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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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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风花雪月 白族为源

来到桑植，处处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品桑植白茶，赏风花雪月。”记
者从湖南省张家界市政协委员、桑植
县茶叶协会会长伍孝冬那里，了解到
这“风花雪月”的故事。

别看桑植白茶近两年才崭露头
角，成为湖南茶业的一匹“黑马”，
其实，桑植县种植茶树已经有700多
年的历史了。

南宋时期，一支白族军队从云南
大理东征而来，因为有喝茶的习俗，
同时白茶有很好的消炎作用，可医治
战士们因水土不服、寒暑伤风等症，
所以白族军队随身携带白茶。“其
实，云南的茶果泡水喝也有药用，部
分解甲归田的军人到了桑植，把茶果
中的种子种下，遵循古法制作白茶，
这就是桑植白茶的起源。”伍孝冬说。

桑植少数民族有不少，以白族特
色最为明显，这里也是全国白族第二
大聚居地，又因白族带来了白茶，所
以在给桑植白茶分类定级时，结合了
白族文化，定了“风花雪月”四个系
列。

“风花雪月是白族人的图腾。”伍
孝冬介绍，在白族少女的头饰上，垂
下的穗子代表下关的风，艳丽的花饰
是上关的花，帽顶的洁白是苍山雪，
弯弯的造型是洱海月。“为此，打造
桑植白茶时，我们便结合白族服饰为
白茶分类，这也是一种巧思。”

“风、花、雪、月”四个系列，
代表桑植白茶的四种原料等级。风系
列原料为一芽三叶，花系列原料为一
芽二叶，雪系列原料为一芽一叶，月
系列原料为芽头。

“月系列对应福鼎白茶里的白毫
银针，是桑植白茶四个系列里最高端
的，雪系列对应的是福鼎白茶中的白
牡丹，这两种茶因品质好、样貌佳，
常作为礼品流通。”伍孝冬说。四个
系列里性价比最高的，是花系列和风
系列，作为桑植白茶中的“口粮
茶”，适合平时自饮。“别看花系列采
用一芽二叶的原料，它的香气和味道
比月和雪都要好，只不过样子没有那
么好看罢了。”伍孝冬笑道。

桑植白茶的鲜叶原料的采摘也是
十分讲究，分手工采摘和机械采摘两
种，并且有着严格标准。例如，风系
列的一芽三叶，如果采摘的鲜叶长度
超过10厘米，做出的茶氟含量会超
标，所以采摘时茶青必须控制在10
厘米以内。

如此，桑植白茶便开始了她“风
花雪月”的味道……

独辟蹊径 柳暗花明

与大众所熟知的福鼎白茶、云南
白茶不同，桑植白茶有着很鲜明的特
点——甜。为此，桑植一直致力于打
造“最甜的白茶”。

伍孝冬说，这“甜”的来源本是
桑植白茶的缺点。因为地处山区，桑
植人采茶要用竹制背篓压紧运输，外
侧靠篓壁的叶子常会受损，叶片不完
整的形态着实影响了白茶价格。

但是，伍孝冬发现，叶片受损后
反而令茶叶更香、更甜。“我们就利
用这个特点，把曾经的缺点做出了特
色，反而变成了优点。”对于这个

“柳暗花明”的发现，伍孝冬颇为自
豪。

桑植白茶的“甜”，还源于这里
独特的自然生态——茶区森林覆盖率
超过了90%，散射光多；板页岩母
质土壤矿物养分含量丰富，有机质含
量高达6.63%……

“别看桑植种植白茶历史这么悠
久，但以前市场情况并不好。”伍孝
冬说，原来的白茶以药用为主，山区
老百姓就医不方便，出现头疼脑热
后，喝老白茶就能好个大半，但作为
茶叶销售时，因口感一般并不能受到
大众喜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对桑植
白茶进行实验、审评，从而实现工艺
改良。区别于福鼎白茶萎凋 24 小
时，伍孝冬加长了桑植白茶的萎凋时
间，改为48小时。“这样做的好处是
茶叶中的可溶物能达到 50%左右，
其他白茶种类则不到40%，桑植白
茶溶于水的物质更多，则口感更香
甜。”

同时，桑植白茶不经过杀青、揉
捻工序，融入晒青、晾青、摇青、提

香、压制等工艺。伍孝冬说，摇青作
为桑植白茶工艺创新中最核心的技
术，最大的优点是给茶叶去涩，这样
做出来的新白茶都不会有涩味，反而
独有呈杏花香的“毫香蜜韵”。

对于这项创新，伍孝冬笑着说，
本是“不得已为之”的改良，没想到
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好的白茶在市
场上流通，一般需要陈化3年以上，
而作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桑植如
果效仿这种做法，就会造成茶叶积
压，起码两年不能销售，茶企也就没
钱从茶农处收茶，如此，会形成恶性
循环。

“改良后，我们的新茶非常好
卖，这也铸就了桑植白茶‘新工艺、
老茶味’的独特风味：毫香显现，汤
味鲜爽，回味悠长。”伍孝冬说。

打造品牌 持之以恒

2012年以前，桑植全县茶园面
积不超过 2 万亩，亩产值仅 2500
元；到2016年 3月，县委政府为提
高产业扶贫成效，启动建设“桑植白
茶”公共品牌，按照“风花雪月”确
定分级标准，形成桑植白茶品牌文
化。伍孝冬说，短短的四五年，桑植
白茶虽飞速发展，历程却也十分艰
难。

其实桑植县原以生产红茶、绿茶
为主，但由于受山区交通不便影响，
采茶成本高，鲜叶原料较之湖南其他
产区没有竞争力，茶叶销售难度大。
且这类茶只能消化春季鲜叶，浪费了
夏秋茶原料。自从开发桑植白茶品牌
后，如今红茶和绿茶都只按订单制
作，订多少做多少，其余茶叶全部用
来做白茶。白茶易储存，素有“一年
茶、三年药、七年宝”之说，越陈的
白茶，药用价值也就越高，让桑植白
茶有了升值空间。如今，桑植县茶园
面积发展到7.9万亩，亩产值超4000
元，产业扶贫效果显著。

“以前做红茶、绿茶时，每年只
有1个月的工期，闲时太长，茶厂里
都只雇用临时工，现在做了白茶，工
期延长到了七八个月，茶厂有了固定
工人，大大提高了加工水平，茶叶生
产也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伍孝冬

说。
说起桑植白茶的推广，伍孝冬也

有一件颇为自豪的事，就是野生白
茶。全县茶园中，有2.3万亩是野生
茶树，曾因地处原始森林，采摘难度
非常高，无人愿采。“我把收购价翻
了两倍，提高到每人每天150元，才
有人愿意采摘。”伍孝冬说。而且因
为是野生乔木种，茶叶做出来叶子非
常大、不好看，所以根本销售不掉。

“野生白茶一直在亏本，我就到处送
人，每人送一个月的量，一送就是3
年。”伍孝冬的执着终于感动了一位
投资人，直接花100万买下他的野生
白茶，不仅填平了他送茶 3年的亏
空，还有了资金周转，他给茶农的收
购价翻到了原来的5倍。

“送了这么多年，现在我的野生
白茶不愁推销，大家也发现，野生茶
的鲜叶很香。”伍孝冬说，现在，从
茶农到加工厂再到茶企茶商，都很认
可野生白茶，“大家都很喜欢我。”说
到这儿，伍孝冬开怀大笑。

“做产业、做品牌，要持之以
恒。”伍孝冬直言，没有一二十年的
功夫潜心做下去，是不会有成效的。
桑植白茶以前在县内名气大，却一直
打不出去，因为各企业自行其是，品
质参差不齐，直到转变思维后做了公
共品牌，让大家都冠上“桑植白茶”
的名字，终于在2018年进入了湖南

“五彩湘茶”之一，才算上了发展的
快车道。“五彩湘茶里，虽然我们茶
产区不强，但我们做到了白茶中的最
强。”伍孝冬自豪道。

如今，桑植白茶凭借地标产品
宣传之势，迅速进入张家界旅游市
场，伍孝冬说，虽然投入了大量资
金，在以张家界为中心的景区进行
宣传，但来张家界旅游的游客会把
桑植白茶带向全国各地，不仅发展
了新客户，也留下了回头客，宣传
效果非常好。

当前，桑植全县有茶叶加工企业
56家，茶叶产量近2000吨，年综合
产值约3亿元。曾经为全面实现“户
脱贫、村出列、县摘帽”作出了巨大
贡献的桑植白茶，由绿叶子真正变成

“金叶子”，在老百姓的富裕路上，继
续书写她“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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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白茶桑植白茶：：““风花雪月风花雪月””的味道的味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冰洁李冰洁

湖南张家界的
风景秀丽人尽皆知，
正所谓好山好水出
好茶，在这里也诞生
了 白 茶 界 的“ 新
秀”——桑植白茶。

从工艺改良到
形成公共品牌，桑植
白茶走出了一条不
寻常的路，并迅速成
长为湖南省委省政
府主推的“三湘四水
五彩茶”区域公共品
牌之一，茶业也成为
桑植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最主要的农
业主导产业。

日前，在北京颐和园举办的“颐和秋韵”桂花文化展上，游客在幽幽
桂花香中，在中式饮茶环境中品茗“打卡”，享受沉浸式非遗文化体验。其
中，澄怀阁茶社主打宫廷茶文化，借鉴了宫廷的花茶、果茶配方，采用秘
制原料精心制作。其主推产品为七色彩虹形状的胶囊茶。图为热爱茶文
化的游客前来体验赏茶、品茶、鉴茶的风雅之趣。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颐和秋韵闻茶香

“红宝石般的汤色，有老木头、落
叶和土地的气息，入口有米汤的甘甜和
醇滑感，令人十分愉悦”。这是我对一
款熟茶的描述，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
我对熟茶的热爱和追捧，但这种喜爱并
非与生俱来。

清香、嫩绿、鲜爽是很多人对茶叶
的基本认知，而普洱熟茶却处在这一认
知的反面。普洱熟茶出自云南，但在过
去，云南人几乎不喝熟茶，在茶区出生
长大的我，日常中最常见的是晒青或炒
青毛茶。这种汤色红浓，香气特殊的茶
叶在云南只是被生产出来，它的知音在
远方（珠三角、香港以及海外）。

我与普洱熟茶的第一次相遇是
2005 年，我当时还是一名在校大学
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昆明花鸟市
场买了一块价值几十元的茶砖。我用泡
绿茶的方法，得到了一杯酱油汤色的茶
汤，入口真是五味杂陈，难喝到差点摔
杯子，之后几年都没有再喝熟茶的勇
气。

时间来到了2010年，距离我第一

次喝熟茶已经过去了5年。这一次，我
在广式茶楼喝到了菊普，对比我第一次
喝到的熟茶，感觉好喝多了，虽然有点
奇怪的气息，但搭配茶点，还蛮解腻。
茶不见得多好，但店家投茶量适中且浸
泡时间短，味道比较平和。回想我第一
次泡普洱熟茶，差不多是300毫升的
水，放了一块干茶 （5克左右），泡了
两三分钟，没有茶水分离，直接抬起杯
子就喝，进入茶行业之后，我才知道我
这种喝法几乎等同于开汤审评。

通常来讲，作为一个在茶区长大的
人，应该对自己家乡的名茶有所了解，
而我对普洱熟茶的无知，主要是因为这
种茶在历史上只销往特定区域，本地几
乎只产不喝，除了做生产和做贸易的
人，当地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们现在喝的熟茶，也叫人工渥堆
快速发酵普洱茶，是 1970 年代的产
物，在这种现代发酵工艺中，也融入了
传统发酵茶工艺的基因。历史上的普洱
茶工艺和今天的有所差别，但是加工阶
段也会有泼水、起堆等轻微发酵，在长

达几个月的运输过程中，茶叶还会进一
步自然发酵，所以在销区很早就出现了
喝陈茶的习惯，这种品饮习惯的形成，
和运输条件、天气环境、饮食习惯密切
相关。而这种茶，仿佛与原产地喝茶人
处于平行世界，产茶区信奉的是绿茶思
维，新的、嫩的才是好茶。

那么，作为一种原本只有小部分人
钟情的饮品，熟茶究竟是靠什么征服大
众的呢？

2000年前后，熟茶在大众消费市
场被广泛关注，首要原因不是口感，而
是普洱茶独特文化和功效。历史文化方
面的关键词就是茶马古道与马帮贡茶，
这两个关键词随着云南旅游热、民族文
化热以及马帮进京事件共同推进，这一
意象与现代文明、与城市化形成了一种
反差，独特的标签、用复古的方式让云
南普洱茶在大众消费市场迅速复兴。

在功效层面熟茶主打降脂减肥消
食，前些年还有人总结说，人们都是吃
饱了撑着才喝熟茶，这一句戏谑背后，
其实是经济发展、物资过剩的结果。

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火锅、
小龙虾、甜点、每一次重口味狂欢过
后，我都会用熟茶来安抚身心，几杯熟
茶下去，身心都会无比的舒畅和轻盈。
滋味醇厚、解腻消食的熟茶，与这个重
口味时代不谋而合。

讨论熟茶的流行，也离不开城市化
进程和人群流动的时代背景。这一背景
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特别是
我们的饮食。如果你生活在城市，无论
是线上点餐还是线下就餐，你会发现各
地的风味唾手可得，但要吃上一顿本地
美食却得颇费心思。在饮食去地域化的
过程中，熟茶也从特定区域的定制茶饮
变为了一种更加大众化的饮品。

从拒绝到接受，与茶叶生产技术的变
革、市场的发展，以及我们身处的时代密
切相关。很多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都在
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喝什么与不喝什么，
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对熟茶从
拒绝到接受，再到喜爱的过程，背后是一
场饮品的革命，这场革命，与工艺、产
业、以及观念的变革有关。

普洱熟茶，从拒绝到热爱
杨静茜

”

“
国庆长假，满城桂花，微风

不燥，很多人说秋天是杭州最美
的季节。在这样舒适的日子，约
几个好友，沿梅灵路或杭新景高
速一路向西，去茶乡喝茶聊天吃
农家菜，那种享受，就是清福。

比起游客一盏茶的幸福，杭
州茶农们的幸福更加持久，守着
西湖龙井这片“金叶子”攒成的

“摇钱树”，他们就如同捧着致富
的“金饭碗”。虽然采茶制茶还需
要付出辛苦的汗水，但内心的满
足会让茶农们在劳作时哼起欢愉
的小调，我的茶叶我作主，这勤劳
奔富的日子，就像一盏香茶，微苦
后回甘，清甜的尾韵悠长。

同样一杯茶，如果时光倒
流，新中国成立前的茶农品尝的
只有苦涩。他们挑着沉重的茶
担，胸腔里发出的，是沉闷的劳
动号子，种茶是养家糊口的生
计，茶与享受的搭配，只存在那
些骚人墨客的诗篇里。

在明朝年间，杭州富阳流传
着一首民谣：“富春江之鱼，富
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
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
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独
何辜？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
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
水，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
鱼亦无！呜呼！山难摧，江难
枯，我民不可苏！”

杭州茶虽好，成为贡茶之
后，给茶农带来的只有皇帝朱批
的“任务书”，还有各级官员们
敲骨吸髓般的盘剥。

草木枯荣，明亡清兴，杭州
茶的名气更大了，连皇帝都多次
来杭州，沉浸式体验龙井茶的炒
制，御笔题诗，夸赞有加。清代
规定御茶进京的期限在谷雨后一
个月内，那时没有飞机高铁，当
地官员怕触怒龙颜，就逼迫茶农
尽早采茶，不管山高春寒，茶芽
稀少。杭州人陈章目睹于此，写
下一首《采茶歌》：“凤凰岭头春
露香，青裙女儿指爪长。渡洞穿
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催
贡文移下官府，都管山寒芽未
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

莲心苦”。
国民党统治时期，杭州流传

一首用方言吟唱的 《龙井谣》：
“龙井龙井，多少有名。问问种
茶人，多数是客民。儿子在嘉
兴，祖宗在绍兴。茅屋蹲蹲，番
薯啃啃，你看有名勿有名？”杭
州的茶叶再好，茶农也得不到应
有的收成，这项生计已经被本地
人抛弃了，只有外来的流民，为
了生存才被迫从事茶叶种植。

雄鸡一唱，茶乡的天也亮
了。杭州茶农们哼唱的采茶小调
从此变得清新明快，“南山坡上
放声唱，唱得幸福落满坡”。就
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大风
老师从越剧唱腔中汲取灵感，初
创了《采茶舞曲》。周恩来总理
听后建议他到杭州梅家坞体验茶
农生活，将歌曲最终定型：“溪
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么
好风光。哥哥呀，你上畈下畈勤
插秧，妹妹呀，你东山西山采茶
忙。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
心花放。插得秧来匀又快呀，采
得茶来满山香……”

杭州茶农知道，今昔对比之
下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党的领
导、国家的好政策。现在的茶农
有地位，满手老茧的炒茶人被评
为杭州工匠、非遗传承人，受到
社会尊崇。政协把“请你来协
商”的会场开到茶园里，邀请各
方面的人士，为加强“三茶统
筹”开展民主协商。茶农们整天
琢磨的，是怎么把茶园管理得再
精细一些，怎么把茶人的朋友圈
再扩大一些，怎么把西湖龙井茶
的产业链价值链再延长一些，幸
福地“内卷”着。

前不久，第八届中华“茶奥
会”在杭州的龙坞茶镇盛大举
行，加上上半年已经举办的开茶
节、茶博会等这些众多的茶事活
动，把茶都的氛围搞得浓浓的。
回顾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重大茶
事活动开场时，肯定会有欢快的
茶歌登场，不然，怎么表达现在
茶农们的开心呢！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

茶乡今日唱欢歌
张治毅

本报讯 （记 者 徐 金 玉）
近日，记者从2022中国林草经
济发展博鳌大会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22中国国际茶业博鳌
大会作为该会一大亮点，将在
海南于 12月同期举行。届时，
将有中外嘉宾通过线上、线下
等多种形式参与大会，开展多
方位的交流合作。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
理事长邵曙光在发布会上介
绍，大会将邀请全球产茶国与
消费国的驻华使节代表，产茶
区政府、销区政府负责人，以
及金融投资领域、茶调饮企
业、茶叶跨国集团企业、全国
百强茶企和跨界企业精英等共
同探讨我国茶产业的发展，共

谋茶业未来。同时，大会现场
将举行“茶叶振兴”专项基金
揭牌仪式、2022中国林草经济
发展博鳌大会国际茶业论坛，
提振我国茶叶经济。

茶产业是我国重要的绿色
经济，也是我国林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疫情当下，中国林草
产业在挑战中面临机遇，中国
茶产业同样面临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等诸多挑战。主办方介
绍，本次大会将通过多种方式
整合行业各种相关资源要素，
并把它作为超级支点，用全新
的绿色经济引领产业理念、以
数字化等新科技手段以及独特
运营模式作杠杆，推进茶产业
的跨界融合发展。

2022中国国际茶业博鳌大会
将在海南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