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过得真快，十年了！”杭州
市上城区政协原主席、上城区茶文化
研究会会长杨全岁回想起当年初创时
的种种，感慨万千，研究会成立的场
景仿佛还在昨天。

“一开始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
河，中国国际茶研会和杭州茶研会提
供了指导——茶文化是喝出来的！上
城区虽然不产茶，但是身处多朝古
都，千年以来都是茶馆林立。成立茶
研会，在‘喝’出来的茶文化历史
上，大有文章可做。”

而宋代点茶，正是历史文化传承的
落脚点。十年来，上城区茶研究会组织
了一批茶界、文史界、非遗界的专家学
者和爱茶人士挖掘整理史料，把仅存在
于静态历史文献中的、中断了的中国茶
文化的巅峰——宋代点茶重新恢复，以
动态的、鲜活的方式重现其辉煌。

“2013年，上城区茶研会创办了
第一届南宋斗茶会，今年正好第十
届，南宋斗茶会的活动规模已稳步拓
展。就在不久前，上城区茶研会成功
申报了杭州市级的点茶非遗项目。”
杭州市上城区政协文史委原主任、上
城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瞿旭平说，如
今，南宋点茶文化已经走进了校园、
企业、机关、社区、家庭，又有条不
紊地走向全国，甚至走向国际。

这期间，涌现出了不少温馨动人
的小故事：作为茶文化基地学校，紫
阳小学以点茶为教学特色，推动茶文
化走进校园。当时，一位六年级的学
生就曾有过天真一问：“老师，我可
不可以留级呀？”老师一了解才得
知，小姑娘正为毕业后参加不了学校
茶文化活动而感到不舍和遗憾，听来
既欣慰又感动。

再比如浙江省职业技术学院的两
个大学生，在茶研会实习一年多后竟
创办了一家文创公司，业务范围正是
围绕宋韵点茶，她们承接茶会服务、
销售茶具、培训点茶技法，两个小姑
娘把公司办得有声有色。

又如2019年，深圳茶促会特邀
了上城区茶研会的彭克荣老师去指导
点茶工作，组织了千人点茶大会，创
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向世界展
现中国茶文化的盛举。

“真是没想到点茶文化会有这么大

的 影 响 力 ，
特别是最近
几年，浙江省
委省政府提倡
弘扬宋韵文化，
我们所做所想与之
契合，也算出了一份
力、添了一份彩。”瞿
旭平笑着说，点茶文化
是一扇窗，十年间，上城
区茶研会通过茶叶让人们了
解了杭州的乡土风情，看到了
中国茶文化历史中的一处高峰。

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如何处理
古今关系，也成为点茶传承的一个关注
点。“传承有根，创新有源，这是工作和
实践带给我们的重大启发。”瞿旭平说。
十年来，上城区茶研会挖掘、创新了十
多种点茶的技法，有的是复原的，有
的是创新的，比如每年点茶会上的

“画茶”，便是创新的技法之一。
传承不拟古，创新不离谱，上城

区茶研会一方面尽可能地尊重和传承
历史，一方面也注重如何更好地让宋韵
茶文化古为今用，将研究与传播结合起
来。像由点茶延伸出的茶服、茶器具、茶
文旅等，起于点茶，但不止于点茶。如何
与茶产业、茶文旅更好地结合、助其发
展，也成为茶研会探究和实践的课题。

如今，上城区茶研会还有很多工作在
推进：用于培训和传播点茶文化的示范
教程预计明年面世；央媒和省媒跟踪
报道还在继续；国内外的交流活动也
在有序展开……还有许多心愿期待
达成：点茶文化可以成为“清廉
文化”“美育文化”“仁孝文
化”的代表，可以在未来用

“点一盏茶”为传统节庆增
添仪式感，传播科普健康的
生活方式，培养大家对美的
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
有朝一日，点茶可以成为茶文
化领域的“国粹”。

“上城区茶研会会继续挖掘
和整理茶文化史料，传承和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茶文化和茶产
业结合，让更多的人喝茶、懂茶、爱
茶，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爱美好
的生活。”瞿旭平说。

（作者系上城区茶研会特约通讯员）

十年坚守
重现“点茶”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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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茶的温度

抖、甩、推、扣、压、磨，在一口高温
在220℃的电炒锅前，国家级非遗西湖
龙井采摘和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樊生华气定神闲，双手娴熟地翻炒
着，不一会儿，鼻尖已满是茶香。

这番“铁砂掌”的功夫，樊生华
练就了40余年。在他看来，两个巴
掌炒出来的茶，更有温度，更具厚
度，也更能诠释出西湖龙井最本真的
味道来。“两个巴掌炒茶就像打太极
拳，绵软中内涵劲力。”樊生华说，
而手工炒茶技艺不仅要有掌力，更要
兼具眼力，讲究看茶做茶，“我们需
要根据茶叶的不同嫩度、等级，选用
不同的手法和火候，过程中需要应用
丰富的经验和技巧，而这种品质，往
往是机器不能比的。”

岩茶的制作同样有异曲同工之
妙。“优质岩茶需要拥有三种香气：地
域香、品种香、工艺香，而要凸显岩骨
花香的特色，更要潜心研究、用心打
磨。”首批国家级非遗武夷岩茶(大红
袍)制作技艺的唯一女性传承人游玉琼
坦言，自己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采茶
季的茶山中忘我做茶。当人读懂了茶
的温度，将茶最优质的色香味呈现出
来时，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

“若是制茶技艺炉火纯青，甚至能
在这捧茶中感受到制茶人的性格和特
色，只要内行人一品，便知是他做的
茶。”游玉琼笑着说，她希望将技艺中
的这种奥妙代代传承下去。“非遗传承
人，不是一个头衔，用来告诉别人我多
厉害，而是用来展示肩上的责任和义
务，要把这门祖宗的手艺传给后代，把
这门传统的岩茶制作手艺推向山外，
推向世界。”

在茶行业，如同樊生华、游玉琼这

样的传承人还有很多，他们言传身教，
不遗余力地为非遗传承事业鼓与呼。

党的十八大以来，茶制作技艺的
传承也愈发得到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
面的重视。

截至今年3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名录中与茶相关的项目已有46
项，主要分布在传统技艺、民俗两个门
类中，包括茶的制作技艺、茶俗茶艺
等。其中，与茶相关的制作技艺共42
项，大体可分为绿茶（15项）、花茶（4
项）、黑茶（10项）、白茶（1项）、红茶（4
项）、乌龙茶（3项）等。从地区分布上
看，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
与茶相关的项目。于茶产业而言，茶
类非遗技艺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它们的价值在“传帮带”中得到进一步
地挖掘和深化，在各产茶区书写着多
彩的光阴故事。

探寻技的深度

木叩瓷钵，擂开古道茶香；火运铜
壶，煮沸梅山情韵……前不久，湖南省
安化县市级非遗项目“梅城擂茶”推广
中心与传习所揭牌，成为当地茶行业
的一件喜事。当地工作人员介绍，梅
城擂茶是安化县梅山地区独有的一种
传统饮食文化，为了打造安化茶类“非
遗”文化品牌，县非遗保护中心积极推
动非遗传习所的发展与建设。

“‘非遗工坊’+科研+基地+农业
合作社+农户”，这种形式已在福建省
政和县实践多年。当地茶企开设非遗
工坊，手把手教授茶农制茶技艺的同
时，还与茶农签订帮扶协议，从茶叶的
种植、加工进行全面扶持，带动贫困户
扩大种茶面积、提高种茶效益。这些
年来，每年已直接和间接带动了2000
多户茶农的茶叶生产经营，促进茶农
增收达到6000多万元以上。

当前，在各茶产区，传习所、非遗
工坊已成为茶技艺传承的重要载体。
十年来，这种传承形式在全国不断涌
现，由非遗传承人开展教、帮、带、传活
动，让更多茶人由此深耕技艺，发挥优
势，补足短板，既让茶类非遗在保护中
焕发生机，历久弥新，也令茶人提升了
产品品质，奏响了增收致富的“田园交
响曲”。

拓展承的广度

在日本绿茶节上，来自杭州的小
茶人们身着一袭汉服，神情专注地展
示着宋代茶艺。现场的外国友人，均
被他们手中灵动的茶百戏所吸引：梅
兰竹菊在茶的沫浡上摇曳生姿，俨然
一幅幅中国水墨画。而这正是十年来
茶文化进校园的缩影。

近年来，各地以茶技艺为切入
口，通过其独特的趣味性和动手能
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小学生的目
光。不少校园甚至以茶为特色进行
教学，实现了从进校园到在校园的
飞跃。茶技艺的文化传承，不仅让
学生们实地领略了中国茶的不同风
味，实际参与了民俗茶道等表演，
感受了丰富多彩的茶艺乐趣，同时
也通过担当传统文化的传播小使
者，树立了民族自信。

令人欣喜的是，伴随着G20杭州
峰会、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国际茶日
主题活动等推广，茶技艺也成为活动
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茶类非遗文化
已变得更为大众，更灵活地连接
现代生活，并在全社会刮起了习
茶、品茶、玩茶的风潮。作为传统
文化的组成部分，茶非遗技艺将如
同一扇窗，拉近人们和茶的距离，让
人们在学与品中，感知美好生活的滋
味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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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的传承，书写着茶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茶类非遗技艺进一步得到重视，传习所遍地开花，
习茶热潮不断翻涌。茶，正凭借着技艺的传承与发扬，更富生命力。

在福建省安溪县，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是手艺人，亦是“守
艺”人，将茶人精神和制茶文
化代代传承。

出师仪式上，国家级
非遗乌龙茶制作技艺
（铁观音制作技艺）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魏月德宣读并授
予弟子出师证书，
向弟子赠送两棵母

树茶苗、一套制茶工
具、一本茶书；弟子头

戴斗笠，肩挑装有茶苗的
篓筐，环绕现场一圈，接受

与会者的祝贺……这是在安
溪铁观音发源地西坪镇举办的

乌龙茶（铁观音）传承人出师收
徒仪式上的一幕。

作为传承人，魏月德创办非
遗传习所收徒授艺，带出了大批
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能手，成为
安溪茶产业发展典型代表。但他
对学生的要求严苛也是出了名
的。如今，上千名学生中，真正达
到“出师”标准的尚未超过 10
人。“我当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
但出师条件不会降低，这是对铁
观音负责，对自己负责，也是对
学生负责。”魏月德说。

另一位国家级非遗乌龙茶制
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县级代
表性传承人何环珠还创新性地将
目光放在了女茶师身上。2019
年 3月，她在安溪率先建立了全
国非遗茶文化领域第一家以女性
为主体的传习平台——“安溪铁
观音女茶师非遗传习所”，积极筛
选和培育女性非遗技艺传承人，

大力培养茶产业振兴复合型人才，
积极促进茶文化传播的国际化。

在安溪，像魏月德、何环珠这样
不遗余力传承茶文化的人还有很
多。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传习所主
任温文溪通过技艺传习所教授制茶
工艺，让100多户茶农收入翻番，帮
助1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4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
国家级非遗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
音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
辉荣创立了德峰铁观音非遗传习

所，积极开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在德峰基地设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基地，他坚守工匠精神，带头发展合
作社，做好“传、帮、带”工作，传授人
数8530多人，辐射1万多户茶农，
带领茶农脱贫致富……

近年来，安溪大力培养高素质
茶文化人才，目前已获评铁观音大
师8名，铁观音名匠26名，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2名，省级非遗传承人9
名；连续举办4届安溪铁观音大师
赛，支持鼓励建设大师名匠工作室、
非遗文化传习所、制作技术研究会
等，建立全链条“传帮带”机制。

揭盖闻香、分辨汤色、舀汤品
尝、察看叶底……在安溪铁观音茶
王赛现场，评委团队对参赛茶样进
行严格的品鉴与审评。多年来，在
安溪铁观音茶王赛的引导下，各乡
镇制茶技艺回归传统，传统制茶工
艺早已深入人心，茶王赛缔造的“匠
人天团”，正是安溪铁观音茶产业生
生不息、走向复兴的生力军。

茶王们带着使命和责任，在各
大产茶乡镇带徒传艺、联系基地、服
务茶企。在夯实产业技术人才及服
务队伍的同时，也成就了安溪铁观
音茶文化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成为“十四五”安溪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土生土长的采茶人，到坚守
“匠心”的制茶大师，再到带领群众致
富的“领头雁”，这些年，在这些制茶
工匠的默默坚守下，安溪铁观音成就
了一方产业，并不断浸润着茶乡的发
展气质，将茶与经济糅合成推动安溪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

（作者系安溪县新闻报道中心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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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紫砂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葛军手中，紫砂壶是
有生命的。它们不单单是茶器，

更是一件件艺术品。如何在传统
的基础上，做出更具时代面貌的
紫砂艺术作品，一直是葛军思考
的问题。

紫砂壶的传承，要“基于传
统、力求创新”。在葛军看来，
这一理念，在这十年来得到了很
好地践行和印证。他自己也通过
探索紫砂与大漆工艺、珐琅彩工
艺的结合，为传统的紫砂壶增添
创新色彩。

漆器有“滴漆入土，千年不
坏”的美誉，与大漆的结合，为
古朴的紫砂更添一丝灵动。“我
们通常把大漆用在紫砂壶表面做

装饰，同时，大漆的黏性非常强，
也是用作紫砂壶修补的一种极好材
料。”葛军说，两种工艺相结合，
并非一帆风顺，曾经出现过在两种
材料结合烧制时，产生窟窿点的问
题，看起来像破损了一样。通过技
术手段的不断提升，他现在已经突
破了这项技术难题，使大漆与紫
砂更加融为一体。

以珐琅彩装饰的紫砂壶，
起源于清康熙年间，因其为
宫廷御制工艺而极为保
密，随着清朝的覆灭，紫
砂珐琅彩工艺也销声匿

迹。几年前，葛军在和做珐
琅彩工艺的朋友聊天过程中，

萌生了重塑珐琅彩紫砂壶的想
法。他与珐琅彩工艺厂家合作，
将烧制好的紫砂壶拿去进行二次加
工，点缀上珐琅彩，图案或山水、
或人物、或花鸟，再经800℃左右
的高温烧制，终成珐琅彩紫砂壶。

“紫砂壶总是以传统的老面孔
示人是不行的，我也总在琢磨怎么
创新，以大漆、珐琅彩、金属配件
等装饰紫砂壶的想法，就是在交流
中产生的，为紫砂壶创作出新的面
貌。”葛军说，紫砂壶本是单一的
颜色，与其他工艺的“跨界合作”
丰富了它原有的面貌，也丰富了紫
砂壶的品类。同时，对于茶具市场
和工艺品市场来讲，这些紫砂壶有
了新的亮点，更受到了广泛关注。

这几年，葛军发现，行业在探
索紫砂壶工艺创新的同时，也在与
时俱进，改良其销售模式。随着电
子商务、直播平台的迅速发展，紫

砂壶销售有了更多可能性。葛军也
开始探索线上销售模式，在直播平
台注册了品牌账号，聘请专业的团
队来“直播带货”。“我们这个账
号，每个月要播25天左右，每次
基本从晚上7点播到第二天凌晨两
点。”说起直播卖紫砂壶，葛军兴
致盎然，因为这几年疫情带来的线
下市场的冲击，他从线上销售渠道
都补了回来。

“我们在紫砂壶销售的同时，
也扩大宣传，让人们迅速从不了解
到了解，所以直播对于紫砂壶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普及渠道。”葛军
说，网络上面对的消费者、客户量
都比较大，直播的方式更加直接，
也更便于与客户交流。

随着工艺和销售模式的改变，
紫砂壶从业人员的结构也在发生变
化。原本师徒“传帮带”的紫砂壶
工艺传承模式，也随着很多院校开
设陶瓷专业，为紫砂工艺传承人的
培养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葛军自
己就在4所学校带研究生，在他看
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到
这个行业，带来了创作水平高度的
变化，提升了紫砂作品的思想性，
让紫砂壶从传统的匠人制作到如今
的艺术创作。

“年轻人从产品研发、商业模
式、销售手段，都能为紫砂工艺提
供新的思路。现在是年轻人的世
界，他们能够为紫砂壶的传承发展
带来更新的面貌。”葛军感慨道，

“我希望未来十年，会有更多有文
化的年轻人从事紫砂工艺制作，创
造出更具时代面貌的紫砂壶。”

创作出更具时代面貌的紫砂壶
本报记者 李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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