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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拾贝茗

乡采风茶业视点茶

这些年，频频行走于边疆，体
验过多民族的茶风茶俗。但最令我
触动的，是今年春节前在云南景迈
山布朗族大姐你南丙家里体验的
火塘烤茶。

乃至春节期间在家休息时，多
次翻看当日拍下的照片、视频，吊
脚楼里烟气缭绕的火塘畔场景在
眼前重现，令人泛出脱离尘世的笑
意。

是的，那烤茶，就是脱离尘世
般的感觉。

那一天，你南丙大姐和她的丈
夫俄丁洪大哥先是在楼下茶室接
待我们的，聊到酣处，俄丁洪大哥
上楼换了一身整洁的布朗族服装，
还搭配着一顶时尚的礼帽，然后操
着夹生的普通话对我们说：“请上
楼，我给你们做烤茶……”

从小生活在边疆，对少数民族
同胞的淳朴好客感同身受，对于这
样“隆重”的邀请，我们知道，必须
积极响应。于是，在他们夫妻的引
导下，沿着吊脚楼一侧的木制楼
梯，我们走上二层。

这是他们的生活区。楼梯南
侧，先是一个开阔的大客厅，过去便
是一个带着露台的房间。露台上晾
晒着各种腊肉。可以看出，这间带露
台屋子兼具厨房和餐厅功能。更吸
引我们的是靠近露台一角的地面上，
有一个传统的火塘，塘中有将熄未熄
的炭火。炭火上有一个金属架子，上
面“坐”着一个单柄土陶（砂）罐，有些
像我们常用的大公道杯，又有些像酒
壶。这便是大哥烤茶的“道场”了。

夫妻俩热情地搬出小凳，安排我
们围坐下来。家中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也穿着一身民族服装参与进来。我带
着妈妈和两位姐姐，加上大哥的妈妈
和妻子，六个人叽叽喳喳地热烈寒暄
着，大哥则进进出出一通忙活。

眼见柴火多了起来，火也旺了起
来，坐在对面的大哥左手拿起一个巴
掌大小的葫芦瓢，凑近火塘温了温，
右手抓了一把普洱生茶放进去。就在
我疑惑，木制的葫芦瓢怎么能够放到
火苗上烤时，只见大哥右手拿起一双
很长的铁筷子，从火中夹起约十公分
长的一段烧得红红的木条，放进葫芦
瓢中，左手同时快速地颠瓢，瞬间，茶
叶焙火的香气冲了出来。紧
接着，大哥放下筷子，在左
手颠瓢的同时，右手几指伸
入瓢中捏拌着，帮助炭火和
茶叶均匀接触。看得出来，
大哥希望每一片茶叶都感
受到炭火的温度。可以想
象，那只右手是久经“烤”验
的——捏拌时快、准、稳，捏
完后迅速撤离，动作干劲利
落、水到渠成。

再后来，大哥几次夹起

炭火放入葫芦瓢颠茶，几次捏拌，炭块越
来越小，频率越来越慢，焙茶的香气也越
来越浓。我们知道，烤茶要做好了。

这时候，火塘架子上土陶（砂）罐
中的水沸腾起来，时间刚刚好。

只见大哥轻轻抓起一撮烤茶，凑
近土陶（砂）罐口的正上方，快速地松
手，茶稳稳落入沸水中，又随着罐下
炭火的烘烤翻滚，茶汤的清香随之弥
漫在整个吊脚楼中，让围坐在火塘边
的我们瞬间垂涎三尺。

大哥小心翼翼端起茶罐，把我们
面前的茶盏都斟上茶，自己端起一杯
品了一口，满意而自豪地笑了。我们
一干女茶客也都端起杯，品了一口，
不由分说对他竖起大拇指。

必须声明，我们绝不是客套地赞
美，这烤茶真的是“惊艳”——茶汤色
泽清泠，澄黄中泛着一抹浅绿，一眼
见底，并没有炭火杂质；香气很足却
不唐突，烟火、茶味、香水味融合的感
觉，嗅着提神、暖心；入口也是非常甘
甜，丝毫没有生茶的生涩味，一杯下
肚，唇齿留香。

看得出来，这是俄丁洪大哥的
“看家手艺”，无论是他自己、他的亲
人，还是我们这些远方而来的游人，
都被他的烤茶深深吸引。大家品着、
赞美着，火塘边的氛围格外快乐、充
满暖意。

说实话，之前喝过其他少数民族
的烤茶，多是把茶放入小砂罐中烘
烤，然后注入沸水冲泡。俄丁洪大哥
将炭火夹入茶叶的烘烤方法，我是第
一次见到。这是当地的习俗，还是他
独创的技艺？由于语言不甚相通，我
最终也不明所以。

春节假期居家休息，最大的乐趣
是日日品茶。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旅途
中那种寻茶、问茶的感觉，烤茶就更
是不用说了。

好在，围炉烤茶已经火遍大江南
北，应该算是对烤茶文化在创新中的
一种传承。但我还是想再去景迈山，
去俄丁洪大哥家的火塘边，喝一杯真
正的烤茶。那烤茶，能令人泛出脱离
尘世的笑意。

忆布朗族大哥的那杯烤茶
李寅峰

屋顶是笼形吊灯，后排是中式屏
风，古色古香的茶桌上，铺就着绿色茶
席，盖碗、公道杯、茶艺六君子等一应
俱全。

你或许会问，这是不是产茶区某
所学校的特色教室？实际上，它的坐
标，恰恰位于不产茶的新疆。

此时，在阿克苏市第十五中学，这
间寻常又不凡的茶艺教室正敞开怀
抱，期待着与刚开学的师生们在春天
相遇，与一杯杯中国茶撞个满怀。

它从杭州来

这间茶艺教室，是从杭州“搬”来
的。

这句话看似有些不可思议，于援
疆教师、阿克苏市第十五中学副校长
叶娓而言，却是她工作的真实写照。

2023年年初，作为杭州市第11
期第1批援疆教师中的一员，杭州市
紫阳小学副校长、点茶非遗传承人群
体代表叶娓第一次踏上阿克苏的土
地。这里天高云淡、风景宜人，虽是
初次到访，却令叶娓油然而生一种亲
切感。

入职当天，她介绍起工作经验，很
自然地提到自己的教学专长——茶，
令她颇感意外的，校领导和师生都来
了兴致，请她多讲讲，也是从那时起，
这粒茶种子在学校悄然播下。

“来新疆的第一年，我主要干了两
件事：上半年筹建茶艺教室，下半年开
设茶艺课程。”叶娓笑着说，为此，她连

“五一”假期都顾不上休息，新来的教
师都相约在新疆走走转转，她却一门
心思全扑在茶艺教室上。

起初，叶娓的内心也很忐忑。“空
出一间教室很容易，但要打造一个像
样的茶艺教室却不简单。要采买茶桌、
茶席、茶具等一系列专业设备，更需要
对茶室进行整体装修设计，花时间、精
力先不说，资金就是摆在面前的第一
道难题。”叶娓说。

燃眉之际，这位平日里一门心思
讲好课的教师，只好硬着头皮去“招商
引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杭州
市茶文化研究会原办公室主任取得联
系，希望他们能帮忙多找几位茶界人
士帮扶一把。”

没想到方案发过去，不到10分钟
便来了回复：杭州西湖茶叶有限公司
董事长戚英杰第一个响应，并愿意为
教室的所有开销“买单”。

“他一个人就‘承包’了整间教室
的所有需求，不仅源源不断地送来了
桌椅、器具，更贴心地寄来了西湖龙
井作为教学茶样，请师生们品鉴。”叶
娓笑着说，幸福真是来得太突然了！
回想起那个午后，她感觉阳光都比往
常明媚。

2023年5月，茶艺教室落成当天，
叶娓在装饰一新的室内驻足，那是一种
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她遥想着近4600
公里外的杭州茶人，默默在心中念道，

“感谢这份远道而来的情谊，那扇茶文化
之窗，已向师生们徐徐打开！”

师生“上才艺”

行茶礼、温杯盏、点茶汤、画茶图，
厚厚的白色沫饽上，正清晰地显出一
个“茶”字……

这是第一届南宋斗茶会“美丽小
茶人”新疆赛区斗茶活动，也是位于杭
州的第十一届南宋斗茶会首次在新疆
开设分会场，和雅茶艺社团的小茶人
们身着汉服，手持茶具，动作娴熟地完
成着点茶作品。

这场“斗茶会”，如同一次茶艺教
学的成果展示，让叶娓欣慰不已。“孩
子们对茶的兴趣很浓，才学了几个月，
已然有模有样。”叶娓笑着介绍，茶艺
教室布置好后，她便马上着手开课，带
领师生了解茶文化知识、学习茶艺技
能，深入感受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所在。

“在教授绿茶时，我们在课堂上冲
泡了西湖龙井，那是很多学生人生中
第一次清饮一杯茶，大家都跑到我面
前分享感受，‘老师，没想到它这么好
喝、这么香’，完全打开了茶的新世界；
在教授点茶技艺时，我的讲台旁更是
围了一圈小脑袋，连老师都很新奇，没
想到茶里还能作画、写字！”

正是这样的热情，让茶艺的教学
延伸到了课堂外。如今，叶娓已组建了
2个学生社团和1个教师社团。在第十
一届南宋斗茶会茶席设计项目上，茶
艺社团的老师们也登台亮相。

他们设计的茶席格外显眼，处处
都能找寻到杭州和阿克苏的融合元
素：在装饰上，既有新疆独具特色的胡
杨林风景，又有杭州西湖的微波荡漾；
在点茶的作品中，他们还特意将新疆
特产玫瑰花、冰糖、核桃与杭州的桂花
搭配，拼成了一朵格外娇艳的石榴花。

“这样的设计，将宋代茶文化与阿

克苏本地饮茶文化相融合，通过茶融、
景融、情融的设计，让文化气息在茶席
间交织互融。”叶娓说。

茶艺“火出圈”

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校园参与活
动，没想到，“斗茶会”的举办，让
茶在阿克苏成功“出圈”，当地新闻
媒体争相采访，报道还登上了“学习
强国”平台。

“现在，当地宣传部的副部长联
系我，希望在国学馆成立一间茶艺工
作室，对外展示中华优秀传统茶文
化，促进当地与杭州的茶文化融合；
家庭教育协会的工作人员也联系我，
他们想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开一门茶
课，对维吾尔族家长进行点茶教学；
当地妇联也和我打了招呼，希望对妇
女群体进行茶艺培训……”叶娓说，
一时间，这堂茶艺课如同湖中泛起的
涟漪，正从学校走向社会，带动更多
人燃起学茶的兴趣，更愿意深入地了
解底蕴深厚的传统茶文化。

“其实，新疆虽不产茶，但喝茶
的氛围一直很浓厚。”叶娓介绍，随
便走进一家小超市，都会看到里面售
卖着各种各样的茶，品种甚至比杭州
超市要多，黑茶、砖茶、拼配茶等不
一而足。平日到饭店就餐，服务员也
一定会端上来一壶热气腾腾的茶。阿
克苏的维吾尔族同胞比较多，茶是他

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也正因如此，茶，让初来新疆的叶

娓，迅速融入了这个新家庭，有些学生
听说她今年6月便要返回杭州，都跑来
挽留，“叶老师，您能不能不回去？”

去年教师节，一位女同学还特意为
叶娓准备了礼物。“它不是贺卡，不是
笔，而是一支发簪。这个孩子竟然关注
到我平日用发簪簪头发，礼物我虽然没
有收，这份心意却让我暖了很久。”叶
娓说。在她看来，茶，如同一个纽带、
一座桥梁，让原本陌生的彼此有了链
接、感到亲近，如这茶香般温暖依恋。

如今，她还收了十余个“徒弟”，
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我希望在自
己返杭后，能将茶的教学延续下去。未
来，我们还会继续将茶文化元素融入校
园文化建设，引导师生通过劳动习茶、
礼仪敬茶，培养茶文化兴趣，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走近师生的学习和生
活，全面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同时，
我也计划接过社会各界伸来的橄榄枝，
积极开展文化润疆活动，让更多新疆朋
友了解茶、爱上茶文化。”叶娓说。

2月25日，刚结束寒假的叶娓返回
新疆，已对新学期的课程摩拳擦掌：

“下周，我们新学期的茶艺课正式开
课，我准备让孩子们像参与情景剧一
样，扮演在茶事活动中的角色，沉浸式
地体验茶事礼仪和文化；我还准备教授
红茶的冲泡技艺，当然还有现在火爆的
新式调饮茶，孩子们已期待很久……”

这间茶艺教室，坐标在新疆！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临沧市永德县，是云南大叶种茶的核心
产区之一和“熟茶之乡”，这里家家有茶，户户
产茶，茶叶是永德人民脱贫致富的金叶子，以
其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散发着诱人的醇香。

眼下茶坡茶园的枝头已冒绿色茶芽，当
地县政协委员和茶农们关注的“茶事”“斟”上
了委员工作室的茶桌。

这家名为“阿木尼茶馆”的茶室，是2023
年永德县政协新创建的委员工作室马志成委
员工作室。马志成热衷于以茶话题公益直播，
在日常履职中积极传播永德茶文化，“我的初
心是想帮助群众通过茶叶提高收入，希望更
多人通过直播和视频爱上永德茶叶，爱上永
德的风土人情。”

日前，为倾听基层群众对于茶产业的想
法，马志成委员工作室召开了一场“委员话茶
会”，委员们与当地茶农围坐茶桌，在同饮一
壶清茶中，畅谈家乡茶产业的发展。

“永德出好茶，但在对外宣传上稍显单
薄，应该结合永德丰厚的底蕴文化，讲好永德
茶文化故事，特别是要打造‘永德熟茶’品牌，

让人记住永德、记住永德茶。”李映彪委员说。
“近年来，永德县政协一直关注茶产业发

展，围绕该主题组织了多次调研，并到村、组
开展茶叶产业基层协商，提出了不少助推茶
产业发展的提案和好的意见，有些建议已得
到了采纳和落实。”县政协民族宗教港澳台侨
外事委主任周文山说。

李敢月委员同样深有感触：“永德县是云南
大叶种茶的原产地之一，百年以上栽培古树茶
茶园面积大约0.3万公顷，我建议在对古茶树树
龄进行标记的基础上，动态识别古茶树龄和保
护标识牌，为其制作‘身份证’。与此同时，作为一
个‘90后’，我也在关注茶走进年轻人的话题，希
望未来能更多地为此助力。”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原以为在委员
工作室的活动会比较严肃，没想到坐在这里特别
亲切，像和朋友一样喝茶聊天，有啥说啥，特别自
在。”种茶农户穆文景说。

一杯杯清茶，斟满履职情怀，一缕缕茶香，
连接茶农心怀。大家畅所欲言，正如工作室此时
冒着热气的茶汤，洋溢着开春茶乡的新气象。

共饮一壶茶共饮一壶茶 共话茶发展共话茶发展
鲁跃莲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人们
或归家或出游，旅途漫漫。尤其
一人出行，更显旅途的单调。我
给自己找了个出行“搭子”——
茶，也借此打造旅途中的仪式感。

作为一个爱茶人，各式茶具
自诩应有尽有，旅行茶具也是简
繁皆备。最开始出行，我会带上
一整套旅行茶具包，包中壶承、
茶壶、茶杯、公道杯，甚至茶盘
茶巾都一应俱全。想着如果遇到
三五知音，还能以茶会友、品饮
一番。

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一方
面，无论乘坐火车还是飞机，大
家都是排排坐，很少会遇到与人
对面而坐的情况，顶多跟身边的
人说上几句“谢谢”“劳驾借
过”，谈不上会友；另一方面，受
条件限制，坐席空间狭小，这么
大的一个“茶摊儿”在一个小桌
板上根本铺不开，且人们要么行
色匆匆，要么徜徉网络，要么闭
目养神，喝水的都少，更遑论饮
茶了。因此，我给自己简化成了

“一个人的小茶桌”。
如此一来倒轻便了许多：一

个茶壶、一个主人杯，外加一个
保温壶。靠过道坐的时候还洗洗
茶，若是坐到靠窗的位置连这步
都省略，直接泡茶开喝。

旅途中喝什么茶，也有讲
究。我一般会选择袋装茶，比如
铁观音、金骏眉、白毫银针，一
是因为便携，二是因为冲泡时的
水温不需要太高，尤其坐飞机会
遇到颠簸，太烫的水泡茶有烫伤

风险。高铁出行时，行驶相对平
稳，我也会拿些几克装的小沱
茶、小饼茶，生普、熟普或老白
茶等，用刚刚烧开的水冲泡。

言及此处，我想到两个关于
水温的小插曲。一次是在飞机
上，我问空乘小姐要开水灌满保
温杯，结果拿回来的是刚好入口
的温水，没办法，只好又明确了
一下是准备泡茶的，请她给换一
杯刚烧开的水。不过换回来的水
温也不太高，约莫80℃，好在我
出门从不会只带一款茶，遂挑了
一泡红茶，浅浅品尝。

还有我第一次在高铁上泡
茶，去热水器接水时，发现接了
半天都是凉水，还是路过的保洁
大姐告诉我，每次要先放一会儿
凉水才能出热水。但其实高铁上
开水的水温也不能完全满足泡茶
需求，所幸车上可以插电，后来
我都带着便携烧水杯二次加热，
毕竟要追求“仪式感”，水温方面
不能将就。

经过多次摸索，如今我已经
很习惯给自己的旅行打造移动小
茶桌了。甚至最近还升级了更简
化的茶具——一个专门用来泡茶
的旅行茶壶，壶盖是磁吸的，取
下来就是茶杯；壶口处有滤网可
过滤茶叶，投茶倒水出汤一气呵
成，非常方便。每每摊开小桌
板、沏上一壶茶，茶香漫溢时，
都是我旅途中最放松的时刻。此
时放下手机，翻开一本书，静静
享受这份仪式感带来的舒适惬
意，再长的旅途也不会单调了。

茶，旅途中的仪式感
李冰洁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
京胡同的四合院里。那时候
的人，都讲究些老礼儿。每
逢年节，必有亲友来访。而
我有一项雷打不动的工作，
那就是给客人泡茶。

我对这项劳动从无怨
言，因为每当我们去别人家
拜访时，也一定会受到同等
礼遇。时至今日，我给人家
泡的什么茶，亦或是人家给
我喝了什么茶，早就都记不
得了，但这里面有一套客气
话，我却至今记忆深刻。

主人对某个家人说：
“快去泡茶！”

客人答：“您别忙活，
坐不住，坐不住！”

主人一定要跟一句：
“不差这一杯茶的工夫！”

我记得有位急性子的
亲戚，家里长辈刚说“快去
泡茶”，他就已站起身来大
嗓门喊出“坐不住”。主人跑
过去想拉他坐下来喝茶，他
已经一脚跨出门了。放在外
人看来，还以为是打起来了呢。现
在想想，这才叫真正接地气的中
国茶文化呢。

后来读到茶诗，才知道古人
也讲究客来奉茶。南宋杜耒的《寒
夜》，是这个题材的经典之作。

寒夜客来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我曾想，杜耒的这首七绝辞
藻并不华丽，构思也谈不上清
奇，如今的爱茶人为什么会这样
喜欢呢？可能，“寒夜客来”的不
期而遇，“竹炉汤沸”的悠哉闲
适，正是当代人最缺乏甚至难以
企及的幸福吧。

由于通信不便，古人访友，在
今天的人看起来就是“愣闯”，虽
然不够周全，但却因不可预知，开
门见朋友来访时的惊喜，是当代
人感受不到的幸福。好朋友来了，
自然要款待。竹炉小火，慢煮佳
茗，这事儿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
这个过程很慢。但是没关系，杜耒
的寒夜里，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事
情，诗人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为茶
事挥霍。由于时间充裕，自然可以

慢慢点火煮水，再为
客人用心调制一份茶
汤。

这时候，宾主双
方都品味着一盏佳
茗，畅聊之中，杜耒不
经意地望向窗外，那
一轮皎洁的月色在窗
外梅花的映衬下，竟
显得格外动人。至于
那“梅花”二字，又是
一语双关，暗指自己
品行高洁的朋友。正
是好友的到来，使得
这本来沉闷的寒夜，
变得如此令人难忘
了。

如今便捷的通
讯，使得我们忽略了
人与人相遇的不易。
我们总觉得，留了微
信就可以很容易联系
到。可有多少人，喝过
一次茶后，就再未见
过了呢？

日本茶文化当中
有“一期一会”的理念，与我们的

“客来奉茶”之道颇为暗合。“一期
一会”这个词，最早出于江户德川
幕府时代井伊直弼所著《茶汤一
会集》。这里的“期”，所指的是一
生的时间，而“会”指的是相会。其
实井伊直弼的“一期一会”，很可
能是受到了他的前辈茶人珠光的
影响。在《山上宗二记》中可以发
现，珠光重视宾主双方在茶事活
动中的影响。他认为，客人从进入
露地到离开茶室，都需当作是一
生仅有的一次相遇来尊敬亭主
（即茶会的主人）。相对的，亭主也
要以对等的心态诚心来待客。

那么，“寒夜客来茶当酒，竹
炉初沸火初红”，算不算一期一
会？我想，一期一会的待人之道，
应是中日茶文化的共识。胡同里
说那些客气话的老人，当然不知
道什么“一期一会”，大家只是觉
得，泡茶可以把客人留下，见一面
不容易，能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
会儿。

如此，客来奉茶，无疑是最
走心的茶事了。忙里偷闲，大家
别忘了认真泡壶茶，奉给亲人、
友人、爱人。

最
走
心
的
茶
事

杨
多
杰

茶论道煎

云南永德云南永德：：

近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天九镇新坳村茶园，茶农抢抓利好天气采摘春茶，供应
市场。近年来，定南县依托地理区位和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并采取“以茶促旅”
模式发展“茶”主题乡村研学游，做足茶旅融合文章。 朱海鹏 摄

江西赣州江西赣州：：春茶采摘忙春茶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