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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冬天，起炭炉煮茶便会被我提上日程。
我平常用的炭炉有两种，一大一小。大炉是日

本铸铁老炉子，内质是铜胎，大约是百年前的古
物，上面搭配煮茶用的茶釜则是我自己设计、用老
岩泥烧制，设有几排小孔，过滤茶渣，非常方便。
小炭炉，是早期潮州工夫茶所用的红泥小火炉，这
个老炉子是我去潮州古玩店“淘”回来的，炉高不
过四寸、直径不足五寸，简约可爱。

小炭炉比较适合燃榄炭或者核桃炭，榄炭紧密
耐烧，伴有特殊香味，此时上烧一砂铫，一人或者
两三人时，朱泥壶泡上单丛，相当惬意！

而大炉则适用荔枝炭，炭火也香，在室内也不
觉有炭闷味。经常三五好友围坐在火炉边，边煮茶
边烤小红薯。茶汤滚烫、滋味丰富，边喝边舀，甚
是方便，煮的茶样也多：老藏茶、冰独熟普、冷山
生普、太和红、蒙顶甘露、橄榄炭焙铁观音……有
时还会加两颗从3人才能合抱的大古茶树上摘的茶
果，把几种茶调配在一起煮，美其名曰“鸡尾茶”。

“鸡尾茶”的调配特别有意思，要考虑每一款
茶的不同特性。有的要少放，有的要后加，什么时
间放什么茶，也被我慢慢地摸索出来。估计长期这
样煮“鸡尾茶”的，只独我一人了吧。待到茶喝到
半酣，浑身也暖洋洋的，九山红薯便隆重登场了。

烤红薯一定要选择细长形的，粗胖圆形的半天
都烤不好。细长形的受热均匀，慢慢翻烤中，外皮
变黄变焦，有的还会“滋滋”冒油。此时的室内，
充满炭香、薯香、茶香，就在这种懒洋洋的状态下
把红薯皮撕掉，一口软糯香甜的红薯入口，人瞬间
被唤醒，这一配搭堪称“茶点中的劳斯莱斯”。茶
友们也经常拎着红薯来蹭“鸡尾茶”，有的甚至直
接网上下单，寄到我茶室中来。

看起来，我这个煮茶方式改变了我们平常固有

的冲泡方式，不再是一壶壶地、正襟危坐地泡，而是
围炉茶话、轻松自在，寒冬似乎也变暖了。喝茶，本
就应该怎么愉悦怎么来。正如唐代著名茶僧齐己所
云，“柳岸晴缘十里来，水边精舍绝尘埃。煮茶尝摘
兴何极，直至残阳未欲回。”

偶尔无茶友来，独一人时，我也会起炭煮茶，边
煮边看书，书香、茶香、炭香缭绕。煮得过浓时，一
口喝去，苦苦的，但甘甜味会迅速出来，让味蕾充满
愉悦，此时再读几页书，真是悠哉游哉！纳兰性德有
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
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
是寻常。

我一直认为，茶最好的功效就是使人心情愉悦，
心情愉悦才是身体最好的良药，喝到一杯好茶，读到
一本好书，与几位好友相谈甚欢，都是令人愉悦和身
心健康的。

饮茶也应无定式，不该拘泥一式，不要在意汤浓
汤淡，用一种自己最舒服的方式、用适当的茶即可。
保温杯同样可以焖茶，盖碗、玻璃杯、紫砂壶，一切
都可以用于茶。是泡、是煮、是焖，似乎已经不重要
了，重要的是我们在当下的那时那刻。或是感悟茶的

“三饮便得道”，或是细品一杯苦涩香甜，又或茶只是
一个媒介，我们就茶而欢……

又是一年小雪到，又是一个寒冬，又是我天天煮
“鸡尾茶”的时候了，此时唐代徐铉《和萧郎中小雪
日作》最是应景：

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
篱菊尽来低覆水，塞鸿飞去远连霞。
寂寥小雪闲中过，斑驳轻霜鬓上加。
算得流年无奈处，莫将诗句祝苍华。
（作者系《茶风雅颂》杂志总编、四川大学客座

教授）

煮“鸡尾茶” 享惬意冬
王 龙

不久前，为宣传“爱茶从娃娃
抓起”的理念，茶宝宝公益摄影活
动在北京启动。近年来，随着茶文
化进校园，少儿茶艺培训等活动的
开展，让孩子习茶逐渐成为时尚。

我国是茶的故乡，数千年绵延
的茶文化以其丰厚的精神滋养着人
们的生活。如此丰富的茶文化大观
园中，儿童习茶习什么，如何习才
能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并带给他们
受益一生的品质？我觉得，首先重
在一个“礼”字。

孩子习茶，想来并不是一件新
鲜事。我国素有客来敬茶的习俗，
在我国某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家
长嘱咐孩子给客人泡茶敬茶的传
统。可想而知，年幼时学习茶事，
在我国应是古已有之。古往今来的
儿童茶事也在这个“礼”字。

茶事礼仪与中华礼仪可以说一
脉相承。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记
忆，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家长
叮嘱孩子奉茶时，要称呼客人，要
双手奉茶，还要说“请喝茶”；在
续茶时，要先人后己；在敬茶时，
要先敬长者等。这些，正是潜移默
化地教给孩子以礼待人，谦让以及
长幼有序的礼仪……小时候融入生
活之中的茶事记忆根深蒂固，深刻
地影响着人们的品行。事实上，源
远流长的茶事礼仪拥有着更加丰富
的内涵，孩子可通过学习茶艺而获
得更丰富的品质与智慧。

茶艺之礼更深厚。茶艺是泡茶

的技艺和饮茶的艺术，人们在以茶待
客的传统中形成了相应的礼仪。除了
小时候记忆中的茶礼外，还包含更深
层的智慧，诸如“酒满敬人、茶满欺
人”的谚语、适时添茶的常识等，这
些礼仪来自为他人考虑，来自时时刻
刻的关照。“茶满欺人”是因为茶汤
是烫的，太满客人无法端起品饮，有
欺人之嫌；而时刻留意客人的茶杯，
不让空杯断续的情况出现，则锻炼的
是孩子时刻尊重、关照他人的品格。

茶艺有礼亦有节。有礼有节，常
用来形容人们在待人接物时的礼仪与
分寸感。茶艺过程中，因有一定的程
式与规范，孩子在学习中不可急、不
可躁，在一块固定的区域备器、烧
水、泡茶、奉茶，需有节制、要专心
致志，才能冲泡一杯好茶，才能关照
到身边的茶器、茶以及客人，稍有分
神，或毁损茶具、或轻慢茶，或怠慢
客人，均有损主人之礼。

茶艺之礼最终在于和谐。遵循礼
仪规范是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确
方式。数千年来，茶文化形成了和、
敬、清、寂的茶道精神，在礼仪规范
中感受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和谐应是
其中之义。孩子学习茶艺，在对器
物、茶以及人的尊重、礼仪之中，最
终习得的是与器物、茶以及人的和谐
之道。

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在一个儿
童被多个大人关照的社会现实下，通
过学习茶艺让儿童知礼仪，懂关照，
或可让他们终身受益。

习茶而知礼
顾梦茹

本报讯 （记者 徐金玉） 近
日，中国茶叶学会陆羽奖评审会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来自
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
坦桑尼亚、韩国、越南、南非、德
国、西班牙、土耳其等11个国家的
16位专家参加会议。评审委员在全
面审阅提名材料和充分评议的基础
上，经投票评选出5位获奖者。会议
的评选结果将于公示及审核后，在
2021年国际茶叶大会暨第三届国际
茶学院所长会议上进行发布。

中国茶叶学会陆羽奖是经科技
部批准的中国茶叶学会科学技术奖
子奖项之一，是由中国茶叶学会设
立的首个国际奖项，奖励国际范围

内在茶叶科技进步和发展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自开展首届中国茶叶学会陆羽
奖评选活动以来，学会共收到来自
美国、韩国等6个国家的10位候选
人的提名材料。依据 《中国茶叶学
会科学技术奖奖励章程》及 《中国
茶叶学会陆羽奖实施细则》，经学会
秘书处形式审查，所有被提名人均
合格并进入复审。

中国茶叶学会陆羽奖每4年评审
一次，旨在调动国内外茶叶科技工
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茶叶
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推动茶产
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为全球茶业经
济建设作贡献。

首届中国茶叶学会陆羽奖评审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徐金玉） 11
月24日，随着“2021北京国际茶
业展·2021 马连道国际茶文化
展·2021线上惠民消费节”启动
仪式在云端举行，为期 1个月的
2021“两展一节”线上茶业博览
会正式启幕。该活动在“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小程序与“西城消费”
公众号同步上线，通过展览展示、
宣传发布、洽谈推介、消费互动等
方式，全面展现中国茶产业的精神
风貌。

“两展一节”自2012年举办以
来，实现高质量跨域式发展，年年
有创新，届届有亮点。本届线上茶
博会延续线下展的魅力，同样亮点
纷呈：增设畅销品牌馆和文旅成果
馆，以“新品爆品”与“茶旅融
合”为主要元素，让广大消费者前
瞻行业最新流行趋势，领略国内茶

旅融合发展成就，了解2021中国茶
旅融合示范县，在线观茶乡美景，赏
茶乡美食；特设“茶叶百科”专区，
让茶叶爱好者与消费者在逛展之余，
可以学习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知识、家
庭新调饮冲泡方式等，还可以走进斯
里兰卡茶叶与茶器的奇妙之旅，与大
家共同领略国际茶叶风采，让消费者
摇身一变成为茶叶“新专家”；设立

“展会活动”和“国茶轮播”板块，
通过茶事活动、互动话题、直播购
物、盲盒上线等形式，为消费者带来
零距离、沉浸式、多维度的互动体
验，有效提升展会的趣味性、时尚
感、影响力。

本次线上茶博会由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北京市西城区商务局、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品牌发展工作委员会、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承办。

2021“两展一节”线上茶业博览会正式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陈小艳 王
晨霞） 11月21日，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确定 25 项 2021 年度国
家农业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
台项目，由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组织申报的“国家茶业流通标
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项目
获批立项。

项目以青岛市为重点区域，
根据青岛茶、崂山茶产业发展需
求，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将组织
茶叶生产流通企业、茶叶科研机
构、标准化信息技术机构等市场
主体参与，建设茶业标准化区域
服务与推广平台。具体标准化服
务包括：提供茶叶种植、加工、
销售、追溯、品牌评价等一条龙
标准体系构建服务；依托标准数

据库，根据茶业流通需求，提供标
准文献检索、文献提供、标准比对
等农业标准化信息服务；建立茶叶
育培、种植、加工、品鉴等专家
库，培养茶业生产流通标准化服务
与推广人才；探索建立茶业品牌评
价标准，开展茶品牌评价、茶品鉴
赏服务；依托GS1物品编码全球系
统，建立完善茶业流通追溯标准体
系，开展茶业流通追溯服务等。

农业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
台是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
标准的重要载体，是完善农业标准
体系、推动标准实施应用、提升农
业标准化水平的重要平台。在目前
全国批准建设的 75个平台项目中，
青岛占据 2席，数量居全国同类城
市之首。

国家茶业流通标准化区域服务平台落户青岛

小 雪 节 气 ，
风天寒地，可围
炉煮茶，闲话历
史。

火 的 使 用 ，
是人类进化、文
明发展的重要标
志之一，烹煮食
物羹汤等，则是
人类最早烹饪和
加 工 饮 品 的 方
式。煮茶，古已
有之。

在距今 8000
年的杭州萧山跨
湖桥遗址里，出
土了中药煮茶釜
实物；在距今一
两千年的河姆渡
遗址、田螺山遗
址里，则分别出
土了樟科树叶和
茶树根遗存，表
明此时既可药用
又 可 食 用 的 茶
叶，可能也是采
用 烹 煮 的 方 式 。
在 “ 神 农 尝 百
草 、 得 荼 而 解
之”的民间传说
中，也有多个版
本：一是生嚼茶
叶；二是茶叶落
入神农的开水锅
中被煎煮，神农

饮之而毒解。传说与考古发现相佐证，说明史
前时期茶的利用方式主要为煎煮。

汉魏六朝时期，茶叶饮用方式多为烹煮
法。汉景帝阳陵从葬坑中出土距今已经有近
2200年历史的茶叶，说明茶叶已然成为贡茶进
入帝王玉食。

公元前59年，蜀郡王褒 《僮约》 中有言：
“烹荼尽具”，明确指明此时川蜀之地用的是烹
茶法。至西晋时，煎煮仍为茶饮的主要方式，
如郭义恭 《广志》：“茶丛生，直煮饮为茗；
茶、茱萸、檄子之属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冒
汁为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无
酒茶。”如晋郭璞注《尔雅》：“檟，苦荼……树
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

到唐代陆羽 《茶经》 之前，茶叶痷泡
（痷，同“安”音，《茶经》中的泡茶术语，以
水浸泡茶之意）、煮饮方式皆有，以煎煮为主。
而两种方式都加杂诸物：“用葱、姜、枣、橘
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
或煮去沫”。唐樊绰《蛮书》卷七在介绍云南地
区的特产时便提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蒙
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三国魏·张
揖 《广雅》 里也曾提及：“荆巴间采茶作饼，
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
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
酒，令人不眠。”

陆羽 《茶经》 出，煮茶法又有了新变化，
将夹杂诸物改为清饮。清饮煮茶法，也成为唐
代中期以后饮茶方式的主流。其法主要分为五
步：

烤炙茶饼：“承热用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
所散越，候寒末之。”

碾茶：用茶碾或茶臼将茶饼碾成茶末，然
后过罗筛细，贮于茶盒之中待用。

煮茶：水烧开第二沸时，将茶末从锅中心
放入，同时用竹筴在茶汤中搅拌以击出茶汤的
精华——沫饽。

分茶：将茶锅中的茶汤匀分到茶碗中，要
将茶汤表面的精华“沫饽”均匀地分到每一碗
中，才是善分茶者。

饮茶：茶要趁热喝，“乘热连饮之，以重浊
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冷，则精英随气而
竭，饮啜不消亦然矣。”

到了宋代，煮茶法则被点茶法所取代，成
为“非主流”。但它以茶汤表面沫饽为茶之精华
的理念依然被继承下来。同时，茶叶因贸易等
方式达至辽、金、西夏地区，洪皓 《松漠纪
闻》记金人宴罢，“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
之，或以粗者煎乳酪”，以粗老的或档次低的茶
煎乳酪，在沿袭宋人雅致茶饮方式的同时，少
数民族茶饮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煮饮茶方式。

例如，元代西番茶加酥油煎煮，炒茶中除
酥油外还有牛奶，这种以酥油和牛奶煎煮茶饮
的方式，显然是蒙古族在学习饮茶以后，又按
照本民族习惯加以改造的结果。西方人要到清
代才在广州初尝添加牛奶的茶饮，并且在欧洲
自创自己加奶饮茶之法，而其先声则是元代蒙
古族的粗老茶和“炒茶”煮饮之法。

至当下，除了藏族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
之外，煮茶法在不同的场景下仍在被广泛使
用。一是煮饮微生物发酵茶，可以起到消杀的
作用；二是在多次冲泡各类茶叶后，最后煎煮
一次，最大限度地获取茶叶营养成分；三是煮
饮老白茶等，增强其茶效。实验表明，煮老白
茶，其析出有效内含物质如茶多酚、黄酮、氨
基酸等，是泡茶法下浸出物的3-5倍多，功能
性成分利用度显著上升。

煮茶之法，历史悠久，风流至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茶文化专委
会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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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如果
有，那就两杯。”这句话，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对
自己，对遇见的人。因为，它有温度且有力量！

在内蒙古，早晨是被奶茶唤醒的。每日清晨，
广袤的草原上，主妇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煮一锅咸奶
茶，供全家享用，暖热的奶茶可以给奔波劳作的牧
民补给能量，更能驱散寒冷。凛冬已来，屋外风雪
萧瑟，煮一锅蒙古族咸奶茶，品茶香沁心，感奶韵
暖人，实为冬日之幸。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茶馆里每天早上第一锅奶
茶一定是我亲手熬制。今天照例“备锅择青砖粗茶
叶煎浓汁，铜勺扬之栗红色为度，牛奶滤入并扬
勺，加适量黄油、奶皮子、炒米、盐。”一锅醇香
的蒙古族奶茶熬制好了。

由于城市有些奶茶店里的奶茶含有各种添加
剂、少量咖啡因等物质，有些还含有大量的糖，不
宜过量饮用，所以，想要痛快畅饮奶茶，越来越多懂
得健康保养的年轻一代，都会选择正宗奶茶，既能在
暖身暖心的同时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免去对健康问题
的担忧。为了满足时尚一族的需求，团队研发了各种
时尚健康奶茶饮品，今天品种更是齐全，所有奶茶准
备就绪已是满屋奶茶香。

一曲“奶茶飘香”的马头琴曲是每天早上奶茶
馆的迎宾曲。客人陆陆续续走进来，像往常一样，
一位妈妈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径直走到她们
一贯的座位坐下。不用问，照例备一壶奶茶、一份
果条、一份酸奶饼，这是她们的标配。小姑娘快速
地倒好两碗奶茶，双手端在妈妈面前一碗，一句

“妈妈快吃”，开始了她们的早茶模式。妈妈却没有
像以往一样一饮而尽，而是看着窗外手托在腮边，
明显用纸巾在脸上擦拭。赶时间上课的孩子，早茶

时间也是争分夺秒的，一碗奶茶喝下去，小圆脸变得
红扑扑更加可爱。有妈妈的陪伴，她在吃果条和奶食
品时，小脑袋随着马头琴音乐轻轻摆动，吃出了快乐
的节奏，浑然没发现妈妈并没有吃东西。

我上前拍了拍年轻妈妈，她迅速抹了一下眼睛转
过头，温暖一笑：“没事，触景生情，想妈妈了。小
时候每天早上，我妈妈都会煮一锅香浓的奶茶，备各
种奶食和羊肉，我们吃完早茶就去上学、爸爸去放
牧。妈妈一煮就是几十年，纯正的奶茶香是我对妈妈
的味道最深的记忆，今天这奶茶太香，音乐太温柔，
勾起了回忆。”

此时，茶馆里客人更多了，奶茶香气密度更浓
了，我想搜寻点什么，曾行云流水，倚马万言，却突
然间，脑中一片莫名的空白。盛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
奶茶，端起，仰脖，顷刻入肚，再盛一碗，忽然间有
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自下而上腾起……原来，有一种爱
的馨香，看不到，却能被真正暖到。

乐声渐弱，喝完奶茶的赶路人奔赴晨曦。茶艺师
边收拾餐具，边念念叨叨：奶茶里大量茶多酚，是一
种天然抗氧化剂，有抵抗衰老之效；茶丹宁降血脂，
有防血管硬化之效。粗茶叶煮汁虽易苦，但入奶却能
去苦留茶香，甚是精妙……我想这是位有心用心的好
茶师！

有人说，只有在大草原上凛冽寒冬的清晨喝过奶
茶的人们，才会懂得蒙古族奶茶温暖背后蕴藏的情
义。当你感受到被蒙古族奶茶温暖身心的幸福滋味
时，你喝的不只是蒙古族奶茶，还有深切的爱和陪
伴。甜甜的、香香的、暖暖的，然后顺着血脉，一直
暖到脚趾头。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奶茶非遗制作传承
人、内蒙古茶行业协会会长）

有了它，这个冬晨不再冷
刘 琪

茶一煮茶一煮 冬的烟火气就来了冬的烟火气就来了

蒙古族奶茶蒙古族奶茶，，是唤醒一天的标配是唤醒一天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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