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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拾贝茗

业视点茶

走进第五届进博会江苏
馆，荧光屏中的大运河图景
流光溢彩，沿河两岸商铺市
坊灯火辉煌。置身其中，扬
州富春饮服集团的展台格外显
眼，鱼戏莲藕、月宫玉兔、田

园鸡黍等每件茶点作品的造型都
栩栩如生。
中式面点技师朱正杨介绍，这是

富春茶点首次参加进博会，大家备感荣
幸，在前期做了充分准备。“从展品的外观上，我们制作的富春
茶点主要呈现了江淮水乡风景如画和鱼米之乡食材丰富的特色，
从展品制作技艺上，又反映出江淮地区食不厌精的饮食文化、技
艺和民众的饮食习惯。”

富春茶点制作技艺是中华老字号——扬州富春茶社的核心技
艺，主要流传于长三角地区。富春茶社是一座始以花局起家，继
以茶社兴盛，又以餐饮享誉的百年老店，富春茶点作为富春茶社
的独创，将花卉、茶艺、点心、菜肴相结合，让人在闲静雅致的
环境中品赏色、香、味、形俱佳的美食。

“我们还独创了富春‘魁龙珠’茶，它取浙江龙井之味、安
徽魁针之色、江苏珠兰之香，以扬子江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
三省茶’。此茶澄澈清香，醇正绵和，解渴去腻，得到了很多参
展观众的青睐。”茶艺师张剑说。

在他看来，进博会是一扇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对外传播、展
示国家级非遗项目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和世界美食之都的美食文
化。“进博会也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看到一些高新
技术对于传统行业的融合革新，这也会为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一
些思考和更多启发，有利于拥有137年历史的富春茶社做精做
久、走向世界。”

进博会上茶点飘香
本报记者 田福良

当时昆明的茶馆大多用盖碗茶，有一家新式茶馆用白瓷壶，不
仅卖清茶，也卖沱茶、香片、龙井。这家茶馆主要针对大学生，本地
人很少去，但还没开多久就关了。或许当时的大学生还是更喜欢
融入本地生活，也有可能是当时的老式茶馆对大学生更加宽容友
好。当地人的善意，不仅是给大学生借钱赊账少收房租，有一家茶
馆甚至对大学生为了逃单把点心碟子扔进翠湖都宽容以待。

在翠湖边有一家茶馆，风景不错，汪曾祺在《翠湖心影》中这样
描述：路东伸进湖水，有一个半岛。半岛上有一个两层的楼阁。阁
上是个茶馆。茶馆的地势很好，四面有窗，入目都是湖水。

这间茶馆卖的是盖碗茶，同时还卖炒葵花籽、南瓜子、花生米，
这些零食都放在白铁敲成的小碟子里，卖家最后数盘子结账。联
大的学生喜欢坐在临水靠窗的位置，这可不是单纯为了赏风景，还
可以偷偷地扔几个碟子到水里，这样结账的时候就可以少付点钱。

对联大学生的行为，这家茶馆的人员并非毫不知情，但却从未
因此在结账时和学生争吵，不知道现在翠湖的水底还有没有西南
联大学生扔进去的小方碟。

关于当年泡茶馆的事，汪曾祺写了一首诗：
水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
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
茶馆对西南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汪曾祺是这么回答的：

第一，茶馆可以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
馆，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他的
学问就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

茶馆之于西南联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汪曾祺而言，这段
经历也极其重要。虽然小时候家里人也喝茶，甚至有一年发大水，
他家还曾搬到了一个茶馆的楼上。但他真正养成喝茶习惯并处处
留意茶，应该是从西南联大开始的。

“静对古碑临黑女，闲吟绝句比红儿。”汪曾祺在《七载云烟》中
提到，昆明的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挂了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米
南宫体的小对联。在茶里，汪曾祺似乎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对
茶的兴趣一旦点燃，就很难熄灭，在汪曾祺的创作生涯中，他一直
在留意各地的茶文化，也留意茶与人的关系。

去北京拜访老舍先生后，汪曾祺写道，老舍先生握手的时候动
作很轻、老舍先生总是亲手执壶为客人倒茶。汪曾祺还在《人间至
味》中写了一段关于老舍先生喝茶的趣事：

“老舍先生一天也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
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
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
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汪曾祺文章写得好，是离不开茶的。他在《无事此静坐》
（1989年）一文中提到，他有静坐的习惯，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
支烟，坐在家里的旧沙发里，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汪曾祺的很多
文章，就是在这样喝茶静坐的过程中构思出来的，在汪曾祺看来，
这是创作最好的心理状态。

爱做菜的汪曾祺还尝试过用茶煮粥，有一阵子他天天起来煮
茶粥喝。他吃过龙井虾仁，觉得还行，但他觉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
不太好吃。无论是对茶，或对世间万物，他都充满了好奇和爱。

汪曾祺说，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得益于世道人心，希望人的感
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他还说过，如果你很辛苦，就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烫不凉
的清茶，读一读他写的文章。

喝一杯不烫不凉的清茶
读一读汪曾祺（下）

杨静茜

“起一炉炭火，约三两好友，围炉烤奶茶、烤年糕，偷
得浮生半日闲……”立冬当日，家住在河南商丘的微博博主

“走×琛”“晒”出一组冬日美照。只见她和好友在户外支起
一方小木桌，在温暖的烤炉上，蒸腾起冬日的烟火气。

这位“95后”的博主对围炉煮茶早已是跃跃欲试。“最
近常常会刷到这类视频，作为一个专做美食的博主，我肯定
要体验一下。”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营造围炉煮茶氛围感的
门槛并不高，百元就能安排！

“它所需要的东西很简单：泥炉、炭火、茶罐、碟子、
竹编托盘、编织水壶等，我选的风格相对中式简约，所有器
具的价格核算下来，基本上在200元以内。”价格亲民的同
时，操作也容易上手：先温一温陶罐，投入红茶和白糖烘
烤出茶香，加一点开水煮沸后再倒入牛奶，注意不要加太
满。等奶茶表面出现一层奶皮后便煮好了，喜欢甜一点的，
还可以再放点冰糖。

“我平时就喜欢喝奶茶，而这次自制烤奶茶，不仅糖的
含量可以自我控制，而且整个过程很有成就感，氛围也有

了，拍照还特别好看。”博主对这次尝试很是满意。
围炉煮茶的主角自然是茶，实则配角也颇为抢
眼。烤网上的年糕、棉花糖获好评最高，外层

脆脆甜甜，里层软软糯糯，在手指间轻轻拉
丝，分外治愈。烤橘子也颇受青睐，橘汁

饱满，甜度更甚。
烤着烤着，这群年轻人忽然突发

奇想，又将它与茶结合，做了一款
滴漏橘子茶：将橘子掏空后，留
一半完整形状的橘子皮，先在
下方用牙签戳几个小洞，再将
茶叶倒入其中，在烤网上轻
轻烘烤、焙香。随即，将盛
放茶叶的橘制“茶漏”放
在玻璃杯上，倒入热水泡
茶，直接浸润过橘香的茶
汤缓缓滴入杯中，颜色渐
渐浓郁。啜饮一口，淡淡
的茶香与果香融合，增添
新鲜感的同时，也让味蕾
充满享受。

一整个下午，他们都
沉浸在这种美好的体验中，
品茶、聊天、拍照、录视
频，不知不觉已天色渐晚。

“要提醒大家的是，烧炭一定
要在通风处或是室外，要注意
安全。以防万一，我们连灭火

器都带上了。”博主说。
随着电视剧 《梦华录》 的热

播，今年秋冬，中式下午茶开始逐渐
流行，围炉煮茶成功“出圈”。热气腾

腾的泥炉，煮上各种茶饮，再配上各式
精致的茶具和茶碟，很适合拍照、打卡。

治愈系的风格和氛围，吸引了很多人尝鲜，也
瞬间拉近了茶和年轻人的距离。在抖音，围炉煮

茶的话题关注度过亿，在小红书，该词条浏览量过
千万，“冬日围炉煮茶有多香”“冬天，和烤奶茶有多配”

等词条频上热搜榜。
视频下方的评论里也跳动着网友们的点赞和期许：“围

炉煮茶闻暖香，且喜人间好时节。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寻
常的人间烟火，便是真正的岁月静好。”

美好,热气腾腾！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轻涛松下烹溪月，含露梅边煮冷云”“野泉烟火白云间，
坐饮香茶爱此山”……

翻阅古人留下的茶诗，看得出那时候的文人似乎特别喜欢
在秋冬时节，走进带着寒意的深山，寻一处山泉，燃起松枝，
童子煮茶，老友手谈，尽享雅趣。

现代人对入山煮茶好像不太有兴趣，野外用火有引发火灾
的危险，山风刺骨还容易感冒，不如就近找个温暖舒适的茶空
间，泡一壶老白茶，临窗而坐，眺远山、品香茗，也能找到些
许古人清雅的感觉。

不过，随着露营等户外休闲活动的兴起，中国人围炉煮茶
的DNA又被唤醒了。而且将露营、烧烤、煮茶、社交等元素
组合起来，形成了围炉烤茶的新中式喝茶风格。

时下已进入深秋，露营需要增加一点勇气，如果有炉火相
伴，会温暖很多。炭火炉上加个烤网，煮上一罐茶，茶可以是
乌龙，也可以是贡眉。茶罐必须是陶制的，有方便持握的侧
柄。烤网上的其他空间，可以摆上秋天当季的栗子、花生、土
豆、年糕，以及你能找到的一切食材。万物皆可烤，何况有去
油刮腻的茶，也不用担心吃撑了变胖。呼朋引伴，翻翻拣拣，
分享烤出香味的美食，专注这真实细碎的人间烟火，能让人彻
底放松身心。

围炉烤茶一定要去野外吗？不用，在露台也行，在小院子
里也行，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那就去茶馆、烤肉店吧，甚至
是甜品店也能安排。嗅觉灵敏的商家早已经把“围炉烤茶”的
场景搬到了室内，还通过短视频等媒体传播吸粉，似乎要把这
股风打造成吸引年轻人的新国潮。

“围炉烤茶”这个称呼其实并不太准确。烤茶这一说法原
来只见于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现在流行的烤茶是将煮茶与
烧烤简单粗暴地组合成了新词，不过并不妨碍年轻人的追捧，
因为这种形式最大的作用其实是社交。三五人闲时约起，围炉
向火，放下手机，在等待食物烤熟的过程中聊天吐槽，缓解工
作压力，特别适合即将来临的冬季。消费价格也很友好，如果
是自己在家以这种形式组织个朋友小聚会，一两百元就能宾主
尽欢。颜色鲜艳的烤物、温暖通红的炉火，把秋冬的氛围感拉
满，也特别适合拍照发圈。

古人围炉煮茶，追求的是清寂，借茶内省，修炼自我。
“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雪罢寒星出，山泉夜煮冰”。他
们在寒冷与红炉的对视中体会世事冷暖，感悟人生。

今天人们围炉烤茶，以茶为媒，增进感情，抱团取暖。将
喝茶与吃饭结合起来，饮与食并重，传承了饮茶之风，又更注
重实用性。会把喝茶这件雅事弄俗气了吗？不，这才是真正的
生活。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围炉煮茶的DNA醒了
张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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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已过，天气渐凉。顶着寒风走进重庆的一处茶空间——
香江会汇天下茶舍，只见茶桌上，烤炉的火苗燃得正旺，黑陶罐
内的茶汤正咕噜咕噜作响，弥漫在鼻尖的热腾腾的烤茶香，瞬间
驱散了周身凉意。恰如眼前那款围炉煮茶的名字——暖冬。

“每到一个时节，我们都会推出应季的产品，今年打造的就是
暖冬系列－云南白族烤茶。”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重庆香江会汇天下运营总监李深介绍，在人们的印象中，云南白
族烤茶似乎离自己很远，只有到当地村寨、在正宗的火塘上才能
体验。这次，他们则创新性地将其搬上了茶桌、茶席，为它在重
庆安了家。

烤茶的器具主要有三样：底座、烤罐、酒精膏。烤罐为李深
精心挑选，它的家乡同样来自云南。“剑川县的黑陶原来主做兰花
花盆和一些生活器皿，这些年，当地工匠特别研发了茶具，这款
烤茶黑陶罐就是专门创新研发的。”李深说，炭的选择，她也做了
多方对比。“在潮州，我们围炉煮茶时多用橄榄炭，但生火难度相
对较高，且炭火味道较重，不太适宜在室内进行。为此，我们选
用了酒精膏，既安全卫生，又干净方便。”

器具简约大方，但丝毫不会消减围炉煮茶的氛围感。将酒精
膏点燃、待砂罐煨热后，放入茶叶，要迅速抖动，像炒菜“颠
勺”一样偎烤。等两三分钟后，茶叶烤至微黄色，飘逸出清幽的
茶香时，冲入开水，瞬即会发出“吡啦吡啦”的声响，这一冲茶
之声又响又脆，因而也将烤茶称为“雷响茶”。随即，被冲起来的
茶水泡沫会升到罐口，有如绣球花状一般漂亮。

李深介绍，烤茶有清心、明目、利尿的作用，还可消
除生茶的寒性。烤茶一般冲水三道，边煨烤边品
茗：初饮觉得其味微苦，品则甘香醇厚，最后
一道更觉其味甘甜，愈品味道愈美，满齿留
香，令人回味不止，此谓“头苦、二甘、
三回味”。

起初，李深遵循当地的习惯，主
要用滇青烤茶。渐渐地，她尝试的
茶品愈来愈多，有绿茶、白茶、
红茶、乌龙茶等。“我发现老白
茶和绿茶经过烘烤以后，滋味
较好，尤其是用碧螺春时，汤
感尤为细腻。熟普的味道也
很不错，偎烤后它的渥堆味
完全消失，反而更加凸显糯
香。与之相较，以香气为特
色的红茶和乌龙茶则不太
适宜，因为烤香会覆盖或
冲淡了它们原有的香气和
滋味。”李深说。

为 了 研 发这款产品，
他们进行了历时半个多月的
测评，邀请了几拨客人、朋
友来体验，既有资深茶客，
也有饮茶萌新，上到“50
后”、下到“00后”。

“大家都对这种形式感到
新奇，纷纷拿起手机拍照、记
录。”李深笑着说，相较于年轻
消费者作出较高评分，有些老茶
友则喜忧参半。“他们当时尝试的
是滇青，味道很像烤出来的苞谷的
滋味，和真正冲泡出的滇青的层次感
并不相同，对于喝茶相对专业的他们来
说，确实会有一些落差感。但他们同样很
喜欢这种新形式。况且我又开发了熟普等品
类，相信会给他们带来新惊喜。”

现如今，茶舍已根据大家的反馈做了相应调整，
产品在10月底正式上线，并配以茶点、水果等，以128
元的套餐价格推出。

李深笑着说，没想到，新品上线正好和围炉煮茶的流行热潮撞
了个满怀，且当前不少茶馆也推出了围炉煮茶套餐，一些民宿甚至
推出了围炉煮茶小院。在李深看来，这种偶然的“默契”，无形中也
彰显着某种必然。

“炭火起，茶已香。围炉煮茶，很像是一种
自然而然的生理性追逐，煮茶的感觉很温暖、很
治愈，就像雨天里喝到妈妈熬制的鸡汤一样，
是专属冬日的浪漫，传递着简单而自然的幸
福。”李深说，与此同时，这种新中式的品饮方
式，打破了原有品茶的程式，带给年轻消费者
全新的体验。

“在不少年轻人的眼中，传统茶文化有很
多‘繁文缛节’，要区分茶类、要了解茶器
具，这些‘门道’反而成为‘劝退’他们的门
槛。但这种围炉煮茶的形式，既新颖小众，又
很有仪式感，且方便易学，反而像是打开了一
扇窗，年轻人望进去，就可以看见茶的世界，
有的人可能还会顺势推开大门，愿意体验并深
入了解下去。”李深说。作为一位传统茶人，
同时又是一位年轻茶人，她对这种形式的推广
乐见其成。

“我一直希望能够突破创新，吸引更多年
轻人走进茶空间。围炉煮茶的尝试，是一个美
好的开始。它拉近了茶与年轻的距离，让大家
喝到了一杯香气和滋味都很浓烈的茶汤，更重
要的是，它让大家放慢脚步，一同感受生活的
美，享受传统生活美学的无穷魅力。”李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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