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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茶情异

茶论道煎

茶香四溢惹人爱

“可以给我来一杯茶吗？”“这款茶
我想试试！”“您稍等，这是您的茶。”
在场馆，这样的对话、排队品茶的场景
比比皆是，白茶展区的人气尤其“火
爆”。有坐着品茶聊天的，也有座椅不
够只能旁听的，还有端详展品询问工作
人员的……众多茶友因福鼎白茶独特的
口感而驻足，也为做茶之精细、不易而
停留。

“我们每年都会来北京参加茶展，
人最多的时候，甚至有人挤不进来。”
白茶企业、蓝景弘茶厂工作人员徐林祥
笑着说，“我们从早上九点开始泡茶，
一直到下午六点，有时饭都来不及吃。”

而这样的忙碌，恰是他们最愿意看
到的场景。“能让更多人尝到好茶，再
累都值得。”徐林祥说，他们将品牌定
义为“蓝景弘”，其中的“弘”字即取
弘扬中华茶文化之意，希望向更多茶友
传播茶文化。

现 场 ，
不少兴致勃
勃的茶友将
展区围住。展
柜 上 ， 印 着

“传家宝”字样
的包装引发大家
的好奇。“都说福
鼎白茶‘一年茶，三
年药，七年宝’，‘传家
宝’的设计是指白茶的特性
——越存越有味道、有价值，可不就
是我们的传家宝嘛，在当地，还有人会把
白茶存下来给女儿做嫁妆呢！”徐林祥用

“女儿红”的例子打趣道，场内也传来一

阵笑声。
和“传家宝”字样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

包装箱一角的小小仪表盘。“这是用来监测
环境湿度的，我们可以根据此数值，来对存
储环境进行调整，以达到更好的保存效
果。”徐林祥说。无论从品质到仓储，每个
环节都要追求精益求精，无一不象征着以
徐林祥为代表的茶人质朴的爱茶之心。

“从年少时打开家门就能看到茶园、
闻到茶香，到如今自己做茶，我离不开茶
叶！”秉持“只做茶，不做店”理念的徐
林祥虽然话不多，但是句句不离“茶”。

他始终留存老茶人的淳朴和真
诚，希望做纯天然的好

产品。

茶韵悠长故事多

品 茶 香 ，
更要回味背后
的茶韵。

在 11 号
馆 ，红 底 黄
字的“雅雨藏
茶 原 1951
年荥经茶厂”
高高悬挂，这
跨越70余年的

岁月引人注目。
“原荥经茶厂

于 1951 年 建 厂 投
产，也是雅安三家国营

藏茶生产企业之一，以康砖
闻名。”雅安雅雨茶业有限公司荥经

茶厂总经理王彪介绍道，“从2012年起，
我们陆续从当地藏民或者寺庙手中回收康
砖，也因此与老荥经茶厂结缘。经过多方
努力，在2020年恢复重建荥经茶厂。”他
一边回忆往事，一边骄傲地展示荥经茶厂
的老物件——两块厚实的印着“民族团
结”商标的康砖茶。现场啜饮一口茶汤，
药香扑鼻，回韵悠长。

而目之所及，展柜处处都是时光的味
道：五十年代金尖藏茶、五八年火车头茯
砖、九十年代茯砖等。和各展位现代化包
装不同的是，这里的茶叶很多是用竹编、
甚至是牦牛皮包装。牛皮颜色已略有些泛
黄，摸上去硬硬的，针线缝合的封口处，
茶叶依稀可见。

“这是当年为了方便运输而采用的存
储方式，由于时间久远，牛皮已经变脆。
这类茶叶的年龄多在八九十岁，收藏价值
很高。”王彪珍视地说，在他眼里，这一
件件带有历史气息的茶品，印证着藏茶的
历史发展，也已成为新建的荥经茶厂博物
馆内的重要展品。

“重启老故事，也续写新故事。我们

在荥经茶厂建厂70周年之际成立了博物
馆，并在销售馆藏老茶的同时，开发了不
少更符合当下消费者口感的新茶，并不断
通过参加各大展会，来提升品牌影响力，
带动更多人了解藏茶、了解品牌故事。”
王彪说，“这场茶博会已是我们今年参加
的第17场茶博会，结束后我们马上会去
上海参展，日期无缝衔接！”

茶友们越聊越尽兴，人也越围越多。
一位已聊了近1个小时的女士只好让开座
椅：“我对咱们的品牌营销很感兴趣，今
天没有聊够，明天我会再来！”

中国风迎四方客

前来参展的不只有洽谈合作的经销
商，也有爱好品茗的各行各业茶友，还有
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

“虽然喝不出茶的种类，但一入口，
我就特别喜欢！”北京语言大学的俄罗斯
留学生达瑞娅欣喜地说道，“我真想把这
些精美的茶具都买回家！”

早在俄罗斯读大学期间，在中国老
师带领下，达瑞娅第一次品茶，便为她
埋下了一颗探索的种子：“在地铁上，
我看到了北京茶博会的宣传海报，所以
特别想来亲身体验中俄茶文化的差
异。”走走停停间，达瑞娅不时拿起展
位上的茶具、茶宠，或是仔细抚摸或是
凑近拍照。

同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玛
丽说，在留学期间的茶道课上，她首次了
解中国茶文化，并且产生极大兴趣。“在
俄罗斯，我就有喝茶的习惯。来到中国，
我也想培养自己习惯于中国茶。”在非遗
手艺人的茶壶店里，玛丽流连忘返。

此次北京茶博会，不仅有反响高涨的
茶叶、茶具等展区，还举办了“茶沫冲泡
竞技大赛·竞技赛”“唐煎宋点非遗茶文
化盛世之旅”“全民诵茶诗——文人京韵
生活茶集”等“中国风”主题茶事活动。
活动现场，体验者跃跃欲试，未能先到先
得的茶友们也“不甘示弱”，在场外或是
拍照留影或是认真听课。

数据显示，为期四天的北京茶博会
共接待观众43477人次。“人流量数据基
本符合预期，甚至超越前几年！”中国农
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副秘书长
李俊杰看到北京茶博会如此盛况十分
欣慰。

“参展茶友覆盖年龄范围广泛，实现
了打造‘中国风茶博会’品牌的初衷。我
们希望将茶文化和书画、汉服等传统文化
相结合，吸引更多年轻茶友。”李俊杰表
示，茶不仅是饮品，茶与传统文化元素跨
界结合使之更具文化魅力，也将大有
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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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好茶来之不易。茶从树叶到产品的过程，离不开
人的参与。男女分工合作，女采茶，男炒茶，搭配起来，让繁
重的制茶过程多了几分浪漫温馨。

采茶下山是制茶的基础步骤，这一环节通常由女性来
完成，从古至今、从南到北似乎都是如此。采茶女心灵手
巧，勤快任劳，她们穿梭在茶垄之间，十指翻飞，小鸡啄米一
般追赶着农时，让鲜叶下山，一杯好茶才有了开始。

也有例外的地方。安徽南部的广德市，茶叶种植历史
悠久，这里流传有一首民歌，以男女对唱的形式，表现了新
婚小夫妻浓情蜜意，片刻不想分离的热恋状态。

首先是男声唱：“郎要出门去采茶，留姐一人自当家。
无事莫在当门坐，少梳油头少插花。留个笑脸我回家。”

接着是女声答：“叫声小郎记心梢，放心出门莫唠叨。
只怕老天不下雨，不怕浮云起得高。真金不怕火来烧。”

丈夫要离家采茶，对年轻漂亮的妻子独自在家放心不
下，但茶叶不等人，只能依依不舍，反复叮嘱。贤惠的妻
子让丈夫安心去采茶，自己对他的感情真金不怕火炼，在
家一定注意安全，等他归来。一唱一和之中，热烈的情感
扑面而来。

采茶的山歌有很多就是情歌。这首民歌虽不是在茶山
上采茶时唱的，但从场景看，还是与茶叶生产相关。特别是
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与众不同的信息：在广德，男人也是要上
山采茶的。

广德古称桐汭，地名最早见于《左传》，与浙江、江苏接
壤。清朝末年，广德先遭兵燹，后遇大疫，居民十不存一。
其后，官府招募客民入籍开垦，邻近的皖中、浙南，远一点的
河南、湖北，都有相当数量的人迁居广德。各地的文化风俗
交汇融合，众多的民歌小调就是从那时产生并流传下来的。

移民没有物质积累，全凭双手创造新生活，全家都是劳
动力。包括采茶这样的细致活，也不会形成固定的男女分
工。夫妻双双采茶去，在广德是常见的场景，直到今天仍是
如此，去有“竹乡画廊”美誉的广德南乡走一走，会不时听到
悠扬的采茶调。为什么这首民歌里是丈夫采茶，妻子守
家？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采茶爬坡上坎，日
夜辛劳，不能让妻子吃这个苦。这个采茶郎，是在疼爱自己
的老婆呢！

顺便了解一下，广德市域山地、丘陵、河谷、平原等地形
交错，气候温润，光照适中，非常适宜茶树生长。唐朝时，广
德属浙西茶区。宋代，广德的先春茶成为贡茶，北宋梅询
《送屯田王涣出守》一诗中，有“簟欹郎埠冰生枕，茶煮鸦山
雪满瓯”的名句。民国4年（1915年），“广德云雾”茶参加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与其他中国茶叶一起荣获了大奖章。

今天，勤劳的广德茶农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全市茶
园面积持续扩大，尤其是近几年大力发展绿茶中的黄化品
种，被誉为“中国黄金芽第一县”。广德大山里的采茶情歌，
也随着政府的茶产业推介活动唱到了上海，唱到了杭州。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深情的广德采茶郎
张治毅

美国是一个追求快节奏的国家，喜欢方便快捷的饮
茶方式。茶叶消费的主要方式为速溶茶与冰茶。

美国人饮茶的习惯是由欧洲移民带去的，饮茶方法
也与欧洲大体相仿。美国饮茶有清饮与调饮两种方式，
大多数人喜欢在茶中加入柠檬、糖及冰块等添加物。美
国人爱好冷饮，创造了茶的冷饮方式——冰茶，许多消费
者一年四季都喝冰茶。

冰茶风行全美，并在竞争激烈的饮料市场中方兴未
艾，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美国的饮食习俗中，人们
一贯喜欢冰淇淋等冷饮和水果，爱喝冰水、矿泉水，连
啤酒、香槟、威士忌、白兰地等各种酒水及其他饮料都
喜用冰镇过的，不论冬夏都是如此；二是美国人喜欢喝
柠檬茶，据说与美国的官方政策有关。美国盛产柠檬，
官方为了提高柠檬的消费量，就大肆宣传柠檬；三是冰
茶本身特有的魅力：既含浓醇的茶味，又有多种果味与
清心的刺激味；既能省时方便，又可结合个人口味添加
其他佐料；既可解渴，又有益于恢复精力与保持体形健
美。尤其是盛夏，喝上一杯沁凉的茶，更使人满口生
津，遍身凉爽，暑气顿消。

制作冰茶，一般用袋泡茶或速溶茶泡于水中冷却，滤去
茶渣，饮用时加入冰块、冰屑或刨冰，或把茶汁贮于冰箱内。
而速溶茶，是茶叶加柠檬汁（或山楂汁）和白砂糖，经喷雾干
燥成粉末状，饮用时无论加冷、热开水都可以迅速溶解。

美国人也喝鸡尾茶酒，特别是在风景秀丽的夏威夷，
普遍有喝鸡尾茶酒的习惯。

鸡尾茶酒的制法并不复杂，即在鸡尾酒中，根据个人
口味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红茶汁，就成了鸡尾茶酒。

制作时对红茶质量的要求较高，茶必须是具有汤色
浓艳、刺激味强、滋味鲜爽的高级红茶，用这种茶汁泡制
而成的鸡尾茶酒，味更醇、香更高，能提神、可醒脑，因而
受到欢迎。

虽然美国人喜爱饮用冰茶，少了一些中国人热水沏
茶、细啜慢品的情调，但是在中华茶文化的影响下，美国
的饮茶及其文化也在发展变化，饮茶及茶文化在美国越
来越受到欢迎。美国纽约城里的中式茶馆里，不仅有品
种丰富的中式茶，还提供美味的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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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茶水喜欢冰着喝
姚国坤 关剑平

“笃笃笃……”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活
动区内传来茶友们的万户捣“茶”声。一
阵阵捣茶声伴随着淡淡的茶香，引得前来
参观的人们纷纷聚集在活动区外，举起手
机拍摄，将小小的活动区层层围住。

这是第十五届北京国际茶业及茶艺博
览会上的“唐煎宋点非遗茶文化盛世体验
活动”。活动区内，茶友们正在制作茶
饼。国家一级评茶员、紫笋茶制作非遗传
承人张文华正向茶友们讲解源自唐代陆羽
《茶经》中的“七经目制茶法”。“制作茶
饼共有‘采、蒸、捣、拍、焙、穿、封’
七道工序。”张文华说道，“大家正在体验
的是‘捣茶’。”说着，她将蒸屉中完成

“蒸青”的茶叶取出，放进茶友们面前的
石臼中，并亲自演示捣茶的“窍门”。

“先用竹签将茶叶拨开，漏出石臼的
底端，再举起杵，加快频率、甩动手臂地
捣茶，将底部的茶叶碾好后，用竹签拨动
茶叶调整位置，如此循环捣至‘叶和茎有
一点连接，但又不至于散开的程度’。”按
照她的讲解，众位茶友纷纷上手体验。直
捣到手臂发酸，才和对面的搭档交换休

息，这样一来一回不知捣了多少次，可谓用
尽“洪荒之力”。

“这还不算什么。在古代的顾渚山，每
年最多进贡 3 万两茶叶，当时有 3000 到
6000多人做饼，那场景才叫壮观。”张文华
说，“而且这项捣茶的工序只能由人工操
作，机械打出的茶叶很碎，这样的茶饼一冲
泡就散了。有些传统的东西就像基因一样，
无法被机械所替代。”

等茶叶捣好后，众人用模具将其敲成圆
饼，放在烘焙的屉上进行初次干燥。与此同
时，唐代古人煎茶的画面正在台上上演。只
见，演员们“面贴花钿，身着襦裙，朱唇一
点桃花殷”，伴着传统乐器演奏的配乐，拿
起精致的容器，不急不缓地将茶饼取出，经
炙烤、碾末、候汤、投茶、环搅等步骤，最
终完成一碗茶汤，供现场的茶友品尝。演示
环节的每一处细节都极其考究，不仅茶叶是
从紫笋茶原产地顾渚山空运而来，甚至连演
示所用的茶具都是仿照法门寺出土文物所
制。正是这些精准的复刻，才能够将现场
60余名茶友一下子拉入那个“大唐盛世”。

活动区的另一侧，传来簌簌的击打声，

那是宋代的点茶体验。北京市茶业协会理
事、辽金宋点茶文化传播中心创始人王梓涵
正为茶友们介绍宋徽宗所著《大观茶论》中
的七汤法，仔细讲解“调膏、注汤、击拂”
等步骤。三位演示者穿着宋代的服饰上台为
茶友们演示，只见她们“手起筅落”，快速
地击拂碗中的茶汤，令茶汤迅速生成一层绵
密厚重的沫饽。

现场的茶友们也兴致勃勃地尝试点茶，
有人坐下点茶，也有人站起来方便发力。点
茶时，手臂须维持高速搅动的频率，才能使
沫饽不消泡。茶友们直到手臂击打到发酸也
没能做出如云朵般绵密的沫饽，可见点茶工
艺难度之高。

点茶体验现场不乏一些年轻的身影，王
女士便带着五岁左右的孩子前来体验点茶。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孩子们去了解。”王女士说道，“我也想要
借这次机会，带着孩子体验唐宋古代传统文
化，让孩子了解到古人是如何品茶的。”

做出沫饽后，小朋友迫不及待地品尝起
来，细抿一口后评价道，“好喝，茶变得更
香了！”原来，击打的过程能够将茶香激发

出来，配合绵密的茶沫形成香醇的口感。
“这次体验活动现场的人气出乎我预

料，茶友们对这次活动也给出了很高的评
价！”王梓涵说道，“前来体验的茶友很多都
是通过公众号预约、朋友圈推荐等渠道前来
的，也有对点茶感兴趣的学员们前来报
名。”此次活动开放预约后仅两天即约满，
足以见得茶友们对体验活动的喜爱。

作为活动的主办方，王梓涵和她的团队
希望通过举办这类体验式的公益活动，让茶
友们亲身体验古人点茶、饮茶的方式，将这
份对茶文化的喜爱延续下去；也希望这些活
动能够真正成为各地茶人研究茶文化历史、
继承发展茶文化的载体和平台。

悠悠飘来茶香，是大家千辛万苦制作的
茶饼烘焙好了。现场的茶友们却久久不肯离
去，纷纷围在蒸屉前追问道，“烘焙的时
候，茶饼多久翻一次面？”“带回去后如何保
存？需不需要晾晒？”张文华笑着说，“传统
工艺十分考究，需要以70度的高温焙15分
钟，再翻面烘焙。大家带回家后可以放在太
阳下晒干，或用微波炉打中小火后再晾晒，
直到茶饼的触感达到‘坚硬如铁’的程度，
就算制作完成了。”张文华为茶友们解答着
疑问，直到场馆响起闭馆音乐，人群才渐渐
散去。

“对观众们来说，非遗茶文化体验是一
个普及活动。能将书本上看到的记载，用双
手实践出来，实属难得。”张文华说道，“希
望活动在全国推广，让更多人体验到中国传
统茶文化的魅力。”

唐煎宋点，指尖流淌的非遗体验
本报实习生 李雨薇 齐原宁

香漫品茗

“扫描下方二维码领取门
票，即可获赠精美小茶杯。”还未
走进北京农业展览馆，“茶”气已
然溢出馆外。展馆内，随处可见
的有身着马面裙的古典美人，有
汉服飘逸的中年男子，有一身休
闲装的白发老人，也有满眼新奇
的小小茶友……

8月20日，由中国农业国际
合作促进会主办，中国农业国际
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等承办
的第十五届北京国际茶业及茶
艺博览会（以下简称北京茶博
会）圆满落幕。在北京茶博会
上，万余款茶叶、茶具、紫砂、茶
周边产品等的展示，与众多来自
茶区的一线茶人的讲述，为参展
观众们提供了解茶叶故事、体悟
中国风情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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