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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乡采风茶

茶论道煎

茶一线助

又到一年采茶季。近
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朋
友圈正在被各种细嫩明
亮、生机盎然的绿茶，茶
山以及采茶画面霸屏，春
天的味道，正从身边一杯
冒着热气、飘着茶香的绿
茶开始弥漫。

“宁波自古出好茶，当下最具权
威的‘中绿杯’全国名优绿茶评比
中，宁波市一直是获奖大户，特金奖
名茶数量和比例遥遥领先……”

“宁波产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
到河姆渡文化时期；《茶经》中多处
记载宁波产茶；唐时，宁波首开海上
茶路；两宋时，宁波是中国茶文化向
外传播的主通道；明清时，宁波是茶
叶环球航运的集散中心，宁波茶叶声
誉日隆；明朝后，宁波又是茶叶出口
的主要通道。”

……
对业内人士而言，来自浙江省宁

波市的绿茶，是研究绿茶文化、品种
时无法忽略的存在。但近几年来，茶
产业茶文化发展日新月异，宁波茶却
日渐式微。为了找准赛道，3月 17
日下午，宁波市以及各区县政协委员
和茶企代表、职能部门汇聚一堂，品
着在各类茶事评比中屡获金奖的“望
海茶一号”，围绕“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主题开展协商交流，在茶香中开
启今年第一场“品茶论道”模式。

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徐建
成是个直性子的文化人，宁波没参与
去年“中国茶”非遗项目申遗，在他
看来着实是件憾事！

“宁波的历史文化既要注重解
码，更要注重解构。茶在宁波历史文
化的结构中，目前存在着转化能力不
足、亮化出彩不够、活化引领不新等
问题。茶是最具烟火气的文化精神载
体，但目前宁波茶的文化运作仅仅是
初始段农产品生产端，只在农业圈中
讲文化，不在文化圈中谈茶业。一曲
经典之作《采茶舞曲》虽是宁波籍作
曲家周大风创作，外地都随处能听
到，在宁波却听不到。宁波人也不喝
宁波制作技艺的好茶。”徐建成直击
痛点，也中肯建议宣传、文旅部门能
强有力地参与建设宁波茶文化，跨界
协同，推进茶文化主流引导；资规部
门在宁波茶文化空间打造上实现国土
资源有效整合；商务部门在宁波茶文
化营销与传播中加大服务工作力度，
力推为城市消费服务的主流文化产
业。“要让宁波茶文化可听可看可玩
可购。”徐建成说。

品着“望海茶”，宁波市政协委

员林伟平滋味万千，他学的是茶，从
事了茶叶一线工作 20 多年，也是

“望海茶”品牌的建设者、推动者，
曾用5年时间将“望海茶”打造成浙
江省十大名茶。正因有着成功实践，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
林伟平对宁波茶迎头赶上充满了
信心。

“我的信心从何而来？不仅来自
宁波出好茶的自然条件和工匠精神，
还来自宁波既是茶产区也是茶销区，
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能深耕当
地市场，足以支撑宁波茶产业快速发
展。”林伟平认为，茶仍然是山区农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振兴宁波茶产业
有必要有条件。

“宁波要找准定位，走好差异化
发展道路。可立足宁波茶园基本集中
在山区的生态优势，打响宁波茶‘干
净、优质、安全’的品质标签，并扬
长避短，实现宁波茶产业‘小而美’

‘精而特’的高质量发展。”作为“老
茶人”，林伟平坚持宁波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建议质朴且实用。

站在“双城记”发展高度的他，
同时考虑更多的是宁波如何成为浙江
茶产业的重要一翼，凸显中国茶香世
界第一大港的地位。为此，他建议改
变出口茶“只过路”的现状，依托宁
波港口优势和珠茶技术优势，谋划建
设出口茶加工集聚区，让“茶港”经

济成为宁波茶发展的新引擎，不断创
新区域公共品牌实施路径，做强中国
宁波国际茶文化节，发挥主场优势，
凸显品牌效应，让茶文化节真正成为
传播宁波茶的平台。

宁波鄞州区政协委员、东钱湖镇
党委副书记王春翰则提出，生态成就
茶的形与味，文化塑造茶的魂与韵，
旅游度假正是以茶会友的产业大舞
台。“东钱湖有得天独厚的茶产业基
础，还有源远流长的宋韵文化底蕴、
连横合纵的文旅融合业态。我们要做
的是延伸茶产业链条，构筑茶文旅消
费新场景，并要打造茶关联项目、提
炼茶文化内涵，引燃茶文旅体验新热
点。”王春翰深信不断推动茶与文旅
商贸业态的互联，利用中东欧十六国
论坛、宋韵国际文化周、东钱湖“甬
马”等重大会议、节庆、赛事活动进
行宣传推广，社会各界能多元化地感
受宁波的茶魅力，东钱湖也真正成为
宁波茶文旅融合的展示窗口。

“记忆中戴着花巾、背着竹篓的
采茶姑娘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今
的采茶工都是采茶阿姨，茶企生产规
模小，人工成本逐年加大，生产积极
性不高。从业人员老龄化，很多茶农
因为种茶收益不如种植花木而改行，
茶山还可能会出现抛荒现象。”作为
经营多年的制茶企业负责人，十三、
十四、十五届宁波市政协委员顾静芬
的发言道出了很多制茶人的辛酸苦
辣，也带来了茶企希望能出台扶持名
优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的心声：希望
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加大资金帮扶，
实施“人才强农”“科技强农”战
略，增强茶产业的竞争力。“政府指

路，政策引领，企业创新提能。我们有
信心做好一片叶子，讲好春天的故
事。”顾静芬对茶产业发展信心满满。

宁波市海曙区政协委员、海曙区农
业技术管理服务站副站长吴颖长期从事
茶叶技术推广工作，她关注到当前宁波
市不断推进茶科技探索进程，但新品种
新技术推广力度不够、科研机制尚未形
成且缺乏科研从业人才。为此，她建议
聚力推广“黄金芽”和“御金香”等新
品种，打造宁波独有的优势品牌，并围
绕全程机械化目标，加快茶叶先进适用
机械装备研发与推广。“争取用5-10
年的时间，建设出5个‘可看可玩可
学’的省内一流的彩色茶园综合体项
目，3个‘可观可控可追溯’的国家级
数字化产业综合体。建议由市政府成立
专门领导小组，将重点项目进行切分，
分批次、分部门协同完成，加大人才培
育和吸引力度。”吴颖说。

听着发言，记着建议，与会人士纷
纷表示收获满满。宁波市政协主席徐宇
宁表示，希望宁波茶产业能立足特色优
势，凝聚合力，加快转型，“泡好”生
态、文化、创新“三杯茶”，把“一片
小叶子”做成“共富大产业”，成为展
示宁波农业现代化水准、城市品位和文
化符号的一张金名片。

春日里的一场关于茶的“诸葛
会”，助力拓展了茶产业跨越式发展新
通路，一群爱茶人，则让宁波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未来可期。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
么好风光……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
得心花放……”来宁波听一曲脍炙人口
的 《采茶舞曲》，喝一杯鲜嫩的绿茶，
春天的味道将带着宁波茶香飘向世界。

春日里一场茶的“诸葛会”
——宁波市政协围绕“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协商交流

本报记者 鲍蔓华

片新闻图

白居易说：“逢春不游乐，但
恐是痴人。”春深时节的双休日，
必须要走出家门，去杭州的大自然
中踏青看花，爬山喝茶，给自己洗
洗肺、充充电。

西湖边的群山都修了相互贯通
的游步道，已经走得腻了。梅家坞、
龙井村的农家茶楼这段时间热闹得像
城市综合体。如果喜欢清静一些，建
议你可以走得远一点，比如去富阳。

富阳也不算远，作为杭州的城
区她略显年轻，实际上历史悠久。
从这里走出了三国时期的吴王孙
权，诞生了黄公望的传世名画《富
春山居图》。富阳区八山半水半分
田，山水秀丽，风光独绝，元代就
有人为她写下了天花板级的宣传
语：“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
周末来这里爬山看水，对杭州人来
说，开车半小时，离尘不离城，非
常方便。最主要的是，这里还盛产
滋味芳鲜的好茶。

富阳全区的茶叶种植总面积近
7 万亩，都是坡地茶山，生态茶
园。富阳安顶山上所产的茶，在明
代被朱元璋钦点为贡茶，这是富阳
茶的高光时刻，却是富阳茶农的噩
梦。那时流传下来的一首《富阳江
谣》可以作证：“富春江之鱼，富阳
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
家......”官府催逼盘剥，以致茶农
发出：“富阳山，何日摧？”的悲号。

今天登上安顶山，时常可见云
雾缭绕，茶园里春花点缀，宛如仙
境。现在这里出产的绿茶被冠名

“安顶云雾”，头顶“杭州十大名
茶”的光环，远销东北，并被茶商
们带出国门，进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成为富阳茶富百姓
的生动案例。

西湖龙井是绿茶皇后，现在大都
采自龙井43号茶树品种。鲜为人知
的是，萌芽早、抗性强的龙井43号
培育成功与富阳人有关，最早也是在
富阳的春建乡开展大面积种植的，称
为钱塘龙井。今天的春建乡茶园已发
展到近万亩，绵延在群峰矮丘之间，
蔚为壮观。花一天时间，来“春建七
彩茶园”踏青，走一走“春建访茶”
精品旅游线路，访一访铁坎村老茶农
俞金林，看一看他个人收藏的众多茶
文物文献，听他讲一讲富阳的茶史茶
俗，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

大杭州每年最早的一锅春茶在哪
里，曾经是茶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前几年，多家媒体联合茶叶专家和市
民，发起寻找“大杭州第一锅春茶”
活动，经过多方甄选，最终认定富阳
的拔山茶是“大杭州第一锅春茶”。拔
山属富阳的富春街道，有杭州面积最
大的山地茶园，号称“万亩茶乡”。充
足的光照加上富春江的水汽氤氲，拔
山茶采摘要比直线距离几公里之外的
西湖龙井核心产区早4到6天。拔山
4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适合茶叶生
长，也适合全家人出门踏青登山，顺
便品尝“第一锅春茶”的鲜美。

富阳适合爬山品茶的线路还有很
多，喜欢自然风光的，可以去“无山
不植茶”的常绿镇黄弹村，那里有小
雁荡之称；对人文历史感兴趣的，不
妨去新登镇的贝山，那里是弘一法师
闭关百日之地，产有贝山禅茶；还可
以去灵峰山探寻苏东坡记录过的“西
庵茶”，去洞桥与写下“茶为涤烦
子，酒为忘忧君”的唐代茶人施肩吾
隔空对话。春日里登山品茗，富阳真
是个好地方。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登山品茗到富阳
张治毅

近日，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典籍
里的中国》第二季第八期《茶经》播
出，为观众奉上了一期“茶香飘溢”
的节目。一部只有7100多字的《茶
经》，为何能跻身大多为鸿篇巨制的
《典籍里的中国》？这期节目给出了亮
眼的答案。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
起源地。茶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生
活，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今世界
三大非酒精饮料之首。而这一切，都
源起于陆羽的《茶经》。

彰显实用价值

《茶经》提倡清饮，除了调味的盐
之外，不加任何他物，如“葱、姜、
枣、茱萸、橘皮、薄荷”等，使得茶饮
从羹饮方式中脱身而出，更为方便、便
捷，且提神、醒脑、明目、强身等效果
更加彰显。所以《茶经》问世之后，

“茶道大行”“天下益知饮茶矣”。
同时，陆羽在《茶经》中总结了

他考察并躬身实践的种茶、制茶、鉴
茶的技术，为南方适茶地区开始种
茶，提供了技术指导。饮茶人群的扩
大与饮茶量的日益增加，茶叶生产、
贸易相应扩大，茶的大面积种植从无
到有并不断发展，《茶经》其功一也。

《茶经》 还提倡在“二月、三
月、四月”之间采摘制作春茶，使得

茶叶从早先多为附尾于农事结束之后
的秋茶，转而以春茶为贵。“自从陆
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提升
了茶的自身价值，使其商品附加值和
文化价值得以产生和实现。

演绎文化内涵

《茶经》 提炼了文化内涵的提
炼，同样定义了茶的文化属性。《茶
经·一之源》阐述：“茶之为用，味
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首次将“品行”引入茶事之中，将茶
性与人的美好品行联系在一起，提升
了茶的精神属性和文化内涵。从此，
茶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嗜好物品，还
是“精行俭德”之人进行自我修养、
锻炼志趣、陶冶情操的途径。

《茶经》 定义了茶的社会属性。
陆羽在《四之器》中以自己所煮之茶
相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表明了
他对茶可以凭借《茶经》跻入时世政
治从而有助于匡时济世的向往与抱
负。此外，陆羽设计的风炉一足之上
书“圣唐灭胡明年铸”，表明了他对
社会和平的向往。这种社会责任与理
想担当，在古往今来的许多茶人身上
都有充分的体现。

《典籍里的中国》 在戏剧演绎
中，对陆羽与茶相伴的传奇故事进行
了合理化创作，并融入他与恩师邹夫

子、师友崔国辅、挚友颜真卿的动人
情谊与“精行俭德”的高尚品德，将
茶的文化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呈现茶艺道

陆羽给出了茶艺道所包括的各方
面内容：好茶、宜茶之水、好炭火、
成套茶具、完整的煮茶程式、饮用原
则、茶具简省原则等，可以说，《茶
经》定义了茶的艺道属性。后世茶艺
道的发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

茶艺道与完整成套的茶器具是密
不可分的，《茶经·四之器》详细介
绍了二十四组二十九件茶具的尺寸、
材质、功能甚至装饰，注重茶具形式
与内容蕴含之美的协调与统一。《茶
经·五之煮》系统介绍了唐代末茶煮
饮程序：炙茶→碾罗茶→炭火→择水
→煮水→加盐加茶粉煮茶→育汤华→
分茶入碗→趁热连饮。

为了更直观生动地呈现陆羽所讲
述的茶艺道，节目组在浙江、河北等
地的茶人支持下找到复原的风炉、茶
碾等，凑成三套茶具，在陆羽不同年
龄的场景中使用，再现唐代煮茶场
景。而为了呈现煮茶的具体过程，节
目组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在演
播室用火时限前完成了煮茶的拍摄，
真实地展现了陆羽认为煮茶最好的水
沸程度是第二沸的状态。

解读历史地位

《茶经》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茶书，开启了茶的文化时代。此后，虽
然茶的农学、科学内容与时俱进，但
《茶经》对于茶的人文精神、社会担当
和最基本界定却从不曾过时。后世无论
中外，对茶艺道精神的总结提炼都没有
超过《茶经》“精行俭德”的范畴，即
同时指向人的内心品质和外在行为。

陆羽及其《茶经》对茶业及茶文化的
发生、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创始作用。陆
羽在唐代就为人奉为茶神、茶仙。作为世
界上的第一部茶书，陆羽极其自信地以

“经”名茶，《茶经》终成经典。明陈文
烛《茶经序》有言：“人莫不饮食也，鲜
能知味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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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需要饮食
才能存活，陆羽《茶经》使天下知饮，
功绩不在树艺五谷使天下知食的后稷。

《典籍里的中国》每期以不同的典籍
为主题，典籍的内容都各具专业且深刻浩
瀚，主创团队要深入了解每一期所选定典
籍的内容，制作出观众喜闻乐见、极富文
化含量的电视作品，并非易事。《茶经》
导演组在去年6月就找到我，反复交流磋
商，并于当月在线上进行了《茶经》专家
研讨会。《茶经》工作剧本是开放动态
的，导演组一直与我不断沟通交流细节，
甚至在录制当天和整个录制过程中还在不
停地修改调整。而对于字幕等内容的细致
调整，一直持续到后期剪辑、二次审片，
最终在播出前一天才最终完成。

总体感受，制作一档主创团队、专
家组、观众都满意的文化节目，确实不
易。所幸 《典籍里的中国》 这期 《茶
经》基本做到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
究所研究员）

《典籍里的中国》之《茶经》篇：

在茶香中品读经典
沈冬梅

本报讯（记者 鲍蔓华 通讯
员 杨颖） 3月 21日，中国国际
茶文化研究会在杭州召开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座
谈交流会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六届二次全体会长会议。中国国际
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乔传秀出席并讲
话。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王建满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中国国际茶文化研
究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认真学习全国两会精神，进一步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茶文化的

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要把服
务人民、造福人民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
出发点、落脚点，注重加强理论和政
策、茶文化等学习运用，认真抓好“三
茶”统筹发展大调研成果的总结、转化
和运用，创新工作思路、方法和载体，
进一步提升自身建设水平，着力推动研
究会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来自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中国农科院、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以及各省、市茶文化研究会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六届二次全体会长会议在杭州召开

本 报 讯 （记 者 徐 金 玉）
2023首届中国苏州太湖洞庭山碧
螺春茶文化节近日在中国（吴中）
太湖洞庭山碧螺春茶文化园开幕。
活动现场发布了《洞庭山碧螺春茶
产业振兴三年行动计划》，苏州吴
中洞庭山碧螺春茶产业研究院也一
并揭牌。

洞庭山碧螺春茶产于苏州市吴
中区的太湖畔，因其条索纤细、银
绿隐翠、卷曲呈螺形而得名，有着
茶汤清香高雅、鲜醇回甘的特质，
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一。2021
年，全区茶园总面积 3.89 万亩，
茶农户数2.3万户，实现产量383
吨、产值近4亿元，其中洞庭山碧

螺春 130 吨、产值近 2亿元。2022
年，碧螺春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
部分，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因
此，今年的洞庭山碧螺春茶采茶季备
受外界关注。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茶
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表
示：“近年来，吴中区坚持‘政府为
主导、市场为龙头、品牌为主线’的
产业发展之路，依靠科技创新，抓好
标准化生产和质量提升，品牌知名度
与影响力不断扩大，产业增效、农民
增收，有效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化及
区域经济繁荣发展。”

首届中国苏州太湖洞庭山碧螺春茶文化节开幕

近日，随着气温的明显回升，浙江各地春茶陆续开采。在浙江绍兴，越
乡龙井新茶陆续上市，当地茶农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茶叶采摘加工季节。近
日，为助力春茶采收，国网绍兴供电公司加足马力做好用电保障，前往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对相关用电线路进行巡视，及时排查并处理安全隐
患，全力护航茶农增收致富。 （袁媛 卢枫枫）

春茶开采后，忙碌的采茶工

生机勃勃的茶园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