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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斗”出生活美学

前不久，上城区迎来第九届南
宋斗茶会。置身于人声鼎沸的现
场，看着身着汉服的参赛者们娴熟
的技艺，瞿旭平有些恍如隔世，

“一晃儿，竟已近10年。”
比赛中，选手们茶筅击拂茶盏

的声音如此悦耳，让她眼前浮现出
南宋斗茶时热闹的街巷，耳畔仿佛
奏响的正是这数年来未曾间断过的
推广乐章。

“现场有一位父亲很让我感
动，他特意出差请假，搭乘航班从
北京飞回杭州，只为了带3个孩子
来参加比赛。而这样的家庭，只是
众多参赛选手的缩影，从中小学生
到社区居民，他们多是‘全家出
动’，在赛场上一决高下。”瞿旭平
说，而市民们这般参与的热情，是
在她筹办举行首届南宋斗茶会时所
无法想象的。

2013年，瞿旭平第一次了解点
茶。和她一样，当年无论是组织者还
是参与者，对点茶除了好奇、赞叹，
更多的情绪还是懵懂和陌生。

数百年前的南宋点茶，到底是
什么来头？研究会工作人员埋首研
读古书、资料，参观中国茶叶博物
馆，请专家研讨分析，尝试对点茶
进行活态展示。“比如，研究茶粉
怎样加工，怎样才能点出更多乳
花，怎样让茶汤又香又美，茶的制
作方法有什么讲究等。”瞿旭平
说，“由浅入深地去体会点茶的

形、色、味、香之美，让我们逐步
理解和把握了宋代茶文化的特质，
对宋代茶文化更怀有热忱和崇敬之
心。”

原来，点茶是一种具有时代特
色、考验功底的饮茶技法，是将碾
细的茶末投入茶盏中，冲入少量沸
水，将茶调成膏状。然后点注茶
汤，用茶筅击拂，手轻筅重、指绕
婉旋、上下透彻，使之呈现如“乳
花”一般的沫饽。沫饽越厚、咬盏
越持久，其技艺越是高超。

“可以说，宋式点茶是宋代人
最时尚的一件事情，也是宋代人将
茶融入美学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
点茶人来说，点茶不仅是一项技
艺，更是对自我心灵、精神境界的
不懈追求和探索；对饮茶人来说，
点茶不仅有欣赏的妙趣、茶汤的口
味，更有相互交流产生共鸣的惬意
和自在。我们希望把这种美的享受
传播给更多人。”瞿旭平说。

“教”出文化传承

位于上城区的杭州市紫阳小学
副校长叶娓便是众多的受益者、见
证者之一。“从开始围观南宋斗茶
会赛事，到我自己成为一个参赛
者，后来带着学生参赛，再到如今
我成为比赛评委，我也没想到，点
茶会给教学生涯、休闲生活带来这
么多改变。”叶娓笑着说，“在杭州
市上城区茶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
茶已经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从
2013 年开始学校开设茶课，如

今，我们的‘绿芽’们个个都是点
茶小能手。上周，我们还得到一个
好消息：学校的《寻访径山 品味
南宋茶文化——径山茶会研学案
例》入选了杭州市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优秀研学案例名单！”

最初，吸引学生们尝试的正是
点茶的神奇之处。“茶粉竟然可以
点出很厚的沫饽，而这项技艺已诞
生数百年。现在竟然还可以在上面
写字、画画，他们对此深感神奇，
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平日里以
喝碳酸饮料为乐的学生们，都转而
喝起了茶，成了不折不扣的小茶
人。”叶娓说，如今，这些小茶人
们已经走出国门，曾到海外参加点
茶文化交流活动，他们不再只是点
茶技艺的传承者，更是点茶文化的
传播者、推广者。

“从暑期开始，我们又开展了
一项新尝试，创编一套以点茶为主
题的少儿舞蹈，从音乐、动作、服
装、道具皆为原创，我们希望借助
这种受众面广泛的舞蹈形式，让更
多人了解南宋点茶。”叶娓介绍，
这个舞蹈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漏影春，这也是分茶中一种技法的
名字，即借助图画模板，将茶粉轻
轻筛下，沫饽上便会呈现出千姿百
态的造型图案，化作“茶百戏”。

“不仅名字灵感取材点茶，我
们的舞蹈动作也贯穿了整个点茶的
流程，从备茶粉到捣碾磨筛，将每
个环节都巧妙地融了进去。舞蹈几
经打磨修改，以后会在各种茶事场
合进行表演。明年，我们也将迈入

推广点茶第10个年头，计划编撰一
本专门的点茶少儿教材，在全国校园
进一步推广点茶文化。”叶娓说，“茶
是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让人知
礼静思、身心健康，培养品位审美，
提升艺术感、科技感，这种寓教于乐
的方式，确实值得让更多的校园一同
飘满茶香。”

“守”住点茶根脉

数年间，有很多像紫阳小学一样
的机构或单位，已从受益者，变为杭
州市上城区茶文化研究会的同路人。

这些年来，杭州市上城区茶文化
研究会不遗余力地推广点茶，喜讯也
如同雪花般的信件，一件件飞来：成
功申报点茶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研究
会成为点茶非遗项目的保护单位；开
办宋式点茶系统课程，来自辽宁、山
东、云南、广东、上海等地的点茶爱
好者，得以学习得更为专业深入；完
成了“宋代点茶与宋代八雅”研究项
目；设立更多的点茶教学点……

“前不久，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
究会的支持下，我们还成立了杭州宋
代点茶文化研究院。正如杭州市政协
原副主席、杭州市茶研会会长何关新
所寄语的那样，我们希望把点茶源头
的阵地守住；也如上城区茶研会会长
杨全岁所要求的那样，要让点茶这项
宋韵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我们会将
多年的经验、实践进行梳理和提炼，
让更多的人感受宋韵文化，更广地传
播南宋点茶故事，更好地提升我们的
文化自信。”瞿旭平说。

杭州市上城区茶文化研究会：

南宋点茶的光阴故事南宋点茶的光阴故事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酥油茶、甜奶茶……“宁可三日
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这一样样
茶品、一句句俗语，充分彰显着藏族
同胞与茶的缘分，不过这些都是西藏
作为茶叶销区的符号。或许很少有人
知道，西藏也是茶产区。

这不，近日在老舍茶馆举办的藏
源山南勒仓莲雪域圣茶北京推介会便
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伴随着浓郁少数
民族风情的藏族歌舞，产自2000米
以上高海拔的茶香，热腾腾地温暖了
北京市民的寒冬。

两份“勒仓莲”牌藏茶，一绿
——雪域毛峰，一红——雪域勒红，
都来自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错那县勒门
巴民族乡。在刚刚结束的2021北京

“两展一节”茶叶产品评选和推选活
动中，它们还分别斩获了特别金奖和
金奖，并以丰富的内涵物质和独特的
品饮口味，得到了茶界专家的青睐。
高级评茶师孙丹威说：“雪域毛峰外
形卷曲紧结，白毫显露，色泽绿润，
香气浓郁，汤色清亮；雪域红茶外形
紧致，色泽乌润，香气高涨，汤色红
亮，回味甘醇。”

在优越品质的背后，还藏有一段
更温暖的故事。原来，“勒仓莲”牌雪
域毛峰和雪域勒红是勒门巴民族乡茶
叶合作社在安徽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
的帮扶下，引进安徽黄山优良茶种和
专家指导团队后，合力研制出来的。

错那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洛桑罗布
动情地说：“勒布沟茶叶的今天，离
不开山南市和错那县党委和政府的指
导和支持，离不开安徽省援藏工作队
同志们的长期帮扶，还有黄山市歙县
歙茶中心的专家亲赴高原，从茶苗到
种植、从采摘要求到加工技术的无私
援助，特别是今年茶季北京市茶业协
会白文祥会长一行到勒布沟考察指
导，对勒布沟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
售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错那县委常务副书记曹文磊正是
安徽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临时党委副

书记，从安徽这个产茶大省来到错那
县以后，这里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令
他眼前一亮。

原来，勒门巴民族乡很适合茶树
生长，且产茶历史悠久。早在《格萨
尔王传》 中就有记载，“门隅仙茶，
玉 罗 冈 吉 （藏 语 意 为 ‘ 玉 叶 独
秀’）”。在格萨尔王时期，玉罗冈
吉与梅朵央增、金叶巴扎并称西藏

“三大名茶”。
在这样独特的地理优势下，他和

工作人员一起，通过项目援藏，对老
旧茶园进行改造升级，对茶叶加工厂
房设备进行改善更新；通过对口支
援，从安徽黄山引进数万株优质茶苗
进行茶种改良，多次组织藏皖两地学
习考察和培训指导，逐步提升勒布茶
园管理水平和制茶工艺。在北京市茶
业协会的帮助下，今年5月，勒布沟
的雪域毛峰和雪域勒红送北京茶叶质
量监督检验站检测，结果显示该茶指
标卓越。

洛桑罗布感慨地说，近年来，勒
门巴民族乡已经走出了“基地+农
户+协会”的茶叶产业发展之路。群
众既可以靠种茶增加收入，也可以在
合作社务工增加收入。到目前，当地
茶田总面积共 693亩 （其中可采摘
210亩，2013年以来改扩建茶田面积
483亩），现有大叶茶、红茶、绿茶、
速溶茶四种产品，茶叶包装“勒仓
莲”已完成提档升级，并打入市场。

他还算了一笔账：“2020年干茶
总产量18910斤，茶叶合作社收入达
297万余元，其中落实群众工资77.1
万元、茶田租金52.2万元、分红52.8
万元，发放大学生鼓励资金、购买慰
问物资累计价值10.2万元。仅茶叶
一项，勒乡‘三分种植、七分管理’
原农牧民人均年增收 1.1 万元。未
来，我们将开发打造‘游仓央嘉措故
里、品门隅茶勒仓莲’的精品旅游路
线，努力将茶产业打造成为全县乃至
全市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

西藏茶香满京城
——藏源山南勒仓莲雪域圣茶北京推介会侧记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诗歌与茶，都有着古老的历史。
古诗反映社会生活，合乐则为歌。茶
作为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
也当然地成为诗歌常见的主题。古诗
词中写茶或内容含茶的篇目数不胜
数，有些已成为经典。

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诗歌不再是
今天文学体裁的主流，但人们歌咏生
活的本性难泯，最终找到流行歌曲这
个出口宣泄出来。同样难以改变的，
还有越来越多人日常饮茶的生活习惯。

采茶这件事看起来很美，实际上
枯燥而单调，养眼的田园风光，抵不
过手上千百次重复采茶动作的辛苦，
还要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这时，哼
几句小调排遣一下乏味的劳作，对着
心仪的人儿唱几句暗含情愫的山歌，
都是一种调节。那些流行在乡野山村
的茶歌茶调，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吧。

今天的人们还会像古人一样，把
茶写入歌中吗？

在流行歌曲大行其道以前，民族
唱法的歌曲中还是有很多以茶为主题
的。上点年纪的人，对《挑担茶叶上
北京》这首歌都不陌生：“桑木扁担
轻又轻哎，我挑担茶叶出山村，乡亲
们送我十里坡哟，都说我是幸福人
……”这首从湖南走出的茶歌，曲调

轻快，幸福感溢出，画面感极强，它
走进小学生课本，更走进一代人的
心田。

《挑担茶叶上北京》唱的是产自
毛泽东家乡湘潭县的“烟香茶”，以
城步苗族自治县与广西资源县一带流
行的苗族民歌 《贺郎歌》 为基本素
材。两个带着浓重乡土味的元素相遇
融合，成就了一首时代的金曲。

无独有偶，流传在浙江茶区的
《采茶舞曲》，也是吸收了当地古老的
民歌“采茶调”旋律创作的，最早作
为越剧《雨前曲》的主题歌和舞蹈配
乐，后改编成舞蹈小品《采茶舞》。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
呀么好风光。哥哥呀，你上畈下畈勤
插秧。妹妹呀，你东山西山采茶忙。
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
……”这首可以用杭州话演唱的茶
歌，生活气息浓郁，富有动感，可歌
可舞，适合表演，20世纪50年代一
经诞生就流行起来，经久不衰。
2016年 9月，杭州召开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G20成员和嘉宾国领导
人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在杭州西湖
景区观看《最忆是杭州》实景演出交
响音乐会，《采茶舞曲》惊艳在列。

前几年，一些颇有名气的歌手也

曾推出过以茶为题的作品，但都没有
大范围地流行开来。印象最深的，可
能只有《茶山情歌》：“茶山的阿妹俏
模样，十指尖尖采茶忙。引得蝴蝶翩
翩飞呀，引得蜜蜂嗡嗡唱，引来了对
面坡上的砍柴郎。砍柴的阿哥嗓门
亮，一支情歌两人唱。唱得蝴蝶双双
飞，唱得茶花并蒂香，茶林里飞出一
对金凤凰……”旋律容易上头，似乎
与《采茶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的流行乐坛很难找到一首媲
美当年《挑担茶叶上北京》或《采茶
舞曲》这样以茶为主题的流行热歌，
偶尔会在一些上榜歌曲里听到带有茶
的内容，也大都是以茶为引子或衬
托，来表达某种情调，抒发歌者
情感。

不过，近年来国潮兴起，还是有
一些好听的中国风歌曲唱到了茶，虽
然惊鸿一瞥，但低吟浅唱中，丝丝缕
缕的中国茶香浸润听者，让人在听歌
的同时，平添了对茶的好感。

一首《半壶纱》，民乐配器，旋
律优美。“十里桃花，待嫁的年华，
凤冠的珍珠挽进头发，檀香拂过，玉
镯弄轻纱，空留一盏芽色的清茶
……”深闺的女子，玩香弄茶，更显
思春年纪的寂寞。

另一首《泼茶香》可以看作是《半
壶纱》的姊妹篇，词似五言绝句，意境
朴实，写茶的分量更重一些：“飘带引
斜阳，扫墨腕底香。共我泼茶人，如今
在哪方。石绿补天长，云锣声两行。微
笑过往，只道是平常。悠然一曲，又闻
泼茶香……”

2021年秋天上映的影片《龙井》，
片名即是茶名，取景地也主要在著名绿
茶西湖龙井的产地杭州。影片以龙井茶
为媒，展现了两代人的爱情故事。这部
电影的背景音乐非常好听，其主题曲
《不顾一切是相思》 点出了影片的主
题，片尾曲 《飘零》 虽然没有出现茶
字，但字里曲间，你能品出浓浓茶香：

“如果你是一片飘零的叶子，叶子是我
书签里的诗。念你爱你是我一生做的
事，越过大海翻过高山我们才相遇
……”美中不足的是，这两首歌目前看
起来还不够火。

其实，前几年还是有一首非常流行
的好歌唱到了茶，就是北京奥运会时的
那首《北京欢迎你》，歌曲开头几句就
有茶：“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
气。气息改变情味不变，茶香飘满情
谊。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

一杯茶，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2022年北京要开冬奥会，杭州要开亚
运会，为来华参赛的外国友人端上一杯
中国茶，是必须要有的仪式感。如果再
有一首让他们跟着哼唱的茶的歌，那就
更完美了。

这份完美，值得期待。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流行歌曲里的茶
张治毅

情速递茶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
八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宜都
红茶厂旧址位列其中，正式纳入湖北
省文物保护单位范畴。宜都市将抓紧
编制宜都红茶厂旧址文物保护规划，
适时启动维护修缮工作，使这处宝贵
的文化遗产，在当地经济发展、万里
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工作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宜都红茶厂旧址位于宜都市陆城
街道东风社区宾江路47号，建于20

世纪50年代初期，占地面积4059平
方米。车间内现有各种生产设备109
台 （套），其中 50年代联装的生产
线，保管良好，设备能正常运转生
产，是罕见的中国茶业活态工业遗
产，是万里茶道延缓至当代的重要实
物见证。三栋仓库分列于车间西边，
陈列着宜红茶从清末创制到宜都红茶
厂成立达到鼎盛时期的几千件实物，
是不可多得的宜红文化宣传学习和宜
红技艺传承体验的地方。 （曹绪勇）

宜都红茶厂旧址入选第八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2021“一带一路”赤壁青
砖茶产业发展大会重点活动戏之一，
12月19日，中国青砖茶未来实践展
示馆开馆。

中国青砖茶未来实践展示馆位于
赤壁羊楼洞茶生态文化产业园。展馆
以青砖茶为展示核心，以“大势已
至·未来已来”为主题，以“中国青
砖茶文化展示中心、中国现代智慧茶
业实践中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示
范中心”为定位，打造集文化体验、
品牌传播、产业认知、产品品鉴于一
体的赤壁青砖茶核心场域。

在展馆内，不仅可以学习青砖茶
文化及发展传播，了解智能种茶、智
能制茶，切实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变
化，还能够品尝到各式各样的“功能
化、便捷化、时尚化、多元化”新型
青砖茶食品。

“天下第一砖”令人眼前一亮，
这块高1006毫米、长8630毫米、厚
300 毫米，净重 2025 公斤的砖茶，
寓意着赤壁青砖茶起源公元 1006
年，明清以来风靡欧亚至今；1863

年在羊楼洞压制了第一块机制砖茶，
开启了中国近代制茶业的先河；新时
代，新使命，未来将圆满实现赤壁青
砖茶2025远景目标。

赤壁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青
砖茶未来实践展示馆的建成，标志着
赤壁青砖茶跳出地域局限，运用数字
科技，放眼广阔未来，正向着高质量
现代化产业高峰迈进。

据了解，赤壁是万里茶道上的重
要源头城市，素有“中国青砖茶之
乡”“中国米砖茶之乡”和“中国名
茶之乡”的美称。该市成立赤壁青砖
茶产业发展集团，重塑区域公共品
牌，布局全国核心运营中心，建设全
产业大数据库，研发创新青砖茶产
品，打造全新的赤壁青砖茶产业。未
来，赤壁将坚持产业链、价值链、供
应链“三链”同构，力争三年内青砖
茶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0亿元，五年
内青砖茶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300亿
元，在“十四五”期间把赤壁青砖茶
产业建设成兴市富农产业。

（张沛）

中国青砖茶未来实践展示馆开馆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宋点茶，于杭州市上城区茶文化
研究会而言，便是这般诗意又特殊
的存在。

“杭州是南宋古都所在地，上
城区又位于皇城根下，这里积淀着
丰富深厚的点茶文化。当年，斗茶
（比拼点茶技法）作为最流行的饮
茶技趣之一，在朝廷贵族、文人雅
士、市井百姓中都极为普及。推广
南宋点茶、斗茶文化，我们责无旁
贷，也重任在肩。”杭州市上城区
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瞿旭
平说。

如同点茶需要研磨茶粉一样，
研究会将南宋点茶的历史、技法、
文化仔细“研磨”，数年间的尝
试，已成功让宋式美学“照”进现
代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游
客选择共赴南宋文化盛宴，并由此
踏上了热爱点茶的起点。

北京市茶业协会副会长胡洪华北京市茶业协会副会长胡洪华 （（左左）） 与西藏勒门巴民族乡茶叶合作社与西藏勒门巴民族乡茶叶合作社
理事长罗布次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理事长罗布次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