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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论道煎

业视点茶
乡采风茶

从北京的家中出发是早上，抵
达克拉玛依的酒店已是夜晚。入住
后，散步至附近的街道，一家挂着

“拉条子”招牌的小餐馆引起我的
兴趣，门口两位维吾尔族帅小伙烤
羊肉串的香味儿更诱惑着我的味
蕾，不用说，这是正宗的新疆味道
了。但我不曾想到，这家餐馆更让
我难忘的，却是那碗玫瑰红茶——
很新疆，很香。

大碗的玫瑰红茶，是在我刚刚
落座后，一位被唤作“古丽”的维
吾尔族姑娘端过来的。

“喝茶。”古丽的汉语明显略
僵，但笑容却非常柔美。此时，新
疆特有的晚10点的夕阳，正穿窗
而过把霞光映在她的脸上，特别
美。我有些看呆时，古丽轻置于我
面前的那碗茶，把浓郁的玫瑰花香
夹杂着红茶的蒸汽扑鼻送来。

新疆的大碗茶！婉约的玫瑰红
茶居然豪爽地以大碗盛放！对于暑
热中奔波而来的口干舌燥的人，这
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露”。

我朝古丽笑着致谢，迫不及待
地端碗啜饮了一口，甚至来不及吹
散茶汤上漂浮的尚未湿透的玫瑰花
碎片。

“好香呀！”从唇到喉，瞬间都
润了起来，香气立即在口腔中溢
满。我一时居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来形容这茶的口感——玫瑰花香有
些浓却不烈，茶香有些清却不淡，
二者结合在一起，似有蜜之香、果
之甜，又有原生的花香、茶韵，真
是妙不可言。特别解渴，也特别过
瘾的感觉。

“太好喝了！这是哪里产的
茶？”我轻声问古丽。看出我对这
碗茶感兴趣，她更加笑了。但她对
汉语的表达仿佛有限，边说“我们
新疆”，边点头比划着，后来，干
脆回到吧台拿来一大袋玫瑰红茶的
干茶让我看。

原来，这是他们餐馆免费提供
给客人的茶饮，散装的大包装上，
简单地印着汉字“玫瑰红茶”，然
后就是维吾尔文字了。

“哦，好茶！”我笑着向古丽点
赞，她再次回以微笑转身去忙了。
我更加专注于在这碗茶的陪伴下，
静候着拉条子和羊肉串的到来。

大碗中，最上层的茶汤颜色略
浅，味道非常清爽。因为碗口大，
散热也快，喝起来很解渴，也很好

入口。慢慢地，就着夕阳品着茶，差
不多三分之一碗下肚，嘴巴已经不那
么干。

待喝入中层，味道渐浓起来，花
香和茶香冲击着味觉，由浅至深的满
足感非常明显。而且半碗过后，渴意
基本缓解，自然而然把关注度分给了
品香环节。嗯，这花香，有些像清淡
的香水，甜而不腻，艳而不俗；茶香
中，似因玫瑰的拼配激活了茶叶更深
层的花香，也似有传统红茶特有的薯
香。

到了碗底，虽然茶汤更浓，但是
水位的降低让茶底和花瓣清晰明了
——原来，这茶叶仅是粗制，花瓣也
算零碎，在这大碗中泡制，却呈现出
这样可口而美好的玫瑰红茶！

再后来，在吃拉条子和羊肉串
时，古丽又为我端来一碗茶佐餐。搭
配着肉食，玫瑰红茶显然发挥了解
腻、消食的作用。

30 多块钱的一顿晚饭，不可不
说茶足饭饱。

初进门时，还为这个小餐馆以大
碗盛放玫瑰红茶感到可惜，离开时便
觉，这茶，只该用大碗。散热的速度
非常适合对红茶与花瓣的冲泡，不焖
不欠，火候正好。而大碗饮用，自然
与克拉玛依干燥的气候条件相符，与
食客口干解渴、佐餐解腻的需求高度
吻合。

第二天，在另外一家高端一些的
餐馆就餐，也尝到了玫瑰花茶。他们
是用一套精致的茶壶茶杯组成的茶具
冲泡的，但喝起来，显然比大碗冲泡
逊色很多。第一杯尚好，第二杯过
后，粗制红茶就被有盖的茶壶焖坏，
入口既涩且苦，玫瑰花香也显得陈腐
了。

想来被誉为“沙漠香魂”的新
疆和田玫瑰，盛产于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纳高原阳光，饮昆仑雪
水，生来就不该是温室中的娇儿。
这样的花儿，和怕焖的红茶一起焖
在茶壶中，怎能好喝？还是当地民
族特色的敞口大碗更符合玫瑰红茶
的气质吧！

离开克拉玛依前，忍不住再一次
去古丽的店里就餐，古丽一如既往地
笑着端来一大碗玫瑰红茶，我一如既
往地品着，突然感觉到，这大碗玫瑰
红茶不可名状的香味，像极了古丽的
笑容——很新疆，很香。

后来我才知道，“古丽”在维吾
尔语中，就是“花儿”的意思。

古丽的大碗玫瑰红茶：

很新疆，很香
李寅峰

前段时间，法国品牌迪奥推出
了一款黑色中长半身裙，因疑似抄
袭中国传统服饰马面裙，引发舆论
关注，甚至引发当地华侨华人在迪
奥旗舰店门前举牌抗议，呼吁迪奥
停止文化挪用。

爱茶之人，不由地从马面裙联
想到茶服。茶服与马面裙至少也能
算得上“远亲”。虽然目前还属小
众文化，但不可忽视的是，有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正是被茶服之美所
吸引，才变身茶人，成为茶文化的
实践者、传播者。

如果把茶服定义为事茶时所穿
着的服装，那么它的历史就与国人
饮茶的历史一样久远。在古代，茶
服与人们的日常着装的区分是非常
模糊的。始于西周的国家服饰制
度，不会考虑到这个角落。茶服单
独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服装，
与现代茶事的兴起密不可分。

21世纪初，国内茶业界开始
提出茶服这一概念。伴随着近年来
传统文化的回归，国潮日盛，脱胎
于中国传统服饰、被现代人重新设
计定义的茶服逐渐在圈内流行起
来，慢慢成为具有群体代表性的形
象服饰及文化符号。不过对大多数
人来说，离开特定的场合，想把汉
服与茶服准确地区分开来，依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无衣
可选，曾将旗袍、民国学生装等拿
来充作茶楼职业服装。现在的茶人
们的选择就太多了。国内发达的服
装设计、加工产业，很好地满足了
这个细分领域的需求。近年来有专
门的茶服设计大赛和茶服走秀，也
有企业推出了专门的茶服品牌。

相比“汉服、唐装、宋锦”等
传统中式服装，细分出来的茶服可
能最配得上“舒服”一词，它的面

料多用天然、透气的棉麻，颜色以素
雅为主，裁剪宽松，风格质朴，追求
舒适。盘扣、刺绣、斜襟等中国传统
服装的细节是少不了的。曾见过动手
能力强的朋友，对买来的茶服来一番
DIY改动，说改完更加合身，自己看
着满意，穿上之后心情更加美丽。最
后根据个人喜好，配上手串吊坠等小
物件，至于是否显得俗气油腻，各人
各话。

茶服之所以受茶人喜欢，主要是
它兼具了实用与美观，结合了古典与
时尚，既有群体气质，又能针对穿着者
量身定制，避免“撞衫”的烦恼。在当今
社会的包容审美之下，人们对个性化
着装也乐见不评，茶服作为一部分人
的日常服饰已经被大众所接受。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州的茶
服文化引领国内风气之先。湖滨银泰
in77是潮人聚集地，B区负二层的Z
世代街区，汇集了多家汉服、JK制
服、洛丽塔裙的“三坑店”，其中有
的汉服店里可以看到茶服，毕竟茶服
也属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范
畴。杭州一些著名的茶楼专门开辟有
茶服角，为茶服爱好者提供交流平
台。至于那些到网红茶空间里打卡的
所谓“茶媛”，姑且称她们是“伪茶
服爱好者”吧。

一套得体的茶服，能培养饮茶礼
仪，提升茶事活动的氛围感，也能修
炼茶人的内心，满足人们追求生活品
质的精致感。倡导爱茶之人也爱茶
服、穿茶服，其实是可以作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国人文化自信
的一条路径。服装是文化的外在表
现，重视茶服在中国茶文化中的标志
性作用，在国际上加强文化宣示，也
会减少类似“法国迪奥挪用中国马面
裙”事件的发生。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政协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

茶服小议
张治毅

7 月 28 日 - 29 日，
以“在发掘中保护 在
利用中传承”为主题的
首届全球农遗·安溪铁
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与
发展论坛在福建省安溪
县举行。

据了解，目前全世
界共有67项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分布在23
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以
18个项目位居第一。福
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
统于今年 5月 20日被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共安溪县委书记
吴毓舟表示，申遗成功
不是终点，安溪将认真
贯彻落实“在发掘中保
护、在利用中传承”重
要指示要求，统筹做好

“三茶”文章，不断提升
茶园生态建设水平，深
化茶文化研究推广，持
续创新联农利农机制、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
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
卫星发射为契机，推动
茶业数字化、科技化、
创新化发展。

安溪县人民政府县
长刘永强表示，“我们将
以此次安溪铁观音茶文
化系统成功申遗为新的
起点，举全县之力、下恒
久之功，努力把安溪铁观
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为弘扬振
兴中国茶文化、推动全球
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

共话高质量发展

7 月 29 日上午，在
“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成功总结大会”活动
中，众多嘉宾齐聚一堂，研讨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
统，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探索农遗促进茶
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新格局。

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会
长陈绍军在致辞中提到，此次论坛，为系统性地开展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契机，为福建省广大茶区
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提供了
新经验，为南方丘陵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新方向。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副主任徐明通过视
频向大会致辞：“中国是推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的成功实践者和主要贡献者，安溪铁观音茶文化
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工作意义重大，是打造中国品牌、
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他表示，中心也将继续助力农遗地的国际交流，
把“安溪铁观音”打造成一张闪亮的中式名片，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把安溪铁观音这份来之不易的遗产保护好、
传承好和发展好，对之进行有效保护，可以更好地挖
掘各方面价值，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实现遗产地的生
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
AHS）科学咨询小组副主席李先德说。

擦亮农遗“金名片”

安溪对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缔
造了安溪铁观音在茶产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此次论
坛现场还发布了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课题研究成果
及《安溪铁观音质量安全白皮书（2021年）》。

其中，《安溪铁观音质量安全白皮书 （2021
年）》是由安溪县人民政府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杭州茶叶研究院牵头，由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
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茶叶检测重点实验
室（福建）等机构专家组成的安溪铁观音质量安全跟
踪研究项目组进行编写。《安溪铁观音质量安全白皮
书（2021）》的发布，继续向全社会传递安溪县质
量兴茶、绿色发展、品牌强茶的理念，为新时代振兴
中国茶产业贡献安溪智慧和力量。

此外，论坛现场还举行了安溪茶史迹调查、安溪
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LOGO设
计与使用、安溪手绘农遗宣传推介、安溪茶树种质资
源研究鉴定与保护创新利用、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
监测系统研究、安溪西坪镇农遗文化园、安溪芦田镇
农遗文化创意园、虎邱镇农遗实训大楼暨农遗研学基
地等项目的启动仪式。与会嘉宾和网友共同见证了安
溪铁观音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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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全球农遗·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
保护与发展论坛现场，作为在安溪铁观音茶文
化系统申遗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安溪县农
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安溪铁观音申遗办副主任
张长水接受表彰。

从2019年参与安溪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工作，3年多来，张长水组织参与、跟踪
服务了大大小小的各场活动。“申遗成功，是一
件跨历史的、里程碑的事件，能参与其中，分外
光荣！”

在张长水看来，如果这些活动是申遗成功
号角吹响的前奏，那么5月初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FAO)的那次线上考察，堪称是一项难
忘的大考。能否在多年努力下，顺利进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这最后的关键也在此一
役。

“从4月中旬得知能够线上考察后，我们便
着手开始准备。近1个月的时间里，申遗统筹协
调专班近50位工作人员节假日、周末无休，不
断改进和完善PPT、宣传片、解说、翻译等工作，
在 10 天内组织了大小 5 次的全方位实地演
练。”张长水说。

5月 6日下午1时，这场“大考”的铃声敲
响。“线上考察分为多个部分，一是县领导进行
汇报，二是相关影像图片展示，三是对遗产地核
心区、保护情况等进行‘景观现场连线’，四是专
家交流问答。”张长水说，“我们准备得相当充
分，核心区景观定了两个点，一个是茶庄园，一
个是铁观音母树保护区，用无人机等航拍方式
进行全方位展现，还有现场人员进行讲解介绍。
在开放式问答环节，我们回答得也相当完美。”

张长水笑着说，这场问答共有10题。“前7
个是预留问题，包括传统有机肥的生产和调配
技术、害虫控制方法、不同种类茶的特点等，我
们出动了茶农、合作社负责人、专家学者、非遗
传承人等30多人来答题，事先都组织了培训演
练，进行图板展示，完成得不错。”

等到主审专家线上提问时，他们同样对答
如流。“两位来自日本和斯里兰卡的主审专家进
行提问，他们主要提了3个问题：妇女在安溪铁

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和传承中起到什么作用？
是不是所有安溪茶叶都是机械采摘，还是说一
些地方还在人工采摘？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
已经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了，为什
么还要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每一个问题，我们都算是有备而来。”张长
水说，“比如第一个问题，在安溪，女性参与了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环节：采茶、种茶、挑茶
梗、加工、开茶店，全部有女性参与。不仅如此，
我们还成立了全国茶叶领域首个以女性为主体
的传习所平台——安溪铁观音女茶师非遗传习
所，会员有300多人，带领女性在各环节进行传
帮带教学，并聘请安溪茶学院名师进行指导。”

再比如第三问。“县领导的回答也得到了
主审专家的认可，他答道：安溪铁观音不但是
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通过入选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可以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价值更
高，受到全世界的认可，会有更多人来购买铁
观音产品，从而促进茶农增收，反过来，茶农
增收了，也会更有力地促进茶文化系统得到更
好地保护。”

“可以说，从会议准备到人才参与，我们都
投入了很多努力。现场共有5台摄像机，有人发
言时可以迅速切换到他的镜头，现场还有同声
传译。考察从下午1点到4点，历时3个小时，等
全部结束时，心里觉得稳了。”张长水笑着说。

如今，盛会召开，安溪铁观音的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之旅，又迈向新的发展起点。“在
安溪，茶产业是民生支柱产业，农民中有80%
在从事茶行业，农民收入有56%来自茶产业，
全县都非常重视。未来的举措和计划，我们也已
经箭在弦上，比如开展茶园保护行动、茶种保护
行动、茶技传承行动、茶文化传播行动、茶人培
育行动等，加快推进茶庄园‘旅游＋’的步伐，在
科技项目研究上下功夫，进行政策性保障，设计
农业文化遗产的相关IP、吉祥物、伴手礼等。安
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打开了一扇安溪人对话世界的窗口！‘爱拼
才会赢’，我们会更好地抓住机遇，继续拼搏，再
创辉煌。”

这场大考 完美通关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这十年，有
两个了不起！”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
任闵庆文说。

近日，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成功总
结大会、首届全球农遗·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
统保护与发展论坛在福建省安溪县举行，闵庆
文应邀出席，并作主题宣讲。

作为最早关注、支持、见证安溪铁观音茶
文化系统申遗之路的专家，闵庆文对其十年历
程的每个关键节点都如数家珍：2013年，安
溪开始申报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
成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8年，
开始申报世界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
年，成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2022年5月20日，被联合国
粮农组织 （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GIAHS）”……

申遗成功当天，闵庆文曾感慨地写下这样
一段话：“多年、多人的艰苦努力终有收获！祝贺
安溪、阿旗、涉县！截至目前，在全世界65项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中国以18项位居各国
之首！明天是‘国际茶日’，安溪贡献了最好的礼
物！今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20周年，中国贡
献了最大的努力和最好的礼物！”

在闵庆文看来，这份礼物来之不易，实在
了不起！

“最早一批能够想到申报农业文化遗产的
安溪人，了不起！安溪可以持之以恒地坚持做
10年，了不起！”闵庆文说，在2013年，安
溪茶产业已经发展得很好时，农业文化遗产的
品牌还没那么响亮。

“在做大做强茶叶品牌时，还能够将目光
放到历史文化挖掘、放到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新
品牌的建立上，体现了当地清醒的认识和远
见。也是从那时起到现在，安溪县的相关主管
领导换了多任，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投入却未

曾间断，始终将其作为重要事情来抓。”闵庆
文说，也正因如此，才会有这场隆重的总结大
会，这场大会才有得开，才开得好！

如今，伴随着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入
农业文化遗产大家庭，人们的目光多聚焦在其
如何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上，对其未
来发展抱有诸多期待。

“正如习近平主席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大会致贺信时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我
想，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也是为安溪农业文化
遗产发展指明的方向。如何让农业文化遗产这
块牌子更亮，在做好维护和宣传的同时，把这
块牌子的价值在发展中、在乡村振兴中体现出
来，实际上是一个新起点，也是一个新课
题。”闵庆文说。

作为一位农业文化遗产专家，闵庆文始终
对茶怀有一种特殊情结。“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
国际水平上存在竞争和合作。而让中国文化、中
国农业文化走出去，茶最有代表性。”闵庆文介
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茶类项目只有5
个，中国占据3席，还有两个在日本、韩国。

“日韩的茶，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看到
国外申报同类项目，我们理解也认同，但难免
会感觉有些酸涩。茶的故乡在中国、茶的发源
地在中国，我们有责任把自家最有优势的茶类
的农业文化遗产做好、发展好！”闵庆文坦
言，我国具有农业文化遗产的良好基础，但对
农业文化遗产深刻内涵的理解还明显不足，如
何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认识，尤其提高农业文化
遗产在产业发展中的认识仍任重道远。

“目前，我知道有3地已启动了相关的全
球农业文化遗产准备工作：浙江杭州西湖龙井
茶文化系统、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
福建福鼎白茶文化系统，我相信茶产区对农业
文化遗产的重视已在加深，进程也在加快，我
也相信未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大家庭还
会有更多的、新的中国成员。”闵庆文说。

全国政协委员闵庆文点赞安溪农遗：

“这十年，两个了不起！”
本报记者 徐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