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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海拾贝茗

“春风树老旗枪尽，白露芽生粟粒
匀”。

过了处暑，今年待得太久让人生厌
的酷热总算走了。晴雨相间的秋天，是
适宜动植物们生长的季节。这个季节
里，樱花会开，海棠会开，玉兰花也会
开。这个季节，叫“小阳春”。

母亲在这个季节里检验着她的收
成，黄南瓜、白冬瓜、红山芋，一趟趟
地被她从地里搬回家，在柴房里堆成小
山。边上猪栏里两只“八戒”看到这些
丰盛的吃食，幸福地打着哼哼。

我知道，母亲在来来回回的路上，
目光还会经常瞄着那片坡地上的茶园。

秋天的茶园也充满生机。经过暑天的
蛰伏，茶树们抓住秋天凉爽的日子，修复
着被夏天烈日灼伤的身体。一株株嫩芽萌
出来，粗壮饱满，长得似乎比春芽还要更
带劲。看见这一片整齐有力的芽头，母亲
嘴里总会念叨：“多好的茶叶哟，太可惜
了。”这句话看起来很矛盾，她想表达的
意思是：这么好的茶叶，不摘来炒成干
茶，太可惜了。

母亲不会让成熟的农作物烂在地
里，被她看上的秋茶也最终会享受春茶
一样的待遇。安排好地里的活计，她终
于为采茶找到半天时间，通常是在上
午。母亲不会像采春茶那样起早，而是
要等到八点多，爬上东山的秋阳晒到茶
叶地，野草梢头的露水都随着山风燥
了，她才开始采茶。“绿茶本来就性
凉，带露水的茶寒气更重，喝了肚皮受

不了。”母亲坚守着外婆传下来的一套
“茶经”。

家乡采秋茶的人不多，一年的口粮
茶，早在春天都准备好了。母亲也不会采
太多，挑挑选选，只采一蓬树上最好的芽
头。半天下来，茶园走了个遍，茶篓才刚
刚装满。

父亲晓得母亲的心思，这天会早早地
从山上收工回家，炒茶的任务等着他来完
成。炒这一锅秋茶，对父亲来说，是可以
当作消遣的活动，没有春茶那么大的工作
量，也不需要赶时间。晚饭后，母亲在灶
下把火，父亲在锅台忙碌，爆草（即大火
爆炒，当地将鲜叶称为草籽）、揉捻、摊
青、辉锅，炒茶的技艺早已形成肌肉记
忆。

“凉风白露夕，此境属诗家。”渐渐老
去的乡村，猫睡了，狗也不叫，月光如
水，秋夜静谧安详。父母亲不懂诗，但我
知道，那个炒茶的秋夜，两个人的心情愉
悦而放松。

炒好的白露茶，只有一斤左右，被
母亲用带着拉链的茶叶袋分装好，放在
石灰缸里收气。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和国
庆，几个孩子远的近的，在城里或是乡
下，总有一个节日会有时间来看望他
们。通常是在吃过中饭后，母亲就会拿
出一袋白露茶，像当年拿出珍藏的糖果
哄孩子一样：“我这里有好东西，带点回
去尝尝。”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

母亲的白露茶
张治毅

“照片《茶与书》拍摄于2020年，
那时我8岁。一天午后，我和妈妈在阳
台喝茶读书，不知什么时候，妈妈拍下
了这张照片，我竟没有发觉。”9月 3
日，在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总结暨德峰
安溪铁观音（北京）品鉴会上，二等奖
获奖照片中的茶宝宝雷一如分享了自己
与茶的故事。

雷一如说，她很庆幸自己有一个爱
茶的妈妈。从小，家里总是有茶香。喝
的茶多了，了解的茶文化知识多了，她
也越来越喜欢茶了。“茶不仅是一种健
康的饮料，更凝聚着我们祖先的智慧，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对于茶的
热爱，让她主动与身边的同学分享茶，
她希望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多喝茶、多了
解茶。

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自2021年 9
月19日在北京启动，共收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723幅投稿照片。经过认真筛
选，组委会从中初选出50幅画面美感
较强、具有时代特色、展示茶宝宝风采
的入围作品，经由摄影家与茶文化专家
组成的评审组公开、公正、公平的一
审、二审、三审，最终评出一等奖 1
幅、二等奖3幅、三等奖6幅、优秀奖
40幅、鼓励奖6幅、优秀组织奖8个。

“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以茶宝宝参
与茶事活动为内容，以摄影照片为形
式，生动形象地展示茶文化的无穷魅
力，对于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非常有意
义。”三等奖获奖照片拍摄者金建国既
爱茶，也爱摄影。在参与茶主题摄影实
践中，他发现，或是在家长言传身教

中，或是在校内外的学习培训中心，有一
大批茶宝宝喜欢茶，讲究礼仪，深受茶文
化浸润。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是传承中华
茶文化的过程。

此次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主角是茶
宝宝，幕后却是一群老茶人。

“培养茶宝宝，是传承茶文化的关
键，也是做好茶产业的关键。”多年致力
于传承茶文化、发展茶产业的老茶人——
中国社科院茶文化学者陆尧语重心长地表
示。他说，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由中智科
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茶事业部、中华茶道
网、廊坊市茶行业工会联合会、黔南州茶
馆协会发起，是在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
中心和陕西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支持指
导下，开展的一项旨在宣传“爱茶从娃娃
抓起”理念、展示中国儿童幸福生活的茶
文化公益、科普活动。为了更好地起到宣
传的作用，组委会于2021年12月分别组
织了清香茶舍茶宝宝摄影示范活动和马连
道国际茶城茶宝宝摄影组稿活动。

代代相传，茶文化方能源远流长、生
生不息。在此次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总结
活动上，德峰安溪铁观音品鉴会同时举
行。德峰茶庄园有限公司是乌龙茶之乡福
建安溪县的一个家族茶企，该公司总经理
王文彬说，从小，他深受父亲、铁观音制
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辉荣的影响，爱
茶、敬茶，希望让更多人喝到好茶，把祖
辈的制茶技艺传承下去。

传承的力量，在老茶人默默组织此次
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的无私奉献中，在茶
宝宝端起茶杯的生动实践中，也在家族茶
企代代相传的传统技艺里。

传承的力量
——茶宝宝公益摄影活动总结暨德峰安溪铁观音品鉴会小记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乡采风茶

前不久，一间直播间
的开启，让新老茶人得以
欢聚。这场由上海茶叶
学会组织的庆贺活动，让
大家重温起旧日时光。
很多茶界前辈来到镜头
前侃侃而谈，人们恍然发
现，当年风华正茂的老师
已是鹤发童颜的老人。

作为上海少儿茶艺
创始人之一的倪焕凤，
是不少小茶人心中印象
最深刻的老师。从带第
一代小茶人开始，她和
同事们摸着石头过河，
用心编排着专门针对少
儿的茶艺教学。

“中华茶文化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如何对小
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接
受呢？”身为第一代少儿
茶艺老师，倪焕凤深感重
任在肩，不断摸索。

“我们通过反复实践，最后从茶的知识、
科技、生产、选择和茶俗等对学生进行教学。
除此之外，我们还编排了贴近学生生活、让学
生更易理解和接受的茶艺小节目，比如维吾尔
族奶茶、白族三道茶、敬老五福茶等。”倪焕
凤说，“作为茶艺老师，我们肩负着承上启
下、弘扬中华茶文化的责任，每一位老师都任
重而道远。”

“到了2002年，上海开始有了第一所少儿
茶艺特色学校，仅是五六年光景，已发展至
10所。”上海市茶叶学会原副秘书长胡舜龄接
过话头，他介绍，“要成为少儿茶艺特色学
校，需达到严格标准——‘10个要有’，比如
要有宣传氛围、教学计划、基本教材、教学成
果、茶艺演出等。”

课外活动同样如火如荼地在校园外开展。
上海市茶叶学会连续多年坚持举办少儿茶艺夏
令营活动，胡舜龄自己便参与组织了10次左
右。“我们带孩子们走遍了比较著名的茶城、
茶山。他们看到了祖国的美好山河，看到了茶
叶生长过程，也受到很好的教育。在 2007
年，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我们还组织
了60多个同学到香港去，和香港小茶人进行
交流。”在胡舜龄看来，通过少儿茶艺活动，
孩子们不仅在学知识、学技艺，更重要的是要
学做人。

86岁的杭州老茶人、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研究员徐南眉从事少儿茶艺教学已有
近 30年，她回忆：“1995年，我还未退休，
当时受组织安排，接待了来自上海黄浦区少年
宫的小茶人。我带他们参观了龙井村的十八棵
御树、中国茶叶博物馆和研究所。当时还邀请
他们在杭州少年宫和研究所进行了茶艺表演，
真是在杭州茶界引起了轰动。我们还从没看到
过这么好的少儿演出。也是从第二年起，杭州
少年宫邀请我去教学少儿茶艺，一直坚持至
今。可以说，杭州乃至全国其他省市少儿茶艺
活动的开展，归功于上海最早的带动。”

在徐南眉看来，少儿茶艺事业发展会愈来
愈受欢迎。“中国是世界茶的原产地、茶的发
源地，中国茶的文化底蕴深厚，学生可以通过
学习茶文化更热爱祖国；同时，敬茶、泡茶，
是尊老爱师的重要内容，通过泡茶给爷爷奶奶
和老师，让孩子们更理解尊老尊师的精神；再
者，中国茶文化内涵丰富，既有现代茶的泡
法，也有古代的泡法，还有少数民族茶文化；
茶又是健康饮料，对身体有好处。我相信，少
儿学茶的活动会遍地开花，在上海带动下，中
国少儿茶艺会越来越兴旺。”

老
茶
人
说
：学
茶
学
做
人

安徽省西南部的北纬30度坐落
着一座名山——天柱山，其又名皖
山、潜山，安徽简称皖则来源于此。

古人认为，茶是天地精华所孕
育的产物，名茶均产自名山灵秀之
地。天柱剑毫，便是如此。2000多年
前汉武帝就在天柱山亲自设台祭
岳，汉宣帝时又加封为“南岳”。李白
曾有诗句评其“奇峰出奇云，秀木含
秀气”。

天柱茶，同样扬名甚早，陆羽
《茶经·八之出》中就曾将舒州潜山
作为仅次于光州的产茶之地。唐代
著名的饮食著作《膳夫经手录》对天
柱茶同样给予高度评价：“舒州天柱
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
可重也。”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也
曾提到：“古人论茶，唯言阳羡、顾
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

由此可见，在宋代以前，人们将

天柱茶与阳羡、顾渚、蒙顶并列，推
崇为四大名茶。要知道，阳羡茶与顾
渚茶均是唐代茶界“翘楚”，是皇家
曾设场督造的御贡之茶。而蒙顶则
是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之
称。天柱茶能位列“四绝”，可见当时
天柱茶的名气与品质绝不亚于其他
三种名茶。

历史名茶一般均有其轶事典故，
天柱茶也不例外。唐代的笔记小说《玉
泉子》就记载了天柱茶的一件轶事。

李德裕是唐代名臣，他十分喜欢
天柱茶，就托请赴任舒州的朋友给他
寄一些。起初朋友并未在意，随意在舒

州购买了十斤茶叶，李德裕收到后直
接退还。朋友即将结束任期，于是在当
地认真地寻访到了上好的天柱茶，不
足一小包，带回给了李德裕。李德裕于
是广邀宾朋，说天柱茶可消酒食肉毒，
把煮好的天柱茶倒进装满肉的银器
里，再用盖盖好。等过了一夜再去观
看，果然发现肉已经变成水了。这段传
说故事虽然略显夸张，但足以看出当
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天柱茶消食解腻
的功效。

自宋代伊始，天下皆以北苑贡
茶为贵，天柱茶的发展逐渐式微，直
至20世纪初甚至曾一度停止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专家抢
救保护这些快要濒临失传的名茶，在
著名茶学专家陈橼的亲自指导下，恢
复创新了天柱茶的制茶工艺。天柱茶
又重获新生，并由陈橼教授亲自取名，
得名“天柱剑毫”。

今天，天柱剑毫重新焕发生机，年
年增长的产量和销量，不仅让这款拥
有千年历史的名茶重新活跃在了人们
的视野当中，更是带动了大山中的茶
农增收致富。一片古老的树叶，正在谱
写着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华大典·茶叶典》副主
编）

天柱剑毫：千年名茶焕新彩
汪刘峰

在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茶叶受到人
们关注。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服贸会上茶飘香服贸会上茶飘香

中国茶中国茶 中国娃中国娃
——上海少儿茶艺迎来上海少儿茶艺迎来3030岁生日岁生日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茶文化界出了一件新鲜事儿：上海市黄
浦区少年宫组织了少儿茶艺队，让少年儿童
通过学习茶文化，来了解我们民族的灿烂文
明，来体验我们民族的悠久文化，这可是件功
德无量的事情。更为可贵的是，上海市黄浦
区教育局决定，把客来敬茶的少儿茶艺活动
作为全区各小学的文明礼貌课，他们还举办
了敬老茶座。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就是这样
浸泡在这浓郁的香茶之中的……”

伴随1992年年代感十足的新闻解说，只见
镜头里的孩子们甜甜笑着，他们头上别着大红
花，胸前戴着红领巾，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有模
有样地练习着茶艺技法——凤凰三点头……

这段珍贵的录像记录的正是上海第一代
小茶人的美好记忆。数年后，第一代小茶人
中的18位佼佼者，还曾赴京汇报演出，参与
北京广播电台以学生学茶艺为主题的节目录
制。自此，“十八罗汉上北京”，一度成为上海
少儿茶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回想起这段时光，上海第一代小茶人、上
海市茶叶学会理事李星不无感慨，当年11岁
的小女孩，就是这样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有茶，在学生时代，我们有机会和外省
市甚至和海外的爱茶人士交流，拥有了一次
又一次上台机会，培养了自信和独立。随着
上海少儿茶艺的队伍壮大，我们拥有了更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叙叙旧、聊聊茶。”李星
说，成为家长后，她又带茶走进了孩子的校园
和课堂。“传播茶文化，已经成为我一生的使
命。我希望孩子和我一样，不仅能够爱上中

国茶，更能够爱上中国茶文化。”
“毫不夸张地说，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上海第一代小茶人蒋异说，没想到，
这个缘分一牵已是30年。“我读大学后，还和
朋友成立了茶艺学社，并因此遇到了我的先
生。我们的女儿正在读初中，也参加了学校
的茶艺社，并在全校同学面前展示了点茶。
回首这30年，国家、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学习茶艺有了更多途径和方法，也有越
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学茶的活动中。希望大
家能一同走在学习茶艺的道路上，一起感受
茶之美，享受茶带来的不一样的人生。”

“我第一次接触少儿茶艺是在小学的兴
趣课上，被讲台上漂亮的杯盏所吸引。老师
看我满眼喜欢，就把我留了下来。”自此，茶艺
课堂渐渐改变了王珏的人生，从学习少儿茶
艺开始，她慢慢学会表达、展示和分享。

“茶给了我们很多人生的启蒙。在成长
过程中，花那么多时间在少儿茶艺上是非常
奢侈的，但也正是这份滋养和浸润才有了现
在的我。”王珏说。

“我记得当年去各地参加活动，都是要自
己组织和安排路线。我就负责对杭州之行做
好攻略。”当年刚上初中的小女孩黄薇，如今
也已成为上海市茶叶学会理事。从小埋下的
茶种在她的生命里生根发芽，早已成为她一
生坚守的梦想所在。

如今，上海已有百万名小茶人，一代又一代
的传承，让这条茶艺生命线愈延愈长。无论他
们未来是否从事茶行业，茶，终将会伴随一生。

第一代小茶人说：

有茶的记忆是甜的

1992年，上海诞生了全国第一支少儿茶艺队。第七、
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杰出数学家苏步青为此题词：弘
扬茶文化得从娃娃抓起。从此，上海开启了少儿茶艺的宏
伟长卷。

今年，上海少儿茶艺迎来30岁生日，回首当年，参与
者们不禁莞尔一笑：那些年、那些事、那些温暖和变化，早
已如眼前的这杯茶，浸润在心中。

校园和校外活动中心，是上海少儿茶艺推
广普及的重要阵地。作为深耕少儿茶艺20余
年的行业专家，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
中心动茶艺教师、上海市校外教育茶艺项目课
程指南编制组组长张吉敏对此如数家珍。

“20世纪90年代初，校外活动中心劳动
课程教研员到新成立的宋园茶艺馆去学习。
培训后，分管课程的领导建议，可以先在学校
开展兴趣课，再到校外活动中心来进一步提
升。”张吉敏说，于是，上海少儿茶艺以学校为
基础，渐渐成“燎原之势”——如今已成为上
海中小学生和高中学生的探究性、研究性课
程，茶艺学生已覆盖百万。

随着上海市对青少年茶艺培训重视度逐
渐加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织上海市中小
学茶艺教研组老师编写了小学教材《我跟老
师学茶艺》和中学教材《茶艺》，还根据茶艺教
学的特点编写了茶艺教学教参。如今，校园
内不仅有专用教材，还设有专业教室，营造出
沉浸式的教学环境。

“课程内容也丰富多元，既有专门的零基
础培训，也有专题类的培训，例如宋代点茶、
二十四节气茶文化、中国节日茶、海派侨饮茶
等。”张吉敏说，上海不产茶，也没有茶园，为
了拉进茶和孩子们的距离，学校根据自身特
色，从学生熟悉的课程入手，开发出了“茶+”
课，如茶+诗词、茶+音乐、茶+美术等。

“从单一的茶艺课，到‘茶+’课，这是上
海少儿茶艺发展至今一个可喜的变化。孩子
们在综合性的课程中，能更好地增强文化认
知、技能叠加，也可以更好地吸收以茶文化为
代表的中国特色文化。”张吉敏说。

有一技之长“傍身”，更多的学生登上茶
艺舞台，不仅走出上海，甚至走向海外。

“我们已到访过日本、马来西亚、韩国等
茶文化浓郁的国家。我记得当年在日本参加
绿茶节时，现场嘉宾里唯一一组学生就是来
自中国，孩子们迅速成为全场焦点，那种自豪
感油然而生。他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文
化自信，深知自己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的
小小使者。”张吉敏说。在她的手机里，少儿
茶艺现场照片数不胜数，很多精彩瞬间被捕
捉、定格。

“如今，学茶艺的男孩子也越来越多，校
外活动中心在5年前还专门成立了男子汉
班。起初毛手毛脚的男孩子们都变得更为沉
稳、专注，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茶叶技能，也养
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张吉敏说。

如今，回首这30年，上海少儿茶艺早已
今非昔比，从发展之初不被家长认可，到如今
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和青睐。“30年来，
老一辈茶人的奉献精神也在一代又一代师生
身上得以传承，少儿茶艺发展的前景会一片
向好！”她说。

专家说：

“茶＋”成为少儿茶艺发展新趋势

业视点茶

片新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