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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茶情异

茶论道煎

器春秋茶乡采风茶

业视点茶

好戏连台“舞”动茶乡

“精彩的舞台是什么样子？是武
夷山中的茶香浸润演员的心中！来，
请观众喝杯茶！”镜头中，细雨蒙蒙
的武夷山下，数百位《印象大红袍》
的演员们面露微笑，或手捧竹筛摇
青，或高举茶具奉茶，将观众带入到
大红袍故乡的魅力中……

“下雨时看演出，感觉像隔着一
层薄纱，更增添了一种令人难以言喻
的意境美！”上海游客张洁身披雨
衣，坐在台下看得忘我，“演员们相
当敬业，他们的舞姿优美流畅，将茶
叶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怪不得
有人说，不看《印象大红袍》，算不
上来茶乡武夷山。”

作为一位“85 后”的爱茶人，
张 洁 此 行 特 意 将 假 日 之 旅 定 为

“茶”主题。“不仅可以在三坑两涧
景区看茶园风光，可以去朋友们开
的茶馆闲坐，感受当地人的烟火
气，有的逛、有的品，还有演出可
看，这让茶旅更富有层次感和趣味
性，家人都对这次安排打了高分。”
张洁笑着说。

《印象大红袍》 于不少游客而
言，并不陌生。作为一部以双世遗胜
地武夷山为地域背景、以武夷茶文化
为表现主题的山水实景演出，今年7
月，它刚好迎来印象大红袍艺术团建
团 14 周年。14 年来，《印象大红
袍》公演已超过5400场，剧场接待
游客超600万人次，成为当地茶元素
的标志性文化IP。

这样的成功案例，也为各地茶旅
发展带来启发。前不久，由浙江省平
阳县文化馆选送的舞蹈《茶乡守候》
也在温州大剧院上演。这一节目以浙

江平阳黄汤炒茶为创作蓝本，展现了
茶乡守候人用高科技手段实现从护
茶、采茶、制茶再到茶丰收的过程，
以现代表演手法呈现平阳特色采茶
舞，展现平阳茶文化的悠远韵味之美。

有专家表示，这种将茶元素融入
艺术的形式，已成为当前茶旅发展的
丰富内容，节目的呈现实现了茶乡自
然山水、历史文化、人文艺术的融
合，体现了山水、人文的和谐之美。

突出特色 脱颖而出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
长姜仁华看来，茶叶做主题旅游，优
势非常明显。

“首先，好山好水出好茶，中国
茶叶生产分布广泛，茶园风光各具特
色，引人入胜的自然风光，有利于茶
主题旅游的综合打造。”姜仁华说，

“再者，茶叶有文化优势。文化是旅
游产业的灵魂，千方百计为旅游产业

注入文化，也正在成
为全国各地发展旅游
产业的共同实践。当
前，产业融合趋势也
更加明显。茶主题旅
游从产地茶园观光，
到参观历史文化展
览、茶叶加工企业，
再到欣赏民俗风情、
观看非遗技艺，选购
特色茶叶产品、交流
品饮方法等，既促进
了消费，又促进文化
交流。”

而如何在同质化
的茶旅中脱颖而出，
也成为茶区发展旅游

时面临的必答题。
“差异化的最佳捷径就是本土

化，就是因地制宜。只有本土，才能
特色化。”姜仁华建议，茶区要根据
各地的资源禀赋条件，突出特色和个
性，深挖地方茶文化内涵，开发丰富
多彩的茶旅产品和线路。

“同时，一定要坚持合作共赢的
原则，既要让茶企受益，也要让茶农
得利。我们现在特别提出了联农强
农，只有企业和农民的利益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企业才能够做强做大，农
民也才能够支持政府和企业做得更
好。”姜仁华说。

“非遗＋茶”深度定制

“这个季节消费者去茶乡访茶，
就住在茶农的茶主题文化民宿里，吃
的喝的都跟茶有关，这实际上是一种
深度体验的定制游。”南开大学旅游
管理硕士业界导师姜庆说，茶区可以

根据老年、亲子、情侣、自驾等不同游
客需求，结合时令季节，定制不同的主
题旅游产品。

“定制旅游的黏性比较高，做非遗
体验、茶乡康疗，甚至做考古的探秘、
生态的度假、红色的茶文旅等，都是不
错的路径。尤其建议涉茶、涉旅企业开
展跨界深度合作，共同提高茶客、游客
的消费黏性，增进复购率、重游率。”
姜庆说。

与非遗结合，同样不失为当前各地
均在尝试的一大选择。

“如有的产区，以节假日的非遗演
艺互动为亮点，重点营造了常态化的设
施型、动感型的体验场景，如户外互动
装置、非遗要素的动力游乐以及夜游
等，最终把整个茶园茶山、茶厂茶村、
白天夜间，打造成为非遗茶乡生态博物
馆，吸引力十足。”姜庆说。

今年 5 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的通知》，提出在有效保护的
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
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
融合，更让非遗与茶乡旅游的结合未
来可期。

“去年以来茶非遗的热度不减，吸
引了广大消费者的关注，而各地也相继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茶非遗活动，积极探
讨和探索非遗与茶乡旅游的融合发
展。”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名誉会
长翟虎渠说。

对于“非遗＋茶”的组合，他十分
看好，“非遗为茶乡旅游注入了文化的
灵魂，进一步丰富了茶乡旅游文化内
涵，提升了文化底蕴。非遗为特色产品
开发、茶旅民宿打造、茶乡文艺表演提
供了灵感和素材，整体提升了旅游目的
地吸引力。”

赴一场夏日赴一场夏日““茶茶””约约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出梅入伏无缝衔接，盛夏的杭州现在正是“上
蒸下煮”的时节，如果不是经常从事户外劳动的
人，从空调房走到烈日下，都需要一番心理建设。

其实真正走出去了，也没那么可怕，在汗出如
浆的时刻，路边的树荫下、街口的屋檐下，常常会

“转角遇到爱”，一个个免费的凉茶摊，可以轻松
“续命”。

建国中路在杭州的市中心，繁华的街道人来车
往，一条横出的小巷叫锅子弄。每天早上，弄口都
会出现一辆绿色的四轮推车，车上两个不锈钢大茶
桶，这是已经延续了46年的“夏日限定”凉茶。

这个小小的凉茶摊，每年头伏出摊、出伏收
摊，被誉为杭城“最美凉茶摊”。茶摊的老摊主名叫
顾忠根，已于2021年去世，这份爱心由凤凰公益志
愿服务队传承了下来。

每天早上5点，轮值的志愿者就会早早地来到这
里，洗锅、烧水、放茶、凉茶、整理纸杯，等暑气
上升时，路过的上班族们便可以喝到免费的凉茶。
在附近工作的环卫工人，路过的外卖小哥、网约车
司机们，也可以用随身的大杯灌满带走。

很多志愿者会把自己放暑假的孩子也带来参
与，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爱心的种子。也经常
能看到外国脸孔的志愿者，他们是萤火虫国际志愿
者联盟的成员。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说：“凉茶摊这
么多年能传承下来，从一个人到一个社区、街道，
带动这么多人传递爱心，很了不起。”

清凉如风，爱亦如风般传递。去年建成开放的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是网红打卡地，朱红的宫墙
旁插着一把红色的太阳伞，“最美凉茶摊德寿宫分
摊”今年也开张了。与其他点位不同的是，这里的
凉茶采用的是冷泡的方式。“因为这边的年轻人比较
多，冷泡的形式会比较适合”，“爱心凉茶摊”的组

织者说，“一天下来，这个点位至少送出400杯凉茶”。
夏日施凉茶，是普通人做的寻常事，但那份认真和执着，令人赞叹。杭州

市上城区濮家联合社区爱心凉茶是一个坚持了21年的爱心摊，茶摊创始人王
惠玲阿姨已经79岁高龄，在她的带动下，现在有13名志愿者加入了这个茶摊
的日常运作。

把好事办好，不仅需要一份坚持，也需要用心去创新。今年，杭州的凉茶
摊多了亚运元素，不仅颜值提升了，品质也提升了。除了安吉白茶、英山云雾
等外地茶叶，更多的是把民间的消暑凉茶秘方挖掘出来，比如百合如意茶、陈
皮黄精茶、单丛姜枣茶、菊花雪梨茶、兰花苹果茶、玫瑰荷叶茶、薄荷柠檬
茶、大麦茶等。王惠玲阿姨的凉茶摊今年还推出了“隐藏款”——梅干菜凉
茶。她认为，入伏了天气更热，大家出汗比较多，梅干菜汤可以补充点盐分。

一杯凉茶传递善意，散发出社会的温度，筑起城市的韧性。在杭州，公益
施茶的传统悠久，古道凉亭，桥头驿站，常有乐善好施之士组成茶会，为奔波
的行人免费提供茶水，延续不辍。

大运河杭州段有一座拱宸桥，桥西的吉祥寺弄，有一幢石库门的清末老
宅，刻着“中心集施茶材会公所”几个大字。这是杭州第一家慈善行会，是
1924年由一个名叫王嘉耀的运河挑脚夫牵头成立的，最早的功能就是为来往
的贩夫走卒免费施茶。如今这里是一家“老开心茶馆”，在经营的同时，将施
茶的公益精神扩大到保护老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发扬光大了。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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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散步吗？我在江边。”晚
上 10点，难得陈灿平没有直播，
我和他漫步在长沙的江边公园，看
着两岸灯光下不时泛起的阵阵涟
漪，将话题很自然地引到了我们共
同热爱的茶上。

“您是陈灿平博士吗，我们经
常听您说茶。”这些年，不少网民
在高铁、地铁上认出陈灿平。而我
的心中则一直怀揣着一个疑问，

“作为一个‘三农’外的学人，因
说茶而成为网红，会有怎样的想法
和体会”？

听了我的这个问题，陈灿平先
从自己的“挂职”经历谈起。

陈灿平之所以被称为“网红县
长”，是在2017年至2020年被组
织选拔到湖南省安化县任县委常
委、副县长期间，走上了一条新的
帮扶之路——在抖音直播带货。

他是身为一个“小白”，从零
起步来创新探索发展路径的。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当时遇到困难的茶
企、茶农来求救，一心想着解决他
们遇到的问题，自己就为此调研了
3个月，开始在“口罩”中突围
——以抖音直播、电商为抓手，线
上为茶农卖茶。这一试，使茶叶在
当地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
了作用，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因
此，他也于2020年10月荣获“全
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2021年2

月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又最能反

映实际效果。“我曾保持在抖音美食
茶类达人的 top1，这份荣誉不属于
我，属于广大的扶贫干部，属于奋
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广大的‘三
农’工作者。他们中，还有人已牺
牲在了帮扶一线。”说到动情处，陈
灿平有些哽咽。读书人达则兼济天
下，他也呼吁广大知识分子用更多
的精力和情怀扎根社会实践，发挥
自身优势和专长，助力当地茶业发
展突破创新。

直播带货只是陈灿平“以销促
产”的一种方式。如今，他在长沙建
设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为湖北省
罗田县官基坪村代言，带火该村的茯
苓、天麻产业；他先后开展抖音公益
直播 500 多场，发布短视频 1200
个，培训直播电商能手1100多人，
从山乡沃土、田野村夫、家庭“主
持”的一线中挖掘能人，帮助他们培
训技能。

他的实践同样在告诉我们，传统
农业正面临着数字化的深度转型，它
需要技能，需要为扎根“三农”而创
新求变的带路人、“领头羊”。

不知不觉，已是凌晨。告别江边
的夜谈，我们带着月夜的静谧，走向
希冀的明天。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原一级巡视员）

与陈灿平博士夜话“聊茶”
李云才

约上三五好友一路骑行，从杭
州北山街的“繁华城市”到龙井路
的“夏日国潮”，目光所及，层层
绿波翻涌的茶园，片片色泽翠绿的
芽尖，俘获着夏日里的喜悦与芳
华。除了茶园风情，被茶园簇拥的
中国茶叶博物馆也不可错过。在这
里，展出的“东风西渐——16-19
世纪欧洲瓷器展”吸引了笔者的
目光。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
人普遍喜爱上了中国瓷器，在那个
时期，整个欧洲形成了以使用中国
瓷器为时尚的中国趣味，茶在这个
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熟悉茶叶传播历史的人都知
道，茶叶是在16世纪由欧洲商人
从中国带回欧洲。17世纪之后，
茶叶开始作为商品大规模外销欧
洲，但当时不论是茶叶还是饮茶
的瓷器都是奢侈品。因此直到18
世纪，欧洲制瓷业蓬勃发展，瓷
器茶具价格大大降低，加上茶叶
关税的降低以及殖民地茶叶大规
模的种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饮茶。

19世纪初期，茶在英国日渐
普遍，著名的英国下午茶就出现在
维多利亚时代 （1837-1901年）。
斐德福公爵夫人安娜·玛丽亚常于
下午4点左右邀请朋友喝茶聊天，
之后这一活动逐渐流行于各阶层。

如今，下午茶已成为英国人的一种生
活方式和休闲文化。

欧洲茶文化反过来也刺激了欧洲
制瓷业的发展。在中国，喝茶时一
般都用没有手柄的杯子。当英国开
始流行喝茶时，或许他们觉得烫
手，设计了带手柄的茶杯，除此还
配有茶碟、奶壶、糖罐等各式器
具，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欧洲陶
瓷业的发展。

图片中的此组茶具是我国晚清时
期烧制的广彩瓷，又称织金彩瓷，是
外销欧洲的典型类别。

它由一把茶壶和五只茶杯组
成，均带托，并将中国传统花鸟图
案和庭院人物纹饰集于一身，其中
人物纹饰为极具地方和时代特色的
纹饰题材——“合家欢”。男女老
少身处自家厅堂、回廊、庭院之
中，画面背景或是树木掩映，或是
亭台楼阁，画面人物有的休憩聊
天，有的闲坐品茗，如同一张张中
国清代官宦家庭的“生活照”“全
家福”，富足温馨。

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瓷器并不
只是一种实用品，更是一种精神享受
与文化传承。走进博物馆，对着一件
件历经岁月沉淀的瓷器艺术品，细品
它们的端庄典雅，经过岁月的深度洗
礼，便会感受到那种悠远厚重的文化
气息，这也是瓷器艺术的无穷魅力
所在。

茶与欧洲瓷器的相遇
云起

越南茶叶生产发展较快，绿茶
主要用于国内消费，红茶主要用于
出口，而花茶是越南人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饮品。

越南有多种花茶，如茉莉花
茶、莲花茶、米仔兰花茶、玳玳花
茶等，尤以莲花茶最为珍贵。在日
常生活中，越南人因天气炎热，更
喜欢饮用一些具有清凉之感的花茶。

莲花在越南具有类似“国花”
的地位，备受民众喜爱，因此越南
花茶的魁首是使用莲花窨制的莲花
茶，亦称“荷花茶”。

在越南，花茶的加工方式尽管
与中国相同，但在花卉的选择、花
与茶叶的配比等还是有一定的区
别，是根据越南本土民众的嗜好来
窨制的。

早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越
南就开始饮茶了。那个时候越南人喜
欢饮用瓜卢，又名皋卢，是一种非茶
之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苦丁茶。

越南人与中国两广地区交界的
人民具有共同的饮茶习俗，六朝前
期的药学著作《桐君录》就有所记
载越南人饮用瓜卢，可以起到提神
醒脑的作用。

越南有着客来敬茶的优良传

统，客人进门，越南人会以茶待客，还
会准备水果等茶点。一般情况下，客人
都会很乐意接受主人的待客之道。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委婉地谢绝
一杯茶，在越南是不礼貌的象征，有
些时候甚至会被视为是一种冒犯。所
以无论你是否口渴，至少要象征性地
品饮一下主人所奉之茶。

现代越南的饮茶习俗是通过两条
途径从中国传入的，北部因为与中国
接壤，有着天然的联系，深受中国茶
文化的人文影响，并且学习了中国的
制茶技术。而越南的南部饮茶习俗更
多的是由华侨带入，越南南部平原位
于暹罗湾和南中国海之间，贸易发
达，所以很多广东、福建人从海路来
到越南，也将茶文化传到了这里。

这两条不同的茶文化传播路线还
反映在越南南北方对于茶的发音上。
河内方言茶的发音是che，尽管越南
更接近于广东，发音却更接近福建
话，其原因是福建从宋代开始就是中
国茶产业的中心之一。而广东茶业是
近代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大量粤籍
华侨在越南发展商业并传播中国近代
茶文化，把广东话茶的发音也带到了
越南南部，因此越南南部方言茶的发
音是tra。

越南茶俗故事多
姚国坤

“多巴胺穿搭”在这个炎热的
夏天占据了时尚“C位”，这种穿
衣风格颜色鲜艳、种类丰富，意在
用五彩斑斓的衣服来传递快乐情绪
和热情态度。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多巴
胺”生活方式火爆网络，爱茶之人
也不例外，研究出“多巴胺喝水
法”——夏日个性冷泡茶。

其实茶友们对冷泡茶并不陌
生，相对于传统热水泡茶的方式，
冷泡茶在夏日炎炎中能带给人一丝
清凉，又比饮料要健康，冲泡方式
也比较自由随意。

作为冷饮爱好者，我曾尝试过
三种冷泡茶方式。第一种，取5克
左右的茶叶放入玻璃瓶中，接着倒
入500毫升凉开水（有时直接将茶
叶放入瓶装矿泉水中），根据所选
茶叶种类的不同，室温静置2至6
个小时后，过滤出茶叶放入冰箱冷
藏，也可以直接冷藏几小时再过滤
饮用。第二种，先用80℃左右的
水洗一遍茶，再倒入5℃左右的冰
水，然后放入冰箱中冷藏6至8个
小时。第三种，或者更应该称为

“冷萃茶”，是直接将茶叶投入冰块
中，等待冰块完全融化，茶汤就算
萃取完成，即可过滤饮用。

冷泡茶并不是一种新鲜事物，
为何在这个夏天又流行起来呢？大概
是与颜色鲜明的水果相结合，更为个
性化的DIY形式，让冷泡茶成了这
个夏天的“多巴胺快乐水”吧？

比如，按照上面讲的第一种冲
泡方式，将柠檬、西柚等水果切
片，再与荔枝、葡萄等一起放入广
口玻璃瓶中，加入茶叶 （这里可以
选择使用原叶茶包，或者将茶叶放
入茶包中，免去过滤步骤），再往瓶
中倒入凉开水，封存放入冰箱冷藏
几小时。比较适合用绿茶或者当年
的新白茶这种不发酵或发酵程度较
低、风味鲜爽的茶，瓶中茶汤色淡
清澈，使得瓶中西柚红、葡萄绿、
柠檬黄、荔枝白的水果颜色充分展
现，缤纷好看。

当然，红茶这种相对醇厚的全
发酵茶也不是不能做冷萃。因其本
身色彩浓郁，可以在冷萃红茶中加
入奶冻和适量蜂蜜、配合薄荷叶点
缀，一杯夏日特调的冷萃红茶奶冻
就做好了，和奶茶相比又是一番不
同的口感。

作为“多巴胺快乐水”的新式
冷萃茶，要在颜色上下功夫的话，
除了配上多彩水果，还可以在传统
冷泡茶中加入玫瑰花、洛神花、桂
花这类本身具有鲜艳颜色，或是可
以让茶水渲染上浓郁色彩的花草茶。

不过，既然是“快乐水”，那一
定是饮者怎么开心怎么调。我最近
想从第三种冰萃方式上尝试一些创
新，比如在萃茶的冰块中加入像草
莓、蓝莓、树莓一类的冷冻水果，
让它们也作为冰块一同萃茶，色彩
鲜艳这块是做到了，至于最终呈现
出的口味嘛，可以期待一下！

冷泡茶：夏日多巴胺“快乐水”
李冰洁

探寻茶乡胜地，观看茶剧演
出，体验茶区非遗……暑期已至，
不少游客已踏上前往目的地的旅
程，在夏日来一场与茶的美丽邂逅。

广彩人物纹瓷茶壶及托

香漫品茗

游客在景迈山古茶林参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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