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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路兴情速递茶

片新闻图

海拾贝茗

从父亲一屋子的存茶说起

邱琴岚虽然生长在武夷山，但她少
时并不曾关注过家乡的茶。

她记得小时候在武夷山，茶是用大
茶缸子喝的。“一把茶抓进去泡一天，
直到没有了味道。”武夷岩茶默默无
名，也廉价低端。正逢当地旅游业快速
发展，茶农纷纷放下茶园的生计，客串
当起了导游，茶愈发不值钱了。“当年
的茶卖不完，堆在一起就废了，甚至还
会倒入河中。”邱琴岚的言语中，满是
可惜。

那时，家里人都在忙着做生意。作
为“老茶鬼”，邱琴岚的父亲在忙碌中
不忘从茶农手里买一些茶，自己慢慢
喝。因为从来不拖欠茶款，当地茶农都
喜欢把好茶卖给他，他也不忍心拒绝茶
农，不知不觉，居然囤下来“一屋子”
茶。直到2000年，家里的酒店生意稳
定下来，爱茶的邱爸爸可以安心喝他的
茶了，才发现，那些囤的茶经历了时间
的转化，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其中一
款2001年的竹窠肉桂，存了5年后有
了沉香木香。我爸爸感觉到太神奇
了！”邱琴岚说，对茶愈发喜爱的父
亲，也开始更用心地去收好茶，更细致
地去品鉴、研究。

“存得用心，才有了现在的收藏。
迄今为止，父亲总共就收藏了4万多

斤岩茶。每款收藏的茶，都有自己独
属的标签。我也是和这些茶相伴成长
起来的。”邱琴岚自豪地说，后来，父
亲干脆自己开始张罗去做茶。“他不是
制茶大师，却对茶倾注了浓烈的爱和
极致的专注。每一斤毛茶炭焙的时
间，每次焙火的温度，每泡茶精制时
的口感，他都把控得极其严格。他
说，每一片叶子都是有生命的，焙火
程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现返青。焙
火要讲究适度和平衡，既要激发香
气，又不能反复焙火过分刺激。就如
人睡得正香时被唤醒，那是很难受
的，茶叶也是一样。”

难忘让自己一夜未眠的那泡茶

父亲对茶的痴迷，或多或少影响到
邱琴岚，但让她真正走入茶行业，却另
有机缘。有一次，在一位叔叔家喝到一
泡茶，让这位武夷山的姑娘第一次深刻
认识到家乡茶的魅力。

“只记得喝完茶后，我一夜没有入
睡，茶香在口腔里乃至全身不停地回味
着。‘口舌生津’，名副其实。这片叶
子，怎么可能这么神奇？”时隔多年，
那泡茶的记忆，邱琴岚还是“刻骨铭
心”。她也更理解父亲对茶的痴迷和热
爱。

不如去北京开个武夷岩茶的茶馆
吧，家乡的好茶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也趁机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邱琴岚的想
法得到父亲的支持，2006年，小茶馆在
北京市朝阳区开业，主打的就是武夷岩
茶。而“品林记”也是父亲随意起的名
字，在这对父女心里，茶好是关键，“花
里胡哨的形式，都不重要”。因此，邱琴
岚的茶，每一泡包装都是简易的牛皮纸，
上面简单写着“水仙”“肉桂”“大红袍”
等等，“品林记”三个字，是一个浅显的
红色印章。“都是手工盖上去的，没有印
刷。”邱琴岚说，“相较于外面的包装，把
里面的茶做好了更重要。”

难忘自己的爱茶梦

“我始终非常感恩，武夷星等龙头企
业在这个行业的早期耕耘，把武夷岩茶的
名片叫响了。”邱琴岚之所以这样说，是
有感于茶馆初面世时，武夷岩茶尚名不见
经传。如今，岩茶的红火已经丝毫不逊于
当年的普洱、铁观音，甚至大有赶超之
势。“我们这种微小茶企、个体的茶人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享受了红利。”也因
此，有了“品林记”的茁壮成长。最近搬
到金融街附近，以“武夷山正岩茶品鉴空
间”的招牌问世，“品林记”更多了高端
时尚的味道。

但在邱琴岚心里，无论龙头，还是微
小，各自都有各自的情怀，各自都有相同
的使命。“要做就做好茶。把最好的武夷
岩茶呈现给爱茶的消费者。”

本着以上的信念，邱家父女都在各自
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着。“我父亲就管制
茶，把控茶叶的精制。我在北京负责把茶
传播好、卖明白。”两个环节相隔千里，
却也紧密相连。邱琴岚说，为了保障茶的
质量，他们只做正岩茶（核心产区的武夷
岩茶），而且不求量大，每一年只有一两
千斤的产品。父女俩的工作作风也雷同，
追求精益求精，但也十分“舍得”。

“这些年正岩茶太贵了，一些做茶人
舍不得很多轮的审评。但我父亲焙茶很舍
得。他在焙茶的过程中不断试茶，不断审
评，一点一点调整温度。他说，这是对消
费者的尊重，也是对茶的生命的尊重。”
父亲对茶的态度影响了邱琴岚，在她的茶
馆中，每一位茶艺师都品鉴过自家各类最
好的茶。“大家都对这些茶有了认知，甚
至是理解，才能为客人泡好茶，传播好
茶。”

“我也真的挺自豪，自己继承了父亲
对茶的敏感度，这来自先天的味蕾，也来
自后天的专注度。总之，你只要对茶足够
认真，它就一定会回馈你惊喜。”说到这
里，邱琴岚笑了，“从2006年开始，我花
了十多年时间，终于把正岩茶搞明白。如
今，我的茶，我分享的武夷山正岩茶的品
饮体验和茶文化，也得到越来越多爱茶人
的认可。”

采访结束时，冬日的阳光穿过茶空间
木制的窗棂，映照在那栋以武夷山岩石砌
成的墙壁上，泛着茶汤般的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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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寅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叶的国家。从“神农尝百
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药用，到春秋以来茗粥、茗
菜的羹饮、食用，直到唐代，茶之为饮蔚然成风，“天下益知饮
茶矣”……数千年来，我们在茶的培育、采制、品饮、应用等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于贡茶文化最早的文字记载，则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
志·巴志》，周武王灭商后，巴蜀部落以“香茗”纳贡。至唐
代，贡茶制度最终形成，自此历代相沿。全国各地的优质茶叶通
过严苛筛选，精心加工制成贡茶，是历代茶叶最高水平的代表。

清代是中国古代贡茶文化发展的顶峰。古籍资料、清宫记档
及故宫院藏的四百余件茶文物，让我们能够一览千百年来茶叶产
区、品类变化，遍寻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地方名茶。

由北向南，沿着这份故宫“茶地图”，看看你的家乡喝的是
什么茶？

安 徽

徽茶名目繁多，所载有开火茶、苦茶、雀舌、莲心、金芽、
北源茶、紫霞茶等。产地中，又以明代即开始贡茶的六安州最为
著名。

乾隆四十一年（1776）纂修的《霍山县志》中载，“本山货
属，以茶为冠。其品之最上者，曰银针，次曰雀舌，又次曰梅花
片。”

银针取枝顶一枪，雀舌取枝顶二叶微展者，梅花片则是选择
最嫩的茶叶。这几类茶叶一直是重要的贡茶品类。

浙江

浙江，是中国茶文化中又一不可或缺的地标。茶圣陆羽曾长
期居于湖州苕溪，在此完成著作《茶经》，传世不朽。

浙江自古为茶叶大省，佳品极多，享有盛誉。除名满天下的
紫笋、龙井外，更有《茶史》中所言，“如天台之雁荡，括苍之
大盘，东旸之金华，绍兴之日铸，钱塘之天竺、灵隐，临安之径
山、天目，皆表表有名。”

浙江贡茶盛于唐朝。《茶经》云，“浙西以顾渚茶为上。唐时
充贡，岁清明日抵京。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故称
紫笋。”到了清代，龙井茶则异军突起，后来居上。

龙井茶，是我国著名的茶叶品类之一。闻名遐迩的“雨前龙
井”，于谷雨前采摘制作，其味无穷。清代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龙
井茶进入宫廷，乾隆帝也有数十首关于龙井茶的诗歌存世。

除龙井外，清宫旧藏还可见灵山茗茶、人参茶膏等品种。产
自浙江的黄茶，还是清宫制作奶茶的主要原料之一。《大清会
典》记载，康熙时期，浙江布政司每年进贡黄茶达一百二十篓。

湖 南

湖南产茶历史较早，且五代时即有贡茶记载，岁贡额量已达
二十五万斤。宋代以后课额更多，按《宋史·食货志》载，“总
为岁课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

湘茶产地分布也十分广泛，《本草纲目》中提到“楚之茶，
则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岳州之巴陵、辰州之溆浦、
湖南之宝庆、茶陵”；清代时，全省九府四州皆有产出。

“花卷茶”为安化黑茶一类，始于道光，因使用篾篓包装外
表呈花格状而得名。起初，人们做成这种树形紧压茶是为了方便
运输，后来倒逐渐形成了品牌。

这份花卷茶外表形似树干，非常紧实。前人曾在上面贴有
“树形普洱共两块每块重十斤”的字样，经研究，此茶为安化黑
茶而非普洱茶，因此名称改为“花卷茶”。

云 南

梳理名茶种类，不得不提云南普洱。按古籍记载，其实早在
唐代，西蕃人即已饮用普洱茶，只是由于地理悬隔，宋代之前普
洱茶尚不为中原所知。

普洱茶主要产区为六茶山。清代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记
载，具体的普洱贡茶品类有八色，即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
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有瓶盛芽茶、蕊
茶，匣盛茶膏。

中国茶叶名称中，名为“蕊茶”“芽茶”的茶品有很多，多
指细嫩的茶芽或茶叶。经过比对，可以认定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一
款蕊茶属于普洱茶。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普洱茶膏，色泽如漆，膏体平滑细腻，造
型上呈四方倭角形，上表面中心为团寿字，四角隅以蝙蝠纹
装饰。

根据《本草纲目拾遗》，普洱茶膏不仅是一种饮品，还可作
养生良药，“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
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搽
研敷之即愈”。

在祖国各地的众多茶品种类中，你是否找到了家乡的味道？
今天，我们早已习惯在闲暇时一品香茗。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
享受来自天南海北的特色名茶。

茶香虽各异，但独属于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总是相通。对
于中国茶文化历史探究的不断深入，也将为现代茶产业的工艺和
标准等提供指引，让茶文化在新的时代得以更好地传承发扬。

家乡的一缕茶香，清馥隽永、余味悠长，飘向更远方！
（来源：故宫博物院）

沿着文物，探寻茶的足迹

作为我国传统优势产业，
茶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也
是关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民
生产业。近年来，我国茶产业
快速发展，产量和消费总量居
世界首位，但目前仍存在大而
不强、大而不精、大而不彰等
不足之处。中国如何成为茶业
强国？品牌一词，成为中外专
家将目光汇聚的焦点。

日前，“中华茶 世界风”
首届中国茶品牌文化年会在浙
江新昌举行。这一由中国国际茶
文化研究会、浙江日报报业集
团、新昌县人民政府主办的活
动，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行
业大咖以及国内爱茶、懂茶的资
深茶友齐聚一堂，通过研讨和交
流，进一步明晰茶产业发展方
向，推进品牌文化打造、产业技
术创新，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茶产业的发展要靠品牌提升
价值，而品牌要靠文化来赋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为我国茶
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

和精神资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所长姜仁华在茶品牌发
展中提供了破题思路，他认为文
化可以提升茶叶品牌价值、提高
茶叶品牌竞争力、增加品牌忠诚
度、实现品牌差异化，要用文化
厚度构筑茶品牌的高度，激活文
化基因赋能茶品牌建设。

“中国茶衍生品牌发展，或
许是中国茶产业跨越式发展的
重要途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茶叶研
究所所长王岳飞认为，茶衍生
品牌发展的关键在于，要千方
百计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与
茶相伴，不论是以茶入菜、以
茶为饰，还是以茶洁身，要通
过“茶+X”让大家把茶吃起
来、用起来！

澳大利亚茶文化研究会会
长大卫·莱恩斯分享了一个有
趣的现象：在大多数澳大利亚
茶叶消费者的心目中，代用茶
或花果茶也是茶。“比如薄荷
茶、洋甘菊茶都被认为是茶，
它们和用茶树叶子做成的茶没
有区别。”他说，这种现象存在
的原因在于大众对于原叶茶的
认知度不够，品牌发展的前提
在于通过教育和文化提升大众
对茶叶的了解。如果能多创造
出吸引“Z 世代”群体的茶叶
产品，那么茶叶将迎来一个新
的黄金时代。

建设茶业强国，必须打造
茶品牌强国。当今时代，需要
更多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品
质、中国创造的茶品牌。中国
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周
国富为茶品牌文化建设的路径
提出了三点建议：要用“三茶
统筹”理念推进中国茶品牌文
化战略；要坚守诚信文化，科
学制定标准，强化监管体系，
保护知识产权，强健品牌文
化；要优化品牌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年会
还包含了首届“世界茶乡看浙
江”茶品牌发展论坛暨新昌天
姥茶会、首届中国茶品牌文化
传承与发展论坛两大分论坛。
活动期间，成立了“世界茶乡
看浙江·浙江茶品牌联盟”和

“ 全 国 名 茶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联
盟”。联盟的成立，将进一步探
索中国茶品牌的可能性，为茶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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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采茶季，铁观音发源地——福建省安
溪县都是一派忙碌景象，已事茶近40载的泉
州市人大代表、国家级非遗乌龙茶制作技艺
（铁观音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陈两固，更是
在“白＋黑”的节奏中，手捧出一缕缕茶香。

可他在制茶时却关注到一个现象：那些在
茶园或茶厂的一线工作者，几乎都“上了一定
年纪”，很少从中看到年轻人的身影。

“目前，从事茶树种植、茶园管理和茶叶
初制的一般是50岁以上的劳动力，甚至70多
岁的老人还负责种植和管理着茶树。年轻劳动
力的流失，无形中会使得茶叶种植及制作面临

‘后继无人’的困境。”陈两固说。
日前，在福建省泉州市“两会”现场，陈两

固讲起的这一担忧，引发不少茶界人士的共鸣。
“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造成这一现状的

原因是多重的。以安溪茶学院为例，该校茶学
专业毕业生每年约160人，就业涉茶岗位的人
数仅占55%，且省外生源不少返乡就业，其
余的毕业生难以满足泉州本地茶业人才需求。
再加上采茶、制茶等工种在多数人认知中属于
体力劳动，工资相对不高，缺乏职业前景，报
考涉茶职校的学生呈下降趋势。”陈两固说。

为此，他建议泉州市相关部门能够在茶教育
领域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如制定人才补贴政策，
进一步向茶专业人才倾斜，更好引导茶专业毕业
生留在当地。同时强化政企联动，探索建立管培
生制度，给予茶专业毕业生一定的薪资报酬和人
文关怀，让各茶企重视员工培训与在职教育，通
过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茶学院、涉茶职校也要投入更多心力，
做好解读和指导工作。比如，招生前召开专业
推介会，由在读生或毕业生介绍专业学习内容
和就业方向，让考生对茶专业有更清晰的认

知，初步建立茶专业职业生涯
规划等。”陈两固说。

在他看来，茶产业需要年
轻血液，而年轻人若能深耕茶
行业，无论是在茶园管理、茶
叶生产加工还是茶文化推广领
域，都大有可为。以他最熟悉
的制茶环节而言，若能学懂学
精，生产出市场认可的优质茶
品，或是结合年轻消费者的喜
好，制作出更符合青年市场的
特色茶品，都会迎来值得期待
的发展前景。

“当然，这需要年轻人沉
下心来去摸索、去实践，真正
扎根在一线。”陈两固坦言，
自己也是在20岁左右开始学

茶。初学时技术不熟练，炒好的茶拉到集市上去
卖，无人问津。可他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向周围
的茶农请教，自己边学边悟，在一次次的不成功
中吸取经验、教训，直到做出自己满意、市场认
可的好茶。

如今，作为制茶大师的陈两固总是分享这
“手艺”的关键——实践出真知。“最重要的还是
动手去做，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去体悟每道工序
的奥秘。例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温湿度都会影
响制茶环节。不亲自上手炒，读再多的书，也很
难炒出一泡好茶。”

而制茶，只是年轻人融入茶产业发展浪潮的
一条路径。“茶园的科学管理、茶技术的研发、
茶品牌的宣传、茶产品的营销、茶旅游的打造乃
至茶文化的推广，都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尤其
年轻人对互联网、短视频、直播等更加熟悉和了
解，他们可以发挥专业特色、凸显青年视角，给
传统茶行业带来更多活力，让茶‘破圈’，走向
更多大众，甚至走向世界。”陈两固说。

2023年，陈两固作为铁观音制作技艺的非
遗传承人，曾到访菲律宾等国家推广中国茶文
化，也有一些外国友人来到他的茶园考察，了解
安溪铁观音的历史和制作技艺，并将铁观音作为
茶礼带给他们的亲友分享。

“当前，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已入选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含铁观音制作技艺在内的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当前泉州茶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也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茶文化的海内外推广，同样可以成为年
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从中
寻找机遇，与茶结缘，助力乡村振兴，在茶产业
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创造更加美好的未
来。”陈两固说。

陈两固代表：

青年“遇”茶，让产业“后继有人”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北京市西城区的金融街，是一个快节奏的都市圈。近来，街区附
近悄然落户了一家名曰品林记的茶品鉴空间。大门开关之际，气流飘
过，拾级而上的人便隐隐嗅到岩茶的香气，令人不禁好奇、神往。

原来，这真是一家主推武夷岩茶的茶馆，其主理人邱琴岚，是一
位土生土长的武夷山姑娘。曾经是空中乘务长的她，2006年怀揣着对
茶的满腔热爱，从家乡福建来到北京开茶馆。

“三生有幸，在北京，我与我心爱的茶结缘这么深。”娓娓讲起自
己的茶故事，邱琴岚的开场白真诚而唯美。

1月18日，由天恒集团、新华社中国搜索联合主办的北京茶
业交易中心上线仪式在新华社举行。据悉，北茶中心严格遵守国
家金融监管要求，立足茶产业、服务茶产业、赋能茶产业，由聚
焦金融交易转为聚焦产融结合为目标的“产、销、融、链”的平
台模式。随着北茶中心线上业务的逐步开拓，北茶模式也将辐射
复制至国内重要的茶业产销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北京茶业交易中心上线仪式举行

人茶缘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