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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情速递茶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日
前，雅安藏茶博物馆正式开馆，
面向公众开放。

雅安藏茶博物馆建于2020
年4月，位于雅安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内，占地面积约10亩，建
筑面积约7760平方米。该馆以

“聆听古道回响、穿越千年藏
茶”为主题，重点展示雅安藏茶
历史文化、雅安藏茶发展历程、
雅安藏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变
迁，以及历史上的著名雅安茶
号、茶砖等内容。

馆内陈列了诸多与雅安藏茶

有关的历史文献、实物资料。该馆还
采用声光电手段进行人物场景还原，
将带领观众穿梭古今，感受雅安藏茶
历史文化的厚重与传承。雅安藏茶博
物馆的建成开放，将成为当地又一事
关“雅茶”的标志性文化地标。

据了解，雅安地处四川盆地和
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素有“川西咽
喉”“天府之肺”等美誉，也是西
藏茶叶的重要供给地。作为茶马古
道川藏线的起点，雅安向西藏供应
茶叶历史悠久。产自雅安的藏茶，
已有1300多年历史，有黑茶、边
茶、南路边茶、边销茶等别称。

雅安藏茶博物馆正式开馆

“茶”字构成，即“人在草
木间”，说明饮茶本身即蕴含人
与自然的融合之道。

饮茶之所本无固定要求，但
自然成为人们最为崇尚的饮茶环
境。从唐宋文人于室外的松石间
品茗，到明代营建茶寮 （即茶
舍），文人愈发重视饮茶空间的
营造。

《茶经》“九·之略”记载，
在寒食节前后现场采摘、制作茶
叶，制茶用的七种工具可以省
略；在山石松林、泉水溪流间煎
茶，复杂的茶具亦可省略，传达
出制茶、饮茶重天然的内涵。宋
代 《撵茶图》《春宴图》《文会
图》等画描绘了文人饮茶的自然
之趣。即便是宴会，也如《春宴
图》一般在室外空间举行，雅趣
胜于喧嚣。

明代茶画描绘的饮茶环境更
为具象。唐寅《事茗图》描绘一
处建于山水中的茅草屋，画中主
人在此品茗、静候挚友，童仆在
一旁起火烧水。身居自然、远离
喧闹的环境，传达了画家与世无
争、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

画中描绘的饮茶草屋，多建
于山水中，应是明代文人热衷营
建的专门茶舍，即茶寮。文人精
心营建的茶寮，是一种具有自然
意味的意象空间，他们在此品
茗、独坐、会友，与自我对话，
在天地神游。

清代皇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
文人对饮茶空间的追求。康熙、
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移天缩
地在君怀”，模仿江南名胜在北
方兴建皇家园林，其中就包括乾
隆皇帝营建的多处茶舍。

千尺雪茶舍，模仿自明代名
士赵宧光于苏州寒山营建的别
墅，其内千尺雪一景，飞瀑如
雪，天下闻名，可在此观瀑布飞
舞，听溪流清音。这样的饮茶环
境，既表达出道法自然、融入天
地的和合观念，也体现了乾隆皇
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饮茶将
不同族群和不同人联系起来，并
促进了相互关系的融合。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聚集地
区，多发现有茶相关遗存，各民
族发展出各具特色的饮茶风俗，

并渐趋融合一体。在辽、金、元、
清代，饮茶风俗表现的民族融合尤
为明显。

墓室壁画和器具显示，辽地的
饮茶风俗，最初学习唐人的茶法，
到北宋晚期已与宋人饮茶方式、器
用大体相同。

金代饮茶之风兴盛，茗饮深受
社会各阶层喜爱。在宋、辽文化的
影响下，女真人形成“先汤后茶”
的待客习俗，并融入礼仪制度。金
人的饮茶方式和所用器具几乎完全
学习北宋。元代蒙古贵族的饮茶方
式，既包括汉地特征明显的直接冲
点茶末，也包括具有蒙古族特色的
混饮茶与酥油。

饮茶风俗的融合趋同，从日常
生活的层面反映了多民族融入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进程；饮茶习惯成为
各阶层的生活必需，更是深入劳
动、休闲、礼仪等生活的方方面
面。

南宋李嵩《骷髅幻戏图》画面
左下角，手艺人行李担上满装生活
必需品，其中包括一件曲柄汤瓶，
为点茶用茶瓶；清代张恺《升平演
乐图轴》，表现了梨园优伶排练的
场景，桌上摆放茶壶、茶盏，供他
们休息时饮用；清代喻兰《仕女清
娱图册》、紫檀木边画玻璃人物图
挂屏，分别表现了仕女、老者怡然
自得的休闲饮茶生活；早在宋代，
茶已明确进入祭祀等礼仪活动中；
清代宫廷使用的乾隆款白玉碗，玉
碗盒内有清宫黄签，书“孝陵白玉
碗”，可知此玉茶碗为顺治皇帝陵
寝祭器。

正是由于饮茶深深融入中国人
的生活，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皇
帝的饮茶就具有了更深层次的内
涵。清人画 《弘历是一是二图》，
描绘乾隆皇帝着汉装坐于茶舍中。
茶舍内陈设由上古时期的玉璧、三
代铜器、汉代嘉量、宋明瓷器等古
董组成，传达出乾隆皇帝典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象。

茶文化推进了不同人、不同族
群关系的融合，深深融入中国人的
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
体。内地至边陲，都市至乡野，庙
堂至民间，茶香点亮美好生活，助
人践行修身、齐家之法，承载着中
国社会中的秩序与和谐。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中国茶道中的和合之美
单莹莹

11 月 29日，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周年之际，以“茶
和天下共享非遗”为主题的“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江苏站巡展暨一周年开
幕式活动在南京市秦淮·非遗馆举办，现场
吸引了许多市民慕名而来。

主办方介绍，2022年 11月，南京雨花茶
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艺、扬州富春
茶点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开幕式当天，不仅这三大非遗项目逐一亮
相，扬州绿杨春茶制作技艺、无锡毫茶制作
技艺、溧阳天目湖白茶制作技艺、连云港云
雾茶制作技艺等在内的新晋江苏省第五批非
遗项目均到场展示。

“参与此次庆典活动是一种荣誉和机遇，
希望通过展示扬州绿杨春茶制作技艺，进一步
推广绿杨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扬州市绿杨
春茶叶协会秘书长张春说，今年 11 月 9 日，
绿杨春茶制作技艺被批准认定为第五批省级非
遗，项目保护单位正是扬州市绿杨春茶叶协
会，“我们将通过这次契机，认真研究并制定
出绿杨春茶非遗保护工作的5年计划，结合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绿杨春茶制作技艺的传
承和推广，加强技术考核、标准规范，推选绿
杨春茶制作技艺示范传承单位、传承人，让这
项宝贵的精神财富得到更好地传承和推广。”

“今天一整天，秦淮·非遗馆人声鼎沸，
看到有这么多人热爱中国传统制茶技艺，所
有的辛苦都值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雨花茶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盛峰感慨地说。

在他看来，作为传承人，肩上的责任更
重了，要进一步探索非遗的保护传承，让老
祖先留下的这些手艺不断代，同时要让非遗
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人们的心里，让人们为
中国有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而骄傲。

“未来，我们也要进一步创新非遗的发展
转化，让非遗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技术，
转化为产业勃兴的拳头产品，转化为极具文
化附加值、观赏性、收藏性的文旅纪念品，
更好地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陈
盛峰说。

据悉，此次江苏站巡展活动由中国茶叶
博物馆、江苏省茶叶协会和江苏省非遗保

护协会主办，秦淮·非遗馆、南京盛
峰茶业有限公司、苏州市吴中区洞

庭山碧螺春茶业协会、扬州富春
饮服集团有限公司富春茶社承
办。此次活动将持续一个月，分
别在南京市秦淮·非遗馆、下马
坊遗址公园南京盛峰茶业有限公
司、溧水区晶桥镇雨花茶文化园
设展点，共展出“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44 个相关
项目。 （李文明）

南京非遗馆里
茶飘香

——江苏省级非遗项目
扬州绿杨春茶制作技艺引关注

沏茶一壶，看茶叶飞旋起舞，
清香随沸水溢开，轻啜一口，齿颊
留香；等品茶过后，再选一块茶席
上备好的金柑蜜饯，劲道的外皮和
甘甜的果汁交织，口腔瞬间充满茶
香、果香、甜香……

近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入选人类非遗一周年
浙江主场活动暨浙江“非遗茶生
活”传统工艺联创大赛成果展举
办，在沉浸式的非遗体验空间
内，观众们近距离地感受了《茗
香茶语·北仑十礼》的魅力。

原来，由宁波市北仑区文化
馆报送的文化标识联创类作品《茗
香茶语·北仑十礼》和场景联创类
作品《屏风茶具套装》《远香茶具套
组》入围此次大赛决赛，《茗香茶
语·北仑十礼》荣获全省五个文化
标识联创类展邀作品之一。

仔细再看展陈，只见，其以
春晓三山玉叶绿茶为中心，以远
香茶具、宋韵系列屏风茶具、峰
云提梁壶、农民画木茶盘、骨木
镶嵌茶垫等为器皿，又搭配了金
柑酥饼、青苔年糕干、生肖年
糕、炒毛麸等北仑非遗美食，
将包含绿茶制作技艺、金柑蜜
饯传统制作技艺、芦江农民画
等共8项传统技艺和两项传统美
术非遗项目融汇于一体，无处
不彰显着北仑独特且丰富的文
化元素。

而这正是北仑茶文旅创新的
具体呈现。今年，北仑开展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通过项目和项
目的联创，实现“品类创新”“标
识表达”，大胆探索茶饮与北仑非
遗美食、精致茶点器皿有机结
合，开展“北仑十礼”进景区、
进酒店、进社区、进校园等活
动，推进茶与美食与景区、茶与
美食与乡村等融合发展。

茶文化，是港城宁波文化中
的重要部分，不仅作为健康饮品

浸润着港城市民，更蕴含着一种诗
意审美和生活哲学。而北仑春晓街
道，更是宁波八大名茶之乡之一。
盛产的茶叶以春晓三山玉叶最为出
名，其外形扁平挺秀，叶身微有芽
毛，色泽嫩绿，滋味柔和甘芳，清
香持久，回味隽永，以“色翠、香
郁、味甘、形美”著称。

每到春季，当地都是一派繁忙
的景象。这捧茶香，要经过采摘、
摊放、杀青、揉捻、摊凉、理条、
整形、提毫、干燥等10道工序手工
制作而成。而据乡志记载，早在明
朝后期，当时居住在三山 （今春
晓）的柯、邵、俞，双狮、球山的
方、乐、裘的几姓大家族就已经在
经营种茶、销茶等业务。几百年
来，当地许多农户通过种植茶叶发
家致富，从最初的肩挑到之后的船
装，茶叶近销柴桥、宁波等地，远
销上海、苏州、天津、香港，直至
销售到国外。

在北仑，与茶配套的茶具，同样
是不可忽略的另一道风景。在活动现
场，当线条圆润的提梁壶出现在茶席
上时，人们都被它的美深深吸引。在
制作陶艺展示区，参观者们饶有兴味
地拿起泥块，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烧
制陶器，他们摔打着泥块，并捏成不
同的形状，或是茶壶，或是茶杯，或
是茶盘，形色各异。

作为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陶瓷绞胎制作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80后”的陈大鹏笑着介绍，
目前，非遗项目已与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合作，创办了大师工作室及非
遗体验基地、非遗工坊，实现了非
遗进高校、非遗进课堂的目标。如
今，他们还依托高校的研发能力进
行创新实验来助推非遗发展。

“正是因为有了各方的支持及
推广，非遗传承有了更好的群众基
础，也通过相关的作品展示和亲身
参与的制作体验，让更多人感受到
陶瓷中蕴含的制作智慧与博大精深
的传统文化。”陈大鹏说。

除此之外，北仑春晓当地口口
相传的金柑蜜饯传统制作技艺也备
受青睐。蜜饯以金柑（当地俗称金
弹）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辅料，
经糖、蜂蜜或食盐腌制 （或不腌
制）后，再煮、烤、风晒等传统技
艺制成制品，软糯有嚼劲，甘甜微
酸，平日当个茶点或者解馋小零食
是最合适的选择。如今，传承人也
在迭代形式，开拓金柑的精加工模
式，将新鲜金柑加工制作成金柑
饼、金柑果茶等。通过与时俱进的
大胆创新，北仑非遗人努力将百年
传承的传统手艺，以各种新颖的方
式展现出来，也让未来可期的北仑
茶文化图景愈发生动丰盈。

《茗香茶语·北仑十礼》亮相受青睐

解锁“茶+”发展新模式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彭雅丽

临平是杭州最年轻的城区，2021
年从原来的余杭区分设出来，位于杭州
东面。临平区以山为名，海拔 217.8
米、面积约 3.25 平方公里的临平山，
是杭城东去最后一座山，再前行就是平
畴千里的杭嘉平原。元代诗人吴景奎

“舟过临平后，青山一点无，大江吞两
浙，平野入三吴”的诗句颇为写实。

山不在高，有茶则灵。临平山小，
黄泥烂石，乔灌丛生，是周边最适合种
茶的山坡地，因此产茶历史悠久。

唐代大诗人顾况出生在嘉兴，他与
隐居临平山的邱丹是挚友，二人常煮茶
品茗，吟诗唱和。顾况写的《焙茶坞》
一诗，生动展示了唐代临平山茶叶生产
场景：“新茶已上焙，旧架忧生醭。旋
旋续新烟，呼儿劈寒木。”又是一年春
茶季，茶农们整理起家传的制茶工具，
烧火的木柴去年就已经准备好了。从那
时算起，临平山植茶、制茶的历史至少
已有千年。

顾况是湖州女婿，他与皎然、陆羽
同为茶道中人，交往甚密。顾况曾写过
一篇有名的《茶赋》：称赞茶“上达于

天子、下被于幽人”，正是今天人们对茶
“雅俗共赏”的公认。现在临平山西北坡，
设有“邱山问茶”的小景。东麓上山的路
旁，人们还为顾况立了一尊青铜铸像：翠
竹松柏掩映之中，牵驴而行的顾况憩于
路旁，仿佛又在构思他的茶诗。

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常来临平。
宋神宗熙宁七年 （1074） 八月十二
日，苏东坡与诗僧道潜一起，到临平山
下的安隐寺，见寺内的安平泉水清冽，
用杓舀水来喝，惊叹道：“这么甜的
水，莫非是当年陆羽留下来的？”于是
煮水品茶，兴起题诗，写下 《题安平
泉》：“闻说山根别有源，拨云寻径兴飘
然。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计

年。烹茗僧夸瓯泛雪，炼丹人化骨成仙。
当年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

临平也是清代大学问家俞樾的第二
故乡，在临平山南麓，古时曾有夕照
庵，庵旁有“一担泉”，泉眼虽小，千
夫汲之不竭。俞樾常与友人去夕照庵取

“一担泉”水泡茶。他在 《临平杂诗》
中有云：“算有青山总似前，景星观尚
傍山边。更来夕照庵中坐，细品山中一
担泉。”

苏轼称赞的“一片泉”和俞樾喜欢
的“一担泉”，都是临平山涵养而出的
泡茶好水，也是今天回溯临平茶文化的
标志节点。

新中国成立后，临平山曾被用来开

发石矿，山体小部分遭到破坏。20世
纪80年代，石矿被关停复绿，人们在
缓坡地带迁坟平地，清除乱石，开荒
种茶，建立星火茶场。采用手工和机
炒相结合的方法，加工旗枪茶、炒青
茶，销往上海奉贤、南汇等地。后来
还根据上海人的口味偏好，以临平山
茶叶为基础，加工制作茉莉花茶。茶
叶经济取代石头经济，成了临平山周
边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
洲。”今天的临平山已经成为一座城中
山，山上新建的东来阁，取代了当年苏
东坡诗中记录的古塔，承担起“迎客西
来送客行”的任务。遍山花木，曲径通
幽，茶室、茶史小景点缀其间，精致整
洁，是居民休闲锻炼的山地公园。公园
里自然不会再有大片的茶园，但临平人
爱茶喝茶的习俗依然，区里成立了茶文
化研究会，街道两旁时见茶饮招牌，临
平山绵延的茶叶历史，升腾在游人的茶
碗里，谈论在茶客们的话题中。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临平山上茶
张治毅

香漫品茗

蛤蟆背虽然不能作为岩茶品
质判断的标准，但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岩茶的焙火水平如何。

“蛤蟆背”出自 《茶经》，
“凡炙茶，慎勿于风烬间炙，熛
焰如钻，使炎凉不均。持以逼
火，屡其翻正，候炮出培塿，状
虾蟆背，然后去火五寸。”在古
代，其反映炙茶的火候，今指岩
茶经过炭焙后，从冲泡后的叶底
可以看出叶张表面鼓起不均匀的
小泡点，形状如同“蛤蟆背”。

蛤蟆背是由焙火温度和时间
共同决定的。焙火温度不同、焙
火时间不同以及叶片局部受热不
同，就会造成“蛤蟆背”大小不
同、数量不同、分布区域也不
同。所以。从“蛤蟆背”的状态
可以看出“焙工”问题，比如焙
火环节中温度的高低、是否均
匀，茶叶翻焙时是否及时，焙火
过程中茶叶是否“吃火”、是否

“焙透”等。

【状态一】
数量多、泡点较大，叶片黄褐

软亮。这在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出焙
火到位，且焙火过程中的温度相对
较高，焙火时间相对充足，茶叶完
成“吃火”。这样的茶，一般都要
到中火偏上、足火程度，在品质上
一般表现为滋味顺滑醇厚、香气细
幽沉稳、耐泡，且耐储存。

【状态二】
数量多、泡点大，叶片乌褐偏

硬。这样的茶即使有“蛤蟆背”，
也是焙工有问题的茶，其在焙火环
节温度过高或出现病火，茶叶碳
化，喝起来有明显的焦火味。

【状态三】
数量少、泡点小，叶底黄褐

软亮。这样的茶，焙火到位，且
焙火过程中的温度较低，焙火时
间相对短一些，茶叶“吃火”程
度稍轻。这样的茶火功一般为中
轻 火 ， 在 品 质 上 表 现 为 香 气 高
扬、滋味鲜爽。

从“蛤蟆背”巧看焙火
平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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