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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互促的两岸茶故事

闽北乌龙、闽南乌龙、广东乌
龙、台湾乌龙，组成了乌龙茶大家
庭。在活动现场，华祥苑正式发布

“国缤茶·小红罐·团圆乌龙茶”
和以《富春山居图》为灵感打造的

“团圆茶器”，以茶以器为媒介，讲
述乌龙茶共融互促的两岸茶故事。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
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
庆表示，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
亲。福建同台湾一水相隔，处在两
岸融合发展最前沿，而本次活动正
是推动两岸茶文化交流合作、茶科
技联动创新、茶产业融合发展的重
要内容。

“乌龙茶是从祖国大陆传到台
湾的，两岸茶人一直保持着非常良
好的互动关系，两岸茶产业也拥有
着互相交融、共同提高、促进中华
茶产业发展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
以此为契机，以茶为媒，以茶会
友，以茶促融，引领推动两岸茶文
化、茶产业合作再上新台阶。”王

庆说。
福建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原主任、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副
会长吴晓丁同样深有感触。在他看
来，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传达了茶包容天下、包容并蓄
的价值理念，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
要载体，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
生活。

“海峡两岸茶出同源，茶文化
一脉相承，茶产业在大陆、台湾地
区都具备广泛的产业基础，具有互
补性和互利性，促进两岸茶产业融
合发展，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提升中国茶
的国际影响力。”吴晓丁说。

走向世界的中国茶故事

“中国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 清 、 敬 、 和 、 美 ’， 精 髓 是
‘和’。一杯中国茶是传承、弘扬中
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
的重要载体。”在活动现场，福建
省政协委员、华祥苑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肖文华的一席话，引发

众多嘉宾的共鸣。
“向世界讲好中国茶故事，我

们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们带着国
缤茶走向世界，让外国贵宾感受了
中国茶的味道，体会了中国茶生活
的美学；另一件是我们努力推动海
外茶经贸，让中国茶品牌走向世
界！”肖文华介绍，2023年，华祥
苑启动“华祥苑国缤茶·全球巡回
展”，从上海扬帆起航开启国际化
新征程，先后走进伦敦、吉隆坡、
纽约、华盛顿、北京、悉尼、新加
坡等世界名城，足迹遍布全球各
地。

作为海外推广的主要负责人，
华祥苑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
部总经理萧曼灵为此更是马不停蹄
地奔走在英国、意大利、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在她看来，组织和参与全球巡
回展，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外茶品牌
交流，推动茶文化交融，实现品牌
优秀经验互鉴，提升中国茶品牌影
响力。

“在国外做推广时，能明显感
受到不同国家流行着完全不同的饮

茶方式，例如欧洲以高效冲泡为主，
多售卖袋泡茶，消费者也喜欢水果
茶、拼配茶居多。”萧曼灵笑着说，

“而当我们将中国茶推广到当地时，
他们都对这杯东方茶饮高度点赞，表
达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向往。每走一
站，我们都在向世界展示闽茶的迷人
魅力，也在进一步促进茶叶经贸合作
和茶文化交流互鉴。”

贴近青年的健康茶故事

在与不同国家茶企的交流与互动
中，萧曼灵萌生出不少新灵感。

“在新加坡一家茶企的考察，就
让我很受启发。这家茶企倡导让每个
人拥有自己的一壶茶，这是茶与器的
创意结合，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可以
到店里去自行拼配，让更多年轻人去
感知茶文化的魅力。”萧曼灵说，作
为青年茶人，她也在思考如何去采用
更为简单、时尚、易接受的方式，去
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

“就像围炉煮茶这种形式，既能
让年轻人感受茶，体会茶生活的氛
围，同时又能深入地去品饮原叶茶，
更能感受到茶所带来的文化自信，这
也是我们举办围炉煮茶节的初衷，让
更多年轻人去体验茶这种健康的生活
方式。”萧曼灵说。

肖文华说：“长期以来，我们
都在提倡‘每日八杯茶，健康中国
人’，茶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健康饮
料之一。今天，我们提倡健康饮茶
与‘围炉煮茶’新潮流融合，让传
统茶生活也能在现代焕发新的魅
力，推动健康茶生活深入每个人的
生活当中。”

围炉煮茶围炉煮茶 开启闽茶温暖新篇开启闽茶温暖新篇
————““国缤茶世界行国缤茶世界行””乌龙茶大团圆乌龙茶大团圆··围炉煮茶节活动在京举行围炉煮茶节活动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寻茶记·生活馆、金山数字育苗基
地、新昌县澄潭江茗茶加工厂……来自
茶叶主产区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嘉
宾纷至沓来，齐聚浙江省新昌县，了解
当地在茶产业大脑、数字育苗、数字加
工及数字营销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11月15日，以“数字赋能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茶业数字化建设现
场经验交流会在新昌举行，围绕数字化
赋能茶产业进行深入交流，嘉宾论道数
字时代的茶产业发展新格局。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厅长钱建民
说：“数字化时代，茶产业面临着诸多机
遇和挑战。目前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
茶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模式，涌现出
了一批茶业数字化建设的典型县市和典
型茶企，树立了一批可复制的示范样
板，积累了一批可推广的经验。”

但他认为，茶业数字化仍面临着资
金投入大、技术更新快、技术人才短
缺、数据安全等问题，同时也可能存在
茶叶传统生产方式和数字化之间的冲
突。“我们要借此机会，通过充分交流、
汇聚各方智慧、分享成功案例，总结经
验，相互学习，共同探索茶业数字化建
设面临的挑战，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
携手推动茶业数字化建设向前发展。”钱
建民说。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茶产业正在
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升级。茶业
高效生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机械
化、智能化、数字化。”中国农业科学院
茶叶研究所所长、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
姜仁华开宗明义。在他看来，从数字采
摘到数字加工，从数字茶园、数字茶场
的试点到未来茶厂新范式的迭代，全面
推进茶产业数字化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金
子晶现场演示了浙江省茶产业大脑系统
开发与应用。“作为‘从茶园到茶杯’全
链条管理服务的数字化应用，其核心构
架主要包括‘1个能力中心+6个业务场
景+1批未来茶场+N个地方特色应用’，

可谓集办公办事、监测预警、要素服务于一体，探索‘产业大脑+未来
茶场’发展模式，打通种植、加工、流通、品牌、文化、服务等全环节
的业务流和数据流。”金子晶说。

“数字兴茶，共富新昌，新昌茶产业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也有新成
效。”新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俞镕翔在现场分享，2020年起，新昌立足
茶产业发展优势和现状，总投资超2亿元，开展省级乡村振兴项目建
设，推进茶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取得了一批很多的成果，也成
功打造了数字茶业的“新昌模式”，实现了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泾阳茯茶加工数字化实践探索”“北方茶园数字化研究与实
践”“数智化赋能白茶产业升级”“有机品质 数智更香”等各主题发言
精彩纷呈，共同探讨新时期茶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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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里乾坤大，杯中岁月长”。
喝茶，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怀，在
宁夏，最可人的当属八宝茶。

顾名思义，传统的八宝茶主要
原料有八种：茶叶、枸杞、红枣、
葡萄干、桂圆、芝麻、苹果片、核
桃仁并辅之以冰糖、玫瑰酱。

据当地人介绍，八宝茶起源于
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距今已有
1300多年历史。当时，来往经商
的各族商人相互交换、分享各地的
特产，并将其煮制成茶品，用于缓
解路途中的疲惫，结交新朋友。

八宝茶是一种“上有盖、下有
托、中间有碗”的盖碗茶，一方面
有着“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
的讲究；另一方面，“素手起落捻
红黄，或花或叶不同香”，冲泡八
宝茶又展现了一股柔情与美感。一
碗八宝茶，不仅展现出了塞外大漠
的粗犷，也展现出了塞上江南的柔
美。

冲泡八宝茶需要用沸水，因为
每冲配料在茶汤中浸出的速度不
同，就会发现每次续水后再品，都

有不同的舌尖滋味。第一泡茶味浓
郁，清香甘醇；第二泡冰糖融化，透
露着浓浓的香甜；第三泡茶味渐淡，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果干的清甘。

如何喝八宝茶在宁夏也颇有讲
究，宁夏喝茶全在于“刮”，不会

“刮”就等于不会喝茶。“一刮甜、二
刮香，三刮四刮茶水变清汤。一定要

‘刮’着去喝才更有味道。”一位当地
的老人告诉记者，宁夏人大都喜欢泡
饮八宝茶，长辈们清早起来便要喝一
碗浓郁香甜的八宝茶，孩子们也在耳
濡目染中将八宝茶的魅力融进了血液
里。

茶香四溢，带动了当地农产品
销售，也带火了旅游业。2021年，
宁夏吴忠市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

“早茶文化地标城市”称号，如今，
吴忠早茶餐饮门店已经发展到 570
家，年销售收入10亿元，带动就业
1万余人。

正如一位游客所说，走进宁夏，
从“刮”一碗刚柔并济的八宝茶开
始。看见茶色，仿佛就看到了宁静。
闻到茶香，仿佛就已经走进了宁夏。

走进宁夏，从“刮”一碗八宝茶开始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同样是喝茶，日常喝茶与特意
品茶，心境是不同的，对环境的要
求也会生出不同的想法。

日常喝茶，随身杯，随手泡，
随时喝，是举手投足般融入身体的
活动，不用刻意去做，自有本能支
配。

特意品茶，则是一件需要认真
对待的大事情。除了选茶、选人，
选个什么样的环境喝茶，也值得花
点心思去琢磨琢磨。

古人喝茶，首选是户外。“野
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
山。”入山几里，树下拾薪，涧旁
汲水，在大自然中摆开茶席，人在
草木之间，茶在天地之间，喝得心
胸开阔，逸兴飘然。这样的场景很
难有人会拒绝。常常一脸悲悯的大
诗人杜甫，一次与友人出游品茶，
也开心地写下“落日平台上，春风
啜茗时”的诗句。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中，有
多幅唐宋以来与茶相关的画作，画
中高士煮茶清谈，场地大多在深山
之中，风炉茶鼎，松石相倚，琴鹤
相伴，一派隐逸之气。宋徽宗赵佶
所绘的 《十八学士图》 和 《文会
图》，画中人饮茶也是在空旷之
处，或开轩面山，“轻涛松下烹溪
月，含露梅边煮冷云”，闲趣悠然。

今天人们喝茶，快节奏的居
多。在家里随意也温馨，去茶楼简
单又方便，走在路上经常能看到有
人手捧一杯新式茶饮。好在现在有
了汽车和露营，远行入山也是一脚
油门的事，找一块平地支开天幕，
摆出一套茶具，立马提升露营的品

位，也算是对古人在自然天地间喝茶
的传承与致敬。最主要的，是这个时
候慢下来的节奏与静下来的心。

在船上喝茶又是另一种感觉，开
窗像在户外，关窗犹如室内，那种置
身水中的漂浮感，会让人如同荡秋千
一样快乐。船行也缓，满眼青绿，翠
色随人欲上船。饮一口杯中茶汤，似
乎喝的就是不老的青山、恒久的流
水。

宋代的杨万里写有一首《浮石清
晓放船遇雨》：“破晓开船船正行，忽
然头上片云生。秋江得雨茶鼎沸，怒
点打蓬荷叶鸣。”似乎是入秋后的一
次晚台风天气，船正行时，来了一场
阵雨，且喝茶听之，生性旷达的杨万
里看起来心情丝毫不受影响。而一百
多年后的词人蒋捷就没那么轻松了，
南宋灭亡，江湖漂泊，只记得“壮年
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
风”。

明朝的才子张岱善于发现美，也
最懂生活。他在散文《西湖七月半》
中写道：“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
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
同坐……”在杭州的西湖中，月下泛
舟，意不在赏月，而在于邀月同坐品
茗，这些人喝茶的境界显然又上了一
个层次。

在自然的环境中喝茶，并不是中
国人独有的特性。英国人也喜欢将茶
桌摆在庭院之中，或是临街的屋檐
下、商场的中庭。一位英国诗人说出
了他们的秘密：“下午茶对于英国人
来说，就算是一场室内进行的野餐。”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在哪里喝茶
张治毅

不知从何时起，茶农们开始热衷于
用本地茶树探索不常制作的茶类工艺，
云南白茶，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代表。

记得一个朋友很简单鲜明地这样评
价：“云南白茶，喝起来一股普洱味。”
当时，还引发了几人间不小的讨论——
云南白茶到底算不算白茶。

一位友人认为，白茶就应该特指福
建白茶，云南白茶根本不是白茶的味
道，说白了就是另外一种工艺的普洱
茶。另一友人则认为，区分是否是白茶
只与制作工艺有关，而与其采用的什么
树种并无太大关系，理论上，任何茶树
都可以做成白茶。

此番讨论没有任何一方说服对方，
反而是把我给说迷糊了。我原则上是支
持后者的，但又觉得云南白茶似乎的确
又不是白茶的味道。同时，我也偶得了
一款名为“那卡白茶”的云南大叶种晒
青白茶，秉着好奇心，立即打开品鉴一
番。

大大的一个方盒子，拎起来却很
轻，不用打开便知是散茶了。以往我常
喝云南的“大白芽”，它既然叫“芽”，
顾名思义，就是对照福建白茶中白毫银
针的采摘制作工艺，采云南大叶种乔木
茶树的芽头制作而成。这款那卡白茶则
不同，是一芽一叶、一芽二叶的采摘标
准，更接近于福建白茶中的白牡丹。其
外观也的确与白牡丹散茶接近，芽头披
毫、颜色鲜亮，白中夹杂着嫩绿，有少

许叶片发黄。
那卡，作为普洱茶知名产区，有着

“小班章”之称。而且那卡生态环境优
美，树高大多超过两米，古树树龄在
300-500年间。用那里的茶树制作出的
普洱茶，是高香型茶的代表之一。大概也
是这个原因，那卡白茶的干茶初闻上去便
是扑鼻的蜜香，不用尝就知道会是一款甜
甜的茶。

我对于白茶的散茶一直有一种“又爱
又恨”之感，爱是爱它便于欣赏干茶的完
整形态、也不会有多少碎茶；恨是它体积
实在太大，投茶还没到所需的克数便已占
满容器，所以即便我更想用新买的紫砂壶
冲泡，也只能放弃改用盖碗。

开水冲入而后出汤，汤色金黄透亮，
品之口感细腻顺滑、饱满柔润，口中花香
满溢，且回甘生津很快，茶汤甜又不失清
爽，估计会更受女性茶友的喜爱。

云南白茶的一大特点，与其原料树种
有关，就是耐泡度很高，而且香气久泡不
散，萦绕在周围的空气中。这些优点，那
卡白茶都有。也有人认为，云南白茶喝就
喝个鲜爽甜润，但它主要也就是甜了，比
起福建白茶，尤其老白茶来说茶味不足。
这个所谓“缺点”，那卡白茶也有。

甜香足、回甘快，这听上去的确有点
像普洱茶，但我认为它还是白茶，只是不
知道多以鲜爽为卖点的云南白茶陈化后会
不会有老白茶的效果，便以这那卡白茶为
样本，留待慢慢观察吧……

普洱味道的白茶普洱味道的白茶？？
李冰洁李冰洁

茶之路兴 乡采风茶

香漫品茗

入冬以来，北京寒意渐
浓，“国缤茶世界行”乌龙茶
大团圆·围炉煮茶节活动现场
却是暖意融融，四溢茶香与温
暖围炉相映成趣，更为冬日的
活动氛围增添了一份独有韵
味。

日前，“国缤茶世界行”
乌龙茶大团圆·围炉煮茶节活
动在京举行，来自各地的茶界
嘉宾汇聚一堂，汇呈中国茶品
牌出海探索成果，畅谈两岸茶
业交流进程，探讨茶业大健康
新趋势。

片新闻图

初冬时节，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农民抢抓农时扦插茶苗，为移栽提供充
足保障。岳西县产茶历史悠久，是全国重点产茶县。近年来，当地充分利用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如今，茶叶已成为该县千家万户的当家产业，
有效促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图为村民扦插茶苗。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茶叶苗 扦插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