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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海拾贝茗

茶论道煎

近日，杭州两会闭幕，会上，径
山茶产业的发展成为热议的焦点。
2022年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来自浙江杭州
的径山茶宴入选其中。为此，如何全
力做好“径山茶宴”保护和转化利
用、进一步助力径山茶产业发展，引
起杭州市政协委员的关注。

“‘径山茶宴’所依托的径山茶
是浙江省十大名茶，但尚未跨入全
国知名品牌名列，区域公用品牌资
源集成优势尚未体现。”杭州市政协
委员周颖在会上一语中的，径山茶
生产企业大多属于小微企业，规模
小导致科研投入不高、融资难、管理
水平低、应对市场风险能力弱。“与
此同时，‘径山茶宴’非遗文化市场
转化率不够，对茶农的带动作用也
不足。为此，我们要加大力度，用足
申遗能量，维护和提升径山茶宴的
品牌形象。”

杭州西湖区政协委员李宏同样
对径山茶产业的发展关注颇多。在
他看来，引领茶产业升级，汇聚发展

“原动力”刻不容缓。经过调研，李宏
发现，杭州市可累计改造老茶园
4000余亩，可利用现代科技赋能茶
产业发展，对其实施种植、生产、销
售全链条标准化管理，推广实行“企
业+农户”模式，将50家茶企及155
户茶散户全部纳入食品生产追溯系
统监管范围，延伸产业链条。

“如已投入使用的 5G数字茶
园就是一个较好的尝试案例，其通
过运用区块链、NB-loT等技术实

现基地茶园溯源查证、过程追踪、风
险预警和客户体验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力争实现径山茶标准化种植、精
品化加工、品牌化销售。”李宏还建
议，改良南宋抹茶工艺，形成径山绿
茶、红茶、抹茶三茶发展齐头并进的
局面，并鼓励开发奶茶、冷泡茶、茶
小酥、绿茶面膜、茶精油、茶口喷等
衍生产品，为径山茶产业发展找到
新的经济增长点。

伴随产业发展，茶衍生品开发、
茶叶现代化管理、茶文化的保护传
承等都需要专业的“三茶”实用人
才。委员们纷纷建议，可用以老带
新、以熟带生等方式，培养一批民间
手工炒制能手，并积极开展职业农
民培训，聘用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

“种茶土专家”，成为茶产业致富带
头人。

在加强非遗活化利用，持续提
升“径山茶宴”国际文化影响力方
面，委员们也在积极建言，如加大

“径山茶宴”的文化溯源，编撰和系
统集成出版多国文字的径山非遗文
化研究系列专著及读物；加强与日
韩等茶文化机构交流，开展径山非
遗文化国际化交流；在机场、高铁、
核心商业区等设置“径山茶宴”展示
区域，与重点高校开展校地合作，谋
划径山茶区域公共品牌价值升维，
尽快制定全套品牌提升方案；扩大
宣传途径，开展以径山茶、茶艺、茶
人、茶企等为主题的影视元素植入
和各类宣传；推动非遗+旅游+生活
深度融合，将径山、径山茶宴与德寿
宫、南宋御街等串联起来，打造杭州
独特的宋韵文化旅游路线等。

杭州两会热议径山茶：

用足申遗能量 助力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鲍蔓华

茶一线助

我一直有一个茶角落。
于我而言，茶角落不仅仅是一

寸喝茶品茗的空间，它是一段清新
隽永的美好时光，是一份海阔天空
的恬淡心境，是一种获得慰藉、疗愈
心灵的体验，更是一种与生活和解、
活在当下的人生哲学。

我记得，最开始，它是办公桌上
的一块方巾、一个茶壶、一个茶杯；
后来，它是租住房里的一处老旧台
面。再后来，它是家中一张正经的茶
桌，布有朴素的茶席，席上的鲜花认
真地随季节流转盛开。而如今，茶角
落，有茶，便是我安放心灵的角落。

茶角落，有茶。茶叶入泉，便可
得一盏春霖。入口的微苦、落喉的丝
滑、舌尖的润泽、回味的甘甜，可解
渴、可暖身、可解乏、可暖心，都让人
欢喜不已。这世上，不是只有烈酒才
能醉人，有时候，这样的一份春霖，
更能历久弥香，醉人心田。

在茶角落，有时我会沸水泡茶，
了解一款茶的优点缺点；有时我会
称茶重，量水温，控制茶汤时间，品
尝几款不同茶之间的美好；有时候，
我会净室素手，以恭敬心泡一壶茶，
这或红浓、或橙黄的明亮茶汤就仿
若菩提甘露，令人仿若进入禅茶一
味。更多时候，我会随手抓一把茶，
随性出汤。手头再捧一本书，抑或再
处理手上的一点琐事。更多时候，我
什么都不做。任由自己在茶香里出

神，傻坐，就只闲着。
茶角落，最重要的是安放心灵。
成年人的世界里有诸多不易。

此时，不妨停下奔波的脚步，静下心
来，为自己泡上一壶佳茗。窗外星光
点点，屋内热茶氤氲，茶汤出盏的声
音、茶水的香气、茶盏的温润，一点
一滴都涌向你。

闻着淡淡的茶香，继续品读茶
的韵味与格调。渐渐，烦恼忧愁、自
我怀疑、焦虑消极，都淡淡地消散而
去。你会发现，悠闲就在你眼前，人
生此时此刻的美好就在你的手中。

我们经常说，茶人爱茶，爱的是
茶，更爱的是喝茶时的自己。因为人
生况味往往可以与茶滋味相叠加，
从而获得一份只属于自己的人生
体验。

茶角落里，茶是敬亭山，与茶人
相看两不厌。

现如今，家里的小小茶角落是
个巨大的磁场，只要一撮茶、一壶
水，也许是花香、蜜香、果香，也许是
陈香、木香，就悄溜溜地弥漫在家里
每个角落，散发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爱人靠拢了过来，孩子们钻了过来，
朋友们也赶了过来，宁静和谐、温暖
松弛，茶角落俨然成了一个幸福加
油站。

如有岁月时光可停留，那就留
在茶角落吧。春日暖阳、小轩窗下、
素席抱真、红泥火炉、茶烟袅袅……

我的茶角落
程芳

业视点茶

清茶一口正香甜

“三杯香”，人们不禁好奇，这
款茶到底香在何处，香从何来？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不妨先听
听古人对它的评价：“午后昏然人
欲眠，清茶一口正香甜。”据传，
唐伯虎、祝枝山等“江南四大才
子”在游历泰顺时，就曾作诗称赞
它；“茶，近山多有，惟六都泗
溪、三都南窍独佳。”从《泰顺县
志》这段记载中也可以了解到，泰
顺茶叶的品质可谓“有口皆碑”。

“泰顺产茶历史悠久，有文字
记载的泰顺茶史，可追溯到明崇祯
六年。此后，它继续大放异彩，在
清代被列为贡茶，嘉庆十五年作为
主要名茶，载入《中国名茶志》。”
在严炳宽看来，得天独厚的产茶环
境造就了三杯香独特的品质。

泰顺位于神奇的北纬27°绿
飘带上，拥有“高海拔、低纬度、
多云雾”的独特优势。

“ 这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了
76.94%，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
量最多达10万个，是‘中国天然
氧吧’。”泰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陶
一砖补充道，由于茶树常年生长在
高山云雾弥漫和富含有机质微酸性
土壤的生态环境中，茶叶中的茶多

酚和氨基酸形成了天然的氨酚黄金
比例，精制的成茶外形条索细紧苗
秀，色泽翠绿，滋味浓醇、回味甘
甜，而茶水久泡后仍留余香，为此得
名三杯香。

余情犹存三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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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现场，人们沉醉在经典的
旋律中。这首曾经风靡全国的《采茶
舞曲》，正诞生于 1958年的泰顺东
溪。

“当时，著名作曲家周大风先生
在东溪乡采风时，被优美的茶园风光
和勤劳的百姓所吸引，一夜之间创作
了这首脍炙人口的 《采茶舞曲》，
周恩来总理还亲自为歌曲阅批，成为
风靡大江南北、传唱至今的不朽名
作。”陶一砖笑着介绍，自此，泰顺
也与茶歌结下了不解之缘：2005
年，泰顺县将 《采茶舞曲》 定为县
歌，更在2016年唱响G20杭州峰会
的舞台，并于2017年在东溪乡建成
了周大风《采茶舞曲》纪念馆。

“《采茶舞曲》的文化精华得以
传承发展，已成为泰顺的一张金名
片，极大地提升了泰顺的文化印象和
旅游品牌形象。”陶一砖说，不只是

茶歌，泰顺人还把对茶的特殊感情融
入独特的民俗风情，让深厚底蕴的茶
文化得以进一步弘扬和传承。

在泰顺坊间，广泛流传着“可以
无酒，不可无茶，余情犹存三杯香”
和“茶哥米弟”的茶俗，传唱着“未
曾斟酒茶端来，未曾吃饭茶在先；茶
叶虽小分量重，人情全在碗当中”的
民歌。

“这些民谣、茶俗，都是泰顺茶
文化的真实写照。而此次举办采茶
节，也是希望让更多朋友在品味三杯
香优异品质的同时，感受泰顺三杯香
茶的文化魅力。”陶一砖说。

广袤乡村因茶振兴

“目前我县累计发展茶园面积9
万亩，综合产值达12亿元，我们今
天所在的地方——仕阳，境内拥有茶
园面积近3万亩，占全县的1/3，今
天活动的主会场——万排茶园更是曾
被评为‘中国最美茶园’。一棵棵茶
树、一座座茶园，既是风景如画的绿
水青山，更是富民强县的金山银山，
小小三杯香，勤劳质朴的泰顺茶人因
它致富，未来泰顺的广袤乡村也必将
因它振兴。”在活动现场，严炳宽动
情地说。

熟悉三杯香茶业发展历程的人
们对此深有体会。过去，泰顺三杯

香名气并不大，当时只在浙南地区
能有所耳闻。而如今，“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小家碧玉，已成长为“集
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家闺秀，先
后斩获首届“国饮杯”全国茶叶评
比特等奖、中国国际农博会名牌产
品、国际名茶金奖等荣誉称号80多
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达19.14
亿元。

“厚积薄发的产业潜力已让三杯
香成为富民增收的宝物，有效带动农
户每年人均增收在万元以上。”陶一
砖介绍，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增加
经济效益，他们用科技为茶赋能。为
此，当地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联姻”，成立陈宗懋（茶叶）院
士专家工作站，先后制定《泰顺茶产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等扶持
政策。

“我们多次举办泰顺茶产业发展
战略研讨会，邀请国内多位茶产业领
域的知名专家和社会人士，为泰顺茶
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助推泰顺茶产业
健康快速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着力
打造集生产、加工、休闲娱乐于一
体，年产值20亿元的产业链，全力
创建‘茶叶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县’，
推动泰顺县向现代茶产业强县迈进，
也让三杯香茶实现以一片叶子带动乡
村特色产业兴旺和富裕一方百姓的美
好愿景。”陶一砖说。

在在““三杯香三杯香””中邂逅春天中邂逅春天
———浙江省泰顺县第二届三杯香采茶节掠影—浙江省泰顺县第二届三杯香采茶节掠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金玉徐金玉

“泰顺茶底蕴厚重，邂逅三杯
香就是邂逅历史、邂逅人文；泰顺
茶得天独厚，品味三杯香就是品味
生态、品味自然；泰顺茶生机勃
发，分享三杯香就是分享幸福、分
享未来……”

2 月 21 日，在中国传统节日
“龙抬头”这天，浙江省泰顺县第
二届三杯香采茶节暨第三届琴桥茶
乡文化旅游节正式启幕。活动现
场，泰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严炳宽
的一席话，更让置身于万排茶园的
嘉宾们，在“三杯香”茶婉转悠长
的故事中，与春天撞个满怀。

春天来了，日子开始忙碌起来。在两
会开幕前的最后一个休息日，我决定去马
连道茶城逛逛，说不定能淘到一些心仪的
茶器，算是为即将紧张起来的工作节奏增
添情趣。于是，在初春和煦的暖阳微风
中，我开启了半日“淘器”之行。

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原本一周能
来好几次的马连道也因许久未至而感到
一丝陌生，不确定之前常去淘宝的几家
茶器店是否换了主人，又是否能“淘
器”成功。

就这样犹犹豫豫地走着逛着，渐渐看
到：买到过景德镇柴烧主人杯的店里，顾
客依然络绎不绝；捡漏淘到过趁手白瓷盖
碗的店，还是把瓷器们堆得满满当当；因
为买了个锤纹玻璃公道杯就邀我坐下喝茶
畅聊的老板，又新上了摆着茶宠的货架
……总之，他们让我越逛越放心、越逛越
开心。

我此行的目的原在于盖碗，却是一个
盖碗都没相中，反而被茶宠吸引住了。

我常自诩是一个有着 10 年茶龄的
“90后”老茶人，茶台上却没养过一只茶
宠，今天既然勃勃兴致起，索性专注于淘
茶宠。

正所谓“淘”，最考验眼力，非得是
连边角旮旯的位置都不能放过，在林林总
总之中寻找眼前一亮。这不，一个紫砂材
质的茶杯垫藏在一家店货架最里面靠下的
位置，依然被我发现了。紫砂泥被捏成了
薄薄的一片荷叶造型，面上划出深浅不一
的纹路，边上又塑了一只青蛙。这个荷叶
杯垫有红、绿两款，是分别用原矿泥和加
了氧化钴调色的泥烧制而成。

老板告知，我来得巧，红色绿色各剩
下最后一只，才放在了角落。不管是不是
营销话术，反正看上了就两只都包起来。
绿色紫砂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荷叶，于是我
留下了这只，红色的则被称自己家里缺个
香托的朋友揣走。临出门，老板说这个杯
垫还能做香托，也可以做盖置，一物多
用，言语里满是“你今天可真是淘到宝贝

了”之意。
因着是癸卯兔年，兔子形象的茶宠占

据了各家店货架上的“C位”。戴着虎头
帽的象征虎兔两年相接，四脚朝天满脸笑
意躺着的叫“躺赢兔”，坐在一棵白菜上
的寓意“坐地生财”……我属马，于是在
一众兔子中寻找着，发现了一匹背着金元
宝的紫砂马，店主说这叫“马上发财”，
我有点动心，但马身颜色有些灰暗，便随
口一问还有没有其他颜色。店主很快拿来
一匹绿色紫砂马，与那匹款式不同，它身
材圆润有致，傲然而立。

“这款马，疫情期间卖得特别好。”店
主笑道。我才领悟到这是一匹绿马，是让
人畅行无阻的“绿码”呀！大概今天是和
绿色紫砂有缘分，这匹绿马我是越看越喜
欢，也痛快拿下。

一路逛下来，感叹茶行业真是越来越
年轻化，各种好看好玩又寓意美妙的茶宠
越来越多不说，小朋友喜欢的卡通形象，
像奥特曼、皮卡丘、冰墩墩也成为茶宠热
销款，不过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有人养
活茶宠。

现在人们养宠物，不局限于猫狗这类
毛茸茸的恒温动物，冷血动物也颇有一批
爱好者，且它们并不是以前人们印象里

“麻麻赖赖”的形象，反而颜色鲜艳、形
态可掬。比如拇指大小皮肤光滑的姥爷树
蛙、长了一双对眼儿看起来憨憨的小丑
蛙，以及颜色花纹鲜艳好看的角蛙等等。
有人另辟蹊径，不将它们放在浅水缸里
养，而是放在茶海上，时不时地往蛙身上
浇水，看起来跟养紫砂茶宠也没什么区
别，只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能像从前一样
浇开水。茶海上常见叼着钱币的金蟾茶
宠，换成腮帮子一鼓一鼓、还会张嘴吃鱼
虾的真蟾蜍，喝茶的时候逗弄互动，倒也
别有一番乐趣。

想到这里，我不由看向自己淘来那只
荷叶杯垫上的小青蛙，或许哪天，我也会
养一只活茶宠。到那时，“淘器”便真是
淘气了。

茶宠，“淘器”而来
李冰洁

《茶经》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至高地位不
言而喻，陆羽“一书成名”，时人称赞他“一生
为墨客，几世作茶仙”。因为这本书，后人对陆
羽的赞誉由仙而神，由神至圣，不断升级。

从现存的资料可知，除了著作 《茶
经》，陆羽在文学、史学、地理、方志等方
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当朝宰相权德舆称赞
他“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终究是横空
出世的《茶经》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他
另外的成就近乎被人无视了。

唐代书稿传播主要靠人工抄写，费时
费力，非常不便。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
也没能影响《茶经》在高手如云、好书遍
地的唐朝，脱颖而出成为畅销的经典。主
要是因为这本书首集茶之大成，且经过陆
羽的亲身实践、广泛积累写成，特别是独
创性原创性的内容很多，被后世奉为圭臬。

另外，众多名人的推荐，也是这本书
当时大热、后世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人们出书，流行找几个名人站
台，写一段评论。书商会将这些评论精心
编排，单独印刷，纸张可宽可窄，品质必
须精美，套在封面之外的显眼处，谓之

“腰封”。
不得不说，爱书之人，无论是否讨厌

“腰封”这个附件，一般都会认真看一看这
些评论，毕竟也是名人之言。如同网上购
物一样，因为看过“买家秀”而掏钱买书

的，肯定不在少数。
利用名人效应出书，陆羽是先行者。他在《茶经》“六之饮”

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一下子把饮茶这件日常生活的小
事，与中国人的精神源头扯上了关系。饮茶一事是否发端于神农，
我们无法证实，可神农炎帝作为三皇五帝之一，在国人心目中的影
响力非一般人可比，有了这个重磅人物站台，陆羽郑重其事地为喝
茶这件小事写书作传也就名正言顺了。

《茶经》之中，还记载了周公旦、司马相如、葛洪等唐朝以前
40多位名人饮茶之事。这些故事有的来源于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
有些是见于史书的名人典故。这些名人虽然不是亲自为《茶经》写
书评推荐，却起到了相同的效果。陆羽成功地让自己的书有了隐形
的“腰封”。

《茶经》的“腰封”是隐形的，又是货真价实的，比当今一些
所谓“畅销书”的“腰封”要真实管用得多。《茶经》一版再版，
后世的名人们心甘情愿地为陆羽这本书写书评、作推荐。宋代陈师
道在《茶经序》中说：“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
羽诚有功于茶者也。”明朝陈文烛在《茶经序》中感叹：“稷树艺五
谷而天下知食，羽辨水煮茗而天下知饮，羽之功不在稷下，虽与稷
并祠可也。”《茶经》的“腰封”，越写越长。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后人学习研究 《茶
经》，将陆羽借力名人的方法也发扬光大，挖掘名人与当地茶叶的
掌故，成为各地宣传的通行做法。如果能找到与陆羽相关的联系，
那绝对是重磅的宣传资源。陆羽一定没想到，他自己也成为后世各
地争相借力的“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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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春秋茶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2月
20日，记者从第十八届中国茶业
经济年会暨中国咸阳·国际茯茶文
化养生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
八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将于 2月
27日-3月2日在陕西省咸阳市举
办。届时，中茶协会员代表，全国
主要产茶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全国各茶叶生产、加工、流
通、服务企业、科研院所、茶叶团
体等特邀代表将云集盛会。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肖星
介绍，此次年会以“品牌引领 国
茶振兴 茯茶之都 幸福咸阳”为
主题，结合咸阳茯茶产业的发展现
状和特色，安排了多项立意新颖、
主题鲜明的活动，如举办品牌主题
会议暨咸阳茯茶专题推介会、
CTMA 茶客俱乐部大茶客沙龙、
经贸洽谈会、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交

流会暨咸阳茯茶高质量发展主题会
议、创新应用交流会暨首届中国茶
科技创新大赛成果交流展示会等活
动，将通过推介、考察、品饮等方
式，向茶行业从业者展现咸阳茯茶
在科技创新、品牌培育、茶旅融合
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助推咸阳茯茶
产业迎来新发展。

据悉，中国茶业经济年会是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全力持续打造的中
国茶业年度盛会。会议始于1984
年，原名为“全国茶叶经济信息网
年会”。2005年，经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批准，会议正式更名为

“中国茶业经济年会”，并开始实行
申办制。截至目前，已有全国16
个地级市政府承办过经济年会，向
全国乃至全球茶界展示了中国茶业
经济的发展面貌，彰显着中国茶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榜样力量。

第十八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将于2月27日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