
上
市
，
就
以
一
身
濃
郁

的
奶
香
吸
引
了
品
飲
者
，
茶
乾
有
水
仙
花
清
香
，
茶

湯
入
口
有
瑪
格
麗
特
般
淡
淡
花
香
與
佛
手
般
甜
韻
，

常
令
初
入
門
者
為
之
驚
豔
。

 
 
 

金
萱
茶
是
台
灣
特
有
的
茶
種
，
由
前
台
灣
省
茶

葉
改
良
場
場
長
吳
振
鐸
先
生
主
持
培
育
出
來
。
金
萱

（
台
茶
十
二
號
）
樹
形
橫
張
，
葉
子
呈
橢
圓
形
。
另

該
廠
也
培
育
了
翠
玉
（
台
茶
十
三
號
）
與
四
季
春
（
台

茶
十
七
號
）
等
品
種
。

 
 
 

台
灣
茶
藝
館
中
常
見
的
金
萱
茶
，
指
的
是
用
金

萱
茶
種
所
做
的
茶
，
並
標
榜
具
有
濃
郁
奶
香
：
但
並

不
一
定
是
在
台
灣
種
植
，
已
有
台
灣
茶
農
移
種
越
南

等
地
回
銷
台
灣
。

阿
里
山
高
山
茶

 
 
 

台
灣
高
山
茶
的
名
氣
與
價
格
，
隨
著
種
植
高
度

節
節
上
升
。
簡
言
之
，
平
均
種
植
海
拔
在
一
千
公
尺

以
上
的
茶
就
叫
做
「
高
山
茶
」
，
名
稱
繁
多
，
其
中

以
阿
里
山
高
山
茶
最
富
盛
名
。

 
 
 

阿
里
山
的
地
質
以
砂
岩
、
頁
岩
、
泥
岩
為
主
，

適
合
茶
樹
生
長
，
由
於
土
壤
對
茶
質
的
影
響
頗
大
，

味
蕾
敏
感
度
高
的
品
飲
者
，
可
分
辨
出
茶
湯
中
透
露

的
不
同
生
長
區
域
的
獨
特
氣
味
，
也
就
是
「
山
頭

氣
」
！

 
 
 

阿
里
山
高
山
茶
的
茶
湯
厚
實
溫
潤
，
我
品
飲
時

常
藉
著
茶
湯
走
進
了
茶
山
，
又
彷
若
置
身
高
山
茶
園

的
雲
霧
繚
繞
裡
，
更
窺
見
了
高
山
陽
光
裡
所
蘊
育
的

山
頭
氣
。

 
 
 

阿
里
山
高
山
茶
是
台
灣
高
山
茶
的
指
標
，
富
於

變
化
的
香
氣
非
常
誘
人
：
茶
乾
有
甘
蔗
香
，
泡
飲
時

產
生
蘭
花
香
，
入
口
後
層
次
分
明
，
發
散
獨
特
「
山

頭
氣
」
，
喉
頭
不
斷
生
津
。
不
但
獲
得
台
灣
市
場
的

認
同
，
中
國
消
費
者
也
十
分
喜
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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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茶

台
灣
特
產
烏
龍
茶
、
高
山
茶

、
包
種
茶
、
木
柵
鐵
觀
音
以

及
東
方
美
人
，
都
屬
於
青
茶

的
系
統
。
同
樣
地
在
中
國
大

陸
的
沿
海
省
分
，
青
茶
具
有

無
可
取
代
的
主
流
地
位
，
如

安
溪
鐵
觀
音
、
武
夷
茶
都
是

箇
中
佼
佼
者
，
其
中
「
大
红

袍
」
又
被
譽
為
茶
王
，
其
稀

有
與
珍
貴
如
同
「
侯
马
内
」

在
法
國
葡
萄
酒
中
的
地
位
，

可
說
是
中
國
的
黄
金
之
水
。

https://www.yoshantea.com/m/news.php?id=21090261306f2f7cec1&lang=zh-tw


香
竹
筒
茶

 
 
 

富
有
濃
厚
少
數
民
族
色
彩
的
香
竹
筒
茶
，
製
作

方
式
相
當
特
別
：
探
摘
細
嫩
的
一
葉
二
芽
，
經
殺

青
、
揉
捻
，
然
後
裝
入
生
長
一
年
的
嫩
竹
筒
內
，

用
竹
葉
或
草
紙
堵
住
筒
口
，
以
文
火
慢
慢
烘
烤
，
待

竹
筒
由
青
綠
色
變
為
焦
黃
色
，
筒
內
茶
葉
全
部
烘
乾

時
，
剖
開
竹
筒
，
即
成
竹
筒
香
茶
。
另
一
種
製
法
是
：

將
一
級
曬
青
春
尖
毛
茶
與
糯
米
一
起
蒸
，
經
過
蒸
熟

軟
化
的
手
續
，
並
吸
收
糯
米
香
氣
後
倒
出
，
立
即
裝

入
竹
筒
內
，
再
用
文
火
烤
乾
。
因
此
這
種
茶
既
有
茶

香
，
又
有
甜
竹
的
清
香
和
糯
米
香
。

 
 
 

目
前
到
雲
南
觀
光
常
可
見
到
這
種
竹
筒
茶
，
先

不
要
懷
疑
她
的
品
質
，
買
回
來
喝
，
說
不
定
她
才
是

你
尋
覓
已
久
的
最
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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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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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翻

紅

 
 
 

黑 

茶

黑
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就
屬
普
洱
茶
。

近
年
來
台
灣
消
費
者
認
同
普
洱
茶
，
並

造
成
一
股
收
藏
普
洱
茶
熱
潮
，
認
爲
普

洱
茶
愈
陳
愈
好
，
卻
常
忽
略
陳
放
普
洱

茶
的
前
提
是
：
茶
質
要
好
：
否
則
，
茶

質
不
良
的
普
洱
茶
放
再
久
也
泡
不
出
好

滋
味
。
再
者
，
存
放
環
境
要
良
好
。
放

置
在
濕
度
與
溫
度
適
當
之
處
的
普
洱
茶

，
無
論
是
磚
茶
或
餅
茶
，
其
茶
面
會
自

然
泛
著
陳
放
所
產
生
的
油
光
，
以
及
後

發
酵
作
用
產
生
的
淡
淡
棗
紅
色
光
澤
：

若
是
茶
面
生
了
一
層
白
色
的
微
，
则
代

表
茶
在
存
放
或
製
造
過
程
中
出
了
狀
況

https://www.jendow.com.tw/wiki/竹筒香茶


普
洱
七
子
餅
茶

 
 
 

普
洱
茶
餅
原
來
在
出
廠
時
都
是
七
個
餅
疊
成
一

落
，
再
用
竹
葉
包
裹
起
來
，
以
便
運
送
與
存
放
，
因

此
才
被
稱
為
「
七
子
餅
」
。

 
 
 

普
洱
茶
餅
會
因
為
陳
放
的
時
間
與
條
件
產
生
極

大
的
價
差
，
同
樣
是
兩
百
五
十
克
的
茶
餅
，
兩
百
元

與
兩
萬
元
都
有
。
通
常
會
喊
出
高
價
的
茶
餅
，
都
是

所
謂
的
「
名
茶
」
，
他
的
有
名
是
經
由
出
版
茶
餅
目

錄
而
模
塑
出
來
的
價
値
，
賣
的
是
傳
說
故
事
而
非
茶

質
。
一
般
而
言
，
存
放
五
到
七
年
的
普
洱
茶
，
無
論

是
生
餅
或
是
熟
餅
，
都
有
一
定
的
品
質
，
合
理
的
價

格
在
一
千
到
兩
千
元
：
過
高
的
價
格
，
必
須
有
過
人

的
品
質
，
試
問
：
你
，
喝
得
懂
嗎
？

 
 
 

市
場
上
的
印
級
茶
，
例
如
紅
印
、
綠
印
、
黃
印
，

所
憑
藉
的
就
是
一
張
薄
薄
的
棉
紙
所
標
示
的
顏
色
，

至
於
他
們
的
真
正
身
分
，
雖
有
專
人
論
述
，
仍
缺
乏

客
觀
的
史
料
，
不
足
採
信
！
同
時
，
在
雲
南
產
區
更

有
大
量
的
印
級
包
装
紙
的
複
製
品
，
供
茶
商
選
購
套

用
。
你
，
買
的
是
包
装
紙
還
是
茶
？

 
 
 

質
佳
的
普
洱
餅
茶
，
聞
起
來
有
蜜
棗
香
氣
、
有

梅
子
的
甘
甜
湯
味
，
以
及
令
人
喉
頭
舒
爽
的
甘
美
，

是
一
種
來
自
高
原
清
凈
無
邪
的
山
頭
氣
，
加
上
長
時

間
存
放
出
來
的
醇
厚
氣
息
。
只
要
你
以
相
對
合
理
的

價
格
選
對
質
優
的
茶
，
隨
著
歲
月
的
累
積
，
存
放
得

當
，
茶
愈
陳
愈
香
，
品
質
提
升
了
，
價
格
也
跟
著
水

漲
船
高
！

產地；雲南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3637

瑰

麗

風

華

甜

蜜

蜜

 

紅

茶

在
西
方
文
化
的
主
導
下
，
红

茶
成
為
歐
式
優
雅
生
活
品
味

的
象
微
，
用
名
牌
骨
瓷
茶
具

配
上
精
緻
的
茶
點
，
是
名
媛

貴
婦
消
磨
午
後
時
光
的
良
伴

。
然
而
，
就
在
紅
茶
的
發
源

地-

中
國-

出
產
許
多
優
質

的
红
茶
，
如
：
祁
門
红
茶
、

滇
红
、
正
山
小
種
等
，
至
今

仍
深
獲
西
方
人
士
喜
愛
。

https://baike.baidu.hk/item/七子餅茶/520500


水
沙
連
紅
茶

 
 
 

水
沙
連
紅
茶
又
稱
「
日
月
紅
茶
」
，
產
於
台
灣

南
投
縣
魚
池
鄉
。
一
九
二
五
年
從
印
度
引
進
阿
薩
姆

品
種
試
種
成
功
，
並
以
日
月
潭
為
名
。

水
沙
連
紅
茶
的
產
地
在
台
灣
日
月
潭
，
是
台
灣
最
負

盛
名
的
紅
茶
。
民
間
盛
傳
蔣
宋
美
齡
愛
喝
紅
茶
，
水

沙
連
紅
茶
是
她
的
最
愛
。
日
據
時
代
，
台
灣
的
茶
區

曾
在
三
井
株
式
會
社
的
主
導
下
，
全
力
生
產
紅
茶
，

並
做
為
紅
茶
的
原
料
供
應
。
三
井
株
式
會
社
學
習
美

國
立
頓
公
司
（L

i
p
t
o
n

）
製
作
袋
茶
，
還
取
名
「
日

東
」
做
為
品
名
。
今
日
，
「
日
東
」
在
日
本
仍
風
行
，

台
灣
日
系
百
貨
公
司
也
買
得
到
新
出
品
的
日
東
紅

茶
。

 
 
 

喝
一
口
水
沙
連
紅
茶
，
新
鲜
的
小
藍
莓
味
飄
香
，

微
微
的
酸
味
使
口
中
生
津
，
卻
少
了
嫩
芽
應
有
的
鲜

利
爽
口
，
若
和
西
方
的
大
吉
嶺
紅
茶
比
較
，
水
沙
連

紅
茶
口
感
較
為
內
斂
，
個
性
不
強
，
韻
味
不
明
顯
，

卻
是
唯
一
由
台
灣
本
土
生
產
的
紅
茶
。

 
 
 

水
沙
連
紅
茶
的
生
產
，
從
日
據
時
代
一
直
延
續

至
今
不
斷
。
在
振
興
台
灣
地
方
產
業
聲
中
，
水
沙
連

紅
茶
再
度
引
起
市
場
注
意
：
但
由
於
量
少
，
必
須
向

老
字
號
茶
行
預
訂
。

產地；台灣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3839

祁
門
紅
茶

 
 
 

祁
門
紅
茶
是
中
國
紅
茶
中
最
能
與
西
方
紅
茶
媲

美
的
茶
種
。
她
的
湯
色
紅
潤
，
柔
滑
順
口
，
濃
郁
的

玫
瑰
香
使
人
陶
醉
。

 
 
 

產
於
安
徽
祁
門
、
石
台
等
地
的
紅
茶
，
因
祁
門

所
產
品
質
最
優
而
冠
稱
「
祁
紅
」
。
祁
門
原
本
盛
產

綠
茶
，
一
八
七
五
年
起
製
作
紅
茶
。
採
摘
一
芽
二
葉

至
三
葉
，
分
成
八
級
。
成
茶
的
外
表
有
若
松
針
般
的

俊
挺
，
購
買
時
用
兩
段
式
聞
香
法
：
第
一
段
聞
茶
葉

的
表
面
香
，
帶
有
黑
巧
克
力
香
的
茶
較
佳
，
若
聞
到

悶
燥
味
，
表
示
不
夠
新
鲜
。
第
二
段
聞
甜
味
，
糖
心

的
滋
味
藏
在
紅
茶
骨
子
裡
。

滇
紅

 
 
 

滇
紅
又
稱
「
雲
南
工
夫
紅
茶
」
，
產
於
雲
南
瀾

滄
江
沿
岸
的
保
山
、
思
茅
、
西
雙
版
納
等
地
。

 
 
 

滇
紅
初
飲
時
帶
有
芭
蕉
、
黑
糖
的
香
氣
，
入
口

生
津
。
滇
紅
茶
湯
帶
有
荔
枝
般
的
熟
果
香
，
顏
色
明

亮
透
徹
，
口
感
豐
富
飽
足
，
湯
汁
結
構
細
密
，
入
口

滑
順
不
帶
苦
澀
，
並
在
喉
嚨
深
處
留
下
深
深
回
甘
。

紅
茶
製
程
經
過
全
發
酵
，
理
應
沒
有
什
麽
回
甘
轉

韻
，
但
這
款
滇
紅
卻
仍
保
留
後
韻
，
可
見
其
茶
質
優

良
。

產地；安徽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產地；雲南
香氣；★★★
口感；★★★★
強度；★★★
回甘；★★★★

茗
戀
．
中
國
茶

https://kmweb.moa.gov.tw/knowledgebase.php?id=24156
https://www.sumusen.com.tw/祁門紅茶/
https://www.jendow.com.tw/wiki/滇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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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紅
袍

4041

大
紅
袍
像
一
道
彩
虹
掛
在
武
夷
山
頭
，
對
大
多
數

人
而
言
，
是
可
遠
望
而
不
可
接
近
的
。
事
實

上
，
現
存
種
植
在
天
心
岩
九
龍
窠
的
茶
樹
所
產
製
出

的
大
紅
袍
名
氣
很
大
，
卻
也
是
遙
不
可
及
。

 
 
 

我
想
，
她
被
稱
為
「
中
國
茶
王
」
應
是
跟
她
的

傳
奇
有
關
。
加
上
她
的
產
量
稀
少
，
因
此
，
市
場
上

出
現
許
多
茶
的
名
稱
或
包
裝
都
叫
做
大
紅
袍
，
但
這

都
與
事
實
不
符
。

 
 
 

相
傳
大
紅
袍
在
明
末
清
初
時
就
有
探
製
，
距
今

至
少
三
百
五
十
年
以
上
。
目
前
出
現
的
大
紅
袍
產
茶

紀
錄
，
可
看
出
大
紅
袍
的
年
產
量
都
沒
有
超
過
一

斤
。

 
 
 

我
們
先
來
看
下
列
的
中
國
茶
王
探
收
紀
錄
，
就

可
知
大
紅
袍
的
稀
罕
了
。

一
、
清
嘉
慶
年
間
產
不
到
兩
斤
，
當
時
每
市
斤
售
價      

 
 
 
 

六
十
四
銀
元
（
可
買
大
米
約
四
千
市
斤
）
。

二
、
一
九
一
二
年
，
《
蔣
叔
南
遊
記
》

 
 
 

尋
味
·
中
國
茶
中
記
錄
著
當
時
他
所
看
到
的
大          

我
我
紅
袍
年
產
量
不
滿
一
市
斤
。

三
、
一
九
四
一
年
，
由
廖
存
仁
在
《
武
夷
巖
茶
》
書       

我
我
中
紀
錄
：
製
作
成
茶
八
兩
三
錢
。
有
趣
的
是
，

我
我
當
時
從
採
摘
的
時
間
，
以
及
曬
青
一
直
到
炒
青

我
我
烘
焙
的
每
一
個
細
部
環
節
，
都
做
了
詳
實
的
記

我
我
錄
。
我
想
這
是
大
紅
袍
備
受
尊
重
的
事
實
。
今

我
我
人
可
從
這
些
製
茶
紀
錄
中
看
到
大
紅
袍
的
尊
我

我
我
貴
。

四
、
一
九
九
四
年
，
武
夷
市
茶
葉
研
究
所
探
製
大
紅

我
我
袍
的
紀
錄
，
總
共
得
到
茶
葉
八
兩
。
這
個
紀
錄

我
我
是
大
紅
袍
最
新
的
探
摘
完
整
紀
錄
。
武
夷
岩
茶

我
我
總
廠
廠
長
葉
啓
桐
曾
說
他
喝
這
大
紅
袍
的
奇
我

我
我
遇
：
喝
下
後
通
體
舒
暢
、
神
靈
活
現
，
我
聽
得

我
我
津
津
有
味
，
也
讓
我
想
起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喝
到

我
我
的
大
紅
袍
，
和
他
喝
到
的
是
否
一
樣
？

茗
戀
．
中
國
茶



大紅袍一九四一年採製紀錄

（1）地點：天心岩九龍窠。

（2）採摘時間：上午 8：30。

（3）茶青重量：兩斤四兩。

（4）曬青時間：一小時，自 9：30 ～ 10：30。

（5）曦青飾數：分攤四篩。

（6）曬青翻拌次數：9：53 翻拌一次。

（7）曦青溫度：由攝氏三十二度升至三十五度半。

（8）涼青篩數：由四篩併做兩篩。

（9）涼青時間：十五分鐘，10：30 ～ 10：45。

（10）涼青溫度：攝氏二十五度。

（11）茶青進青間時間及篩數：10：45 移入青間，由兩飾併做一師，併攏時搖動   

我我我十二轉，是時茶葉呈生葉原有之堅挺狀態。

（12）青間溫度：攝氏二十一度半。

（13）茶葉在青間放置時數：十七日上午10：45移入青間，至十八日上午1：25取出，

我我我共十四小時四十分。

（14）做青次數：共七次。

我我我 12：27   搖十六下，未做手。

我我我 14：09   搖八十轉，攤放面積減少，未做手。此時茶葉已有輕微發酵現象，　

我我我略可看出葉縁有豬肝般的紫紅色。

我我我 16：45  先搖一百轉，再用雙手握葉。輕拍二十下，拍後再摇四十幾轉。此

我我我時大部分葉縁明顯呈現紫紅色，並恢復茶青原有之生硬狀態。

我我我 20：05  搖四十下。

我我我 21：10  搖一百四十四下，茶葉更堅挺。

我我我 22：45  先搖一百轉，再用雙手握葉輕拍三十下，再搖五十轉，拍三十下，

我我我再搖五十轉。是時茶葉已全部堅挺，葉邊皺縮，葉心凸出，芳香馥郁。

我我我 24：00 搖六十下，做三十五下，是時茶葉紅綠相間，香氣更濃。

我我我十八日 1：25 取出交炒。

（15）炒青時間：初炒一分半鐘，翻拌八十六下，溫度估計約攝氏 140 度：複炒我

我我我二十秒鐘，解塊兩次，翻兩轉，溫度約攝氏一百度。

（16）烘焙：初焙二十分鐘，翻三次，溫度攝氏八十度。

（17）成茶重量：八兩三錢。

資料來源：廖存仁，《茶葉研究所叢刊第三期 -武夷巖茶》，一九四三，台灣省茶葉商業同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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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岸
還
沒
有
開
放
時
，
我
就
曾
在
台
灣
買
得
市

價
一
斤
兩
萬
元
的
大
紅
袍
，
當
時
茶
商
為
了
取
信
於

我
，
出
示
一
張
茶
樹
照
片
，
加
上
茶
葉
的
出
廠
證

明
，
還
說
這
是
限
量
搭
配
才
買
得
到
，
這
些
「
證
物
」

讓
我
深
信
不
疑
：
但
問
題
是
：
天
心
岩
的
大
紅
袍
茶

樹
，
年
產
量
不
到
兩
斤
，
我
手
上
的
茶
就
接
近
一

斤
？
當
我
在
品
飲
時
，
卻
感
到
大
紅
袍
及
細
腻
的
岩

韻
，
帶
來
通
體
靈
活
的
茶
氣
。
我
逢
人
便
說
：
大
紅

袍
，
真
的
是
茶
王
。

 
 
 

兩
岸
開
放
前
夕
，
我
到
了
廣
州
交
易
會
，
到
了

當
時
的
友
誼
商
店
，
看
到
小
包
裝
的
大
紅
袍
產
品
，

都
是
小
包
装
的
紙
盒
包
裝
，
價
格
昂
貴
，
我
也
興
沖

沖
地
買
回
品
嘗
。
更
有
趣
的
是
，
同
時
我
在
古
董
市

場
兩
個
一
兩
裝
的
錫
罐
，
上
刻
「
天
心
老
樣
大
紅

袍
」
、
「
住
廈
門
橫
竹
路
」
，
底
部
刻
著
「
錦
祥
茶
莊
」

字
如
今
，
兩
岸
的
茶
葉
市
場
上
都
陸
陸
續
續
地
看
到

以
大
紅
袍
為
名
的
茶
葉
流
通
，
消
費
者
看
到
上
面
的

稀
有
產
量
紀
錄
，
一
定
會
懷
疑
這
是
怎
麽
回
事
？
讓

我
來
幫
大
紅
袍
解
密
。

 
 
 

一
九
八
五
年
武
夷
山
市
茶
葉
研
究
所
對
大
紅
袍

進
行
了
人
工
繁
殖
，
命
名
為
「
北
斗
一
號
」
，
而
這

個
繁
殖
成
功
的
大
紅
袍
便
成
為
目
前
市
場
上
大
紅
袍

的
貨
源
。
「
北
斗
一
號
」
或
稱
大
紅
袍
，
當
然
不
是

天
心
岩
九
龍
窠
岩
壁
上
的
大
紅
袍
母
樹
：
但
令
人
興

奮
的
是
：
繁
殖
成
功
的
大
紅
袍
，
口
感
岩
韻
細
腻
，

入
口
回
甘
，
香
醇
帶
勁
，
而
最
令
人
驚
奇
是
茶
氣
直

沖
「
百
會
」
再
入
「
雀
舌
」
，
舌
根
生
津
，
神
水
滿
口
。

當
然
，
市
場
上
也
有
藉
大
紅
袍
盛
名
，
賣
的
根
本
也

不
是
岩
茶
，
甚
至
還
用
重
焙
火
的
製
作
方
法
，
以
四

兩
一
包
推
出
所
謂
的
「
大
紅
袍
」
，
消
費
者
只
要
喝

到
這
一
種
滿
口
都
是
炭
味
而
無
岩
韻
的
茶
，
一
定
是

假
貨
。

 
 
 

有
關
大
紅
袍
的
品
飲
經
驗
，
若
沒
有
喝
到
正
確

的
茶
葉
，
是
無
法
真
正
領
略
神
品
的
奧
妙
。
但
有
關

大
紅
袍
的
傳
說
故
事
圍
繞
在
你
我
身
邊
：
一
九
七
二

年
，
尼
克
森
訪
中
國
時
，
毛
澤
東
曾
送
給
他
四
兩
「
大

紅
袍
」
，
尼
克
森
私
下
抱
怨
毛
澤
東
小
氣
。
周
恩
來

聞
之
笑
慰
尼
克
森
：
「
主
席
已
經
將
「
半
壁
江
山
」

奉
送
了
！
」
並
將
典
故
告
訴
尼
克
森
。
這
些
流
傳
市

井
小
道
消
息
，
都
在
闡
述
此
茶
之
尊
貴
。

一
九
九
七
年
香
港
回
歸
時
，
江
澤
民
亦
曾
以
四
兩

「
大
紅
袍
」
送
給
特
首
董
建
華
，
董
特
首
取
出
二
十

茗
戀
．
中
國
茶

https://www.wuyishantea.com/chawenhua/wysdhp/019.htm
https://www.sumusen.com.tw/%E9%87%91%E5%A3%87%E9%9B%80%E8%88%8C/


克
拍
賣
，
拍
出
得
三
萬
港
幣
。

 
 
 

以
上
兩
段
大
紅
袍
傳
奇
無
非
在
說
明
她
的
稀
有

與
價
昂
，
而
更
神
妙
的
大
紅
袍
命
名
由
來
，
更
令
人

傳
誦
不
斷
：
一
說
是
大
紅
袍
生
於
崖
上
，
人
們
訓
練

猴
子
採
摘
，
而
山
野
間
野
猴
很
多
，
為
分
別
家
猴
及

野
猴
，
故
讓
家
猴
穿
著
紅
背
心
，
因
而
得
名
。
另
一

說
是
：
相
傳
天
心
廟
的
方
丈
用
生
長
在
九
龍
窠
的
神

茶
治
好
了
進
京
趕
考
的
一
位
書
生
的
病
，
後
來
書
生

得
中
狀
元
。
為
感
謝
神
茶
的
救
命
之
恩
，
舉
子
回
到

武
夷
山
脫
下
身
上
的
紅
袍
，
披
在
神
茶
樹
上
而
得

名
。

 
 
 

比
較
可
信
的
說
法
是
：
「
大
紅
袍
」
主
要
是
以

其
「
嫩
葉
是
紫
紅
色
」
得
名
。
其
枝
幹
較
粗
，
分
枝

頗
盛
，
葉
深
綠
色
，
葉
緣
向
上
伸
展
，
光
滑
發
亮
、

成
茶
香
高
味
醇
，
岩
韻
極
為
分
明
。

 
 
 

二

0
0

二
年
，
我
造
訪
大
紅
袍
時
遇
上
陰
天
，
我

像
朝
聖
者
帶
著
雀
躍
的
心
情
與
這
茶
王
相
會
。
我
到

了
茶
王
面
前
只
見
茶
樹
四
周
圍
有
石
牆
，
本
想
攀
越

石
牆
一
親
芳
澤
，
卻
被
茶
樹
旁
涼
亭
中
的
管
理
員
阻

止
，
並
說
：
這
是
受
到
國
家
保
護
的
茶
樹
，
只
能
遠

觀
，
若
想
要
大
紅
袍
他
可
以
賣
給
我
茶
葉
？
我
聽
了

啼
笑
皆
非
，
若
茶
樹
被
嚴
密
保
護
，
那
他
的
茶
從
哪

兒
來
呢
？

 
 
 

或
許
茶
的
美
麗
故
事
會
強
化
人
們
對
她
的
好

感
，
至
於
大
紅
袍
的
比
較
接
近
史
實
的
紀
錄
反
被
忽

略
了
，
就
像
大
紅
袍
茶
樹
旁
的
「
大
紅
袍
」
摩
崖
石

刻
，
在
一
九
二
七
年
由
天
心
寺
僧
人
所
刻
的
已
被
遺

忘
了
！

　
　
武
夷
山
的
茶
區
大
家
都
在
談
著
大
紅
袍
的
傳

奇
，
同
時
賣
著
大
紅
袍
茶
，
這
也
造
成
許
多
消
費
者

霧
裡
看
花
，
只
知
大
紅
袍
的
故
事
，
不
知
大
紅
袍
的

真
僞
。
我
從
一
九
九
八
年
第
一
次
接
觸
大
紅
袍
至

今
，
每
年
所
喝
到
茶
都
是
由
母
株
繁
殖
成
的
大
紅

袍
，
而
每
年
的
茶
湯
滋
味
都
有
些
許
的
差
異
，
唯
一

共
同
的
特
色
：
清
、
香
、
甘
、
活
。
這
才
知
道
岩
茶

的
清
香
與
飄
遠
，
是
登
臨
茶
趣
與
樂
透
的
來
源
。
大

紅
袍
的
小
时
葉
，
擁
有
一
身
的
大
傳
奇
，
是
我
勾
勒

出
味
覺
願
景
，
更
是
有
緣
人
的
福
慧
的
相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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