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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司镇银星村，新建设的通村公路又宽又直，道
路两边，三角梅开得正艳，这里正在进行景区大门、
游客中心等项目建设……

“时隔一年，再次来到‘八一茶山’，多了好多
‘精灵’——智慧茶园的5G摄像探头。你看，它们
还在转动，估计是看我们在干啥呢……”8 月 25
日，四川省宜宾市政协和筠连县政协联合调研组走
进巡司镇银星村，开展茶旅融合专题调研。作为两
级政协落实“助力巩固脱贫助推乡村振兴”的一次
联动履职活动，调研组成员尽可能地多观察多思
考，这不，映入眼帘的这些“精灵”就是他们的新
发现。

“银星村总人口5525人，茶产业是目前全村唯一
的支柱产业，有茶园面积2.2万亩，全村有从事茶叶
生产加工的规上企业（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
企业） 7户，2020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了25800元……”巡司镇党委书记邓国金当起了当
地的“解说员”。他介绍，银星村在2020年成功创建
为宜宾市乡村振兴示范点，新建了智慧茶园管理系
统、茶叶展览馆等，正在实现从茶杯到茶园的品质溯
源管理。

“银星村目前正在按照 4A 级景区标准进行建
设，今年计划先申报3A级景区。”邓国金笑着说。

“通过乡村振兴示范点创建以后，村里的民房风
貌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道路也是按旅游公路来建设
的，绿化美化已经完成。接下来，要全力争取尽早把
A级景区的牌子创下来，让银星村茶园价值更加充分
体现。”筠连县政协主席黄静边走边建议道。

宽阔的产业道路两旁，小洋楼错落有致，与碧绿
的茶园相互点缀映衬着。“以后可以将这些民居打造
为茶舍特色民宿，联合附近企业开展采茶、制茶等体
验活动，一定会成为县城及周边居民周末和小长假的
向往之地。”宜宾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陈萍也立即补
充道。

在实际走访茶园、参观银星村茶叶展览馆、与茶
农交流后，调研组在位于“八一茶山”的嘉木茶业公
司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围绕筠连如何走好茶旅融合发
展之路建言献策。

“茶旅融合，茶是重点，是基础。而茶产业的发
展，是需要茶园和茶企共同支撑的。”嘉木茶业公司
负责人刘德春说，“现在，茶叶生产仍以粗加工为
主，缺乏叫得响的品牌，希望政府在区域公共品牌的
打造上，一方面能持续加大宣传和策划，一方面能严
格规范管理。”

“宜宾这几年正在大力推进品牌发展战略，‘宜宾
早茶’‘天府龙芽’‘川红工夫’等品牌声名鹊起，其
中筠连的‘黄金白露’也是川红功夫中的佼佼者。”
宜宾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严福彬建议，筠连茶叶需要
主动借力，抱好“宜宾早茶”这棵大树，在“早、
优、特”上做文章，把名声作响，把名气做大，主动
走出去，才能将茶商、茶客引进来，才能更好促进茶
旅融合发展。

筠连县政协副主席张彬说：“巡司镇银星村，作
为‘川红’工夫红茶的发源地，也是筠连茶叶的核心
区，茶产业历史悠久，建议好好挖掘筠连红茶历史，
讲好茶文化故事，赋予筠连茶产业更加丰富的灵魂。”

“筠连不仅有20余万亩的优质茶园，还有丰富的
文化和旅游资源，特别是巡司镇有温泉、茶园等生态
资源，打造康养旅游产业具有很大的优势。”筠连县
政协党组书记周勇说，“未来如何用好‘川红小镇’、
建好‘川红小镇’，巡司镇还需要从总体规划布局、
场镇形象提升、产业品质塑造等方面持续发力，形成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才能更好地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宜宾正在倾力打造旅游强市，而茶产业也是宜
宾重点打造的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之一。”宜宾市政协
研究室主任谭竣说，茶旅融合发展，不仅要有茶作基
础，还需要旅游产品进行提升和补链。“建议巡司镇
在茶旅融合发展上，进一步丰富茶文化元素、提升茶
园美感、开发茶叶体验式项目，通过茶园、茶杯、茶
餐、茶饮等方式，打造集教育科普、农事体验为一体
的茶乡体验游，走出以茶兴旅、以旅促茶的‘茶旅融
合’新路子。”

为了它，两级政协联动下乡
——宜宾市政协、筠连县政协联动为茶调研

余清羽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9月 10日，第三届世
界茉莉花大会暨第十二届全国茉莉花茶交易博览
会、2021年中国 （横州） 茉莉花文化节在广西南
宁、横州两地举行。

本次大会以“绿色引领 健康美丽”为主题，
以“产业有发展、城市有变化、文化有传承”为主
线，精心策划四大板块 13个主体活动。主要包括
2021国际茉莉花（茶）形势分析会暨花草茶联盟三
次会议、开幕大会、2021年全国茉莉花茶十大品牌
推选活动等。

此外，大会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举行，通过线上与国外友好花都政府或行业协会代
表进行经验交流，并邀请国外企业长期派驻在我国
境内居住和办公的专家、学者参加大会的各项活
动。同时，邀请长期在区内高校求学的国际青年留
学生到横州市参与各类体验活动，以微视频、
VLOG、图片等形式，展示国际友人视角下的醉美花
乡。鼓励来客、市民积极分享眼中的“横州好地
方”，以此强化茉莉城市新IP，充分展现世界茉莉花
都的城市魅力。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南宁市人民政府、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共同主办，中国花卉协会支持承办。

茉莉花开 相约世界
——第十二届全国茉莉花茶交博会举行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大约在十年前，杨多杰在日本神保町
的一个古书铺里，遇到一部印于日本江户
中期的《咏茶诗录》。一套四册，巾箱本装
帧，印制精美，小巧可爱。书中辑录中国
历代茶诗百余首，内容翔实、取舍有度。

“书店的老板是内行，又看出我非常
倾心此书，一下子把价格叫得很高。以至
于我和同行的两位朋友借钱才买下。随后
几天，我们3个人都只能吃方便面度日。
回国研究后，我才知晓，这部于上百年前
刊印的《咏茶诗录》竟然是已知最早的茶
诗专著，邻国日本，比我们更早注意到了
茶诗的价值。”杨多杰坦言，这次东京得
书的经历让他触动不小，也由此萌生系统
研究中国茶诗的想法，并在数年后着手打
造这部《唐茶诗钞》。

对于常年从事历史文献学工作、经手
过不少古籍善本熏陶的茶人杨多杰而言，
最美的语言，必是诗。最美的生活，必有
茶。“所以传承最美的茶文化——中国茶
诗，我想到了用最美的图书形态——中国
古书。中国古书，既可阅读，更可把玩；
既有学术资料性，更有艺术欣赏性。我们
希望《唐茶诗钞》这本书能告诉大家，中
国茶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美。”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后，杨多杰忙得一发
不可收拾，定版、集字、排版、雕版、选
纸、择墨、刷印、复检、装帧，一口气就忙
活了4年多。2021年9月，此书由中国书店
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用心雕琢。“别看
只是一张书页子，却分为三色、四版、八次
刷印而成。我们专门请了天津市非遗杨柳青
木板年画代表性传承人杨淑华。老人一身职
业病，天天吃止痛片，但被这本书的意义打
动，年过花甲，一口应下了这门差事。她采
用中国古代饾版技术和木版水印的绝活儿，
完全人工印刷成书，字口利索、笔画清晰、
色泽饱满。光是印刷，就花了一年多。”

“再比如用纸，我们选用了制作工艺复
杂考究的虎皮宣纸，为了保证最终效果，每
一份虎皮宣都需经托纸工艺处理，最少要通
过五大步骤、历时24小时才能完成。这项
工作最终烦请了北京市非遗古籍修复的代表
性传承人徐晓静老师完成。在北京这个多雨
潮湿的夏季里，徐老师一个人默默地完成了
200余张虎皮宣的托纸工作，实属不易。”

在杨多杰看来，是唐朝诗人的妙笔和当代
匠人的手艺，才助力他完成了自己浪漫的设想。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

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
陵城下来。”这首诗的作者，是世界第一部
茶书《茶经》的作者——唐代茶圣陆羽。寥
寥数语，通篇没有一个茶字，却道出了陆羽
对茶至高的向往之意。

在杨多杰看来，茶诗乃至茶文化都是在
唐朝真正发端，由陆羽带来的“蝴蝶效
应”，最终使得整个唐朝的茶诗都呈现井喷
之势。

“对比可见分晓。从秦、汉、隋等朝代
算下来，总共流传下来的茶诗不到5首，而
唐朝一个朝代，流传下来的茶诗已有600首
之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人，诸如李白、杜
甫、白居易、柳宗元等，各个都做过茶诗，
这样的唐朝诗人有上百人。宋代情况更甚，
茶诗有几千首。至于明清茶诗，更加不胜枚
举。可以说，茶诗里蕴藏着中国茶文化巨大
的知识宝库。我把历代茶诗，比喻为中国茶
文化的‘敦煌藏经洞’。茶诗数量之庞大，
内容之丰富，可以说无出其右。”杨多杰说。

他最终从唐代数百首诗中，精挑细选了
46首。这些诗一定要兼顾文学和茶学双重
价值，不仅要有文学的美感享受，同时积淀
了不同人的饮茶经历，丰富了唐朝等饮茶风
貌，给茶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作的《西山兰
若试茶歌》，不仅是一首非常出色的诗作，
更是制茶技术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山僧

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
衣起，自傍芳丛摘鹰觜。斯须炒成满室香，
便酌砌下金沙水……”

“刘禹锡嗜茶，他在常德十年，盛赞西
山寺竹荫下生长的好茶，把茶的采、制、
煮、饮及其功效都描述得生动形象。尤其
是那一句‘斯须炒成满室香’，一个‘炒’
字，说明唐代少数地区已经出现了炒青绿
茶工艺，这是业界公认的我国炒青绿茶最
早的史料记载。”杨多杰笑着说，“此时，
再去读诗，是否又会多了另一层视角的欣
赏之意？”

借他人“茶杯”，浇心中块垒

“有些诗作，至今读来，依然回味无
穷。这种感觉，如同从不同方向爬山的两个
人，在顶峰相见时，惺惺相惜。”杨多杰笑
着说。

就像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晚年曾创作过
一首诗，名为《食后》：食罢一觉醒，起来
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
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
生涯。

“这首诗没什么生僻字，都是大白话，
却描绘了一幅闲适的生活图景。一千年过
去，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中，这何尝不是茶
人最为向往的一种生活？这种共鸣，以及这
份心境，依然对当下有一定的启示。”杨多
杰说。

再比如一位宋代诗人杜耒写过的 《寒
夜》，每每读来，都令他心生感动。“寒夜客
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
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他忍不住朗诵出声。

“喝茶的讲究和门道，大多数国人其实
不甚了解，但有一件事，几乎所有人都一直
在深度参与，这就是‘客来奉茶’。小时
候，我生活在北京胡同的四合院，逢年过
节，亲朋好友来了，一定要为他们泡杯茶
喝。而在古代，客人不期而至，围炉夜话，
同样是满室茶香。这不正是我们传袭千年的
美好生活方式吗？”杨多杰感慨，更妙的是
它所暗含的寓意：“为什么今天不一样，连
窗外寻常的月色都变美了，因为你来了、朋
友来了。有时候，茶好不好喝不重要，重要
的是和谁喝。”

千年过往，人在变，事在变，那些泡在茶
里的人情世界却未变。相通的心境，相近的情
绪，尽在一杯茶中。“这些诗作，亲切、温
暖，如同知己私语。正因如此，我希望这本书
传递的不只有信息，不只是制茶的技艺，更是
茶学的美感，是那份融在骨子里的对美好生活
孜孜不倦的追求。”杨多杰说。

《《唐茶诗钞唐茶诗钞》：》：

念念不忘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必有回响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茶道之源，《茶经》故里。”浙江湖州
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陆羽《茶经》的
诞生地，也是中华茶道文化的缘起地。

13年前，自诩“茶痴”的大茶回到家
乡湖州，这位漂泊沪、粤近20载、于潮汕
恋上茶的“超级发烧友”开启了自己的茶
生活。他自谓缘分奇佳，因为事业的新起
点就在当年皎然悟茶道、陆羽著《茶经》
之圣地——吴兴区妙西镇。

早在2000年，大茶就随良师拜访茶
界前辈，探寻名茶古迹。后来，又与好友
结伴，利用业余时间，遍访茶区、茶农，鉴
水、试茗，拍茶图、写随笔，通过论坛、博
客、微博，广结茶缘。

2005年起，有感于既然“发烧”，就要
“烧熟、烧烂、烧透，烧出名堂”。他开始钻
故纸堆，结合田野调查，考据茶事，撰茶
文，尝试投稿，进行茶学探研。截至目前，
他已在《农业考古》《陆羽茶文化研究》《陆
羽研究集刊》《中国茶叶》等刊物发表文章
250余篇，参编《湖州茶文化》《浙江通志·
茶叶志》等茶著多部。2019年，他还受聘
担任浙江大学湖州市茶叶产业联盟本地
农技专家，投身于服务茶农、茶企的行列。

“重走陆羽路倡导者”，这是大茶名
片上的“头衔”。这个自我定位，源于他多
年来对大唐茶圣陆羽近乎痴迷的尊崇与
景仰。为此，他曾4次赴陆羽的出生地湖
北天门，逐一寻踪陆羽遗址。

2011年秋，大茶与远涉重洋、不远
万里抵达湖州的中国台湾女婿、美国著
名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妙西不期而遇。原
来，比尔一行是专程前往霞幕山寻访元
代禅僧石屋清珙遗迹的。由于修路受阻，
谙熟文史掌故的大茶自告奋勇当起了义
务导游。可是，大茶并没有直接陪客人去

目的地，而是引他们先登临杼山晋谒“茶
道双圣”皎然、陆羽。大茶有“私心”，他知
道，比尔是蜚声海峡两岸乃至海外的畅
销书作家、译者，他想借助比尔的妙笔在
国际上推介中华茶文化。果然，比尔带着
大茶等朋友赠送的好茶回去后，其新著
《寻人不遇，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朝圣之
旅》详细叙述了问茶湖州的生动情形。

这样的事例，屡有发生。如波兰茶学
者罗伯特，慕名三次来湖州，由大茶作陪
四处访茶，与不少茶友结下情缘，将当代
中国茶文化传向了欧洲各地。

随着茶缘的不断拓展，大茶认为，
“重走陆羽路”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更应
体现一定的思想觉悟与精神境界。2018
年，澳门青年茶协组团参访湖州，大茶首
提“重走陆羽茶路，心向美丽祖国”之倡
议，此举获澳门学子一致赞同，并先后促

成了澳青茶协紫砂陶艺研学基地落户长
兴以及“五年研学计划”在湖州启动。此
外，他还建言香港青年俊彦，于2019年
推动成立了陆羽茶文化国际推广中心，
以茶为媒，借茶布道，以中华传统文化为
根基，进一步增强台港澳地区广大青少
年、爱茶人对祖国的归属认同感。

茶以和为本，和为茶之魂。作为湖州
“十佳最美茶人”“吴兴工匠”及“中华茶
文化传播优秀工作者”等诸多荣誉的获
得者，大茶和他的茶团队成员不仅注重
知识、技能与素养的提升，还热心“全民
饮茶日活动”等一系列公益事业。

“大茶，缘天下。”茶坛“寿星”张天福
老人生前为大茶题写的殷切寄语，成为
他事茶的方向。大茶和他的伙伴们希望，
通过一杯妙西茶、吴兴茶，将茶这门世界
语言传播、演绎得更加美好。

湖州吴震：

茶是一种世界语言
刘派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滋味是决定茶叶品质的关
键因子之一，鲜爽的口感不仅
是名优绿茶评价产品等级的重
要参考标准，也是消费者选择
绿茶产品时的重要依据。

不同茶类有不同的滋味特
征。就绿茶而言，其滋味类型
大致有六种：浓烈型、浓厚
型、浓醇型、醇厚型、鲜爽型
和清鲜型。其中，鲜味是绿茶
茶汤区别其他茶类的特征性滋
味，“鲜爽”是优质绿茶的重
要评价指标，如：太平猴魁、
顾渚紫笋、黄山毛峰和安吉白
茶等。

鲜爽味实际上是因茶汤中
的呈味物质比例协调，而在口
腔中产生的一种新鲜爽快、愉
悦的感觉。

对于茶汤中鲜味物质的认
识，早期人们笼统地认为茶汤
中的鲜味来源于氨基酸类物
质。通过研究发现，茶汤鲜味
主要来源于游离氨基酸、茶黄
素、没食子酸、3-邻-没食子
酰奎尼酸等关键物质。

茶氨酸具有焦糖香及类似
味精的鲜爽味，是绿茶鲜味的
重要因子，而谷氨酸、茶氨
酸、丝氨酸、丙氨酸、脯氨
酸、甲硫氨酸等氨基酸也是绿
茶鲜爽味的特征成分。琥珀

酸、没食子酸和没食子素作为绿茶中的鲜味增强化合
物，可提高绿茶的鲜味强度。

另外，鲜爽的滋味特征与茶汤的酚氨比也息息相
关，酚氨比恰当的绿茶口感协调，滋味鲜醇可口。研
究表明，茶汤中茶多酚含量为20%-25%最佳，在此
基础上，提高氨基酸的含量，尽可能提高茶汤鲜醇
度，可形成质量上乘的鲜爽滋味品质。

绿茶加工基本工艺为摊青、杀青、揉捻、干燥等
工序。其中，摊青和杀青是影响绿茶鲜爽滋味的关键
工序。

杀青时间过短，会使多糖、蛋白质和茶多酚等物
质水解转化不充分，不利于茶汤鲜爽滋味的形成。目
前大生产中主要有微波杀青、滚筒杀青、汽热杀青和
高热风杀青等。研究表明，采用滚筒模式作业的电磁
内热杀青，有利于氨基酸、可溶性糖、芳香物质等色
香味品质成分的形成，所制绿茶色泽绿润、香气清
高、滋味鲜爽。

绿
茶
的
鲜
爽
滋
味
是
怎
样
形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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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坐在中国书店集团微
店直播间的多聊茶创始人杨多杰略
微紧张。他摩挲着手中那本中国传统
线装雕版新书——《唐茶诗钞》，忽然
感觉它有些沉甸，历时4年打造，他和
它即将迎来第一场线上预售。

直播开始，弹幕刷屏：“好着急，
不会抢不到吧”“什么时候开始上架，
我的网速准备好了”……

“80后”的微店工作人员不禁感慨：
“原以为这种情况只会在主播李佳琦卖
口红时才会出现，没想到咱们的直播间
也出现了！竟是因为一本茶书！”

不到20分钟，近300套标价千
元的书籍全部售罄。“战绩好得有
些出乎意料。只要是用心在做的传
统文化内容，依然是有市场、有受
众、有生命力的！”杨多杰说。

不久前，“第二届中华茶人榜样”公益推选活动结果公布，浙江省湖州市茶文化学者吴震
榜上有名，被评为“中华茶文化传播优秀工作者”。十余年来，吴震扎根湖州，默默事茶，为茶
文化推广不遗余力。被茶友亲切称为“大茶”的他认为，茶是一门独特的国际语言，通过一杯
茶，不仅可以看见美丽中国，更能让全世界人民共同品享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

大茶大茶 （（右一右一）） 与德清茶人陪同波兰罗伯特先生与德清茶人陪同波兰罗伯特先生 （（左二左二）） 考察莫干山茶园考察莫干山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