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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芽、茶梗、茶壳、茶花、老茶
婆、茶虫宝……在苍梧县，时刻可以
见到这种版本的茶叶“六件套”，它
们同时分置在木制的方格中，或紧
细或浑圆或大叶或颗粒，呈现着六
堡茶的玲珑百态，仿若在说“你看，
六堡茶浑身都是‘宝’”。

生活中，它们又融入了当地茶
农的更多巧思，以另一番模样频频
再现：或是折下一弯鲜嫩茶枝插进
花瓶，瞬间让桌面萌发春意；或是将
茶叶入菜，做成地道美食茶香鸡，入
口咸香，清新解腻；当然最常见的，
莫过于将它们轮番冲饮，在浓淡相
宜、唇齿留香的对比中，散发着六堡
茶的悠悠魅力……

“品正宗六堡茶，来梧州就对
了！梧州是六堡茶的故乡，苍梧县
更是六堡茶种植的核心区，这里具
有‘原产地、原种茶、原工艺’的三
原优势。”梧州市政协副主席冼秋
莲笑着介绍，六堡茶历史悠久，距
今已有 1500多年的种植历史。作
为著名的“侨销茶”，早在清嘉庆年
间，六堡茶就以“红、浓、陈、醇”及
其独特的槟榔香味闻名，远销东南
亚各国及中国粤港澳地区。

“我们常说‘一杯六堡茶，半部
茶叶外贸史’正缘于此。”冼秋莲
说，值得庆贺的是，去年11月，“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
过评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六堡茶制作工艺也是此次申遗的
代表性项目之一。

近年来，六堡茶的制作工艺一
直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其中，传统工
艺（又称古法工艺）和现代工艺最为
人们津津乐道。

“二者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和
区别？”当记者向苍梧县委副书记马
士成抛出疑问时，可是问对了人。这
位浙江大学茶学博士，自2012年经
梧州市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项目
进入六堡茶研究院工作后，先后担

任过国有茶企和茶业发展中心的主
要负责人，10余年来，对六堡茶的历
史文化、制作技艺如数家珍。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题，简
单而言，传统工艺主要是通过杀青、
揉捻、初烘、复揉、堆闷、复揉、烘干
等步骤，或是通过锅炉蒸汽进行炊
蒸，略加摊晾后进行焗堆，它们都是
对本地原料进行加工制作；而现代
工艺则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为
了更好地实现产业的标准化、规模
化而发展起来，其原料不限于当地，
精制过程中采用的是加冷水发酵的
渥堆方式。”马士成说。

在他看来，评价一款茶的好
坏，原料是基础，工艺是关键，陈化
是升华。“六堡茶传统技艺是六堡
茶农世代的智慧结晶，这一技艺
最大的特点是自然而优雅地陈
化，一般陈化年份够会有槟榔香，
还会因为年份转化的不同呈现出
如枣香、参香、菌香、药香、木香等
18种不同的香型。它的转化如同
一条成长的曲线，不断在上升。”
马士成说，“与之相较，现代工艺
则好比凤凰涅槃，通过微生物的
变化再度激发出自身活力，通过
陈化会去除自身的仓味，达到涩
味减轻、滑度增加、汤色红艳、陈
香明显，更加醇厚滑的效果。”

马士成曾仔细梳理过二
者发展的历史脉络：1000多
年来，六堡茶的工艺在不
断地传承与创新，明末清
初到 1953年，是传统
工艺向现代工艺转变
的时期；1953 年到
1958年，现代工艺
处于试验阶段，传
统工艺仍占主导地
位 ；1958 年 到
2011 年，现代工
艺研发成熟推广
并占主导地位；
2011 年 － 2020

年，六堡茶火爆“出圈”，现代工艺六堡
茶倍增式发展，传统工艺也在不断完
善；而进入到2020年以后，随着“三
原”“六茶”定位成为行业共识，传统工
艺六堡茶迅猛发展，两种工艺并行推
进，齐头并进。

他随即在空中划出两道曲线。“传
统工艺和现代工艺，如同这两条线，是
一个不断交汇的过程，不仅它们的发展
轨迹在交织，它们的口感风味也会在时
间的洗礼下呈现出类似的风味，我想陈
化25年以后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二者
的品质也有可能实现趋同。”马士成说。

当前，六堡茶无论是传统工艺抑
或是现代工艺，都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的青睐。梧州市也将大力发展六堡茶
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富民
产业来抓，明确打造广西千亿元茶产
业“半壁江山”的发展目标，加快构建
全产业链现代茶产业体系，做大做强
特色优势产业。

“你们看，这是苍梧县去年和今年新
增的茶园，有7万多亩，我们正在扩展茶
园基地建设，还在以茶为媒，以茶促旅，
积极探索发展茶经济的新路子……”车
辆沿着山间行走，随着马士成手指的方
向，人们看到了云雾缭绕间郁郁葱葱的
茶园风貌，仿佛也看到了未来发展
的美好蓝图正在徐徐
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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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堡茶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沁怡六堡茶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六堡镇的茶
农，一直在这里种茶、做茶……”她
梳着齐耳短发，皮肤晒成了小麦色，
面对围拢的嘉宾，有些羞赧地一笑，
双手不时搓动着。

苍梧县委副书记马士成却笑着
道出她的不简单：“她特别富有创新
精神，干事的激情很感染人，在四柳
村口碑特别好，群众信她，有茶叶
都给她。”

她就是苍梧县政协委员，六堡
茶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
人、曾获“全国乡村工匠”称号的谭
爱云。2011年，怀揣着对这片家乡
味的依恋，她回乡创业。与记者初
见时对她“内向”的印象不同，做起
茶来的谭爱云，完全呈现出另一面
——果敢、自信、执着。

透过玻璃窗，宽敞的车间内，
那条长达数十米、“巨无霸”式的生
产线，就出自她的“手笔”——她建
成了梧州市第一条传统工艺六堡
茶加工生产线，实现了茶叶从鲜叶
到成品“不沾地，不挨手”，全面提
升了传统工艺六堡茶的品质和市
场效益。

“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茶，
人人都会做茶。但每家火候不一
样，烘干的温度不同，口感也不稳
定。我把大家的鲜叶收上来，集中
统一加工，不仅产量有了，品质提

升了，价格也跟着水涨船
高。”谭爱云笑着说。

可说起来容易，其背后的艰
辛却鲜为人知。当年为了实现从小
作坊到现代车间的迭代，这位没上
过专业机械课程的农村大姐，硬是
把自己逼成了“工科生”。她摸索着
将六堡茶制作工艺机械化，画出图
样找工厂老板反复沟通，图纸不知
改了多少稿，直到最终完成了“从
0到1”的突破。

在参观长廊的墙上，能更清晰
地看到这条生产线的“图文版”：从
热风杀青机组电器箱到揉捻机组电
器控制箱，再到烘干机组控制箱，上
面规整且细密地勾勒出33样机器
的运转图景，可以想见，在采茶季时
这里是怎样忙碌的盛况。此时，记者
的耳畔似乎已传来机器有序运作的
轰鸣，鼻尖已是四溢飘散的茶香。

“把茶叶交给你卖，我放心。”当
乡亲们拉着她的手，将自家的营生
交到她手上时，她觉得一切都值了。

“去年，我们的茶叶产值达到了
3000 多万元，茶叶销售额达到
1000多万元。”这也是谭爱云对这
份信任的交代与回馈。

值得一提的是，她创办的这家
合作社还是苍梧县第一家也是唯一
一家由农村妇女组成的六堡茶专业
合作社，每年可带动60多位村民就
业，辐射带动了当地农民268户种

植
六 堡
茶 2200 多
亩，在脱贫攻坚期
间，帮助贫困户增收近45万
元。

“合作社就像一个大家庭，哪一家
有困难，没收茶前也可以先拿钱，如果
我这边压力大，茶叶一时卖不出去，也
可以和他们沟通。”谭爱云一边笑着介
绍，一边引导着大家拾级而上，穿过20
余间木板仓，来到明亮开阔的茶室。

“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她早已为
客人煮好了2003年的老茶婆，茶汤明
黄透亮，啜饮一口，清甜的口感融合着
浓郁的药香。

“我们生产社前茶、老茶婆、二白
茶、茶虫宝等，很受市场欢迎。现在，只
要有时间，我都会带着员工去参加各
地的茶博会，已经积攒了一批回头
客。”谭爱云说。

从她的茶室望出去，开窗即是山。
望着此情此景，她总会感慨，正是出自
这青山绿水中的茶，带着越来越多和
她一样的村民走出大山，去传扬六堡
茶的健康与美好，去享受世界的广阔
与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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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爱云：

这位“茶农大姐”不简单

“大家下午
好，喜欢六堡茶的请点

点关注……”
“有没有焖过六堡茶的茶友，给

主播扣个1……”
“这是我们2016年的茶，你们

看，干茶非常漂亮，产自广西的大山
深处，很适合新茶友去喝……”

下午两点半，纯好茶业直播如
期上线，年轻主播笑盈盈地和粉丝
打着招呼。虽置身于一楼的开放空
间，她却丝毫未受过往嘉宾的影响，
神情专注地盯着滚动的留言，或是
手捧焖茶壶介绍，或是站起身将茶
样举到镜头前。

她的眼下，一台电脑、一部手
机、一个立式显示屏，方寸之间，将
茶香传至万千网友的另一端。

如果说，这只是纯好直播间的
“1.0版本”，那么，位于仓储厂房的

直播间，堪比豪
华 的“2.0 版
本”：8层的木质
货架是它的背
景板，大型的补
光灯、美颜环形
灯一应俱全，数
十款茶样摆满桌
面……

“今年 3月，我
们的第一场直播就

开在这里，当时和一
位网红连播，一场销售

了248万元，实现了开门
红！”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

委员，广西梧州纯好茶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徐小敏笑着说。
作为“80后”茶人，“尝鲜”直

播早在徐小敏的计划之内。她曾为
此深耕两年，学成归来后正式开启
了六堡茶营销新模式。在直播间对
面的墙上，她还特意立下一个小目
标——“努力打造一流六堡茶电商
直播团队”。

在她眼里，直播还有一项利好，
所有的产品可以直落到终端——消
费者那里去，且第一时间得到他们
的品饮反馈。

“过去，我们只知道埋头苦干，
茶叶好不好喝，消费者喜欢不喜欢
都不了解。现在，有了电商、有了直
播，茶叶浓了或淡了，消费者的信息
都会及时传送回来，我们知道后会
立刻调整。”徐小敏直言，“倾听，是
制作好六堡茶的关键。”

曾有一次，他们精心推出了一
款炭焙六堡茶，没想到上市后却遭
遇滑铁卢。由于烟熏味较重，很多消
费者反馈喝不习惯，他们马上着手
改良，再度上线后，重新斩获好感和
青睐。

这番“你来我往”，让徐小敏渐

渐找准方向。“好比服装设计，以前是
拿到什么材料做什么衣服，现在则是
反推回来，由设计师先出图，我们根据
图样去定制。于茶而言，消费者正是设
计师，我们聆听他们的心声，会研究开
发更适合市场的产品。”徐小敏说。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期待，
她和团队将一道核心的制茶技艺——
拼配用得炉火纯青，很多配方已成为
他们的“独门秘籍”。有时，她会将同一
片区的茶叶一半用炭焙、一半用烘干，
按比例拼配后凸显其香气与滋味；有
时不同片区的茶叶会通过同种工艺加
工后进行拼配，使其转化更为丰富多
元。如今，类似这样的新型产品，她和
团队已打造了数百种，组建了一个六
堡茶风味大家族。

徐小敏将味蕾的愉悦形象化，为
这些茶赋予了各式好听的名字：一见
如故、相见恨晚、来日方长……仿若每
品一款茶，不仅是在品滋味，更是在品
饮一份独家记忆。

“直播时，我们还会以农带农，将
存储、冲泡六堡茶的器具，如岑溪南渡
的竹编、广西钦州坭兴陶柴烧等非遗
产品一同售卖，让消费者感知六堡茶
更为立体、多面的魅力。”

随着徐小敏的介绍，大家不知不
觉间登上了最高处的户外茶室。在此
处俯瞰，能够看到不远处的纯好六堡
茶供应链直播基地已初具雏形。这里
将1∶1还原明清两代的四合院，打造
场景直播，这里也将是徐小敏直播版
图的新一环——直播“3.0版本”。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直
播迭代是这样，做茶亦是如此。

“我想，无论是六堡茶产品的升
级，还是六堡茶营销模式的转换，都在
诠释一个词——生命力。茶是有生命
力的，它传承在一代又一代手上，韵味
经久不息，且总会闪烁和展露那个时
代才有的光芒和风采。”徐小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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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三代”徐小敏：

泡在“直播间”的六堡茶

沿着木质台阶拾级而上，穿过一
池嬉戏的游鱼，人们仿若踏入了古色
古香的园林之中。这番古朴雅致的设
计，似乎也映衬出非遗“六堡茶制作
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制
茶大师、苍梧县六堡镇黑石山茶厂技
术总监韦洁群的初心——传承非遗

“六堡茶制作技艺”，守护岁月深处那
一缕茶香。

“这是今年的社前茶，很香的，你
闻闻。”老人操着一口有着浓重广西
口音的普通话，笑意盈盈地向记者推
荐道。

所谓“社前茶”，是指立春后的第
五个戊日——春社日，在这之前开始
采摘并制作的茶叶产品，也是每年的

“头采”茶。原料嫩度高，茶叶一芽一
叶为主，筛选出来的单芽也称茶谷。

啜饮一口，果然，苦味不重，花香
蜜香缠绕舌尖。“这个茶年轻人都很
喜欢，不仅当年就可以喝，而且越存

会越好喝。”韦洁群说，为了给年
轻人打造这款“量

身定制”的
茶，她

特意在揉捻工艺上作了调整。
似是感受到老人遥远的心意，团

队们带着这些六堡茶走出广西，到各
地参加茶博会时，立时得到了年轻茶
友的青睐。“连一小份一小份的茶样
都卖完了。”消费者的“捧场”，让这位
坚持传统手工制茶的老人心生欢喜。

晾青、炒青、初揉、堆闷、复揉
……从18岁开始做茶到现在，40多
年春来冬往，六堡茶始终在韦洁群的
掌心下被轻轻呵护。她的制茶坊内，
没有机械的喧嚣和轰鸣，仅留有手中
茶叶翻动沙沙声的静谧，阳光从室外
轻轻洒落，那一刻，时光都为此驻足。

“传统工艺六堡茶，被很多茶友
称为农家茶，我们坚持传承原产地、
原茶种、原生态的传统制茶技艺，用
纯手工制作原汁原味的六堡茶。”韦
洁群说，传统工艺六堡茶有多种细
分，一种是遵从节气按时段采摘制作
的，比如六堡社前茶、明前茶、清明
茶、秋茶、霜降老茶婆等；一种是以制
作完成后的成品，按叶张的大小划分
的，如茶谷、二白茶、中叶茶等。

“传统工艺六堡茶，是民间制茶
人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历史很悠久，
每道工序都有讲究，炒青的温度、做
茶的火候、揉捻的力度，如果哪一道

工序没做好，都会失去它最本真的
味道。”韦洁群介绍道，它也属于

完全自然存放进行后发酵的

六堡茶，仓储完全依靠六堡镇湿润的气
候特点，不加以任何人为干预。“六堡镇
的天然存储环境条件很好，别的地方存
5年，这里存3年就能达到同样的效
果。”

坚守传统的制茶技艺，就意味着要
面临产量低、人工成本高等现实问题，
当机械化、规模化的浪潮袭来时，韦洁
群面前并非没有其他选择。

但她却未有片刻迟疑地给出答案：
“老祖宗的东西需要有人传承。”仅是简
简单单的一句话，便道出了她心意。韦
洁群给自己的茶起名“匠心”“匠人”，或
许也正是想将这份信念传承下去。

如今，韦洁群早已是桃李满天下。
“我收徒是有要求的。”韦洁群笑着说，
“他一定要真正地爱茶，耐得了做茶的
苦，也要对六堡茶发展有贡献。”

她的女儿石濡菲，或许是她最得意
的“门生”，如今已从母亲手中接过衣
钵，成为六堡茶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
性传承人，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中国制茶能手”等荣誉
称号，最近还荣获了“2022中国非遗年
度人物”。

“传承路上，濡沫芳菲。”她以劳模
创新工作室为载体，将技艺悉心传授给
村民，通过校企合作、六堡茶进校园、互
联网融媒体等创新形式，实现了非遗

“破圈”，最高直播在线收看人次达100
万。并利用直播，拓宽了传统六堡茶的
销售渠道，让这片小小的茶叶，通过“六
堡茶制作技艺”变成带领乡亲们致富的

“金叶子”。
两代人，一辈子，为六堡茶的传承

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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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洁群：两代人 一辈子

见到梧州市政协委员，梧州茶
业商会会长、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吴燕时，她刚从海外风
尘仆仆地回国不久。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我们跟随广西经贸代表团
赴沙特阿拉伯推广六堡茶。现场效
果特别好，他们很喜欢六堡茶的口
感，而且知晓六堡茶的健康功效后，
都纷纷下单。”吴燕笑着说。

在天誉的宣传展板上，处处可
见吴燕在海外宣传时风风火火的身
影，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迪拜
……海外市场一直是她版图布局的
重点，这似乎与六堡茶得天独厚的
外销“基因”息息相关。

“六堡茶是著名的侨销茶，早在
百年前，便沿着‘茶船古道’香飘东
南亚。”吴燕笑着介绍，当时，六堡

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
之一，从梧州西江顺流而下，经粤
港澳出海，远销马来西亚等东南亚
各国。如今，“一带一路”沿线，六堡
茶更有广阔天地得以充分施展。

“现在，我们到马来西亚、新加
坡以及中国港澳地区宣传时，很多
当地人反馈，六堡茶本就是他们
的日常茶饮。六堡茶在日本也很
受欢迎，记得有一次参观交流时，
一位博物馆馆长还特意向我们鞠
躬，感谢我们将中国茶带到日本。
茶就是传递和平、健康、友谊的使
者，也勾起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美
丽乡愁。”吴燕动情地说，在六堡
茶行业深耕 10 余年，她最想做
的，便是将六堡茶的健康故事、文
化故事讲给世界听。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洲郑和文

化馆，就有一款我们的‘1431’纪念饼
被永久珍藏。1431，正是郑和第七次下
西洋的年份，也是这一次他把六堡茶
带到南洋。”吴燕的思绪仿佛飘回到
500多年前，或许郑和不曾想到，当代
六堡茶的传承者们正是用茶来纪念这
次伟大的远航。

在展馆内，还有一款脸谱模样的
茶品吸引人们驻足拍照。只见包装上，
粤剧丑生和花旦拼合成一张面孔，国
粹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不仅要让中老年人爱茶，也
要让喝茶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在迪拜，
已有不少年轻人喜欢我们的花果袋泡
茶，以六堡茶为茶底，融合各类花果，
拼配出更适宜年轻人品饮的口感和滋
味。”吴燕介绍，他们还不断推陈出新，
开发出补水保湿面膜、六堡茶柔润嫩
肤护手霜等衍生产品，陆续上市推广。

“一片茶叶，一抹乡愁。六堡茶会
续写‘茶船古道’新的传奇。”吴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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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燕：六堡茶，勾起美丽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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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肖亮升

六堡茶直播六堡茶直播

石濡菲工作中石濡菲工作中

茶园里的韦洁群茶园里的韦洁群

徐小敏研制新茶徐小敏研制新茶

吴燕在海外吴燕在海外
推广六堡茶推广六堡茶

谭爱云制茶谭爱云制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