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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路兴

香采风茶

百年老茶的前世今生

“武夷茶在山上者为岩茶，水
边者为洲茶……洲茶名色有莲子
心、白毫、紫毫、龙须、凤尾……
等类。”在清康熙年间崇安（现武
夷山市） 县令陆廷灿所著的 《续
茶经》 中，曾记述着这样一句
话。不少业界人士由此推断，龙
须茶诞生于武夷山，迄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

寥寥数笔，再无过多着墨，却
也勾勒出人们对龙须茶初创时的无
尽遐想。而“低调”似乎是它的本
色，历经一段时间的沉寂，直到改
革开放后，它才“恍然”间被人们
从记忆的匣子中放出，再度走进大
家的视野。

已迈入耄耋之年的茶叶专家叶
兴渭，仍记得当年生产时的往事。

“20世纪80年代初，来自安溪的商
家发来订单，我才开始在武夷山和
建瓯两地挖掘和制作龙须茶，一共
制作了两三批。”叶兴渭介绍，龙须
茶的采制时间比较晚，通常要在谷
雨之后，采摘标准是一芽三四叶，甚
至连芽也要全开面，连梗一同采下。

武夷山市茶场原场长祖耕荣，

也是在订单的促成
下 ， 才 与 龙 须 茶 结
缘。“2004年前后，接到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订单，我
开始组织老师傅们重新制作龙须茶。
用不同品种制作的龙须茶，内在品质
和口感也存在不同。例如，以水仙为
原料制作的龙须茶，冲泡后茶汤呈橙
黄色，滋味醇厚，极耐冲泡。”祖耕
荣说，时至今日，龙须茶的生产再未
中断，在武夷山和建瓯，仍有人像他
一样在少量生产龙须茶。

在祖耕荣看来，龙须茶最特别的工
艺在于扎束，而最难的工艺在于烘焙。

“这款茶和大红袍的烘焙不同，
需要历经多次的低温烘焙。”祖耕荣
说，龙须茶扎束后，内部包裹的茶叶
不易烘干，若是一次性地进行高温烘
焙，虽然内里的茶叶达到烘干程度，
但由于外部受热过多，茶叶很容易一
碰就碎。

正因如此，制作时要把控好火
候，先低温烘焙再摊凉回潮，给茶
叶内外的干湿度留有转化空间，当
内部的湿气逐渐反到外部时，再进
行补火，如此反复多次，才能达到
理想效果。

“此时，精制的武夷岩茶也需要
进行炭焙。它们刚好利用彼此炭焙结
束后的空档，交替循环进行。这样的
操作，一方面可以使烘焙房得到充分
利用，另一方面，龙须茶的生产也延
长了茶叶的采摘期，产业链的延伸，
同样也为茶农增收带来积极影响。”
祖耕荣说。

可喝可用的“全能”选手

提到龙须茶，丝线绝对是其独
树一帜的标识。龙须茶由丝线捆扎

成一束束
的茶条，
也 由 此
又名“束
茶”。

“有消
费 者 在 冲

泡时会将部
分丝线剪下，

仅 留 下 其 中 一
端。随着水的浸润，

干茶慢慢在杯中舒展筋
骨，恰如龙须凤尾，煞是好看。”叶

兴渭说，但考虑到丝线的安全性和卫
生性，建瓯的生产者也逐步做出改
良，有人改用竹丝来扎束龙须茶。

而在贵州贞丰，龙须茶则被装入
一个个小罐中，装罐前会特意为其

“解绑”，此时茶品已定形，同样不会
影响冲泡效果。

今年春节前夕，福建省茶叶协会
监事长、厦门茶叶学会原副会长徐庆
生到贵州过年，专程到贞丰去看龙须
茶。“这里的龙须茶状似毛笔头，当
地人称其为状元笔。”徐庆生介绍，

“据说它是19世纪从江西铅山传过去
的，铅山和武夷山紧密相连，这也从
一个侧面验证了龙须茶可能起源于武
夷山。”

到了贵州，“入乡随俗”的龙须
茶在工艺上也有所变化，以绿茶和黄
茶为主。“该茶刚制出时涩感强，为
此要先贮藏两年后再品饮，此时经过
转化后的龙须茶，滋味变得甘甜醇
香。”徐庆生说。

除了可以喝，龙须茶还是可以用
的“全能”选手。“它丝线的颜色，
会根据使用的场景来变化：缠黄线
时，用于寺庙；缠红线时，用于婚
嫁；缠蓝线时，则用于丧葬。我们无
法溯源其使用方式的历史脉络，但这
种方式流传至今，也成就了龙须茶别
样的自身价值。”叶兴渭说。

“或许你想不到，我们最大的客
户其实在海外，龙须茶是墙内开花
墙外香。海外的一些客户也是将其
用在寺庙、妈祖阁等场所。”祖耕荣
说，如今，他自己也在挖掘龙须茶
的优势，开辟出了新用途，将其作

为金针梅黑蒜的干燥剂来使用，效
果特别好。

“能将龙须茶传承至今，一方面
是社会需求使然，一方面也源于肩上
的责任感。”祖耕荣介绍，为了帮扶
周边的农村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他
特意将扎束这项工作交给她们去做。

“扎束工艺相对简单，很好上手。她
们扎一个我们给两三块钱，有的人一
天能扎上百个，于她们而言，也是一
份额外的收入。”

人气渐旺地喜迎春天

前不久，来自江西省抚州市的乐
安县政协委员、王坊村驻村干部贺荣
真专程驱车来到武夷山，与龙须茶来
了一次“网友奔现”。

“很早之前，我和祖老师相识，
了解了不少武夷山的茶叶知识，也由
此知晓了龙须茶。尤其是听他提到能
带动当地百姓增收，立刻让我眼前一
亮。”贺荣真笑着说，作为一名驻村
干部，他一直希望能为村民们做些实
事，找寻各种机会为他们牵线搭桥。

“今年年初，我在武夷山实地走
访观摩了龙须茶的制作后，就将一批
尚未扎束的龙须茶带回村里，不少村
民都想参与。他们算了一笔账，利用
闲暇时间进行扎束，哪怕一天得空只
能捆扎上几十个，也有几十甚至上百
元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贺
荣真说。

这两天，他正在参加县政协十四
届四次会议，等回村后正准备问问大
家扎束的进展。“我已和祖老师那边
对接好，到时会由他来统一收购这些
龙须茶。如此一来，销路也不愁
了！”贺荣真笑着说。

如今，看到龙须茶的人气越来越
旺，祖耕荣倍感欣慰。

“听南平市政协委员邴贵君说，
他们正打算将龙须茶制作技艺申请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后也会在直
播平台上，更多地讲述龙须茶的故
事。”祖耕荣笑着说，“龙须茶，在
龙年迎来新机遇，如今春暖花开，
也希望这款有鲜明特色的茶，能迎来
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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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每走进一家饭店用
餐，服务员都会先端上来一大壶
茶，而且几乎是同一款。其颜色
浅黄、味道微苦，有类似中药的
特殊香气。细问之下，得知这是
被文人墨客赞叹千年的“茶中灵
芝”——鹧鸪茶。

鹧鸪茶干茶样貌奇特，海南
岛上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街边小
店，都随处可见——乒乓球大小
的圆圆一颗，外面像粽子一般捆
扎起来，20个左右串成一串，一
般成串出售，几元钱一大串非常
实惠。有人说像沙僧脖子里挂的
大佛珠，但在北方人看来，这造
型更像是我们熟悉的辫子蒜。

“这个茶球是怎么做的？”见
我好奇，皮肤黝黑的茶店老板操
着一口“海南普通话”讲解道：
鹧鸪茶树是灌木科，叶子比较
大，采摘下来后不像传统茶类要
经过杀青等工序，而是简单晾晒
即成，应当属于毛茶，所以制作
成的茶叶片也很大。

晒干的鹧鸪茶叶片可以直接
冲泡。为了便于携带和售卖，当
地人会将茶叶采摘下来后几片相
互叠加，卷成球状，再取晒干的
椰子树叶一条一条作为绑带扎起
来，系成一串后，放太阳下晒干
或挂在房梁上自然风干。海南人
家里待客，就是从这一串串的

“辫子”上拽下一颗小球，直接开
水冲泡，一壶味道清香独特的鹧
鸪茶就泡好了。

按照传统茶类的冲泡方式，
泡鹧鸪茶采用的是“上投法”，即
先加满一大壶热水，再投放茶
叶。用大壶冲泡，也是因为叶片
太大，便于冲泡后茶叶完全展开。

“鹧鸪茶，跟鹧鸪鸟有什么关
系吗？”我又问道。老板笑笑，耐
心地继续讲，早年间在当地方言
中，人们把这种野生灌木叫作

“山苦茶”，据说是上山劳作时顺
手从树上采来回家泡水喝，因其
味道微苦而得名。“后来，也是
传说，一个农民养了一只十分心
爱的鹧鸪鸟，有一天鸟病了，不
飞也不叫，整天打蔫，农民想起
万宁那边山里有这种山苦茶，便
翻山越岭采摘回来泡水喂给鹧鸪
鸟喝。过了几天，鹧鸪鸟痊愈
了，还实现了长寿。这件稀奇的
事慢慢传扬开，老百姓都说这茶
能清热去火，就起名‘鹧鸪茶’，
成了家家户户最为日常的饮品。”
原来这小小一颗茶球还有这么多
故事，我遂对它产生了更多好奇。

我查阅资料，看到清代名医
赵其光所著的 《本草求原 （卷
一）》中如此记载：“鹧鸪茶，甘

辛，香温，主咳嗽，痰火内伤，
散热毒瘤痢；理蛇要药。根，治
牙痛，疳积。”看来传说中老百
姓所言不虚，鹧鸪茶确实有清热
解毒的功效。

“ 羊 肥 爱 芝 草 ， 茶 好 伴 名
泉。”这是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
在海南万宁东山岭写下的诗句。
听说海南东山羊肉质鲜美、毫无
腥膻，也被当地人认为是将鹧鸪
茶嫩叶作为食物的缘故。

鹧鸪茶树因生长于山区，所
以海南琼中、乐东、保亭、五指
山等地都是它的产区，但还是以
万宁东山岭和文昌铜鼓岭的鹧鸪
茶最为出名。历经千百年的传
承，如今万宁一带还保留着一个
古老传统：每年农历五月初，当
地村民就进山采摘鹧鸪茶，并采
上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用来配制
凉茶，这种以鹧鸪茶为主的、算
是拼配而成的茶，被称为“五月
茶”，是每家每户代代相传、人人
会做的茶叶。

我原以为苦丁茶是海南茶的
代表，这番仔细了解下来才发
现，原来鹧鸪茶才更像是海南岛
的“岛茶”，往来如织的游客们
常会买上几串鹧鸪茶作为伴手
礼。当然，鹧鸪茶也在传承中创
新，我路过一些礼品店，看到售
卖“鹧鸪小青柑”茶的，暗自揣
测会不会因为同是球形，又都香
气独特，能润燥去火、润肺生
津，才使二者结合得如此恰到好
处？据探店的游客说，一些商铺
还售卖鹧鸪茶的创意饮品，比如
与黎族米酒结合的鹧鸪酒灼花，
甘甜清香的味道吸引着很多年轻
人前去购买。看来下次登岛，必
须要去尝尝了！

在海南，岂能错过鹧鸪茶？
李冰洁

年龙茶龙

虽然到了雨水节气，全国多地
却飘起漫天白雪。雪景正美，围炉
煮茶，可谓再浪漫不过。但要围炉
煮茶，风炉必不可少。我们今天就
说说风炉。

风炉也叫凉炉，专为事茶而
设。它形如古鼎，有三足两耳，炉
内有厅，可放置炭火，炉身下腹有
三孔窗孔，用于通风。上有三个支
架（格），用来承接煎茶。炉底有
一个洞口，用以通风出灰，其下有
铁质的器具用于承接炭灰。

风炉的历史要追回中国的唐
朝，第一个称为风炉的器物，或是
唐代陆羽亲手做的。

陆羽在其 《茶经》 中这样说
道：“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
形。”又说：“其炉，或锻铁为之，
或运泥为之。”表明风炉通常由
铜、铁，甚至揉泥制作而成。

据说，风炉在日本被视为珍
品，兴盛则是因为明代的隐元
禅师。

隐元禅师于 1654 年到达日
本，一行有大批的中国僧众。他们
把明代的绘画、书法、陶瓷器、印
刷技术、制茶法、普茶料理（精进
料理） 等中国文化也同时传入了
日本。

这其中就有使用明代的紫砂茶
罐、明代的茶碗等冲泡茶叶的“煎
茶”。

在日本煎茶道最盛行的时期，
曾大量进口过中国的风炉，后来，
中国传来的风炉宝物逐渐失传。

但是，日本茶道中的一些风炉
仍保持着中国古式风炉的样子，被
完全精心地继承保留和发扬光大并
推崇至今。

无论中国功夫茶，还是日本煎

茶，都讲究“活火熟汤”，按照这
个要求风炉不断改良，发展至今。
同时，为了满足随处汲水烹茶这一
要求，风炉也不断趋向于轻便。

历代以煎茶为主题的文人画，
不乏风炉煮水的画面，展示了一幅
幅士大夫汲水烹茶雅集的生活
情趣。

山中竹林深处，清溪旁、凉
亭中，诗人独坐一隅，长袍飘
飘。小茶僮在炉中燃起柴火，蒲
扇轻摇、青烟缓缓，带着松脂香
的烟火气息弥漫山间。仿佛透过
泥炉就能清晰感受到沸水与茶相
遇时，茶叶的极致舒张与茶汤的
清新绵长。

■实用日常
1. 选炉子，炉膛一定要深，

才可放足够量的炭。
2.炭要充分引燃，以炭通红且

表面有白色炭灰为引燃标志。烧第
一壶水，加水量要是泡茶容器的
2倍。

3.每次加入的水，控制在下一
道茶汤需要的用水量即可。

4.在第三道茶汤之后要观察炭
的燃烧情况，即时抖落炭上的白灰
和增加新炭，且及时清理炉里的
炭灰。

5.炉腔内的透气孔一定要保持
畅通。

6. 若 要 火 特 别 旺 ， 可 借 助
炉扇。
■注意事项：

1.使用时一定人不离炉。
2.一定要注意通风透气。
3.使用机制无烟炭最宜，果木

炭也好，荔枝炭、龙眼炭等依兴趣
而用。烧烤炭不可。 （张楠）

围炉煮茶说风炉

海拾贝茗

“看看我在哪里？”春节前夕，一位
微信朋友发来一张照片让我猜。我一
看便知，这是在景迈山布朗族翁基古
寨你南丙大姐家门口。照片中，大姐
和朋友在阳光中笑着，非常明媚。

朋友生活在成都，是看到我朋友
圈发过的景迈山茶故事，特意找去大
姐家的。以我为桥，架起新的情谊，还
真让我窃窃有了功德般的小自豪。

说起我与你南丙大姐结下的茶缘，
真的非常偶然。6年前，我赴景迈山采
访，步行穿过翁基古寨时，在一幢吊脚
楼下遇到了坐在阳光中正在捡茶的大
姐。古朴宁静的村寨、午后明媚的阳
光、大姐憨憨的笑脸、笸箩中沙沙的捡茶
声……就如生动的画卷，吸引我驻足。

但时间短暂，大姐的普通话也非
常有限，我们只是进行了简单交流，名
字、联系方式都没有留下。只因买了
她少许茶，让并不是刻意推销茶的大
姐非常不好意思，忙不迭地一会儿赠
送我一包分拣好的黄片茶，一会儿又
塞给我一把香蕉，淳朴可爱的深情深
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回京后，我曾
撰文回忆当日的相逢。

当时的景迈山远远不如今天知
名，我也是采访之后才知当地正在努
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于寨子里的茶
农来说，好像更是少有人意识到，申遗
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但我真的很喜欢景迈山，尤其是那满
山的茶园，以及和大姐一样淳朴可爱

的少数民族同胞。所以，也曾几度撰文，
为景迈山鼓与呼。

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
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
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高
兴了好久，更希望尽快能重返旧地。也
自然而然想到，若能和当年偶遇的大姐
重逢，行程会更加完美。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在手机中翻
出当年的合影，在寨子里一路询问，几经
热心指点，终于找到路边一个吊脚楼下
摆着简单小摊的大姐。看到当年的照

片，她的眼睛里瞬间闪出了晶莹的光。
大姐热情地领着我们来到她家——

一套并不很大的布朗族民居，楼上居住，
楼下是整洁的店面。迎出来的男主人也
是一样朴实的笑容。

两个人快速地烧水、泡茶，拿出花生
等自家的零食，喊着我们坐下来喝茶。

谈笑间，我问他们，6 年前大姐曾
说，茶卖不上好价钱，现在怎样了？大姐
笑着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现在好多了，每
年卖茶大概能给她家带来四五万的收
入。大哥接过话说，现在已经有人固定

帮他们卖茶。
但由于方言较重，我最终没有听懂，

到底是谁在帮他们。
得知我们要买他们的茶，夫妻俩一

阵商量，搬出一大袋茶。我们大概听明
白了，这是他们家最好的普洱生散茶。
大姐依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有点
贵，如果嫌贵，也可以选其他的。

看到我们坚定地要 1 公斤这款“贵
的”，大姐满满地塞了一袋，秤上显示
1.15 公斤。我们请她抓出来一些，她却
一再墩紧，用力封住了口。

我们说还要一些古树红茶，大姐又推
荐了一款。和那款“贵的”一样，两款茶在
我们常见的同类茶中，真的非常划算。

聊天的工夫，大姐已经又忙乎着装
了一饼熟普、一些龙珠生普。“送给你们，
都是自己的茶，没农药没化肥，好喝！”大
姐说。然后，大姐又拿出自己做的糯米
粑粑，执意让我们尝尝。

一直张罗给我们泡茶的男主人也“不
甘示弱”，先是拿出两瓶自酿的苞米酒，现
场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配酒，好得
很！”随后，他又走出家门，几分钟后拿了
两根甘蔗回来，“自己种的，你们拿着吃！”

大姐依然不太会用手机，也依然更
愿意收现金。好在大哥有微信，虽然使
得不熟练，总算加上了。

出门前，我看到墙面上的营业执照
上写着“你南丙”，才知道了大姐的名字。

大姐说，谢谢我记得她；我却想说，
因为这一场重逢，我从景迈山再一次带
回了快乐。

不知不觉间，春节前后，已经有三位
朋友受我朋友圈文章的“导览”去往景迈
山，有两位朋友走访了你南丙大姐家。

每一次朋友传给我照片或者其他信
息，我都会开心无比。所谓茶缘，都是
善缘。

与布朗族大姐你南丙的茶缘
李寅峰

你可能见过如
银似雪的白毫银针，
见过金黄黑相间的金
骏眉，见过条索紧结
乌润的大红袍……
但你可能还未曾得见
这款福建茶中的“显
眼包”，只需一眼，
便足以令人过目不
忘：它个头不小，
足有一两寸长；色
泽深褐，两头尖中
间 鼓 ； 最 为 特 别
的，是它周身被“五
花大绑”，根根红线
将其缠绕，打眼一
看，恰似春节里拉长
版的“红灯笼”。

它正是福建
茶中颇为小众的
独特存在，名
为龙须茶。龙
年品龙茶，这
款龙须茶，到底
有啥来头？

在你南丙大姐家的火塘边茶叙在你南丙大姐家的火塘边茶叙。。从右至左依次为你南丙从右至左依次为你南丙、、作者作者、、你南丙的你南丙的
婆婆婆婆、、作者的母亲作者的母亲，，两位老人同龄两位老人同龄，，均是均是““8080后后””。。

用龙须茶拼作的用龙须茶拼作的““寿寿””字字

龙须茶龙须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