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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點茶法步驟與細節

唐宋元明的泡茶法比較

茶經的作者介紹——陸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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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目的

會想做這個主題主要是受到一部古裝
劇《夢華錄》的影響。此劇的時空背景
是在宋朝，裡面出現了許多精美的糕
點以及各種關於「茶」的藝術，讓我深
感興趣，也希望在未來能使用宋朝的
方法來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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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羽
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自號竟陵子、桑苧翁、
東岡子，又號茶山御史，唐朝復州竟陵人。父母
不詳，據說是有僧人在河濱撿到而收養。因著有
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而聞名於世，對茶文
化出了卓越貢獻，被譽為茶聖，奉為茶仙，祀為
茶神。

「陸羽」這個名字是自己取的，在研習易經後，陸
羽為自己占得漸卦，卦辭云:「鴻漸於陸，其羽可
用為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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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

兩者準備茶末的方式大致相同，差別在
於泡茶的方式。
唐代為煎茶法，宋代為點茶法，點茶法比
煎茶法更加複雜。

煎茶法須先炙茶、碾碎、羅篩再進行煎
茶。點茶法則為炙茶、碾碎、籮篩、候湯、
熁盞、點茶、擊拂等步驟。
由烹煮改為點注。



明、清

明朝前期主要為煎點法，但到了明末清初則
變為瀹泡法。
此方法使用的是散茶，即直接用茶葉沖泡，
不須再進行炙茶、碾茶、籮茶等步驟，這種方
式更看重茶本身的香氣與味道，能夠品嘗到
茶最原始的味道。

瀹泡法也是現今最主要的泡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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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茶步驟

2. 茶餅冷卻後即可取出打碎、輾
成末狀。

1. 將茶餅炙烤，且不可在通風處，否則火
焰會飄忽不定、茶餅受熱不均。出現如蛤
蟆背般的疙瘩時須離火五吋繼續烤，待
茶餅變軟或散發香氣時放入紙袋，避免
香氣散失。

3.將碾好的茶末經過籮的細
篩，之後存放於茶盒備用。

4. 將點茶用的水掌握至最合適的
沸滾程度，此步驟須以個人經驗判
斷。
此步驟即為候湯。

5.用沸水沖洗杯盞，預熱茶具。
此過程即為熁盞。

7.將茶末加入茶盞中，並加入適量沸
水調和成膏狀。

8.再次加入沸水，並用茶筅攪
動，使茶湯上浮泛起湯花。
此過程即為擊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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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茶時所運用的泡茶方式及評判規則皆是
使用點茶法，鬥茶又稱為鬥茗、茗戰，是一
種集體品評茶湯素質優劣的比賽。

鬥茶的標準不僅在於茶的色、香、味，湯花
也是品評重點。湯花色澤鮮白、久聚不散為
上，且盞面水痕早出者為敗。

又因為湯花要求鮮白，所以茶盞以建安出產
的黑釉兔毫茶盞為佳，黑色的瓷器能更好的
襯托出的湯花色白。

鬥茶



茶百戲又稱為分茶、水丹青、茶戲等，是一種
在茶湯上作畫的藝術，能夠用茶和水在茶湯
上沖、點及攪拌的方式呈現文字或圖案。
使用的方式為點茶法。

茶百戲

茶百戲始於唐代、盛於宋代，元代以後逐漸
沒落。2009年時，中國的章志峰恢復茶百戲
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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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選擇的題目為「宋代的飲食文化」，但因為
範圍太大、內容太多，最後改為「宋代的茶文化」，
也因為前面花太多時間找資料，導致後來時間不
太夠，也做得很趕，但確實學習到許多關於宋代飲
食的知識，在茶的方面更是如此。

這次的經驗讓我學到訂定題目以及時間分配的重
要性，希望以後若有類似的事情要做時，可以改善
這些缺點。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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