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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长假刚结束，单位与家
两点一线的生活回归，忙碌中，总还
是怀念假期的休闲自在。

而我的假期并不轻松，每天都忙
着和父母打卡北京各处的秋色。回顾
这累并快乐着的假日时光，总是有一
个老朋友与我们相伴，那就是茶。

我年少时在父母的影响下开始喝
茶，如今三人难得趁节假日凑在一
起，一同品茶更是为假日增色的乐
事。妈妈总笑称爸爸是个“大水罐
儿”，原本我们娘儿俩焖一壶茶就
够，加上爸爸，就得多焖一壶。于
是，焖茶成了每天必须要完成的“功
课”——晚上睡前焖上一壶供第二天
上午喝，早起再焖一壶供下午。也不
拘泥于某一款茶，老白茶、六堡茶、
普洱茶，随心而定。而且有一天，为
了对比几款六堡茶到底哪个更好喝，
更是焖了整整三大壶。

焖茶有一大好处，便携。早饭
后，喝上两杯昨夜睡前焖好的茶，剩
余的分装在每人的保温杯中，收拾妥
当就出门赏秋。国家植物园、八大处

公园、中山公园、什刹海、前门……或
是登高远眺，或是沉浸树林，又或是骑
着自行车穿胡同，北京初秋的景色尽收
眼底。逛累了便找个地方坐下，三人拿
出各自的杯子，边喝茶边赏景，疲惫感
能瞬间消散一半。中午吃完饭，又从车
上把早起焖的那壶茶打开，继续分装，
下午继续逛，累了就喝茶。直到晚上回
家，茶也刚好喝完，心满意足。

焖茶虽便捷容易，似乎还是少了些
品饮的乐趣，所以如果不出门，我们基
本都是用盖碗泡茶。这时候，就发现妈
妈是懂得“拿捏”我的。“我用盖碗
少，泡得没你好喝，还是你来吧。”她
笑着说，顺势把泡茶的活儿推给了我。
我也不推辞，只当是诚心夸我，没有使
唤的成分。

秋天干燥，就喝白毫银针吧。毫毛
茂密、汤色明亮、甘甜香浓，喝着是好
茶，但我这款银针品相着实一般，芽头
中竟然掺杂着茶梗，我有些不满意，于
是下一泡茶果断换成了大白芽。不过，
妈妈觉得大白芽虽品相更好也更耐泡，
但茶气上还是银针更胜一筹。论起茶

气，我不服输地煮了一壶白牡丹，如此
一来，两人达成了“还是喝老白茶”的
共识。

又是焖又是煮又是冲泡，要让妈妈
评价哪一款最好喝，我这儿的茶一样也
没入选，她竟把“桂冠”给了一款花茶
——兰香甘露。

妈妈总念叨走之前让我带她吃点儿
不一样的，可这连锁饭店全国开遍的时
代，倒真是让我犯了难。灵机一动，倒
不如带她去来今雨轩喝茶吃包子！作为
一个爱茶人，来今雨轩这个网红打卡点
至今没去过也是有些惭愧。鲁迅爱喝的
茶、爱吃的包子是啥味道？我们带着这
样的好奇坐到了提前48小时预定好的
座位上。我们仨都觉得这冬菜包子咸中
带甜，口感差强人意，茶水兰香甘露却
意外让人眼前一亮。

我爸以前老拒绝喝花茶，按他的话
说，“好茶谁拿来窨制呀？”但这些年他
的观念也在转变，早年间可能确实如他
所说，但如今花茶品质也是越来越好，
有些甚至卖出了天价。相比于常见的茉
莉花茶，我更喜欢喝桂花口味的茶，兰

花窨制的这也是头一回喝。服务员端来
的托盘上，玻璃壶里是已经泡好的茶，
盛放茶叶的玻璃内胆和茶杯在一旁放
着，另外还拎了一个保温壶。他说，头
一泡茶都是先帮客人泡好，第二泡以后
则需要客人自己把内胆放回壶中，倒入
保温壶里的热水，泡上一分钟左右再将
内胆提出来。

原来老喝着铁观音、凤凰单枞或者
普洱茶有兰花香，可和用兰花窨制过
的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茶单闻上
去就兰香扑鼻、沁人心脾。第一泡兰
花的香气氤氲在口中非常饱满，而第
二泡则是花香与茶香并重，越往后面
茶香则慢慢盖过了花香。我原以为三
泡就到头了，没想到这茶居然还挺耐
泡，第四、五泡仍香气十足。最后，
竟然包子没吃几口，肚子是靠喝茶灌
饱的。

喝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当然不是。
离开中山公园，我们又拎上提前焖好的
茶，坐在前门的小剧场里，嗑瓜子喝茶
听相声，这才在笑得前仰后合中，结束
了整个假日的行程……

与茶有关的假日
李冰洁

最初接触到景迈山申遗，是在
2019年。5月，ICOMOS中国古迹
遗址保护协会工作人员联系，邀请
笔者参加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中国
茶文化景观申遗的文本讨论会。北
京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茶叶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
专家参与研讨，讨论国内多个茶产
地提交的茶文化景观基础材料。

由于咖啡、葡萄、龙舌兰种植区
等作物景观皆已申遗成功，ICO-
MOS建议全球茶叶生产国家联合
申报茶叶景观文化遗产。国家文
物局领导随即决策开始申遗的准
备工作。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筛
选了四处茶园文化景观，包括杭州
龙井、福建武夷山、四川雅安蒙顶
山、云南景迈山，由四地分别提交
本地相关资料。

“澜沧景迈山古茶林”，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最终，
选定云南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作为主要景观开展申报工作。（而景
迈山的申遗工作2010年就开始了，
北京大学陈耀华教授作为首席专家
率领其团队进行申遗文本编制，数
易其稿。）9月，我作为茶历史文化
专家，参与修订申遗材料《中国总
论》的内容。

而后，笔者随申遗工作的推进，
在现场见证了不少重要节点会议：

2019年10月24日，笔者参加在云
南普洱市澜沧县景迈柏联酒店召开
的“茶文化景观保护研究和可持续
发展国际研讨会”，这是国际联合申
报的必需工作项。会后，与与会各
联合申报产茶国代表一起考察景迈
山。2021年5月30日，在北京参加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持的景
迈山展陈设计方案讨论会。与会专
家除了讨论展陈方案，还讨论了申
遗纪录片的脚本和拍摄方案，创作
拍摄团队是《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团队，总导演李成才，分导胡昆池。

同年11月，国家文物局将“景
迈山茶林文化景观”作为2021年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推荐项目报国
务院批准。至此，所有申报工作皆
已完成。

由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申遗超车，成为2022年
中国入选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项
目，景迈山于是又等一年。

2022年 9月 17日，第45届世
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景迈山申遗终于成功。

一片欢庆的气氛中，朋友发来
相关文章，文中有当年各国专家考
察景迈山的照片，我也身在其列。
回顾历年参加各种申报活动，不禁
发朋友圈感慨：景迈山申遗成功，很
高兴参与了申报的有关工作。又一
个历史性的时刻，曾在现场！

见证景迈山申遗的历史时刻
沈冬梅

这里的千年古茶林，年年发芽、
年年采摘，济世益人；这里的傣族、
布朗族等同胞，作为千年邻居，和睦
相处，民风民俗，各有千秋；这里生
活安定，古规有序，文明有礼，团结
爱国，是人间净土，有世外桃源之感
……这里正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

作为申遗成功的亲历者、参与
者、见证者，在笔者看来，“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具有重要
的生态价值、人文价值、科研价值。

景迈山古茶林是生长了千年以
上的万亩栽培型古茶林，是保存比
较完整的珍贵农业遗产。这里的傣
族、布朗族等民族一直保留着古山
林、古茶树、古村落、古寺庙、古民
俗，千年茶山、人文结合，自然生态，
和谐共处，天人合一，实属不易。可

以说，景迈山古茶林对于研究中国
茶叶发展史、古代茶树农艺、茶艺与
民族关系、古代茶叶规模种植经营、
古代茶叶贸易等都有很高的历史价
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不仅如此，景迈山“申遗”成功
也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它给普洱
市、云南省乃至全中国展示了一个
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成功实践典
范。随着对景迈山目光的集聚、茶
文化的融合和注入，人们对普洱茶
的关注、研究、经营、歌唱、收藏、品
饮也会逐渐增多，将带动和促进三
产发展。为此，笔者也建议借“申
遗”成功之良机，由民间集资筹建一
座“世界茶源纪念园”，彰显“世界茶
祖圣地”之尊，弘扬人文经济理念，
彰显我国文化自信。

（作者系普洱市文物管理所原
所长、研究员）

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成功的价值和启示
黄桂枢

““2424小时小时””茶香在茶香在

点击屏幕、选择茶品、扫码购
茶，仅仅是几个简单的按键操作
后，收到指令的智能原叶泡茶机便
化身“茶艺师”，进入专业的泡茶
模式：纸杯滑动到指定茶品下方，
投放精准克数的茶叶，根据茶品选
择合适水温注水，萃取、出茶……
仅需48秒，一杯全自动的茶汤便
已出炉，随着茶杯从机器中推出的
那一刻，四溢的茶香也飘至消费者
的鼻尖。

方便、智能、茶好喝，亚运会
举办期间，这台24小时“恪尽职
守”的泡茶机，便是如此俘获众人
芳心的。在机器前，时常能看到排
队的队伍，志愿者、技术官员、媒
体记者等都是常客，他们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唯
独爱着这同一杯中国茶的滋味。

“手持一杯茶在村内行走的他
们，也成为最美的流动的茶风
景。”杭州易路茶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韩萍笑着说，亚运村内共设
有4台机器，每天都会冲泡出200
多杯茶。

“杭州以西湖龙井茶闻名，绿茶
自然最受欢迎，红茶的销量也不
错。”韩萍介绍，这台研发4年多、已
更新到第14代的智能原叶泡茶机，
最重要的看家本领还是“泡茶”。

“我们高度还原了传统的泡茶
方式，会根据不同茶品设置不同的
泡茶水温。当然，也可以根据不同
地区、季节以及人群消费习惯，个性
化地配置茶品。如今，已拥有原叶
茶、花草茶、水果茶、奶茶等几十款
可选。在亚运村内，我们主要供应
最具中国特色的原叶茶。”韩萍说。

有不少“回头客”笑着分享自
己的独特体验：有的茶品要用
100℃的水温冲泡，可拿到手上时
却惊奇发现，掌心传来的温度并不
灼人，呷上一口，竟也丝毫不烫，
入口温度刚刚好。

“高温冲泡、常温出茶，这也
是我们和位于杭州的中国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合作，专门研发的常
温出茶技术，保证每一杯茶汤入口

时都低于60℃，保障了公共场合
用户使用过程中的防烫安全问题，
同时也让茶水口感适合，不熟不
苦。”韩萍说。

和游客和游客““交朋友交朋友””

亚运期间，游客们纷至沓来，
看比赛、游杭城，而分布在杭州各
景区的智能原叶泡茶机又化身为

“讲解员”，成为展示当地茶文化的
一扇窗口。

只见，在设备自带的中控屏和
两侧大屏上，不间断播放着茶及茶
文化相关的图文和视频，让每一位
路过的游客，都可以深入地去认知
茶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无
时间限制地传播。

“游客可以通过手机端小程序
了解更多茶文化知识，也可以通过
大屏的互动模块，参与互动演示，
体验教学等功能。面向游客开发的
这些旅游服务，就是为了让他们在
品饮智能的泡茶滋味的同时，也能
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丰
富的独特魅力。”周萍说。

当她来到云溪竹径三聚亭时，
眼前就是这般惊喜的一幕：当时，
几乎每位游客人手一杯茶，有的在
拍照留念，有的在机前观看体验。

“我看到他们多数选择的是梅家坞
的明前龙井，冲饮出来后，它的甘
甜度和栗香都特别好。嫩绿的茶叶
在杯中舒展，颜值也非常高。”

早年间，为弘扬生态环保的理
念，易路茶香还研发出了专门用于
泡茶机的玉米杯，可降解，可循环
利用，一个杯子可用两年。“由于
纯玉米的杯子遇到高温就会变软，
我们在研发之初也面临同样的难
点，所以光是杯子制作工艺的研
究，就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现在不
仅难关已顺利攻克，拿到了发明专
利，还可以进行定制，颜色款式都
很漂亮时尚。”韩萍说。

此外，玉米杯和泡茶机还有一
个浪漫的特别约定：玉米杯可以被
泡茶机精准识别出是“自己人”。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方便老顾客能
用更优惠的价格享受下一杯茶香。

“消费者将玉米杯放入机器指定位

置，续杯的话，仅需1元钱就可以加
满500ml热水，若是想从绿茶改喝
红茶，也可以重新扫码，会花更少的
钱喝到另一杯正宗的祁门红茶或是滇
红等。”韩萍说。

““温暖温暖””在科创中延续在科创中延续

2018 年，韩萍去川茶集团考
察，当时正值采茶季，有茶农背着茶
篓来卖茶青。

“结账时都用现金。他数钱的那
双手长满了老茧，脸上绽放的笑容却
让我至今难忘，那一刻仿若所有艰辛
都得到了回报，那种因茶因劳动所得
的幸福感，很令人震撼。”韩萍说，
也是从那时起，茶在她心中除了健
康、香醇，又增添了一份温暖。

合作也在彼时展开，他们作为川
茶集团代理商，开始将茶叶销售在北
京的各大加油站铺开。“当时有消费
者反馈售卖的绿茶价格相对较贵，我
们就此做了产品升级，推出了更为方
便实惠的茶叶包，里面有一包茶和一
个可循环利用的杯子，有现场茶艺师
为其冲泡，产品很受欢迎。而后大家

在头脑风暴中又有了新想法，要是能
有一个自助泡茶的机器就更好了，想
喝的时候，点一下屏幕茶就能立马制
作出来，司机晚上去加油时，喝一杯
也可以提神醒脑。”韩萍说。回忆过
往，她思绪万千。从当时仅仅想解决
一个痛点，到如今设备迭代升级，她
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在与日俱增。

“我们如今将智能原叶泡茶机搬
进了校园、社区、机关等，用这种智
能化的方式，开启了数字饮茶的新方
式。”韩萍笑着介绍，她的儿子之前
也不喝茶，后来每到公司来都喝上一
杯，现在在办公室也开始自己泡茶
了。他们公司的年轻人和一些校园用
户也开始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这杯
茶最初可能只是年轻人猎奇的一种选
择，到后面慢慢成了他的爱好，再后
来，演变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次有机会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将
中国茶的另一面——科技范儿、时尚范
儿展现给世界，韩萍心中同样充满成就
感。“中国茶有千年历史，如今，正迎来
越来越多世界的目光。我们也希望在
日后作出更好的茶文化实践，将这杯时
尚、健康的中国茶传播更远！”

智能原叶泡茶机服务杭州亚运会：

这个“茶艺师”，科技范儿十足！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在杭州第 19届亚运会期间，位于亚运村媒体村的文化小屋，成为
外籍媒体记者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别样窗口。图为外籍
媒体记者在非遗文化互动展示区体验中国茶艺。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日前，在“茶都”杭
州，亚运会迎来告别时
刻。踏上归程的人们笑
着回味起亚运上的种
种见闻，茶正是其
中一抹难忘的
亮色。茶艺表
演、点茶技艺
展示，在优秀
的传统茶文
化呈现的同
时，杭州正让
世界看到中国
茶的另一种精彩。 智能原叶泡茶机在亚运村受关注智能原叶泡茶机在亚运村受关注

韩萍展示机器做韩萍展示机器做
好的茶饮好的茶饮

外籍媒体记者体验中国茶艺外籍媒体记者体验中国茶艺

金秋时节，故宫午门内飘来阵
阵茶香，一群身着茶服的小茶友正
认真地围坐在茶桌前，神情专注地
冲泡着茶饮。近期，“秋露繁时品茗
香”教育活动顺利结束，故宫博物院
宣教部周炜文和东城区少年宫霍艳
平两位老师带领小茶友们走进茶的
世界，感受一片茶叶的深厚文化和
生机勃勃的魅力。

“为了更贴近孩子们的生活，我
们的讲座从身边的传统节气入手，
再结合故宫的特色和此次展览，让
孩子们逐步走进茶的世界。”霍艳平
介绍。活动正值白露时节，主讲老
师从节气出发，讲述了二十四节气
与茶的关联、清代贡茶的主要产地、
乾隆创造的“三清茶”的特别寓意等
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讲座不
仅融入许多此次故宫“茶·世界”展
览中的展品，更是将历代历史名茶
的科学冲泡方式介绍给学生，以激
发学生的观展兴趣，也让一款款贡
茶能够更广泛走进他们的日常
生活。

“同属绿茶，龙井茶的茶叶扁平
光滑，且表面没有绒毛；而碧螺春的
条索紧结，蜷曲似螺，表面还均匀地
分布着一层细白绒毛。”霍艳平讲解
道，“虽然都是绿茶，但是由于它们
外形和内质的不同，冲泡方式也不

同，所以我们要科学泡茶、饮茶，根
据茶叶特点来选用最佳的冲泡方
式。”当小茶友们闻到、看到、品到不
同种类的名茶时，不由得感叹道：

“真是太美了”“好香啊”，对茶的喜
爱之情由心而发。

不仅要走入“茶世界”，更要让
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在体验环节
中，“三清茶”的冲泡最受小茶友的
喜爱。除了了解乾隆皇帝御用的

“松子、梅花、佛手”三种辅料的文化
意蕴和保健功能之外，现场还准备
了玫瑰、枸杞、菊花等辅料，鼓励小
茶友根据个人创意调配出一碗独一
无二的“秘制三清茶”。小茶友们围
坐在一起，相互分享材料，交流心
得，共同斟茶、品饮，在故宫教育中
心共同度过了“茶香四溢”的午后
时光。

此次教育活动是依托于故宫博
物院午门展厅展出的“茶·世界——
茶文化特展”而专门开设。为帮助
小朋友们更好地理解茶文化的内涵
和展览内容，故宫博物院正推出一
系列教育活动，供热爱茶文化的家
庭自由报名体验。结合故宫特展，
将历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通过实
践学习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自信是本
次活动的初衷。期待更多的小茶友
走进故宫，走进茶的世界。

秋露繁时品茗香 茶语清心伴成长
本报实习生 李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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