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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近日，一年一度的西湖龙井茶炒茶王大
赛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举行。这项赛事于
去年开始增设“海选赛”和“新锐赛”，为
35岁以下的茶人提供参赛机会。今年，赛场
上更有多位“00后”茶人与老手艺人同台竞
技，初露锋芒。

海拾贝茗

人茶缘茶

检验功力的试炼场

“西湖龙井茶讲究‘色绿、香
郁、味甘、形美’，手工炒制西湖龙
井高级茶，要求炒茶人在220℃的铁
锅里，灵活运用抖、甩、推、扣、
压、磨等手法，十分考验功力。而比
赛正是一个展示和检验功力的平
台。”活动嘉宾、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西湖龙井采摘和制作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樊生华说。

回顾这场比赛，已深耕茶行业
40余年的樊生华很是感慨。“我记得
自己十几年前作为选手参赛时，只是
孤身一人；今年，我带了一支徒弟队
伍来到比赛现场。”樊生华说，最令
他高兴的是，多位参赛的徒弟都是

“00后”，最小的仅有17岁，他们中
有6人成功闯进决赛，徒弟张艺乘更
是夺得了“新锐赛”冠军。

“从2017年开始，我便和朋友们
说，自己的学生参赛时至少保证有一
个进前三名，看来我这牛没白吹。”
樊生华笑着说。

张艺乘显然没有辜负师傅的期
望。“这个冠军，弥补了我去年参赛
时的遗憾，是对我最大的认可。”张
艺乘说，他曾在2021年首次参赛，
由于杀青时没掌握好火候，无缘晋
级。今年赛前，为了拿出自己的最
佳状态，他每晚都会严格按照比赛
要求进行训练，炒一锅茶需要两小
时，等训练结束，已经到了凌晨一
两点。

他的师弟冯晨宇同样在比赛中脱
颖而出。虽只系统学习西湖龙井制作

技艺两年多，但他以“新锐赛”初赛
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

“遗憾的是，我在决赛中没有控
制好温度，锅温比正常情况高了近
20℃，导致茶的颜色和形状都不够
理想。”冯晨宇说，“我会从中吸取教
训，多加练习，争取明年在决赛获得
一个好名次。”

那锅茶是混着眼泪炒的

学艺之路，并不轻松。张艺乘至
今还记得那锅带着眼泪的茶。

高考后的暑假，18岁的张艺乘
开始学做一杯正宗的西湖龙井茶。为
避免中暑，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去茶
园，采4个小时茶叶。“西湖龙井茶
采摘手法要求只能折，不能掐，摘一
片放一片，否则握在手里的茶叶就会
发酵。采回来的茶叶只有8两，正好
够炒一锅。”

刚开始，他总是下不去手，茶叶
杀青的时候锅里的温度超过200℃，
看着就让人心生胆怯。

“我炒出来的第一锅茶像九曲红
梅，形状弯曲，而真正的西湖龙井茶
外形挺直，颜色嫩绿。”张艺乘说，

“师傅看我做得不到位，便摁着我的
手往锅里放，那锅茶是混着眼泪炒下
去的。哭不是因为被烫伤了，而是为
自己炒不好茶感到委屈和自责，克服
不了心理恐惧，永远学不好炒茶技
艺。”那次之后，他才真正克服心理
恐惧，炒茶技艺渐入佳境。

每次炒茶，手上都会被烫起大大
小小的水泡，这在冯晨宇眼里也是习
以为常，甚至他还有种成就感，“这

是独属于炒茶人的勋章！”
冯晨宇是一个茶三代，对茶的热

爱与生俱来，报考专业时，他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茶方向，也正式走上了自
己的炒茶技艺“深造之旅”：在学
校，认真学习茶艺和茶的理论知识；
在校外，得到樊生华老师的悉心指
导，对西湖龙井采摘和制作技艺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甚至在家里，父母还
为他开起了“小灶”。

在冯晨宇家，有一个特别的生活
场景：妈妈会帮其采摘茶青练习，儿
子在锅旁反复翻炒，爸爸在一旁监
工、指导。

“这样的模式已经持续了两年
多。”冯晨宇说，为了练习，他去年
被烫伤了20多次，但每当听到爸爸
的认可——“这锅炒得还可以”，那
份喜悦便会冲淡手上火辣辣的疼痛。

为了让师傅和父母放心，他现在
更是加倍努力。“我希望把西湖龙井采
摘和制作技艺的每一步都学精、学通，
继续参加比赛，不断积攒经验，期待自
己有一天可以成为炒茶大师，为非遗
传承贡献一份力量。”冯晨宇说。

做年轻人的茶品牌

“00后”的加入，不仅壮大了非
遗技艺传承队伍，更为整个茶行业注
入了新鲜血液。传统茶叶品牌的客户
群较为稳定，年轻茶客占比少。

为什么不专门打造一款适合
“00后”的茶呢？带着这样的疑问，
2020年，张艺乘聚焦年轻群体，创
立了自己的茶叶品牌——礼乘。他在
观察中发现，一份正宗的西湖龙井茶

价格对于年轻人来说有些“高不可
攀”，加之“茶叶是中老年养生饮品”
的刻板印象，使得在年轻群体中开拓茶
叶市场并不容易。

针对这一难题，张艺乘发出8000
余份调研问卷，深入研究当代年轻人的
茶消费观念。“花两杯新品奶茶的价
格，就能为父母挑选一款称心的礼物，
这是很多‘00后’乐意看到的。”张艺
乘说。他以父辈的饮茶习惯作为切入
点，推出了以茉莉龙井和桂花龙井为主
打产品的平价“孝心茶”。

“前期收集的数据也被利用起来，
调研对象父母生日当天，我们会发出
祝福提醒，并推荐茶叶。”张艺乘介
绍。这样的暖心模式，让礼乘成功跻
身大学生消费市场，第一次就卖出了
8000多罐茶叶。此外，张艺乘结合爆
火的盲盒、塔罗牌等新型营销方式，
陆续推出茉莉九曲红梅和桂花九曲红
梅等新产品。

茶园是质量保证的源头，张艺乘为
此和农户合作，已签约300多亩茶园，
为日后品牌的转型之路做规划。每当春
茶季过后，他都会和师傅一起给茶树施
肥。“现在茶园都用菜籽饼作有机肥，
有时要背着100多斤的肥料爬升300多
米，才能把山头的茶树完全覆盖。”张
艺乘说，一天下来，背上红彤彤的一
片，身上的衣服都能拧出水，“但是一
切都很值得，这为品牌打造自己的高级
手工茶奠定了基础。”

看着年轻茶人的成长，樊生华倍感
欣慰。“制茶、爱茶，为他们的工作、
生活指出了一条充满前景的路。现在，
主动来学茶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多，茶叶
传承，看来真不用发愁。”樊生华说。

学老手艺学老手艺 铸新品牌铸新品牌
本报实习生 李 婷

清明临近，啜一口春茶的芳香，是
不少人舌尖喉头的回味。

“只要天气晴好，茶叶就长得快，
今天还是芽头，明天可能就是一芽一
叶，采春茶就是和时间赛跑。”宁波市
奉化区山川茶场负责人钟丹丹说。眼
下正是春茶采摘的时节，这
几天，她可忙坏了，奉化曲毫
已陆续进入采摘期，不浪费
每一片“金叶子”，是钟丹丹
这个春天最重要的任务。

记者在奉化山川茶场看
到，茶农们正熟练地采摘着
春茶。山川茶场共种有福鼎
大白等制作奉化曲毫的主要
品种200多亩。“前期一直是
有订单没茶叶，因为受天气
影响，今年茶叶萌发速度有
所缓慢，炒制时间也随之推
迟。”钟丹丹说，尽管上市时
间延迟，但今年的曲毫茶养
分汲取足，品质有所上升，一
经加工完成，便可售罄，基本
零库存。

山川茶场的繁忙景象不
是个例。每到清明时节，常年
云雾缭绕空气清新的安岩茶
场总会用手工炒茶的传统技
艺，用心制作沁人心脾的奉
化曲毫。3月28日，记者来到
这云山雾境的“深闺”中一探
究竟。

“制作奉化曲毫的绿茶
品种主要是福鼎大白，这种
茶树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
当前的日照、雨水、空气湿度
都正适合。”安岩茶场场长黄
亚芳指着环抱在青山间的茶园说，每
年这个时节采制的曲毫茶品质优良、
口感甘醇。

“一泡曲毫，需要采茶人双手在枝
头采摘 300 多次，一斤茶需要采摘
5.6 万次。要想制作出上等奉化曲毫，
杀青、揉捻、炒青，每个环节都不能掉
以轻心。”黄亚芳说，上午把茶叶采摘
回来后，要均匀铺撒在簸箕上，待锅烧
热后，再把茶叶放入干锅徒手翻炒杀

青。通过这种方式，既可防止茶叶继续发
酵，又能够留住茶叶原有清香。

“揉捻工序，考验的是对力量的掌
控。”黄亚芳边说边做，将杀完青的茶叶从
锅中转入簸箕，迅速颠簸均匀，反复揉捻。
揉捻好的茶青还会再次倒入锅中，用手不

停翻炒。“这是炒青，也叫炒茶。
茶叶在热锅与翻炒的作用下逐
渐干枯卷曲。”话说间，淡淡清香
慢慢散发并弥漫整个屋子。制作
手工茶从茶叶采摘到出成品，需
要耗上一整天时间。

据史书记载，千年前，奉化
雪窦山一带便已产曲毫茶，因
其品质独特、芳香持久，深受僧
人喜爱。此后，雪窦山一带虽栽
茶不断，但曲毫茶因多种原因
而失传。1996 年新创制成功的
奉化曲毫的干茶外形肥壮盘
曲、白毫显露，色泽绿润、汤色
绿明，香气清新持久，滋味鲜爽
回甘，因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心头好”。
“奉化曲毫是味觉的审美，

美在苦涩后的丝丝清甜，从一
片叶子里感受宇宙万物，经得
起品，耐得住磨，人在草木间，
品的是茶，亦是品人生。”作家
午歌曾经这样评价奉化曲毫。

在宁波的茶业市场内，经
营户江飞琴拿出一包最好的奉
化曲毫请记者“闻香”识茶。“这
几年，买宁波本地绿茶的顾客
越来越多，其中以奉化曲毫、宁
海望府茶等见长。最好的奉化
曲毫与龙井相媲美，价格最高
的卖到1800元一斤。”

当前，奉化区共种有曲毫茶6000余
亩，受前期低温降雨天气影响，今年奉化
曲毫上市时间比去年推迟约 10 天。“今
年曲毫茶总体品质很不错，市场形势也
是供不应求，如果各家茶场能协调解决
好采制洪峰期重叠的问题，今年茶场的
经济效益就会呈现利好趋势。”奉化区
农业技术服务总站高级农艺师王礼中
说。为此，各个茶场已提前增加人手，
不辜负每一片“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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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山何处不飞翠，碧螺
春香百里醉。初春，江苏苏
州太湖洞庭山上，碧螺春又
迎来了采摘期，采鲜叶、拣
嫩芽、炒新茶……苏州三万
昌茶叶生产基地一派忙碌热
闹的景象。

“包装好的碧螺春茶叶
会分批发往南京、昆山等地
分店，同步在淘宝、京东等
平台发售。”江苏省苏州市
姑苏区政协委员、苏州三万
昌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瑜
莲介绍，平均每月线下线上
销量达7.9吨，月销售额达
768万元，在上海、广州等
多地占有市场份额，甚至走
出国门，远销澳大利亚等世
界各地。

近年来，三万昌牌洞庭
山碧螺春作为苏州的一张名
片，越来越被人们熟知和认
可。大量客商和外地游客来到三万昌茶叶生产基地参观制茶流程，了
解企业品牌和文化，进一步推动了茶叶、旅游等产业发展。苏州茶的
享誉和繁荣进程中，浓缩着张瑜莲8年来咬牙坚持、锲而不舍带领老
字号茶企奋勇突围的艰辛之路。

2013年，三万昌还延续着传统老字号企业的实体经营模式。随
着各大电商平台逐渐兴起，固化的经营理念和单一的营销模式成了阻
碍企业融入时代、创新发展的桎梏。为帮助企业有效突破瓶颈，实现
新的发展，时年只有 22岁的张瑜莲开始担任企业总经理，开启了

“线上+线下”茶叶推广营销新模式。通过网络广告投放、品牌宣传
活动等方式，逐步扭转洞庭山碧螺春原产地知晓率不够广泛、品牌影
响力不够强大的局面，同时渐渐打开了销路。

“我们要改变‘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积极推动碧螺春走出
洞庭山、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张瑜莲表
示，为了凸显洞庭山碧螺春的自身特色，她们在每一罐茶叶里面，都
详细说明了炒制技艺、口感特点、冲泡方法，并在外包装上张贴官方
地理保护标志，顾客通过扫码即可鉴别真伪。为进一步扩大产品销
量，张瑜莲在茶叶包装上进行了专门设计，线下实体包装主要采用高
龄群体所喜欢的花鸟鱼虫等图案，线上网店则更倾向凸显新颖时尚、
材质轻便，充分迎合年轻群体的审美需求。

在今年1月召开的姑苏区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作为新一届政协
委员的张瑜莲，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除了继续带领老字号茶企乘
风破浪、扬帆远航，如何在新时代为承载千年文化内涵的苏州茶注入
新的活力，成了摆在面前的新课题。”在向大会提交的提案中，张瑜
莲把视线放到了青少年身上，她建议，推动茶文化走进校园、融入教
学，让青少年喜欢喝茶，自觉成为茶文化的爱好者、传播者。

今年是百年茶企三万昌开创线上销售渠道的第9个年头，张瑜
莲依旧不改初心，笃定前行。“作为‘90后’年轻茶人，我还将继
续探索，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担当实干的作为，持续擦亮苏州洞庭
山碧螺春品牌底色，积极推动中国好茶走向世界，焕发时代光
彩。”张瑜莲说。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政协工作人员）

张瑜莲：

线上转型赋能老字号突围
顾 怡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近
日，第十五届中国茶商大会·松
阳云上香茶节在“云端”正式开
启，通过央视频、今日头条、网
易新闻、新浪微博等平台进行同
步直播，以多点位连线、多场景
直播的形式跨越空间距离，架起
分享桥梁，将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进行多元化呈现。

本次云端春茶会分为上下两
场，在上半场“四海皆茶客”环
节中，举办了2022“国茶品牌
振兴年”启动仪式，并公布了

“十佳种茶能手”“十佳茶叶加工
户”“十佳茶叶电商”等 8 类

“茶十佳”推选活动结果，进行
了茶空间连线和茶商面对面活
动；在下半场进行了趣味互动

“寻茶下松阳”，分别由松阳县茶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楼国强、丽水
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所
长何卫中和连线特派主播带领大
家线上探秘松阳千年古茶树、探

究浙江省茶树种质资源圃、探访
浙南茶叶市场，通过直播连线+
探访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松
阳茶，爱上松阳香茶。

据了解，活动由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
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丽水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
办。长期以来，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和松阳县人民政府保持紧密合
作，通过打造“中国茶商大会”
等品牌茶事活动、制定并发布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团体标准《松阳
香茶》（T/CTMA 010-2020）、
开展“松阳香茶”杯创意茶具设计
大赛等相关工作，助力松阳茶产
业品牌化、标准化发展。近年
来，松阳茶产业成功实现了产业
转型升级，先后荣获“中国茶业
百强县”“‘十三五’全国茶业
发展十强县”等荣誉称号，松阳
茶叶正成为推进乡村振兴、奔向
共同富裕的“香饽饽”。

第十五届中国茶商大会·松阳云上香茶节
“云端”启幕

“微风轻拂香四溢，亭亭玉立倚栏杆。”随着城市里的春日气息愈发
浓厚，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内的玉兰花已竞相绽放。本届赏花季期间，公
园在部分茶文化展区内设置茶席，穿插茶艺表演，游客们在公园里以茶
会友，赏茶器、品茶香。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品茗赏花品茗赏花 邀约春天邀约春天

舞蹈界的“青绿腰”热潮还未
退去，茶艺圈就发起了盖碗悬停挑
战。只见茶人在光洁的盖碗中注入
沸水，手拿盖钮使茶盖沿杯口在水
中快速旋转一圈，眨眼的工夫，茶
盖便在空中稳定悬浮，仅中间部分
与杯沿紧贴。

“我第一次在短视频中看到盖
碗悬停手法时，心想这真的不是魔
法吗？当即用面前的白瓷盖碗尝试
挑战，但没能成功。”北京21世纪
此间茶店长刘佳说，“大多数茶友
都热衷于探索盖碗的新奇玩法，盖
碗悬停若没找到技巧，极易摔碎茶
具，对于新手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清明假期期间，刘佳在给茶社
换茶席时开始了她的第六次尝试。

“那是一套全新的盖碗，本以为还会
以失败告终，却意外地成功了，当时
感觉非常惊喜。”她说，“我意识到这
可能和盖碗形状以及悬停角度有
关，就将不同的盖碗拿出来挑战，最
后找到了诀窍。”

选择茶盖顶部较为平缓的盖
碗，可以提高器型的贴合度。注入

沸水温器后，茶盖绕杯口旋转一
圈，悬停时使其与杯沿所成夹角保
持在 30度左右，贴合部分的长度
需小于杯身直径，离手前轻微转动
盖钮，能够进一步提高成功率。

“我认为这和水的张力及空气压强
有关。”刘佳说。经过同事们轮番
检验，她的心得获得一致认可。

当晚，刘佳将盖碗悬停的照片
分享到微信茶友群中，群里很快沸
腾起来，茶友们纷纷讨论起盖碗悬
停技巧。“我卖了个关子，没有直
接告诉大家具体方法，不少人调
侃，这是‘换盖碗’挑战。浮生是
最令我惊讶的茶友，第二天早上他
就将成功挑战的视频发了出来，其

‘功力’可见一斑。”刘佳介绍，社交
媒体为茶友们提供了“华山论剑”的
平台。大家会讨论茶行业的最新资
讯，分享自己与茶的趣事，有时也

“炫”一套花式茶艺。盖碗悬停这类
挑战是茶友间交流学习的新形式。

3月下旬以来，盖碗悬停挑战
在小红书、快手等平台不断升温，
截至4月 6日下午 5点，抖音相关
视频播放量超 476万。挑战者中，
也不乏五六岁的小茶人，不少网友
点赞留言，“现在的小孩可真了不
起 ”“ 这 招 太 帅 了 ， 我 也 要
学”……

在刘佳看来，盖碗悬停“出
圈”无形中推动了茶文化传播。自
媒体带来的流量让更多人看到茶，
酷炫的玩法不仅吸引着茶客加入，
也打破了普通人对茶“一本正经”
的刻板印象。“这也为从业者带来
启发，未来可以借助更多新鲜有趣
的挑战来弘扬茶文化。”刘佳说。

盖碗悬停，你挑战成功了吗？
本报实习生 李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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