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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茶

舍小筑雅

业视点茶
海拾贝茗

香慢品茗

匠心传技艺

“坦洋工夫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
遗，既是对这项技艺的充分肯定，也
是对非遗传承人的鼓励和鞭策。”一直
以来致力于做好坦洋工夫这杯“暖心
茶”的福建省非遗项目坦洋工夫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阮润春，这次也被
自己从事的这项事业“暖”到了。

当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公布时，阮润春第一时间打开名
单，他欣喜地看到六大茶类的制作工
艺赫然在列，今年共有8项制茶技艺
成功入选。其中，君山银针茶制作技
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坦洋工夫茶制作技
艺、漳平水仙茶制作技艺等7项茶叶
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对于茶行业来说，这不仅仅是荣
誉称号，同时也让具有重大价值的传
统茶文化进一步得到了有效保护。”阮
润春说。坦洋工夫作为闽红三大工夫
之首，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其
独特的地域香、品种香、工艺香，其
醇、鲜、甜、浓的特点，更使其具备
相当的品饮价值。

“在其诞生200多年后的今天，这
款茶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作为传承人，我们既然选择了接过它生
命的接力棒，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传承
好。我自己也会努力实践坦洋工夫传统
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用科学的力量
提升坦洋工夫品质，让更多人喝到高品
质的坦洋工夫，并将所学技艺传授给
更多的人。”阮润春说。

如阮润春一样振奋的，还有非遗
项目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向世
全。此时的他，刚刚从四川省雅安市
大坪村返回家中。在大坪村，为了不
耽误日间采制茶叶的进度，他坚持晚
间授课，从 19点一直讲到 22点。连
续12个夜晚，茶农们都在他生动又接
地气的制作技艺讲述中度过。

“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相对繁复，
且地位非常特殊，它是全国茶叶中唯
一多品类茶的制作技艺，是包括蒙顶
甘露、蒙顶黄芽、蒙顶石花、万春银
叶、玉叶长春五种代表性茶品的传统
制作技艺。作为传承人，我更有责任
把这些技艺传到田间地头，让茶农们
懂技术、懂工艺、做好茶。”向世全
说，去年，他专门成立了中国·茶马
司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传习所，专业
从事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我
希望未来能永怀匠心，精心做茶，做
好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和传
播，发现和培养更多非遗传承的人
才，为擦亮蒙顶山茶金字招牌贡献一
份力量。”

打好文化牌

如果说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必选动
作”，那么其他几个入选的项目，则为
茶界非遗世界增添了几抹新鲜的亮色。

其中，最令云南省普洱市文物管
理所原所长、（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黄桂枢惊喜的要数德昂
族酸茶制作技艺榜上有名。“这是独特
的、流传至今的、古代濮人后裔的饮
茶习俗，能够成为国家级非遗实属难
得，值得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黄桂
枢说。

早年曾致力于深耕少数民族茶俗文
化的黄桂枢，对于酸茶可谓再熟悉不
过。他介绍，酸茶是德昂族和布朗族同
胞自食、招待贵客或者作为礼物互相馈
赠的一种腌菜茶。当下的五六月份，正
是酸茶制作的高峰期。在高温高湿的夏
茶季节，将采下的幼嫩鲜叶煮熟，放在
阴暗处晾干水汽后，装入竹筒内压紧封
好、埋入土中。经过数月甚至几年以
后，遇上喜庆之事，或者客人来访时，
将竹筒挖出，取出茶叶拌上辣椒，撒上
盐巴来款待宾客。

至今，黄桂枢仍对酸茶的滋味记忆
犹新。“酸茶吃时是放在口中咀嚼咽
下，茶叶酸涩、清香，喉舌清凉甘甜，
可以帮助消化和解渴。”

如果说酸茶是德昂族和布朗族同胞
的待客之道，那么同样入选的油茶就是
广西恭城瑶族人民最热情的待客方式。

“莫讲瑶家礼信差，进屋就喊喝油茶。
油茶好比仙丹水，龙肉煮汤不如它”，
这首俗语歌唱的便是瑶家油茶。将茶
叶、生姜、葱、蒜、花生、油盐等集于
一锅，捶打出了既能清热解毒、驱寒避
瘴，又能提神醒脑、强身健体的瑶山饮
料——油茶。“一杯苦，二杯甲（涩），
三杯四杯好油茶”，捶出来的油茶别有
一番滋味。

“以酸茶、油茶为代表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
空间，它们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
少数民族文化最有滋有味的生活写
照。”黄桂枢说。与之相较，茶园游
会、吉安采茶戏的相继上榜，同样让人
们看到了茶界非遗世界是这般多姿多
彩，富有乡土气和人情味。

荣誉与责任

“从国务院于2006年批准命名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现在，
正好15年。15年来，文化遗产建立了
清晰的认定标准体系，制定了较为完善
的法律法规，解决了很多地方的编制问
题，提升了人们的价值认识，传习班的

开设等也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全国政
协委员，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
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中肯地说，当前
我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4级
保护体系，他很高兴地看到，今年又有一
批非遗项目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入选为国
家级非遗，这不仅意味着价值的认可，同
时也意味着未来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记者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
馆官方网站中看到，在当前申报国家级非
遗项目时，需要同时提交一份十年规划
书，来介绍未来的具体项目规划。

“这个十年规划书并非认定标准，而
是一个申报的参考选项，一个期限性的目
标，也是未来能够进一步检验国家级非遗
项目保护和传承的依据。一般而言，当国
家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确定后，国家会有
一些项目上的支持，正好可以应用于所列
的规划内容。”闵庆文说，正因如此，入
选国家级非遗是荣耀更是责任。“当前人
们对非遗的认识已和过去完全不同，在短
视频平台、地方宣传、文化产业宣传中，
都能看到非遗的身影，这是文化自信的体
现。作为传承人，要更加尽心尽力地做好
保护和传承工作，保护好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

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于茶行业。当
前，茶行业同样要抓好非遗发展的机遇，
充分利用当下流行的传播途径，在传承中
创新，在新起点上再攀高峰。

茶界非遗 风景这边正好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浓情端午，粽叶飘
香。在传统节日中，中
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
总离不开美食和茶。

在端午佳节，除了
吃粽子、赛龙舟、挂菖
蒲这些家喻户晓的习俗
之外，别忘了喝端午茶
也是每年的“必备项
目”。甚至还有这样一
句 俗 语 ：“ 喝 了 端 午
茶，百病都走远。”

从春秋战国开始，
每年端午节前后，百姓
们都会结伴上山采摘药
草，洗净晾干后制作成
药茶，常备于家中饮
用。既可清热祛病，也
有驱灾辟邪的美好寓
意，这就是著名的“端
午 茶 ”（又 称 “ 百 草
茶”）。

虽然此“端午茶”
和我们平时喝的茶不太
一样，但从健康的角度
来说，端午时节多喝些
茶是非常适宜的。

茶，是应季解暑的不二之
选。炎热的夏天，持续高温湿
热时常会令人感到力困筋乏、
食欲不振，此时喝上一杯热
茶，既可提神解乏，也可调理
肠胃。

端午节走亲访友，总少不
了吃几个粽子应应节气。可
是，粽子虽然好吃，却不易消
化，特别是现在市面上各类馅
料丰富的粽子琳琅满目，过

甜 、 过 油 、 蛋 白 过
高 都 可 能 引 起 滞 食 、
胀 气 等 急 症 。 所 以 ，
大家在吃粽子时，还
可以适当地配上一壶
热茶，这也衍生出不
同的搭配出来。

如甜粽可以配普
洱生茶。普洱生茶茶
性微凉，不仅能清热
降火，还能改善夏天
湿燥乏力之感。软糯
的甜粽子搭配香醇的
普洱生茶，清爽又消
食，茶汤中丰富的维
生素和内含物质还能
均衡膳食营养。

如 咸 粽 配 普 洱 熟
茶 。 咸 口 味 的 粽 子

（肉粽、蛋黄粽等） 通
常都会有些油腻，沏
上 一 壶 暖 暖 的 熟 普 ，
去油解腻的同时还能
帮助消化，减少肠胃
负担，预防积食。

如 白 粽 配 红 茶 。
不掺馅料的白粽子口

感相对清淡，配上一杯馥郁
的红茶，不仅能为滋味单调
的白粽加分，也不会影响红
茶的香气和口感。在此基础
上，还可根据个人喜好以柠
檬、山楂等水果调制口味缤
纷的花式红茶。

端午端午，来把茶煮，沏
一杯鲜爽的好茶，做端午节里
最有品位的美食家。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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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这座古树茶博物馆
的一瞬间，绿意簇拥的生态
装置仿佛将观者带入了一座

“微缩版”的热带雨林，放眼
皆是美丽的秘境。

把“热带雨林”搬进博
物馆？近日，雨林古茶坊的
一次实践，让这个大胆的想
象成为美妙现实。在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宋古茶
山，一座古树茶博物馆正静待
着人们的光临。

在馆内，迷人的热带风
情、古朴的村寨风光、神秘的
少数民族等元素应有尽有。全
景雨林采用天空摄影装置，搭
配版纳影像摄影集的设计手
法，完美展现了西双版纳的生
态与人文之美。静态展示的热
带雨林种子标本墙、寄生植物
标本，与动态的数字化视频描
述和文字化科普“一唱一和”，
清晰地表现了热带雨林的纯
净生态，凸显了古树茶优越的
生长环境。立体沙盘作为版纳
古树茶资源分布的另一种表
达方式，将茶友们从二维平面
的视觉享受带入三维立体的
深度体验中。

提到西双版纳和古树茶，
少数民族是绕不开的话题，博

物馆以各少数民族代表器物为
切入点，从用具、织锦、贝叶经
等文化承载到茶与民族的关
系。而伫立在一角的版纳传统
民居干栏式建筑，更是从各层
茶叶的静置区与品饮区中，讲
述着版纳人民上千年来生活的
苦乐与喜悲、版纳茶产业的兴
衰与鼎盛，叙说着世代以茶为
生的少数民族延续千百年民族
文化，祖祖辈辈与茶密不可分
的生活状态。

古树茶博物馆内还设立了
雨林剧场。座位的设计简约大
气，营造出幽静自然的氛围
感，也寓意产品来源于大山深
处、丛林之间；观影区的座位
上散落的放置着许多蒲团，既
便于观影者调整座位，达到更
好的观影效果，又自有一番禅
意，与“禅茶一味”的饮茶理念
相互贯通。

博物馆内的档案馆，则是
一个古树茶的知识共享区。这
里详细阐述了古树茶历史、古
树茶资源开发与保护；从植物
学和生物学的角度介绍了茶树
的两大品种、茶叶的内含物
质；最后落到古树茶生长环境
与古树茶元年的开启。把古树
茶从一个概念性的词汇抽离出

来，使其在文化承载、科学效用
和生长现状等方面丰富生动了起
来，让更多的茶友有了较为清晰
化、科学性的认知。

从科普到实物，雨林古树茶
档案馆内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整个博物馆汇聚超
3万种不同年份、不同村寨、不
同味型、不同季节的古树茶原
料，庞大的样品规模带来较强的
视觉冲击。尤其在素来讲究“一
山一味”的古树茶中，每一个村
寨古树茶都具有独特的品质特
征，档案馆采用古树茶样本+文
字描述的方式，将村寨文化与气
候环境、古树茶品质特征相结
合，多方面、立体化地阐释着各
村寨的古树茶。

在博物馆旁的生产车间还
设有雨林主营的古树普洱生
茶、古树普洱熟茶、古树红茶
三大茶类的参观通道，以绿、
黄、红三种颜色为主色，配以
图片和参观窗口，带来沉浸式
的体验感。通过参观加工车间
让茶友们更直观地了解到雨林
古树茶的工艺，另外还设置了
DIY体验区，茶友们可以选择
亲自动手体验茶叶加工的乐
趣，更深入地了解古树茶、感
知古树茶的魅力。 （徐辑）

将热带雨林“装进”博物馆

当技术要点无法用定量手段表达时，就基本靠语言描述，而语
言描述的依据，又大都是人体器官的感觉，古今概莫如此。

水温一直事关茶汤的质量。古时候没有温度计，要把握水温，
基本依靠眼睛看、耳朵听。自唐代陆羽《茶经》开始，直到宋元明
清等众多茶人，对水温的感受有不少翔实的记载和精彩的描述。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了两个感觉方式：看与听。看什么：气
泡。气泡有大小，且有好听的名字，所谓“鱼目”“涌泉连珠”“腾
波鼓浪”，分别代表了所谓的一沸、二沸、三沸这三种依次上升的
水温。因为唐人先煮水后投茶，在锅里煮水，看得见如此不同的气
泡形态，不失为简便易行的方法。

至于“听”，陆羽也只是在描述一沸时，用了“微有声”三个
字而已。似乎能够清楚地看，便没有再用听觉的必要。但这种听的
方法，到了宋代却大行其道。

众所周知，宋代喝茶方式起了变化，煮茶改成点茶，即直接把
茶粉放在茶碗中用开水冲搅着喝。于是，《茶经》的水温判断方法
在宋代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煮水的器皿用了汤瓶，因为瓶口小
而深，根本看不到气泡的动态，如何拿捏？连茶学专家蔡襄也感叹

“候汤最难”；其二，什么是点茶的最佳水温？见仁见智，莫衷一
是。

宋代罗大经（曾任抚州推官）在其著作《鹤林玉露》中，记载
他与朋友李南金的一段“以诗辩声”的故事，很典型地涉及了这两
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方式顺理成章，即用耳朵替代眼睛。
李南金说：陆羽《茶经》用鱼目、涌泉连珠作为煮水时水温的标
志，但是用汤瓶煮水，难以观察；陆羽的方法是“以茶就水”，在
第二沸时投茶，慢慢煮出茶味。而如今在碗中“以水点茶”的方
式，则用“背二涉三”（即三沸初起）为佳。

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和掌握“背二涉三”的方法，李金南还特
意作了一首名为《茶辨》的诗：

砌虫唧唧万蝉催，
忽有千车稇载来。
听得松风并涧水，
急呼缥色绿瓷杯。
当听到如蟋蟀群蝉之鸣、车队载重而来、松风夹着涧水的声音

时，立即注水冲点。应当说，李南金这具有画面感的诗，非常有利
于我们形象化地理解和把握煮水的火候和注水的时点。

然而，罗大经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李南金的论述很精到，
可是点茶的水宜嫩不宜老，“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他认为用
李南金诗中所描述的水温有过高之嫌，为此他也作了一诗，在程序
上来了一个小小的调整：

松风桧雨到来初，
急引铜瓶离竹炉。
待得声闻俱寂后，
一瓯春雪胜醍醐。
水刚沸腾，立刻把汤瓶移开火炉，等到沸腾的声音完全消失

后，再注水点茶，这样的茶汤才能达到美味的口感。
这首诗句同样也非常形象地给我们“定格”了宋人煮水点茶时

的一个技术关节点。
对照二者的诗句，我们不难发现，李诗强调及时用高温冲点

（急呼缥色绿瓷杯）；而罗诗则认为让水温略有降低（待得声闻俱寂
后），茶汤才有味甘之美。

赏诗品茶，看李、罗两人对问题的思辨方式、感觉的把握能
力，特别是语言的表达艺术，不由得让我们击节感叹：原来煮水烹
茶的技术，也可以这样美。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高级实验师、中国茶叶学
会茶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宋人听水，原来这么有诗意
于良子

长三角开行的首趟“茶叶专列”——“义新欧”春力号茶叶
专列满载着100个标箱茶叶及茶系列产品从浙江省义乌铁路口岸
启程，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十天后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塔什干。

“茶叶专列”将帮助茶农增收致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打开
浙江茶产业进出口贸易新局面，助力浙江乡村振兴建设。

多年来，浙江茶企的外贸出口物流方式基本以海运为主，受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运受阻、运价大幅度波动等因素导致外销
茶叶大量积压，以春力公司为代表的浙江茶企外贸经营受到影响。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浙江茶企必须找到更加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方
案。春力公司作为浙江省首家与中欧班列合作的茶企，为浙江茶叶
外贸出口探索了一条全新的跨境物流解决方案，为浙江省茶叶产业
注入新动能。茶叶专列的开通，将进一步帮助浙江茶企拓展中亚国
家市场，有效促进和扩大浙茶出口规模，为浙江农产品出口发挥积
极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班列助力产业发展、产业促进班列开行的
良好局面。同时，把茶叶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促进了贸易
交流和物流发展，同时也给文化传播带来更多机遇。 （吴峰宇）

首趟！长三角茶叶专列启程！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近日，沱茶国家标准样品小样拼配及
评定会在云南举行。本次评定会作为“沱茶国家标准样品”研制专
项计划的重要工作环节，具体依据国家标准《紧压茶 第5部分：
沱茶》（GB/T9833.5-2013）的产品品质相关要求，由茶叶审评专
家对沱茶生产企业应征选送的原料进行综合评审，进而按比例选
料，拼配出符合标准要求的样品。

专家评审小组由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国家茶叶质检中心、云南农业大学等单位专家代表组成，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
院长尹祎担任专家评审组长。经过一天的评审讨论，沱茶国标小样
顺利完成拼配，接下来将进行生产试制。

沱茶是我国独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普洱茶产品，因其独特的形
制、优良的品质、悠久的历史早已蜚声海内外，制定沱茶国家实物
标样意义深远。沱茶国家标准实物样品将成为中国普洱茶第一个国
家标准实物样品，也是云南省大理州第一个国家标准实物样品。此
举不仅是对沱茶文字标准的配套补充，更是对沱茶产品标准化、规
范化研发、生产、流通等方面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作为组织评审单
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表示将持续助力推动沱茶国家标准样品研制
工作，与全行业各有关单位加强合作，为我国茶产业“十四五”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沱茶国标小样完成拼配

6月10日，茶界的朋友圈被一则喜讯刷屏：当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在这份时隔7年公布的名录中，共有12项与茶相关的非遗荣列榜
单。而这些项目名称，如同一扇扇窗，让茶界非遗的风景徐徐铺开。

油茶油茶

酸茶酸茶制茶工艺制茶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