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一阵，偶得一袋斯里兰卡佛手柑红茶，味道
奇特，不忍独享，遂约茶友共品。

打开包装纸袋，一阵柑橘香气扑面而来，这便
是佛手柑的味道了。取出适量茶叶置于盖碗中，我
有些许犹豫：这么碎的茶，是否应该放在茶包中冲
泡？是的，此茶的条索平均不到半厘米长，用盖碗
冲泡，恐怕茶漏中会堆积不少茶叶。不过出于对其
味道的好奇，冲泡方式便也不拘泥，没有茶壶和茶
包，就用盖碗也未尝不可。

果不其然，热水倒下去，比初闻上去更为浓郁
的、甜中带一丝丝苦的柑橘香，夹杂在蒸汽中，氤
氲弥漫了整间屋子。“像什么味道呢？”友人思索
着。“你说，是不是像精油？”我问道。友人随即眼
神一亮，看来我们所见略同。

出汤后，是深红明亮的颜色。送入口中，品味
片刻，二人皆蹙眉——这滋味，说不上来好不好
喝，不太能用日常品饮中国传统茶的词汇来形容。

“这款茶，是不是更适合调饮啊？”友人举着茶
杯念叨着。

在品茶方面，我二人皆行动力十足，说调就
调，马上冲到楼下超市去买了一盒纯牛奶。先按照
1/3茶汤、2/3牛奶的比例混合，发现茶的味道被
牛奶盖掉不少。于是重新冲泡出汤，按照1:1的比
例混合，却又觉得柑橘味浓了。想了想，干脆把两
种溶液兑在一起，没想到，正好调出了我们都觉得

“完美”的味道。
“果然，斯里兰卡红茶更适合调饮。”友人赞道。

我随即想到，大抵当年英国贵族也都像我们现在这
样，往茶汤中加入牛奶，自己钻研着合适的口味。“那
就当我们现在是坐在宫廷中吧！”我打趣说。

英国人因不习惯清茶的味道，以牛奶调制茶
饮，这故事常听。但是，又是谁想出用佛手柑窨制
茶叶的呢？

我查阅了一下佛手柑红茶的来历，居然真发现
了一件与伯爵有关的轶事。据传，在19世纪30年
代，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格雷伯爵二世喜爱
饮茶，如今大名鼎鼎的“伯爵红茶”就是以他命
名。在一次外交出访时，伯爵偶得一罐红茶和一瓶
佛手柑精油为礼品，于是心血来潮，在茶叶中加入
精油，做出了佛手柑红茶。伯爵夫人以此作为招待
宾朋的饮品，意外收获了当时英国贵族夫人的喜爱
与追捧。

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因佛手柑是
一种中国柑橘，又形似“佛手”，与中国人“禅茶
一味”的理念十分契合，便有人说清朝的慈禧太后
在宫中大量使用芳香水果代替香料，尤其喜欢佛手
柑，便把佛手柑和红茶做成了外交礼品。此说法，
虽然为这种西方调制茶的故事增添了东方宫廷的神
秘色彩，但事实上格雷伯爵二世从来没到过中国，
而且伯爵红茶的制作方法实则是以印度锡兰（斯里
兰卡的前身）红茶为茶基，用香柠檬油调味而成，
并不是佛手柑。由此可见，格雷伯爵的外交礼品和

“心血来潮”，应当是误传了。
虽然没有探究出佛手柑红茶的确切来历，但今

日为了调制出可口的味道而铺满一桌子茶具的我
们，纵然调侃自己像制作药水的女巫，可无论是味蕾
还是品茶的过程，都极其满足，岂不是乐趣十足？

自研茶饮乐趣多
李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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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减产品质稳定

2023年春节过后，随着气温的逐渐回
升，早春茶产区陆续开启“采摘模式”：先
是广西、贵州、浙江、四川等主要产区集中
开采，而后进入3月，广东、福建、陕西等
省接续“发力”，最北方的山东茶区，于4
月中旬开始采摘。

总体来看，全国春茶的开采时间基本与
往年持平，部分茶类略有提前。但与往年相
较，不容乐观的气候状况——2022年夏秋
季高温干旱天气和2023年春季干旱气候的
叠加“施压”，却让春茶减产成为板上钉钉
的事实，减产15%，是报告给出的一个更为
明确的数字。

报告显示，受气候影响，各地早春茶
树生长和萌发缓慢，枯叶现象频发。尽管
各产区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最大程度减少
茶叶损失，但多地早春茶仍大幅减产20%
以上。进入 4 月，多地旱情得到有效缓
解，茶叶生产整体得到了有效恢复。截至
目前，预计2023年中国春茶总产量较上年
减少15%左右。

茶行业流行一句话：看天做茶。这种
形势下，全国春茶的品质也呈现明显的

“两极化”特点。从地域分布看，在陕西、
甘肃等气候条件较好的茶区，茶叶饱满、

芽头肥壮，品质总体好于往
年；而在去年夏秋季受灾较严
重的茶区，茶叶品质总体表现
较为一般。

看到报告这段表述后，安徽
省舒城县政协委员、古尖香茶厂负

责人吴啟明感同身受：“安徽大部
分茶园受干旱影响较大，茶园旱情导

致茶园生长停止或者茶树死亡。即便侥
幸逃过这一劫的茶树，在春采时枝条也
较为细瘦，芽头也明显差于往年。但由
于清明前后茶叶原料供应紧张，收购价
格暴涨，茶青同期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
几，加工成本明显增加，由此导致消费者
复购量明显减少。”

幸运的是，随着春茶季中后期的气候回
归正常，茶青品质有了明显提升。此外，全
国范围内茶园绿色生态防护技术的推广、茶
园基础管理技术的实施、生产加工环节的技
术提升、产业标准化程度的提高，使各地茶
叶加工技术水平明显提升，有效助力了
2023年春茶品质较往年基本稳定。

中档茶成为市场主力

2023年的中国春茶季从1月底开始大
体至5月初结束，销售季则延续至6月中下
旬。各级政府尤其是产区政府高度重视疫
情平稳后的首个春茶季，全国各茶叶主产
区密集举办茶事活动，声势之盛为近20年
之最。

如每年春季的重头戏——开茶节在各产
区热闹“开锣”：由中茶协主办的浙江西湖龙
井开茶节启幕时，影视演员李玉刚、李亚鹏等
纷纷亮相，并受聘为龙坞茶镇“共富大使”，
为龙坞茶镇“打call”；福建安溪开茶节，则
打响“观音铁韵·世界双遗”的独有品牌，致
力将开茶节打造成为安溪县推进“三茶”统

筹和全县茶产业发展的重要IP……
这类茶事活动引发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而据销区反馈，消费者对春茶消费趋于理
性，亲民化、高性价比春茶更受消费者青
睐。据销区市场统计，中低档价格区间
（150-600元/斤） 春茶成为市场销售的绝
对主力。传统包装、简化包装、绿色包装
也成为主流趋势，消费者越来越关注茶叶
的品质。

以北京马连道一条街为例，春茶季期
间，这里的客流相较去年上涨约 10%-
20%，但单客消费上涨并不明显，人均消费
单价在1000元以内，1000元以下的中端和
低端春茶需求旺盛。另据上海方面的信息：
自2月底春茶上市开始，上海各大茶叶专业
交易市场中的人气逐渐恢复至 2021 年的
85%-90%，日均流量比较稳定，客均单价
在200-500元。

一家在福建福安做白茶的茶企负责人表
示：“在我们日常销售的比照中，能明显印
证这一趋势，当前，中低端茶品占主导，千
元以下的茶销售量较高，中档茶已成为市场
主力。”

直播带货仍在路上

疫情3年，线上销售成为中国茶叶最有
力的补充通路。

京东超市等单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23年春茶节期间，京东超市的春茶预售
总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其中，龙井增速
135%，尤其是钱塘龙井增速最快，同比增
幅达302%；花草茶成购物用户数占比最高
的茶类，而越州龙井和贡眉以近60%的同比
增幅成为成长最快茶类。

报告提出，电商通路呈现三个特点：品
牌效应日渐明显、文化效应更趋火热、私域
电商强势发展。“进入2023年，微信朋友

圈、小红书、抖音等私域电商发展更加迅猛。
尤其是在直播电商板块，根据消费者个性需求
而定制的产品不断涌现。此外，大主播联手企
业推出的个人品牌产品或粉丝定制产品，也在
以优质服务替代低廉价格的形象出现。”

报告执笔人、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工作人员
梁晓认为，各茶企的直播营销趋势也是好现
象，能扩大茶叶的科普范围，以后也可能成为
好的IP。

不过，直播电商的发展，仍然道阻且长。
对此，已有两三年直播经验的吴啟明表示，

“前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大部分消费趋于线
上，我们紧随潮流，开始尝鲜直播。如今，全
民直播形式兴起，电商人才、网红、明星等纷
纷加入，使得市场流量分化，运营难度增加，
流量成本增高。对于利润本就较低的茶叶农产
品来说，同行竞争也使得‘内卷’严重。”

“确实很‘卷’。”另一位茶企负责人表
示，“直播搭建、扩大流量，都需要成本。如
果找大主播合作，我们相对被动，利润也被主
播和中间的运营商分出较多。如果自己培养主
播，则相当于茶专业的团队要跨行业学直播，
营销难度也明显增加。”

“当下，茶行业发展对电商运营的专业度
要求越来越高，但农村电商专业人才比较少，
农产品利润又低，所以导致人才缺口和人才保
障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吴啟明说，后期，
他们将在电商专业运营这块下功夫，完善线下
体验，通过线上宣传、线下体验相结合，打造
茶旅融合发展，结合当地舒茶文化做好品牌宣
传，并通过科技手段减少茶叶产品质量受天气
的影响，增加科技机械等降低产品成本，提升
茶叶品质，提升茶叶品牌价值。

正如报告在后续工作的建议中提到，面对
产业的合理回调，要坚持不抛弃、不放弃、不
折腾。同时，要高度关注异常气候影响，坚持
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努力促进流通消费提振，
做好因茶兴业的大文章。

一文读懂中国2023“春茶季”
——《2023中国春茶产销形势报告》发布引关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金玉徐金玉

话说“水为茶之母”，所谓“亲
妈”，就是给所泡之茶找一款相对最
适合的水。笔者没那个本事，只能
从故纸堆里来说说古人是怎么给茶
宝找“亲妈”的。

中国是一个饮茶大国，也是饮
茶古国，从史料看，大约是从晋代开
始，个别的文人就知道茶要用好水
来煮泡的，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
有形成风气。

而真正认识到水对茶的“养育
之恩”则是在唐代。为什么是从唐
代开始？因为唐代前，我们的茶饮
大多情况下是与食物一起烹煮，俗
称 “混饮”，或者是为了当药治病
而“聊四五啜”的类汤药。其目的
不是为了“填肚子”就是为了“治身
子”。

特别是作日常食物吃，要在增
食欲上下功夫，一款含茶食物，更多
的是依靠其他配料的香甜盐鲜，如
三国时期的茶食中还要加葱、姜、橘
皮、香菜类的配料，而茶的味道，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水的讲究
几无必要，就如当下做茶叶蛋、龙井
虾仁、茶香鸡等，从没听说要用什么
水最好。因此，唐代之前，对喝茶、
吃茶用水的要求极少提及，更遑论
药用之茶了。

唐代始，以陆羽为代表的文人
和爱茶者，正式把水提到了与茶同
等，甚至高于茶的地位。为此，还制
定了不少用水的原则，据《茶经》所
论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主
要是根据水源环境而作的优劣判
断。概而言之，《茶经》择水要求不

外乎 “活”“洁”二字。
约在公元825年，唐代文学家

张又新写了一篇《煎茶水记》，可以
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煮茶用水的
专论。

《煎茶水记》中有三个主要内
容：先是记录了刘伯刍对苏、扬一带
宜于煮茶之水的等级排序：

故刑部侍郎刘公讳伯刍，于又
新丈人行也。为学精博，颇有风鉴，
称较水之与茶宜者，凡七等：

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
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
第三……

其次，记述了陆羽对所见二十
处水源的排序，相对于刘氏，陆羽的
地域宽度就大了许多，包括如今的
江西、江苏、湖南、湖北、浙江、河南、
安徽、陕西地区，甚至还有雪水。

最后，张又新又记录了自己的
考察实践及其论述，这部分对水的
见解甚高，弥足珍贵。

例如，他对刘、陆所论之水亲
自验证：对刘伯刍所说的七种水，
曾经取样比较，结果与刘伯刍所论
完全一致。对陆羽的二十种水，也
都品尝过，而从中又得出一个颇有
规律性的结论：“夫茶烹于所产处，
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离其处，
水功其半。”就是说，茶在产地煮
饮，几乎没有不好的，所谓“水土之
宜”，是指当地的水煮当地的茶最
为相配。如果茶在别处烹煮，其效
果就会打折扣。

再比如，他在历官途中也不忘
探索验证：“过桐庐江，至严子濑，溪

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辈用陈黑坏
茶泼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
可名其鲜馥也，又愈于扬子南零殊
远。”每每看到这段话，总会想起明
代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中的一段
著名论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
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八分之水，
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可谓英雄
所见略同。

此后，在历代“茶宝找妈”的过
程中，不少学者都从各地水源茶品
中，丰富、验明了张又新的“茶烹于
所产处，无不佳也”的学说。如宋代
叶清臣《煮泉小品》“信乎！物类之
得宜，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尚，前
贤之精鉴，不可及已！”

明代田艺蘅《煮茶泉品》中还
记载了验证张又新所述的桐庐严
子濑之水：“取囊中武夷、金华二茶
试之，固一水也，武夷则黄而燥洌，
金华则碧而清香，乃知择水当择茶
也。”田艺蘅在此生动地演绎的这
场“水为茶之母”的实验，似乎讲了
一个道理：同样的妈，可以让熊孩
子变成乖宝宝，也可以让乖宝宝变
成熊孩子。

时至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
步，可以测定水的酸碱度、硬度、矿
物质元素及各种卫生指标，因此，在
泡茶用水上选择上比古人更有优
势，在水与茶的适宜性研究上也取
得了不少成果。接下来，是否有人
可以对张又新的结论做一个科学的
检测，解答为什么“水土相宜”就往
往能找到“茶宝亲妈”，难道真有暗
合的DNA不成？

古人如何给茶宝找“亲妈”
于良子

茶叶成为人类的饮品之后，代代相传，从来不缺
拥趸。有一位茶界前辈常把一句“顺口溜”挂在嘴
边，几乎每次活动发言都讲：“唐宋元明清，从古喝到
今”，听者莞尔。

“茶受众人宠，其有独到功”，这是前不久我与一
众茶友行茶令时胡绉的一句歪诗。在了解茶的过程
中，越深入越喜欢，简单的一杯茶，时常令人称奇。

现在正是上蒸下煮的三伏天，户外劳作之后，
喝一杯热茶，让体内的暑热湿气随着汗水散发出
来，茶叶中的咖啡碱参与体温的调节，令人倍感畅
快。或者将茶水放凉，此时大口牛饮，也能解渴去
烦降心火，比冰镇饮料要来得健康。而到了冬天，
同样喝一杯热茶，瞬间就有一份温暖从内而外地生
发，那一丝丝真切有感的能量在体内流转充盈，整
个人都会鲜活起来。夏天不用刻意加冰，冬天不用
刻意加热，保持本色就能四季皆宜的饮品，茶应当
是唯一。

清欢与众乐，常常是一对矛盾，但茶可以把二者
协调得很好。朋友聚会，煮一壶好茶，分杯而饮，聊
些唏嘘，谈古论今，一场茶话会不觉日斜星出，犹未
尽兴。待一人独处，无所事事或就是不想做事，泡
一杯茶于案头，呆坐窗前看雨，翻几页久置闲书，
听几声雨后蝉鸣，茶香人定，时光静默，仿佛做了
一回神仙。

茶最适合清饮。茶叶加水，简单纯粹，如同老友
相伴，日久也不生厌。现在，以茶佐餐也成为越来越
多人的选择。除了搭配消闲零食，正餐聚会也有很
多人以茶代酒，举杯互敬，毫不违和。主打健康的饮
食观念，偏向轻松随意的社交礼仪，让以前只在餐前
餐后出现的茶，名正言顺地走上正餐时间，这是很多
不善饮酒人士发出欢呼的变化。不会喝酒的人，对
饭局社交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恐惧，现在可以喝茶，与
喝酒的人平等而坐，又比喝饮料少了糖分摄入过多
的担心，还能解腻消食，似乎早应如此了。

琴棋书画诗酒茶是休闲，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生
活，在二者之间还有一种叫“工作”的状态，也少不了
茶的参与。上到国家领导人的茶叙外交，下到企业
家的商务洽谈，一杯茶都是必不可少的媒介。杭州
一位企业家在创办公司时，经常会找一处茶楼包下
一层用来开会，与会者人手一杯浓茶激发头脑风暴，
伴随着该企业成长为世界著名的企业集团。

消夏与取暖，独饮与群欢，清饮与伴食，休闲与
工作，能把这些有点对立的状态统一起来，大概就是
人们常说的“茶和天下”吧。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一杯香茶总宜人
张治毅

业视点茶

77月月，，茶农在都匀市毛尖镇坪阳村茶山采茶茶农在都匀市毛尖镇坪阳村茶山采茶。。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近日，《2023 中国春茶产销形势报
告》 出炉。这份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联
合全国各茶叶主产销省 （自治区、直辖
市） 的省级行业社团，历时3个月调研工
作汇总并会商形成的报告，无疑透露了
行业整体发展的诸多情况，也为产区和
茶企释放出新的发展信号。

景色宜人的茶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翠绿色的
海洋中经常会看到成排成列的小黄板，就像零星点缀
的花朵一样，远远望去格外醒目。人们不禁会产生疑
问：为什么要在茶园里面插小黄板，是为了好看吗？

答案当然不是，这些小黄板其实是为了“色诱”茶
园里的害虫。

很多喜欢穿黄色衣服的朋友应该会注意到，自己
的衣服上会经常有小虫子，原因就是一些昆虫对黄色
具有偏爱性，看到黄色的物体就会飞上去。而茶园里
的这些小黄板，是利用了害虫的这种特征，在黄板上
涂上粘虫胶，当具有黄色偏爱性的茶树害虫看到小黄
板后，就会飞上去，被虫胶牢牢粘住。

小小一片黄板，看似简简单单的植保技术，里面
的学问可大呢。其标准名称是诱虫板，它可以涉及昆
虫行为学、生理学、分类学、环境生态学、植物保护学
等很多门学科，甚至涉及工业生产中的很多技术。

那么，茶园里有哪些害虫会被它“色”诱呢？这里
面就包括当下茶园的头号害虫——茶小绿叶蝉，其他
还包括黑刺粉虱、茶网蝽等害虫。很多学者认为黄色
可以对一些害虫产生“超级刺激”，诱使这些害虫因觅
食、栖息等因素而对黄色的物体产生趋性运动。

虽然很多昆虫都喜欢黄色，但也有一些昆虫喜欢
其他颜色。比如蓟马就喜欢绿色和蓝色，蚊虫喜欢黑
色。昆虫之间对颜色的偏爱性不但存在差异，而且非
常敏感。我们通常说昆虫喜欢黄色，但黄色也包含了
很多种更精细的颜色，比如黄绿色、小麦色、嫩黄色
等，昆虫和人一样，也能分辨这些颜色。

仔细观察，人们会看到黄板上粘了很多昆虫，就以
为它效果非常好。事实上，上面还有很多非目标昆虫，

包括益虫。黄板虽然诱杀了很多害虫，但是目标害虫究竟有没有得到抑
制，茶树还会不会受到损失，多数情况下防效如何还是凭经验断定。

现代植保发展的趋势是高效精准、环境友好，黄板也一样，针对目
标害虫，首先需要筛选出精确的诱捕颜色；其次想办法尽可能地减少对
非目标昆虫的诱杀，减少黄板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后，要尽可能
采用可降解材料制作黄板，避免塑料污染。

黄板诱杀的多数茶树害虫，繁殖力都很强，倘若在爆发期使用，很
快黄板就会粘满了，需要及时更换，费时费力费成本。所以，黄板最大
的作用在于“预防”，也就是在茶园的害虫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每亩挂
20-25块黄板进行诱杀，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值得注意的是，黄板的挂板时间并非越长越好，如果挂板时间过
长，后期就会诱杀益虫，起到“反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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