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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香漫品茗

“一辈子不想碰茶”？

蓝利丽从小在茶山长大。她的故
乡桂东县清泉镇产茶历史悠久，这里
生活的百姓世代都在做茶。

那时，只要放学回家，来不及和
伙伴们玩闹，她的第一任务就是上山
采茶。

“家里以茶为生，我从懂事以
后，一直在采。”当时，她的个头比
茶树高不出多少，眼前是干不完的
活，采不完的茶。年纪尚幼的她，脑
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辈子都不
可能做茶！”

十余年过去，2010年，当地全
额资助贫困茶农去湖南农业大学茶学
系学习深造，蓝利丽由此踏上了正式
的茶学之路。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茶有六大
类，一棵茶树根据工艺不同可以做出
六种茶；茶树也有适制性，会更适合
做某一两类茶；我们桂东县原来只做
绿茶，绿茶要做好，也需要满足‘三
绿’，外形绿、汤色绿、叶底绿
……”虽然珍惜这样的学茶机会，也
在认真了解茶的理论，但蓝利丽脑海
里仍有自己的打算。她和父亲商量，
回去后把学到的内容讲给他听，自己
还是希望能继续读书深造。

“父亲已经同意了。”当时，还未
满18岁的蓝利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
希冀，“先去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
业，毕业后再去大城市上班。”

然而，变故突然袭来，父亲病重离
世的噩耗，迫使她“一夜长大”。为了继
承父亲遗志，她选择与哥哥一同撑起
这个家。“我们打造品牌，取名‘蓝老
爹’，也是为了传承父亲的制茶技艺，
传承和弘扬畲族茶文化。”蓝利丽说。

新赛道，要自己闯！

“父亲是当地畲族茶制作技艺的
传承人，从小耳濡目染，采茶、生火、炒
茶、制茶，这些技法我也早已烂熟于
心。现在，我又掌握了专业的茶学理论
知识，还请了农大老师专门来指导茶
叶制作，做出的绿茶，不仅外形好、汤
色好，耐泡度也高。”当时，蓝利丽满怀
信心，将茶品投入市场后，却是一盆冷
水浇了个“透心凉”。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
于知名度不高，绿茶市场竞争激烈，
哪怕我们的玲珑茶产自高山云雾，有
百年历史，也并没有得到消费者的关

注。”蓝利丽说，“当时初出茅庐，我
们也没有经验，只顾着盲目生产。但
绿茶讲究鲜爽，当年就要卖掉，积压
的库存成了我们心底最重的石头。”

就这样，几年下来，他们一直在亏
损，身边能借钱的亲戚已经借了个遍。

“如果产品没有真正得到市场认
可，未来怎么能有长远发展，传承的
梦想更是纸上谈兵。”蓝利丽与哥哥
蓝凯明一边忙生产，一边也在用十余
个茶树品种做实验。正是在这个阶
段，当地引种多年的金观音，进入了
他们的视线。

“当时，按照家乡生产传统，它
只被用于制作绿茶，一些茶农嫌效益
不好，把茶树都挖掉了。我们在实验
时则发现，它的特性更适合做红茶，
当时真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决定
要把这个品种的最大优势发挥出
来。”蓝利丽说，在研发生产时，他
们还创新性地增加了乌龙茶的工艺，
制出的成品茶，果然没令他们失望，
不仅汤感干净透亮，还有明显的花
香、甜香和果香，很快得到了市场青
睐，并与中茶公司形成合作。

“不破不立，在2018年，我们总算
找准了自己的赛道！”蓝利丽笑着说。

与茶农的“双向奔赴”

蓝利丽的脑海中常能回忆起一个
场景：父亲当年卖茶，会挑着茶叶去赶
集。像农村卖菜一样，排在路边等着光
顾。如果运气好点，就能够赚上几块
钱，如果形势不好基本都会亏本，时好
时坏的生计也牵动着一家老小的衣食
起居。

“卖茶难，是茶农一直以来的心
病。”蓝利丽说，2019年，当公司的红
茶渐渐有了销路，县里面希望他们到
南部片区去帮助茶农解决茶叶难卖的
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们从清泉
镇搬到了大唐镇，在桂东县的工业园
区安了新家。

帮扶茶农，关键的一步是收茶青。
“刚过去没多久后，我们就发现了问
题，茶农不晓得怎么采摘，也不晓得怎
样管理茶园，这样下来，品质上不去卖
不上价，他们愈发没有积极性。虽然山
上有很多茶，但隔三差五有人来收茶
时，他们才会采一下，没人收，茶叶就
浪费在山上。”蓝利丽说，于是，他们到
山上去给茶农做培训，让他们知道如
何正确采摘和科学管理。

“起初，每天我们能收到茶青几十
斤，现在正常时，能有三百多斤，多的
时候，一天能收购一千多斤。茶农们渐

渐尝到甜头，采茶、管理茶园的积极性
都高了。去年，他们还想买新茶苗去
种！”蓝利丽笑着说。

在过去，镇子里的不少中年人都
要去外面打工，年龄比较大的还要去
打零工。比如别人家建房子或者有工
程，他就去帮忙挑沙子，干一天赚一
天，没有活，就没有收入。现在则不同
了，他们守住家里的茶园，在家门口就
可以养家致富。

“绿茶一般是清明前后采摘，红茶
的产茶季则从3月一直持续到9月，只
要采茶勤快、管理好茶园，有的茶农一
亩地能赚7000元左右，少的也能有两
三千。普通茶农家都有个两三亩茶园，
多的能有六七亩，收入很是可观。”蓝
利丽说，如今，他们直接带动的农户已
有一千多户。

“茶农很朴实，总是念着我们的
好。”蓝利丽说，“我们一家住在县城，
一位茶农听说我嫂子怀孕，为此走了
很远的山路，又搭车转到县城，特意来
为我们送鸡蛋。这些鸡蛋他们平日自
己也不舍得吃，就把最好的东西留给
我们。”

将心比心，这种“双向奔赴”，让她觉
得再苦也值。

“促进乡村振兴，身为政协委员的
我，也有这样的责任。”从桂东县政协常
委，到郴州市政协常委，再到湖南省政协
委员，作为一名农业界别的委员，蓝利丽
深感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有几件‘要事’准备做，一个是从
自身出发，运用好互联网思维，做好线上
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桂东的畲族茶，打响
知名度，弘扬茶文化，带动更多茶农因此
受益；一个是希望自己能履行好政协委
员的职责，在政协平台上发挥委员示范
带头作用。”蓝利丽说，目前，她提交的多
份提案都与茶有关。如《关于加大对“沙
洲-沙田-青竹”精品旅游线路建设支持
力度的建议》，建言助推郴州的茶旅融合
发展，造福当地百姓。“我也建议桂东县
可以加大茶叶品牌整合力度，设立相关
公共品牌，以品牌之力推进产业向更高
质量发展。”

如今，回望自己走上事茶这条路，不
知不觉已有十余年。从当年的不得已走
到现在，蓝利丽说：“我不后悔，茶的前途
很光明！”

古色古香的老舍茶馆弥漫着淡淡茶香，身
处其中，仿佛能感受到岁月的沉淀与历史的况
味。日前，“普洱高配 何氏滋味”文源茶业北京
雅集在此举行，来自茶界的数十位嘉宾相聚一
堂，品饮的正是一款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勐海县老班章村的普洱老茶。

“这款大二号熟茶很有渊源，源自我父亲的
制作，已有23年了。”文源茶业创始人何文源介
绍，“2000年的大二号熟茶是选用了1998年、
1999年、2000年连续三年的原料发酵而成，采
制的茶青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二叶。当时，同年的
兄弟产品，还有特二号，选用芽头制作；大一号
有一部分是夏茶。它们三者的风味各有不同。”

何文源介绍，勐海茶区常年云雾缭绕，为茶
树生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也赋予了当地
普洱茶独特的韵味。“我们对茶叶的采摘要求也
非常高，要求茶农采摘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且
茶梗不能过长。如果叶片过多或茶梗过长，都会
影响普洱茶的品质，口感和香气也会欠佳。”

作为一位制茶人，他常年“长”在茶山上，对
古茶园的茶树如数家珍。“我们能够通过树干来
判断树龄，古茶树的生长速度很缓慢，每年生长
高度在1到2cm，宽度能增长0.2-0.5cm。这里
还有千年古茶树，整个古茶园非常生态、漂亮。”

何文源介绍，为了采摘古茶树的鲜叶，茶
农通常要爬到树上去采摘。“树上长有苔藓，很
湿滑，一天只能采摘两到三公斤。一棵茶树一
年的产量，是8公斤左右干毛茶。可以说，我们
喝到的每一片茶叶里，都饱含茶农的艰辛和不
易，我们也要感恩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如今，接过父亲衣钵的何文源，已事茶20余
年。“这些年来，我们深耕茶业，推出了‘白菜’‘孔
雀’等产品，未来也希望继续为市场用心做好

‘何氏滋味’好茶，优质的品质能让普洱茶经得
住岁月的沉淀。”何文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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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一群来自德国、
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孔子学院学生
们来到中国茶叶博物馆（以下简
称“茶博”），展开了一段充满
鲜活体验的夏令营之旅。

在龙井馆区，远道而来的客
人们穿越时光长河，感受着中外
茶文化的渊源。从茶叶的历史
起源，到茶叶制作工艺和茶文
化的演变，展览生动地还原了
茶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
以及对世界茶文化的影响。

作为茶博龙井馆的标志性
地点，茶坛是一个俯瞰西湖风光
的理想场所。学生们踏着石阶，
在山间茶园的环绕下，融入宁静
的自然之中。碧波荡漾的湖面、
郁郁葱葱的茶园，仿佛一幅秀美
的画卷展开在他们面前。

在茶博，学生们沉浸在浓
厚的茶文化历史氛围中，兴致
盎然地体验了宋代点茶。从击
拂到绘制水丹青，再到品味茶
汤，每个充满韵味的环节都令
他们着迷。通过这次宋代点茶
的体验，他们不仅了解了点茶
的流程，更是领略到了茶人对
生活的情趣追求。

德国学生 Sarah Lu 展
现出了对中华茶文化的浓厚兴
趣，尽管刚开始学习，但她对
宋代点茶怀有高度热情，投入
的她很快就有模有样制作好了
一碗味甘形美的茶汤。

来 自 奥 地 利 的 Ralph
Preiss，在多年的职场历程
后回归校园，开始了在维也纳
大学的汉学学习。作为孔子学
院较为年长的学生，这次体验
也为他增添了新经验，他认真
聆听并乐于分享，偶尔还会冒
出关于中国茶的有趣问题。

大家聊得兴致勃勃，感叹
着这里的风景，感受着这里的
茶文化后。很多人都决定要在
春季或秋季再来。

孔子学院学生们以独特的
视角感受到了中国的魅力，也
将这份感触传递回各自的国
家。茶叶在水中舞动，将生命
的精华释放，又如一叶扁舟，
将情感和体验荡漾在时间的流
水线上，成为这段旅程中最独
特的注解。

（来源：中国茶叶博物馆
茶学堂）

茶韵杭州行：
孔子学院学生体验茶文化之旅

““9090后后””政协委员蓝利政协委员蓝利丽丽：：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做茶做茶，，未曾后悔过未曾后悔过
山林间，绿意层叠，鲜嫩的茶芽正在萌发。她身着畲族火红的凤凰装，与哥哥一同采茶。恍惚间，

人们仿若看到了他们的指尖上下翻飞，一提一捏间，竹编的茶篓已经满了……点开湖南省政协委
员、桂东县蓝老爹茶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利丽的微信头像，眼前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画面。

青春、昂扬，是人们对这位“90”后茶人的第一印象。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个铁
皮的大茶叶罐，肚子是四方形，上
部一个圆形的开口。罐体四面都印
有彩色图案，有一面是黄山迎客
松，下面还有几行上了小学后才认
识的字：“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
门红茶、涌溪火青”。

小时候并不知道这些字的意
思，等书读得多了，才知道是产自
徽州地区的四种著名茶叶。后来
参加工作，与茶有了一些接触，产
生点兴趣，回想起来，家里的那个
茶叶罐应当是我最早的茶叶知识
启蒙。

前段时间，终于有机会去黄山
市待了几天，没有爬山，只在城区
和县城转了转，看到了儿时就知道
的那四样名茶的实物，零距离感受
黄山这座城市里浓郁的茶香。

古徽州改名为黄山，文化底蕴
依然厚重。白墙黑瓦石板路的黎阳
老街，路旁最显眼的建筑就是茶
楼，“谢裕大茶行”是街头的一幢，
门口两副抱柱楹联：“走壁穿崖漕
溪水，通仙破闷谢公茶”“泉从石出
清宜冽，茶自峰生味更圆”。门楣上
有新安画派大师黄宾虹题写的“黄
山毛峰第一家”匾额。不用当地的
朋友介绍，从这些文字中我已经读
出这个中华老字号的辉煌。

经过古戏台，走进街边的贾家
大院，这个典型的徽派古建筑现在
是徽州乡贤馆，墙上的展板介绍了
朱熹、胡宗宪等众多徽州名人，其
中姚毅全、谢在山等民国时期的茶
商赫然在列。朋友见我称奇，解释
说：徽商以“茶、盐、木和典当”四大
行业发家，小小茶叶也能积累巨额
财富，加上这些茶商有其他有益社
会的行为，位列乡贤馆也就顺理成
章了。

老街上，时有流水蜿蜒，草花
掩映。一家挂着“孙义顺安茶”的老
宅吸引了我，进门一看，货架上陈
列的都是我只曾耳闻不曾亲见的
茶叶：“梅溪大方”“屯绿”“松萝
茶”。打理店铺的是一位端庄文雅
的女士，见我看得认真，邀请我坐
下品尝她正在冲泡的白茶。我们从
这杯白化的绿茶聊起，她把这间茶
庄的历史向我娓娓道来，还特别介
绍了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安茶”。

安茶并非安徽茶的简称，而是
有别于传统红绿茶的一种茶叶，明
末清初时由祁门茶商仿制六安茶
而来，后自成一派，在港澳台和东
南亚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拥趸。说安
茶神秘，是因它在以绿茶和红茶著
称的徽州地区特立独行，篾篓箬叶
包装，三年以上陈化，至今应当归

属于绿茶还是黑茶仍有争议。而且
安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从市场上
消失，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
恢复，是有故事的茶。

短暂交流难窥安茶全貌，女主
人赠我一本书：《寻找回来的安
茶》，真是内心欣喜。这时，主人有
老友来访，我道谢告辞，与主人互
留微信，方便日后交流。

后面几天，我去了古徽州的一
府六县，打卡篁岭晒秋、棠樾牌坊、
呈坎古村，品尝臭鳜鱼、毛豆腐，伴
着这些美景美食的，还有各地丰厚
的茶文化，目不暇接之中，更深感
自己茶识肤浅、孤陋寡闻。比如，我
一直不知道，白居易《琵琶行》中那
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
茶去”的浮梁，竟然也曾是古徽州
的一部分。

茶重徽州，徽州重茶。一方新
安山水，孕育出众多中国茶叶的奇
葩。在重新修复的古徽州府衙，当
年地方官办公室的一副对联写道：

“茶户喜，麦垄香，大有频书，歌舞
遍天都士女；江水清，庭花落，一行
作吏，咨嗟问山越饥寒。”今天，勤
劳的徽州人，依然在接力续写着
徽茶新的历史。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

行走徽州闻茶香
张治毅

拉开折叠门，中式风格的
茶室映入眼帘。窗外，是熙攘
的街道与远处的燕山，茶室的
选址可谓是“大隐隐于市”。

“没想到在北京，热闹的居民
住宅区还藏着这样宝藏的地
方。”泰国女孩美妙看着眼前
的茶室激动地说道。

一次中外青年交流会上的
偶然相遇，使我和美妙、可心
和琪涵三位泰国女孩结缘。

“你也喜欢茶？我也是！”遇上
同样爱茶的“00后”实属难
得，心有灵犀般的，我们相约
一起喝茶。

“我的祖父母来自中国，我
是泰国华裔。由于家里长辈们
都有喝茶的习惯，我也从小耳
濡目染，爱上了饮茶。”谈到与
中国茶的缘分，可心说，“这次
来中国，我们三个非常期待能
够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茶。”

“我们来中国参加夏令营
时，体验过茶道课，但时间有
限，总觉得意犹未尽。”美妙分
享道，她们正好借今天约茶的
机会，想好好过过“茶瘾”。

说着，美妙拿起桌上刚倒
好茶汤的茶杯，准备一饮而
尽。谁知刚入口，就被滚烫的
茶水烫得说不出话。琪涵笑着
解释，“泰国天气热，所以泰
国人都喜欢喝冰茶，喝起中国
的热茶，来还不太适应。”尽
管如此，三个女孩依旧对中国
茶热情不减，“虽然是滚烫
的，喝下去后却立刻能感受到
茶香醇的味道。”

盖碗碰撞的清脆声音响
起，清透的茶汤被一滴不漏地
倒入公道杯中，三个泰国女孩
被友人行云流水的泡茶动作深
深吸引。“这套工序被称为

‘功夫茶’，也就是你们所熟知
的中国茶道。”友人顺势介绍
着，“大家面前这个盛放茶汤
的分茶器叫作公道杯，在汉语
中‘公道’是‘公平’的意
思，寓意将色香味俱浓的茶
汤，平均分给每一位客人，让
大家共享。”说罢，她便将公
道杯中的茶均匀地倒入面前的
茶盏中。

“原来中国茶里有这么多
学问”，美妙言语间充满新
奇，“在泰国，人们都用杯子
直接泡茶喝，那个时候觉得喝
茶只是一款日常的饮品。但是

在中国，喝茶在我看来是文
化、是一门艺术。”

“我们正在喝的茶叫作
‘凤凰单丛’，味道香醇芬芳，
咽下后细品，有淡淡的回
甘。”友人边续茶边介绍。“泰
国华裔家里日常喝绿茶比较
多，但这杯茶的味道对我来说
很特别，闻起来香，喝起来更
香。”可心感叹。

注意到女孩们对桌上琳琅
满目的茶具好奇又探究的眼
神，友人拿出桌上的茶壶，决
定让她们亲自上手体验一下泡
茶的工艺。“先将开水注入茶
壶中‘温盏’。”友人坐在茶桌
对面“远程”指导着琪涵泡
茶，“在茶壶中倒入茶叶，盖
上盖子后，轻轻地晃动茶壶，
让茶叶在热壶中翻转，此刻可
以再开盖，闻一下干茶香。随
后注入开水，沁润茶叶后快速
倒掉，这叫‘醒茶’，将茶从
沉睡中唤醒。”

只见琪涵不疾不徐地动手
尝试，上手“稳稳地”，她人
生中首次尝鲜冲泡的茶出炉
了。倒入公道杯后，琪涵缓慢
而均匀地将茶汤注入大家的茶
盏中。端起茶盏时，我们惊喜
地注意到，她第一次倒茶竟刚
好是“七分满”。

“倒茶七分满”是茶人的
待客礼仪。俗曰“茶满欺
客”，茶水是滚烫的，倒得太满
难免会使杯沿发烫，令客人喝
茶时难堪。因此，“茶倒七分”刚
好能方便客人拿起，不被烫伤。

“小小的倒茶动作，也蕴含着
‘做人要把握分寸’的大道理！”
友人讲解一番后便夸奖琪涵，

“看来姑娘是无师自通呀！不
错，很有悟性嘛！”

听到“师父”的肯定，琪
涵害羞得笑了起来，身旁的可
心和美妙也跃跃欲试。

三个泰国姑娘轮番尝试，
泡茶的手法愈发熟练稳健。远
处，太阳正缓缓从山头落下，
透过茶室的竹帘，将金黄的余
晖倾洒在姑娘们的脸上，我们
的寻茶之旅，也在这满室的茶
香中告一段落。

临别时，女孩们带着我们
赠予的茶叶，踏上了回国的
路。“下次来北京再来找你喝
茶！”我们相约着，共同期待
下一段寻茶之旅。

泰国女孩的寻茶之旅
李雨薇

乡采风茶

车间内车间内，，工人正在手工炒茶工人正在手工炒茶。。 每天都有茶农每天都有茶农““光顾光顾””鲜叶收购区鲜叶收购区

茶厂已实现机械化加工生产茶厂已实现机械化加工生产

泰国女孩体验中国茶道泰国女孩体验中国茶道

当地畲族姑娘感受茶园秀美风光当地畲族姑娘感受茶园秀美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