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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洱茶收藏热下的洱茶收藏热下的冷思考本版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除署名外）

临近农历新年，茶叶消费
进入了旺季。广东是全国茶
叶消费和收藏的第一大省，根
据广东省茶文化研究院的数
据显示，珠三角地区近年人均
茶叶消费量高达 2 公斤。“出
处不如聚处”，广州芳村茶叶
市场片区更是全国品类最全、
交易量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其
普洱茶交易量更占了全国的
大头，广州芳村的行情被称为
普洱茶价格的“风向标”。

有人说，观普洱茶市如观
江湖，有刀光剑影，有风云突
变，也有快意恩仇。 普洱茶的
江湖从来不缺话题：近十年，名
山茶、精品年份茶的价格与交
易量逐年上升；近两年顶级名
寨供不应求，“天价茶”越炒越
高，中低端茶不升反降，泡沫与
机会并存。

在市场热点频出、日益分
化之下，普洱爱好者应如何冷
静理智做出规划，找到属于自
己的好茶、寻得收藏之乐？中
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广东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楚
生认为，普洱茶是用来喝的，不
是用来炒的，优质的原料、优秀
的工艺是普洱茶的价值基础，
只有懂得喝好茶、藏好茶的人
越来越多，普洱茶文化得到普
及，才能推动市场的繁荣和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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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

林楚生
高级工程师，中国

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广东省茶文化研究
会会长，《普洱茶投资
学》主 编 ，T/TEA 002-
2019《陈年普洱茶》团体
标准主要起草人

对于广州资深普洱茶藏家、投资人
冯瑜来说，2003年他因一次西双版纳之
旅与普洱结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投
身于普洱茶收藏与投资领域，是偶然也
是必然。

“2003 年正是国内第一波普洱收
藏大潮刚开始的时候。”回顾这些年的
经历，冯瑜认为他当年在误打误撞中
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当时的易武茶山，普洱茶原料每
公斤仅五十元左右，这里海拔高，有着
原始天然的环境，茶叶质量很好。”原
来从事金融行业的冯瑜凭直觉认为这
样的好茶值得投入，从此开启边学习
边收藏、投资普洱茶的过程。

对于普洱收藏，冯瑜有着自己独

特的逻辑。他认为，普洱茶是一种特
殊的商品，即使进入流通领域后，它还
不能被立即消耗，而需要日后慢慢陈
化，这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再生产的
过程。“茶厂只完成了前期的生产，后
期的再生产需要藏家或投资人来完
成，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品质的提高和
价值的攀升。”

而对于当下普洱茶交易市场上动
辄几十万元的高价茶，冯瑜认为并不
能代表普洱茶的总体市况，“目前市
场分化在加剧。这种热度仅局限于
某几个大品牌的产品，它们具备高变
现能力，吸引了大批资金关注，价格
虚高，已导致了大量市场泡沫的产
生；另一种炒作是存在于名山名寨的
原料茶中，现时名山名寨的新茶价格
已与价值产生了严重背离。这些过
度炒作都不利于普洱茶市场的健康
发展。”

冯瑜建议，普洱茶初级爱好者们
在收藏普洱茶时，首先要建立收藏大

局观：从学习开始，将普洱茶的发展脉
络按时间和厂商作梳理，如分成号级
茶时期、印级茶时期、名山茶时期等不
同历史阶段，再结合不同时期的标杆
产品为坐标，建立一个较完整的价格
链。“这样当你碰到一款新茶时，你大
致就能根据这一体系及其他因素如稀
缺性、陈化效果等对其价值作出基本
的判断，也能慢慢弄懂各种茶品的来
龙去脉。”

那么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初级
爱好者入手到好茶的机会有多大？冯
瑜笑称，机会还是很大，喝茶要喝品质，
要提高对普洱茶的认知和理解，善于发
掘“稻草下的珍珠”，而不是跟风炒作。

“事实上，现在市场上还是存在大量品
质上佳的好茶，尤其是已经陈放了十多
二十年的产品，可以通过口感的对比、
品牌价值的对比等，筛选出适合自己的
好茶。比起价格不菲、还要经历漫长陈
化过程的新茶，它们的转化效果可以预
见，未来可期，风险更低。”

纵横地产界多年的黄新发，在广州
房地产江湖上被尊称为“发哥”。毕业于
浙江美术学院的“发哥”善书画、雕刻，
精于茶道、香道，各类书画、文玩收藏甚
丰，而在普洱茶的品鉴与收藏上更有一
番见地。

在他雅致的“脩园”中品茗，扑面而
来的是一种文人意趣。“古韵新弦高山流
水，晨钟暮鼓空谷传声”，茶室中的一副
楹联道出了主人的喜好与心境。

“我和其他藏家的玩法不一样。”黄
新发以此来总结自己的藏茶之道。从
20世纪 90年代末起，黄新发就开始接触
普洱茶，从最初的商界应酬，到后来变成
了真心热爱。“早年从号级茶喝到印级
茶，随着它们的价格越来越贵，慢慢喝不
动了。2010 年以后，便再也没有买过茶
了。”黄新发既不炒茶，也不参与普洱茶
投资，他藏茶的唯一目的，是能随时喝上
一口健康好茶。为此，十年前他开始走
遍云南各大茶山，将多年的品鉴功力化
成制茶心得。

“哪怕你喝了四十年的茶，如果你没
有用双脚丈量过茶山的山头，没有用味
蕾品尝过每棵古树的一芽两叶，没有全
身心参与到茶叶的采摘、萎凋、杀青、晒
毛茶到配拼、储存、冲泡的全过程，你都
无法知道你喝到的滋味是不是一种表
象，对茶叶的真正品质也是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

对于黄新发这样的资深普洱藏家来
说，健康好茶须亲自监制，光从原料上，
便要满足“早春茶”“高海拔”“树龄足够
长”等条件，连采摘的时间都颇多讲究，
以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为佳，这段时间露
珠消散，采摘的茶叶干爽；温度适中，茶
叶采摘后不会因午间的高温被焐黄……

如此执著，只为了制作出可供收藏、
品饮的健康好茶，这固然是出于他对普洱
茶的钟爱，而对于普洱茶行业的发展，黄
新发也有更多的思考。他认为，随着人们
对健康的重视，有机茶是未来普洱茶行业
发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回
归的当下，品茶将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
式，茶艺也将上升为生活的美学。“茶艺有
六美；人、茶、水、器、境、艺。只有让更多
国人懂得茶艺之美，茶文化得到大力推广
与弘扬，普洱茶行业和市场才能得到健
康、持久的发展。”

羊城晚报记者：普洱茶市场近二
十年呈现怎样的一种态势？

林楚生：普洱茶的兴起改变了整
个中国茶产业的市场格局，推动了整
个茶产业向前发展。过去普洱茶主要
销往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地区，1990 年
代开始，普洱茶慢慢由南至北风靡全
国，发展成为今天收藏投资的热点。
普洱茶收藏的价值基础在于，一是历
史原因造成陈年普洱茶存量少、供给
稀缺，但市场消费需求却不断扩大，二
是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特性被科学论
证。

2000 年以前，民众对普洱茶的认
识尚处于模糊懵懂的阶段，普洱茶存
放集中于中国港澳台地区传统茶商，
规模较小。2002年至2007年，当时新
茶价格按年均30%~50%增长，量价齐
升，倒逼生产端提高产量，出现了第一
个普洱茶新茶投资的热潮。2007年中
热潮退去后，2008年－2010年的普洱
茶市场呈现萎靡调整状态，投资者把
目光从新茶转移到体量、品饮价值及
性价比都有更多优势的年份茶上。
2007年到2017年恰好是十年，热潮期
间的新茶成为了中期茶，所以从 2017
年开始，市场也迎来了第一次有规模
的中期茶大潮。

这二十年，普洱茶市场的导向从
开始的号级茶、印级茶、后印级茶到
老班章、易武为代表的名山茶时代，
伴随而来的是中期茶换手率的增加，
市场对精品年份的普洱茶呈现趋之
若鹜的态势。近十年，名山茶、精品
年份茶价格一路向上，交易量、交易
单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最近两年，

市场则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天价
茶”越拍越高，顶级名寨供不应求，中
低端茶不升反降，泡沫与机会并存。

羊城晚报记者：普洱茶曾创造了
许多“投资神话”，也曾经历过惨烈崩
盘，应如何理智看待当前普洱茶市场
的热度和一些乱象？

林楚生：应该说，普洱茶当前的热
度是市场短期行为，长期来看这种热
度是无法持久的，我们对此要理智冷
静地看待。在当前市场已出现泡沫化
趋势、良莠不齐、庄家操纵、风险增大
的情况下，普洱茶的收藏与投资应理
智审慎，须从专业角度去客观分析。

我们更要认识到，普洱茶是用来
喝的，不是用来炒的，品饮价值、健康
价值、文化价值是普洱茶的先决要
素。优质的原料、优秀的工艺则是普
洱茶的价值基础，是看得见、品得出
的，它不同于市场昙花一现的营销概
念，而给收藏者莫大的信心和底气。

羊城晚报记者：目前普洱茶的收
藏群体有哪些偏好？

林楚生：当前收藏群体的偏好主
要有三种，一是追求存量、稀缺性的群
体，主要收藏存世量极其稀缺的年份
老茶，远如宋聘号、同庆号等，近如大
红印、八八青饼、真淳雅号。

二是追求原料稀缺性的群体，主要
是收藏知名度高、风味品格、具备明显
识别性的山头茶，如老班章、薄荷塘、冰
岛等，这类产品虽好，但年产量少，价格
相对同年份的其他产品高得多。

也有追求价格平民化的群体，主
要是收藏性价比高的普洱茶。

羊城晚报记者：在当前的市场环
境下，要收藏普洱新茶、中期茶和老
茶，分别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需
要规避的陷阱？

林楚生：新茶从狭义上是指生产时
间不超过5年的普洱茶，在广义上普洱
茶在没有成为中期茶都可称为新茶。

新茶原料、工艺普遍较精良，特别
是随着后名山茶时期的到来，对原料
初制工艺的极致追求使得新茶口感风
味出色，吸引了大批消费者。但与此
同时，小部分地区为增加产量，对茶树
进行过度开采，致使茶树退化严重，茶
区生态环境普遍遭到破坏。由此带来
的是新茶原料成本的不断抬升，市场
售价远远背离其真实价值，出现与年
份茶价格倒挂的现象，而品质却有下

降的苗头。
新茶集中了品牌厂商的许多营销

资源，市场热度高，交易活跃，价量齐
升的结果是带来了市场泡沫与投机行
为。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新
茶当前的市场供给远大于市场实际需
求，因普洱茶独特的品质特征注定了
新茶很难被当下市场消耗。当前的新
茶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收藏新茶必
须十分谨慎，筛选掉价格虚高、特点平
庸的产品。建议考虑小而美的古树纯
料茶、大厂的经典系列拼配茶及传奇
产品的复刻品。

中期茶是指在自然仓储的状态
下，陈化时间在 10~20 年的普洱茶。
中期茶向来是普洱茶消费市场中的主
力，适饮性强，性价比高，因此为市场
所接受。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茶
进入中期茶阶段，市场存量逐渐增多。

相对于新茶和中期茶来说，老茶
的品种少很多，尤其是号级茶、印级
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发达的资讯使
其市场价格非常透明，投资者鲜能低
价买入。而一饼普洱老茶的价格往
往动辄数十万元，整筒整件的更为难
得，这使得收藏普洱老茶的门槛非常
高，市场的高度认可和日益增加的稀
缺性，令老茶长期维持着稳定上涨的
趋势。

总的来说，收藏普洱茶不能只看
价格、只认品牌，在普洱收藏热的当下
仍须保持独立、冷静的思考，形成自己

的逻辑，并量力而为，适时而动。只有
懂得喝好茶、藏好茶的人越来越多，才
能推动普洱茶行业向繁荣、健康的方
向发展。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茶友，如何提
高品鉴和收藏普洱茶的功力？在纷繁
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
好茶、寻得收藏之乐？

林楚生：品鉴普洱茶要多喝、多
看、多学习、多比较，通过长时间的知
识与经验积累，品鉴能力自然不断提
高。多喝好茶，并将特定年份、产区、
品牌等茶品互相比较、留意其香气、口
感与风格，预测后续转化能力；多看茶
书，在别人的经验中汲取养分，提高自
我判断力。

在具备一定品鉴功力后，要根据
自身的经济情况选对茶品、完善规划，
学对普洱茶的投资分析方法，力求将
风险降低。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无论茶品是
出自名山还是来自古树，优秀的茶叶
品质、卓越的制作工艺以及良好的储
存环境，是成好茶的关键与基础，离开
这几个条件，普洱茶的品饮和收藏投
资价值也无从谈起。

在悠长的岁月中，普洱茶完成从
青涩到甘美、从浓烈到醇厚的转化与
升华，趋于圆满，作为藏家，见证了茶
品每个阶段的美，也印证了自我的判
断，这便是普洱收藏最大的乐趣。

建立普洱收藏大局观
善于发掘“稻草下的珍珠”

藏茶制茶十余载
只为执著于一口好茶

藏家说

▲小歪沱（1999年）

资深普洱茶藏家冯瑜

冯瑜供图

藏家说

普洱茶冲泡讲究水之美、器之美

20 世纪 50 年代勐海茶厂 红印圆茶 20世纪50年代勐海茶厂 蓝印铁饼圆茶
华艺国际拍卖供图

黄新发的茶室富有文人意趣

易武乡刮风寨古树新茶

▶2009年到2016年的刮风寨茶王树古树纯料茶饼

▲黄新发制茶藏茶，是为了能随时喝
上一口健康好茶

收藏家黄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