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经 11编辑/徐金玉 校对/马磊 排版/王晨

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rmzxblhb@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46836

记得我有一年到墨尔本考察
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在下榻的
宾 馆 中 ，经 常 喝 一 种 标 记 为
Quality Black Tea的茶，实
际上就是地道的红茶，而且是“高
品质红茶”。这种标记为哈里斯公
司（1883年创建）的袋泡茶，很受
欢迎。深蓝色的外包装上，标明

“本品由进口的优质茶叶制备，在
澳大利亚加工而成。”但从哪个国
家进口的，是中国，是印度，还是
锡兰？没有说明。

2010 年冬天，我在北京出
差，抽空到在新华社工作的女儿
家，刚刚2周岁的外孙女小朵很
聪明，只要我拿起杯子，她就会一
颠一颠儿地跑过来，给我泡茶。

我告诉她这是红茶，她看着
保温杯中的茶说：“是黑茶！”外孙
女的话使我骤然想起了红茶翻译
的事。红茶的英文不是“Red
Tea”，而是“Black Tea”，很多
不了解的人，都直译为黑茶了。

为什么叫黑茶？就是像小朵
这样的直觉——她看到的茶叶，
的确是棕黑色的。大概第一个把
红茶引入欧洲的人，也是凭这种
直觉而定义为“黑茶”的了。

我们叫红茶，看到的是茶的
液体，欧洲人叫黑茶，看到的是发
酵之后的原叶。这也算是文化差

异吧。不过，我国古代也确实把发
酵的茶叶叫过“乌茶”，乌者，黑
也。所以，红茶在国外被称作

“Black Tea”也能理解。
红茶和医药保健的关系，也

一直很受关注。一项调查显示，在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中，不少发
生过牙齿过敏。怎样预防？可以饮
红茶水。将红茶50克放入1000
毫升水中，煎沸10分钟，放温后
取汁含漱，一日3次即可。美国波
士顿福塞斯（FORSYTH）牙科中
心经过观察发现，对于由于糖果
和细菌引起的蛀牙患者，让他们
每天饮用1杯开水冲泡的普通立
顿牌红茶（冲泡的时间为 3 分
钟），竟有95%患者的蛀牙得到
了控制或痊愈！

我的朋友梁月荣曾在英国留
学，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红茶。他
还告诉我沏红茶一定要用温度高
的沸水，才能色香味泡出来；而绿
茶则一定要用温度较低的开水冲
泡，否则就会苦涩难喝。

“来一杯红茶！”——这是英
国人流行的口语之一，目前在世
界各地几乎人人皆知。为了纾解
焦虑，享受生活，让我们每天都喝
上一杯高品质的红茶吧！

（作者系宁波市政协原副主
席、宁波市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红茶情思（二）
常敏毅

我本科学历史，硕士专业为史
学理论，硕士毕业后至今30多年，
一直从事茶文化研究。而这一经历
则与一份机缘有关，与一本引导我
入门的书相关。

1990年12月，临近硕士毕业，
我来到杭州找工作。那一两年就业
压力不小，用当下的词语来说，有点
卷得厉害。

朋友的朋友中有一位是王旭
烽，当时她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筹建
处工作。筹建处主任张子华满怀理
想和干劲，想要办类似国际茶叶拍
卖市场的茶叶市场，建茶文化研究
中心，办茶文化刊物，时值开馆前夕
的用人之际，便让我先去“实习”。
当时主要做展览文字和图书资料
的整理工作，协助馆介折页的外文
翻译工作，参与首批招聘员工的面
试工作。这使得我成了茶博馆的编
外“元老”，在茶博馆成立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之际，都应邀参加了馆庆
的活动。

然而对我学术人生影响最大
的，却是在整理校对展览文字、收
集编录入馆图书资料的同时，我读
到了人生的第一本茶书——庄晚
芳先生所著《中国茶史散论》。这本
书出版于1988年，虽然这之前，陈
椽先生的《茶业通史》、吴觉农先生
的《茶经述评》等著作皆已出版，但
因为专业悬隔，并不了解，当时也
未曾读过。

《中国茶史散论》是一部简要的
茶叶与文化通史，内容包括茶名释
义、茶的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原产地
问题、茶的生产发展史、陆羽及其
《茶经》、茶叶采制技术史、茶具史及
其演变、略谈茶法、中国茶叶文化的
传播和历代名茶等，对于我这样的
习史者来说，这就是一部全新领域
的专门史，瞬间为我打开了一扇崭
新的学术大门。在庄先生全面而精
要的论述中，中国茶叶历史、茶文化
史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与中国社
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的

特质，立刻吸引了我。自那时起，我
即开始了茶文化文献的阅读与研
究。随后我读到了陈祖椝先生、朱自
振先生所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
辑》，台湾的几部茶著作，以及翻译
的日本学者的茶书，然后是《茶业通
史》《茶经述评》等。

1994年，我考入杭州大学历史
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阮浩
耕先生约我和于良子先生一起编集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经与导师梁
太济先生商量，将原定的博士论文
题目改为“茶与宋代社会”。毕业后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博
士后，出站后留所工作，始终将茶文
化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三十多年
坚持学习和研究，在茶文化研究领
域取得了一点成果。而这一切，都开
始于我的茶文化入门书——《中国
茶史散论》。

庄晚芳先生是我国现代茶学学
科体系的开创者和杰出的茶学教育
家，提出将“茶叶专业”“茶业专业”

更名为“茶学专业”，专业教育体系向
理、工、农、商、文、史、医拓展，为茶学
学科奠定了扎实基础。他一生编写出
版专著30多部，包括《茶作学》《茶树
生理》《茶树生物学》《中国名茶》等。庄
晚芳先生还是现代茶文化研究和中国
茶德倡导者，探索中华茶道，将之定义
为“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
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倡
导“廉美和敬”的“中国茶德”，即“廉俭
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精神。

去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增
加“中国茶文化专题卷”，在茶文献的
词条条目中，经与主编商量，限于列目
原则和词条数量，现当代学者的论著
只列入了四部，并未能列入庄晚芳先
生《中国茶史散论》。因世界读书日感
念，撰小文以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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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茶文化入门书
沈冬梅

在普洱茶界，提起邓时海，几乎无人不
知，他是普洱茶复兴的亲历者，更是重要的
推动者、传播者。1995年，邓时海在中国台湾
出版的《普洱茶》一书，为人们认知普洱茶打
开了一扇窗户。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把普洱
茶从一种日常饮品提升到了可玩可赏的艺
术层面，更是把“越陈越香”这个概念演变成
了茶界公认的普洱茶的“核心价值”。

邓时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今
年N岁，我喝了N＋1年的普洱茶。”多出的那
一年，是在娘胎里喝的。虽然有点夸张，但是
也反映出了他生长的地方——马来西亚的华
侨日不离茶的生活状态。邓时海说，他们那里
的人不爱喝白开水，早上起来，家里会煮一大
壶水，再丢一把茶，全家人不管老人小孩，一
天就喝这一大壶茶，几乎把茶当水喝。而一般
他们喝的就是普洱茶、六堡茶、寿眉之类。

1963年，邓时海考上台湾师范大学，毕
业后留校当了体育老师，就一直定居台湾
了。普洱茶是他儿时的故乡情结，成年后，他
开始尝试去发掘普洱茶的特色，他觉得这么
好的茶，应该在各种茶类中有自己的一席之
地。所以，一到假期，他就跑去香港，去一些
老茶庄里买茶，和香港的茶人交流，了解关
于普洱茶的所有信息。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的茶文化开
始兴起，以范增平、蔡荣章等人为代表的台
湾茶人，引领了“茶艺”热潮。但台湾人主要
还是喝本地产的乌龙茶、东方美人、红茶等。
伴随着台湾茶艺兴起的，还有宜兴的紫砂
壶。当时对茶感兴趣的台湾人，几乎都会大
量收藏紫砂壶。至于普洱茶，那时还没有进
入他们的视野。

为普洱茶写一本书，把普洱茶提升到艺
术的高度，这个念想在邓时海心中生根、发芽，并经历了很长一
段时间的酝酿期。为了搜集资料，邓时海频繁地跑去香港，甚至
在1989年他就跑到了云南，去了易武，上了茶山。

1995年，《普洱茶》一书终于完稿了，可是邓时海问遍了台
湾的书局，却没有人愿意帮他出版，因为书局的人觉得普洱茶本
来就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书出来更是没有人会买。直到邓时海
找到一个做《茶与壶》杂志的朋友，才勉强愿意帮他出版，印刷的
量也不多。书上的茶除了贡茶部分，很多都是邓时海自己收藏的
普洱茶，还有些是香港茶人提供的资料。他说，当时这些茶都不
贵，比如20世纪50年代云南下关的铁饼，他后来送给下关茶厂
老厂长冯炎培的那片，当时才一两百块钱。笔者问他：“您当时有
没有预想到之后普洱茶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邓时海笑着说：

“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早知道现在老茶那么贵，当时就不会那
么轻易地把它们全部喝掉了。”

《普洱茶》一书刚出来两年，市场反响平平。邓时海说，真正
开始有了转机是在1997年。很多收藏紫砂壶的收藏家开始转而
收藏普洱茶，《普洱茶》一书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认知普洱茶的窗。
2003年以后，普洱茶从珠三角开始复兴，并迅速蔓延到了全国。
2003年，邓时海第一次到广州作茶文化讲座的时候，发现《普洱
茶》已经有盗版书了。2004年《普洱茶》简体字版正式由云南科
技出版社出版。“越陈越香”的概念也在大陆的普洱茶圈子里不
断扩散，并逐渐被大家接受，最后演变成今天的行业共识。

当笔者问邓时海，是在什么契机下把“越陈越香”这四个字和
普洱茶联系在一起时，他笑着说：“很少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呢！”他
说，台湾有一种金门高粱酒，刚做出来的时候，很烈，非常刺激，但
是放上十几二十年以后，就会非常香醇，刺激性降低，新酒和老酒
有很大差别。“越陈越香”的概念，最早是来自古人对酒的形容，在
喝酒的过程中，他想起了普洱茶也像高粱酒一样，新茶很苦涩、刺
激，老茶却非常醇厚，于是他把这个概念大胆引入普洱茶中。

其实，“越陈越香”的概念早年在茶界也是颇受争议的，因为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普洱茶在存放过程中，芳香物质是锐减的，
不可能越陈越“香”，但是后来，大家慢慢接受了广义上的“香”，
它指代的是普洱茶在后期陈化过程中品质提升的综合表现，比
如茶汤由黄转红，茶性由寒转暖，滋味由苦转甘，口感由涩转醇
等。普洱茶是时间雕琢的艺术品，“越陈越香”是普洱茶区别于其
他茶类的关键，是普洱茶不仅能在六大茶类中占据一席之地，更
是全国茶类第一品牌的魅力所在。所以，发展至今，普洱茶的“越
陈越香”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行业共识。

（作者系《普洱》杂志原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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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书单，聚焦中华茶文化。
茶文化意为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

的文化特征，包括茶道、茶德、茶精神、
茶联、茶书、茶具、茶谱、茶诗、茶画、茶
学、茶故事、茶艺等。关于茶文化的书，
历年都有新书层出。这里主要考察近五
年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图书（总数不
下千种）。

浙江文艺出版社今年新出版的王旭
烽新作《望江南》，讲述以“茶”为生计的
杭氏家族浮沉。一碗茶汤，照见半壁江
南。该书已成为今年的现象级文艺好书，
与她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茶人三部曲》堪
称双璧。此外，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出版的《茶文化通论》，也是出自王旭烽
之手。王笛的《那间街角的茶铺》《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也是一版
再版。

纵观之下，近几年，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在此一细分领域的突出表现，着实
是悄然而起。年度茶媒及中国茶行业十
大茶书的评选，该社每年都有若干种新
书占有几席。中国农业出版社的表现，也

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每年都要出不少新书，
如果算上茶学和教材，那更是数量惊人。古
籍出版社中，中州古籍出版社更是布局很
深：行知茶文化丛书，独树一帜，且有新书
相继；2021年，又推出茶书系列，包括书法
里的茶、古诗里的茶、古画里的茶；之前的
《中国茶书全集校证》，更是大制作。中华书
局，作为成立110周年的老牌出版社，无论
是译注还是新作，也都有很亮眼的表现。

名茶大省，如浙江、安徽、福建、云南、
广东等，各地出版社都有特异表现，如福建
人民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等，都有
好书面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茶
文化图书，仍然叫好又叫座，影响了一大批
出版社的跟进和创新。

本期择选书单前10名，以飨读者：《望
江南》《陆羽十讲：茶圣陆羽、〈茶经〉及茶
道》《中国茶山行记》《普洱茶文化与“世界
茶源”》《故宫贡茶图典（精）／故宫经典》
《茶叶战争：茶运与国运》《茶叶与帝国：口
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国家珍宝系列丛
书：说壶》《大观茶论 寻茶问道》《茶的味
道——唐代茶诗新解》。（百道）

春和景明试新茶：

中华茶文化主题书单

在 4 月 23 日第 27 个“世界读书
日”，东莞市乐人谷茶文化博物馆、东
莞市振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了“茗
读会春季读书会”，畅谈“值得阅读与
收藏的10本好茶书”。

“茗读会春季读书会”主题的确
定，缘起于优秀茶书的推介。当时，由

“首届悦读茶书论坛”组织委员会主
持，经出版社、藏书家和读者推荐，专
家委员会评选，推荐了“2021年值得
阅读与收藏的10本茶书”，分别是《中
华茶道图志》《陆羽年谱》《英茶行日
记》《中国茶产业发展40年 （1978一
2018）》《调饮茶理论与实践》《美器
重光》《茶源地理 勐海》《中国香文
化简史》《茶艺师》（初级）《茶叶市场
营销基础》等，还有特别推荐的《中国
茶历》。这是从“权威性、创新性、科
学性、前瞻性、收藏性”的原则出发，
依学术研究、文化普及、教学用书等进
行分类并郑重向读者推荐的。

东莞市乐人谷茶文化博物馆获悉评
选信息后，立即购买了这10本茶书，

并且举行了“值得悦读与收藏的10本好
茶书”展陈。同时，他们还即时发布10
本茶书的推介意见，让更多的人员参加阅
读。正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值此“世
界阅读日”之际，“茗读会春季读书会”
得以围绕10茶书进行分享交流。

在现场，茶文化专家、“悦读茶书会”倡
导者与推动者余悦以《爱茶人的阅读视野
与茶艺教材选择》为题，做了线上分享。在
他看来，爱茶人首先应该有广阔、睿智的阅
读视野，其次，要掌握好的阅读方法，阅读
方法是抵达知识彼岸的桥梁，再者要选好
书。例如，国家《茶艺师》教材应选新版本，
对于国家茶艺教材与其他教材，要有一定
的辨析。对于广大茶艺师的未来方向，新版
国家《茶艺师》教材的价值、新意与特点，他
也简明扼要地进行了讲解。

余悦说：“‘值得阅读与收藏的10本好
茶书’的推介，并非仅仅是一次活动，而是
真正让这些书读起来，学起来，有长久的滋
养！我们希望这样的专题读书会应该更多
地开展起来，让好茶书发挥应有的效用！”

（杏子）

“茗读会春季读书会”在东莞举办
阳春三月采茶忙。现在的杭

州，茶味正浓。
西湖景区，间株杨柳间株桃，

绿叶嫩得可人，红花闹得晃眼，游
人徜徉其间，春风沉醉，如在画
里。走得累了，湖边小坐，点一杯
新出锅的西湖龙井茶，能品出这
江南春天的鲜味来。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
现在的杭州，亚运味也浓。

行走在景区，不时会有杭州
亚运会的会徽闪现，吉祥物“江南
忆”三兄弟组合，以各种动感的造
型在提醒着人们，杭州正在筹办
亚运盛会。

品味西湖的春天，少不了最
具代表性的龙井茶。举办亚运会
的“茶都”杭州，也不能缺少西湖
龙井茶的元素。

在西湖景区，不仅有龙井茶，
还有一条被人们誉为最有“茶味”
的一条路，那就是龙井路。

龙井路曲曲折折，隐显于高
大的乔木与低矮的灌木茶蓬之
间。深秋时节，这条路是杭州人赏
枫香红叶的打卡地。现在的主色
调，当然是属于龙井茶园的绿。

如果你在这个时节去龙井路
品茶，会有一份小惊喜在等着你。
最近，龙井路沿线的8个公交站
台全新升级，每个站台都展示了
一幅有关宋代茶文化的书画，为
每一位走进龙井路的游客娓娓讲
述宋韵茶香。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杭
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联合杭州公交

集团在景区范围内打造的“迎亚
运·赏宋画·品香茗”活动，通过这
一载体，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
传播方式，让流动的文化驶于路
上，让景区真正成为人民共享的
文化空间，也让游客在品味茶韵
的同时，知晓亚运、期待亚运。传
统与现代，结合成杭州的独特韵
味与别样精彩。

古色古香的公交站台，在绿
树参差的路边协调而雅致。游人
逛完中国茶叶博物馆，沉浸式体
验过龙井茶园的采摘，走到路边
的公交车站也能感受浓浓的茶文
化。有游客身穿汉服来茶园拍照，
看到这样有宋韵茶味的公交站
台，基本上都会留个影。

这次全新上线的龙井路8个
公交站台，共选用了八幅宋代书
画。这些书画都是经过反复甄选
出来的，既符合龙井路的茶文化
气质，又可以全方位地展现宋韵
茶香，宋人诗画风采。

这八幅宋画，有展现宋代从
磨茶到烹点具体过程的《撵茶
图》，有展现点茶、挂画、插花、焚
香——宋人四雅的《风檐展卷》，
还有苏东坡谈啜茶、说起居的《啜
茶帖》。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
回望宋代饮茶的黄金时代，感受
宋人风雅的生活与文化。

这条诗意茶路，讲述属于西
湖的宋韵文化故事，也呈现着
杭州举全市之力，办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亚运盛会的
精细匠心。

茶韵迎亚运
张治毅

近日，湖北省政协主席孙伟
来到“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
古镇，调研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
当天，在赤壁青砖茶研究院，正在
举行一场“赤壁青砖茶销售落地”
协商会。孙伟详细了解政协围绕
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搭建“专
家+委员”协商平台的工作情况。

这一协商平台的搭建得益于
赤壁市政协经济人口环境资源委
员会主任、赤壁青砖茶研究院执
行院长冯晓光。市政协将“协商在
一线”与赤壁市特色产业发展精
准对接，融合青砖茶文化名家工
作室，成立“政协经济界委员之
家”和“冯晓光委员工作室”，组织

“专家+委员+利益相关方”共商
赤壁青砖茶行业标准、科技创新、
产业品质提升大计，成为赤壁市
茶产业发展的智库。

“冯晓光委员工作室”自成
立以来，开展了“茶文化+茶科
创+茶生产”专家协商，针对赤
壁青砖茶发酵储存周期长问题，
通过与专家协商，赤壁青砖茶研
究院与华中农业大学黄友谊教授
团队启动了“创新研发青砖茶新
型发酵和醇化技术”，通过人工
控温控湿发酵与醇化，大幅缩短
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仅需

20-30天，即可生产出香气甜
陈、汤色橙红明亮、滋味醇厚、
品质优异的青砖茶。

同时，冯晓光组织委员赴安
徽六安、祁门，福建福鼎、政
和，河南社旗等茶区或万里茶道
节点城市，开展“万里茶道申
遗”“茶区合作协同”等方面的
跨区域茶界专家协商，便于市
委、市政府真实了解青砖茶在内
蒙古的总体趋势，掌握了内蒙古
消费群体对茶叶的需求变化，对
在内蒙古拓宽青砖茶市场出台了
具体措施。

不定期开展“赤壁青砖茶发
展”微协商是“冯晓光委员工作
室”的常态。曾几何时，赤壁青砖
茶又坚硬又厚实的大板砖造型，
一定程度上给顾客饮用带来不
便，通过“赤壁青砖茶便携化产品
开发创新”的协商，引导茶企业开
发出百余款轻量化的青砖茶产
品，包括袋泡茶、速溶茶等。通过
开展“赤壁青砖茶销售落地对策”
协商，市政府决定推进赤壁青砖
茶“七进”活动。

赤壁市政协主席宋慧宇表示：
“通过借助政协‘协商在一线’平
台，有专家+委员的赋能，赤壁青砖
茶产业焕发新一轮发展动力。”

青砖茶产业发展遇瓶颈？
“专家+委员”来协商

本报记者 毛丽萍 通讯员 邓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