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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茶情异

茶论道煎
峰连天际边，茶香云间绕。时维六

月，走进老班章茶山，放眼望去，漫山遍
野的茶树蓊蓊郁郁，茶农大都三五成群，
或身背茶篓穿梭于茶树间采茶，或手拿
农具进行茶园管护，一幅温馨祥和、生机
盎然的美丽画卷映入眼帘。汗水难掩茶
农脸上的喜悦，因为这碧绿连天的茶树
承载着他们增收致富的希望。

年过半百深山再创业

老班章，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的一个小山村，别名班章老寨，盛
产普洱茶。俗话说红酒论酒庄，普洱讲
山头，不同地理环境所产的茶叶，口感滋
味也不同，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开始，云
南普洱茶就以山头来界定不同口感的普
洱茶。“老班章”普洱就是生长在老班章
村山上的茶。

“老班章”号称茶王，可见其在普洱
茶家族里的名头。说起“老班章”普洱，
不得不说说陈升河，一个以茶为业、视茶
如命的人。

从北京坐飞机到西双版纳，落地后
再走一小时山路，就到了班章老寨。记
者在陈升号茶业大厅茶室里见到了陈升
河，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他神态平和，
说话不疾不徐，尽管西双版纳天气闷热，
但他一边和记者聊天，一边悠闲地呷着
茶，丝毫看不出是一位风风火火干事创
业的企业家。

可事实上，他一手打造了普洱茶中
大树茶的领导品牌——陈升号，他的名
字，早已同“老班章”普洱茶一起闻名
遐迩。

好山好水产好茶。位于大山深处的
老班章村生态环境优越，茶树树龄长，有
强烈的山野气韵，闻着散茶和茶饼会有
古树茶特有之香。村民世代以种茶为
生，是产茶大村。然而产茶大村的普洱
却没有形成使村民脱贫致富的大产业。

“我来到老班章村的时候，到山上是
没有路的。这里也不分大树茶、古树茶
等种类，一斤鲜叶最多只能卖到几十
元。村里一直沿袭传统家庭作坊式生
产，没有现代化的加工设备，深加工的非
常少，加上交通不便，好品质的茶叶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没卖出好价钱。茶农
辛辛苦苦一年，利润微薄。”陈升河说。

过去不仅茶叶加工设备简陋，制茶
的品种也很单一，加工难、销路少成为茶
农致富的“拦路虎”。直至2006年，陈升
河寻茶的脚步到达勐海县时，被普洱茶
的魅力所吸引，决定利用这里古茶树的
稀有品质，重新定位普洱茶的品质和

等级。
陈升河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广

东汕头从事茶叶生意，后转战深圳，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其所创立的茶叶品牌在
当地声名远播。放弃在深圳如日中天的
事业，年过半百的陈升河在云南深山再
创业，何其难也！

“身边的亲戚朋友几乎百分百地反
对，我们2006年到云南调研，2007年
建厂，下半年普洱茶市场就崩盘了。”
陈升号茶业传承人陈柳滨回忆说，
2008年初，正值普洱茶价格低谷，很
多收藏珍贵普洱茶的茶商也因此损失
惨重。

彼时，陈升河早已经注意到普洱市
场的异动，而他在酝酿一个大动作。

“在政府帮持下，陈升河捐赠百万元
为老班章村修建山区公路；出资数百万
元收购茶农2007年积压的1万余公斤
茶叶，及时解决了老百姓日常生活困难，
并在老班章村里开设初制厂。每个月，
都会有茶农来领取一次茶叶收购款。”老
班章村哈尼族村民杨伟杰说，茶农对陈
升河的信任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
来，对他的感激也发自内心。

在当地政府协助推动下，陈升河与
老班章村签订了多年的包购包销协议，
并开创了“企业+基地+农户”模式，通过
包购包销的方式，既解决了以往大量普
洱茶沉积损耗的问题，又帮助当地茶农
走向了劳动致富之路。

产业兴则乡村兴。过去，普洱茶是
老班章村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如今又
成了老班章村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随
着老班章“普洱茶王”蜚声海内外，茶叶
的市场供不应求，专程到老班章村去看

茶王树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班章也从一
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变为现在游客蜂
拥而至的著名风景地，整个村寨的面貌
由此焕然一新。

“草叶子变成了‘金叶子’，而且变得
越来越值钱，茶农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了。以前出门都是泥路，家里住的都是
茅草屋，现在村子里的人出行开上了小
轿车，住上了宽敞的大房子，生活过得越
来越好。”杨伟杰自信地说。

架起民族交融的“连心桥”

勐海县属于边疆民族地区，世居少
数民族就有傣、哈尼、布朗、拉祜、回、佤、
彝、景颇8个。由于群山相隔，交通不
便，缺乏形成规模的产业，不少村民没有
稳定收入来源，一直比较贫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陈升
河一直记着这句话。所以，他的陈升号
70%的员工都是少数民族同胞。“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既然老班章盛产普洱茶，
就没有让村民‘抱着聚宝盆还受穷’的道
理！”他说。

“以前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去景洪或
者其他周边地区打工，现在村里有了茶
产业，加上‘村企合作’的方式，年轻
人基本都来做茶，在家门口上班挣钱有
一种幸福感。”傣族茶艺师马小玉笑
着说。

陈升河在做大做强陈升号茶业的同
时，也不忘通过捐资修路、修建社房、文
化广场等回馈这片热土。一条条平坦宽
阔的大路，方便了老班章村村民出行；一
间间崭新的社房，改善了村民基础生活
条件。当地茶农也被陈升河这种执着的
精神所感动，全寨族人以当地哈尼族最
高荣誉、也是最盛大的祈福方式为陈升
河“拴线”以示感激。

“我们不仅要让‘绿叶子’变成‘金叶
子’，让老百姓增收致富，更要以推广茶
产业和茶文化为抓手，促进民族团结和
谐发展，全面助力乡村振兴。”陈柳滨说，
下一步，他们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广绿
色生态茶园提质增效技术，保护古茶园，
使之持续焕发生机，助力茶产业可持续
发展；实现传统茶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将
茶产业做大做优做强，用生态茶铺就群
众致富路，让勐海的茶香越来越浓、越飘
越远。

促进民族团结，助力边疆发展，陈升
号茶业也在2016年12月被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示范企业”。

一片茶叶富一方，民族团结美名
扬。普洱茶不仅让当地茶农腰包鼓起
来，也让不同民族之间架起了“连心
桥”。虽然早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可
陈升河以茶富农、以茶兴业的劲头没有
丢。“茶道养身，茶道生财，我的想法就是
让茶‘道’帮村民走上‘致富道’‘幸福
道’！”陈升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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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内需促消费是近期从国家到地方都高度重视的工作，如何创
设吸引力强的消费场景，是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路径。作为茶都的
杭州，以茶为核，发挥奇思妙想，做好茶叶“微经济”，为消费热
潮贡献出涓涓细流。

龙坞茶镇，是西湖龙井茶的核心产区，也是杭州茶叶业态的聚
集区。茶山之中，有一座不太显眼的光明寺水库，最近成了网红打
卡地。火出圈的并不是水库，而是水库边上一条两三百米长的茶园
小道，这里已经变身“咖啡车公路”。

随着近两年兴起的露营热，有市民发现这里好山好水，还有一
块草坪，于是呼朋引伴来这里安营扎寨。人一多，就有了消费需
求，有人开始在路边卖咖啡。起初是几辆咖啡车，后来增加了奶
茶、精酿啤酒、冰淇淋、汉堡，还有工艺品售卖。看茶园风景、品
茶地咖啡、逛茶园市集，大批年轻人在制造出的消费中寻找快乐。

距龙坞茶镇 20公里的杭州市中心，有一条武林路，杭州著名
的“武林夜市”就在这里，出摊的、逛摊的，也是以年轻人居多，
还有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一长排奶茶摊店多隆市，消费者拿到
奶茶的标准动作是以夜市的人流为背景拍照。这里卖的奶茶以口味
见长，用的是真茶实料，免不了要借助西湖龙井的名头来吆喝，喝
一杯既解渴又精神。去年爆款的“塑料袋装奶茶”今年依然场场卖
空。

还记得去年冬天出圈的“围炉煮茶”吧，一批茶楼新势力因
此搅动了“微信圈”。现在正值高温盛夏，这些新茶楼过得怎么
样呢？走进一家“杭州烤茶坊”，发现依然是网红出入之地。原
来，茶坊推出“夏日版”的“围炉冰茶”。店长介绍，相较于

“围炉煮茶”，冰茶除了将炭火换成冰，其他跟煮茶的消费内容差
不多，有茶，有水果，还有绿豆糕等茶点，最主要的是在夏天同
样可以围炉而聚，拍照、聊天，消费也不算高，很受年轻人的喜
欢。茶水上炉，撒点干冰，一时云雾缭绕，仿佛回到高山深谷的
茶园老家，这就是今年夏天流行的“仙女版”的下午茶。

在杭州已经开了四家店的青藤茶馆，近期推出“只此青绿”宋
韵点茶美学雅集。点茶是宋人“四雅”之一，在杭州挖掘宋韵文化
的背景下，点茶活动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新老顾客报名参加。穿汉
服，化宋妆，温盏、注汤、持筅、击拂……在点茶师的讲解示范
下，大家边学边动手实践，一整套步骤下来，既有仪式感，也有获
得感。击打后的茶汤表面浮现一层雪沫乳花，经久不散。轻饮一
口，仿佛把云朵含在口中，一缕茶香在舌间绽开，清甜的口感令人
不忍下咽。

点茶最炫的地方是在茶汤表面作画，需要凝神静气。新手可以
对着古人的画作临摹，只需寥寥几笔，茶汤表面的方寸之间即显出
千里江山，依稀如现大宋繁华。相互欣赏作品，再把画作一口喝
下，感觉肚子里顿时多了不少文化。

青藤茶馆今年还陆续推出了茶果子制作、夏日茶席布设、荷花
茶会等体验活动。这些与茶相关的消费场景，创意无限。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发现茶叶“微经济”
张治毅

西非地处世界最大沙漠撒哈拉大沙漠及其周围，气候与人们的
饮食特点类同北非的摩洛哥等国家。因此，这里的大多数民众也喜
欢饮茶。他们饮茶时习惯加白糖，还以薄荷叶（或汁）佐味。

毛里塔尼亚这个国家的茶文化就很典型。毛里塔尼亚位于撒哈
拉沙漠西部，全国领土有90%以上是沙漠地带，是一个以畜牧业
为主的国家。据传，毛里塔尼亚的饮茶历史起源于16世纪，最早
是从西班牙传入的。

在当地，干旱炎热的气候会使人容易疲劳，以牛羊肉、骆驼奶
为主食的生活习惯容易使人营养不均，而茶能够帮助消化、振奋精
神、消除疲劳、补充维生素，为此，饮用绿茶成为毛里塔尼亚人生
活中根深蒂固的习惯。

在毛里塔尼亚也有“客来敬茶”的礼仪。在得知客人要来访
时，主人都会提前准备茶叶。在传统习惯里，通常是煮茶，即当小
壶水烧开后，把茶叶放入水中，佐以白糖和鲜薄荷叶，再放置在炭
炉或煤油炉上煮沸，熬煮出带薄荷味的茶汤。

主客间茶过三巡才算完成基本礼节。第一巡是有少量薄荷味、
很浓很苦的茶汤，接着是略有甜味、薄荷味更多一些的茶汤，最后
是一杯甜且薄荷味重的茶汤，一小杯茶一般要放3到4颗方糖。

“三巡茶”是传统的饮茶习俗，现在一些毛里塔尼亚人已经没
有这样的讲究了。饮茶也基本上根据个人的需要，更多的是采用泡
饮方式。

由于高温干燥，毛里塔尼亚并不适合种茶，至今为止没有自产
的茶叶，茶叶全部依赖进口。

其中大部分茶叶自中国进口。在毛里塔尼亚，当地人把中国的
茶叶称为“8147”，换句话说，“8147”几乎就是中国茶的名字和
品牌，并且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茶叶。所谓的“8147”，是中国出
口绿茶的一个代码，其实就是雨茶，即平水珠茶精制加工过程中形
成的一个品种。由于“8147”的品质稳定，在毛里塔尼亚一直很
受欢迎。

（作者姚国坤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世
界茶文化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关剑平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西非茶俗有“门道”
姚国坤 关剑平

一杯汤色红浓、滋味醇和的熟茶是
很多人的喝茶首选，一杯熟茶入口，身
心俱暖。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虽然熟茶
的工艺很成熟，但认知却很初级，市场
上流传着很多关于熟茶的“流言蜚
语”。为了让大家在购买熟茶的时候少
走弯路，有几个购买熟茶的常见误区，
可供大家参考。

误区一：
熟茶等级越高越好

普洱茶（熟茶）散茶按品质特征分
为特级到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品
质特征规定。在2008年版的《地理标
志产品 普洱茶》国家标准中，普洱熟
散茶分为特级、一级、三级、五级、七
级和九级，级别数值越大则代表用料更
粗老。

在市场的追捧下，坊间还出现了
所谓的宫廷料，顾名思义就是最细嫩
的茶芽。细嫩的宫廷料按比例确实是
整批茶中最少的，但不能说它就是最

好的。
评判一款普洱熟茶好与不好不是单纯

靠级别而定的，一饼好滋味的普洱熟茶，
往往来自不同级别原料的拼配，有芽、有
叶、有梗，才够饱满丰富。

误区二：
熟茶不高级，都是便宜茶

认为熟茶低级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自现代人工发酵普洱茶诞生至今的40多
年间，前30多年都主要在生产大众化消
耗产品。除了对原料的分级，厂家对茶品
的口感和品味没有太多精细的划分。

而随着熟茶市场的扩大和发酵技术的
进步，最近几年开始出现很多品质细分、
有特点的熟茶。而山头熟茶的出现，昂贵
古树茶原料的加入，更是在不断扩大熟茶
的可能性。

观念的产生和流行，有一定的滞后
性，一些对熟茶的判断观点或许还在依据
20年前的现实。作为一种发酵的健康饮
品，熟茶越来越受到注重健康人群的

青睐。

误区三：
熟茶发酵不安全

有消费者觉得熟茶不安全、不卫
生，是因为把发酵和发霉的概念混淆
了。发酵和发霉是两回事，熟茶发酵过
程中会产生白色的霉菌、黑色的霉菌、
青色的霉菌，而这都是发酵过程中微生
物生长的表现，几乎在所有的固态食品
发酵中都会产生这一现象。发霉是变
质，而发酵是质变。

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重中之
重，茶叶的质量安全问题也一直广受重
视。随着市场的发展，普洱茶产业也在提
升，行业有标准和市场准入制度，产品也
有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定期抽查，从2015
年起，云南普洱茶开启了SC认证（食品
生产许可证），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
加工企业通过了HACCP（危害分析与关
键点）、GMP（良好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等质量控制体系认证。只要你是正规渠

道、正规厂家购买的产品，应该说是可以
放心饮用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整个行业的
根基，而规范化、清洁化是普洱茶生产加
工的趋势。

误区四：
熟茶没有回甘生津

在喝普洱茶的茶友中，存在着一个鄙
视链，就是许多喝生茶的茶友觉得熟茶都
是一个味道的，也没有回甘生津，其实回
甘生津需要的条件和物质在很多熟茶里都
有，用高品质原料发酵以及发酵程度低的
熟茶通常都有生津回甘。

误区五：
熟茶不能存放

人工发酵的普洱茶，出厂后也需要一
个后熟的过程。从我们喝茶的经验出发，
一款熟茶在存放几年之后，品质会有所提
升。很多人都赞同，饮品都是有其品饮峰
值，并不是绝对地越长越好，这一点在红
酒、威士忌、普洱茶 （生/熟） 中都通
用。绿茶的储存是要保鲜，而普洱茶的存
放是要转化提升，转化的过程十分复杂。
常喝熟茶的人都会发现，熟茶在适宜存放
一段时间后，汤色会变得如宝石般红亮。
从熟茶的品质要求出发，一款熟茶汤色红
浓、滋味醇厚、陈香明显就已经达到了最
佳品饮体验。

普洱熟茶的“流言蜚语”
杨景茜

香漫品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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