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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茶

人茶缘茶

疑解惑茶业视点茶

乡采风茶

让年轻人爱上茶，“老”话题如何
谈出“新”意？

近日，在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
茶业及茶艺博览会期间，高校茶文化
创新创业发展论坛以年轻人为主角，
碰撞出了不少新观点。

“跨界”国潮新秀

“红楼梦中茶”游园会、“与子同
袍·茗动天下”汉服春日园游会、穿越
千年——辽金宋点茶文化私享会、宋
式点茶斗茶赛、茶与东方美学“时空穿
越之旅”……在茶博会同期举办的活
动，似乎每一样都正中年轻人的下怀。

“这次的茶博会现场，第一感觉就
是中国潮，大家在重新尝试着中国传
统文化与中国茶的新融合，是一场融
合的秀，亦是一种国潮的崛起。”论坛
嘉宾、宁香阁创始人韩宁说，“我们看
到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发布
的《国潮研究报告》，它所定义的国潮
是‘国’与‘潮’的相加。‘国’即是中国，
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对于‘潮’的解
读却是千差万别。”

国潮在2018年以前，大多是代指
狭义上的特定品牌，有鲜明特色的小
众文化潮牌。2018年以后，随着带有
中国特色产品的走红，国潮开始泛指
某种消费概念。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代
表就是故宫和李宁。故宫通过文创打
破了之前刻板的印象，让年轻人爱上
一个个出自皇宫的“新宠”，而李宁将

“中国李宁”印在具有潮牌气质的服装
上，也大大点燃了中国人的潮流自信。

“就像此次茶博会的现场，我们看
着穿着汉服的靓丽身影，没有觉得违
和，反而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这些展示
都在传递着我们的国潮趋势。通过文
物产品化的方式，或者通过传统文化
与茶结合，让年轻人透过产品了解历
史、了解茶叶，将传统文化的复古风潮
带入现代生活。”韩宁认为，国潮也可
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喝茶，可以称得
上是一种国潮的生活方式。

“国潮与茶结合，让茶更时尚、更
具有传播性与影响力，以茶来对话年
轻人，更能传播‘中国造’的魅力。”韩
宁说。

社团的“星星之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爱茶人俱
乐部、清华大学清茶会、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校友茶文化俱乐部、万里茶道
研究院、湖北大学茶艺协会……会议
现场，各大高校茶社团的身影涌现，让
观众对于年轻茶友们的活力与市场潜

力感同身受。
近些年来，茶风潮在高校渐起，高

校已然成为了当下年轻人了解茶文化
的重要空间和载体，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在校园生活中开始与茶亲近。

“一心一茶是我们茶文化俱乐部
口号，现已有会员800多人。作为校友
们以茶会友的重要平台，俱乐部每月
都会举办主题茶会，不仅会共享优秀
产品，还会开启茗香之旅，探寻茶产
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校友茶文化
俱乐部秘书长王云涛说。

“品茗未名湖，缘聚爱茶人，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爱茶人俱乐部算是
北京大学最有活力的校友组织。自
2015年成立以来，足迹已经遍布国内
著名茶产区和日本，提升了生活品位，
弘扬了中国茶文化。”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爱茶人俱乐部联合创始人邓文
平说。

“目前全国已有很多高校成立了
自己的教职工、校友、毕业企业家等茶
文化俱乐部。”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创新
创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蔡
晓东一方面欣喜于高校茶社团的星星
之火，一方面也深知在年轻群体中推
广茶文化仍任重道远。

“这些年来，中国茶产业持续蓬勃

发展，但仍然面临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喝原叶茶年轻用户少等问题，我们亟
须持续培养中国茶的年轻消费客群，
带动更多高素质人才在茶产业就业创
业。为此，专委会联合万里茶道研究
院、各个高校茶文化组织共同发起了
高校茶文化创新创业产教融合工程。”
蔡晓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
融合工程能够成为年轻人爱上中国茶
的桥梁和纽带。

“今后，我们将协同各个高校茶文
化组织和相关资源，建立高校校友茶
友学习交流平台，通过公益讲座、茶旅
游学、创新创业大赛、校友茶空间共享
等形式，培养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赋能
茶产业相关企业和茶馆茶空间，让世
界爱上中国茶，共享和谐美好时光。”
蔡晓东说。

推广要下“细”功夫

“做茶文化传播越久，越发现传统
文化根植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
中。我教学过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
生，对茶文化是接纳的、喜爱的。”对于
如何进一步在校园中推广茶文化，北
京谊友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玲玲很
有发言权，“尤其是对有自主观念的大

学生，因材施教非常重要。”
在王玲玲看来，大学生的文化功底深

厚，但仍在形成自有知识体系的学习阶
段。为此，茶文化传播者们所做的教学工
作就要更加有挑战性，不但文史内容要更
丰富，茶学知识要更专业，而且内容、形式
要充满多样性和趣味性。

“要让年轻人更加懂茶、懂养生、懂传
统文化，我们就要更加懂得他们，让茶不
但好喝、好看、还要好玩。让茶生活走进大
学生的日常，就如同大学茶友会所作的各
种茶文化推广与传播工作一样。总之，一
杯中国茶不但要抓住大学生的味蕾，更要
触碰到灵魂，这样，对茶文化的热爱才可
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王玲玲说。

从在大学生心中播下一粒茶种，到精
心呵护，收获年轻人对中国茶的喜爱，北
大纵横高级合伙人、茶说创始人王大力认
为，合理经营和维护这些高校的私域流
量，要下足“细”功夫。

“高校茶文化的私域流量的维护可以
分为两个纬度，第一是已离校的校友群
体，我们要通过定期与非定期的校友线下
线上分享沟通交流会、私董会、茶游学等
方式，经营好高校校友的私域流量；另一
个纬度是在校的高校群体，需要通过好产
品、好服务、好话题等硬核方式，增加在校
高校群体的有效黏性。”王大力说。

当“潮”一品中国茶
——高校茶文化创新创业发展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听说嵊州仙湖路茶叶城有茶叶早
市，笔者慕名前往。

5点，茶叶城准时开张，聚集在门前
的100多人像洪水越堤一样涌进市场。
一进门，他们立刻驾轻就熟地分散到已
经开门营业的批发档口，开始了当天的
交易。

只见，批发商们抓出茶叶放进扦样
盘看看、闻闻，随即看样出价，双方谈妥
后过秤、收付款。整个交易过程，没有看
到有批发商冲泡品尝。

“依靠多年的实践，基本能掌握嵊州
市各乡镇生产的茶叶质量和每一天的初
步价格。”已经干这行近30年的朱国安
说。朱国安是批发商，他和其他批发商一
样，身上有着鲜明的共性：一是外形上，
大多穿着大褂子工作服，虽然有的是纯
蓝色，有的是迷彩，但一看就是档口的老
板；二是谈吐上，他们的言行都不自觉地
流露出商业领域的积淀和素养。

而来早市卖茶叶的人多是茶叶加工
作坊的老板，属于茶产业上游，但又有别
于茶农。来自嵊州长乐镇胡双村的刘昌
位就挑着100多斤干茶闯进笔者的视
线。刘昌位介绍，他一般是前天晚饭后开
始收购茶青，有四五百斤后便开动机器
炒茶。十几台炒茶机，一刻不停地工作到
凌晨三四点，能炒出百十来斤干茶来。此
时，天还未亮，刘昌位把它们分装进两个
大袋子，第一时间用扁担挑下山，装车运
到市场批发档口，正好能赶上早市开门。

刘昌位过去也种茶，也会手工炒茶。
他伸出双手给笔者看，那正是一双布满
劳动痕迹的手。过去炒茶十几年，他全是
手工制茶。现在来市场交易的这些人，则
大都采用了机器加工，一是效率高、产量

高，二是省却了手工的辛苦。另一位加工坊
老板王伯林来自金庭镇后山村，家里有5
台制茶机器。“春茶季这四五十天，我们都
是这样黑白颠倒过来的。”笔者看他一路小
跑冲进市场，问他缘由。他笑答：“现在接近
春茶季尾声了，价格从最高时的七八十元
一斤掉到现在的四五十元一斤，不赶紧卖
了还等什么？”

在此处交易的茶叶大多是越乡龙井，
一般价位在一斤四十几元到五六十元左
右，再高就有些不合群了。我看到有一个加
工户的茶采用的是更好的芽头，他一斤想
卖到一百五六十元，直到最后才有档口老
板给收了去。

崇仁镇茶亭岗村的宣秀芳，是笔者这
次早市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来卖茶的女性。
她的微信名叫做“天天快乐”。今天早上她
的干茶卖了2500多块，应该能让她快乐
吧？

档口收购完成后，批发商们会把这些
来自不同加工作坊的茶倒到一张苫布上，
用塑料锨混合均匀。朱国安介绍，收购茶叶
后，还需要用人工或机器筛去茶末和老片，
才能成为成品，再按照全国各地经销商的
订单发运出去。

从茶农种植、采摘，到加工户加工成干
茶卖到批发市场；再由批发市场处理、包装、
发运到全国各地，借助嵊州茶叶早市，笔者大
致了解了嵊州龙井茶生产供应的运转过程。
但如何销售，销售得怎样，还要看终端市场
的运作。朱国安说，他经销的茶在山东销得
最好。现在来交易的人少多了，最多的时
候，要有当天人数的十倍左右。

不到一个小时，加工户们带着卖茶钱，已
不见踪影。5：55，茶叶城门前变得空荡荡、静
悄悄。

茶早市，跟我来转转
赵光辉

茶香氤氲，往事涌起。近日，在位于
溧阳的江苏前峰茶厂，制茶师傅史宝林
为笔者泡上一壶他刚炒制的前峰雪莲
后，讲起了自己躬耕茶行业的40年。

“我从小生活在茶厂，父母都是茶
农，儿时的学校也在茶园中间，可以说，
那份对茶的热爱与生俱来。”等到毕业后
参加工作，史宝林如愿在茶厂当学徒、学
习制茶，似乎也成为了他生命中再正常
不过的选择。

但第一次做手工茶，着实给史宝林
上了一课。由于兴奋和紧张，他有些手忙
脚乱，手掌上不由分说地烫起了几个水
泡，后来揉搓时，茶青温度高，手上再添
新伤。“原来，做茶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
单，既得眼疾手快，还得静得下心来。”

从 1979年上岗，一晃过去了五六
年。1985年成为了史宝林制茶生涯中最
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前峰雪莲在茶厂研

制成功，他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前峰
雪莲满披银毫，形似雪朵，银白隐翠。一
经冲泡，清香幽雅，滋味鲜爽甘醇。那时，
正巧我们看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屏
幕上美丽的雪莲花与茶名相映成趣，我
下决心一定要掌握前峰雪莲的制作工
艺，把这茶做好做美。”

做好一杯前峰雪莲，离不开好的原
料。前峰雪莲每年清明前后开始采摘，采
摘标准可谓十分苛刻，主要是新萌发未
展开的芽苞，芽长 2.5 厘米左右，芽粗
0.2～0.3厘米。

“幼嫩的芽叶，具有丰富的内含成
分，为形成雪莲茶的品质风格提供了先
天条件。采回的芽苞必须经过拣剔，剔除
鱼叶、单片等夹杂物，以保持原料的匀整
度。拣好的芽叶薄摊在竹匾上，摊放1～
2小时，待表面水分蒸发后方可炒制。”
史宝林说。

炒制最关键的工序是杀青，一定要
杀匀、杀透，以保证香气和滋味。揉捻要
靠手感和经验去把握，做到轻重有度。搓
团提毫阶段也非常关键，这是形成前峰
雪莲独特外形和内质的重要工序，既要
保证茶叶不碎，又要保证茶叶充分显毫。

说起制茶，史宝林可谓滔滔不绝，
“做了40年的茶，以前是为了拿工资，完
成工作任务，现在则不然，做茶是一种享
受、一种快乐，每炒一锅茶出来，都有一
种成就感、幸福感！鲁迅先生说得好，有
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我觉得
会做好茶，能做好茶，也是一种清福！”史
宝林说。

随着机械化高度发达，机器做茶正
在取代手工炒茶，传统技艺面临挑战。史
宝林却认为：“好的手工茶目前机械还无
法替代。茶叶是有生命的，制茶需要用心
去倾听和感受，让茶叶释放生命的清香。
手工做茶，需平心静气、用心感悟，这既
是一项技能，也是一趟心性的修行。”

如今从事传统手工制茶的人越来越
少，一杯手工制作的茶不仅有怡人的香
气，更饱含制茶师的执着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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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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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清
福
！

唐
祥
云

近日，以“茶和世界，共
品桂茶”为主题的2021年广
西（桂林）茶产业展销博览会
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一级巡视员郭绪全在会上介
绍，广西种茶历史悠久、生态
环境优美、富硒资源特色明
显，是全国主要茶叶产区之
一。2020年，广西茶产量和
面积均步入全国前十名，综合
产值达260亿元人民币，涉茶
企业数1300家，茶叶各类注
册商标达500多个。近年来，
全区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
字招牌，将茶产业作为绿色生
态产业、特色优势产业、脱贫
主导产业、乡村振兴产业。

“十三五”期间，广西茶产业
取得快速发展，茶园面积、茶
叶产量从 2015 年的 101.6 万
亩、6.3万吨增加到2020年的

136.92万亩、8.83万吨，增幅
分别达34.76%、40.16%。

据了解，广西独特的自然
环境孕育出了一批在全国知名
的茶叶品牌，如广西六堡茶、
横州市茉莉花茶、凌云白毫
茶、三江早春茶、桂林桂花
茶等。广西的早春绿茶更具
有品质优良、上市最早的鲜
明特色，被誉为“中国第一早
春茶”。

茶产业作为广西的优势特
色农业产业，在脱贫攻坚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促进了边
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和农民增收。广西14个市
48个产茶县中，80%以上的
茶园分布在边远山区，有979
个村、超过20万户农户种植
茶叶，茶产业已成为农民脱贫
致富的支柱产业。

（欧惠兰）

广西茶产量和面积步入全国前十名

茶颜悦色、茶颜观色，一
字之差的奶茶店，店招 logo
形似，门店装潢海报雷同，饮
品菜单、名称、标识等相差无
几，到底是谁抄了谁？去年，
这一场“真假网红奶茶店”对
簿公堂的事件，在社会上闹得
沸沸扬扬。

4月 26日，第21个世界
知识产权日，“茶颜悦色”再
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茶颜悦色”诉“茶颜观色”
不正当竞争案终于迎来一审判
决——“茶颜观色”方面败
诉，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
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170 余万
元，同时在 《中国知识产权
报》上刊发声明消除影响。

茶颜悦色官方微博账号发
文称：“近期行业维权好消息
越来越多，茶颜也终于赢了属
于我们的第一次诉讼。从
2017年，茶颜小票上不经意
的一句自嘲‘等我们有钱了，
我们就去告他们’，到‘我们
赚了一点钱可以告他们’，两
代接力到维权夙愿，也被大家
喜闻乐见的正义转梗。”欣慰
的小票调侃背后，也是历时数
年维权的辛酸写照。

自此，社会关注度颇高的
“茶颜”之争算是暂告一段
落，但留给行业的不只是一个
案件的逗号或句号，还有在同
质化竞争中创新与山寨之争的
延伸思考。

茶行业是一个相对来说同
质化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从
饮品的门类，到产区生态环境
的相似，到工艺的差别细微，
使其衍生出来的服务产品和业
态有着一致的基因和脉络，往
往难脱窠臼。正因这样的特
性，虽然上升到法庭的侵权案
并不多见，但“山寨”的风潮
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记者印象最深的案例是茶
品牌小罐茶引起的包装新潮。
2016年，跨界入行的小罐茶
一经亮相，便以外形取胜：其
摒弃掉了袋包装等茶叶传统包
装样式，一个个单泡独立小罐，
或3克、或5克、或8克，随行方
便，且时尚、简约，每一类茶都
有自己的专属颜色。

市场的风靡引来同行的关
注，茶界立时掀起趋之若鹜的

小罐风。在没过多久的茶博会
上，这样的“小罐茶”可谓铺
天盖地涌来。既有专门售卖小
罐包装的，也有直接成品销售
的，均冠以“小罐茶”之名。
这样的“小罐茶”，虽然样式
打造类似，但由于时间短促、
材料选择不同，做工和质地显
得极为粗糙，山寨痕迹很浓。

小罐茶市场总监梅江介
绍，这个小罐看似简单，但
要保证表面的圆滑、平整，
还需要很多技术支持，制作
一个小罐至少要经过40多道
工序，他们花了近两年的时
间才最终敲定。由于国内并
没有现成的设备可以生产，他
们为此开发了新的生产线，包
装完全由自己来做，获得了多
项专利。

这样的“山寨”产品只观
其形，且未深究其门道和精
髓，最后与正品相比，愈加
相形见绌，反而降低了自有
品牌的辨识度，显得极为得
不偿失。

而市场上另一家茶企的包
装创新同样可圈可点。其将独
立包装设计成了山峰的形状，
一打开茶盒，金山银山连绵不
绝，视觉效果强烈，既能做到
随手泡、轻盈方便，又突显了
自身的创意和美好寓意。它和
小罐茶一起，彰显了茶企在创
新之路上的自我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模仿应
该算是一个中性词，如若因为
同行的模仿、潮流的引领，能
够促进行业内的产品升级，并
非一件坏事，关键是要看如何
模仿。模仿不是简单粗暴、外
形的“照搬照抄”，而是逻
辑、理念等新观念的内化，需
要企业、产区结合自身特色，
融入科技创新元素，推出真正
具有品牌辨识度的产品。

而从另一个视角来分析，
也印证了不少茶企“投机”的
心态，但跟风一时爽，若没有
立足之本，终究免不了被大浪
淘沙的命运。

创新不易，才愈显珍贵，
也是居安思危时的明智之举。
从盲目跟风，到自觉创新，再
到迭代升级，化被动为主动，
想必茶行业会呈现另一番生机
盎然的模样。

“茶颜”之争，
扯下了谁的遮羞布？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近日，在第21个“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
杭州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近期破获的“3·18”制售
假冒西湖龙井案等民生领域
知识产权重特大典型案件进
行通报。

今年3月，杭州警方在工
作中发现，不法分子大量进购
印有“西湖龙井”等商标标识
的假冒包材，将萧山、余杭、
富阳本地及绍兴新昌、丽水缙
云、松阳等地的茶叶冒充“西
湖龙井”灌入封装，通过杭州
的茶叶市场、景区茶叶店等线
下门店对外销售。杭州警方立

即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行动
共抓获涉案人员83名，捣毁
制假窝点18个、售假门店32
家，缴获假冒西湖龙井茶
5000 余斤、印有“西湖龙
井”等商标标识的假冒包材及
各类茶标60余种 30余万件，
涉案金额逾7000万元。

本次专项行动是杭州警方
历年来首次以保护本地“中国
驰名商标”知识产权为主题开
展的集中规模化打击，全面
震慑假冒“西湖龙井”品牌
犯罪，整饬茶市乱象，维护本
地茶企、茶农和消费者的正当
权益。 （徐辑）

制售假冒西湖龙井？抓！

“高校茶文化创新创业发展论坛”现场

“与子同袍，茗动天下”
汉服模特大赛上的小姑娘 逛茶展的汉服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