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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淡绿色的茶席上，轻洒着鲜嫩的
花蕊，一套青花瓷盖碗与青瓷梅花杯
相映成趣……

美国时间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洛城汽车西海岸俱乐部，当众多嘉宾
来到2023跨年晚会现场时，眼前一
亮的正是这极具“中国风”的一幕。
茶台被主办方安排在“C位”，好似
在预告着，它将成为当晚的“重头
戏”。

音乐声起，陕西泾渭茯茶美国公
司CEO骆萍缓缓入场。她身着一袭
白色茶服，在现场谈吐自如，中英文
流利切换，将中国茶文化的点滴故事
娓娓道来。

与此同时，她手上的动作速度却
丝毫不减：温杯、烫盏、投茶……当
她高提起茶壶，准备悬壶高冲时，举
起手机拍摄的大家也跟着屏息以待，
只见水流直冲而下，完美落入仅有
100ml大小的青花瓷盖碗中。一时
间，台上茶香四溢，台下掌声雷动。

这一刻，在美国的西海岸，欢聚
的人们以一缕茶香迎接新年。

“我只想全心全意地奉一杯中国
好茶。”骆萍笑着道出初衷。也正是这
样的想法，让她和西海岸俱乐部的负
责人Judy（朱迪）成了茶友，并在跨年
夜这晚共同策划了这场茶事活动。

“西海岸俱乐部以亚裔会员为
主，其中不少是华裔。华裔不论走到
哪里，心里总有一抹淡淡的茶香。”
为了这次表演，骆萍精心布置着每个
环节，从音乐到茶席到茶具，乃至在
现场互动时的一颦一笑都下足功夫。

“看似是我一个人在静静表演，实则
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和观众作交流。”

可喜的是，她在大家的目光中，
看到了专注、欣赏和尊重。表演结束
后，很多嘉宾主动前来攀谈：“这套
表演真的很‘中国’，很有文化感，
也非常亲切！”“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
最专业的茶艺表演！”还有一位嘉宾
惊呼：“两年前，我看过你的表演，
当时我和您相隔大概十几米远，但是
当时一看就记住你了!”

他们对骆萍的赞许更体现在对茯
茶的青睐上。在现场，骆萍和同事小
丽用一大一小两壶煮了近 20 升茶
汤，没想到刚煮好便瞬间一“抢”而
空，她只好对前来续茶的茶友们，略
带歉意地一遍遍回复，“再等会儿、
再等会儿。”

这次跨年夜，与西海岸俱乐部
的“跨界”联动，于骆萍而言，是
一次新鲜且成功的品牌传播形式
——用茶艺去呈现，用体验去打
动，用文化去联结，让茶成为人们
向往的生活，成为一种健康的、时
尚的生活方式。

这种敏锐的洞察和对传播游刃有
余的尝试，得益于骆萍在媒体从业
25年的积淀。“我做媒体出身，恰逢
陕西泾渭茯茶公司要在海外做推广，
我也希望挑战自己，做好内容生产、
品牌传播，实现再创造。于是，接过
了公司投来的橄榄枝，开启了这段创
业生涯。”自4年前她在美国创办美
国子公司、3年前正式落地推广，骆
萍逐渐总结复盘心得：“在这里，人
们更认可的是文化体验，是全情投入
后带来的文化共振和共鸣。而茶承载
着文化的厚重，有温度有厚度有宽
度，正是可古可今、可时尚可传统的
所在。”

骆萍举例道，如同现在风靡的健
身热潮，实则是肢体运动的时尚，追求
的本质是品质健康的生活。而茶是最
有层次感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
茯茶，有机原料、三次发酵，拥有金花
这种独有的益生菌，拥有降糖去脂等
多种保健功效。而中国茶流传数千年，
承载的不仅是健康，还是文化自信，健
康和自信当然也是一种时尚。

采访间，大洋彼岸的美国已是深
夜10点，侃侃而谈的骆萍，丝毫不
见疲惫，让人忍不住好奇，她看似瘦
弱的身体，到底有多少无穷的能量。

实际上，骆萍一直处在创业的阵
痛中：一人孤身在外、从零起步，既
要熟悉和适应陌生的商业规则、文化
习俗，又要披荆斩棘、拓展茯茶市
场，可谓难上加难。那份艰辛，他人
或许难以感同身受。

在 外 ， 她 是 子 公 司 的 CEO、
高级茶艺师，在内，她实则是大工小
工勤杂工：她是快递员，为了送货上
门，她常要驱车百里，半夜11点时
才踏入家门；她是推销员，为了拓展
销售渠道，她每天顶着烈日四处奔
波，座驾上的坐垫一次次被汗水打
湿，已经成了一张不忍直视的“地
图”；她是宣传员，在德成行帮忙站
台时，她常常一站就是一天，完全顾
不上吃饭；她又是装卸工，为了节省
开支，她自学打托盘，几立方米几百
公斤重的货品托盘，被她打得整齐利
落，甚至有合作伙伴打来电话询问，

“这托盘打得真好，想问问你在哪里
找的?”

看似不经风雨的身子骨，一摸手
臂，全是肌肉。她为此潇洒一笑：“都是
当搬运工搬出来的！”每次到库房拉
货、卸货时，为了省下15美元搬运费，
她总会发挥“拼命三娘”的劲头，搬上

搬下。“创业时，这点钱也很关键，也要
抠下来，要用在刀刃上。”

骆萍笑称自己是“拼了老命”
“使了牛劲儿”。“但我总会想，这不
是我一个人的梦想，我的背后还承载
着一个团队的梦想。虽然艰苦，但是
很值。尤其是当自己的付出得到认可
时，那份满足感也成为激励我前行的
坚实力量。”

如今，令骆萍颇为自豪的是，子
公司的业务已经逐渐走上正轨，而且
一直在成长的路上。“据我所知，我们
是目前 8万家中国茶企中唯一一家
在美国设立子公司的。当前，泾渭茯
茶已走进了当地主流宾馆酒店，北美
最大的参茸药食商城成为其经销商，
传播路径越拓越广。”甚至连骆萍的
英 文“ 代 号 ”——Chinese Tea
Lady（中国茶女士）也在华裔圈小有
名气，她本人被邀请到很多重要场合
做茶艺表演，当地电台也为她做过专
访……

新年伊始，骆萍的心愿朴素而真
挚：“我希望传统的茶艺表演能够成
为中国茶文化的星星之火，在更高平
台、更广范围上得以呈现；我希望我
们的茶产品可以介入到主流市场，得
到更多人的接受和喜欢；我希望自
己作为华夏儿女，能用实际行动，
发挥身上的光和热，真正地讲好中
国故事！”

跨年夜跨年夜 奉一杯中国好茶奉一杯中国好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金玉徐金玉

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22年茶文化十大流行
语”。十大流行语分别为“围炉煮茶”“梦华录——宋代点茶”“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海南五
指山茶、广西六堡茶”“望江南”“相期以茶”“茶马古道遇故人”“茶
王赛”“林榭煎茶图”。

据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介绍，新时代以来，中国茶
文化不断走向繁荣，在政府、行业组织和专家的共同推动下，2019
年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国际茶日”，时间为每年的5月21
日；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正式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云南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万里茶道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在紧
锣密鼓推进之中。在此背景下，2022年茶文化热点事件不断，受到
各界普遍关注。

为此，武汉大学茶文化中心组织相关人员重点梳理了《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中国茶叶学会、中国茶叶流通学会、
中国茶文化国际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等社团组织，《中国茶叶》
《农业考古》《茶博览》等专业期刊上刊登的茶文化相关报道，在初步
筛选的数十项重要事件基础上，经过专家甄别和遴选，最终确定了十
大流行语。

在这十大流行语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有受年轻
一代热捧的“围炉煮茶”“梦华录”，有成功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重大事件和热点事件，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2022年茶文化的发展
轨迹和重要事件。与此同时，武汉大学还发布了“2022年最受关注
的十篇茶文化学术论文”“2022年最受关注的十部茶文化图书”，借
此推进茶文化的学术研究，推动茶文化图书的写作和阅读。

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强调，本次发布的三个榜单有三
大特点：一是立足茶文化的本体，二是力求体现年度特色，三是以学
术性为主兼具普及性。

据悉，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该中心始终以
打造国内茶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和顶级智库为目标，全力推动中华茶
文化的复兴与发展，积极促进中国与全球茶业界的交流与合作。本次
发布是该研究中心以智库研究成果服务茶文化发展的有益探索和积极
实践。 （木石）

“2022年茶文化十大流行语”
发布

茶人的世界充满诗意，从七碗茶歌到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东方
的茶和诗文似乎从来都是荡漾着理想和禅思
的河流。而诗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关乎情
志，热爱诗歌的似乎多是理想主义者，在困
顿之中窥见哀愁，欢乐之中沉静思考。今年
的新年诗歌与茶之约更是如此。

人文茶道传习馆的“新年诗歌与茶”茶
会已经举办了七年，大家相聚茶畔，以吟诵
迎接每一个新年的到来，已成为大家最期待
的时刻。今年的第八届是疫情时期，线下的
新年茶会不得已取消，全部转为2022年12
月31日晚上的线上茶会，希望在这样时刻
能借诗歌的力量带给大家一些愉悦的心情。

以往的茶会前夕，传习馆会以各色梅花
为主题茶席花，以宋代的“梅花汤饼”为华
食，让活动现场茶香、花香温馨交融。吉时
即到，茶人身着红裳瀹泡出一道道茶汤作
品，吃茶的人们诗兴盎然，体味着旧岁新岁
交接的感慨和美好期盼。

今年的线上茶会是虚拟的，但隔着屏幕
依然能感受到千里之外大家的热情。有的朋
友提前将诗歌拍摄了视频，有的录成音频，
也有的现场连线朗诵、吟唱。昆明诗人杨怀
深情诵读着自己的原创诗歌《在香格里拉读
辛波丝卡》：窗外，石卡雪山静默。窗内，
我静默，我在读辛波丝卡。美丽的灵魂与美
丽的诗行，让我觉得去了远方，其实，我就
在远方。

这是热爱行走的杨怀在香格里拉楠赛林
卡写下的诗句，她的身影总在雪山和河流边
踟蹰，伴随身边的一直有最喜欢的普洱茶。

张云迎读的是三川玲的《献给这个被深
深允许的世界》：“当没有名字的野草，被允许
长大、开花和结籽。当洋甘菊不会因为只有一
季生命，而被园丁放弃。当山楂雪白的花落尽
而深红的果尚未结成的时候，依然被画在油
画上。当艾蒿并非因为制青团和艾灸，是因为
婆娑的姿态、微白的青色而被邀请到花园。当
一朵平凡的小白花盛开的时候，周围都是鼓
励的深深浅浅的绿……”视频配的是她自己
的摄影作品，当画面徐徐展现，张云迎娓娓道
来的声音平静而又充满力量。

原创歌手李伟现场视频连线，在吉他的
伴奏下，唱起拿手的经典曲目“雨夜梅花
汤”，这是他根据我的同名诗歌创作的歌

曲，也是每年新年茶会的必唱之作。
“雨的味道，在纸窗外，声声慢，敲在冻

云上。瀹一壶梅花饼，念一句，余有梅癖
……”这首歌的由来很有意思，几年前的一个
雨夜，我在茶寮中冲泡着一款“梅花饼”的老
熟茶，茶汤厚滑，盏底冷香盈盈，令人似嗅到
了冬日里梅花的气息，于是写下了一首小诗

“雨夜梅花汤”。
诗歌发布后，李伟很喜欢其间的意境，就

悄悄把它谱了曲并唱了出来。他把录音小样发
送给我的时候，这歌声又令人仿佛回到了瀹泡

“梅花饼”的雨夜。于是，在新年“迎新诗与
茶”茶会上，我邀请李伟来现场吟唱了这首

“雨夜梅花汤”，茶人们都很喜欢，后面的每年
茶会，这首歌就成了保留节目。今年的线上茶
会，李伟在屏幕的一头，听歌的人们在千里之
外，在五湖四海，“梅花汤”的冷香飘扬得更
远了。

一首首诗歌温暖着寒夜，全国各地的朋友
和人文茶道茶人在屏幕的留言板上写下自己的
感受，这一刻，确实有跨越时空、千里共此时的
感受。新年的钟声一点点走近，这个足不出户的
迎接新年之夜，人们因为有了诗歌和无茶之茶
的陪伴，对将至的新一年多了希望和勇气。

跨越时空的新年诗歌跨越时空的新年诗歌““茶会茶会””
王迎新王迎新

元旦，全民放假三天，共迎新年。这
是疫情防控措施迎来重大调整后的第一
个新年，值得为自己认真地泡一杯茶。

三年疫情，关于茶的话题一直热度
不减。主要是围绕茶叶能不能预防新
冠、杀死病毒，争论不休。正方的最新
的证据是：南方的毒株比北方弱，因为
南方人爱喝茶。

虽然茶最早是以药的角色出场，伴
随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
荼而解之”的传说，但真要如唐代陈藏
器所说，认为茶是“万病之药”，显然
是过分夸大了茶的药效，很多茶人天天
喝茶，依然没逃过变身“阳人”。

当然，茶在抗疫中起到的作用也不
能抹杀。茶是健康饮品，具有保健作用
已有定论，长期饮茶，会对健康带来润
物无声的好处。特别是对染阳隔离、居
家监测、孤独对战病毒的人来说，一壶
茶，对病中独居之人的心理慰藉作用不
可小视。自身免疫力是抵御病毒最管用
的屏障，一个有茶相伴、情绪舒缓、心
思笃定的人，对疾病的应对能力也一定
是强大的。

新年喝新茶，喝的是一份心境。心
有所念的日子，才会充满希冀。期盼着
今年春节能回老家，与久别的亲人吃顿
年夜饭，也期待生活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这份祈新的仪式
感，可以开封一包珍藏的老茶，也可以启用一副新买的茶
器，或者，去结识一个新认识的茶友。

新年喝新茶，喝的是一种欢喜。世纪疫情全球大流行，
没有阻挡中华茶文化圈的扩大。在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
动下，第 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 5月 21 日为“国际茶
日”。前不久，“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正在
重新认识中国茶。中国的茶与中国的茶文化，伴随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坚定前行，喜事连连。

新年喝新茶，喝的是一个预言。元旦的“旦”字，形状
神似一杯白瓷盖碗的茶。古人祭祀占卜，也经常会用到茶。
喝茶迎新，不妨也预言一下。

1942年，董必武在重庆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口占用柳
亚子怀人韵》，其中有“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
茶”的句子。当时的战时陪都重庆，茶商将店里出售用纸简
包的茶叶取名“胜利茶”，意在预祝抗日胜利。此后不久，
中国军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成功将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80年后的今天，煮茶迎新年，可以乐观地预言，我们
终将会找到新冠病毒的应对之法，迎来抗疫的最终胜利。

新年如果能喝到新产的茶就太好了，但好像基本不太可
能。云南气候温暖，新茶普遍较早，却不流行追早，那里产
的普洱茶需要陈化。浙江温州的乌牛早是浙江最先开采的
茶，也还要再等个把月左右。四川泸州的纳溪区是中国“特
早茶之乡”，这几天的茶园应该已经春意萌动了。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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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单丛为什么叫凤凰单丛？宋种到底有几棵茶树？大乌叶、八
仙、锯剁仔等，这些名称是什么由来？

凤凰单丛茶文化博大精深，如果问一个初入门的茶小白，面对以
上问题多半会蒙圈，一问三不知。即便是浸淫多年的老茶鬼，也不敢
拍着胸脯说对凤凰单丛门儿清。本期，我们就从这6条冷知识学起。

01 凤凰单丛为什么用的是“丛”而不是“枞”？
据邱陶瑞编著的《潮州茶叶》所述，凤凰单丛品种是凤凰水仙品

种众多优异单株的总和。各个单株的品质各具特色，风格各异，因而
单株采摘、单株制造、单株储藏、单株销售，“单丛”由此而来。

意思是说，凤凰单丛茶是根据茶树成茶质量，以“一树一香”的
特性优势，从原先一大片混沌的凤凰水仙中脱颖而出。

事实上，凤凰水仙、凤凰单丛的主要差别在于香气的高低及滋味
的优次，虽文献记录有先后，而实际栽植历史无先后，同种同源，同
时生成。

02 凤凰单丛是如何命名的？
凤凰单丛的命名方式蔚为大观，眼花缭乱。光是把那些名字记

全，也需花费不少时间。叶汉钟、黄柏梓编著的《凤凰单丛》就把其
归了一个类：

有以所在地命名的，乌岽茶、狮头黄桔香、中坪芝兰、陂头芝
兰、“去仔寮”种、太子岩下、石骨仔、水路、岩上珍等。

以季节、气候命名的，有清明茶、俗雨仔、立夏芝兰、秋仔、雪
茶等。

以树型命名的，有大丛茶、望天茶、香茶仔、团树、鸡笼、娘仔
伞、大草棚、草坪仔等。

就成茶的外形特征定名的，有大骨杠、大蝴蜞（类似蚂蟥，但较
硕大，而首尾较小）、丝线茶、面线茶、蛤股捞等。

还有特殊命名的，比如八仙过海、海底捞针、老仙翁、兄弟茶、
似八仙、通天香、锯剁仔等。

03“塌堀后”，是何品种？
凤凰单丛茶叶品种繁多，口味香型复杂多样，在所有茶类中可谓

首屈一指。而且很多名字怪头怪脑，如果没人解释，你就是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塌堀后”。

黄柏梓在《中国凤凰茶》一书中是这么描述它的：塌堀后（谐音
“凹富后”，也叫蛤古捞）系属凤凰水仙“无性系”实生单丛。

因为这茶的母树生长在凤凰凤西管区丹湖村一个叫塌崛后的地
方，人们长年累月习惯这种叫法而故名。除了这个，也因其叶片表面
凹凸起伏，形似蛙身的表皮而得名蛤古捞。

04 用鸭屎形容香型？
鸭屎还能跟香味联系在一起？在凤凰单丛语境里，还真的可以。
据《凤凰单丛》书里面记载，鸭屎香还是祖传名丛，原丛由茶农

魏氏乌岽山引进，种在“鸭屎土”（其实是黄壤土，但含有矿物质的
白垩）茶园，长着墨绿色的茶叶，叶张像刚亩（学名鸭脚木）叶一
样。

乡里人评价这茶香气浓、韵味好，纷纷问是什么名丛、什么香
型。魏氏怕被人偷去，便称是鸭屎香。但还是有人想办法获得了茶穗
进行插枝、嫁枝。结果“鸭屎香”的名字便传开去，茶苗也在凤凰地
区扩种。

2014年5月，也许一是觉得不雅，二是凤凰单丛茶专家黄柏梓
和“银花香”源产地坪坑头村茶农经过多方品鉴，认为其香型近似凤
凰山上野生的金银花，凤凰单丛茶“鸭屎香”更名为“银花香”。

05 宋种还有别名？
凤凰单丛里面最著名的茶树就是宋种了。宋种中的“宋”字来自

传统，一株树叫不叫宋种，传统非常重要。李仔坪那株老树，《中国
凤凰茶》及《凤凰单丛》中，将之名为“宋种黄茶香”。

相传其为南宋时选育所得，多次历史普查中均有记载。它最出名
的称号是饱含时代特色的“东方红”，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过其他很多
名字，比如大丛茶、团树叶、大叶香、宋种一号等。

06 凤凰单丛的量词为何是“条”？
茶商在茶农那里收购蜜兰香的毛坯茶后，因为品质不同，也会选

择性地分开去梗，烘焙。这样就造成了两袋茶叶的质量不同。
假如同一袋茶叶，因为量多，得分两次烘焙，那么这一袋茶就会

分成两袋子装。同一个炉子、同样的温度、同样的烘焙时间，烘焙出
来的茶叶在口感上并不会一模一样，只会无穷接近。

一路下来就会有很多袋口感接近的蜜兰香，但在茶客的口腔里面
就表现不一了，当喝到喜欢的时候又不囊中羞涩时，就会将一袋茶买
下来，通常的表述是这样的：“老板，这一条茶我要了，全包。”

故而言“条”，就是指一个品种香型，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表
现出单一口感的一袋茶叶。

（茶语）

六问凤凰单丛

疑解惑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