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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情速递茶

业视点茶
海拾贝茗

疑释惑茶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茶的国度。
诗与茶，同在文化圈层，相互成就是自
然而然之事。

文人雅士离不开“琴棋书画诗酒茶”，
以诗写茶，以茶入诗，留下无数佳句。把
茶诗中最精华的部分摘取出来，制成茶
联，悬于茶楼、茶亭、茶室，赏书法之美，想
意境之深，与风景相宜，合茶人心意，比茶
诗更多了几分立体的画面感。

茶都杭州，茶楼茶室随处可见，通
常都要在门口或室内挂几副对联。有想
法的主人，内容自撰自书，雅俗自赏。
追求细节的，从古人书中摘几句，品位
立现。也有图省事的，请人把茶人尽知
的“吃茶去”或“禅茶一味”写来横于
门楣，倒也让人挑不出毛病。

杭州知州苏东坡爱茶擅诗，曾有关
于他手书趣联调侃径山茶僧的故事流
传，说的是他初访径山，被有眼不识泰
山的和尚轻慢，后来知道是大名鼎鼎的
苏子莅临，遂赶紧请上座、奉香茶，临别

前还厚着脸皮请其留下墨宝。爱开玩笑的苏东坡提笔写下一副
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

这个故事传说甚广，地点是否在径山，后人颇有争议，但苏
东坡随意写出的茶诗水平之高是大家公认的。“欲把西湖比西
子，从来佳茗似佳人”，这副后人集句而成的茶联经典，下联出自

《次韵曹辅壑源试焙新茶》，苏东坡自称当时也是游戏之作。
苏东坡为杭州留下的茶联艺术高度无法超越，并不妨碍后

人继续为杭州茶楼撰写茶联，也有佳作频出。“莠翠堂”茶馆
有一联：“泉从山出情谊洌，茶自峰生味更圆”。这副茶联出自
明代文人陈继儒的诗作 《试茶》。以现代人的茶叶知识去解
读，当是用虎跑泉水泡产自狮峰山的西湖龙井茶吧。

联句既是大门装饰之物，也能作为广告语。陈继儒曾写有
《小窗幽记》，与《菜根谭》和《围炉夜话》并称“处世三大奇
书”。写出好的茶诗自然不在话下。

西子湖畔的茶人之家，挂有多副名家书写的茶联，其中一
副是“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曾看过一篇介绍
文章，说这副茶联出自清代诗人郑清之。但笔者查了一下得
知，郑清之是宋人，翻遍他留下的300多首诗，也没找到这一
联。倒是发现郑清之的确是个爱茶之人，他多次去过龙井寺，
写过多首《茶偈》，比如这一句：“书如香色倦犹爱，茶似苦言
终有情”，也很适合作为茶联。

至于那句“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实际上
是宋代翁元广《题临江茶阁》诗中的诗句。全诗如下：“门外
黄尘没马鞯，溪山对此独翛然。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
欲仙。可但唤回槐国梦，不妨更举赵州禅。凭阑得句未易写，
尽日孤烟白鸟边。”

“泉憩茶数瓯，岚行酒一酌”。从诗中走出的茶联，抱柱而
悬，安静地注视着人来人往，日复一日。希望爱茶的你，在走
进某一间茶楼之时，也认真地与茶联对视一眼，读一读它。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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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客来敬茶”已经成为全社
会的风习，茶在邻里交往中也起着
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梦粱录》卷十八《民俗》记南
宋杭州邻里之间不论有事没事，“朔
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
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
睦邻之道者，不可不知”。茶汤往来
互通消息，与吉凶庆吊之事随礼甚
至出力相帮等，成为不可不知的睦
邻之道。如果有新住户搬来，“则邻
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
类，则见睦邻之义。”

在南方许多地区甚至形成以茶
称名即俗称“三茶”的婚姻仪礼，即
相亲时的“吃茶”，定亲时的“下茶”
或“定茶”，和成亲洞房时的“合
茶”。《仪礼·士昏礼》中记昏礼有六
礼，自茶进入婚礼后，“三茶六礼”则
成为举行了完整婚礼、明媒正娶婚
姻的代名词。

宋代社会生活活动频繁，公私
宴会、红白喜事不断。为了应付日
益繁多的宴会，“官府各将人吏，差
拔四司六局人员督责，各有所掌，无
致苟简”。所谓四司，乃帐设司、茶
酒司、厨司、台盘司，六局乃果子局、
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
办局。

茶酒司所掌的职责是专掌客过
茶汤、斟酒、上食、喝揖而已。尤其
是为民庶办筵席，茶酒司主事甚多，
几乎包揽了所有事情的所有过程，
宜其在四司六局中次第最先。

茶酒司等四司六局是官府中的
服务性机构，民庶亦可“于官司差借
执役”。同时，市肆中也有专门的人
员名“茶酒厨子”，为民庶办理红白
喜事、请客宴席一类的事情。在两
宋汴京及杭州这样公私生活终日繁

忙的大都市，对于便捷的饮食都有需
求，而茶事都能从自己的角度去满足
这些需求。

两宋都城中主要商业街上，都有
众多的饮食店，为大众尤其是“市井
经纪之家”提供快捷饮食。《梦粱
录》记杭州“处处各有茶房酒肆……
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
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即使寒冬夜
间都有经营：“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
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冬
间担架子卖茶馓子慈茶始过，盖都人
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夜市于大
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
人。”

大都市里，忙着自己做生意的人
都没有时间做饭，遍布城区的茶坊酒
肆为其提供快捷方便的饮食。有些经
纪之人，甚至自己家里就根本不准备
蔬菜饮食。至晚三更前都有夜市，而
半夜三更，即半夜十二点后，还有提茶
瓶卖茶、挑担设浮铺卖茶、馓子、慈茶
者。全天候为城市居民、游客提供茶
饮、小食等服务。

茶坊茶肆、提瓶、担架浮铺，都是
在陆地上为民众提供茶饮茶食服务，
而盛行在西湖上乘船游玩的杭州，还
有多种小船为湖上的游人提供茶事服
务，《梦粱录》记“更有卖鸡儿湖、海蜇
螺头及点茶、供茶果婆嫂船，点花茶、
拨糊盆、拨水棍小船”，为游人提供点
茶、点花茶、茶果等茶饮和小食。

总之，茶事的社会服务为庶民的
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两宋京
城大都市茶事社会化服务程度，不亚
于当今服务业已经成为社会支柱产业
的状态，令人赞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国学研究与
交流中心茶文化专委会主任）

雅俗兼备的宋代茶生活（下）

沈冬梅

地势崎岖的云贵川地区，是美食家享受
发酵食品的天堂。这个区域不仅盛产令人回
味无穷的美酒，还诞生了普洱茶、宣威火腿、
豆豉等一系列风味独特的发酵美食。白酒的
浓烈、火腿的咸香、豆豉的香辣、普洱茶的醇
厚，酸甜苦辣咸醇纷至沓来，各种滋味互相调
和。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大口喝酒，大口饮
茶，大口吃肉，纵情生活。而这些发酵食品的
美妙滋味，离不开这一区域的水。

说到茶，更不能不谈水。在明代，茶人许
次纾说：“无水不可与论茶。”袁枚也曾说：“欲
治好茶，先藏好水。”对于熟茶而言，不仅泡茶
的水很重要，发酵用水也很有讲究。普洱熟
茶的“一生”有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从鲜叶变为晒青毛茶(半成品)，这一过程决
定了它的出生。第二个阶段，晒青毛茶渥堆
发酵，这决定了它的滋味养成。在熟茶滋味
养成过程中，水是关键因素。

水分是发酵的前提，温度是关键。洒水
的作用就是提高温湿度，保证茶叶发酵顺利
进行。研究发现，水分少于15%，发酵无
法顺利进行，茶叶滋味苦涩、汤色橙红、香
气也比较青涩。但水放得太多，就会让茶叶
腐烂，让发酵无法顺利完成。水分含量在
30%—40%为宜，但发酵师在发酵熟茶的过
程中也要根据原料的老嫩程度进行调整。

发酵用水，用什么水颇为讲究。在一些
发酵师的眼中，水就是发酵的重要原料之
一，不同的水发出来的茶是不一样的，在

“茶都”勐海，我们寻访了两种不同的发酵
用水：井水发酵以及山泉水发酵。

在勐海县城南边曼贺村的佛寺旁，有一
口水井，被称为“勐海第一圣泉”，附近的
村民每天都会到这口井打水，圣泉水清洌甘
甜。圣泉附近有一条茶叶街，店铺的老板也
喜欢打圣泉水去泡茶，当地人告诉说，用圣
泉水泡熟茶，滋味更加甘甜厚滑。

在离圣泉不远的地方，是业界著名的勐
海茶厂，勐海茶厂里也有一口神奇的水井，
叫作“一源井”，勐海茶厂熟茶发酵车间的
发酵用水便来自这里。勐海茶厂十分重视井
水的保护，水井盖有防护罩，防止灰尘和落
叶落入井中，它 24小时处于严格看护之

下，不可随意参观。
不少人认为，这口井是勐海茶厂熟茶发

酵的灵魂。中茶前总经理魏谋成在勐海的熟
茶厂参观，水井要经过三道加锁的门才可以
看到，在熟茶生产者看来，水是不亚于茶的
存在。

勐海味的形成，勐海的水起到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勐海大约有近百家成规模的熟茶
发酵厂，几乎每家都有自己专门的发酵用
水。井水所含矿物质与当地的地质条件相
关，微量元素的占比比较固定，具体这些元素
对熟茶发酵有何影响，需要严谨的科学分析。

许多大厂选择井水发酵的同时，也有人
采用山泉水进行发酵。从发酵工艺和品饮体
验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尝试。

陆羽在《茶经》中指出，泡茶的水，以
山中流出的山泉水最佳。山泉水的水源要求
是在特定受到保护的山区，区域内无污染，
周边也无其他污染进入水源区域。山泉水在
流淌的过程中经历了山体自净化作用，本身
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

我们在茶区走访时发现，有发酵师会采
用市场上出售的品牌山泉水进行发酵，但这
种操作因为成本问题，并不普遍。与此同
时，也有发酵师采用本地山泉水进行发酵。

在勐海一带，山泉水资源丰富，这些泉
水就隐藏在原始森林之中。“版纳之巅”滑
竹梁子的山泉水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发酵用
水。从勐海县城出发，到滑竹梁子取山泉
水，一个来回要四五个小时，厂家之所以会
费如此之大力，是觉得用山水泉发酵的熟
茶，滋味更加甘甜、清洌，也更受茶友欢
迎。市场上用山泉水发酵的熟茶并不难找，
有兴趣的茶友可以购买对比品鉴，也是喝熟
茶的一种乐趣。

在过去，普洱熟茶总是给人一种便宜、粗
糙的感觉。在绿茶为大的中国饮茶传统中，
熟茶发酵在最近30年遭遇了很多误解。随
着工艺的提升、市场的发展，我们对熟茶的认
知也在不断改变。在市场逐步扩大的基础
上，人们对熟茶口感也有了更多元的追求。
对水的精细要求，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每一种
尝试，都丰富着我们的味觉体验。

普洱熟茶发酵用水的奥秘
杨静茜

夏日炎炎似火烧，清茶一盏涤
尘烦。

近日，第十六届中国（重庆）国际
茶产业博览会暨“巴味渝珍”杯重庆市
第五届斗茶大赛·川渝茶叶品牌联展
在重庆南岸区举行。高温酷暑中的缕
缕茶香，吸引了众多市民欣然前往。

“巴味渝珍”斗茶大赛是重庆市
茶叶界最高级别赛事活动，今年冠
军花落谁家，引起茶友们广泛关
注。重庆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
绍，本届斗茶大赛规模空前，是历届
大赛参赛区县和企业最多、茶产品
最丰富的一次。共有108个产品参
加初赛角逐，51个产品进入决赛，
最终28个产品夺得大奖，其中，云
岭·永川秀芽、皇茗苑·秀山毛尖、三
峡涌湖·三峡红、金凤香译·不染、山
城·重庆沱茶5款茶叶获五星冠军；
边城韵·秀山毛尖、王一哲·永川秀
芽等23款茶叶获金奖。

这些脱颖而出的茶叶品种是如
何“斗”赢的呢？专家介绍，评审专
家 按 茶 叶 审 评 国 家 标 准《GB/
T23776-2018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要求，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

底5方面进行盲样评审。如通过观察
干茶整体的形状、色泽、嫩度、整碎和
净度来评价茶叶的品质和等级；通过
观察茶汤的颜色、明亮度、黏稠度来评
价茶叶的发酵度等信息；通过品鉴茶
汤中的甜、苦、涩、鲜、酸等滋味来判断
茶叶内涵物质的协调度和丰富度……

除了斗茶令人大开眼界增长见
识，记者在现场还看到，本届茶博会不
仅吸引了全国各地600余家品牌茶企
参展，汇聚了六大茶类、茶食、茶服、茶
器具、陶瓷、工艺品等茶产业链产品，
还特别打造了川渝茶叶品牌联展，举
办了川渝茶产业融合发展高峰论坛、
川渝茶馆业峰会等，唱响了一出川渝
茶业发展的“双城记”。

川渝大地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和
深厚的茶文化，孕育出了永川秀芽、三
峡天丛、南川大树茶、秀山毛尖、巴南
银针、蒙顶甘露、天府龙芽、宜宾早茶、
川红工夫、筠连红茶、屏山炒青等誉满
川渝、香飘世界的名茶。茶博会上，但
见茶叶“粉丝”们尽情徜徉在茶香四溢
的世界里，自在品茗，论道茶经，不知
不觉间已将暑热暂抛云霄之外，留得
清香盈袖，清凉满心。

斗茶品茗度炎夏
本报记者 凌云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近日，
以“茗聚泉城·茶香天下”为主题的
中国（济南）第十六届国际茶产业博
览会暨第十届茶文化节在济南茶叶
批发市场开幕。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茶
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
在开幕致辞时表示，“天下泉城”山东
济南是茶叶产品走向北方销区的重
要节点，泉茶在这里有机融合，走出
了一条文旅茶集群化、产学研一体化
的特色茶产业发展新路。济南茶叶
批发市场自成立以来，为促进我国南
茶北销、弘扬茶文化、繁荣茶经济、推

动茶产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业内人士纷纷表示，本次茶文化

节的顺利举办，将为茶叶消费市场注
入新活力与新动力，持续提升济南茶
产业的社会关注度与影响力，力促济
南及北方销区茶叶市场尽快实现全面
复苏，为山东乃至全国茶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据悉，本届茶博会由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主办，济南市人民政府、山东省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重点支持，济南市
供销合作社、济南日报报业集团、济南
市茶叶行业协会、济南茶叶批发市场
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办。

中国（济南）第十六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
第十届茶文化节开幕

别样风光

漫步于桐花村的东篱茶园，眼前
碧色一片，郁郁葱葱的茶园间，竟是满
鼻的清新草香。原来，此时正是人工
除草的时节。切碎的杂草厚厚地铺在
茶垄间，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我们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施
用除草剂，这种将杂草还于土地的生
态循环方式，使得它们不再是争抢土
壤养分的‘敌人’，反而成了茶树肥料
的有益助手。”河北省临城县政协常
委、东篱茶文化艺术馆总经理侯文芳
笑着说。

而在一亩亩茶园间架起的拱形钢
架，同样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在南方
的茶园很少得见。

“由于我们纬度偏高，四季分明，
对于被称为南方嘉木的茶树来说，气

候不算很友好，尤其冬季是茶园最难
挨的时候。”侯文芳说，“东篱茶园引种
的茶树属灌木型，是小叶种的茶树，虽
然耐寒性较强，但耐寒的最低温度也
只有零下10℃左右，而且时间持续数
日，仍会死亡。为此，在11月底、12
月初，我们会在架子上铺一层塑料膜，
来阻挡冬日寒风。等4月初临近采茶
季时，再将塑料膜揭下。用塑料大棚
保护茶树安全越冬是必须具备的条
件，大棚又称为越冬冷棚。”

艰辛历程

“茶树种活了吗？”“茶树死了吗？”
“茶树怎么样了？”

前些年，几乎每次见到友人，曲保
民夫妇和侯文芳都会听到这“灵魂三
问”。

“最开始，有太多反对的声音，也
有很多人持观望态度。”侯文芳说，她
从茶园建设的前一年——2011年加
入团队，和杨素珍一起经营东篱茶
馆。在见证了曲保民夫妇从零起步、
到建成整片茶园的全过程后，她深深
地为茶人身上的执着精神所打动。

“南茶北移”是无数茶人科研的课
题，曲保民夫妇正是站在了“巨人”的
肩膀上——20世纪 90年代，河北省
农业科学院蔬菜所书记张占义打破了

“茶不过黄河，闯不过北纬38°线”的
历史，在河北省灵寿县试种成功，培育
出了太行山高质量的绿茶——灵寿茶
龙井43。

这一创举鼓舞了杨素珍，她和丈

夫找到张占义，虚心求教，也想在河北
再为茶开拓一片天地。在张老师的指
导下，他们反复论证，终于选好了适宜
的植茶地址桐花村。

侯 文 芳 至 今 还 记 得 那 一 天 。
“2012 年 3 月 16 日，第一批茶苗来
了。正在卸车的时候，天空忽然飘起
了雪。我们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当
时，曲大哥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担心
下雪天气会对茶苗栽种有影响。在张
老师的安慰和建议下，我们先把茶树
用塑料裹住，等雪停后，才开始栽种。”

而在2014年，另一场大自然的考
验又降临了。当时天气炎热干旱，刚
落稳脚跟的茶苗由于缺水都蔫了。为
了及时供水，曲保民买来水桶和扁担，
沿着崎岖的山路，来来回回、上上下下
走了一整天，又一车一车拉水上山，硬
是靠这样将这24万棵茶苗保住了。

“还有一年，正值采摘季时，我们
将塑料薄膜去掉后，茶园却突遭倒春
寒。一觉醒来，芽头都因冻伤而发紫，
承受了不小的损失。”侯文芳回忆着茶
园建成后的每一步历程，在这说不尽
的故事里，都是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

无限憧憬

“茶多酚含量高达21.2%，氨基酸
含量高达 4.6%，咖啡碱含量却低至
3%，均达到优质茶标准……”2014
年，当这份由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出炉时，侯文芳
的心才算真正落了地。

“专家们‘两高一低’的评价，不仅

肯定了茶树能在北方栽植存活的成绩，
而且用科学数据说明它们长得很好，品
质优越！由此制成的成品茶，鲜爽度高、
耐泡性强，有清新的花香和嫩栗香，可以
泡七八泡左右。”侯文芳笑着说，这样的
品质主要源于它独特的气候，太行山的
绿茶较南方绿茶晚采近两月，直到谷雨
前后才能开采。累积的养分、特殊的气
候特征，为它的品质保驾护航。

现如今，每到采茶季，曲保民都几乎
是黑白颠倒地忙碌。“他不仅平时看顾茶
园，做茶也全靠他。起初，我们是请杭州
的师傅来做茶，曲大哥学会后，开始自己
做。不仅如此，我们根据市场需要，还制
作了红茶、白茶。现在，茶叶销售到了北
上广等地，新茶将至时，老客户已纷纷下
单，完全不愁销路。”侯文芳笑着说。

当地的村民更成了茶园的受益者。
“过去北方没有茶园，我们便手把手地教
他们如何采茶，现在已有不少采茶能
手。到了采茶季，还有邻村的年轻妇女
将孩子交给老人，来茶园采茶，增添了一
份收入来源。等到了夏秋季节，他们又
可以到茶园里进行人工除草等。不少农
户因此增收了一两万元。”侯文芳说。

现在，只要一有时间，侯文芳都会从
县城的茶馆出门，驱车一小时左右来到
茶园。看着满园生机的茶园，她总会忍
不住心生感慨：“从零起步，把不可能变
为可能，10年，我们让这片茶园在太行
山下安了家，将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一件
事干成了！我想，这一实践将成为茶叶
种植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也将成
为茶人勤劳致富、乡村振兴版图中的一
道亮丽的风景！”

太行山下桐花村：

““南茶北移南茶北移””这这1010年年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茶树茶树，，中国地理方位最北能种在哪里中国地理方位最北能种在哪里？？这是一个为无数茶人探索这是一个为无数茶人探索
不止的话题不止的话题，，一代又一代茶人从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一代又一代茶人从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用锲而不舍的用锲而不舍的
实践去不断攻破和更新着答案实践去不断攻破和更新着答案。。

在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的桐花村在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的桐花村，，就有这样一方绿色精灵就有这样一方绿色精灵，，已在已在
此落户此落户1010年年。。它们的守护者它们的守护者———曲保民和杨素珍夫妻俩—曲保民和杨素珍夫妻俩，，在此租地在此租地
3030亩亩，，栽种茶苗栽种茶苗2424万株万株，，建成了邢台市第一座茶园建成了邢台市第一座茶园———东篱茶园—东篱茶园。。
而这片茶园也用顽强的生命力和满眼的秀色而这片茶园也用顽强的生命力和满眼的秀色，，成功见证了成功见证了““南茶北南茶北
移移””新的历史新的历史，，印证着北方茶园新的标记印证着北方茶园新的标记：：北纬北纬 3737°°4040′′，，东经东经
114114°°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