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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春春，，从茶的奇幻漂流开始从茶的奇幻漂流开始
——2022人文茶道“春茶漂流纪”第四届白茶季启动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最惜今朝饮

象山脚下、樱花谷内，20余位与
会者身着汉服，如同穿越而来的古代女
子般翩翩若仙。她们拾级而上、裙纱轻
摆，花瓣随风洒落，更添春的美意。

发起人昭雯已是第三次参加和主
办“春茶漂流纪”湖北站的活动。

“今年，人文茶道创始人、‘春茶漂流
纪’发起人王迎新老师确定了茶叶品
鉴与诗词元素相结合的特色，借由当
下的节令，我联想到了花笺。”为
此，昭雯将这场茶汤会命名为“花笺
有事”，将茶、花、诗词、书法、古
琴等传统文化完美串接，让“花朝曾
有约，来此定诗盟”的浪漫与“拈得
花朝字，最惜今朝饮”的意韵融合得
恰到好处。

如今是采茶旺季，也是一年一度
的“花朝节”，从华食、服饰、茶席
的彩色搭配上，昭雯也是独具匠心。

“我们参考了中国传统色彩——‘春
分’色彩，打造了统一的温柔典雅的
风格。”昭雯介绍，“春茶漂流纪”按
照六大茶类规划每年的主题，前三届
分别是绿茶、红茶、黑茶，今年依照
顺序是白茶专场，供“漂流”品鉴的
两款固定茶品是王老师提供的2021
年云南古树白茶白莺和朱颜。

“一提到白茶，人们可能会先想
到福建太姥山和政和，人文茶道的活
动则希望推出不一样的、日常难得一
见的茶品。这样的品鉴更具意义，可
以让全国各地的参与者感受不同产
地、工艺、制法带来的茶的变化和魅
力。”昭雯介绍，白莺和朱颜是2021
年云南古树白茶的春茶和秋茶，虽是
一年左右的新茶，但愉悦度很不错。

“由于是古树茶的原料，两款茶
性甜度很高，内含物质丰富，且属于
高山云雾茶，滋味鲜爽、醇厚，回甘
也很持久。”昭雯细细品来，很是享
受。不仅如此，她在茶品中，还为席
主们增添了一款自己的私藏——白鸡

冠原料制作的白茶。“白鸡冠是武夷山
四大名丛之一，主要适用做岩茶。正因
如此，以白鸡冠原料制白茶较为少见，
也是想给大家尝尝鲜。它的汤感较特
别，且储存已近8年，品饮时会有明显
的药香。”

跟随王老师习茶近10年，昭雯深
感学习技法的同时，也陶冶了情操，在
茶中获得静定的力量。“别看一泡茶简
单，从汤感里也能检验出习茶人的心
性。正如这次茶汤会，我们提升的不仅
是茶本身的专业知识，更是一个人的综
合素养，了解与茶相关的诸多传统文化
及礼义。”组织一场公益茶汤会费心费
力，昭雯却是乐在其中，“收获要远远
大于付出。尤其这种漂流方式，让我们
能跟随其他人的品鉴，来感受不同地域
的人文景观和茶品，有一种坐在家中、
走遍天下的感觉。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较
为严峻，通过茶的交流与分享，我们一
样能足不出户，感受祖国山河的大美壮
丽。”昭雯笑着说。

浪漫的缘起

“同样的茶，在不同的地方、海拔、水
质条件下冲泡，汤感会有什么变化？”

“春茶漂流纪”的奇幻之旅，正是
始于2019年的春天，始于王迎新的这
个疑问。

“一直以来，我在昆明的人文茶道
传习馆授课时，也在和学员们探讨、试
验，但毕竟空间人数有限。就想着不妨
放开视野，让身在各地的学员们参与进
来。”于是，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春
茶漂流纪”第一届绿茶季正式启动——
2019年的那一捧春茶，化作一个满载
希冀和探索答案的“漂流瓶”，从昆明
始发，一路漂向北京、湖北、福建、江
西等地，由人文茶道的学员们接力传
递，漂遍了全国30多个地方。

如今，漂流过半，答案已在旅途中
逐渐揭晓。比如，水的奥秘。“有的地
方水的碱性强，有的水酸性强，对于不
同茶的冲饮会有影响。像敦煌的水属于

偏碱性，冲泡乌龙茶、普洱生茶时，茶
叶的香气不易激发，但冲泡红茶、普洱
熟茶这类全发酵茶和后发酵茶时，茶的
汤感则非常好。海拔高度不同，水的沸
点也有差别，冲泡不同的茶类，滋味、
香气等也会呈现明显差异。”

变化也藏在技法里。“茶的制作技
艺大同小异，后期的冲泡也能影响茶的
汤感。”王迎新仍记得去年黑茶季湖北
站活动时的一桩趣事。“活动在砖茶之
乡——赵李桥镇举办，一个重庆的学员
选用冲泡普洱熟茶的人文茶道“兰若九
式”手法，来冲泡当地生产的茯砖和青
砖，没想到，滋味大获好评，连当地人
都感到惊艳，‘青砖茶竟然可以这么好
喝’。”王迎新笑着说。

创意的碰撞

“春茶漂流纪”，无形中亦在传递着
他们对于茶的关切。

“当前，受人为等因素影响，市面
上受追捧的热门茶有很多。有些茶则变

得小众，甚至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我
们借由这个活动，在品鉴同款茶叶的同
时，也发动大家去寻找自己身边曾经存
在过的茶叶或者当地的特色茶，加入到
品鉴行列中。”王迎新说，正因如此，
每年的春茶漂流都像“滚雪球”，初始
站可能只有两款茶，等漂着漂着，茶品
就变成了三款、四款，让原有的茶品在
纵向对比后，也有了不少横向序列的扩
展，同时也激发了参与者的想象力。

“重庆荣昌区是我国四大名陶产地
之一，陶瓷的制作历史悠久。当年重庆
站的学员在举办茶会时，很具创意地将
地点选在了荣昌区，并从古窑中找来了
特色茶器进行冲泡，既有地域特色，又
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王迎新对这种
变化喜闻乐见。

最令王迎新感动的是，学员们不是
只做自己那一站，而是自发地互相去支
援其他站点。北京举办茶会时，天津、
大连的朋友会前去帮忙，河南、湖北举
办茶会时，重庆的小伙伴也去现场出谋
划策。

“大家学习、互动的气氛很浓，交
流时带着各种茶器、茶样，很多人兴奋
得两点都不睡觉,边分享边品茶。”王迎
新说，这场公益性的活动一做已是第四
年，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加入茶会品鉴
中，感受着茶汤的缤纷美好。

“今年，新疆、内蒙、台湾等地的
学员也策划了活动，覆盖范围越来越
广。我们也在努力和诗歌、音乐、书法
等传统文化相结合，让活动碰撞出新
意，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提升。”

当然，这场活动的见证者，已不仅
仅是每年30多站活动的参与者，还有
一本厚厚的漂流记录本。上面清晰地按
照人文茶道的教学体系，梳理着每一站
的经验与情况。“最后，它会漂回到昆
明总站，我计划结合6年的活动，出一
本速记或者一本书。”王迎新说。

如今，第四届白茶季已打响了第一
枪，整理好品鉴文档的昭雯，正准备将
记录本和茶叶“漂”往下一站，续写
2022年新的春茶故事。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实习生 李婷）近日，“中国蒙顶山·
世界茶之源”——茶史与茶业遗产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雅安市蒙顶山
举行。

“这是第十八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36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汇聚一堂，就
蒙顶山茶的传播与发展、茶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展开交流和探
讨。”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书
谦说。

蒙顶山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茶文化遗产底蕴深厚。“会上有专
家指出，早在西汉辞赋家王褒的《僮约》中就有‘牵犬贩鹅，武阳买
茶’的记载。如今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武阳是四川省彭山区，证明汉
晋时期的蜀地一带已形成若干茶产区。”陈书谦说，“不仅如此，新出
版的《故宫贡茶图典》中精选了清代50种贡茶，其中11种来自四
川，这也是巴蜀地区茶叶品质好、种茶历史悠久的佐证。”

陈书谦介绍，雅安自古是我国重要的边茶产地，丰富优质的茶资
源和古老悠久的边茶制造业，使雅安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源头。
茶马古道雅安段历史厚重，古迹类别丰富，蒙顶山古建筑群集茶文
化、佛教文化、祭祀文化于一体，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南路边茶制
作技艺两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蒙顶山茶文化和茶马古道遗存的保存状况和展示基础良好，正
因如此，与会专家们呼吁，要针对这些历史遗存进行合理利用、适度
开发，做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准备。”陈书谦说。

在他看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调动各方
力量，首先应把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起来，保障山区茶农收
入，增强茶农的保护意识与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对历史遗存的良
性保护生态。面对蒙顶山地区的茶文化遗存内容丰富、形式不一的现
状，他建议政府要对古茶园、古建筑、古石刻及古道路等进行统一规
划管理，有序推进调研、修复工作，为蒙顶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
基础。

“蒙顶山是巴蜀茶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地理坐标，此次研讨会对于
深入研究蒙顶山茶业历史、茶业考古、茶文化景观、茶业遗产保护等
方面有推动作用。未来，建议以茶文化滋养旅游，让更多茶文化资源
要素转化为旅游产品，进一步推动雅安和四川旅游产业的健康发
展。”陈书谦说。

专家倡议：

做好蒙顶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要说这扬子江中的南零水，那是清冽甘甜，与明前茶相得益彰
啊！”唐代茶圣陆羽拂须感慨，与湖州刺史李季卿相对而坐，一双髻小
童在旁持蒲扇烧炉煮茶，戏台前三人一坐一动惟妙惟肖，仿若动画中走
出来的人物。这正是近日网络上放映的皮影戏《茶圣陆羽》中的一幕。

巧妙地将茶与皮影结合，是非遗京西皮影传承人、北京龙在天皮影
艺术剧院院长王熙的创意。“我来自茶乡——山东日照，俗话说南有西
湖龙井，北有日照绿茶。作为一个皮影技艺传承人、一个茶文化爱好者，
我希望将二者‘跨界’融合，宣传皮影戏和茶这两种最具中国元素的传
统文化。”王熙说。她的这一想法得到日照市政府、五莲县委县政府的肯
定和支持。3月初，她迅速带领团队开始创作茶主题的皮影戏。

“提到茶，陆羽一定是绕不开的历史人物。”王熙说，团队将创作
目光聚焦在陆羽身上，在查阅史料得知，他曾到各地品尝名水，在扬
子江畔考察茶事时，受湖州刺史李季卿相邀与之同行。李季卿听闻扬
子江中心的南零水煮茶极佳，便派士兵前往取水，回程中水被泼洒过
半，于是士兵加入了近江之水。烹茶饮用时，陆羽只尝一口便说道：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士兵大惊，直呼：“神鉴也，其敢隐焉！”
此事在民间流传开来，陆羽因品水能力再次名声大噪。

“这段佳话很具故事性，也很有代表性，我们以此为题材，用了
半个月时间来打磨剧本。”王熙说，一场皮影戏，剧本是基础，设计
皮影、染色雕刻、琢磨人物、研究配乐等都需以此为依据。

人物设计完成后，艺人们根据画好的稿纸赶制戏中陆羽、李季
卿、童子三人的皮影。“制作皮影人物，要根据不同部位裁剪大小、
软硬适宜的牛皮，并用温水浸润。”皮影艺人鲁德峰一边说着，一边
将润好的牛皮拭去表面水分，装进薄塑料袋，复又夹入书中放在座椅
上，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用塑料袋封好是为了锁住水分，坐着压牛
皮可以用人的体温和重量使其软化，便于雕刻。”

美术设计师殷文礼拿起一套一指宽的迷你茶具介绍：“这部戏的
布景，主要以茶壶、茶杯、炉子等小道具为主，制作时要有充足的耐
心。工艺最复杂的要属茶桌旁这棵大树，在染色时需要一笔一画地勾
勒树皮与树叶纹理。”

为提高观众接受度，皮影艺人们在为《茶圣陆羽》配音时，未加
入传统唱腔，而是以简单的人物对白将故事串连起来。为了更好地践
行疫情防控要求，剧院目前暂停了线下演出，《茶圣陆羽》皮影戏的
第一场戏选择以视频形式呈现。

“这部近7分钟的短片，凝结了团队40余人近一个月的心血。”
王熙指着工作坊里的艺人们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10余岁的孩子
模样，使用的刻刀都是小一号的“独家定制版”，王熙亲切地称他们
为“皮影娃”。她笑着说：“我们剧院这样的袖珍艺人有30多位，虽
然他们身体有残疾，但都坐得住冷板凳，沉得下心，渴望通过工作发
挥自己的价值。我相信这次茶主题的尝试，也让他们在无形中体验到
了茶文化的魅力。”

这些天，制作完 《茶圣陆羽》 皮影戏的王熙又有了新创意。
“我想做一款可以听戏的茶。”王熙说，她已着手为京西皮影与日照绿
茶的联名茶做茶盒设计。“我计划把茶盒顶做成小戏台，放上《茶圣
陆羽》的皮影道具，这样一来，品茶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观
看并学习如何演绎皮影戏，一举多得。日后，我也计划创作其他茶题
材的皮影戏，希望可以挖掘更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典型茶故事，以短视
频+茶+皮影戏的模式宣传茶文化。同时，也期待茶企业参与进来，
支持非遗文化普及宣传。”

当皮影遇见茶
本报实习生 李婷

3 月 27 日，2022
人文茶道“春茶漂流
纪”第四届白茶季首
站——湖北荆门站茶
汤会“花笺有事”圆
满完成。茶人们于古
贤遗迹处书花笺、吟
诗句、抚素琴、制华
食、瀹佳茗，带来春
日 里 的 一 方 安 宁 美
好。

摊开手掌，掌心向上，指关节附
近，几个水泡赫然罗列。3 月 30
日，杭州西湖九溪村“80后”的年
轻茶人俞志华看着自己的手掌，笑着
自嘲地发了这样一个朋友圈：“完犊
子了……”在他的身旁，是热的、茶
香四溢的炒茶锅。

临近清明，正是明前龙井上市最
忙的时节。新茶日益飘香，订单源源
不断，炒茶的双手烫出水泡，对俞志
华来说，可谓是“甜蜜的痛”，而这

“痛”，早在半个月前就开始了。
“3月13日，上山检查生产，给

各位小主汇报一下西湖龙井的长势，
敬请期待。”

“3月15日，2022年第一杯龙井
新鲜出炉！”

“3月18日，炒到半夜，炒出一
把极品。”

……
就算是30日，抽空在朋友圈“展

示”烫起水泡的手掌，俞志华也没有
停下来，接着炒茶到深夜两点多。

春茶分外香，但春茶采摘、炒制
过程却是非常辛苦的。

“以茶农的话形容，这段时间都
是‘鸡叫出门，鬼叫进门’。”俞志华
笑着说，自己这段时间就是这样过来
的，“不论是采茶还是炒茶，每天平
均睡眠不足5小时。”

特别是今年清明前的杭州多有阴
雨，覆盖了龙井的采摘期间，致使摊

青的时间大幅增加，由原来的4-6小
时增加至8-10小时，炒茶更是需要延至
晚上甚至后半夜才可进行。此外，今年
春天疫情反复，受防疫政策影响，外地
聘请的采茶工无法按时到岗，人力不足
的情况下，加大了本地茶人的工作量。

“有些茶树来不及采摘，浪费了等
待一个漫长冬季的西湖龙井。”尽管已
经是全力运转，对于未能及时采摘的茶
树，俞志华还是非常惋惜。他说，春茶
生产，采摘是难点。“西湖龙井采摘标
准比较高，太大、太小都不行，以两叶
一芽、长度2.4厘米左右为佳。采摘手
法也很重要，不能用指甲掐，要用提手
采摘法。即使请到采茶工，采摘水平、
速度也不大相同。”

俞志华笑着说，希望茶科院能够尽
早研究出采茶的机器。

科技可以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的品质
和效率，但说到底，农业难以脱离靠天
吃饭。3月 14日，春茶开采前一天，
一场冰雹袭来，杭州的富阳、三墩、余
杭等地区较为受影响。俞志华说，对已
经可以采摘的茶叶，冰雹可谓巨大的打
击。虽然他居住的九溪村等西湖龙井一
级保护区没有下冰雹，但大幅度的降
温，也导致西湖龙井较往年减产30%
左右。

春茶总是这样，经历了一冬，在波
折中问世，没有到茶杯时，茶人也难以
断定今年的春茶到底怎样——令俞志华
惊喜的是，品鉴自己炒出的2022年第

一杯西湖龙井时，香气和滋味居然如此
上佳，超越了往年：“又是冰雹影响产
量，又是疫情影响销售，但今年的西湖
龙井品质比往年都要好，算是不幸中的
万幸吧。”

俞志华说，春茶品质好，主要归功
于 2021 年年底及 2022 年年初的三场
雪，有效地冻死越冬的害虫及虫卵，为
茶树春季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分。年
后也有一段时间的晴好天气，非常有利
于春茶生产。当然，西湖龙井明前茶的
好品质与茶农们对茶树的养护息息相
关。俞志华介绍：“每年清明节以后，
我们就会对茶树进行一次修剪。接下
来，进行茶园养护、害虫防治、施肥、
防旱等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是施
肥。我们使用的有机肥大部分是菜籽
饼，这种肥料作用下，产出的茶叶内含
有机物、氨基酸等更加丰富，口感更加

鲜爽香甜。”
作为年轻一代的制茶师，俞志华有

着与老茶人们不一样的龙井情怀。前几
年，在外有稳定职业、发展不错的他转
身回到九溪村，苦练传统制茶手艺，为
的就是责任和担当。“西湖龙井是杭州
的金名片，我们新一辈制茶师一定要让
它永远闪耀下去。”在2021年首届“狮
峰龙井茶”制作技艺传承赛上获金奖
后，他曾这样阐述自己的信念。

如今，清明临近，龙井43号品种
的茶叶制作已经到了尾声，群体种的
茶叶还会再持续半个月左右。俞志华
制作的明前茶已经源源不断地飞往各
地茶客的茶杯中。他说，消费者的信
任和肯定，也是制茶师最大的动力。

“我要做有灵魂的茶。希望大家品茶
时，体会到我们制茶师的积极、辛劳
和坚持。”

俞志华俞志华：：明前龙井再飘香明前龙井再飘香
本报记者 李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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