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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俗趣闻茶

业视点茶

海拾贝茗

乡采风茶

日前，“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一时间，泉州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中国茶从泉州走向世界。而作为我国乌龙茶的故
乡，泉州茶也独具魅力。

泉州是我到访次数最多的茶乡，那里的茶人茶事，如同
那杯浓香型铁观音，香高隽永，回味悠长。

在泉州，茶是生活。2007年，我因参加首届海峡两岸
茶业博览会首次来到泉州。在赴茶乡安溪的路上，当车停在
加油站加油时，我诧异地看到加油站一侧，有人正围坐品
茶。我好奇凑近的同时，主人已经烫好杯、倒上茶，并示意
我喝茶。这不是一次偶遇。后来我才知道，在安溪，甚至在
泉州，无论是店铺、单位甚至家庭，一套工夫茶具都必不可
少。此后的泉州之行，无论走到哪儿，坐下来喝杯茶都是必
须的。我认识到，在泉州，客人来时，茶是礼仪。闲暇时
刻，茶是日子。总之，茶是泉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泉州人的茶生活，还随着泉州人的茶生意，影响到了全
国各地。过去卖茶，尤其在北方地区，采用柜台销售，客人
即买即走，并不提供品尝服务。21世纪初，泉州人用泉州
茶生活推销起家乡茶。取代柜台的，是冒着香气的茶桌，但
凡有客进店，必喝杯茶先。据统计，在全国各地从事茶叶生
意的泉州安溪人超过20万。可以说，如今茶叶销售先尝后
买，盖碗泡茶渐渐走向千家万户，与泉州茶生活的推广不无
关系。

在泉州，茶是传承。一方水土养一方茶，除了自然孕育
的独特茶树品种外，凝聚着茶农智慧的铁观音制作技艺经代
代传承，已经列入国家级非遗。虽然我先后采访过多个铁观
音制作技艺传承人，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泉州街头偶遇的
一位。

那是一次到泉州出差，当地朋友知道我们喜欢茶，晚饭
后直接带我们来到一家茶店——两固茗茶。店面不大，来头
却不小。“在泉州安溪感德镇，说起陈两固，茶农几乎没有
不知道的。”朋友介绍说。陈两固话不多，只是拿出两泡
茶，让我们尝尝。一泡乌黑油亮，一泡条索粗壮，虽然喝过
不少安溪茶，但面对这两款，无论观形还是尝味，我居然都
有云遮雾绕不求甚解之感。原来，那泡乌黑油亮的叫铁观音
蜜茶，是当地的土法工艺，主要是家庭保健之用，市面上少
有。而那泡条索粗壮，名为野实，是铁观音野茶，采摘上百
年的铁观音野茶树上的茶青，采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自然
也是少见。

小小两泡茶中，古早的味道里，是陈两固对传统工艺的
传承和坚守。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制茶技艺
探秘》，他本人是作者之一。出于好奇，我查阅了他的资
料，才知道他在安溪成立了首个铁观音制茶大师工作室，培
训茶农超万人。

对泉州人来说，茶还是乡愁。伴着岁月的茶香，这杯故
乡之饮早已流进了泉州人的血液。在采访时，不少祖籍福建
泉州的政协委员都保持着喝泉州茶的习惯。印象最深的是
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林树哲，每
年全国两会，他都会带着家乡茶同与会委员分享。而每年会
上与他喝喝茶，聊聊茶，也成为我们的“约定”。从泉州茶
的特点，饮茶的风俗到饮茶的好处，话里话外，充满了对故
乡茶的热爱与眷念。

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我赴香港采访，从机
场赶过来的他先嘱人给我泡茶。聊及家乡茶，他找出了一款
私藏茶，是厦门进出口茶业有限公司出品的铁观音，充满年
代感的包装，好像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原来，泉州是著
名的侨乡，旅居世界各地的泉州籍华侨离开家乡时，带走的
多是这款茶。直到现在，这款茶还在继续生产，并保持着当
年的包装和味道。对这些华侨来说，这是家乡的味道。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茶的故事同样精彩。生活之
茶、传承之茶、乡愁之茶，这“三道茶”只是泉州茶文化的一隅。
更多故事，等待着你来到泉州，慢慢体味、慢慢发现。

泉州“三道茶”
纪娟丽

宁波是海内外专家学者公认的“海上茶路”启航地。
10年前，宁波茶文化学者提出：杭为茶都，甬为茶港，希
望宁波的茶文化，能像杭州一样，成为城市特色文化和亮丽
名片。笔者最近提出：杭有梅家坞，甬有福泉山；杭有西湖
龙井，甬有东海龙舌。这个想法的提出，饱含了我多年来的
观察和思考。

杭州梅家坞已成为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以及独特茶文化
之代名词。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疗养，她在给周恩
来的信中写道：“此间湖山之地有五多：山多、庙多、泉
多、花多、茶多。”周恩来回复说：“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
多。”西湖群山皆产茶，今日杭州已成为驰名中外之“茶
都”，杭州茶文化底蕴丰厚，湖山寺院之中，处处浸润着优
美茶文化典故。

对比东海之滨——宁波东郊东钱湖福泉山茶场景区，同
样有上述“五多”，可谓“一山观湖海，万翠拥福泉”。

福泉山位于鄞州东部，面向东海，山麓有3倍于杭州西
湖的东钱湖。这里产茶历史悠久，“茶圣”陆羽在《茶经》
中记载“鄮县，产榆荚村”。其中“鄮县”为鄞州旧名。附
近天童寺茶文化历史悠久，晚唐咸启禅师即有“且坐吃茶”
之禅语，宋代日本高僧荣西曾在该寺修道学茶两年多，回国
时带去茶种在日本多处播种。

1975年，原鄞县县政府在福泉山开发成片高山茶园
3600亩，40多年来，得天独厚的宜茶环境，茶叶长势良
好，培育了100多个茶叶良种，系茶学概念上的北方茶叶良
种繁育场，另有万余亩杉木基地和生态林，拥有凤凰湖等八
大景点，很多到过茶场的中外茶文化专家、学者，称之为

“天下最美茶园之一”。这里所产东海龙舌名茶，外形扁平略
长，黄绿有毫，形似龙舌，品质尤佳，多次荣获“中绿杯”
名优茶评比金奖。

湖山胜迹，人文胜景，以笔者看来，可发挥福泉山茶场
优势，建好“东钱湖环湖黄金茶禅旅游线”，让来甬嘉宾就
近领略湖山胜迹，品赏名茶之美，不亦为雅事、乐事乎？

笔者草成《杭有梅家坞甬有福泉山感赋》：
钱塘龙井芳名传，甬上龙芽夸福泉。
东海钱湖名刹美，期求出彩赋新篇。

（作者系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杭有梅家坞 甬有福泉山
竺济法

情速递茶

夏日炎炎，谁不想来一碗让人口舌生津
的大碗茶？但别认为只有咱北京有大碗茶，
在遥远的西非马里，每日午后，人们定是要
雷打不动地为茶停下脚步，围坐在门前，喝
上一碗大碗茶。“喜欢茶似乎是天生的，从马
里这个国家诞生以来，这里的人就开始喝
茶。”张衣笙是生活在北京的马里人，果真爱
茶，说起他祖国的茶俗，也是信手拈来。

张衣笙是他的中文名字，来到茶叶发
源地——中国6年了，他虽然品饮了不少
中国茶。但家乡的茶，总是最香的。他说，在
马里，夏日午后，家家门前都会摆着一个近
半人高的泥炉，炉上铜壶中茶水翻滚，茶香
弥漫在空气中。家长里短、国家大事，随同
浓郁的茶汤，被人们一饮而下。

和英国人的下午茶一样，马里人的下午
茶，也是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品茶畅谈。彼
时，茶不再只是一种饮品，而是附加着亲情与
友情的欢愉，成为了社交的媒介，亦成为一种
休闲的生活方式。

因为爱茶，来到中国，张衣笙自然也更多
地关注到茶。

“我惊奇地发现，中国茶和马里茶，无论
是从品类、味道，还是品饮方式上，都有较大
区别。”张衣笙说。

相较于中国的清饮，马里茶大部分都是
调饮茶，每次放上一匙糖，喝起来都是香甜的
味道。加糖最多的是一种被称作 jus de
bissap的茶，这种茶冲泡以后，呈耀眼的鲜
红色，茶汤清亮透明。最初Jus de bissap

茶被当作药饮用，马里人认为其有补血功效。
同样地，一种名为kinkeliba的茶最开

始被认为是一种清热去火的草药。“它的药用
的定位，和中国古时茶叶的药用价值，有异曲
同工之妙。”张衣笙说。

在专业概念中，这几种茶其实属于非茶
之茶。那么，他们喝不喝传统的中国茶呢？答
案是肯定的。张衣笙笑着介绍：“我们经常喝
中国茶，其中最受欢迎、销量最高的要属绿
茶。绿茶口感较为清淡，相比其他味道浓郁的
茶类，绿茶更容易被马里人接受。”

除了茶叶外，在制作方法和茶具选择上，
马里和中国也有着很大区别。

“马里的茶是一袋一泡，多数以煮为主。将包
装拆开，将茶叶直接放入壶中煮沸，更加简单、随
性，也是马里人性格的体现。”张衣笙说。喝茶的茶
具就更不“讲究”了，茶缸、茶碗几乎是他们的最
爱。每次茶叶煮好后，用铜制或铁制的小壶过滤
出茶汤，分到茶缸或茶碗里，热气腾腾的茶汤、沁
人心脾的香气，让马里人喝得酣畅淋漓。

茶情万里，一路茶香。无论是非洲，还是
中国，一杯茶，都是张衣笙最享受的时光。

西非马里：

午后，为茶停留
本报实习记者 孟磊

以中国地大物博来论，同一种茶在不
同的地方就意味着面临不同的存茶环境，
由此有了普洱茶收藏南北差异的问题。

之前，一位资深茶友同时向分布在全
国20多个不同省份的朋友寄发同一款普
洱茶，试图探寻普洱茶在不同仓储、湿
度、温度等因素之下的滋味差异。而地域
环境的差异，就决定了保存普洱茶方法的
不同。

普洱茶属后发酵茶，不但可以长期存
储，而且可以把存储过程视作普洱茶加工
制作的一个延伸。总体来讲，南方因为湿
热，存储的普洱茶发酵速度较快，生茶的汤
色比较容易转红，熟茶的口感比较容易出
现“滑”，陈茶的香气不论生熟，多出现樟
香、参香。而北方四季分明，天气寒冷的时
间较多，存储的普洱生茶汤色转红非常慢，
20年的老生茶汤色都未必会红，熟茶则很
少出现较“滑”的口感，但不论生熟，香气的
保持都比较好，老茶香高而且富于变化。所
以有人总结为“热存熟，冷存香”。

适宜的湿度、恒定的温度和流通的空
气，是普洱茶贮藏的条件。而湿度，是普
洱茶收藏南北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广
东为例，广东天气比较湿热，特别是在每
年1月到4月间的梅雨季节，相对湿度特

别高，有时达到或超过100%。
这时要特别留意不要让普洱茶因太潮湿

而发霉，要注意“防潮防霉”。可以说，防潮防
霉是南方收藏普洱茶的关键问题。每年梅雨
时节，一些茶友因为自己的粗心，而让普洱茶
长了白色绿色的霉，再好的普洱茶也只能放
弃。那么，如何防潮防霉？首先，梅雨期间，要
把窗、门关紧关好，防止潮湿的空气入侵普洱
茶的肌肤。而这个时候，普洱茶吸收空气中的
适量水分，是自然发酵、自然陈化的最佳时
候，所以更要特别留意。当湿度过高，比如高
达75%以上仍不能通过开窗通风等方式加
以解决时，可以用除湿器，加以人工干预。

相反，北方的湿度就要低很多，不利于
普洱茶的收藏和保存。以北京为例，白天湿
度普遍偏低，晚上湿度比白天略微偏高，总
体湿度明显低于南方。普洱茶在如此湿度环
境下，陈化就变得十分缓慢，因此同样需要

“人工增湿”。
在较为干燥的环境里，我们可以在茶叶

的旁边摆放一小杯水，或是一盆清洁的水，
或开动加湿器，令空气中湿度增大。当然过
犹不及，年平均湿度不要高于75%。关于
普洱茶保存的最佳湿度，虽然还存在不少争
议，但很多藏家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平均
湿度不超过75%是一个理想状态，而超过
85%，茶品就会产生霉变。

这么说，普洱茶是不是太娇气了？其
实，与绿茶红茶比较起来，普洱茶算是坚刚
的。前面说普洱茶保存的湿度可以人为控
制，但是温度却不能刻意提高或降低。显然
太高或是太低的温度都不利于普洱茶的存
储，太高的温度会使茶叶加速发酵，泡出来
的茶汤有一股酸味，破坏口感。

其实，普洱茶放在自然的常温环境下存
放就好，如果能使自然的温度长年保持在
20至30摄氏度之间，则是最理想不过。有
人为了提高温度而在存茶室安装空调，我觉
得大可不必。因此，北方的寒冷和南方的酷
热，都不用过分操心。

热存熟 冷存香
嵇小康

坐得住技术“冷板凳”

事茶近40载，纪晓明最懂茶的优
势与短板所在。

“茶首先是一种饮料。饮料与饮水
不同，后者是解渴，前者则更需要满足
文化、精神和心理的多重需求。在这方
面，茶堪称鼻祖。中国茶品质优良、历
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无论是从品饮
价值还是精神文化层面，都难以被超
越。”在纪晓明看来，要打造影响世界
的消费品，茶最具前途，也最有可能。

“要实现这个目标，现代技术是前
提。我们亟须找到一条路，把最先进的

技术与最精粹的民族文化、传统技艺结
合起来。”纪晓明说。

但在茶行业，一道现实鸿沟摆在眼
前：做茶的人懂工艺，对现代技术却是
个十足的“门外汉”，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等专业术语，如同摩斯密码
令人费解。在这点上，连纪晓明也不例
外。

可他同样清醒地认识到，这道壁垒
打不通，自主研发出真正具有革新意义
的现代化茶叶生产设备就难以实现，世
界影响力之梦更将遥不可及。找团队磨
合、协作、分工，换作彼此熟悉的语言
再碰撞、科研，这段路考验的不只是沟
通能力，还有对未知领域的理解能力，
以及坐得住冷板凳的耐心与坚持。

数年匆匆流逝，他们见证着一套套
设备从一个个简单的零部件组装成一个
个“庞然大物”，见证着一个个编程代
码化作一个个实体产品：如今在这片占
地200亩的茶博园内，智能化茯茶生产
线、仓储物流中心、茯茶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茯茶文化中心等配套建设相关辅
助设施已经建成，数字化的联机和调试
将稳步推进，预估明年上半年可正式开
工。“一路走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用筚路蓝缕来描述也并不为过。但同样
地，我们也要感谢这个时代赋予的机
遇，现在苦尽甘来，离成功已越来越
近。”纪晓明笑着说。

曾被“逆耳之言”刺醒

回想这段时光，纪晓明可能还
要感谢一个人，感谢一次并不愉快
的经历。

早年间，作为某颁奖礼的获奖
嘉宾，纪晓明出席主办方的庆功
宴。席间，一位到访的参会者对茶
行业颇有微词，甚至高声表态：

“中国茶行业是个耻辱的行业，搞
茶的人都没有素质。在茶圈，我连
一个真正可以对话的人都找不到。”

听闻此言，纪晓明与之据理力
争，对这样的表态难以认同，也感
到非常气愤。

但到了第二天，平复下心情的
他陷入了沉思。“中国茶发展至
今，一直在变，品饮方式在变，加
工品类在变，茶叶形态也在变，而
为什么百年来，这样的变化少了？

细数当下的产品，虽然看得人眼花缭
乱，但究其实质，哪一样真正有影响力
的品类、技艺、形态，不是在百年前诞
生的？我们更多的只是享受着先辈留下
的宝贵财富，市场上放大或宣传其文化
价值，对茶真正能起到变革性的助推的
贡献，我们还做得太少。”

而放眼世界，立顿是最为人津津乐
道的茶叶品牌，它曾在最鼎盛发展时
期占据了全球近70%的饮用市场。“我
们并非崇洋媚外，但不可否认的是，它
的成功，关键在于技术的革新：在20
世纪，它将茶包这种刚开始不被认可的
产品形式推广到全世界，让品饮方式更
为便捷，品质更加稳定，是打破了传统
茶产业发展的革命性举措。”纪晓明
说，“作为茶叶原产地的事茶人，我们
的责任更重，要勇于创新，创造出真正
可以影响世界、带动整个行业变革的特
色、技术和产品。”

当年一席话，刺痛纪晓明，某种程度
上，也刺醒了纪晓明。他大胆跳出“舒适
圈”，也跳进了产业升级的时代浪潮里。

传统与技术有矛盾吗？

前不久，咸阳茯茶制作技艺成功入
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同时，一个
衍生话题再度引发关注，传统技艺的保
护、传承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存在
此消彼长？

“二者不仅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能更好地助力产业发展。”
纪晓明开宗明义。

“说到技术，非遗何尝不包含科技
含量？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有价值的文化
遗产，正因为它独到的科学技艺和管理
技能。只不过古时没有‘科技’这种现
代化表述而已。”纪晓明说。以他最熟
悉的茯茶为例，“茯茶就是在数百年
前，在一个没有微生物概念的年代，生
产出的具有高品质的、微生物参与的茶
产品。”当时，湖南等周边区域都将原
料运至陕西，由这里的制茶师傅加工制
作，最后制成的茯砖茶是一样的重量、
一样的尺寸、几乎一样的味道。茯茶的
诞生，不只是上天的恩赐，其背后也有
着很深的科技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的定位
更为明确，要活态流变。非遗承载着两
个使命，一个是对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
的延续，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好、
传承好；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
人们提供历史的认知和未来发展的指
引。”纪晓明说，“传统的技艺不能灭
失，依然是产业品质发展、精神传递的
源流，我们要用现代技术和手段，将其
更清楚地描述和认知出来。这样的活态
流变不仅更有益于人类文化价值的传
扬，也更能让非遗为未来的社会进步和
人民生活发挥更大作用。这场传统茶企
的转型升级之战，我们责无旁贷。”

纪晓明：

传统茶企破局之战已打响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近日来，作为陕西省咸
阳市 2021 年第二季度重点
项目，泾渭茶博园门庭若
市，参观嘉宾络绎不绝。

他们的关注点纷纷落
在几个关键词上——数字
化项目、信息化手段、智能
制造系统。这些词让一个雄
心勃勃的梦想呼之欲出：革
新传统茶企生产模式，打造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
茶产品。

很显然，这个梦想的拥
有者——陕西省政协委员，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
泾渭茯茶有限公司掌门人
纪晓明已在解题路上。

本 报 讯 （ 记
者 徐 金 玉 ） 近
日，由世界茶联合
会主办，青岛西海
岸新区海青镇人民
政府承办的第十三
届国际名茶评比大
赛暨海青镇第一届
中国名优茶品质座
谈会在海青镇北茶
商街举行。

据悉，国际名
茶评比由来自全球
各国主产茶区的名
茶参加评比，参评
茶叶送检合格后，
经权威专家对茶样
进行审评，最终确
定 获 奖 名 单 。 自
1999 年以来，国际
名茶评比大赛已成
功举办十二届，为
国内外各茶企及茶
产区在茶叶加工、
品质改善及茶文化
等方面提供了交流
和学习的平台，促
进了产业发展和茶
叶品质提升。

主 办 方 介 绍 ，
有着“北域江南”
之美称的海青镇，
是中国北方一抹亮
眼 的 翠 绿 。 作 为

“南茶北引”的杰出
代表，海青镇拥有

优越的沿海气候条件和良好的生态
环境，孕育了海青绿茶“叶肉厚、
墨绿色、黄绿汤、豌豆香”的独特
品质。海青茶内含物累积丰富，含
有维生素、矿物质和对人体有益的
微量元素，品质独特、滋味醇厚、
生态纯净，深得消费者青睐。海青
镇也获得了“鲁茶第一镇”的美
誉。

本次大赛通过促进南北茶文化
深度交流、南北茶资源交融学习，
推广并提高海青茶在海内外的知名
度，让世界了解到海青茶的特质及
海青镇的风情魅力，推动海青镇茶
文化、茶产业健康活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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