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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茶

茶论道煎
业视点茶

一部《红楼梦》，满纸茶
叶香。如果以红楼茶事为题，
举办一场茶会，又会擦出怎样
的火花呢？日前，在台湾桃园
的随缘茶空间，就有这样一场
别致有趣的茶会。

“《红楼梦》里的十二金
钗，变成了12个茶席。依据
每位金钗的性格、为人处事的
风格，又选配了不同的茶。”
台湾茶协会常务副会长、随缘
茶业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邱
国雄坦言，有主题的茶会已经
做过多次，但以红楼文化来讲
茶，他们也还是第一次。“没
想到红楼茶会的推广消息一经
发出，茶会门票一下就被抢光
了。一些没有得到票的茶文化
爱好者，哪怕不能入座茶席，
也愿意旁听《红楼梦》里的茶
事。”

“在一百二十回的《红楼
梦》中，有273处写到茶，这
还不算与茶有关的事物，其中
涉及的茶名就有六安茶、老君
茶、暹罗茶、普洱茶、龙井
茶、枫露茶、女儿茶等许多
种。”两岸红学专家、台湾大
学中文系教授欧丽娟娓娓道来
红楼梦中的茶事。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刘姥姥
醉卧怡红院’，写到贾母与刘
姥姥等人吃过酒饭，用过点
心，又带了刘姥姥至拢翠庵
来，贾母对妙玉说‘把你的好
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
了。’妙玉捧了茶来，贾母又
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
道‘知道。这是老君眉。’”
欧丽娟解释说，贾母说她不吃
六安茶，是因为她不喜欢喝绿
茶，而妙玉奉上的“老君
茶”，有一说是产于福建武夷
山的乌龙茶，其茶香浓馥、茶
色鲜亮。而“老君”之名，意
含“寿星”。可见妙玉敬献此
茶，既适合贾母口味，又有敬
重、恭维之意，这于茶道、情
理都很恰切。

“十二金钗中的妙玉也是
一个大家小姐，遁入佛门，带
发修行。”欧丽娟接着说，今

天在妙玉的茶席上，特意选择了
“东方美人”这款茶，相较于其
他乌龙茶，“东方美人”茶汤色
更浓，明澈鲜丽，犹如琥珀。

“这款带着独特韵味的乌龙茶恰
似妙玉的才华横溢，性格孤
僻。”坐在妙玉席的茶客，端起
茶杯呷了一口“东方美人”，果
然品出了不同的韵味。

……
伴随着欧丽娟的讲解，红楼

梦中的茶事，一幕幕展现在茶客
面前。

“今天在这样的场合，伴着
书香、花香、茶香，听着红楼故
事、品着带有十二金钗各自性格
的茶，仿佛穿越了时空。”一位

“70后”茶客如是说，“我虽然
以前读过《红楼梦》，但真没注
意到这么多与茶相关的细节。茶
与文学结合，带给人很多新意
境。”

事茶30余年的邱国雄听到
茶客们的分享，很是欣慰。他
说，“这次红楼茶会融入了红楼
文化、插花花艺、琵琶古筝等民
乐，因此也吸引来不同层面的爱
好者。”邱国雄说，台湾的茶艺
文化比较多元，所以，随缘茶空
间也要尽量拓展兼容并包的茶事
活动，吸引更多相关人士来品
茶、了解茶、爱上茶。

现在电商虽然很发达，很多
茶叶销售也由线下转为线上，但
邱国雄始终认为，茶文化的推广
还是要从茶体验入手。“以前工
厂是用来生产茶的，而茶馆是用
来喝茶的，而我现在所做的茶空
间就是想突破这个分隔，把产观
学销售结合在一起。同时，我们
结合台湾茶产业多元化的特点，
开设了一些插花、制茶等体验课
程，让更多有兴趣的人可以触类
旁通地接触到茶。”

邱国雄表示，发扬茶文化，
必须抓住年轻人这一新生力量。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调饮茶、
冷泡茶，所以我们的茶空间不仅
制作传统茶，还有年轻人比较容
易接受的冷茶吧台，并融合现代
工业风的茶席，让年轻人先走进
来，再引导他们认识传统的茶文
化、健康地喝茶。”

红楼茶会新体验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5 月 26日，第三届海峡两岸
社团联谊会——“茶之缘”两
岸茶人交流会在京举办。来自
两岸10余家社团，京台两地
茶企、茶人等80余位嘉宾参
加活动。

北京市茶业协会会长白文
祥表示，中国是茶的故乡，两
岸茶文化同根同源。做大做强
茶产业是两岸茶人共同的目标
和心愿，融合发展、互动共赢
是两岸茶人共同的责任。两岸
茶企、茶人应当创新合作模
式，以“茶”促融、以“缘”
促融，促进两岸产业的融合
发展。

中华茶人联谊会秘书长孙
蔚表示，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
岸同胞交流、合作的纽带和桥
梁。未来中华茶人联谊会将与
大家携手积极应对挑战，助推
中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将
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为两岸茶

业蓬勃发展，中华茶人之间的密
切交往作出贡献。

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理事长
范增平发来致辞视频，他回顾了
自己以茶为媒与北京结缘的亲身
经历，提出茶文化的根源在大
陆，只有两岸茶人扩大交流，通
力合作才能促使茶文化开出美丽
的花朵。他表示，茶是中华民族
的共同饮料，建设一个富强康乐
的中国，是“两岸品茗，一味同
心”。

两岸茶人交流会作为海峡两
岸社团联谊会的系列活动，已连
续举办三届，逐渐成为两岸茶产
业、茶文化交流的平台，对推动
两岸茶人、茶业交流，促进茶产
业、茶文化合作共赢发挥重要
作用。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华茶
人联谊会、北京市茶业协会、北
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北
京中道公益基金会和台湾区茶输
出业同业公会、台湾中华茶文化
学会联合主办。

“茶之缘”两岸茶人交流会在京举办

4000多家采购商，1500多家涉茶企业，75场推荐会，63.9亿元茶叶意向交易额，12亿元最大订单，55万人次
线上直播体验…… 从5月21日“国际茶日”当天启幕，到5月25日在杭州落下帷幕，第四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
会至此提交了一份颇为亮眼的成绩单。

5天时间，来自国内外众多涉茶、爱茶人士和主体，在这场茶叶“盛宴”中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见过茶乡层峦叠嶂的茶园，喝过茶
农茶厂制作的茶叶，可身在都市的你，
可曾想过在自家阳台种茶，亲手采摘制
作一杯自家茶呢？

5月 23日，为向5月 21日国际茶
日献礼，“盆栽茶树”新闻发布会在北
京市昌平区佰京茶博园举行。

与南方的茶园不同，走进佰京茶博
园，龙井43、鸠坑茶、紫芽茶等10余
个品种的茶树，在一个个花盆里茁壮成
长。

发布会上，“盆栽茶树”创始人、

佰京公司负责人温子华表示，茶树主要
集中在南纬16度至北纬30度之间，喜
欢温暖细润气候。“盆栽茶树”则是利
用现代技术，在茶树不易生存的地区利
用盆栽种植茶树。

温子华是一名退伍军人，从1990
年开始从事茶叶生意，30年与茶朝夕
相伴，让他对茶充满热爱。他说：中国
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从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到西汉吴理真
将野生茶树驯化为人工栽培，数千年
来，茶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了精神以

及物质财富。但是，茶树种植受地域限
制，在全世界还有许多不能种茶的地
方，让人们无法认识到茶的魅力。

于是，温子华心生一个梦想：让中
国乃至全世界家家户户都能自己种茶、
自己做茶，让茶更好地服务人们的生
活。从南到北运茶苗，一次次实验，几
经辛苦，数次失败。终于，随着一颗颗
茶苗在花盆里茁壮成长，温子华用事实
证明了茶树生长可以打破地域限制。
2017年，由其研发的《基于现代农业
技术理念的北方设施“盆栽茶树”种植

系统》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打
破了茶树生长的地域限制，让茶树走进千
家万户成为可能。

发布会上，一个视频短片展示了几位
用“盆栽茶树”打造茶文化小院的用户体
验。亲手摘下自家小院里的茶芽，炒制成
茶叶，然后坐在小院茶树旁饮茶，这是河
北人王冬其与爱人的滋味生活。引入“盆
栽茶树”之后，游客可以在民宿采摘、制
茶、品茶，茶文化主题吸引了更多游客前
来民宿体验，这是民宿主人邢广为的生意
经……

打破地域限制，即使身在都市也可以
当个种茶人，“盆栽茶树”可以走进机
关、企业、学校等，建立茶文化生态小
院；也可以走进人们的院子里，门前屋
后、阳台上，打造一个属于家庭的绿色茶
空间。温子华期望“盆栽茶树”走进千家
万户，让更多的人近距离感知茶，引导人
们“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
好生活”，共同弘扬中华优秀灿烂的茶文
化。

可当都市种茶人
——佰京“盆栽茶树”新闻发布会小记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徐艳红

欧丽娟分享《红楼梦》里的茶故事

以茶谊结君子之交

5月 21日，是第二个“国际茶日”。
为庆贺这一节日，中华茶诗品鉴交流会、
第四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第四届中
国茶业国际高峰论坛等中国主场活动轮
番上演。而在茶博会期间，由国内外行业
协会和企业联合发布的《“国际茶日”促
进茶产业发展倡议》、“大使品茶”更是将
活动推向高潮。

这份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
产业委员会、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
中国茶产业联盟、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意
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斯里兰卡茶叶委
员会、欧美工商会等24家相关机构共同
发起的倡议，其实早在4月中旬就被提
上日程。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委
员会会长吕明宜介绍，在中国农业农村
部的统一部署下，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
贸易促进中心的指导下，委员会向世界
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地区）和消费国（地
区）发出了倡议邀请，得到了各机构的积
极响应，大家就倡议内容、倡议方式等进
行了紧密沟通。很多机构克服了本国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积极推进
倡议工作。

吕明宜在会上宣读倡议时说：“此次
倡议号召以‘国际茶日’为契机，旨在促
进国际间茶产业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
及全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呼吁以茶
谊结君子之交，以茶道求和而不同，以茶
技促绿色发展，以茶义行共赢之道，以茶
园秀美丽乡村。”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
表示，“国际茶日”是我国首次成功推动
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彰显了世
界各国对中国茶文化的认可。农业农村
部农业贸促中心主任马洪涛说，“茶有

缘，饮无疆。茶所蕴含的和谐、包容理念
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时代潮流高
度契合。让我们因茶结缘，深化合作，共
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红色基因赋能茶文旅

“漫道古驿雄关，寻味贡茶千年”，这
是湖南怀化的红色茶乡旅游线路；“重走
知青茶园 传承红色经典”，这是广东英
德的精品茶旅；“一杯浮梁茶，百年红色
文化，千年历史传承”，这是江西的茶旅
两日游……

“好山好水出好茶，名茶皆出好风
景。”关于茶和旅游业的发展融合一直是
茶文化发展核心，在茶博会期间举办的、
以“百年传承，多彩茶乡”为主题的第三
届中国茶乡旅游发展大会，给出了茶旅
发展新的答案。

在会上，与区域特色美丽茶乡、中国
茶产业T20最美生态茶园等常规项目
同期发布的，正是百条红色茶乡旅游精
品路线。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委
员会秘书长魏有介绍，百条红色茶乡旅
游精品路线展示茶叶产区的红色记忆，
让旅游者“游中学、学中游、寓教于游”，
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
旅游传输给广大游客。

据全国乡村旅游监测中心测算，
2021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
次为9.84亿，均较2019年一季度有所增
长，全国乡村旅游全面恢复。作为乡村旅
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茶乡旅游近年发展迅
速，涌现出很多新模式、新业态。

魏有说：“各地茶乡旅游与红色旅
游相互融合，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融
茶文化、古色乡村、绿色田园为一体的
文旅产业，为茶乡振兴夯实产业基础、
注入精神动力，让‘红’起来的茶乡加速

‘火’起来。”

数字元素凸显智慧

当数字技术联上茶博会，会凸显出
怎样的“智慧”？本届茶博会数字元素“闪
耀”全场，看点十足。

数字化智能原叶泡茶机、智能飞防
无人机、数字化名优绿茶生产线集控室
平台……在本届茶博会新增设的“数字
茶业”馆，茶业管理、生产、加工、营销和
旅游等数字化展出板块，让一些观展嘉
宾大呼“涨知识”。

“这个馆以‘数字赋能茶产业’为主
题，运用数据大屏、实景展示、远程操控、
互动体验、现场直播、茶艺表演等展示手
段，全方位展示数字化在茶产业创新发
展中的成果。”该馆一名工作人员说。

首次面对公众亮相的国家产业全产
业链大数据中心稳占馆内C位，大屏幕
上有茶叶指数、消费趋势等多个模块，茶
叶生产或销售趋势一目了然，通过关键
词进行语音分析以后，可以提取出来哪
些茶饮是当下最受欢迎、受关注度最高
的，也可以通过数字推算出未来茶产业
发展的走势等。

一位来自广西的茶叶采购商更是为
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点赞，“什么
时候采摘的、谁采摘的，什么时候炒制
的、谁炒制的，这一系列过程都可以溯
源，这是我第一次实地学习到智慧技术
在茶叶生产中的运用。”

直播卖货更是此次展会上的一大
看点。

“各位宝宝们，我们今天的活动优惠
力度空前，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打开链
接，在详情页下滑，就能领取优惠券
哦”……在“天猫直播一条街”，推介声可
谓此起彼伏，各位主播们倾情推介，都在
争做这条街上最靓的主播。

无缘到现场的观众不仅能在主播的直
播间里“淘”到好物，同样可以登录“云上茶
博会”平台，一解未能亲临的遗憾。

在“云上茶博会”平台，一条蜿蜒向上
的茶路，模拟出了人们逛展的现实场景，让
线上观众同样过了一把“逛街瘾”。沿着这
条街转悠，既有“龙井茶——实力不允许我
低调”“400多年的经典味道到金骏眉的诞
生”“白茶标准仓成就老白茶的毫香蜜韵”
等大咖讲茶的内容，也有直播购物、逛展导
播、云播茶事等板块。今年首次推出的云端
逛展平台，累计吸引了线上参与人次达35
万，大家共品茶之美，共话茶之事，共享茶
之乐。

茶元素玩转花样

茶，不仅可以喝，更可以吃、可以玩、可
以看。

在茶博会期间，浙江大学国际茶学联合
研究中心与茶仕利一同发起的一场“好吃的
茶”体验试吃会，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云影白茶酥、清野抹茶酥、桂花观音
卷，随着茶食的亮相，现场瞬间被点燃，而
茶粽的登场，更是将整个活动的气氛推向
了另一个高潮。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向人们展示茶
的多种应用，茶不仅可以好喝，还可以好
玩、好吃又健康，刚好呼应本届茶博会‘茶
和世界·共享发展’的主题，用更丰富的产
品形态向世界展现中国茶的魅力。”浙江大
学茶学系教授屠幼英说，这些年来，他们一
直致力于在科研上下功夫，在茶应用上做
多元探索，希望用这种方式让茶被更广泛
的人群接受。“茶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古老
而神奇的植物，兼备滋味和健康，这些茶的
多种应用，未来定能成为中国茶走向世界
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宣布
“开机”，在本届茶博会上宣布“首映”的电
影《龙井》，同样将茶的版图成功延伸至影
视领域。这部影片是一部与杭州龙井茶文
化相关的爱情电影，以龙井村为故事背景，
讲述了千年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不同时期，
三段因茶结缘的唯美爱情故事。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仁在首
映式致辞中提道：“几百年，有无数关于龙
井的感人故事和诸多的诗篇名句，但是以
电影的形式来表现龙井的历史文化还没
有出现过，在我们杭州茶人的心里，一直
希望拍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让更多人知
道龙井、了解龙井，把龙井文化传播得更
广泛。”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
珂说：“《龙井》这部电影以中国名茶中国
茶香与国内外茶文化交流的美好故事，反
映了中国茶文化、茶人、茶村、茶品的博
大精深，讲述了中国的茶品牌故事，展示
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希望以龙井电影首
映式为契机，引导带动更多的国内外的
传媒与茶产业交流合作，深耕茶文化、茶
历史、茶品牌，携手推出更多更优秀的茶
影视作品，向世界讲述中国茶香文明，进
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做强
做大茶产业，深化世界茶文化交流作出更
大贡献。”

国茶盛宴 世界聚焦
——第四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闭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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