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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海拾贝茗

器春秋茶

业视点茶

近日，茶叙外交视频刷屏各大
平台。茶，这片神奇而古老的东方
树叶，再度在国家重要外交场合飘
香，将独具特色的东方韵展示给全
世界。

在视频中，一位低头专心点茶
的茶艺师，虽身在远处，却依然抢
眼。只见她手速很快，用茶筅在轻
轻击拂。熟悉点茶文化的朋友或许
脑海中早有画面，茶盏内必是似乳
如雪的沫饽渐起，如疏星淡月，尽
显茶汤之美。

“这一刻，绝对是点茶的高光时
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
杭州市上城区茶文化研究会特聘专
家瞿旭平在接受采访时，禁不住笑
出声来，她已第一时间转发视频，
向朋友们“捎”去点茶的喜讯。

作为一位致力于推广宋韵文
化、传承点茶技艺的茶人，瞿旭平
对点茶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品
茶，自宋代以来就和挂画、焚香、
插花结合，成为文人书斋里或文会
雅集中的时尚活动。而宋式点茶，
是将茶末置于茶盏后注汤，用茶筅
或箸、匙击拂，使盏内茶汤生成沫
饽，而后品饮的一种茶艺方式。这
种高超的点茶技术又被称为‘三昧
手’，苏东坡在《送南屏谦师》中
就写道，‘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
点茶三昧手’。”瞿旭平说，好茶尤
须以点茶方式为之，啜一口含在口
中，随着气泡破裂，犹如茶汤在舌
尖跳舞，茶香乳香在口腔一齐迸

发，让人产生一种“美好而又动感”
的享受。

“当一盏富有诗意般变幻着画面
的茶汤进入口中时，人仿佛沉浸在宋
代人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之中。”瞿旭
平笑着说，正因如此，上城区茶文化
研究会积极打造“风雅宋韵 茶香上
城”品牌，为宋韵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做出努力。

“这不，我们接连迎来好消息：
今年，茶研会申请的点茶项目，已被
杭州市列为市级非遗项目；11月19
日，第十届南宋斗茶大会将举办，将
挂牌成立杭州宋代点茶文化研究院上
城分院；我们还在和一家茶点企业合
作，让‘有美茶宴’的内容更加丰
富。”瞿旭平说，“如今，点茶亮相茶
叙外交，政府的主要部门也纷纷给予
关注，感觉我们所有的付出和努力，
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心里特别有成
就感。”

在瞿旭平看来，小小茶叶在大国
外交中发挥作用，茶文化也是彰显文
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弘扬点茶文
化，需要充满使命感。“现在社会有
些人相对浮躁，可能刚刚浅学了一
下点茶后，便去开设培训班，甚至
教授了一些错误内容。我们要尽量
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要保持严
肃、科学、严谨的态度。同时，也
要紧抓机遇，做好研究、做好成
果、做好产品、做好宣传普及，把
宋代饮茶文化最高峰的精华内容进
一步挖掘和呈现。”

从“茶叙外交”看“点茶之美”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浪花”奔涌“帆”正悬，红
“船”昂首向前。近日，江苏省无
锡市政协委员、无锡市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正高级工艺
美术师范友良的一把“中流击水
壶”脱颖而出。

在构想这把宜兴紫砂之形器
时，南湖的红船、井冈山的火种等
一系列充满红色基因的词汇在范友
良的脑海中盘旋。他最终将航船、
风帆、浪花的组合确定为新作“中
流击水壶”的基本格调。

“中流击水壶”容量850毫升
以上，在现时紫砂壶品中算得上是

“庞然大物”。壶身主视面以风帆象
征革命航船的破浪前行，将凹的线
和凸的面相互作用，突出了“鼓大
风而疾行”的速度感。壶嘴是船首
上扬，壶把则呼应了抽象的风帆、
船头，浪花的线条、凹凸、层次都
在制作中一一体现。

1970年出生的范友良自幼成
长在陶都丁蜀镇，从当时的无锡轻
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毕业后，
从事机械工程师工作，但自幼对宜
兴紫砂工艺的喜爱让他毅然放弃优
越的工作，而后他师从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李昌鸿系统学习紫砂工艺。

良好的学习环境和艺术素养以及
执着追求，迅速提升了他独具一格的
艺术品位，他的制壶，形不定位，广
泛涉猎紫砂塑器、素器和筋纹器等，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制壶
过程中，也始终保持宜兴紫砂工艺的
基本格调，但又不失时代特征，融入
自己的思考和创作。

“提香壶”“汉语·唐风壶”先后
获高级别奖项，他自己也先后荣获

“江苏省企业首席技师”称号、江苏
省乡土人才“三带”能手称号，获无
锡市“五一劳动奖章”。

30多年紫砂创作，范友良严守
祖训，秉承了祖业的工匠精神，这是
紫砂陶艺的魅力，是文化的力量，也
是紫砂人的使命。

作为政协委员，他积极履职，为
地方发展建言献策。他通过日常观察和
调研，先后向无锡市政协、宜兴市政协
提出《合理保护宜兴前墅龙窑》《加快
发展农产品电商行销的建议》《关于规
范紫砂直播行业的建议》等有关经济
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等提案，体
现了参政议政能力和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洞察力。他还多次立足本业，开办
公益短训班，得到社会新的阶层人士的
一致赞誉。 （贾星蓝 潘强）

手艺守艺 传承红色记忆

近日，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
保护办公室发文，由浙江省淳安县
中洲镇木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栽培
的白金芽喜获“中白11号”品种
认定，结束了长达5年之久的品种
认定之路，自此，白金芽有了自己
的“身份证”。

白金芽茶因叶、芽、茎为白
色，泡出后呈金黄色而得名，今年
白金芽茶茶青价格能够达到 200
元/斤，茶叶价格可以达到1500-
6000 元/斤。目前，当地已发展
300 亩“中白 11 号”种植基地，
预计每年可新增产值750万元。

据了解，中洲镇生态优美，茶叶
是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
一。为优化中洲镇茶叶产业的种植品
种结构，加快中洲镇茶叶产品的品质
升级，实现百姓共富，近年来，中洲
镇引进新乡贤许永红等能人志士回乡
创业，并多次组织当地政协委员、商
会企业家在民生议事堂为推广白金芽
茶出谋划策，同时，以中国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专家为依托，通过“专
家领衔+企业开发+村基地种植推
广”模式，大力发展“白金芽茶”种
植，助推茶叶生产效益和村集体经济
收入。 （徐真理 余慧斓）

浙江白金芽喜领“身份证”

“品牌＋”，打造“秘密武器”

在展销会、淘宝店、直播
间，茶企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话：

“我想买些鸠坑茶！”这是近10年
来，邵淑宏所观察到的最令人欣
喜的变化。

“鸠坑种在业内比较知名，但
市场对它的认知还有提升空间。事
情的转机，正源自乡里对品牌的打
造上，我们充分运用自有优势，先
在品种上做文章。”邵淑宏说，比
如，他们已连续14年举办千岛湖
茶博览会，每届打造新主题，不断
挖掘鸠坑茶文化，讲好鸠坑茶故
事，向外界展示鸠坑茶魅力；比
如，前不久县里刚刚落幕的中国
（千岛湖）茶馆联盟大会，会上邀
请各地的茶馆经营主体在两条茶旅
线路体验中自行选择，鸠坑乡便立
足特色，打造了以800年鸠坑茶树
王为核心的寻根问源茶旅线路，不
仅成功吸引了一半以上的与会嘉宾
前来考察，还因此达成了多个合作
意向……

“鸠坑茶要‘拼’出影响力，
就要有自己的‘秘密武器’，换言
之就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元素’，
除了品种以外，在消费者眼中，安
全至关重要。因此，当省里要推出
有机化管理试点时，我们积极争取
到了有机茶小镇的项目。”邵淑宏
介绍，为了有机化茶园管理、提升
品质，鸠坑乡下足功夫：每年推行
全域有机化管理，鼓励、支持、扶
持茶农茶企统防统治，覆盖面积已
达到5000多亩，有机化管理示范
区1700多亩。

“基于这些措施，不仅当地茶
农慢慢接受了有机化管理，能够禁
用一些高毒低效的农业投入品，很
好地保证产品质量，而且消费者对
于产品的认知度也在稳步提升。”
邵淑宏笑着介绍，现在，大家不仅
知道这里有国家级良种，更知道当
地盛产两种鸠坑茶——鸠坑毛尖和
鸠坑红茶。更直观地，连出口产品
也受到市场青睐。

“疫情防控期间，很多出口企业
的产品销量下降，我们则是逆向增
长，不减反增，产品销往欧洲、非
洲、东南亚等国家。”邵淑宏说。

“统战＋”，助力产业振兴

“茶产业要发展，人才是最宝贵
的一大财富。”邵淑宏说，为此，乡
里积极凝聚统战力量，让各条线上、
各个人员、各种力量都能发挥所长，
服务于茶产业。

“我们为此特意成立了茶韵同心
荟，吸引了很多新乡贤、优质企业
家的加盟，他们在鸠坑建厂建基
地，为鸠坑茶产业的发展和继承，
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邵淑
宏说。

林葆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
先后成立了鸠坑乡文创中心、汉唐研
学基地，在产品包装上大胆创新，文
化属性很强，文创色彩浓郁，不仅让
鸠坑茶产品的特色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时也带动了乡里其他茶企和茶农大
户们思维的拓展。”邵淑宏说。

“茶三代”余倩倩，作为乡里统
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事业发展势头也
很足。“她带领万岁岭茶厂拓展市
场，开发夏秋茶品，已和陕西省泾阳
县达成合作，定向提供300吨黑毛茶
用于制作‘千岛湖茯茶’。不仅如
此，她还放眼世界，主动寻找到国际
大宗眉茶的市场空缺，目前每年外销
眉茶500吨。”邵淑宏说，如今，他
们又联合生物科技公司，联名出品了

“鸠坑茶含片”，市场叫好又叫座，赢
得了一批年轻人的喜爱。

“正是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老
百姓不只生产春茶，也能够采收夏秋
茶，在红茶、绿茶、黑茶上多管齐
下，亩均能够突破上万元。”邵淑
宏说。

“创新＋”，焕发新生机

“来鸠坑乡体验‘鸠爱你’茶文
化旅游线路，开启一段美好旅程。”
在茶旅推介活动中，一句带有浪漫
色彩的“鸠爱你”，让鸠坑乡成功

“出圈”。
“‘鸠爱你’茶旅线路的名称取

自鸠坑种的‘鸠20’品种 （又名鸠
坑早），谐音‘鸠爱你’，希望大家能
够感受到来自鸠坑满满的爱意。”邵
淑宏笑着说，正是这种思维的创新、
持续地优化改造，助力着这个以传统
茶产业为特色的小镇，焕发着勃勃
生机。

“鸠坑乡是世世代代种茶、制茶
和销茶的地区，老茶园比较多。近几
十年我们没有选择‘吃老本’，而是
一直在推进老茶园良种改造工程。现
在良种示范茶园已有2000多亩，占
全乡茶园面积三分之一。今年，我们
还新增了鸠坑早300余亩。这种品种
是红绿兼制，且生产出的红茶具有甜
香、甘醇的口感，很受市场欢迎，为
老百姓直接提升了经济效益。”邵淑
宏说。

在第三产业发展上，当地开创先
河，建设了国家首个乡镇级茶叶主题
博物馆，陈列非遗古器具，展示历史
茶文化，如今博物馆正在迭代升级，
与数字化结合，增添更为丰富的体验
型项目。

“我们还在计划建设茶文旅综合
体，打造茶园、民宿、采摘及研学相
结合的综合体验中心，能够将茶树王
网红打卡点、茶园采摘、茶叶制作、
特色民宿、青苗渔村、登山步道等串
联起来，带给人们多样的休闲文化享
受。”邵淑宏说，鸠坑乡，作为一个
以茶产业为支柱产业、生态产业、富
民产业为主的特色乡镇，一直以来都
想创新，也都在创新。如今，曾经打
下的好基础已在慢慢开花结果，它体
现在亩产的提升上、效益的增长上，
更体现在百姓的美好生活里。

“老百姓的口袋子更富了，房前
屋后都换了新颜，不仅建起了小楼
房，打造了美丽庭院，他们还会积极
参与集体活动，跳起了欢快的广场
舞。”在邵淑宏看来，生活有了富足
感，人们才会愿意装扮家里、装扮自
己，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如今，
我们正在全力打造美丽乡村，结合各
方资源提升基础设施，让老百姓的精
神和物质更为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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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
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
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
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
妈的管得着吗！”上大学的时候，大
概就是因为这段暴躁栀子花的吐槽，
开始喜欢读汪曾祺的文章。除了写花
草，汪曾祺写吃喝也很绝，从江苏高
邮咸鸭蛋到云南野生菌，他笔下的美
食让几代读者垂涎三尺。而我今天要
讲的，是茶馆里的汪曾祺。

汪曾祺 1920 年出生在江苏高
邮，1939年经海路抵达昆明，带病
参加考试，考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
那一年，他19岁。他在昆明度过了
整整7年时间，除了读书写作，还喜
欢寻觅美食，饮酒喝茶。以现在的定
义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文艺
青年。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期常常逃
课，但却从不翘沈从文的课。他和沈
先生讨论文章学术，陪沈先生上街买
火腿月饼，一起吃加了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他喝醉了，坐在路边，沈从文
正好路过，以为是个流浪汉，走近一
看，竟然是汪曾祺。沈从文连忙喊了

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架回宿舍，给他
灌浓茶醒酒。现代医学告诉我们，浓
茶解酒其实不太好，但这样的师生关
系着实让人羡慕。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
两度在校外租房子住，一度是在若园
巷2号，一度在民强巷5号。当时住
若园巷的有王道乾、何炳棣，还有写
了《未央歌》的吴讷孙。那是一个苦
难的年代，也是群星闪耀的时代。在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里，我们
读到了潇洒，读到了自由，也读到了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温度。

“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
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
馆里泡出来的”，这是汪曾祺在《泡
茶馆》一文中的原话。现在的大学生
和上班族喜欢去咖啡馆工作、学习、
聊项目。而当年联大学生最喜欢去的
是茶馆，学生们在茶馆里看书、学
习、写论文、闲聊，还有人几乎以茶
馆为家，连洗漱用具都放在茶馆。
《泡茶馆》一文，借茶馆这个小小空
间，把当时的昆明写活了，也把联大
学生写活了。

当时昆明的茶馆，有大茶馆和小

茶馆。昆明正义路有一家大茶馆，一
楼一底，里面有几十张荸荠紫漆的八
仙桌，人声鼎沸。茶馆里有看手相
的、唱戏的，十分热闹。这样的大茶
馆，汪曾祺很少涉足，他常去的，是
小茶馆。

汪曾祺常去的小茶馆，主要在离
联大不远的凤翥街和文林街，这两条
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每一家茶
馆的情况，汪曾祺都如数家珍。他不
仅观察茶馆里的联大学生，对茶馆主
人也刻画入微。

昆明有一家茶馆，白皙强壮的女
主人每天很辛苦，而她丈夫却成天无
所事事、每天还要喝一大杯牛奶。汪
曾祺为这个妇女鸣不平，感叹“中国
的妇人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
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昆明凤翥街上，一家绍兴人开的
茶馆，老板对外地学生比较热情。这
家茶馆的点心比较丰富，有芙蓉糕、
萨其马、桃酥等。穷学生们在这里可
以赊账喝茶、吃点心，甚至还能借钱
看电影。

昆明龙翔街有一家茶馆，茶客基
本都是本地人，本地的闲人、赶马

人、卖菜的、卖柴的。汪曾祺在茶馆
里，或和同学聊天，埋头看书，不时磕
把瓜子喝口茶，暗中观察着来往的人，
酝酿着大小文章。

汪曾祺住民强巷的生活一贫如洗，
落拓到了极点，房租常常拖欠。而当时
昆明有些人家就是愿意把闲置的房间租
给穷大学生，不计较房租。离他很近的
一家茶馆叫“广发茶社”，是广东人开
的，他经常和同学到这里喝茶聊天，不
论境况如何，汪曾祺总会找到生活的
乐趣。

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在昆明北
郊观音寺的一所中学教过书，学校的西
北墙外有一个孤儿院，孤儿院西边有一
家小茶馆，这家小茶馆卖清茶、葵花
籽，有时候还有两块钱的芙蓉糕，以及
劣质白酒。

当时在昆明开茶馆的，有本地人、
绍兴人、广东人，茶客也是五花八门。
这些茶馆，正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生
活的一个缩影。正义路、翠湖、文林
街、黑龙潭、观音寺，从城内到郊区，
处处都有茶馆，茶馆是重要的公共空
间，也是动乱年代里，为数不多可以供
大家感受日常生活的休闲场所。

喝一杯不烫不凉的清茶 读一读汪曾祺（上）
杨静茜

“好茶有源在鸠坑，在浙江60多个传统茶树品种中，
历来都以鸠坑种为浙江的当家品种……”

“新中国成立后，鸠坑种成为首批认证登记的国
家级茶树良种……”

于业内人士而言，来自浙江省淳安县鸠坑
乡的鸠坑种大名鼎鼎，是研究绿茶历史、
绿茶品种时无法忽略的存在。而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产自这里的鸠坑茶却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有些籍籍无名。

历经数十年的传承、积淀与发
展，鸠坑乡终于找准赛道——自
2016年开始打造浙江省首个
以有机茶为主题的特色小镇
后，如今，鸠坑有机茶小
镇副书记邵淑宏可以
充满底气地说：“鸠
坑茶，在消费者
心中已有一席
之地！”

··非凡十年非凡十年··茶产业篇茶产业篇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