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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茶

茶论道煎

业视点茶 海拾贝茗

乡采风茶

坐在老屋的房檐下，倒上一
杯酸茶，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杨腊三静静地凝
望着远方的山脊。手中的酸茶
里，有竹笋的清香、山果的酸
爽、绿茶的甘甜，那缓缓溢出的
香味，萦绕房梁久久不散，让人
沉醉。

制作酸茶是一件辛苦的工
作，杨腊三已经上了年纪，有些
力不从心，特别是山风拂过时，
肩背更是感到阵阵酸痛。他披上
外衣，来到火塘边，打算暖暖身
子。如今的德昂山寨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各家各户都通电通
水，早就不需要火塘了。可传承
千年的习俗，还是让杨腊三割舍
不下。只要支起架子，点燃火
焰，火塘就像从前一样，慢慢地
将温暖传递到屋子的每个角落。

看着火焰在风中轻轻摇曳，
杨腊三脑海里浮现出许多往事。

小时候，爷爷也是这样坐在
火塘前，给自己讲故事。那时候
没有电灯，连油灯都是奢侈品，
对德昂族来说，火塘是最可靠
的，无论何时都能带来光明和温
暖。

爷爷讲过很多德昂族的传
说，大多离不开茶。每天的生
活、友人的来访、新婚的欢愉
……先人的足迹里，满满的都是
茶的印记。

德昂酸茶一年可做三季，春
的希望，夏的繁茂，秋的丰实，
都浓缩在了茶里。

采茶不易，特别是炎炎夏

日，炙热的阳光让皮肤如燃烧一
般。这时，杨腊三就会躲到茶树
下，让土地的凉意透过青色茶叶传
到身上。长辈们没有这种待遇，他
们还得继续劳作。此时的杨腊三还
不能完全体会劳作的意义，只迷恋
着草地上的昆虫、茶树下的菌子、
茶园边的山果。在长辈们挥洒汗水
的土地上，他收获着童年的无忧与
欢乐。

茶园边有一棵古茶树，也不知
道多少岁了，因为特别高大，采摘
时必须搭梯子。长辈说，这是祖先
留下的，所以每次采茶都特别小
心，生怕压坏了古茶树。看着长辈
小心翼翼的样子，杨腊三感到一种
特别的仪式感。

采茶只是酸茶制作的开始，之
后还有复杂、冗长、辛苦的程序，
没有技艺和耐性的人是无法完成
的。爷爷将采回的茶叶晾晒，先进
行蒸烤。蒸烤的火候和时间是一门
技术活，只有常年有经验的制茶人
才能把握。去掉水分后的茶叶需要
揉搓，这时爷爷会让杨腊三帮忙。
杨腊三个头小，爷爷还特意为他做
了一个高度合适的桌板，让他一起
揉茶。

揉好的茶，会放入事先准备好
的竹筒里压实，再掩埋到地窖里，
此时就需要耐心等待了。差不多两
个月后，茶才会被取出。此时的茶
已经充分发酵，有了酸茶特有的

“酸”味。爷爷把酸茶放入石臼
里，用力地舂起来。那可是个力气
活，爷爷很快就汗流浃背。舂过的
酸茶需要再次揉成团，这是杨腊三

最喜欢的制作过程，感觉就像和小
伙伴在玩泥巴。团状的酸茶需要再
次晾晒，并在没有完全失去水分时
切割。直到这时，传统的德昂酸茶
才算完成。

制作酸茶辛苦又耗时，杨腊三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做呢？爷
爷总是笑而不语。等杨腊三第一次
做出自己的酸茶后，爷爷带着他，
背上酸茶，穿过山间崎岖的小道，
向坝子的集镇赶去。那集镇真远
啊！杨腊三稚嫩的双脚磨出了血
泡。3斤酸茶，一元五角钱，对于
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真是一笔巨
大的财富。

爷爷用卖酸茶的钱，换了油、
盐和毛巾。这时杨腊三才明白，家
里每年都要靠卖酸茶的钱维持生
活。生平第一次，他从酸茶中品味
到了生活的滋味。

摇曳的火光把杨腊三拉回现
实，手中的酸茶依旧香气袭人。现
在的德昂山寨，高速公路早已在山
脚延伸，不久还会有铁路从这里穿
过。当年那个遥远的集镇，此时也
不过十多分钟的车程。酸茶似乎也
不再那么重要，当地德昂族村民有
了更多的选择，种玉米、种甘蔗、
种更有价值的坚果，或者干脆离开
山乡，到繁华的都市寻求新的生活
方式。

如今，会做酸茶的人越来越少，
杨腊三却还在坚守。虽然一年也就
做个百八十斤，但他在意的不是非
遗传承人的名气，也不是四方游客
的仰慕。他想留住的，只是酸茶的老
味道，还有茶里凝固的记忆。

酸茶，原是这个味！
陈子鸥

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成功发射。按照计划，航
天员们将在太空驻留 3个月之
久。想到航天员们在太空的生
活，头脑中不禁浮现这样一幅画
面：

航天员取出太空茶，放进特
殊容器并通过加热器加热，插上
吸管，一边惬意地饮茶，一边俯
瞰着蓝色星球……

这幅画面并不是凭空想象。
早在 2016 年 11 月，天宫二号
上，我国航天员就首次在太空泡
茶。那次泡饮的主要是太空红茶
和太空绿茶，由专家团队历时近
3年研制，经过百余次的反复配
方与实验，最终确定了科学配
方，形成每袋仅重3克、溶解度
高的太空茶。

进入太空的，除了供航天员
品饮的茶，还有优良茶种。

2003 年，神舟五号升空，
机舱内除了航天员，还有一批进
行实验的农作物种子。其中，就
有50克来自浙江淳安的茶树良
种——鸠坑种。

2007年，神舟七号上搭载的
50多种植物种子中，也有云南大
叶茶种子。

2011年，6个武夷岩茶品种
（肉桂、金毛猴、铁罗汉、奇
丹、雀舌和矮脚乌龙）搭乘神舟
八号返回式卫星进行航天育种。

2012年，神舟九号上，普
洱茶籽同样遨游太空后，顺利回
到了家乡。

2013 年，神舟十号上天，
搭载了严格筛选出来的武夷茶优
质品种，被命名为“航天大红袍
1号”和“航天正山小种1号”。

……
茶籽的太空之旅，这大概仅

仅只是部分。人们为什么要千方
百计促成茶籽的这段旅程？

其实，种子上天的历史比人
更早。早在1987年，我国便首
次利用返回式卫星搭载植物种
子。种子在太空遨游，神奇的宇
宙会赋予种子意想不到的变化。
在太空辐射、电磁、微重力等我
们未知的太空环境影响下，种子
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从太空回来

的种子，人们要经过精心选育，最
后找出更高产、抗病能力更强、更
早熟优质的品种。

人们显然对茶籽的航天育种抱
有极大期望。就在2003年鸠坑种
进入太空时，媒体报道，航天育种
取得成功后，淳安每年的茶叶总产
值至少净增1亿元。

这种预估也不是没有道理。据
测算，人类每向航天领域投入一元
钱，便可获得 7至 12 元钱回报。
而且，航天育种已经在花卉、水果
等诸多方面见到成效，花期更长，
水果皮薄肉甜都已经证实。

那么，那些曾经去过太空的
茶，现在怎样了？

根 据 能 查 到 的 有 限 信 息 ，
2003年上天的鸠坑种，已在青岛
光伏试种成功，太空鸠坑种喜湿耐
荫，在光伏农业科技大棚优质的环
境下，生长周期由3年多缩短到2
年多，并达到了更优的生长效果。

2007 年上天的云南大叶种，
在湖南新化蒙洱茶叶基地培育成
功，湖南农业大学与蒙洱茶业基地
经过3年时间培育而成，2009年
采摘茶叶3.5公斤。

据了解，航天品种培育出来
后，必须经过进一步的试验和鉴
定，最后还必须通过国家或省级品
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进行大
规模推广。

大众想喝到航天育种的茶，也
许还尚需时日。但航天员在太空喝
的茶，现已走向大众。2020年北
京国际茶业展上，太空茶亮相，包
括天宫茶系列 （笑傲天宫黑茶
等）、航天茶系列、太空茶系列；
以及历时多年研发并应用于神舟十
号和神舟十一号太空飞行任务的中
国太空第一茶“太空畅饮-去腻
茶”、应用于神舟十一号太空飞行
任务并实现“中国人首次太空泡
茶”的“航天小微茶-太空红茶、
太空绿茶”、太空代餐“营养藻
茶、藻麦茶”和空间站任务航天黑
茶片等，太空的味道走进千家万
户。

浩瀚的太空，茶籽的奇妙之旅
后，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可以仰望星空，喝一杯遨游过
太空的奇妙之茶。

那些去过太空的茶，
后来怎样了？

纪娟丽

爱茶的人，在众多的茶叶品
种中，会独有自己的钟爱。遇到
喝茶的同好，带着傲娇的口气介
绍一下自己的茶，通常是个刹不
住车的话题。

如果口中词汇匮乏，只能翻
来覆去用“香、鲜、好”等几个

“群演”词，是无法突出你想介
绍的“主角”的。这种自我感觉
良好，却无法引起别人共鸣的尴
尬，正应了那句与茶相关的歇后
语：“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
不出。”

在我看来，除了千百年来生
发流传的茶人故事、茶叶文章和
泡茶套路之外，如何介绍自己喜
爱的茶，是最能体现所谓茶文化
的地方。

如果你对钟爱的茶叶品种了
解足够深入，或许能由衷地赞叹
出几点独到的体会，说不定还能
为此茶定评；如果自己总结不出
来，就只能把前人们提炼出来的
金句熟记在心了。

安徽名茶众多，茶名也富有
美感。黄山毛峰、休宁松萝、舒
城小兰花等等都是好茶。

有点特别的是太平猴魁，她
是绿茶中单片形体最大的，看起
来如同一株株小小的青菜苗，舒
展在玻璃杯里的样子威武雄壮，
尝一口茶水滋味鲜爽。她的自我
介绍词中有这么一句话：“太平
猴魁两头尖，不散不翘不卷
边。”读来顺口，听了难忘。

得益于近现代名人的加持，
杭州特产的西湖龙井常年占据中
国名茶榜首，她扁平的形状也很
有个性，老茶客能品出板栗香、
豆花香，喝出“狮、龙、云、
虎、梅”不同产地的区别。官方
推介词是八个字：“色绿、香
郁、味甘、形美。”这几个词评
价度很高，但写实感很低，让人
难以据此辨别。近年来很多号称

龙井的绿茶冲击原产地市场，冒充
西湖龙井，消费者如果用“八个
字”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李鬼”
似乎比李逵还要正宗，可见这“八
字真言”还是难当“紧箍咒”辨别
真假美猴王的重任。

杭州还出产一种红茶，名叫九
曲红梅，有160多年的历史，颇受
小众人士的喜爱。有人开玩笑说这
是最适合情侣喝的茶，她的干茶条
索卷曲，精细如鱼钩，看起来搂搂
抱抱，亲密纠缠。九曲红梅的特点
是“玛瑙色，红梅香”，显然这是
指汤色和香气。

近年来名气很大的红茶是福建
武夷山的正山小种，人们以是否有

“松烟香，桂圆汤”来检验正品，
这两个词与九曲红梅的特点相当，
都是闻香看色，如何把握精准，也
是个见水平的事。

常被人从字面上误以为是白茶
的君山银针，是著名的黄茶，成品
茶叶色金黄，外披银毫，被誉为

“金镶玉”。老茶客特别在意她的
“黄”，常常念叨“芽身金黄，汤色
杏黄，叶底嫩黄”。如果湖北的恩
施玉露在场，一定是一场有意思的
PK （对决），因为恩施玉露是绿
茶，强调自己的“绿”：“外观油
绿，汤色碧绿，叶底嫩绿”。

产于江苏太湖洞庭山一带的碧
螺春绿茶，也是中国传统名茶。碧
螺春干茶条索紧结，白毫显露，色
泽银绿，翠碧诱人，卷曲成螺，因
此被康熙皇帝品尝后御赐名为“碧
螺春”。碧螺春茶、果间作，因此
具有天然的茶香果味，别名“吓煞
人香”。除了独特的香味，还是九
个字更能令人印象深刻：“铜丝
条，螺旋形，浑身毛”。

能用带着韵味的中文介绍中国
的好茶，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如
果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也无妨，可以
借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内
个味”。

不可描述的茶
张治毅

不久前，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
黑茶制作技艺——长盛川青砖茶制作技艺榜上有名。653年的坚守，揭开了一个
家族历经20代传承传统制茶技艺的生动故事。

本 报 讯 （记 者 徐 金
玉） 陕西省商洛市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研讨会暨商洛茶叶
品质评价会日前在陕西商南
举行，国内知名茶叶专家、
学者参加，共同为商洛市茶
产业把脉会诊。

研讨会上，商洛市委农
办副主任、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叶赟介绍，近年来，商洛
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
规模迅速扩张，产品结构不
断优化，品牌效应日益凸
显。商洛茶叶主要分布于商
南、丹凤、山阳、镇安4县，
主要种植品种有紫阳群体
种、陕茶 1 号、龙井 43 号、
安吉白茶、中茶108等。茶产
品有绿茶、白茶、红茶、黑
茶等4个品系。目前，商洛市
茶园面积达到57.33万亩，春
茶产量 8300 吨，产值 15 亿
元，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产业。未来，商洛市将
科学规划，优化茶产业布
局，进一步提升茶叶加工水
平，推动商洛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

作为商洛市重点产茶区，商南县委副书记刘
华介绍，商南茶紧紧依托位于北纬33度的自然
生态优势，在高纬度、高海拔、高矿物质的生态
环境中形成了“汤绿、香高、味浓、回甜”的显
著特点。目前，全县已建有茶园25万多亩，带
动综合收入15亿余元。

去年 10 月，商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商南鹿茗”面世，成为商洛市茶产业发展历程
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此次商洛市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研讨会暨商洛茶叶品质评价会在商南县举行，
将进一步提高商洛茶产业发展竞争力，让商洛茶
叶成为既能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又能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的“黄金叶”。

活动由中国茶叶学会、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
府、陕西省茶产业促进会、陕西省茶业协会主
办，商洛市农业农村局、商南县人民政府承办，
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等单位协办。

商
洛
市
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研
讨
会

暨
商
洛
茶
叶
品
质
评
价
会
举
行

看到长盛川青砖茶制作技艺入选
国家级非遗的那一刻，何建刚的思绪
不由回到 600多年前，明洪武年间
（公元1368年），为避战乱，先祖何
德海从江西来到湖北，开始从事茶叶
制作与贩卖。

先祖首制的帽盒茶，正是长盛川
青砖茶的前身。只是先祖大概难以想
象，多年以后，因为这项制茶技艺，
家族会获得皇家御赐的双龙票褒奖；
更难以想象，这项技艺会传承600多
年，产品不仅走向国际舞台，获得巴
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奖，还会畅
销欧亚非多个国家。

作为长盛川青砖茶制作技艺传承
人，回望这段历史，何建刚深感荣耀
的同时，更觉使命在肩。

技艺传承

湖北咸宁，青砖茶的故乡。清晨
薄雾，青翠的茶园里，一位小小少年
正和长辈们一起采茶。采完茶，少年
再骑车去上学。这是何建刚对幼时生
活的记忆。出生在制茶世家，何建刚
从小与茶为伴。再大一些，他就开始
跟着父辈们学做茶，听他们讲长盛川
一路走来的故事。

百年技艺传承，探索过程最为艰
辛。在经历了散茶、团茶、柱子茶、
帽盒茶、饼茶和砖茶等各种形态的发
展演变后，何家在长期的边茶贸易经
验中摸索积累了青砖茶的制作工艺。
直到清代中叶，何家开始使用杠杆原
理和牛皮筋架捆扎工艺压制砖茶，成
为现代湖北青砖茶制作工艺的雏形。

长盛川青砖茶属于黑茶类，是后
发酵茶，包含初制、发酵、拼配、成型、
烘干、包装等77道工艺。成品茶色泽
青褐、汤呈琥珀色，滋味醇厚。

历经百年，一代代匠心传承，最
终成为国家级非遗，长盛川青砖茶制
作技艺有何独到之处？何建刚总结为
三点：一是大堆发酵、开沟通风，
120吨茶料官堆陈化，发酵过程茶叶
不“发花”；二是最早在茶砖压制川
字标识，使其成为防伪标志和文化符
号；三是茶砖为紧压茶中密度最紧。

百年风华

一代代人的脚步，走出了长盛川

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最让何建刚震
撼的是万里茶道的故事。

在这条跨越中、俄、蒙三国的以
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
上，长盛川青砖茶曾享有盛誉。这是
一段何家人引以为傲的历史，于是一
代代流传至今。明清时期，长盛川被
定为皇室贡茶，持朝廷御赐红色双龙
票畅销欧亚，无数长盛川人从湖北出
发，推着鸡公车，走水路经汉口，逆
汉水过黄河，一路走西口到内蒙古包
头、二连浩特，再到中亚和欧洲，走
东口经河北张家口到俄罗斯和蒙古
国。鼎盛时期，销量一度占据茶业贸
易的半壁江山，在万里茶道沿线开设
了260余个分号，被誉为“万里茶道
上的瑰宝”。

辉煌的历史，源于长盛川青砖茶
独特的制作技艺。经大堆发酵之后的
长盛川青砖茶具有化滞去腻的作用，
因此被草原游牧民族视为生命之饮，
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产自中
原的茶与产自草原的奶相融合，衍生
出奶茶，并在万里茶道沿线广泛传
播，成为众多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一
直绵延至今，是民族团结的载体和纽
带，同时也是与俄罗斯和欧洲各国交
流的媒介。

这一点，何建刚深有体会。2014

年，他收到邀请赴蒙古国交流。到达
乌兰巴托的当晚，在与蒙古茶叶之路
研究会会长旭仁其木格会面时，对方
深情地对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蒙古国相当一部分人是喝着长盛
川青砖茶煮的奶茶长大的，见到长盛
川的传人，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得
知未来长盛川青砖茶将扩大对蒙古国
的销售，对方高兴不已，说：“那浓浓
的茶汤蕴含的不仅有韵味，更有历
史、文化和情感。”

“看似一片小小的茶叶，一块块朴
实无华的青砖茶，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和无数人的味觉的情感记忆。这让我对
家传技艺有了更强的敬畏心，也增添了
我对传承技艺、复兴产业的使命和责
任。”何建刚说。

使命在肩

一桩桩一件件，从小耳濡目染，一
颗传承与复兴长盛川青砖茶的种子在何
建刚心里种下了。2013年，已随哥哥
来到湖北宜昌创业的何建刚，为更好地
传承传统青砖茶制作技艺，成立了制茶
企业以及湖北长盛川青砖茶研究所。

复兴产业，传承技艺是基础。何建
刚介绍，公司作为宜昌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示范基地和研学旅行基地，
一直积极投身于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
宣传普及工作，倡导有茶生活。此外，
他们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让世界人民
感受中国非遗的魅力。去年12月，为
感谢蒙古国为我国抗疫捐赠3万只羊，
湖北省人民政府捐赠蒙古国的生活物资
中，就有5000份长盛川青砖茶。

如何让长盛川青砖茶成为“一块有
非遗文化气息的砖”？何建刚想到了将
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楚文化、万里茶道
文化相结合，研发出多款工艺茶砖，如
楚才系列，将神农、屈原、昭君、陆羽
等楚国、楚地的风流人物印刻到茶砖
上，通过产品本身去传播非遗文化。

“复兴长盛川青砖茶，倡导的是生态
绿色的生产方式，还将助力山区精准扶
贫、出口创汇，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工艺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和社会价值。”前景无限好，困难也不少。
何建刚说，比如传统茶产业发展方式粗
放，青砖茶专业人才匮乏、科研能力不足
等。但他相信，在保护和传承好核心制茶
技艺的同时，引入生物制药的理念制茶，
将现代智能科技运用到生态种植、产品
研发等方面，将青砖茶产业与生物技术、
文旅产业等融合发展，进一步延伸茶产
业链，一定为茶产业振兴、乡村振兴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总结长盛川青砖茶的百年风华，
何建刚将其概括为：明朝始创、清朝
繁荣，在近代战乱中式微，在新中国
重振，在新时代复兴。在他看来，传
承长盛川青砖茶制作技艺，自己赶上
了好时候。“我们不仅重新启用老字
号，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我们新建
的长盛川产业园也被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一项项利好让他信心满
满，他坚信，未来结合国家乡村振
兴、“一带一路”建设等政策，青砖茶
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

653年，守望长盛川
纪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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