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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解惑茶

一杯友谊“福茶”

福建福州，茉莉花茶的故乡。清晨
薄雾，青翠的茶园里，小小少年正和长
辈们一起采茶青。采完茶，少年再欢快
地骑着车前去上学。这便是傅天龙对
幼时生活的记忆。出生在茉莉花茶世
家，他从小与茶为伴，拥有一手祖传的
茶制作技艺。

“沏一杯茉莉香片，外加几朵杭
菊。”在每日晨起，傅天龙习惯了这一
杯“早茶”，望着泛着淡淡香槟金色的
茶汤，再入口，花香透入茶骨，馥郁香
气从喉底向口腔扩展，仿佛醉卧在茉
莉花海。“正因如此，我想把这‘美好滋
味’带给更多人。”

30年来，作为福州茉莉花茶传统
工艺传承大师、春伦集团董事长，带着
这份“初心”，傅天龙始终致力于福州
茉莉花茶产业的复兴和民族品牌的打
造，依靠创新驱动，创造中国茶生活新
方式，让茶文化走向世界。

又是一年初夏时，在法国的米其
林三星餐厅、阿玛尼咖啡店……“来一
杯茉莉花茶”的法语点单陆陆续续，来
自福州春伦的茉莉花茶已深深融入了
法国人的日常生活。

“除了法国外，春伦的茉莉花茶还
走入俄罗斯、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并在
美国设立展示中心，让历史悠久的‘福
茶’更大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傅天
龙说。

今年年初，福建省侨联联合全省
知名茶企，对接联系海外侨社团、海外
侨胞、侨商，开展“福茶海外四进”活
动，推动“福茶”进一步融进海外家庭、
进餐厅、进会馆、进社（街）区，并分批
次在这些场所设立“福茶驿站”或茶空
间，以“福茶”为纽带，向世界开展茶文
化交流的公益性平台。

而作为“福茶海外四进”活动的首
批参与者，傅天龙表示，随着“福茶驿

站”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对
茉莉花茶赞不绝口，念念不忘。当前，
福建是海外侨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
侨的资源优势明显。资料显示，旅居世
界各地的闽籍华侨华人近1600万人，
分布在188个国家和地区，而闽籍海
外社团达2000多个。这些侨胞和社团
为“福茶”走进“国际人家”提供了有利
条件。

傅天龙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建设
以茉莉花茶为主题的世界茶文化交流
港，不但将用于中西茶文化的交流展
示，还将成为福州茉莉花茶走向全世
界的新平台。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海外侨胞们
化身“福茶”代言人，让“福茶”加快融
进海外家庭、餐厅、会馆、社（街）区
……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亚裔文化月
里，旅居多伦多十余年的加拿大福建
华联总会主席郑棋飞一直致力于推介
福州茉莉花茶，让茉莉花茶在当地广
受欢迎。

在塞浦路斯华人之家协会，会长
华凌组织的“中式”下午茶，成为和塞
浦路斯各界人士进行文化交流、培养
感情的重要平台。

在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中亚
福建总商会会长林金电义务教习茶文
化11年，当地人民从泡茶要放糖，到
如今已逐渐能够品出铁观音、大红袍、
白茶的味道了。

一片茶叶，架起友谊桥梁，让各国
人民可以因茶相交，和而不同。“福茶”
一泡，茶汤入杯，茶香四溢，这是专属
于福建人的“一杯情深”。

一杯世界“福茶”

“你们品一下，安溪铁观音冲泡
后，会有红茶的甘醇、绿茶的清香，滋
味纯浓，香气馥郁持久，独具‘观音
韵’，所以有‘七泡有余香’的美誉。”端

起一杯泡好的“福茶”，洪承琛笑意满
满，“口感不错吧？”

其实，这一连串的“福茶经”，洪承
琛已记不清自己“唱”了多少遍。作为
新西兰茶文化中心主席，他爱家乡，也
爱家乡的茶。自2003年旅居新西兰，
他便一心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不但
牵头促成了福建多地与新西兰缔结友
好关系，而且积极为其间举办的各种
文化、旅游、经贸和民间往来活动牵线
搭桥。

前不久，在由福建省侨联主办的
以“福润五洲、茶和天下”为主题的全
球“福茶驿站”启动暨授牌仪式上，洪
承琛作为海外“福茶驿站”特约合作单
位的代表发言。“闽茶是有福之茶，具
有独特的‘福文化’，希望能与更多茶
企合作，以文化交流和市场营销相结
合的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海外民众喝
到福建茶，更好地品鉴和了解中国‘福
茶’文化。”

如洪承琛一样振奋的，还有福建
省供销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忠飞。

不久前，首家供销福茶社在福州上下
杭盛大揭幕，带着国潮风、怀旧风、多
元风的店态，以供销情怀巧妙融合到
上下杭里老福州的历史文脉中，表达
着富有时代特色的“福”文化。

“我们将积极融入‘福茶驿站’中，
努力为世界推送好茶、健康茶，与海外
茶界朋友进行交流合作，把‘福茶’名
片推向全球。”黄忠飞说。

一杯文化“福茶”

“‘福茶驿站’的启动只是一个探
索，省侨联要以‘侨’为‘桥’，以茶为
媒，携手海内外合作单位，向海外讲好
福建茶文化、福建茶故事，为福建拓展
海外茶市场多做努力。”全国政协委
员、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说。

未来，如何推进“福茶”文化建设，
向世界讲好“福茶”故事？陈式海认为，
时下，站在全球贸易的角度和茶文化
海外传播情况来看，仍存在内部产能
过剩、出口茶价格低廉、贸易量占比不
高、缺乏全球知名品牌等难点问题。

对此，陈式海建议，倡导茶企重生
态、重环保、重实惠和重信誉，严格质
量管控，提升茶叶质量和产业竞争力，
同时大力加强茶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的宣传力度，在海外举办茶叶品鉴、
茶器展示、茶道表演等茶文化交流活
动，与美食、文艺演出等交流活动一起

“拼船出海”，将茶文化传播辐射到五
大洲，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茶。

同时，陈式海提出，要大力提倡国
民消费，宣传引导健康、时尚的茶饮风
尚，培育中国茶的品质品牌形象，满足
国际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并广设“中国
茶庄”“茶生活馆”“茶空间”或“福茶驿
站”，大力拓展国外市场，让饮茶习惯
进一步融入海外家庭、餐厅、会馆和社
区，让更多的海外民众喝到中国茶，形
成时尚健康的“中国茶饮”生活方式。

“福茶”出海
本报记者 王惠兵

业视点茶 莲花茶襟，南洋思乡。在福建，有山的地方就有茶；而在世界，有水与路的地方，就能闻到“福茶”香。
今年来，福建省侨联联合供销福茶、中茶福建、春伦等17家茶企，在日本、美国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个海（境）外

侨社设立了首批“福茶驿站”，讲述了一群海外侨胞、茶企代表助推中国茶走向世界的生动故事。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近日，
在主题为“云享越茶、共富茗城”的
2022绍兴“云上茶博”开幕式现
场，绍兴市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越茗”及品牌LOGO正式发布。
主办方介绍，该公用品牌以

“越茗”为名，取意“越江南、茗世
界”，未来将打造绍兴茶的统一形
象，推动绍兴茶产业品牌化发展，
向世界展示千年越茶的厚重历史
和优良风貌。

会上，绍兴市农业农村局与越
城区、新昌县、嵊州市、诸暨市、柯
桥区、上虞区等6区、县（市）农业
农村局签署品牌共建责任书，首批

使用“越茗”区域公用品牌的本地
10家茶企也获得品牌授权。现场
还设置了“越茗”品牌展区、越茗·
茶空间、越茗·云上直播间，邀请流
量主播全方位展示越茗品牌及产
品，让线上观众一同云参与制茶品
茗，深度体验绍兴茶韵，体味绍兴
茶人匠心。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当日，首
个“越茶香”茶叶气象指数保险数
字化平台也正式上线。该平台打通
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保险公司数
据通道，每日监测气象数据，提供
投保、报案、理赔、公示全链条查
询，全面提升农户保险体验。

绍兴市茶叶区域公共品牌“越茗”正式发布

随全国政协“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党外委员视察团来到广
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这天，记者
留意到，入住酒店房间的赠饮茶
不是常规的袋泡茶，而是写着“六
垌贡茶”的当地特产。

打开包装，茶叶呈条形，色泽
乌黑匀称，从外形看应该是红茶。
烧水冲泡后，可见茶汤呈金黄色，
十分透亮，闻起来有淡淡的蜜香；
入喉滋味醇厚、回甘生津。“是款
好茶。”

而在接下来的视察活动中，
记者很快与六垌茶“重逢”。

当天下午，视察团来到红军
突破湘江旧址，在湘江战役界首
渡口西岸的古街上，就发现了六
垌茶的踪影。在当地工作人员的
介绍中，记者慢慢了解到，这是一
款有着千百年历史的茶，而且在
当地，曾经发生过红军与百姓以
茶为媒、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六垌，是泛指六垌河周边的
区域。在华南最高峰——猫儿山
脚下的兴安县境内，有三片以江
河命名的区域，分别是六垌、川江
和溶江，这三江的山上常年处于
云雾之中，茶叶非常的润嫩。六垌
茶，便因其产地而得名。

历史上，与兴安县相关的茶
叶，从宋代起就有文献记载了，最为
有名的就是六峒茶。《兴安县志》载：

“六峒茶产于华江乡。其中黄腊岭所
产茶叶相传在清代曾作贡茶。”

在广西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千
祥村旧庙前殿（即千家寺红军标
语楼），曾有《永禁官差勒索茶笋
竹木等项碑》一块，碑文记载了与
六垌“贡茶”相关的具体内容：“具
呈：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民……为
沥陈与清，乞恩查禁事。川融六垌
千余户人家……嗣于四月十一
日，奉社水司林，票取贡茶一千七
百斤。垌头目十人，每名下派买细
茶一百七十斤……”落款时间为

“大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
二月十二日”。由碑文可见，至少
在清乾隆年间，兴安县的六垌茶
即作为贡物，而且，年贡数量达到
1700斤，说明了六垌茶的品质上
佳，产量也丰足。

当然，更令当地人民自豪的
是，六垌茶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期间也发挥过作用。

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
故事——

在华江瑶族乡同仁村有个大
埌自然村，1934年12月，艰难渡
过湘江的红军中央纵队，把中央
机关安排在这里。之前由于听信
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大埌村的
村民都以为红军是“匪徒强盗”，
纷纷躲到他处，只有一个叫秦德
荣的人胆子大，留下来想看个究
竟。12月 3日下午，三位红军首
长住进了秦德荣家。

晚饭时，三人热情邀请秦德
荣一起吃红军勤务兵端来的饭
菜。秦德荣开始还有些疑虑，但看
他们真诚和蔼，便坐了下来一同
进餐。一边吃饭，红军首长一边向
秦德荣询问村里百姓的生活情
况，还向他介绍红军是为穷人打
天下的。一番交谈下来，秦德荣深
受感染。

晚饭后，秦德荣发现三位中
有一位浑身哆嗦，以为是风寒所
致，便提出帮他们烧一锅热水泡
泡脚，好睡个舒服觉。可即便泡了
脚，依然不见好转。秦德荣这才发
觉他可能得了疟疾。秦德荣想到，
之前有得这个病的外来人，被本
村人用土方治好过，就是用六垌
野生茶加生姜煮汤，喝了就可以
预防和治疗“打摆子”。

说罢，秦德荣去给煮了六垌
茶加生姜的汤，拿来给三位喝。那
位得了疟疾的红军喝下果然有
效，症状缓解大半。秦德荣要把剩
下的茶和几斤姜拿出送给红军，
红军首长坚持付费，秦德荣却说，
山里到处都是野生六垌茶，姜是
自己家种的，说什么也不肯要钱。
其中一位首长便让部队多向老百
姓买一些六垌茶和生姜。

此后，这里就流传下了村民
用六垌茶为红军治疗疟疾的故
事。这个以“叶子久煮不烂，茶水
一周不馊”而闻名的六垌茶，也作
为“红军茶”被广泛宣传。

2017年，在桂林市举办的首
届茶文化节上，六垌茶一举夺得
金奖。2019年，在广西首届农民
丰收节上，六垌茶更是荣获了“广
西十大名茶”的称号。

红军茶，就这样从历史中走
来，越来越被认可，越来越发扬光
大。

一杯香茶赠红军
本报记者 李冰洁

““福茶福茶””文化宣传现场文化宣传现场，，人们围桌品鉴福州茉莉花茶人们围桌品鉴福州茉莉花茶。。

“新熟茶不能喝，老熟茶不能存”，我
在无数场合都听过，相信你也并不陌生。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但它确实正在或已经影响着许多人对普
洱熟茶的认知。这句话有道理吗？如果你
没时间往下看，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本
文的中心思想：这类过于绝对的论断，往
往都是不能信的，至少不能全信。

关于普洱新熟茶不能喝的论点，大
多与熟茶的堆味有关。堆味是一种客观
事实，也是一种主观偏见。

我们先说客观事实：普洱熟茶在渥
堆发酵过程中，会把茶叶堆成一个堆子，
堆子里的茶叶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一些
令人不太愉快的发酵气味——俗称“堆
味”。大多数堆味会伴随着发酵的完成逐
渐消失，也有一些堆味会在茶叶后熟的
过程中散去，但由于发酵管理不当，也可
能会导致熟茶堆味过重或久久不能散
去。令人不愉悦的堆味包括土腥味、酸馊
味等。

主观方面，心理学家发现，人害怕改
变，也害怕新事物。中国是绿茶的国度，
在这个国度，熟茶是新事物，喝熟茶意味

着改变。我们对熟茶堆味的态度，不可避
免受到绿茶思维的影响（笼统地讲，绿茶
思维就是茶贵嫩、贵新、贵鲜）。

在客观事实和主观偏见的双重压力
下，堆味让人们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联想，
如何摆脱堆味就成了熟茶打怪升级的重
中之重。现代熟茶发酵工艺发展了40多
年，解决堆味主要靠两个方法：一是靠存
放；二是靠提升发酵工艺。据我们观察，
当下的市场，商家在销售熟茶时主要采
取了两种不同策略：其一是告诉消费者
这款熟茶刚出堆就没堆味，这属于发酵
技术流派；其二会说这款熟茶是陈料新
压，这是仓储流派。如果你犹豫该选哪一
款，可以先喝了再决定。

此处还要划一个重点：并非是新熟
茶不能喝，而是相对于贵在新鲜的绿茶
而言，新熟茶放一放品质会有提升，适口
性也更佳。

说到“放一放”，我们开始进入第
二个核心问题——“老熟茶不能存”。
这种简单的结论符合传播的需求，所以
流传较广，但还是像我在文章开头提醒
大家的，要警惕这种简单的结论。多老

的熟茶算老？什么叫不能存，是存了会
坏吗？先不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喝口茶
清醒清醒。

我们拿出了年份分别为1年、10年
和14年的熟茶进行对比品饮，这3款茶
的对比品饮，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
理解今天的问题。我们没有采用专业的
开汤审评，而是日常的盖碗冲泡，这种方
法，你在家也可以试一试。

3款茶品都是取8克茶样，用盖碗冲
泡。品鉴感受如下：

2006年的7576（编者注：“7576”指
福海茶厂1975年研制的配方，并以7级
茶青为原料制成的茶饼）的热香为陈香，
闻起来很甜，香气为木质香。第3、4泡达
到滋味巅峰，入口特别稠滑，有米汤感。

2010 年香气比 2006 年的更加浓
郁，有药香。口感甜，丝滑度很好，但是浓
稠度没有2006年好，茶汤润度高。

2020年的没有堆味，香气是陈香+
焦糖香的混合，汤质浓厚，但没有老茶的
滑，入口甜，有苦底。

那么问题来了，哪一年的最好喝？
口味这东西很多时候都很主观，今天这

三款茶，参与品鉴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2020年的饱满浓厚，喜欢；
2010年的香气浓郁，口感丝滑，也喜
欢；也有人觉得2006年陈香纯正，汤
质黏稠，很高级。

透过文字看我们喝了这3个年份的
茶，你还会说老熟茶不能存吗？

普洱茶的仓储陈化是一个很复杂的
问题，同样的茶，受到仓储环境温湿度和
微生物的影响，都会在陈化过程中产生
不同的变化。“老熟茶不能存”或“熟茶存
得越久越好喝”的说法都不能全信，要根
据具体的茶和具体的仓储环境而论。以
今天这3个年份的茶为例，它们在香气、
汤色和口感上各有特点，就细微的滋味
感觉而言，主观感受是有偏差的。等待茶
质的变化固然有趣，但这终究不是目的，
很多时候，我们品的是过程。

1年、5年、10年、20年、30年甚至
更长，熟茶在不同的年份都会有不同的
滋味表现，最关键的是你要知道哪一种
滋味是你最喜欢的，而不是因为听别人
说好，你才喜欢。

（周重林 杨静茜）

新熟茶能不能喝？老熟茶能不能存？

6月8日，在景宁县郑坑乡一茶叶企业，工人在加工白茶。
时下，位于浙南山区的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进入夏茶采摘

加工忙碌时节。景宁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惠明茶的产地。近年
来，该县在原有绿茶加工的基础上，开发加工红茶、白茶等茶叶
产品，丰富产品类型，带动茶农增收致富。 新华社发

夏日茶乡制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