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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速递茶

业视点茶

海拾贝茗

疑解惑茶

茶论道煎

■ 白茶缘起

2019年 6月一个晴朗的午后，在
中国茶叶博物馆，杭州西湖大学校董葛
航与高嵩畅聊茶文化。在谈及西湖龙井
时，葛航好奇地问高嵩：“我们杭州西
湖龙井那么好，能用它做出白茶吗？”

高嵩笃定地回答，完全可以。
彼时的高嵩，虽没有制茶经验，却

已是与茶结缘10年的资深茶道师。或
许是曾在茶园里抓一把鲜叶放入口袋，
晒干后尝试一泡，竟别有一番滋味；或
许是研习茶道10年对茶有种道不明的
感应，似有个信念在告诉她，西湖龙井
一定能制作出白茶，而且非常好喝。

这一想法萌芽后，高嵩马上付诸行
动：学习制茶知识、请教制茶师傅、找
原料、借设备。不同茶树原料，不同萎
凋时间，不同烘焙温度，一次次地试验
和对比。终于，她手工制出了第一款龙
井白茶，取名“龙元白茶”。

这款白茶汤色澄亮，口感甘洌，既
有龙井茶的清甜，也有白茶的温润。即
便新茶也没有涩青味，可泡可煮，茶香
飘溢，罄入心扉。

“我选用的茶料来自西湖龙井核心
产区：西湖区转塘街道龙坞茶村。而茶
青是当地的群体种土茶。”高嵩在制茶
时发现，用土茶制作白茶，相较于种植
规模更大的龙井43而言，反而更能释
放出馥郁的香气，也更具耐泡度。

“福鼎白茶的制作工艺为采摘—萎
凋—烘干，我又增加了一道工艺——轻
微揉捻。揉捻是为了释放茶青中的芳香
物质，泡出的茶才有香气，但又不宜揉
得过重，汤感容易发涩。”高嵩说。

■ 传递感动

龙元白茶的诞生之路充满磕绊，高
嵩可谓一路披荆斩棘：曾在开始制茶
前两天被告知原场地不能用，需要临
时再找新茶厂；曾遭遇梅雨季，面临
青叶发霉大量损耗……然而，即使面
对再始料未及的困难和阻碍，高嵩都
从未想过放弃。

“茶在我心中，是一份温暖所在。
我愿意克服困难，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更
多人。”10年前高嵩开始研习茶道，是
源于老师冲泡的那杯日月潭红茶。高山
茶香伴着茶汤缓缓流至身体的每个部

位，一种沁入心灵深处的感动，从每一
寸肌肤向外扩散，她感受到久违的触动
和松弛。

也是从那时起，她暗暗下定决心：
不仅要泡出一杯让人感动的茶，更要能
制出一杯让人感动的茶。而这些年的倾
心付出，不仅做出了一杯好茶，还得到
很多意外之喜。

“每年，茶农都会用机器剪断茶叶
芽头，等待来年茶树发新芽，制作明前
龙井茶。而我们开始收秋季茶青后，茶
农们手工采摘，还有个惊喜发现，来年
春季茶芽长势更佳，茶叶品质也更
好。”高嵩说。送茶青的村民边将茶叶
摊在匾上，边和她感慨，“还好有你们
收土茶，不然我们采下来的茶叶都要扔
掉的，卖给你们还能赚些钱。”

“采茶的村民都是上年纪的大伯大
婶，春茶后茶农的收入开始减少，忙碌
惯了的他们难以赋闲，一听说有人收土
茶可以卖钱，每日清晨天刚微亮就头戴
手电筒上山采茶，午饭前顶着烈日背着
满满一麻袋青叶下山。看着茶农们的茶
篓和满意的笑容，我们也觉得自己的工
作更值了。”高嵩说。

■ 茶的秋语

10月，正是杭州最美季节，龙坞茶
村阳光正好，院子里飘着悠悠青叶香，高
嵩走进茶厂。移步到揉茶区域时，耳畔更
是传来欢声笑语。忙碌的大姐都是村里
的农妇，揉茶的手法很是利索。

“需要的那张茶桌我已经让人去搬
了。诶，这车茶萎凋得不够，要再晒晒
呀。”另一边，陆厂长敞亮的嗓音常先
人到达。话音未消尽，下一刻人已脚踩
风火轮般去张罗晚饭了。

最里面的三排烘茶笼仍在24小时
连轴烘，茶叶要定时翻动以免受热不
均。主负责烘茶的小俞和大勇，已练就
娃娃机般的机械手，手臂近乎固定地翻
着茶叶。“哗哗哗”茶叶翻滚的声音，
是茶厂最悦耳的背景音乐。

“茶是有灵气的，一款手工茶好
喝，并不单靠原料和工艺，也离不开所
有制茶参与者的能量聚合。”高嵩伫立
定定地看着，顺手翻开身旁的烘焙笼，
手伸入熟练地来回拨动，是茶叶烘透后
才有的沙沙脆声。捧一把干茶到鼻前，
闻着这第一道茶香。

她知道，又一锅茶，可以出了……

西湖龙井也能制白茶西湖龙井也能制白茶？？
——一位女制茶师的茶情心路

骆思锨 本报记者 李 宏

龙井茶是浙江特产，西湖龙井为
中国十大名茶之首。很多人爱喝茶，
却不知这杯中龙井，究竟是用什么品
种的茶树制成的？位于杭州的中国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中茶所），正
是揭晓答案的最佳所在。

这里藏有 3000 多份茶树资源的
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茶园中，除了
大家熟知的龙井群体种、龙井 43、
中茶108等龙井茶当家品种外，还有
许多长得各有千秋的龙井宝宝，它们
的名字很多人没听过，模样更是没见
过。让我们跟随中茶所茶树种质资源
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陈亮，一起探秘
龙井家族的奇珍异树。

“可以做龙井的茶树品种很多，
你看，这是龙井群体种，它是第一代
龙井茶品种。”在国家种质杭州茶树
圃，陈亮指着一片长势参差不齐的茶
树说，用它做的龙井茶，大小颜色偏
花杂，不如龙井43整齐漂亮。

群体种发芽迟，且早晚不一，
茶农早春采 500 克“跑茶”，要跑上好
几个山头。龙井茶中最忌的紫芽茶、
茶农最不愿采的“蜜蜂蓬（瓜子种）”，
龙井群体种中就比较常见。不过，群
体种由不同个体组成，滋味比较丰
富，部分消费者会更喜欢。

中茶所建所初期，为提高龙井茶
品质和生产效率，老一辈茶叶科技工
作者从云栖高地龙井群体种中选育了
龙井 43 这个品种。当时，它的选育
编号为“6043”，意指1960年第43号
选种单株。在资源圃中，1960 年发
现的龙井 43 母树，已移植至此，长

得有一人多高，生机勃勃。
龙井 43 是绿茶包括龙井茶的主栽

品种之一，1978 年它获得了“全国科
学大会奖”。它的发芽比龙井群体种早
7 至 10 天，而且发芽密度大，一行茶
蓬，密密麻麻一整天都采不完。用龙井
43 制作的龙井茶，嫩绿好看，清香匀
整，滋味甘醇。

后来，中茶所又以龙井 43 枝条经
辐射后，选育出第三代龙井茶新品种

“中茶 108”，比龙井 43 早发芽 3 至 5
天，而且抗炭疽病。其实，陈亮的研究
员团队一直持续地进行种质创新，以龙
井 43 为亲本培育了一些更早、更好的
新种质，待以时日有可能成为第四代龙
井茶新品种。

除了龙井 43，中茶所专家还在龙
井群体种中选育出了几十种，都收集
保存在资源圃中。比如叶片瘦长的叫
龙井长叶，叶片圆圆的叫龙井圆叶，
叶色特别绿的是中茶 102，叶片小小长
得像瓜子般小巧的叫龙井瓜子；茶芽
发紫的是龙井紫芽，茶芽黄色的叫龙
井花叶；还有，枝条“之”字形弯曲的
叫龙曲等等。

喝茶，很多人追求一个“早”字，
每年的春茶第一摘也因此备受追捧。资
源圃里的茶树宝宝，可谓千姿百态，发
芽早晚差异大，甚至可以达到 50 天。
其中，有种 4 月底才慢吞吞发芽的品
种，专家们取名叫“不知春”。虽然因
为发芽太晚，“不知春”在生产上没啥
应用价值，但每份种质资源都蕴含了独
特的基因，有它存在的意义。

（中国茶叶学会）

龙井茶好喝，茶树有几种？
认识龙井家族的奇珍异树

面朝峡谷清溪，手持一杯香茗，相
约三五知己……这个国庆长假，我的别
样度假生活引来朋友们的艳羡。

每次回湖北宜昌弟弟家，有着万里
长江第一溪之称的下牢溪是我们一定要
去的。与以往不同，这次我们是去喝
茶。因恰逢长假，弟妹提醒我们一定要
早些出发，以免堵在进溪的汽车长龙
里。

车行下牢溪，两岸的山峰层峦叠
嶂，打开车窗，隐约能听到溪水流淌。
寻得一处靠近溪水且平坦的位置，孩子
们在溪水中玩耍，我们则布置起茶席
来。我和弟妹展开原木色的折叠小桌，
用各种或竹编或藤艺的盘子盛放好茶
点、水果，弟妹的朋友摆上自带的青瓷

茶具，一张融入了自然峡溪风情的茶席
就跃然眼前了。

弟妹提议由我主泡，我欣然接受。
坐定，天蓝气清，不由得先深呼吸。抬
头是如削的峡谷，清澈的溪水，低首是
精致的茶器，等待开启的好茶。这难得
的景致，让我更加用心地对待这茶来。
因没有带烧水器，只能用保温壶里的
水，我便挑选了一款细嫩的红茶。

茶香弥漫山水之间，我们边喝茶边
聊天。原来，弟妹的朋友也是爱茶之
人，这青瓷茶具和茶便是她带来的。然
而，她过去饮茶只是为了提神解渴，对
茶之好坏不求甚解，对茶之妙处知之甚
少。与弟妹结交后，二人不仅相见恨
晚，更成为茶友，相约无不有茶，茶也

在她们之间变得更丰富充盈起来。
茶过半巡，我从北京来宜昌旅游的

朋友及其爱人终于在堵车的龟速中抵达
了。从车水马龙的公路下来，不过几十
米之遥，这杯溪水间的茶香宛若另一个
清静的世界。朋友夫妇也都是爱茶之
人，无需客套，相视一笑，一句“喝
茶”，便让他们连日来堵车堵人的烦躁得
以缓解。

“出去耍都这么精致的。”
“在这里喝个下午茶太美好了。”
……
朋友圈里，有朋友留言道。

“出去玩，带这么多东西，多麻烦、
多累啊。”

也有朋友这样说。
两种态度，反映的是两种选择。如

果是游客，总是在匆忙赶路，那必然是
累的，带这么多东西也必是多余。如果
是茶客，把眼前的风景只当成喝茶的背
景，那必然是怡然的。因为爱茶人喝的
是茶，品的却是在不同环境下一份安然
的心情。

爱茶的人，通常有几分“矫情”。在
我的朋友圈中，不时看到各种茶席，有
在山花烂漫处，有在白雪纷飞中，甚至

有在火车、飞机上。作为一片神奇的东
方树叶，茶蕴含着山川灵气。中国人对
于饮茶环境的要求更是古已有之。文震
亨在《长物志》卷十二香茗中，对于饮
茶的环境，是这样说的：“构一斗室，相
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
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文震亨的曾
爷爷文徵明同样爱茶，还绘有《惠山茶
会图》，描绘的是一群文人雅士在无锡惠
山以茶会友的情景。

爱茶之人自然离不开茶具。古代文
人诗词中可见他们常携茶具而行。唐代
皮日休 《褚家林亭》：“萧疏桂影移茶
具，狼藉蘋花上钓筒。”元代王逢《排难
行》：“我时载茶具，荡漾五湖船。”

古人不仅注重喝茶的环境，还注重
喝茶的人。知己一二，好友三五，常常
是古人饮茶图的标配。然而，千金易
得，知己难求。有时候，只有你把自己
的喜好和趣味展现出来，才能遇到彼此
吸引的人。想起一位朋友，她多年如一
日举办林间茶会，只身一人在各种山花
烂漫处、名胜古迹旁用心筹办茶会。我
想，她大概不仅是为了人在草木间，静
心品一杯茶，不仅是为了传播茶文化，
更是渴望遇到知己罢。

溪水畔 有茶香
纪娟丽

本报讯（记者 李冰洁）近日，记者从第二届“永川秀芽”
杯全国茶叶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
赛事将于10月份在重庆市永川区举行。

发布会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教育社团部部长李殿平表
示，供销合作社系统一直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积极引导全国茶产业科学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推动茶产业品
牌建设与科技交流等活动，为茶产业发展提供科技、人才和组织
保障。希望通过茶叶加工工这一赛事平台让茶叶加工技艺充分展
示、让参赛选手的职业技能充分交流提高，凝心聚力，共同推动
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竞赛主办方代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中心主任杨荣表示，作为我国权威的茶叶加工从业人员技术评测
与竞技平台，全国茶叶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给一线技能人才提
供展示和交流技艺的舞台。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传统茶叶加工
工艺不断传承和发扬，让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的茶叶加工技
能人才脱颖而出，持续为茶产业输送专业人才，共同谱写乡村振
兴主题之下茶产业大文章。

据悉，第二届“永川秀芽”杯全国茶叶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
是国家二类赛事，竞赛自去年启动预赛以来得到了供销合作社行
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本次竞赛重点突出现场手工制茶的特
色，结合理论与实战，将有来自17个省区市的近百名选手在总
决赛中现场竞技，竞赛中前3名选手有机会荣获“全国技术能
手”这一业内的最高荣誉称号，组委会还将根据赛事竞技情况对
优秀参赛选手进行颁奖表彰。

本次大赛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
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共同主办，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承办。

第二届“永川秀芽”杯全国茶叶加工工
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10月举办

秋分过后，慢慢地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气候渐凉，真正的秋季
到了。身边不少人开始出现口干舌燥、干咳少痰、皮肤干燥等一系
列令人不悦的症状。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有效
防治感冒，茶多酚有较强的收敛作用，对病原菌、病毒有明显的抑
制和杀灭作用，对消炎也有明显效果。

每当这个时候，身边喜欢喝茶的小伙伴总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适合喝什么茶呢？”

喝茶首先要因人而异，无论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饮茶，都要结合
自身的体质饮用，如果您是属于体凉、胃寒、怕冷的阳虚体质，到了
秋季，尽量少喝绿茶，以免腹泻不适。可以多喝一些相对平和的乌
龙茶，既不会让身体太过燥热，也不会太过寒凉，还能给身体补充
水分，润喉生津，缓解秋燥。平时适当喝点乌龙茶能够促进消化和
脂肪的分解，具有解油腻、缓解咽喉不适的作用。

如果您是比较怕冷的人，建议可以喝些红茶，现在的天气逐渐
转凉，一场秋雨一场寒，为了补充阳气排出体内的寒气，可以每天
喝一壶红茶，红茶暖胃效果比较好。同时还可以尝试喝些小青柑，
小青柑是一种比较可爱的茶，经常喝小青柑可以起到润肺化痰的
情况，还有助于脾胃健康，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能够促进食物
的消化与吸收，让肠胃更加健康，也能降低身体内的脂肪含量。

另外喝茶还要分时候，在空腹的时候，尽量不要饮茶，茶叶中
含有咖啡碱等生物碱，空腹喝茶容易使肠道吸收更多的咖啡碱，导
致人出现亢奋表现，如心慌、头昏、手脚无力、心神恍惚等，甚至出
现茶醉现象。老年人肠胃更加脆弱，更容易患上各种肠胃疾病，更
不宜空腹饮茶，尤其是浓茶，因为茶叶当中的鞣酸会刺激肠胃黏膜
加重病情，引起消化不良、便秘等症状。

在睡觉前，尽量不要饮用浓茶，茶叶当中含有咖啡碱对中枢神
经系统有明显兴奋作用，晚上睡觉之前喝茶水容易使精神兴奋，影
响睡眠。同时，对于需要长期服药的人来说，服药期间不建议喝茶，
尤其是服用助眠抗心律失常的药物，茶汤中的内含物会降低这些
药物的效果。 （中茶协）

秋分已至 快来喝茶

近日，由河南省台办主办的 2021“百年圆梦 豫来豫好”
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信阳。在台商合资企业信阳盛德来茶
叶有限公司，两岸媒体人深入了解制茶流程和工艺创新。据悉，
该公司利用夏秋茶把台式乌龙的制茶技术和信阳茶叶进行有机结
合，生产出高品质台式乌龙茶，口感好、香气浓、质地优。

王有强 张志彬 摄

当信阳毛尖遇上台湾乌龙茶当信阳毛尖遇上台湾乌龙茶

“龙井茶也能做出白茶？”
“白茶不是福建的吗？”
面对这些质疑，女制茶师高嵩已习以为常。
说起“茶都”杭州，人们只知一绿一红。“绿”是西湖龙

井，“红”是九曲红梅，却鲜有人知还有一白：龙井白茶。这
是高嵩的新尝试，以龙坞村群体种土茶为茶青原料，以白茶
工艺制作的白茶。

10月的杭州，正值初秋，高嵩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始秋茶
的制作。从第一次龙井白茶的诞生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然
过了3个春秋。

■链接

近日，“温山御荈原产地茶蒲子产点”授牌仪式在浙江省湖
州市弁山举行，来自该市茶文化、茶产业、文学艺术等社会各界
30余人出席。

温山御荈是中国最早的皇家御茶，产于“湖州主山”弁山茶
区，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自魏晋以来，南朝宋山谦之
《吴兴记》、唐代陆羽《茶经》及李肇《国史补》、明清《茶董》
《茶苑》《续茶经》等书均有记载。20世纪80年代，吴觉农主编
的《茶经述评》认为：温山所出的御荈，可以上溯到孙皓被封为
乌程侯的年代，并且当时已设有“御茶园”的推断。2020年，
经当代学者考据，由南宋杨伯岩《臆乘》回溯，温山御荈茶名出
处或可上推至东晋谢宗的《谢茶启》。作为湖州最古老的名茶，
温山御荈至今仍在出产。

为切实保护弁山本土珍稀茶树种质资源，湖州陆羽茶文化研
究会多年来积极扶持坚守小众历史名茶传承创新的微茶企、茶农
和热心茶人，助推茶科技、茶经济和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弘扬
中华茶文化。此次，通过勘察、调研，确定茶蒲子为古温山御荈
重要产点，为此，立碑、授牌以启迪后学，彰显后世。

另悉，作为“第五届湖州弁山情茶叙”核心主题，本次活动系由吴
兴区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组织举办，茶蒲子茗香院承办。（震喻 彩娟）

“温山御荈原产地产点”在湖州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