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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业视点茶

海拾贝茗经解惑茶

情速递茶

40年，于历史只是沧海
一粟。于中国茶界第一家也
是唯一一家基金会——华侨
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
简称华茶基金会）而言，芳华
40载，是多位前辈与侨界人
士爱国、爱茶初心的延续，是
几代茶人热忱支持产业发展
的心血，是“弘扬中华茶文
化，促进祖国茶经济”使命必
达的执着坚守。

细数这段时光，华茶基
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邵曙光
百感交集：或光荣，或动容，
或沉思，或惋惜，都融在这杯
茶中。

专啃科研“硬骨头”

从诞生初始，华茶基金会与科技的缘
分便已注定。在众人眼中，耗时、耗力、
短期难见成效的科研项目，被华茶基金会
这个“伯乐”相中，一支持便是几十年不
曾间断。

在20世纪80年代初，蜚声海内外的
大红袍还只是九龙窠景区的6株母树。仅
靠其有性繁殖，规模上不去不说，质量也
是参差不齐，难以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生
产。难题待解，武夷山茶科所愿意研究探
索，但缺乏资金支持。

彼时，刚刚初创没多久的基金会，第
一时间向其伸出援手——连续6年拨款资
助大红袍科研攻关，直到获得无性繁殖成
功并快速发展。现如今，武夷山市十余万
亩茶园生机盎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的金钥匙，而在其发展历程中，少不了基
金会这位“幕后功臣”。

“源头性的、基础性的科研项目，可
能效益无法立竿见影，甚至要做好坐数年
甚至数十年‘冷板凳’的准备，但其一旦
攻关成功，可能带来的是整个业态的转
变。正因如此，不管多艰难，花费时间多
长，我们都愿意全力以赴。”邵曙光一语
中的。

在安徽黄山，走进这样一片茶园，如
同步入“植物王国”：茶园内高低配置，
茶行间种有木瓜，两侧空地上有明日叶、
救心草，环绕它们两米处还有一株株虫
菊，茶园外围，更是桂花相伴，重瓣木槿
和美国红梨相生。

“这里实现了乔、灌、草相结合，实
现了地表、地上、地下相结合，实现了以
植物帮助茶树杀虫、引虫吃虫，实现了利
用植物来管理茶园。这就是基金会多年来
支持的多维生态立体茶园项目。”邵曙光
说。这样一片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生态
茶园，每亩地能为茶农增收 5000 元以
上，同时产出的茶叶达到欧盟标准，远销
海外。

“它没有辜负负责该项目的陈光辉教
授十余年的钻研，也没有辜负基金会‘做
一杯健康茶’的初心。”邵曙光说。

除此之外，土壤改良专项防治基金相
继设立，从土壤改良入手，科学配比微生
物菌有机肥，到精深加工，开发茶酵素、
原液等衍生产品。还设立了茶树花产业发
展专项基金，指导与支持茶树花的科研创
新，变废为宝，于2013年获得了原卫生
部新资源资质，得以广泛利用。

“可能受益的茶农并不知道我们的存
在，但只要让茶行业稳步向前发展，就是
我们的价值所在。”邵曙光说。

为培育人才“破题”

一直以来，茶行业人才市场始终面临
这样两道难题：

从校园走出的茶专业人才，对于种
植、生产、加工可能头头是道，但对于如
何做好茶业经营却是“一知半解”；中国
茶道博大精深，对于茶道的解读、实操也
是“各持一词”。

“归根结底，是少了标准的制定，少
了规范化、系统化教学。”邵曙光说，为
了补齐茶业人才的这两块短板，华茶基金
会破题、立项，推出了茶业经营管理师和
茶道养生师两个职业标准。

“为了这两套教材的编写，我们不知
道‘逼疯’了多少位专家。”邵曙光调侃
道，“有的专家懂茶不懂经营，有的专家
懂经营却不懂茶，如何让两者融合，要下
功夫去磨合、理解，充分交流和准备。这
样传道、授业、解惑，才能真正培育出能
深谙茶行业规律，做好茶叶经营管理的人
才。”

有了教材还不够，邵曙光还将专家一
同送到一线去。“我们为学生、员工做培
训，免费赠教材，邀请专家进行公益授
课。这样的星火呈燎原之势，才能带来整
个行业的升级发展。”

茶道养生师亦是同理。“茶道与养
生，看似很玄乎，需要领悟，其实背后也
有着科学依据。为什么能养生，怎么能养
生，物质如何升华到精神，泡茶这一行为
可以怎样影响人的心态和气场，我们要把
这一看似艰深的问题给百姓讲清楚、说明
白。”邵曙光说，渐渐地，茶道养生师的
培训，不再只是一门课程，而是在培养一

个个鲜活的爱茶人，能够让他们受益终
身。而他们在接地气的讲述中，同样会带
动越来越多人的了解茶、喜欢茶。

“说到底，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中之
重。”邵曙光说，“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
初开始，对浙江、安徽、福建、湖南等农
业大学茶学系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资助，
如今，他们已成长为茶界的专家、教授、
企业家，成为行业发展的栋梁；我们资助
福建、湖北、湖南茶区希望工程，建设、
改造茶区希望小学；到现在推广茶业经营
管理师、茶道养生师，人才培养，我们一
直在路上。”

为中国茶走出去鼓与呼

作为一个由华侨资助设立的基金会，
华茶基金会这些年来始终与世界各地的华
侨华人紧密相连，并借助“一带一路”的
东风，到华侨华人集聚的国家、地区广泛
宣传茶和中国茶文化。

“茶就是祖国。在海外推广时，我们
常被这些华侨华人的乡情感动。”邵曙光
记得，2018年春节，基金会以“带上中
国茶，澳洲过大年”为主题，参加澳洲国
家多元文化节·中国大舞台活动。

“此次多元文化节吸引了当地华侨华
人和澳大利亚居民约28万人前来参观，
茶企所带的茶叶供不应求，全部售罄。”
邵曙光边说边回忆道，“很多华侨华人一
整天待在现场，欣赏着中国传统节目，品

饮着中国茶，现场温馨又感动，仿佛一下子
回到了祖 （籍） 国。当时还有一对华人夫
妇，一连来了3次，买了绿茶、红茶、乌龙
茶，又返回来买普洱茶，对于他们而言，茶
就是家乡的味道，也是最中国的生活方式。”

在海外的推广，更让不少外国友人成了
中国茶的“粉丝”。一位专程前来的澳大利
亚人说：“我很喜欢来自中国的‘叶茶’，和
我们平时喝的袋装茶很不一样，能看到茶叶
在水里伸展的变化，冲泡方式也非常艺术。”

至此，在澳大利亚的各类茶文化推广活
动势如破竹。例如，在第二年，第二届澳大
利亚中华文化节暨中国茶文化产业博览会便
如约而至，3天交易额达数千万澳元，茶企
所带的近万斤茶叶基本售罄，有些企业还拿
到了当地的订单、建立供销关系。

“除了组织展览展示外，我们还组织了
中华文化、中国茶业、国际金融等多场高峰
论坛以及经贸对接、商务考察、文化交流、
市场调研、茶叶推广多项活动。”邵曙光
说，为了更好地推广中国茶文化，帮扶茶企
对外出口，他们专门设立了“一带一路”中
国茶文明之旅专项基金，不遗余力地为中国
茶走出去鼓与呼。

揭开基金会的“冰山一角”

从土壤改良到茶叶出口，从人才培育到
金融跨界，作为基金会代言人的邵曙光，很
像一本“百科全书”，什么都要懂，什么都
要了解。

“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基金会名字的玄
机——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不是

‘叶’，而是‘业’。我们做的不只是一片叶
子的来去，而是一个产业、一项事业的发
展，它必定是包罗万象的，必定是要深谋远
虑的。”邵曙光说。

这些年来，他们做了很多开创性、持续
性的工作：提出“资源与资本对接，茶业与
金融携手”理念，在全国组织召开“首届中
国茶业投融资年会”，开启茶业与金融对接
的新思维、新起点；几十年来坚持编辑《世
界茶之窗》会刊，免费发行到世界各地；打
造华夏文化茶道博物馆，力争建成研、学、
游、购的体验场所，成为茶道推广的标志性
成果……

而在这一项项光鲜成绩的背后，隐藏着
数不尽的、不为人知的坎坷与落寞。

十年前，当邵曙光接手基金会时，正逢
基金会“最艰难的时刻”：账目上的现金只
剩两万多元。临危受命的她，和其他同志如
同白手起家一般，解决账目难题，筹措各项
资金，直至获得业内的点赞和认可。

“做基金会，要殚精竭虑、坚韧不拔，
也要有如水的淡然，见过大风大浪，才能从
容应对各种艰难险阻。同样，还要有如茶般
精行俭德的精神，要踏实做事、不骄不
躁。”邵曙光介绍，“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收入
都不高，任务却很重，甚至是‘一个萝卜几
个坑’，但他们都有一颗愿做公益、愿为茶
奉献的心，常年如一日，无怨无悔。”

2020年，邵曙光被授予“杰出中华茶
人”称号，这是对她十年基金会工作的肯
定，她也将其当作献给华茶基金会的礼物。
正是与茶行业的守望相助，让他们有信心再
步入下一个光辉的40年。

在茶行业发展的功劳簿上，华茶基金会
用40年芳华，留下深深的一笔。它如同茶
背后的一束光，默默地，却也是坚定地，照
耀着茶业发展的未来之路。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

四十载四十载 只为茶只为茶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实习生 陈建璋

8 月 3 日，郑州
发布公告，受疫情影
响，我所居住的小区
被划入封控区，即日
起开始居家隔离。平
素常并不觉得进出自
如的可贵，直到被禁
足在家的时候，才发
现那真是日日是好
日。

于我来讲，素日
里生活的主要项目就
是读书喝茶，有了书
茶的陪伴，也并不觉
得居家隔离的日子有
多么难熬。

一 大 清 早 就 醒
了，令人惊奇的是唤
醒我的是窗外的鸟鸣声声。当这个城市被按下了“暂停
键”后，一切的喧嚣归于沉寂，重又能够感受到自然的声
音。

因为从事的工作是茶行业的技能培训，过往的近20
年间，我们追逐春天的脚步，如候鸟般在各大茶区之间飞
来飞去，足迹遍及六大茶类代表性的名茶产地。对于各种
各样的茶，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只是日常里，喝得最多
的是普洱茶。

在许多人看来，喝普洱茶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需要
撬茶等一系列烦琐的操作。如果换一种思路，或许会有不
同的感受。平常的生活中，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遇到
烦心的时候，你不妨静下来，给自己泡一杯茶。就如同现
在隔离在家，取出一饼普洱茶，用茶刀撬开，这需要你足
够的专注，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戳到自己。有时候，为了能
够保持一片茶的完整与美观，我通常都是从茶饼的背面开
撬，沿着茶饼平平的将刀刃伸入茶中，轻轻往上一撬，就
撬散开了，撬好的茶，从正面看，仍然是形如满月，从背
面才能看到被撬的痕迹。

撬开的茶，一定要称一下重量，手边常备一个小巧的
电子秤非常必要。每次喝茶前称重的好处在于量化宽松处
理，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标准。日常喝茶，我通常选用的都
是容量在200毫升左右的紫砂壶或者盖碗。紫砂壶既可用
来泡茶，还可用来把玩。最喜欢的壶形是石瓢，它的名字
有特别的寓意。孔子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石瓢壶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态度。隔离在家的我
们，除了不许出门，生活的便利条件是古人难以想象的。
见贤思齐，这样想想，心态就平和了许多。

泡茶，对于水的要求很高。古人喜欢汲取山泉水来泡
茶，我们现代人居家坐等矿泉水送上门。虽不复古人的风
雅，仍然有上佳的水质。烧水，用的都是电热水壶，清
洁、卫生、快捷。回到古代，烧个水都要劈柴、生火，一
通忙活。

水烧开后，注入壶中，水量至浸湿茶叶即可，然后快
速倒出来，这叫温润泡。有些人不喜欢头道茶，称为洗
茶。也有人对头道茶情有独钟，当茶泡至无味，再回过头
来喝头道茶，称之为“还魂汤”，有着独到的风味。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有好茶喝，会喝好茶，需要有
功夫，然后还要有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日日泡茶品
茗，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边喝茶，边看书，是素日的习惯。近来尤其是对史书
兴味日浓。就手边的这本书 《普洱府志》，已经看了许
久。恰好无意中读到了对于过往灾害的描述，这几乎是现
代人很难想象的。农业社会，十年当中，灾害倒有八九，
丰年绝少而灾年频仍。瘟疫更是如影随形。想起以往赴云
南倚邦茶山考察，曾经见过一方道光年间的石碑，内文记
述道光年间的一场瘟疫过后，茶山上的人们“三殁其
二”。更是印证了过往历史中遭受瘟疫侵袭后惨烈的状
况。这对于当下的人，有着更为深刻的警示意义。我们太
过于沉溺于风花雪月的生活，忽视了潜在的危险因素。现
在遭受的疫情，让人更加警醒，应当对自然抱有敬畏之
心，更应当对科学抱有信心，我们最终一定会战胜困难，
这个已经被历史无数次证明过了。

当茶泡至无味，我放下手中的茶杯，将茶壶、茶杯清
洗干净，收好茶具。当一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会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读书喝茶，抚慰身心，从容的面对现
实，过好每天的生活。

居家有书 隔离有茶
马哲峰

本报讯 （记者 徐金玉） 8月 25日，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组织召开《龙须绿茶》《金螺红茶》《龙须绿茶冲泡与
品鉴方法》三项团体标准视频审查会。

会议邀请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吴裕泰
茶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全国茶叶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单位机构的5位权威专家共同组成标
准技术审查组，对三项标准文本内容进行了逐条质询审
议。最终，经审查专家组讨论一致认为：本次审查的三项
团体标准制定过程规范，标准文本结构合理、内容完整、
符合团体标准的制定原则，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
性，同意通过。

龙须绿茶和金螺红茶产于山东省，凭借富有特色的外
形及优异的品质特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龙须绿
茶》和《金螺红茶》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给茶企在
生产过程中提供更规范化、标准化指导与参考，确保产品
品质，提升市场竞争力，助力山东省茶产业发展。

《龙须绿茶冲泡和品鉴方法》的制定，可以指导消费
者采用适宜的冲泡方法正确冲泡和品饮龙须绿茶，领略其
特有的品质，同时提高龙须绿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争取
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龙须绿茶》等三项中茶协

团标顺利通过审查

茶，是南方地区一种美好的木本
植物，树高一尺、二尺以至数十尺。
在巴山峡川一带（今重庆东部、湖北
西部地区），有树围达两人才能合抱
的大茶树，将枝条砍削下来才能采摘
茶叶。茶树的树形像瓜芦木，叶子像
栀子叶，花像白蔷薇花，种子像棕榈
子，蒂像丁香蒂，根像胡桃树根。
（瓜芦木产于广州一带，叶子和茶相
似，滋味非常苦涩。棕榈属蒲葵类植

物，种子与茶子相似。胡桃树与茶树，
树根都往地下生长很深，碰到有碎砖烂
瓦的硬土层时，苗木开始向上萌发生
长。）

“茶”字，从字形、部首上来说，
有属草部的，有属木部的，有并属草、
木两部的。（属草部的，应当写作

“茶”，在《开元文字音义》中有收录；
属木部的，应当写作“ ”，此字见于
《本草》；并属草、木两部的，写作
“荼”，此字见于《尔雅》。）

茶的名称，一是茶，二是槚，三是
蔎，四是茗，五是荈。（周公说：槚，
就是苦荼。扬雄说：四川西南人称茶为
蔎。郭璞说：早采的称为茶，晚采的称
为茗，也有的称为荈。）

茶树生长的土壤不同。上等茶生在
山石间积聚的土壤中，中等茶生在沙
壤土中，下等茶生在黄泥土中。大凡
种茶时，如果用种子播植却不踩踏结
实，或是用移栽的方法栽种，很少能
生长得茂盛。如果用种瓜法种茶，一
般种植三年后，就可以采摘。野生茶
叶的品质好，园圃里人工种植的较

次。向阳山坡有林木遮阴的茶树：茶
叶紫色的好，绿色的差；芽叶肥壮如
笋的好，新芽展开如牙板的差；芽叶
边缘反卷的好，叶缘完全平展的差。
生长在背阴的山坡或谷地的茶树，不
可以采摘。因为它的性质凝滞，喝了
会使人生腹中结块的病。

茶的功用，性味寒凉，作为饮料，
最适宜品行端正有俭约谦逊美德的人。
人们如果发热口渴、胸闷，头疼、眼
涩，四肢疲劳、关节不畅，只要喝上四
五口茶，其效果与最好的饮品醍醐、甘
露相当。

如果茶叶采摘不合时节，制造不够
精细，夹杂着野草败叶，喝了就会生
病。茶可能对人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如
同人参。上等的人参出产在上党，中等
的出产在百济、新罗，下等的出产在高
丽。泽州、易州、幽州、檀州出产的人
参，作药用没有疗效，更何况那些比它
们还不如的人参呢！倘若误把荠苨当人
参服用，将会使各种疾病不得痊愈。明
白了人参对人的不利影响，茶对人的不
利影响也就明白了。

读《茶经·一之源》
沈冬梅 霍艳平

一说到花朵，人们会用万紫千
红、争奇斗艳等美丽辞藻来形容，看
着赏心悦目，闻着香气扑鼻。但有一
种花，并不遭人待见，这就是茶树花。
茶树花的颜色大多为白色，花蕊为金
黄色，花瓣有5-6片。进入5月份以
后，茶树花芽开始不断形成，然后形
成花蕾，渐渐地开花、结果，盛花期一
般在9月-11月份。从花芽形成至茶
果成熟约经历17个月之久。

但这种花却不为茶农待见，原来
茶树开花结果会影响芽叶生长。

茶树是多年生经济作物，进入成
年以后，其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存在
既促进又竞争的关系。营养生长旺
盛，树体枝繁叶茂，促进生长发育、繁
殖后代；但营养生长过于旺盛，会抑
制生殖生长。同理，生殖生长旺盛，导
致大量开花，也会影响营养生长，进
而影响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对茶叶生
产极为不利。

茶树大量开花由多因素形成，茶
园管理不到位、茶树修剪不当、气候
变暖等，其中不合量施肥是其中一个
重要因素。过量的施用磷、钾肥后，茶
树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之间的矛

盾加剧，促进了生殖生长，开花结果明显增加。
因此提倡茶园平衡施肥，主要以氮肥为主，配施

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一般
地，磷、钾肥可作为基肥施用，氮肥宜作为追肥施用。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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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茶圣”陆羽的《茶经》
成书于唐代，其内容丰富，有很
多专业用语，一般读者阅读有一
定难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研究员沈冬梅与北京市东城区
少年宫老师霍艳平针对《茶经》
的诵读进行研究，给读者呈现一
本大家能顺利阅读的《茶经诵
读》读本。本期摘选《一之源》的
译文，以飨读者。

华茶基金会向少数民族青少年推广茶文华茶基金会向少数民族青少年推广茶文
化化，，邵曙光邵曙光 （（左四左四）） 与当地佤族小朋友留影与当地佤族小朋友留影。。

茶博会走进澳大利亚茶博会走进澳大利亚，，中国茶受中国茶受
外国友人欢迎外国友人欢迎。。

林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