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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喝出學問　茶博⼠許偉庭
記者 蕭珺文 報導  

嘉義縣⺠雄鄉，住著⼀位對茶無所不知的「博⼠」，憑著⾃⼰對茶葉的熱忱，以
及⾃⾝學科的結合，開創出台灣精品茶界新的突破。他，是許偉庭製茶師，不但
是台灣數⼀數⼆的評茶師，更是唯⼀利⽤科學分析提升茶葉製作的專家。他所製
的的茶葉獲獎無數，並致⼒於發展當地的⾼⼭茶與烏龍茶產業，以及積極培養新
⼀代的⼈才。

許偉庭現場⽰範的泡茶⼿法。（圖片來源／蕭珺文攝）

茶香的呼喚　⽤專業知識回應
與其他做茶⼈家不⼀樣，許偉庭並不是⽣於茶香世家。他對茶的第⼀印象，來⾃
於⼩時候家裡常擺著的，⽗親⾄中國⼤陸出差所帶回來的茶葉。充滿好奇⼼的
他，在讀了課本中像浙江省的龍井茶、福建省的⼤紅袍等不同省份的茗茶後，不
由⾃主地偷偷拿⽗親的茶葉沖泡。雖然當時還不懂如何泡茶，但第⼀次的接觸，
成了他喜愛茶葉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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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的求學時期，許偉庭開始對化學有著濃濃的興趣，於是他遵循⾃⼰的意
志，考進國立中正⼤學化學系。由於中正⼤學與阿⾥⼭⼗分接近，許偉庭常與朋
友騎⾞上⼭遊玩。每⼀次的賞花、看⽇出或觀賞雲海，都因為沒有在⼭上住宿⽽
常常凌晨才回到宿舍。偶然在⼀次的深夜，他經過燈火闌珊的茶莊，⼀陣香氣撲
⿐⽽來，就像茶在呼喚他⼀般。這時的他，便開始與茶農交流，進⽽開啟了他的
製茶⼈⽣。

台灣學習製茶的資源非常稀少，若真要跨⾜於這個領域，不能僅埋⾸於書⾯的資
料，勢必得向外尋求實作經驗。決定投入於製茶之後，許偉庭犧牲上課之餘的閒
暇時間，向茶農學習，從早到晚與茶為伍。不只如此，因為原料不便宜，失敗⼀
次要花費鉅額成本，所以學習製茶的過程得膽⼤⼼細，有時需要⼤膽地⾃我摸索
與判斷，有時也需要聚精會神地做觀察。

許偉庭說，他向茶農學習製茶的實務經驗，⽽他利⽤⾃⼰學術邏輯以及分析能⼒
幫助茶農了解⽣產過程的原理，形成⼀種互惠互助的學習⽅式。比如說有些茶農
的技術是代代相傳的，他們不⼀定曉得每個步驟當中的理由為何，許偉庭便可以
為他們分析不同步驟所導致的結果。這樣知識的交流，有別於傳統的學徒制度，
讓許偉庭不受不同茶農派別的分歧限制，能夠廣泛的交流與凝聚多元知識。

與⼈多⽅交流的優勢，使許偉庭成為少數熟悉製茶產業上、中、下游的專家。製
茶是上游，過程包括採茶、萎凋、乾燥等；中游則是評茶，也就是由評茶師鑑定
品質的優劣；⽽下游則是茶藝，透過不同的沖泡技藝，決定茶葉味道的呈現⽅
式。他對產業鏈透徹地了解，讓他能集結所學的知識，達到「整合」的⽬的。

許偉庭與三癸亭店內各式各樣的茶具。（圖片來源／蕭珺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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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喝」出功夫
許偉庭多年來投入於學習茶業的製程，再加上⾃⼰品茶經驗的累積，讓他能在品
茶時喝出因製作過程不同造就的細微差異。這不僅讓他獲得中國國家⼀級評茶師
執照，也讓他受邀擔任多項國內外競賽的評審。「每杯茶的味道不⼀樣，就像每
⼀個學⽣都有不同的個性。」是許偉庭品茶多年悟出的感受。如同每位學⽣的成
⻑背景與學習歷程，塑造出形形⾊⾊的⼈物，茶也會因⽣⻑環境和製作⽅式的變
化⽽有豐富的滋味。

⽽許偉庭在茶葉專家中脫穎⽽出的原因，在於他善於運⽤他分析化學的知識背
景，既可以精簡化茶葉的製程，還可以控制茶葉中的化學成分，更可以提升茶葉
沖泡後的香醇⼝感。像是許偉庭以中正⼤學所命名的「中正醉紅」，正是低咖啡
因含量，⼜不影響茶香，讓容易因咖啡因⽽無法入睡的⼈也能輕鬆享受。⽽泡茶
的原料並不局限於茶葉，許偉庭也使⽤龍眼花進⾏實驗，並利⽤數據分析探索其
成分與保健功效。以他的學術背景，便可以探索⼀般製茶師⼒所不及的領域。
 

對茶的獨特⾒解
被問起對現代台灣飲茶文化的看法時，許偉庭表⽰他非常樂觀。他說，台灣的飲
茶⼈⼝其實是逐年增加，即使年輕⼈相較於精品茶，更喜歡飲料店的⼿搖飲料，
他也不認為是件壞事。許偉庭提到，現代年輕⼈已養成喝茶的習慣，若他們隨著
⾃⾝的經濟與健康狀況改變消費習慣，或許未來就會轉變為精品茶的消費者。

當被問起未來的⽅向時，許偉庭則說，他想致⼒於推廣烏龍茶。他坦⾔，世界飲
茶的⼈⼝，只有5％的⼈有在喝烏龍茶，⼤部分的⼈習慣喝紅茶或綠茶，主要是因
為烏龍茶的製程相對複雜許多，造成烏龍茶相對產量比較少。事實上，烏龍茶可
以說是最多變的茶種，其與完全發酵的紅茶和完全沒有發酵的綠茶不⼀樣，屬於
可改變空間較⼤的「部分」發酵。因此，只要發酵的程度不同，便決定了風味的
不同。除此之外，烏龍茶的製程，多了⼀項烘培的程序，焙火的溫度控制不同，
也讓⼝感層次更加複雜。這些種種的變因，讓烏龍茶成為所有茶當中滋味最豐富
的種類，這正是許偉庭如此推崇的原因。台灣⾝為世界產烏龍茶的重要國家之
⼀，要是能成功地往國際市場發展，⼀定能為台灣的茶產業注入新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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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內擺放的茶業以及冠軍匾額。（圖片來源／蕭珺文攝）

熱忱為關鍵　持續無私分享
「熱忱，是持之以恆的關鍵。」許偉庭為⾃⼰在不熟悉的領域，努⼒不懈學習的
那段過往下如此的註解。對他⽽⾔，要是⾃⼰沒有對茶葉有那麼⼤的興趣，絕對
克服不了學習歷程的辛苦。⽽如今，他已是產業中的佼佼者，也不忘將⾃⼰的畢
⽣所學傳授給學⽣。除了在中正⼤學通識教育中⼼開課，還持續地輔導當地茶
農，讓學習製茶不再像當初那麼地艱困。

許偉庭說，⾃⼰是位樂於分享的⼈，隨時都願意與其他⼈交流新知，也很樂意幫
助其他⼈學習。他無私的個性，讓他多⽅涉略不同的知識，使其名副其實的獲得
「茶博⼠」的稱號。他的功績傑出，是背後多年來努⼒的累積，如同茶葉繁複的
製程，造就了⼀杯好茶。

關鍵字：製茶、茶葉、評茶、烏龍茶、許偉庭

縮圖來源：蕭珺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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