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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俗趣闻茶

乡采风茶情速递茶

近日，四川
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
基地名单正式
公布，雅安茶厂
榜上有名。作
为唯一一个茶
类的传承基地，
它的上榜，让雅
安藏茶再度成
为视线的焦点，
而作为老字号
的茶厂，如何在
传承中谱写新
章，同样更为大
众关注和期待。

语科技茶

用历史“烙印”藏茶

“作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基地，雅安茶厂此次凭借南路边茶
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实至名归。”四川省
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中国藏茶文化研
究中心副主任陈书谦介绍，南路边茶制
作技艺历史悠久，距今已有数千年历
史，其生产工艺极为复杂，从采摘、杀
青、蒸揉到渥堆发酵、拼配关堆、舂包
成型等要经过30多道工序。

“整个工艺流程通过千百年无数工
匠的传承与改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
造工艺，流传至今，为雅安主产区所独
有。早在2008年，便入选成为第二批
国家级非遗。”陈书谦说。正因如此，
对它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一直以来都是
藏茶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于外行人而言，南路边茶还是过
于神秘。光是琳琅满目的称谓，就常让
消费者一头雾水：南路边茶、乌茶、边
销茶、雅茶、藏茶，它们是一回事儿吗？

陈书谦笑着答疑：“雅安藏茶源远
流长，其实这些名字，都是不同历史时
期打上的不同印记。”

例如五代·前蜀毛文锡《茶谱》是
最早记载传统藏茶产品的古代茶书，里
面记载的“火番饼”就是典型的传统藏

茶产品，雅安藏茶与其一脉相承。四川
边茶，则是清初的通用名称。当时，因
销售区域和消费对象不同，将成都出南
门以远的邛崃、名山、雅安一带所产茶
叶称为南路边岸茶，后衍生为南路边
茶。藏茶二字则最早见于《四川官报》
1907年的四川商办藏茶公司筹办处章
程，该章程开宗明义，“专为振兴茶
务”，奉委筹办“藏茶公司”，藏茶之名
从此诞生。

“2007年，正好时隔100年，雅安
藏茶协会正式成立，拉开了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部门支持、行业牵头，以市
场为导向，共同开展雅安藏茶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促进雅安藏茶重塑辉煌的帷
幕。所以，我们目前都用雅安藏茶这一
称呼。”陈书谦说。雅安藏茶是藏族同
胞每天必不可少的饮品，千百年来，正
是这种制作技艺影响着藏族同胞一代又
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如今，四川省单独设置非遗保护传
承基地，基地的认识、技艺的传承更具多
重含义，要边生产、边传承、边技术创
新，在这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的雅安茶
厂，确实是其中的佼佼者。”陈书谦说。

用学术“解剖”茶

“立足学术，着眼传承。”文件中的

八个字、一句话，点出了四川省非遗保护
传承基地的基础和要义，也令四川省南路
边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雅安茶厂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朝贵眼前一亮。

从成为这家老字号的掌门人、传承
人，近20年来，他主抓的正是“学术”
这项工作。

“如果非遗没有学术，就像是一根干
柴棒，没有了根和魂。立足学术，用史料
和科学依据解读制作技艺，是我们这代传
承人的使命和责任。”这些年来，李朝贵
时常细细琢磨“非遗”与“传承”的
含义。

在他看来，非遗是人们世代相传的风
俗文化、地域生活的“高光总结”，它是
在满足社会生活需求的现实条件下诞生
的，往往凭借经验在做、口传心授。这些
积累的宝贵经验，成为当下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

“而所谓传承，不仅仅是要弄明白技
与艺是什么、怎么延续，同时也要利用当
代的技术优势，从科学机理、从根源上解
答‘为什么会如此’，进而更清晰地向大
众传播和推广。”李朝贵说。

以藏茶为例，他一直在试图解决，为
什么这里制造的此类茶叶，能够帮助藏族
同胞消食解腻，来满足维生素的日常补
给，而不是其他茶类，其他工艺？

许是医学专业出身的敏感度使然，他

开始对茶叶做“解剖”。李朝贵邀请北
大、清华、南京农大等多所院校对藏茶制
作技艺、原料标准等进行实验研究。

“其他茶类的制作原理，主要是使得
茶青内海绵组织中的水分经由高温蒸发制成
干茶。而藏茶则有一项特殊工艺，叫红锅杀
青，往往需要在230°C的高温下进行炒
制，并通过‘三蒸三揉四发酵’的工艺，才
能最终制出成品茶。而这样的制作技艺以及
微生物的参与，使得茶叶内的植物细胞得到
充分分解，内含物质充分释放，从而达到

‘红、浓、陈、醇’的特殊品质，能缓解生
活在高寒、缺氧、低压下引起的不适症
状。”李朝贵说，“过去，我们只知其然，现
在，通过科学论证，我们知其所以然，这正
是非遗传承立足学术的奥秘。”

用技术“反哺”非遗

在李朝贵看来，理顺了答案，才能更
好地“反哺”非遗。

指导文件中提到，要项目化带动、示
范性引领非遗保护传承，不断激发非遗创
新发展内生动力和外在活力，促进非遗融
入现实生活，实现发展振兴，展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我们通过立足学术，让人们在享受
茶叶中有益有机物的基础上，了解这样制
茶的目的和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弘扬传
承藏茶悠久的历史文化，让更多人知晓藏
茶的魅力，我们搜集、整理、保存了20
世纪50年代以后南路边茶非遗技艺的大
量相关史料与实物，完善了藏茶资料中
心、培训中心、藏茶博物馆等相关功能，
并打造出‘藏茶世界’这一非遗传承保护
中心，让往来参观的游客都能够系统地学
习历史沿革知识，并亲手体验茶砖茶饼制
作技艺。”李朝贵说。

但显然，仅仅如此，并不能满足李朝
贵对非遗传承的高标准要求。在他看来，
非遗并不止步于手工技艺的传承，同样可
以渗透更多科技元素。“作为加工工业，
茶汤内的有益成分可以在生物化学的效应
下，分解为稳定的小分子物质，促进人体
更好地吸收、受益。我认为，这才是非遗
活态传承的未来。”李朝贵进一步举例，
公司目前正在研发制作新的衍生品——科
技单体形式的茶产品，比如，有人可能需
要促进肠蠕动的效果，他们提取了纤维素
的单体；比如，有人担心喝茶睡不着觉，
他们将咖啡因降解等。

“这同样是我们利用经验、技术对制作
技艺的提升和延展，也是应对生活需求的
新的创造。说不定500年过后，后人也把
我们的创造当作非遗。”李朝贵笑着说。

雅安藏茶雅安藏茶 千年来的变与不变千年来的变与不变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布朗族人每家都会有一个火塘，不
灭火的火塘。布朗族人的烤茶便是火塘
边的茶事，更是布朗族人的待客之礼。
一杯热腾腾的烤茶是对每一位远道而来
的客人最好的欢迎。

烤茶，是布朗族独有的喝茶方式。
点燃柴火，将甘甜的山泉水烧开，同时
把炭火中的火炭子和茶叶放入木瓢内
（也可用葫芦做成的葫芦瓢） 摇动翻
搅，待将茶叶烤香，但还未被烤焦烤煳
之时，捡出木炭，将茶倒入陶罐加入开
水后再放于炭火上煮沸。不一会儿，茶
香便在火塘边萦绕浮动，这就是布朗族
烤茶的制作过程，这样的烤茶不仅茶香
浓郁，更能够祛除茶叶中的寒气和
杂质。

布朗族人制作烤茶时，用的都是新
茶。因为海拔高，雾浓露重，环境潮
湿，存放三五年以后的茶可能会因为受
潮而霉变，所以以前布朗族人对于存放
三五年的茶都会将其倒掉当作化肥。生
活在景迈山的人习惯喝烤茶，不仅因为
茶叶经过炭火焙过有着浓郁的茶香，还
因为烤茶具有祛除湿气的特殊功效。布
朗族人深信湿气重，不喝烤茶，就容易
生病。景迈山古树茶皆来自深山密林之
中，山野之气极其强劲，虽然喝下去生
津回甘迅猛，但每当品饮新茶时除了入
口稍重的苦涩外，茶的寒气亦是略重。
烤茶，经过炭火焙香不仅让茶汤更浓郁
甜香，还能去其茶叶的寒性。

火塘，一直是布朗族人叙话待客的

地方。更是吃烤茶的地方，烤茶香气十
足，滋味浓烈，饮后能让人精神倍增。
布朗族人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烈日当头，
通过饮烤茶还可避免中暑。

制作布朗族烤茶主要有两大难点：
一是对焙烤茶叶的时间长短的把握，这
个过程很微妙，要掌控好茶叶的焙烤时
间和火力，时间太长或者火力太过会烤
焦茶叶，然后使茶汤苦涩难咽，但不够
火候又激发不出景迈茶特有的香气。二
是对翻抖茶叶手法的熟练掌握，其手法
也大有讲究，太轻会使茶叶翻搅焙烤不
充分，焙烤不均匀；太重又容易将茶叶
抖出木瓢造成浪费。布朗族烤茶要将茶
烤得微微发黄并溢出茶香，唯有如此煮
出来的茶汤，才能没有新茶的青涩而又
有一种焙过火的特殊香味。

烤茶的茶汤颜色金黄浓艳，清香扑
鼻，闻之便足以令人垂涎欲滴。第一道
茶、第二道茶、第三道茶……一道又一
道的烤茶吃着，布朗族老人讲的故事听
着，该是这世上最为闲适的生活了。

塘边烤茶 布朗夜话
杨嵩

雨水的频繁光临，让这个夏天显得有些短暂。不知不觉中，
网络流行语“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知不觉再次热起来，原来，
秋天真的来了。

明白的人都懂，这一句流行的网络语，说的并不是茶，而是
恋人之间的一个红包，一个问候，以及可以表达甜蜜爱情的某个
礼物。但作为爱茶人，以及以茶文化推广者自居的笔者想说一句
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真的可以煮起来。试想想看，周
末的晨起或午后，将一杯散着浓浓香气的奶茶端给家人、朋友，
共享温馨、惬意的奶茶时光，应该会胜过一个红包的温度。

记得某年入秋后的清晨，笔者曾在茶室煮了一壶青砖茶，茶
水沸腾着，香气四溢。远远的，一位同事妹妹端着杯子寻味而
来，垂涎欲滴地问道：“你一定是在煮奶茶吧！”

妹妹爱茶，也算喝遍各种好茶，能被笔者这一壶粗放的蒙古
族奶茶所吸引，着实让笔者受宠若惊。我更加卖力地用勺子扬着
茶，让茶充分与空气、水对撞，产生更加醇厚的茶味儿。这让她
有些忍不住了，催着我尽快出锅，还不忘提醒我，不要加太多
奶，不要糖，入口温润即可，不能掩盖住这过瘾的茶香。

那一早，茶室中的我们喝得畅快淋漓，每一个扩张的毛孔仿
佛都散发出奶茶的香气。那一壶奶茶也成为温暖的记忆。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随着季节的变化，茶杯里的内容总是
更迭变幻，层出不穷。春夏喝绿茶败火，秋冬喝红茶暖胃。此
外，白茶、黄茶、青茶、黑茶，以及以茉莉花茶为代表的种类更
多的拼配茶，在不同的时节可以带给人不同的养生功效。但总体
说来，以红茶、黑茶佐以牛奶制出的奶茶，因为温润，因为浓
郁，较为适合秋冬品饮。

在我国，大约有几种奶茶较为知名：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奶
茶，西藏的甜茶、酥油茶，香港的港式奶茶，台湾的珍珠奶茶
等。除西藏的甜茶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奶茶多以黑茶为原
料，咸味居多；港式奶茶、珍珠奶茶多以红茶为原料，甜味为主。

以上各类奶茶，听起来貌似复杂，但操作起来并没有多难。
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制作，分享给家人。

比如笔者开始说到的蒙古族奶茶，将青砖茶敲碎，取一小块
煮沸，茶汤成深琥珀色时兑奶、加少许盐，即可饮用。至于甜的
奶茶，更是简单，完全可以冲泡而成。笔者昨日早餐饮品便是随
手取来一小包祁门红茶，泡出略酽于平常的茶汤，加入适量牛奶
即成。小儿喜甜，稍稍加入白糖，便喝得摇头晃脑喜不自胜。

各类奶茶制作过程中，茶奶比例、糖盐分量，完全可以根据
自己喜好而来。笔者有一位朋友，常年在国外生活，对牛奶较为
喜好。他喝的奶茶不用水煮，直接用刚刚沸腾过的牛奶冲泡红
茶。我曾随他一试，倒也别有风味。

还有，前些年笔者团队的几位茶客，为北大附中初中部开授了
几个学期的茶文化选修课。记得有一个学期我讲了奶茶课后，一位
翟姓的小男生突发奇想，放学后把家中能翻到的茶轮番和牛奶相
兑，制出不同的奶茶给爸爸妈妈品。据他所言，清香型铁观音奶茶
颇受全家欢迎，是很不错的选择。倒让笔者这个茶老师长了见识。

说到底，奶茶喝的是健康，更是温情。不管哪一种奶茶，煮
出来便是好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不试试吗？

煮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李寅峰

随着消费升级的发展，奶茶更加注重品质，朝着精品茶饮方
向迈进。在原料选取上，更加健康，以原叶茶代替原有的碎末、
茶渣，成为当前发展的趋势。

而一系列适合作为基底茶的原叶茶异军突起，逐渐进入大众
视野：四季春、金萱、红玉、蜜香红茶……这些茶类名，听上去
是不是很惊艳，但却不知道其属于什么茶类。尤其是今年席卷茶
饮圈的鸭屎香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鸭屎味呢？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

四季春：四季春是茶饮里面最常见的茶品，产于我国台湾。
早期很多人误以为四季春是绿茶，但实际上四季春属于乌龙茶
类。因为这种茶一年可以采摘七八次，所以把它称作四季春。四
季春香味比较高扬，每年新年结束后是它的味道最为清香的时
候，其味道近似于栀子花的香味，闻起来非常怡人。同时，四季
春的发酵度偏低，因此兼具乌龙茶的花香和绿茶的清爽，满足了
茶饮基底茶的需求。

而茶饮行业对其名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因四季春茶不仅有红
茶的韵味、乌龙茶的风味，还有绿茶的香气，适合四季饮用，故而
得名。由此可见四季春在茶饮基底茶里面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金萱：金萱对于多数茶友来说，应该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台湾
茶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似奶香而非奶香，金萱茶在台湾种植面
积相当广，在高山上也有种植，因此也有人把它归类为台湾高山
茶的一种。金萱茶为茶树品种名称，主要产地在南投及嘉义县阿
里山乡境内，在福建、广东一带也有种植。其茶汤呈清澈蜜绿
色，具独特天然牛奶香和桂花香气，品茗口感奇特，滋味甘醇浓
郁，喉韵甚佳。

鸭屎香：作为今年茶饮圈大火的茶品，鸭屎香光凭独特的名
字就足以出圈，那么鸭屎香真的会有“鸭屎味”吗？其实不然，
鸭屎香不仅没有鸭屎味，而且香气高扬迷人。鸭屎香属于单丛茶
中的大乌叶类，按香型属于单丛十大香型里的芝兰香系，其香气
花香浓郁持久，层次丰富。鸭屎香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个说
法：一是因为茶叶长在当地的黄土壤上，俗称鸭屎土；二是因为
茶农怕别人偷自己的茶树，故意丑化茶名。鸭屎香味道比较浓
香，喉韵香气也非常足，只要搭配得好，做原味茶、奶茶、水果
茶等都能做出特色。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饮品为2019年大火的鸭
屎香奶茶和今年的鸭屎香柠檬茶。在华南茶饮圈，鸭屎香可谓是
今年基底茶的新宠，更有人开发了以鸭屎香为茶底的鸭屎香槟、
百香柠檬茶、鸭屎香茶奶，形成了鸭屎香专线。

红玉：红玉，是由台茶18号种茶树的茶叶制成，原产于台
湾地区中部南投县的日月潭，所以也称为“日月潭茶”，红玉是
台湾顶级红茶的代表。众所周知，大众品饮的奶茶主要分两个派
系，港式奶茶和台式奶茶。港式奶茶起源于英式奶茶，台式奶茶
则起源于荷兰奶茶，两个派系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注重茶味一个
注重奶味，而红玉红茶滋味清甜，相较于锡兰红茶、阿萨姆红茶
而言茶味偏淡，于是便成了台式奶茶基底茶的首选，既有红茶的
香气又不会抢夺了台式奶茶所注重的奶味。同时无论是清饮还是
搭配水果，红玉红茶都可以做出特色，这一系列特性使其在茶饮
基底茶里面占有一席之地。以红玉为基底茶的代表饮品有红玉奶
盖系列、芝士红玉系列等。

除了以上的原叶茶之外，茶饮基底茶也会选择一些花果拼配
调味茶来调和其滋味，例如：茉莉绿茶、桂花乌龙、蜜桃乌龙等
就是采用“茶＋花”或者“茶＋果”的形式，使饮品基底茶有着
丰富的口感。从今年大火的鸭屎香上不难看出，茶饮行业在基底
茶的选择上也会向着更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当代年轻群体
对健康的重视下原叶茶将会成为茶饮基底茶的主体，天然和创新
才是在新茶饮市场上站稳脚跟的根本所在。 （茶复）

网红奶茶里的基底大揭秘

我是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市土生土
长的华人，从我阿爷那一代起，我们家
族已经在怡保定居。一直以来，六堡茶
在马来西亚都是使用很普遍的茶叶，不
仅普通居民家庭饮用，锡矿场里的工人
也经常喝。

怡保曾是一个大锡矿区，城里有很
多矿工，他们都要干很重的体力活，很
容易中暑。听说后来有矿工从中国带来
六堡茶，具有祛湿消暑功效，工人喝了
以后不中暑，因此受到欢迎。六堡茶从
此在马来西亚的矿区流行开来。

以前，在怡保的矿场里，食堂的
伙夫会提前用一个大缸烧好开水，然
后把六堡茶茶叶倒进去一起煮，煮好
以后放凉。每个矿工来上班，都会先
去缸里打一壶六堡茶，再进入矿道。
当时，工人们装六堡茶的水壶大多是
锑壶或钢壶，也有一些矿工用其他材
质的茶壶。

我记得，我阿爷当时就喜欢用一个
广东石湾出品的陶瓷茶壶冲泡六堡茶，
这个茶壶上面只有一个茶盅大小的孔，

可以放茶叶和倒开水进去，因为没有其
他盖孔，放进去的茶叶只能在里面闷
泡，所以这个茶壶的内胆不能清洗，我
也不清楚我阿爷怎样把里面泡过的茶叶
清理出来。

怡保居民的家庭都喝六堡茶。我小
的时候，家里茶壶会放在小竹箩里。那
种小竹箩一般可以放一个茶壶和几个杯
子，为了对茶壶进行保温，竹箩里面还
会垫上一层棉花。

一直以来，六堡茶在怡保矿区很受
欢迎。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怡
保的锡矿业没了销路，矿业公司逐年倒
闭，导致很多六堡茶滞销。正因此，如
今的怡保才留下了这么多陈年六堡茶。

十几年前，当地还风靡起陈年六堡
茶的收藏热潮，我也身在其中。我们当
时收茶渠道可谓无孔不入，一般而言，

会首选到药材铺和杂货铺去找。因为这
些店铺以前一直都卖六堡茶，会有一些
陈茶存货。其次，我们会找喜欢收藏陈
茶的老人，因为有的老人会通过各种渠
道收藏很多陈年六堡茶。我就见过当地
有一个人收藏了几十箩陈年六堡茶，估
计他是锡矿主的后代。此外，我们还会
去酒楼找，因为一些老的茶楼酒楼仓库
里也会遗留陈茶。

如今，六堡茶在怡保还有很大的市
场，所以它的品种很多，有宝兰、开
瑞、四瑞、四全钱等。很多人喜欢喝六
堡茶，尤其喜欢它的槟榔香。一直以
来，我们本地茶界认为宝兰系列六堡茶
的香型最接近槟榔香。那种香型给人的
感觉，就像在烈日下晒了很久的沙泥
地，突然下了一场阵雨以后泛起的
气味。

六堡茶在马来西亚
廖金亮中国茶行业首本完整收录浙江省名茶

的书籍——《浙江名茶图志》于近日正式
出版。

《浙江名茶图志》由中国农业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茶叶首
席专家罗列万主编。该书全面翔实地载录
了截至2018年浙江省境内具有一定生产
规模及品牌影响力的名茶。本书以史录名
茶、获奖名茶、龙井茶、名茶选介四个篇
章，图文并茂地集中展现了浙江省名茶荟
萃的独特风采。全书内容丰富，寓文化
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是研究浙江
茶产业和茶文化发展的重要参考书，对推
动浙江名茶知识普及与品鉴、传播弘扬浙
江茶文化、促进浙江茶产业振兴和茶文化
繁荣将起到积极作用。

罗列万介绍，该书缘起于浙江省地方
志办公室启动的《浙江通志·茶叶专志》
项目。因篇幅有限，没能一一录入专志，
为更好展现志书工作成果，也为广大爱好
者系统了解浙江名茶全貌，本书在《浙江
通志·茶叶专志》名茶一章长篇的基础
上，补充了2010年至2018年资料，并配
齐相应图片以增加实物感与生动性。

（孙状云）

2021年上半年中国茶叶
出口同比量减价升

据中国海关数据，2020年1—6月中
国茶叶累计出口量为17.58万吨，累计出
口额为10.8亿美元。在2021年1—6月出
口主要商品量值表中，全国茶叶1-6月
累计出口量为 16.48 万吨，同比减少
6.26%；累计出口金额为9.87亿美元，同
比减少 0.72%；1-6月茶叶出口均价为
5.99美元/千克，比去年同期上涨5.91%。

2021 年 1-6 月，中国绿茶出口量
13.9万吨，同比下降6.16%；出口额6.5
亿美元，同比上升3.31%；均价4710美
元/吨，同比上升10.05%。中国红茶出口
量 1.28万吨，同比下降 7.45%；出口额
1.7 亿 美 元 ， 同 比 下 降 0.53% ； 均 价
12330美元/吨，同比上升 7.49%。中国
普洱茶出口量 1113吨，金额 2609万美
元，均价23440美元/吨。 （中农促）

《浙江名茶图志》正式出版

雅安茶厂的两位非遗传承大师指导孩子们制作手工茶雅安茶厂的两位非遗传承大师指导孩子们制作手工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