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经 11编辑/徐金玉 校对/宋炜 排版/张玮

情速递茶

业视点茶

茶论道煎
11月，正值黄柑采摘的黄金季节，小院、车

间、园区，一张张簸箕上，圆圆的柑茶组合正懒

洋洋地晒着太阳，浓郁的果香混着茶香，仿佛在

向沉醉的人们轻声低语：“嘿，我们又来了！”

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尽是柑茶香，这

里正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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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破解柑的难题

“陈皮＋茶，应该是新会陈皮产业
发展历程中最成功、最得意、最值得骄
傲的作品！”说起这段过往，广东省江
门市新会区农林局潘华金一连用了三个

“最”字。
陈皮如今家喻户晓，可众人或许不

曾记得，早在11年前，贵为广东三宝
之首的陈皮，依然面临着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困境。

“新会陈皮具有不错的保健功效和
药用价值，其种植、加工、应用历史已
有上千年。然而它的影响力，始终走不
出珠三角。”

潘华金记得当初不少新会人都曾有
过这样尴尬的经历：家里有北方朋友做
客，新会人会拿出最珍贵的礼物——陈
皮送给对方，得到的却常常是一个充满
不解的问句：“这不就是橘子皮吗？”

“由于缺乏宣传推广，陈皮不仅没有被
广泛地推广到各地，相反，还被贴上过
低廉、低端的标签。”潘华金说。

直到茶的到来。
2010年，一批云南品牌茶企千里

迢迢来到新会，在一番市场调研后，迅
速确定方案、建设厂房，陈皮＋茶组合
横空出世，柑茶生意由此风生水起，搭
载上顺风车的陈皮，也成功“出圈”，
知名度水涨船高。

“其实，早在1847年，新会人就曾
将陈皮与普洱茶试制、拼配在一起，但
一直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而这一次的
跨界合作，不仅创造性地为中国传统茶
类增加了柑茶这一新的品类，而且彻底
改变了当地产业发展的现状，为其注入
了蓬勃生机。这一年，也理所当然地被
人们称之为柑茶元年。”潘华金说，数
据说明一切，到了2018年、2019年，
柑茶生产达到顶峰，产量实现 8500
吨，产值达到34个亿！

“茶是中国发展历史最为悠久、消
费群体最为广泛、品牌市场支撑最为强
大的一种产品，陈皮能够与最主流的茶
结合，真是最正确的选择。消费者有机
会通过茶体验陈皮的好——形状好、味
道好、品质好、体验好，这万般好终于

深入人心。”潘华金不禁慨叹。

柑，多变茶的滋味

11年携手并进，陈皮＋茶的玩法
多了，变化也是层出不穷。

陈皮＋茶，不仅塑造了新的消费方
式，也扩大了全国的生产面，各省柑橘
产地纷纷加盟。福建、云南、广西、四
川等柑橘盛产省份，都在积极试水柑茶
生产，小青柑产品逐渐走向大众化而且
不断扩大市场。“小青柑以鲜香清爽著
称，滋味强烈，口感区分并不明显，这
也为各地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市场提供了
可能。”潘华金说。

再者，新会当地的产品也向品级
化、品牌化发展。“在过去，新会有大
概300多家茶企，其中仍有不少家庭作
坊的身影，现在则是紧跟时代脚步，壮
大生产规模，以品牌企业为标杆，进行
标准化、品质化发展。”

起初，市场上最先流行的陈皮＋茶
组合以普洱茶为主，柑普茶先声夺人。

“到如今，陈皮与茶的混搭更加多元，
已有红茶、黑茶、白茶等多个品类。其
中，陈皮和黑茶搭配得最多、最好，主
要以安化黑茶、普洱茶、六堡茶为主。
进步速度最显著的则是白茶。之前我们
曾到访福鼎考察多次，当地负责人介
绍，目前已有1/3的白茶企业，正在开
发新会陈皮白茶产品。”潘华金说，无
论是黑茶还是白茶，都与陈皮有着一样
越陈越香的特性。“陈皮百搭，只要味
道过关、品质过关、体验良好，都有一
定的市场前景，这也为未来的无限可
能，留了更多的市场期待。”

融，升级产业发展

15日，新会传来好消息：农业农
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公示全国农业全产
业链重点链和典型县建设名单，新会区
陈皮全产业链典型县作为63个全产业
链典型县之一，成功入选。

这一消息令潘华金深感振奋。
“2019年，我们成功创建了新会陈皮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步棋下得很妙，
也很有水准。按照市场规律，我们把所

有三产元素、动能组合起来，对产业进行
体系化、纲领性地统筹发展，进行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产业振兴带动乡
村振兴，现在不仅被认定为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也成功入选全国乡村产业
振兴典型案例。”潘华金说，随着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小陈皮“接二连
三”蝶变成“大产业”，年产值从1996
年的不足300万元发展到2020年的102
亿元，带动超6.5万人就业，实现农民人
均增收1.88万元。

“新会陈皮经历过两轮产业升级，从
2002年陈皮行业协会成立到2011年，是
第一阶段产业升级，在这一时期，构建了
公共品牌、明确了产业价值、定位了主导

产品等；2011年到2020年为第二阶段，达
到了三产融合、业态舒展、企业做强、产
业集群，并实现了新会陈皮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成功获得认定的标杆性事件。中共
新会区十四届党代会提出做好新会陈皮大
文章和力争2025年全产业营销超500亿元
的宏伟目标，正预示着新会陈皮产业面临
第三轮产业升级，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
守正出新，真抓实干。但不可否认的是，
全国陈皮价值的觉醒和回归是大趋势，未
来陈皮＋茶的发展，更是值得期许。同
时，新会陈皮的发展也为县域经济提供了
范本，地方发展特色产业、健康产业、文
化产业，只要紧抓机遇、做精做细，同样
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潘华金说。

陈皮＋茶陈皮＋茶，，““官宣官宣””1111周年周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金玉徐金玉

“战线拉长，如天猫、京东等10月20日便开启第一波预
售；优惠规则由繁转易。”

“促销选购时间更加合理，使消费者可以‘购并快乐
着’。”

……
不久前，网购的年度狂欢节——加长版“双11”终于落

幕，但业内人士对于“热”消费后的“冷”思考仍在持续
中，茶行业同样如此。整个“双11”期间，茶叶作为一个重
要的消费类目，频频进入消费者的购物清单中，茶企也是战
报、捷报频传。一张张发布的红色榜单，一个个与往年对比
后的光鲜数字，在释放着哪些信号，本期一同关注。

渐成品牌之争

数据工具生意参谋将各商家交易指数换算成交易金额，
而后汇总得出“双11”茶叶全类别品牌交易排名。最受关注
的榜单前十名，分别是大益、ChaLi、馥益堂、晒白金、八
马、中茶、茶颜悦色、陈升号、天福茗茶、艺福堂。

熟悉行业的人士不难发现，这里既有常年稳定发挥的
传统茶企“种子选手”，也有专业电商茶企，同时不乏脱颖
而出的榜单“新秀”。无论分属哪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
点，全部都是业内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有影响力的品牌
企业。

这种趋势在近两年尤为显著，在今年最为突出。这一现
象，既反映出品牌茶企深耕电商平台的成效、重视程度，也
反映出在品牌价值积淀下，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安全产品
的认可和需求。茶是重复消费品，这种趋势将直接助推行业
向更加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同时，在百花齐
放的茶叶品牌中，也能带动其他企业吸收经验和营销智慧，
如推出专属黄金周、打通线上线下服务、紧抓国潮热点等，
进一步做大做强。

“多元”洗牌战场

榜单中有几个排名指标值得关注：从子行业分布的卖
家数来看，代用茶、花草茶、水果茶、再加工茶的数量最
多，其次才是传统六大茶类等；从市场大盘情况来看，对
比往年，陈皮柑普茶类目兴起，增幅为9999.99%；从交易
指数来看，茶粉、茶膏类目增长幅度依然超前，增幅为
2947.29%。

而网红奶茶品牌茶颜悦色成功跻身榜单前十名，似乎更
加印证了当前茶行业电商发展中的一个信号：以方便携带、
时尚混搭为特色的袋泡茶、拼配茶、调饮茶，正日渐拥有自
己稳定的受众群。

此次京东后台检测数据显示，“90后”“00后”消费者
已经取代原有的“80后”，成为新的网购消费领头羊。前两
者的消费占比，已超过整个销售份额的45%，“00后”今年
参与“双11”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5%。此数据似乎也在一定
程度上为业内茶企趋势进行了佐证，同时，也在提醒茶企在
电商平台的产品构架上，同样不要忽略这部分消费群体的需
求和购买能力，可根据自身优势，生产出更受年轻消费群体
喜爱的相关产品，主打时尚、便携、新奇、有趣、健康等标
签，引领新式茶饮热潮。

同时，在营销渠道上，茶企在天猫、京东等传统战场
外，也不断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开拓新领地，通过
直播、短视频的方式，吸引了不少新流量。

杭州正浩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璧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他们非常看重直播营销，已经为此搬到更大的直播基
地，拥有三四个优质的直播室，深耕抖音直播、自播。当前
茶叶品牌直播相对较少，他们希望更早地涉入该领域，通过
专业服务，树立品牌形象。

而这种规划同样代表了不少茶企的心声。找准消费者聚
集的流量池，稳扎稳打、紧跟趋势，终会在电商市场争夺战
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营销回归理性

相较于往年的低价竞争战，今年有更多企业营销回归理
性，更加注重自身站位和用户需求，以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参
与到这场消费浪潮中。

胡璧如表示，要让消费者把对茶的认知从农产品转换
成商品，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过去，为了尽可能地推
广产品，追求高销售额，很多茶企大打价格战。但“总有
人比你更便宜”的怪圈、鱼龙混杂的市场、“劣币驱逐良
币”的现状，反而让部分茶企意识到，要追求更加健康的
营销模式。

“例如，我们销售西湖龙井，更希望把真正的核心产区
的、有代表性的西湖龙井带给消费者，而高品质带来更好的
认可度和更高的回购率，反而使得客单的含金量更高、更有
价值。”胡璧如说。

和目标用户建立深度关联，不盲目参与价格战，用心做
好自身产品特色，或许能让在电商之路中摸索的商家，看到
一条充满希望的、更值得深思的竞争之路。

“双11”，茶企战报这样看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近日，《天下茶道》在湖南安化天下黑茶大剧院首次公开
试演。该剧以茶马古道、安化黑茶发展史为主题，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千两茶进行艺术化形式呈现，是目前国内首创的黑
茶类主题茶文化旅游演出。90分钟的演出，分为奇缘、离
乡、险途、塞外、异国、天下等六幕，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茶马
古道上发生的惊奇故事、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和
这片土地上人们深沉的家国情怀。

有观众现场表示：“主人公带着马帮背着安化黑茶闯天
下，最终走出了一条茶马古道，看到这个故事，我深深地感受
到安化黑茶发展至今的不易之处。我对于马帮走到内蒙古那一
幕印象尤为深刻，舞台效果很好，视觉冲击也很大。”

据了解，安化作为茶马古道和万里茶路源点，近年来县
委、县政府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黑茶特色产业，亦将建
设“畅通、宜游、秀美、富裕新安化”作为主要战略发展目
标，着力挖掘传承千年的黑茶文化资源，同时加快推动茶、
旅、文、体、康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天下茶道》正是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将永久落户于湖南安化天下
黑茶大剧院。

（刘丽）

安化黑茶史诗大剧《天下茶道》试演

个人浅见，如果对茶没有一定基
础，又无良师引导讲解，初入者很难品
味出岩茶的真味。而武夷岩茶对冲泡技
法的要求也甚高，再好的茶若是遇到不
懂又不能静心冲泡的人，简直就是暴殄
天物。于我幸运的是，良师、益友、好
茶皆备，品味武夷岩茶可谓正当时。于
是在彦琴老师那个临窗临海亦临云的茶
室里，一几一壶三人，大家怀着诚敬之
心读取眼前片片浮沉，武夷岩茶的面纱
徐徐揭开。

被世人赞誉“奇秀甲东南”的武夷
山，岩岩产茶，非岩不茶，因此岩茶种
类众多，老师用色彩缤纷来形容其品
类。在其200多个品种当中，以三十六
峰、七十二洞、九十九岩的正岩产地出
的茶最为著名。这种茶干茶色泽乌润，
未经窨花，却有花香；汤色橙黄明亮，
滋味浓醇甘爽，具有“岩韵”。

给我留下先声夺人印象的是水帘
洞“石乳”。石乳是武夷岩茶中少数的
不以花香而以其韵味来命名的茶，茶
韵悠长细腻丰富，有兰香、桂花香、
水蜜香等多种花香，还有纯纯的奶油
香。浅斟微啜时，你完全可以感受到
那种无边幽草绕涧，杂花生树的烂漫图
景，反复冲泡，乳雾幽幽绕指，让人心
生愉悦。

据说元朝皇帝是品尝了石乳之后，
便将武夷山定为了自己的贡茶院。元朝
的武夷贡茶督造官张涣在其所作的《重
修茶场记》一文中也将武夷石乳的品质

刻画得十分到位：“建州贡茶，先是犹
称北苑龙团，居上品，而武夷石乳，湮
岩谷间，风味惟野人专……然灵芽含石
姿而锋劲，带云气而粟腴，色碧而莹，
味饴而芳。采撷清明旬日间，驰驿进第
一春，谓之‘五马荐新茶’，视龙团凤
饼在下矣。”

而在武夷岩茶中让我们充分体会到
其香高气霸的，非马头岩肉桂莫属。这
款茶彦琴亲自泡，第一泡就采用定点
旋冲的方式将其特质全力激发出来，
甫一入口其阳刚霸气桂皮香便浓郁袭
来，舌面竟还有辣辣的感觉，登时令
人舌底鸣泉，两颊生津。待两三泡
后，兰香、桂香、栀子香复现，茶韵
锐而浓长，岩骨花香涤荡胸襟、暖透
百骸。

我以为这是款老茶，老师说这正是
岩茶口味最好的“隔年陈”。明代进士
周亮工《闽茶曲》有云，“雨前虽好但
嫌新，火气未除莫接唇。藏得深红三倍
价，家家卖弄隔年陈。”原来好的岩茶
还需要经历岁月的沉淀，当待以时日，
火气退减，整个茶都温和下来，它的品
质才会最好呈现出来。这时茶汤入口醇
柔顺滑，滋味隽永，与年轻时已不是一
个模样。当然，这更考验选茶人的功
力，你要在它年轻待价而沽时，就品鉴
出它是个“潜力股”。

茶家有言，“香不过肉桂，醇不过
水仙”。在品完宇宙无敌霸气之肉桂
后，我们进了些茶点，学生二人开始一

人一茶，开泡水仙。彦琴老师为我选的
是荣获2019年武夷山斗茶大赛一等奖
的悟源水仙，同修姐姐的是水帘洞老
丛水仙，一新一老，一洞一润，都是
一等一的好茶。拿到这个茶时，我们
都在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表
达它的美，同时也让它的层次如跳动的
音符一样富于变化。

手持茶壶，等候水温由沸腾归复平
静，我决定沿用刚才老师开泡的技法，
用高温旋冲的方式，将其高扬的清香激
发出来，之后再用细流慢冲的方式将茶
汤的清甜醇厚展现。当我用匀杯将第一
泡茶汤均匀分入三个人的杯子后，自己
就迫不及待端杯闻香，果然茶香清正幽
远，舌尖轻点，茶汤甘活、兰香丝丝润
透，确实是好茶。这时同修姐姐的第一
杯茶也分好了，也迫不及待品了一口，
新老之感泾渭分明，她的茶香更加清
甜，除了兰香，还有粽叶香，茶香虽然
不如我的新茶高扬，但透着一缕幽微细
致的气韵。往复几泡，二者皆有深远无
穷之味。

能把款好茶表达好、不辜负它，是
让人幸福愉悦的一件事。是啊，为了不
辜负它，我决定用今日喝剩的所有茶
底，煮茶叶蛋。

夜半，码字记录时，闻着火上已经
逐渐入味的茶叶蛋香，想起明末文人罗
禀的文字，不禁哂然。山堂夜坐，手烹
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
瓯，云光缥缈。一段幽趣，难与人言。

武夷岩茶的习茶日志
褚凰羽

“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
金。”新会陈皮炮制技艺，是广东省江门
市新会区民间世代传承数百年的传统药材
炮制技艺，将当地特产新会柑经开皮、晒
制、陈化等程序，精心制成新会陈皮，供
药用和日常烹调。今年，该技艺成功入选
国家级非遗名录。

在新会，储存3年以上的柑皮才有资
格称为陈皮，这一过程叫“陈化”。明代
李中梓在 《雷公炮制药性解》 中解释：

“陈皮……采时性已极热，如人至老成，
则酷性渐减。收藏又复陈久，则多历梅
夏而烈气全消。”新鲜柑皮性热，味道苦
涩，经过晾晒和陈化，辛燥刺激的成分
逐渐挥发，气味变得柔和内敛，才能入
药入馔。

年份越高的陈皮颜色越深，油脂慢
慢沉入油室，黄酮类、多糖等有益成分
逐年沉积，药性和味道都愈发缓和，价
值也就越高，百年陈皮的价格已经超过
了黄金。中药里有“六陈药”的说法，
是指枳壳、陈皮、半夏、狼毒、麻黄及
吴茱萸这六味药刚采收时药性峻烈，适合
存放几年再使用。

其实，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可以在不

同场合发挥作用，可谓“各有各的精彩”。
三年皮
经过三年的时光，新会柑皮已初步

完成陈化具备养胃、滋补、调气等养生
功效，在日常膳食中，加入“三年皮”
荤类菜式可消除油腻，利于肠道消化吸
收，素类菜式可提味增鲜，丰富菜品味
道层次。

五年皮
五年皮，在三年基本陈化的前提下，

又积累了两年的岁月，其味道、调和功效
自是更上一层楼，陈皮“苦能泄能燥，辛
能散，温能和”，对脾虚湿困、消化不良
的人群尤其有效。

十年皮
陈化时间长达十年的新会陈皮，是珍

品也。其绵醇滋味，随养生药效一同成
长，既是贯彻“君臣佐使”的膳食调料，
又是能独当一面的茶饮佳品。

十五年皮
十五年的陈皮，沉淀的岁月比十二生

肖纪年，更多三年。燥烈之性渐消，药性平
和，梳理气机。陈皮的挥发油、橙皮甙、果
胶、黄酮类化合物等成分，对维持人体的生
理功能、防病、治病起重要作用。

陈皮的用法指南
■链接

香漫品茗近日，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发布公告 （2021
年 第 4 号）， 正 式 批 准
《GH/T1351-2021 蒙顶山
茶第3部分：黄茶》《GH/
T1352-2021蒙顶山茶第4
部 分 ： 红 茶 》 《GH/
T1353-2021蒙顶山茶第5
部分：花茶》等12项供销
合作行业标准发布，标准
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本次新获批发布的三
项标准蒙顶山茶系列行业
标准，由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申报立项，并与四川农
业大学、雅安蒙顶山茶产
业技术研究院、国家茶叶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四
川）、雅安市名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单位共同编
制，主要规定了蒙顶山黄
茶、蒙顶山红茶、蒙顶山
花茶的术语和定义、产品
分类及实物标准样、品质
要求等。与此前发布的
《GH/T1307-2021 蒙顶山
茶第 1 部分：基本要求》
《GH/T1308-2021 蒙顶山
茶第2部分：绿茶》《GH/
T1309-2021蒙顶山茶生产
加工技术规程》 三项标准
共同组成了“蒙顶山茶”
系列行业标准体系，内容
涉及雅安当地生产的各代

表性茶类产品和加工技术规范，将更加科
学地引导蒙顶山茶系列产品规范生产，为
有关部门监督管理提供标准依据，同时为
消费者购买产品提供参考，有效推动“蒙
顶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

（中茶协）

蒙
顶
山
茶
标
准
体
系
再
添
新
成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