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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拾贝茗

山东青岛崂山，位于高山峻岭
的茶梯田旁，正组织着一场“不一
般”的茶农培训班：

它的师资“不一般”，邀请了茶
行业内最具权威代表性的专家们前
来授课，系统教学茶叶知识；它的学
员“不一般”，除了从业十余年的“老
茶农”外，更出现了不少“90后”等
新鲜面孔；它的内容“不一般”，聚焦
崂山特色，干货满满……

这就是2022年崂山区高素质
农民培育培训班。5天时间106名
茶农在这里实现了知识储备的“加
速升级”！

培训有“特色”

“农业教学不同于其他，不仅要
注重实用性，更要注重教学方式的
通俗性，让更多农民听得懂、学得
会。” 作为主办单位代表，青岛市
农业农村局科教处处长魏明介绍。
为此，主办方和承办单位崂山区农
业农村局为培训班的内容安排下足
了功夫，不仅带学员深入学习茶叶
感官审评基础知识，学会如何通过
外形、香气、滋味、汤色等品评一款
茶，还带领学员走出去，前往西海岸
新区、日照市等地的茶企、研究院和
茶叶展览馆观摩学习，加深对茶园
土壤改良、种植、培育、采摘、技术研

发的了解。
除此之外，这次农民培训班还有

一个重头戏——“崂山龙须”的制茶和
评茶。“这也是此次培训班被称为高素
质农民培训班的重要原因，是聚焦崂
山龙须这款茶的特色培训。”魏明介
绍，崂山龙须是用特定加工工艺制作
而成的崂山绿茶，是崂山区近几年推
出的高端品系绿茶，也是立足北方茶
区特点和差异化发展的创新品种。前
不久，崂山龙须绿茶迎来好消息——
已通过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收集登录公示信息，成功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

为了更好地传承崂山龙须的制茶
工艺，培训班在邀请了安徽省六安市
技术能手陈白祥、舒城小兰花非物质
文化传承人李贤葆、中国茶科所首席
科学家鲁成银、沈阳市茶叶学会会长
赵跃铎等老师为茶农授课外，还特别
邀请了崂山龙须标准的第一起草人、
青岛市政协委员匡明如前来讲解。学
员们上课时听得专注认真，对新知识
如饥似渴，在理论知识、技能、管理、政
策理解等方面都有稳步提升。

培训话“变迁”

“培训内容丰富、专业，给我上了
特别扎实的一课。”“90后”的胡嘉浩
是培训班的年轻学员，也是一个“茶三

代”。他笑着调侃，能在刚踏入茶行业
时，就打好这样的“基本功”，不知道自
己的长辈们会有多羡慕。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茶北
移，我家也开始种上了茶树。但当时
只有几亩地，由于技术不过硬，产量一
直不理想，种植的积极性也提不上
来。”胡嘉浩说，当时的茶农多是从零
起步，只能在劳作中积累经验，也为此
吃过不少苦头。后来随着政策支持和
资金扶持，以及对技术培训的重视，茶
农逐步实现了产业增收，胡嘉浩家里
的茶园面积也翻了几十倍，已扩大到
了200多亩。

“如今，我跟着老师们学到了这么
多权威实用的茶知识，又学会了崂山
龙须的制茶工艺，回去后肯定能派上

用场，对于质量再提升很有信心。”胡
嘉浩说，他已准备好沿着父辈们深耕
的茶路，继续走下去。

胡嘉浩的话，也说出了不少茶农
的心声。“现在，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茶园或是从事茶产业，茶农的钱
袋子鼓了，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也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值得庆贺的是，经过当地60余年
的积淀，崂山区茶园面积已发展至2
万余亩，共涉及 105 个农村社区、
9300多农户、约21000人，共有规模
性茶企30余家，茶叶产量1500余吨，
产值达 5亿余元。崂山茶也凭借其
色、香、味、形俱佳的品质得到了更多
人的青睐，“名茶”和“仙山”“圣水”一
起，成为崂山区乃至青岛市的标志性
招牌，崂山茶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培训绘“未来”

“要让老茶农不再凭经验吃饭，要
让新茶农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事
茶几十年的老茶人，中国制茶大师、青
岛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匡新坦言参与
组织这次培训班的初衷，“不懂技术已
然成为过去，高素质的茶农队伍将不
断壮大。”

近些年来，匡新一直在为这一目
标奋斗着。在他的倡导下，当地相继
成立了茶叶协会、相关茶叶院校，从茶
园的种植、管理抓起，通过理论学习、
现场示范，带动农户们增强种茶积极
性，也懂得运用科技知识和现代化手
段进行科学种茶。青岛市茶文化研究
会和青岛市崂山区茗尔德职业培训学
校此次也是共同协办方。

“出好茶，出精品茶，已成为茶农
的共识，更多的茶农通过积极学习新
技术，可以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我相
信这次培训班的举办就是一个很好的
开端和尝试。”匡新说，“名茶与高素质
农民培训双向发力，或将驱动崂山茶
产业完成一次共同构建小区域、高品
质、大市场崂山茶发展格局的深刻蝶
变。随着高素质农民队伍的培育壮
大，实现‘小茶叶’富一方百姓、‘大产
业’促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指日可
待。我们也将立足本业，发挥优势，在
未来不断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农村提
质增效和农民增产丰收，助力农业现
代化高质量发展。”

崂山崂山：：这个茶农培训班这个茶农培训班““不一般不一般””！！
本报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陈笑蔚

南国秋已深，枝头菊花渐残，梅
花还未露头。周末去郊外爬山，本以
为只能看看深黄浅红的树叶，没想到
路旁无人打理的茶树上，开满了白中
缀黄的小花，几只蜜蜂在花间忙个不
停，让人不由多看几眼。

茶树的花骨朵饱满紧实，像一个
个卡通的小拳头，在枝条上挤挤挨
挨。开花时身体突然舒展，体积变大
了不少。简单纯白的花瓣中间，花蕊
密密扎扎，是柔嫩的黄色，清丽
可爱。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少有人能
亲眼看到茶叶开花，对爱茶的人来
说，可能是个小小的遗憾。茶农精心
管理的茶园里，在春茶采完之后，都
会对茶树进行修剪，新萌发的枝条，
在当年是来不及开花的。为了经济效
益，茶农也并不希望茶树开花与来年
的春茶争夺营养。而且现在的茶树大
多是无性系的品种，通过扦插、嫁接
等方式繁殖，也不需要开花结果做
种子。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写到茶叶
的花，只用五个字一笔带过：“花如
白蔷薇”。白蔷薇是最普通的一种单
瓣蔷薇花，与茶花一样不起眼。

人们喜欢的大多是另一种茶花，
茶叶的近亲，山茶花。《天龙八部》
中，痴情的王夫人为段皇爷种了满园
名贵的山茶花，并作诗一首：“春沟
水动茶花白，夏谷云生荔枝红。青裙
玉面如相识，九月茶花满路开”。小
说显然不是正史，这首诗其实是金庸
先生化用宋人陈与义的 《初识茶
花》，原诗是：“伊轧篮舆不受催，湖
南秋色更佳哉。青裙玉面初相识，九
月茶花满路开”。而且，陈与义写的
是茶叶之花，而非山茶花。茶叶花期
长，能从秋天开到春天。满枝绿叶，
几点白花，所以有“青裙玉面”
之说。

从古到今，写茶、赞美茶的诗文
不计其数，大都是写茶叶的，写茶花
的难得一见。苏东坡爱茶成癖，是茶
诗高手，也没有专门写到茶花。他的
弟弟苏辙同样爱茶，写茶的诗比不过
苏轼，留下的两首茶花诗倒是独辟蹊
径，其中有“久疑残枿阳和尽，尚有
幽花霰雪初。经冬结子犹堪种，一亩
荒园试为锄”的妙句。全诗虽略显冷
僻，却是来源于生活。苏辙亲自采籽
种茶，记录下茶花在冬天盛开的
场景。

说来奇怪，古代文人墨客很少写

茶花，却又喜欢用花来比喻茶叶之
好。秦观《茶》诗中有：“芳不愧杜
蘅，清堪掩椒菊”的句子。王敷写
《茶酒论》，说茶叶是“百草之首，万
木之花”。现在还有拟花状的成品茶
叶，如黄山绿牡丹、婺源墨菊等。甚
至干脆用花来命名茶叶，如舒城小
兰花。

茶叶茶叶，叶子是永远的主
角，但茶的花也有很多用途，茶花
内含茶多酚、氨基酸、茶多糖、皂
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消炎、抗
氧化、美容养颜的功效很强。一些
科研机构早就用茶花提取物开发出
了洗手液、护手霜等日用产品，终
因比不上茶叶加工的经济价值，没
有形成大的市场。

只有在农村，在大山里，茶花
才一直没有被遗忘。那里的茶叶大
多自然生长，很少有人修剪，得以
开花结果，经冬历夏。在初春的时
候，去茶树根部收集掉落的茶籽，
在新的茶园里播种，是山民们种茶
的主要方式。用茶籽种出来的茶叶
似乎带着自然荒野的本味，喝起来
更加鲜爽有劲。

茶树被茶农称为幸福树，一方面
是因为它的叶子经济价值高，能带来
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它秋冬开花，
果实也在此时成熟，绿叶四季常青，
一年之中，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花果叶
相会，一直被认为带有家庭幸福美好
的寓意。

现在的茶艺表演都会布置精致的
茶席，如何装饰茶席，茶艺师们动足
了脑筋，见过用芦苇花、南天竺、麦
穗等各种花草枝叶的，虽有禅意，却
与茶叶本身不相关。我想，如果摆上
有花有果有绿叶的茶枝，在茶席上展
示茶的一生，或许才是最独到的茶席
布设方式吧。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茶花寂寞开空山
张治毅

茶论道煎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各朝各
代的文人墨客对茶也有不同的情感，
给茶赋予了很多美名雅称，这些都是
中国茶文化中的宝贵财富。来看看有
没有你知道的别名？

涤烦子
唐代施肩吾《句》说：“茶为涤烦

子，酒为忘忧君。”喝茶只有两个动作，
拿起、放下。一杯一杯品，茶水越来越
淡，人也越来越清醒，所有扰人的事都
逐渐沉淀下来，洗去心中的烦闷，故名
涤烦子。

《唐国史补》载：常鲁公随使西番，
烹茶帐中。赞普问：何物？曰：涤烦疗
渴，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

鸟嘴
对茶的喻称。因茶叶状似鸟嘴，

故称鸟嘴。唐郑谷《峡中尝茶》：“吴僧
漫说鸦山好，蜀叟休夸鸟嘴香。”

云华
俗话讲：高山云雾出好茶，产于云

巅的茶，都是上品。“华”是指好的事
物，所以古人称好茶为“云华”。晚唐
诗人皮日休《寒日书斋即事》说：“深夜
数瓯唯柏叶，清晨一器是云华。”

鸡苏佛
宋代陶彝《句》说：生凉好唤鸡苏

佛，回味宜称橄榄仙。这是陶彝描绘
好茶的联句，鸡苏原为一种植物，其叶
淡香，以此喻茶为“鸡苏佛”；以橄榄来
命名茶，可能就是看中茶的“回味”。

紫云腴
宋代著名诗人陆游《昼卧闻碾茶》

说：“小醉初消日未晡，幽窗催破紫云
腴。”宋代诗人洪适《石桥》说：“来烹紫
云腴，寒瓯散葩萼。”紫色云在古代被
认为祥瑞之兆，云腴代指茶，意为吉祥
的茶。

茶枪
宋代苏轼《儋州》诗之一：“茶枪烧

后有，麦浪水前空。”意思为茶未展的
嫩芽，未展开时似枪，故称茶枪。清代

吴伟业《过闻果师园居》诗中也用过同
样的比喻：“菜甲春来早，茶枪雨后
迟。”

清友
唐代姚合品茗诗：“竹裹延清友，

迎风坐夕阳。”描述的就是在竹林里悠
哉地品茶，沐浴在风中看太阳下山的
雅事。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曰：

“叶喜字清友，号玉川先生。清友，谓
茶也”。

余甘氏
宋代李郛《纬文琐语》说：“世称橄

榄为余甘子，亦称茶为余甘子。因易一
字，改称茶为余甘氏，免含混故也。”古
人把茶拟人化，比作余甘氏，将茶回甘
留香，余味缠绵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玉爪
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澹庵坐上

观显上人分茶》说：“蒸水老禅弄泉手，
隆兴元春新玉爪。”是指茶泡开如鸟爪
形状，故称玉爪。还有类似凤爪的比
喻，如欧阳修称赞双井茶，有“西江水
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都是对
茶的美称。

碧霞
元代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

茶因其韵七首》说：“红炉石鼎烹团月，
一碗和香吸碧霞。”这是碧霞与云华一
样，像天上才有的东西，令人无限向
往！

雀舌
清乾隆帝爱茶，喝茶很讲究。游

江南时烹茶都要求用玉泉山的泉水，
足见他对茶的喜爱。他有首茶诗《观
采茶作歌》，就出现了雀舌这一雅喻：

“倾筐雀舌还鹰爪”。茶芽似鸟雀的舌
头，故称雀舌。

仙芽
清代胡怀琛《春日寄家兄闽中》：

“海扇占春信，仙芽问五夷。”仙家才有
的嫩芽饮品，听着就想尝尝鲜！也是
对茶的美称。

茶叶的别名，你知道几个？
春雷

疑解惑茶

为什么我们总在谈论景迈？因为它
的美好，值得我们一次次憧憬、一次次到
达、一次次追忆。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写下：我们每个
人都可能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这块地方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正匍匐的
地方，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出发去
寻找它。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栖所，也
是我们心灵的故乡、精神的家园；它给我
们活力，给我们灵感，给我们安宁。

对我而言，景迈山就是这样的地方。
从昆明出发，50 分钟就可以落地负

氧离子充足的美丽茶山。景迈属于亚热
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8℃，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一年四季皆可前往。

景迈山和景迈村是两个概念。我们
通常说的景迈山，位于普洱市澜沧县惠
民乡，主要包括景迈、芒景两个行政村，
下辖 10 余个自然村，每个村寨都有茶
园。而景迈村指的是其中一个行政村，
它是个大寨子，居民以傣族居多。

我在下文所说的景迈，指的是景迈
山。景迈山是全国唯一一座正在“申遗”
的茶山，是茶人们必到的朝圣之地，这里

的万亩古茶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爱茶人的朝拜。
有人把景迈山描述为阿凡达的世界，这里有神秘的原始

森林、古老的神话传说、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以及勤劳勇敢的
居民。布朗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繁
衍生息，共同创造了景迈山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我很愿意将景迈山比作茶文化博物馆。在景迈山，茶的
种植加工、历史文化都很值得研究。早在 2003年，中科院项
目研究就指出：景迈千年万亩古茶园集生物、文化、生态、人文
旅游和艺术宝库于一身，具有重大的科学、景观、文化和生产
应用价值，是重要的自然和人文遗产，是世界茶文化的根和
源，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

景迈山的古茶林山脉主要由西北向东南走向，平均海拔
1400 米。喝茶的人习惯用“蜜香”“兰香”来形容景迈山茶叶
的香气。做了十余年景迈茶的苏岚总结说：景迈山的茶，犹如
一位精心打扮的少数民族女子，艳丽、张扬而明媚。当你站在
景迈山茶园里深呼吸，闻到的就是这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树茶，景迈山的生态茶园也非常值
得关注。2009年起，普洱市政府对景迈山两万亩生态茶园进
行了改造，改造的主要方式是对过去密植的茶园进行调整；在
茶园里种植树木，为茶树遮阴；不打药，对茶园进行生态管
理。这些举措让景迈生态茶获得了极强的竞争力，现在距景
迈山生态茶园改造已十余年，其在未来的潜力更不可估量。

如果你想看到景迈以外的景迈，可以选择4月中旬前往，
这段时间，山上会过泼水节和桑康茶祖节。节日期间，所有人
都停下了手中的农活，村民们认真准备，举行仪式。这些仪式
不是表演，而是人与人、与村落、与自然、与时间的对话，这些
对话，一定会打动你。

这
座
茶
山
定
会
打
动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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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喝茶的年龄层越来越年轻，当代年
轻人怎么喝茶，成为业界人士普遍关注的现
象。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观察后，笔者将其大
致可以分为四个“喝茶流派”。

No.1 懒人养生派

在唐末，刘贞亮就提出过“饮茶十德”，其
中与健康有关的就有“散郁气、养生气、除病
气、养身体”等。喝茶有助于身体健康，是当
代人再清楚不过的常识。但是，对于年轻人
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怕麻烦”。

他们对于喝茶的诉求是，想要完成每日
喝茶既定目标，怎么简单怎么来。泡茶一步
到位，省时省事，工作养生两不误。

懒人有懒人的泡茶方式，可选取不经过烘
焙的天然茶、嫩叶茶，怎么泡也不至于太难
喝。泡茶方式上，也更为简便和宽容。在办公
室准备一个大杯，用热水冲泡即可。但要注意
不要等喝干后再去续水，要保证底部的水能够
没过茶叶的位置，这也叫母水。一般可以加水
三到四次，直到茶味淡去就可倒掉了。

还有更简单的喝茶方式，那就是冷泡
茶。拿一瓶矿泉水，直接放茶叶，茶叶与水的
比例大约为1：100。一般冷泡茶需要泡30
分钟以上，虽然这种茶香气会相对弱一些，但
是茶味十分浓郁饱满，若是喜欢甜口的人，还
可以放两块冰糖，绝对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No.2 风雅仪式派

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一批特别爱追求美
的年轻人，他们热爱茶，也拍出了很多关于茶
生活美学的照片，拥有一定的拥护者。

他们在带领年轻群体喝茶上，有着功不
可没的作用。除了茶的品质，美学的导入也
让很多年轻人因为美而接近茶，最后被茶的
味道“折服”。

这类年轻的喝茶群体清新文艺，喜欢“剁
手”茶器，打造的人设、场景都很有自己的风
格。他们大多还有自己喝茶的据点，约上三
五好友，精心布置一桌茶席，共享一场精致的
下午茶。小到茶桌的一件器物，大到茶室的
一幅挂画，都有它们存在的理由，把原本枯燥
无味的生活过得风雅有趣。

喝茶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找
到气味相投的人。从古至今都有以茶会友一
说，从古代的评茶、作茶诗到现在邀请好友喝新
茶，无不体现了茶的社交属性。他们还原对喝
茶这件事的新认知，诠释着各自的茶生活。

No.3 自由博爱派

还有一部分喜欢喝茶的年轻人，可能涉茶未
深，也可能喝茶多年，但对于各种茶的感情平等
而包容，并且很博爱，茶在他们眼里没有绝对的
好坏，只追求味蕾上的新体验，有茶喝便开心。

对于他们来说，过于讲究喝茶的品类、泡茶
的仪式感，反而丧失了喝茶时的松弛与自在。
其实，饮茶不应拘泥于固定的程序和规则，贵在
朴素、简单，从心所欲。

仰山慧寂禅师有一偈：“滔滔不持戒，兀兀
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镢头边。”大意就是，
不须持戒，亦无须坐禅，饮茶、劳作便是修道。
大道至简，取火侯汤，烧水煎茶，吃茶去，其他的
不用在意太多。

No.4 内涵讲究派

这类年轻人有些是来自茶叶世家，有些从
小被父辈耳濡目染，有些很早扎根行业，在年轻
群体显得格外出众，追求的就不仅仅只是茶浮
在表面的味道，而是要感受茶本身的风味。

他们泡茶会有更多讲究，不在于外在的仪
式，而是在意影响冲泡口感的元素，浑身上下突
出一个“懂行”，比如泡茶的水、器具、手法与技
艺……稍有闪失，直接影响茶叶原本风味。

茶已是他们的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即使
出门下馆子，兜里总会有一泡私房茶叶，还得亲
自冲泡。泡茶更多是追求一个“纯”字，甚至饮
茶时要“净手”“净口”，脂粉味、熏香等其他杂味
是断然不能出现在茶桌上的。

喝茶时，他们同样热衷于交流，比如从色香
味各方面来评测，进一步讨论原料、工艺、冲泡
手法等。能融入这样的群体，可谓是进入速成
班，好茶不能白喝，喝进去能学到品茶知识，也
可算是一举两得。

有趣的喝茶方式有很多种，适合自己最为
重要。饮茶，喝进去的不仅仅是茶，往往也是人
生与经历。

年轻人喝茶也有流派
初空

乡采风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