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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情速递茶

业视点茶
海拾贝茗

乡采风茶

号称“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的白
茶，作为我国六大茶类之一，因成品茶多为芽
头，且满披白毫，如银似雪而得名。近年来，
白茶以其黄绿清澈的汤色和回甘清淡的滋味，
深受广大爱茶者的欢迎。熟悉白茶的人对白毫
银针、白牡丹、贡眉、寿眉这四类白茶产品大
致有所了解，其分类特点是由于茶树品种和采
摘标准的不同。不过按照产区区分的话，白茶
又分为福建白茶和云南白茶两大类。

刚好，前段时间去云南，买了一些当地白
茶，午休时间，约了几位茶友一起品鉴，探讨一
下云南白茶和我们常喝的福建白茶有什么不同。

泡茶前，大家先“复习”了白茶知识——
从茶树品种方面区分，云南白茶采用的是大叶
种乔木茶树茶青为原料，产地大致分布在西双
版纳、普洱市等地，以景谷白茶、月光白为代
表。我手中这款茶名叫“大白芽”，顾名思
义，是采茶树的茶芽为原料制作而成，采摘标
准类似于福建白茶的白毫银针。只不过福建白
茶多以福鼎大白、政和大白、菜茶等这类小乔
木型、灌木型种为原料。

烧水温杯后，把“大白芽”投入盖碗中，
可见其条索比同等嫩度的福建白毫银针要更加
粗壮，毫毛也更加浓密顺滑。因为福建白茶毫
毛较短，且制作时采用搓毫工艺，干茶表面的毫毛多呈“站立”状
态，所以，云南白茶的毫毛比福建白茶显得服帖一些。相较于白毫
银针的翠绿，大白芽的颜色要偏深一些，或者用“色彩术语”来
讲，其饱和度更低。

因为是采芽制作的茶，冲泡大白芽时，我们依然选择用和白毫银
针相似的方式，以90℃左右的水，沿着盖碗杯壁倒入。因为担心水温
过高或直冲茶芽，有可能损伤茶芽品相，令茶汤变浊、口感变涩。

“你们发现没有，云南白茶的香气‘毛茸茸’的。”一位茶友如
此形容道。“毛茸茸”听起来很抽象，但可爱至极。大家照着这样
的感觉仔细去品尝，感受到云南白茶的毫香浓郁且香甜，这大概就
是“毛茸茸”的感觉了。

第二泡，云南白茶更多了些熟果香；第三泡、第四泡……云南
白茶的香气随着冲泡次数的不同，呈现出更多的层次，以至于我们
喝了十余泡，仍觉得意犹未尽。这样的耐泡程度和口感丰富度，或
许也正是乔木大叶种的魅力。

当然，既可成药又可为宝的福建老白茶，也有自身的独特韵
味：新茶清新甜爽、老白茶醇厚饱满，无论是新是老，总是令人沉
醉其中。它的冲泡方式也非常多样。依据我的个人习惯而言，可以
大概分三类。首先是常见的煮茶法，即将适量老白茶洗茶后投入开
水中，煮15至20分钟后，茶汤呈现出透明的琥珀色，此时饮用最
佳，当然，如有茶水分离的蒸汽煮茶壶则更好。然后就是焖茶法，
将用开水温过的保温壶中投入 8克左右的老白茶，放入 2升开水，
焖上2至4小时，甚至更久，由于茶和水都在密封状态，其香气较
煮茶更加浓郁，俗称“水气”少。再就是和陈皮进行拼配，或焖或
煮，为老白茶增添一丝柑果和木质的香气。

说了这么多，大家发现了云南白茶和福建白茶各自的风味特
点，却也没真正选出哪个更好，哪个才是自己心中的“白”月光。
正所谓“成年人不做选择”，茶嘛，喜欢了，就都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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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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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宋朝是一个全民饮茶的
时代，社会各阶层都喝茶。可以
说，茶进入了宋人雅与俗生活的多
重领域，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
故事，处处彰显宋人的风雅和社会
气度。

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蔡襄可谓
是宋代品茶高手第一人。他在福建
路转运使任上，创制小龙团和曾坑
小团，完成了贡茶品质的提升，并
开启了增创新品的制度先河。到京
城任职后，又在仁宗皇帝的垂询之
下，写了第一部点茶之书《茶录》
进呈仁宗。他的茶故事精彩不断。

蔡襄鉴别茶叶的能力为人叹
服。古籍有载，建安能仁院有茶生
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

“石岩白”，送了蔡襄四饼，另四饼
密遣人送给了在京城的王禹玉。蔡
襄从福建到汴京后，拜访内翰王禹
玉，主人叫人以所藏最好的茶招待
他。捧瓯未尝时，蔡襄就说：“此
茶极似能仁院石岩白，公何从得
之？”禹玉未信，索茶贴，验之，
乃服。

还有一次做客时，主人请蔡襄
喝小龙团，后又有一客人到，再喝
时，蔡襄说已经不只是小团了，一
定还杂了大团茶。主人叫小童出来
问，确实是，因为又来客人，原来
备好的小龙茶粉不够了，就将现成
的大龙茶粉加进来一起使用。

茶园户王大诏与蔡襄的故事更
为生动。作为稀缺资源白茶茶树的
拥 有 者 ， 王 大 诏 被 同 行 嫉 妒 ，
1051年，同行用计谋使其家白茶
树枯死。十余年后的1065年，“枯
枿辄生一枝，造成一饼，小于五
铢。大诏越四千里。特携以来京师

见余，喜发颜面。”好茶不常有，而
识茶者更不常有，生产者与识茶者相
知相惜，才能出现更多的好茶。

斗茶是宋代茶生活的标志性
活动。

首先是贡茶生产地建安地区的民
间斗茶，是在生产者之间展开的。虽
然建安北苑官焙自有贡茶生产，但北
苑民间茶园所产茶叶也有机会通过斗
茶胜出成为贡茶的机会，所以“北苑
将期献天子”即北苑贡茶之先，民间
茶园会先斗茶：“林下雄豪先斗美”，
以期如苏轼诗所云“今年斗品充官
茶”，跻身贡茶之列。

其次是饮茶时的品鉴之斗，其基
本方法是通过“斗色斗浮”来品鉴茶
叶品质的高下论胜负。关于茶汤的色
之斗，蔡襄在《茶录》上篇《色》中
说：“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
关于茶汤的浮之斗，梅尧臣诗云“烹
新斗硬要咬盏”，即注汤击拂点发出
来的茶汤表面的沫饽，能够较长久贴
在茶碗内壁上。关于“咬盏”，宋徽
宗曾做了较详细的说明：“乳雾汹
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
咬盏。”

斗茶获胜的秘诀，与泡好茶的条
件一样，茶、器、水，缺一不可。惠
山泉点北苑茶，已然是宋代的高配，
但是若有奇茶奇水，胜负则不一
定。作为宋代最著名的品茶大师，
蔡襄有两次著名的斗茶失败记录：
一是与苏舜元斗茶，蔡茶优，用惠
山泉水，苏茶劣，用竹沥水，结果
是苏舜元的茶汤因为水好而取胜。
二是与杭州官妓周韶斗茶，因对手
茶奇而败，苏轼 《天际乌云帖》 有
记：“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尝
与君谟斗，胜之。”

雅俗兼备的宋代茶生活（上）

沈冬梅

一位外地朋友在微信上对我说，听说
杭州的茶空间发展得不错。我马上回问：

“你是不是看了《梦华录》？”朋友回了个
龇牙大笑的表情。

平时不追剧的我，因为身边茶友的议
论，知道了《梦华录》，剧中展示了千年
前的杭州，茶楼林立。千年后的杭州，人
们爱茶依然。只是现在流行“茶空间”。

我一直没搞清楚“茶空间”这个词的
来历，虽然它已经在我的朋友圈里流行了好
几年。漫步杭州，你如果是爱茶的人，会随
时与各式各样的茶空间邂逅，无论是在梅家
坞、狮峰山等龙井产区的茶园周边，还是吴
山脚下曾经的南宋御街、大井巷，哪怕你是
身处武林门的商业综合体、钱江新城的摩天
写字楼，也能发现它的存在。

仔细琢磨一下“茶空间”三个字，还
挺有内涵，能让自视甚高的茶人们接纳为

“行话”，还是有点道理的。“茶”是第一
位的，表明了此地的主要功能是品茶。

“空间”一词可以拆分来理解，“空”可以
理解为：来喝茶，要有空闲的时间，来享
受放空的心态。“间”是个方位词，指代
物理空间，而我喜欢把这个“间”理解成

“烟火人间”。还有一个字是“人”，虽然
没有出现在“茶空间”这三字之中，却是
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处茶空间的味道和活
力，在于茶空间的主人和来喝茶的客人。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宋韵文化积淀
最深。生活在宋朝的吴自牧写有一本《梦

粱录》，在这本堪称“三亲”史料的书里，他
将“焚香、挂画、点茶、插花”列为宋人热
衷的四般闲事。今天，追求生活品质的杭州
人，用茶空间传承了古人崇尚的这四件休闲
之事。

隐秘在杭城各个角落的茶空间，装修
的风格各异，能看出主人的喜欢。有些茶
空间听说都上了网红打卡地的名单了。随
意步入一间，自然的枯竹原木，舒适的藤
椅蒲团，乐声幽远，茶香怡人，陶然忘
机。午休时间，或者在周末约三五好友，
面对香茗，聊些海阔天空的话题，常常会
有突发奇想。

古人留下的茶画中，经常能看到幕天
席地、松下煮茗的场景，他们的茶空间在
天地之间。现代人的茶空间隐藏在田园深
处、市井之中，有房屋的外在形态，兼顾
了对自然的向往和私密的需要。身在高楼
之中，一处空间，有茶即是远方。

杭州的茶空间会不会都是高大上、小
资型的？当然不是，在我们这座以西湖龙
井茶为名片的茶都，茶空间也会很亲民。
如果你到市民中心的B座一楼，会看到一
个开放的公益茶空间。每到周五午休的时
间，这里就会飘出阵阵茶香，杭州的茶企
会在这里为大家免费提供品茶服务。茶空
间还展陈了丰富的茶叶、茶具、茶书，让
人们在喝茶之外，了解更加广阔的茶文化
空间。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有空喝茶来此间
张治毅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 7月
15日，福建省泉州市政协调研组
深入泉港区生态茶园开展“加快生
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
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察看
了涂岭红茶馆、泗洲老茶场、樟
脚肖氏功夫红茶、六己茶叶有限公
司等地，详细了解泉港生态茶园建
设和涂岭红茶加工流程，并现场就
武夷岩茶、正山小种、金骏眉和涂
岭红茶的韵味进行品鉴对比，切身
感受一片茶叶从茶园到茶杯的加工
全过程，领略涂岭本土红茶的独特
制作技艺。

“涂岭红”红茶制作技艺自
2017年列入福建省第五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已是
闽南茶叶的又一张新名片。在委员们
看来，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茶园建设力
度，加强具有独特韵味的涂岭红茶品牌
宣传，打造集种茶、采茶、做茶、品茶
体验为一体的“茶叶+健康”目的地，
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茶旅融合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针对今后涂岭红茶发展方向，委
员们建议，以茶叶兴镇为目标，以发
展生态富硒、健康有机为特点，以品
牌创建、龙头培植、集群发展、市场
建设为核心，以工艺创新和科技引领
为动力，推动涂岭红茶向产业化、标
准化、集群化方向发展，形成富有鲜
明地域优势的主导产业。

福建泉州市政协专题调研加快生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茶叶+”擦亮闽南茶叶新名片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7月
22日，第七届“巴中云顶”茶文
化旅游节在四川省巴中市举办，同
期召开2022中国（巴中）高山有
机富硒茶产业发展峰会。

本次活动以“云顶茶香·品享
健康”为主题，由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与巴中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南
江县人民政府、巴中市农业农村局
等单位承办，旨在推动我国各富硒
茶产区间的合作交流，集中行业资
源合力打造富硒茶品牌，拓市场、
提消费、促发展。来自湖北恩施、

陕西安康、贵州凤冈、湖南桃源、湖
北十堰等富硒茶产区的政府代表，以
及茶界院士、行业专家、国内知名采
购商汇聚一堂，为富硒茶产业把脉问
诊、共商大计。

主办方介绍，活动将持续至24
日，期间将开展精彩纷呈的各项活
动，让四方宾客尽享云顶茶香。如

“观南江美景·赏云顶风光”旅游
活动、“川渝地区茶叶产业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主流新媒体直播+
短视频推广活动”、“优质茶展销活
动”等。

第七届“巴中云顶”茶文化旅游节召开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7月
18日，第五届全国茶业职业技能
竞赛茶艺竞赛总决赛在江西省遂川
县开幕。经过前期分赛区的选拔，
来自全国26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 的 47名茶艺能手齐聚遂川、
同台竞技。

本次大赛以弘扬工匠精神、培育
精益求精的茶艺人才、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为目标，创新竞赛形式和内容，
拓宽竞赛覆盖面，提高竞赛质量，旨
在促进茶业从业人员整体技能水平的
提高，引导中华茶艺向科学、健康的
方向发展。

本次竞赛职业为茶艺师，分理
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技能操
作包括规定茶艺演示、自创茶艺演
示、茶汤质量比拼、茶席创作、点

茶、调饮茶现制等6项内容。其中，
自创茶艺演示以泡好一杯茶汤、呈现
茶艺之美为目的，选手演示预先设定
的主题，茶席配以背景、音乐和现场
解说；茶汤质量比拼以冲泡出高质量
的茶汤为目的，同一款茶冲泡三次，
考量选手茶汤调控能力、茶叶品质表
达能力以及接待礼仪能力的茶艺比赛
形式。本模块比赛所用茶样的质量等
级相当，分别为绿茶、白茶、黄茶、
乌龙茶、红茶、黑茶；调饮茶现制以
茶、奶、水果、蔬菜等天然食材为原
料，选手们通过科学配方，现场调制
一款色、香、味、形俱佳的调饮茶。

活动由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就业
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农业农村部人力
资源开发中心主办，遂川县人民政
府、吉安市农业农村局承办。

第五届全国茶业职业技能竞赛
茶艺竞赛总决赛在遂川开幕

只有古树、名山茶才是好茶？

云南是茶叶大省，打通产业发展
“脉搏”，激活乡村振兴“密码”，一
直以来是云南茶界热心关注的要点。

陈勋儒介绍，云茶产业经过多年
发展已具有坚实基础，这个产业基础
由几百万亩现代茶园及几十万亩古树
名山茶园所构成。2021年，云南全
省茶叶种植面积已达740万亩，干毛
茶产量已达49万吨。

“古树、名山、小产区是云茶独
具的特色，是历史遗存的宝贵资源，
应该将其做到极致；现代茶园则是新
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全省人民共同
奋斗的成果，是云南茶产业的主体，
应该将其做到极好。”陈勋儒说。

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部
分云茶爱好者对古树、名山、小产区
茶产品一路追捧，导致外界形成这样
一个认知：云南茶只有古树、名山茶
才是好茶，而现代茶园产品少有好
茶。甚至出现有的企业产品只推古
树、名山产品的乱局，导致现代茶
园、生态茶园、绿色茶园、有机茶园
夏季放弃采摘、产品滞销。

“有些茶农在现代茶园中挖除部
分茶树，将留下的茶树放养，让现代
茶园成为不管理、少管理的放荒茶
园。长此以往，全省茶园面积和产量

将受影响，这与农业现代化方向相
悖，必然会造成茶产业主体难以做大
做强。”陈勋儒说，为此，要明确古
树名山茶是云南特有，应该将其做到
极致，让高端消费群体买到真正的古
树名山茶。但更要把生态茶园、绿色
茶园、有机茶园做好，让喜欢云茶的
人都能喝到好茶，喝到生态茶、绿色
茶、有机茶和放心茶。

达标优质茶如何优价？

“生态、绿色、有机茶园建设是
基于云南优良的自然生态。”陈勋儒
说。到2021年，全省认证的有机茶
园面积已达105万余亩，认证的有机
产品1000多个，认证的有机茶产量
8万余吨；绿色茶园认证面积54.7万
亩，认证绿色食品500多个，产量近
8万吨。

但与之相应的，达标优质茶未能
优价。陈勋儒列举了一组数据：全省
毛茶平均价每公斤仅39.8元，普洱
茶平均价每公斤仅 139元，滇红仅
61.5 元，绿茶仅 36元，这与生态、
绿色、有机茶产品价值相去甚远。

“当前的现状与营销推广缺位有
密切关系。尤其是传统拼配技术与有
机、生态结合，会使产品品质更佳，
但这些高品质产品市场仍然冷清，值
得引起高度重视。古树名山茶物以稀
为贵，但因其数量少、价位高，不可
能满足全部饮茶人的需求。就世界各
产茶国包括中国的实际而言，都是以
现代茶园为主，茶产品都是以现代茶
园鲜叶加工而成，共同注重的是食品
安全指标的要求，同时大力提高宣传
营销力度。”陈勋儒说。

在他看来，云茶产业在国内市场
还有广阔的空间，就消费区域而言，
东北、华北、华中潜力很大；就消费
群体而言，增加人均消费量也有余地。

“促进消费要更多依托国内市
场，同时要处理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
场的关系，要下大力气恢复、巩固、
扩大国际市场。要特别注重绿色、有
机茶产品出口，品种上要突出红茶的

出口优势，稳步推动普洱茶出口。促
进云茶产业形成以内为主、内外互促
的新发展格局。”陈勋儒说。

云茶产业如何健康发展？

收藏还是品饮，这不仅是面向消
费者的一道选择题，亦是普洱茶产业
导向的热门议题。

陈勋儒认为，关键在于处理好品
饮与收藏的关系。他言辞恳切地说
道：“普洱茶不仅仅是一种健康饮
品，其陈化生香的特性也是极好的收
藏品。在茶产业产能呈现过剩走势的
今天，品饮得到健康应是人们的首
选，专业的收藏得岁月的洗礼，再投
放市场应是少数专业人士的责任。”

如今，云南700多万亩茶园生长
在生物多样性的环境里，加之其大叶
种的特性，既可以满足人们的品饮，
也可以满足人们的收藏。“喝了终究
是现实的、自己的，收藏的也会获得
意外的惊喜和收获，生产、收藏和品
饮联动起来，整个茶产业才能健康发
展。”陈勋儒说。

当前，云茶产业发展已从一产迈

向三产联动，茶文化与茶产业融合发展
的实践也日渐深入。

“云南茶区汇聚了灿烂的古滇文
化、丰富多样的民族风情、绚丽迷人的
高原风光以及极富哲理的民族文化。同
时，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在利用茶上也
有悠久漫长的历史和各具特色的传统工
艺，并且生产了云南特有的普洱茶、滇
红、滇绿等优质茶产品。”陈勋儒说，
因此，云南茶产业具有做好“茶+文
化+旅游+茶游学+康养”大文章的潜
力，要发掘民族、民俗、民风，借助茶
山的多元文化体系，将茶区建设成集观
光、休闲、体验、养生为一体的融合发
展园地，具有广阔的前景。

陈勋儒最后强调，云茶要让消费者
买得放心、品饮舒心，还需要强化评价
检测溯源，确保茶产品的质量安全。

“经过相关单位的努力，目前，《茶
叶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标准》《普洱
茶质量安全追溯实施标准》《晒青毛茶
标准样》等相关标准陆续出台，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要继续强化质量保荐溯源
服务，提高云茶质量安全‘公信力’，
真正做到‘擦亮普洱茶金字招牌’！”陈
勋儒说。

陈勋儒：

云茶产业 剑指“三极”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主体极好，特色极
致，产业才能实现极强。”
近日，云南省政协原副主
席、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创
会会长陈勋儒在下关沱茶创
制12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
话一语中的，受到茶业界的
广泛传播、热议。他对社会
普遍关注的云茶热点话题一
一回应，并指出，云茶产业
要稳固达成千亿产值的目
标，要做到“三极”——

“极致、极好与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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