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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茶

业视点茶 茶论道煎

海拾贝茗

4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在推特上发文点赞“春茶时节，
采摘茶叶”，配图中的鲜叶细嫩明
亮、生机盎然，“勾”起了网友们
对春茶的无限向往。

正如这文图中的春意，4月的
味道，正从一杯茶开始。

各显神通的仪式感

“开山喽，采茶喽……”一声声
远山的呼唤渐次响起，各地茶产区
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春采季。载
满采茶工的大巴车驶入山间，静寂
了一冬的生产线轰隆作响，茶园内
可谓一派丰收景象。而这当中的重
头戏，一定要属遍地开花的开茶节，
给春天带来的满满的“仪式感”。

“穿越”，是第十届福鼎白茶开
茶节白琳会场的关键词。其以“白琳
时空茶市”为主题，邀请全国各地的
茶人游客“穿越”至古色古香的白琳
老街，亲历白琳镇茶业繁荣发展时
的景象。“抛绣球表演、民间技艺踩
高跷、醒狮在梅花桩上腾挪扑跃，夜
幕降临后，还有一条‘巨龙’在老街
翻腾起舞、穿梭前进，更有不少汉服
爱好者前来打卡，真是要多喜庆有
多喜庆。”福建茶人陈小春笑着说，
白琳老街似乎被“唤醒”了，热闹得
像过年一般。

首届泰顺三杯香原茶地采茶节
则以“仙气飘飘”扬名：横纵交错
的茶园小道，云雾缥渺似薄纱笼罩
山头，采茶工们背着竹制的茶篓，
指尖如蜻蜓点水般摘下茶芽。受邀
参加采茶节的数百位嘉宾眼前，首
先浮现的正是这样一幅“仙气飘
飘”的山间美景。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茶园的
开采则独树一帜，主打“高空”
牌。“50米楼顶采摘茶，刺激！”

“楼顶好美，视野真宽，跟在山里
采茶完全不一样。”10亩 50米高
楼顶的龙井43品种茶园迎来首次
开采，这方“空中茶园”一经亮
相，便引来众人的欢呼点赞。

除此之外，祈福祭茶、跳采茶
舞、茶歌音乐汇、茶服打卡、猜茶
谜、匠心·茶工坊，各产茶区可谓
各出奇招、妙招，一同奏响了春茶
开采的序曲。

而无一例外地，这些精彩的故
事和场景，都通过抖音、快手等平
台同步直播给了线上观众，更有明
星、网红大咖到现场助力添彩。

陈小春介绍，不只是活动主办
方在直播，她自己也加入到了直播
队伍当中。“通过电商直播的方
式，可以向网友实时直播制茶中的
摊晾、揉捻、炒制、烘干、包装等
工序，让消费者见证茶叶采、制、

包、泡的每一个环节，真实的场
景，肯定能让他们隔着屏幕闻到春
茶香。”陈小春笑着说。

Vlog里的活色生香

春天在哪里？答案是不仅在小
朋友的眼睛里，也在网红大咖和游
客们的Vlog里。相较于往年到产
地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妙趣，
今年大家则醉心于用Vlog形式记
录在茶园内的所见所感。他们举着
自拍杆、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如同
和老朋友们唠家常一般。

在短视频平台内搜索茶园，一
则则Vlog短视频“浪漫”上线：

“嘿，有时间吗，来茶园采一篮春
天吧～”“春风十里不如你，这应
该是我见过最美的茶园”“自从拥
有这万亩茶园后，就走出了‘六亲
不认’的步伐”“最美茶山四月
天，四月我们再出发吧”……

游客们在茶园间或跑或跳，或
采茶或品茶，反而从各自生活的视
角展示了春茶世界的活色生香，成
为了春茶开采季的一道风景。

还有另一道风景正疾驰在路

上，今年，自驾游茶园也成为了春季
茶园打卡的流行趋势。

“跟着心意调整旅行的节奏，可
以随走随停，遇到乡间美景就下来喝
杯茶，独享一番难得的惬意。”今年
春采季，茶文化从业者董女士和朋友
相约，开着房车四处欣赏湖光山色。

“我们还在山顶处办了一场小茶会，
‘小心机’的我正好准备了一套茶

席。”董女士笑着说，“烧沸清水、温
杯烫盏、投茶赏器、品茶谈笑，一杯
杯的茶汤偷走了大把的光阴，大家越
喝越有感觉。”

像董女士这样的自驾游爱好者不
在少数，有产区为此专门策划相关活
动，递出了四月自驾游主题的邀请
函，请游客一同在自驾之旅中感受茶
园的诗和远方。

文创茶品现新意

春采季，制作的成品茶也涌现出
不少创意和灵感。

在“90后”茶人赵梦茹的朋友
圈，一层层绿色的小茶饼煞是可爱，
或呈圆形，或呈花状，鲜嫩的绿色忍
不住让人想咬上一口。但这并非人们
常见的普通茶饼，而是这个年轻团队
开发的文创点茶茶饼。

“准确地说，这不是我们的原
创，而是从古人那里传承沿袭下来
的，是我们根据宋代大观茶论制作流
程还原打造的明前茶饼。”赵梦茹介
绍，宋代饮茶以工艺精湛的贡茶——
龙团凤饼和讲究技艺的斗茶、分茶艺
术为主要特征，他们这个团队正是从
这里得到启发，从制作宋代茶饼尝试
实验开始了这场文创之旅。

“龙团凤饼的加工工序异常复
杂，要经过采茶、拣茶、蒸茶、榨茶、研
磨、造茶、过黄等多道工序。大小团茶
又按质量不同分为十个等级，分别名
为龙茶、凤茶、京铤、的乳、石乳、头金、
白乳、蜡面、头骨、次骨，宫廷的官员按
照等级享用。”赵梦茹介绍，繁复的工
艺反而让他们兴趣十足，更心生敬佩，
并在不断尝试和优化后，推出了文创
图案饼茶，每一袋打开都和小月饼一
样，款式小巧可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
的喜爱。

这些茶饼的冲饮方式也很有趣，
或是稍微捏碎放进盖碗里冲泡3-5
分钟，出汤点茶，或是细细地磨成茶
粉进行点茶。“今年的小饼格外喜
人，冲泡后的茶汤点出的沫浡十分白
净。我们要做出头采、明前、雨前三
档茶。”赵梦茹笑着说。

在今年春茶上新之季，天猫新文
创也有大动作，携手天猫美食茶行
业，共同推出文创新物种——茶诗盒
子，让茶成为传播诗歌的载体，并推
出“以诗换茶”的趣味玩法；松阳县
博物馆则推出了一款特别的文创美味
——凤耳瓶曲奇，将宋朝的茶文化与
宋朝的瓷器代表粉青釉凤耳瓶相融
合，以凤耳瓶为形，以抹茶入味，使
得大家在品尝的时候，还能品鉴我国
古代的器型之美……

正所谓“一茶一世界”，4月的
茶，正用它的不同侧影，打开了一个
春天的世界。

一口春茶 打开春天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闲暇之时，泡上一杯茶，让身
心浸泡在幽幽的茶香之中，仿佛时
间停摆。也许正是这种感觉，让我
对茶有了特殊的喜好。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上周
日，三五好友相约，有幸到了东
山。初春时节，迎面的风渐渐褪去
了寒意。眼前的东山，风和日丽，
山色青翠，湖光潋滟，好一幅如画
的景致。据好友查证，东山又称东
洞庭山，是延伸于太湖中的一个三
面环水的半岛，与洞庭西山等72
峰交汇而成风光旖旎的太湖景区。
因隋朝莫厘将军曾在此隐居，故旧
称莫厘山。其时，东山岛与陆地相
隔30余里（见隋书《十道志》）。
直至100余年前，才与陆地相接。
东山不仅风景优美，文蕴深厚，而
且年丰岁稔、物产富饶，是洞庭碧
螺春的原产地，具有1000多年栽
种茶树的历史。

产自太湖东、西洞庭山的碧螺
春，顶级的干茶，1斤竟有6-7万
个芽头，堪称中国嫩茶之最。干茶
条索紧结，白毫显露，卷曲成螺，翠
碧诱人，有“一嫩（芽叶）三鲜”（色、
香、味）之称。用当地茶农的话说，

“铜丝条，螺旋形，浑身毛，花香果
味，鲜爽生津。”此茶冲泡后，杯中白
云翻滚，汤色嫩绿晶莹，清香经久不
散。饮后体健目明，神清气爽。

清末震钧（1857-1918年）《茶
说》言：“茶以碧萝（螺）春为上，不易
得，则苏之天池，次则龙井……”自
唐代起，古称“功夫茶”“新血茶”的
碧螺春，被列入“进贡茶单”，岁岁进
贡朝廷，且远销全国各地及海外。在
欧亚一些地方出土的陶罐、瓷器及
铜质、锡质器皿中，曾发现有碧螺春
的残余。碧螺春以其形美、色艳、
香浓、味醇“四绝”闻名中外，位
居中国十大名茶前列。

吃过晚饭，我们去了一间墙上
挂有“相逢皆为友，落座全是仙”
字画的茶室。在店主的招呼下，服
务员从一精美的茶罐中，用勺子舀
出色泽碧绿、叶形卷如雀舌的茶

叶，小心倒入玻璃杯，加入少量约
70度的开水，然后用茶筅搅拌均
匀，再续上些水，轻轻摆放在我们
的面前。我闻了闻，举杯呡上一
口，只觉醇和顺滑，甘甜滋展，一
股鲜雅沁入心脾。大伙见我陶醉的
模样，无不深受感染，争相品味。
此情此景，正应了“清风生两腋，
飘然几欲仙。神游三山去，何似在
人间。”这首诗。

所谓“自古名茶生峰顶，云雾
叠翠日月星”，碧螺春品质绝佳，
得益于四大天时地利：一是地理之
利。碧螺春生长在600—900米海
拔的山坡上，年平均温度 15.5—
16.5摄氏度，再加上光照充足，太
湖水面水气升腾，雾气悠悠，空气
湿润，有着绝佳的生长环境；二是
土壤之利。碧螺春生长的土壤丰厚
松软，属酸性或微酸性砂土，最适
宜茶树生长；三是间植之利。碧螺
春茶树和桃、李、杏、梅等果木交
错种植，一方面，果树蔽覆霜雪，
掩映秋阳，另一方面，茶树与果树
枝桠相连，根脉相通，茶吸果香，
花窨茶味，让碧螺春拥有了花香果
味的天然品质；四是炒制之利。其
制作方法，以一芽一叶至一芽二叶
初展的嫩芽为原料，在特制的铁锅
里，以适宜的火候，手不离茶，茶
不离锅，用抖、抓、压、推、揉、
搓等“六动”手法炒制，完全保持
了茶叶的原味。得以上四大天时地
利人和，洞庭山出产的碧螺春，其
品质之上乘，风味之独绝，自在情
理之中。

“入山无处不飞翠，碧螺春香
百里醉。”那一款碧螺春，闪耀着
诗意和文化，溯历史长河而来。对
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早已演变为一
种时尚、一种情结。有人说，和尚
饮茶是一种禅，道士饮茶是一种
道，文人饮茶是一种文化。对于我
这早已将茶融入生活的半个文人来
说，此生，碧螺春不可或缺也！

（作者本名丁学东，系张家港
市政协副主席）

春来碧螺香
丁东

许多人喜欢用酒来搭配爱情。
因为酒的浓烈、激情，约会时餐馆
小酌，热恋时酒吧畅饮，婚礼上交
杯合卺，哪怕失恋了，也首先想到
要找个地方借酒浇愁。越泡越淡的
茶，好像不足以与轰轰烈烈的爱情
相提并论。但这只是表象，细究起
来，茶与爱情的关系要比酒密切，
而且更厚重、更绵长。

茶圣陆羽有一首 《六羡歌》：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
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
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这首歌被推为茶诗经典，总让
人觉得有点牵强。茶诗应当是写茶
之诗，而不是茶人写诗。细品诗外
之意，似乎更多是在写情。

相传，陆羽曾与青梅竹马的女
诗人李季兰在湖北天门度过了美好
的少年时期，若真如此，更能让人
理解茶圣诗中的相思之意。

但因茶而提到爱情，恐怕更需
讲起古代男女婚姻中的一种仪式。
那时人们观察到茶树不能移栽，只
能下籽播种繁殖，所以便把茶视为
坚贞不移和婚后多子多福的象征。
从男方向女方下聘开始，就以茶为
礼，称为“茶礼”。从订婚至结
婚，要经过“三茶六礼”。“三茶”
是指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
茶”，洞房时“合茶”，这些婚俗随
着现在男女自由恋爱而消散，只是
在农村，或者少数民族地区，今天
还能看到人们固守着传统，新郎迎
亲会有开门茶，新娘告别父母要敬
茶，人们用庄重的茶礼来期盼婚事
的顺利与婚后的幸福。

如同失恋了可以喝酒，有的地
方解除婚约也可用茶来表示。女方
家人带着一包茶到男方家，找个机
会放下就走，也不说话，男方自然
明白这是“退茶”，遂断了继续交
往的念想，避免双方尴尬。

湖北恩施产名茶“恩施玉
露”，那里流传着一首男女对唱的
民歌《六口茶》，生动地描述了一
对青年男女相互钟情，以茶试探爱
慕之心的场景，喝一口茶，一问一

答，唱和之间把家庭情况和双方的
态度摸得一清二楚。这首带着黄梅
腔的小调，听起来妙趣横生。要是
现在的男女都会以茶歌传情，就不
会在相亲时经常出现“尬聊”的场
面了吧。

南宋诗人陆游晚年曾将自己亲
历、亲见、亲闻之事写成《老学庵
笔记》一书，这本“三亲史料”中
记载：“男女未嫁娶时，相互踏
歌，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
事出来吃盏茶’。”看来，以茶为
媒，撩妹谈情，自古就有之。

现在大街上的青春少女行走都
喜欢捧着一杯奶茶，不知道有多少是
相恋的男孩请客的。可能这些请与被
请的人都没想到，自己在无意中与古
人用的是同一种谈恋爱的方法。

记得赵薇演过一部恋爱题材的
电影，片名就叫《绿茶》。

听友人说，在西班牙，情侣们
还将当地的马黛茶作为双方感情的
试金石。马黛茶的传统喝法是一壶
茶插着一根吸管，大家轮流喝。因
为不太卫生，后来西班牙人一般都
改成自己用自己的吸管了。但热恋
的男女是不会介意用同一根吸管
的，于是，在恰当的时机请对方喝
马黛茶，只拿一根吸管，如果对方
不拒绝，那就是接受你了。

再轰轰烈烈的爱情，最终也不
过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日子。
正如一杯清茶，有苦有甜，涩后回
甘，虽不一定如胶似漆，让人脸红
心跳，却也是茶水交融，你侬我
侬。如果恰巧夫妻是爱茶人的组
合，借一杯茶，将爱情保鲜，可以
把平常日子过得有生气、有趣味。
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对夫妻吵
架吵得不可开交，妻子忽然起身为
丈夫递了一杯茶道：“看你嘴巴都
干了，喝口水咱们接着吵。”结局
可想而知，丈夫哪里还吃得消再吵
下去。

何妨“赌书消得泼茶香”，不
要“当时只道是寻常”。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

茶与爱情
张治毅

近日，在“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
县，户外的茉莉花田还处在春种、春管阶
段，位于横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
的“数字茉莉”种植大棚里的茉莉花已经
盛开，芬芳怡人。

打开安装在大棚墙上的控制柜，轻点
几个按键，农丽丽就完成了对大棚里种植
的茉莉花的吹风降温、喷灌等控制。

农丽丽是横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中
心的技术人员，正在管理中心农艺师韦玉
全的带领下，在产业园内进行茉莉花生产
数字化管理。“大田种植的话，茉莉花盛
花期是4到10月份。我们通过温室栽培
智能控制，为茉莉花创造一个最佳的生长
环境，可以实现茉莉花四季开花四季
香。”农丽丽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茉莉花的产量
和质量，延长茉莉花花期，推动茉莉花种
植方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横县于
2019 年启动茉莉花生产数字化试点项
目，主要建设茉莉花生产数字化设施种植
基地、数字化标准种植基地、数字化大田
种植监测基地，对茉莉花生长全程实现数
字化精准管理。

其中，投资370万元建设的“数字茉
莉”种植大棚，安装了全套智能的光照、
温湿度控制系统以及监控传感设备，模拟
茉莉花种植的不同生长环境。“通过传感
器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传输到控制柜，我
们就可以获得茉莉花的生长环境数据。再
通过观察它的生长情况、产量，就可以分

析出来什么样的环境最适合茉莉花生长，
形成最适合茉莉花生产的种植标准，以此
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农丽丽说。

如今，在横县，按照标准种植的茉莉
花花期普遍延长1至1.5个月，每亩增产
约100公斤，花农每亩综合增收2000元
以上。

除了种植大棚实行数字化管理，试点
项目的户外种植基地里也配备了湿度、降雨
等传感器，以及监测、水肥一体化等设备，实
现生产数据化、在线化、可视化。在韦玉全的
演示下可以看到，只要通过一台智能手机，
就可以随时随地观察花田情况，了解花田里
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降雨量、光照强
度等信息，实现精细化种植和管理。

据了解，横县茉莉花和茉莉花茶综合
品牌价值已超200亿元，是广西最具价值
的农产品品牌。全球10朵茉莉花，6朵
来自广西横县。横县是世界最大的茉莉花
生产和茉莉花茶加工基地，茉莉花和茉莉
花茶产量均占全国总产量的 80%以上，
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享有“世界
茉莉花都”的美誉。目前，横县正在以

“企业+基地”模式建立茉莉花标准化种
植技术推广机制，已有顺来、长海、大森
等10个茉莉花加工企业建立了超5000亩
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
带领，种植新技术和现代化种植管理体系
进一步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推动横县茉莉
花种植更加生态、绿色、高效，继续扩大
横县茉莉花的资源优势。

“数字茉莉”四季香
农宁春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4月
5日，第四届“四川十大名茶”及

“四川名茶”评选评审会在成都市
四川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举行，
与会专家对70多家企业选送的
80多款川茶进行了评审。四川省
茶叶学会秘书长罗凡表示，经过
公平公正的评审，4年一次的“四
川十大名茶”及“四川名茶”名单
近期将在媒体上进行公示。

这次茶叶的评选除了传统的
绿茶之外，还有红茶、黑茶、白茶
和黄茶等。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杜
晓介绍：“以前的川茶品种相对单
一，偏重绿茶。这次评审的茶叶种

类特别丰富，覆盖了六大茶叶品
类，说明了四川茶企不断创新，推
出适合消费者不同需求的茶叶产
品。希望通过评审将四川茶叶的
质量标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以
天府龙芽为例，四川很多地方都
在出产，需要通过评审将天府龙
芽的四川标准制定出来。”

近年来，四川茶叶企业在注
重产量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品牌
的提升打造。四川省供货商商会秘
书长张强表示：“相比沿海和云南
等地，四川茶企对品牌的打造还比
较欠缺，四川十大名茶和四川名茶
的评审是四川茶企打造品牌，树立
信心的一个重要机制。”

本次评选分为初审、专家评
审、公示和正式公告几个阶段，整
个评选采取了多种方式保证公平
公正。评选邀请四川省内有丰富
经验的权威专家按照国家标准进
行盲评，所有茶叶通过编号采取
双密码评选。四川省茶叶流通协
会会长王云表示，除了茶叶的品
质，专家评审组还将综合考虑茶
叶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市场规模、
历史文化等，“这是综合性的加权
评审，我们尽最大努力减少评选
的人为偏差”。

据悉，第四届“四川十大名
茶”及“四川名茶”评选活动由
四川省茶叶学会、四川省川茶品
牌促进会、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中国（四川）国际茶
业博览会组委会联合举办。这是
继2017年四川举办第三届“四
川十大名茶”评选之后，时隔4
年再次举行“四川十大名茶”评
选活动。

成
都
再
举
行
川
茶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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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春茶制作春茶制作

春茶采摘春茶采摘

春茶开采春茶开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