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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春秋茶 业视点茶

电陶炉上，浑圆古朴的紫砂煮水
壶正在加热着，不一会儿，沸水从壶
嘴涌出，落在陶炉上嗞嗞作响，为初
冬时节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的这间茶
室，平添了一股“滚烫”的暖意。

只见，宜兴市顺昌陶瓷厂有限公
司创始人雷建新娴熟地提壶、注水，
桌上雅致的紫砂壶如同被“唤醒”，
立刻飘出壶内岩茶独有的香韵。

“世间茶具称为首”，宜兴紫砂壶
美誉已久。于土生土长的宜兴人雷建
新而言，“用好壶，饮好水，品好
茶”，更成了他乃至当地更多制壶者
的心声。

“泥”中的天地

“宜兴自古以来以生产陶器而闻
名，是历史悠久的中国陶都。”雷建
新介绍，尤其是在宜兴南部的丘陵地
区，蕴藏着丰富的陶土资源，紫砂矿
料主要分布在丁蜀镇黄龙山一带。

“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正是在黄龙
山上，离这不远处，就是有名的挖紫
砂矿料的4号井。毫不夸张地说，我
们的脚下深处就是珍贵的紫砂矿料
呢！”一旦谈及壶、谈起泥，向来寡
言少语的雷建新便仿若打开话匣，目
光和言语间都流露着兴奋。

“人们平日说的紫砂共有紫泥、
红泥、绿泥、段泥几种，实际上，这
些颜色并非泥料的本色，而是指烧成
后的壶的呈色。这把朱红色的紫砂
壶，它的泥料的本色可能是土黄色，
也可能是青褐色，这也正是紫砂泥的
妙处。”说到兴头上，雷建新立马从
座位上站起身，前往仓库内翻找
拣选。

不一会儿，一块又一块他储藏已
久的“宝贝”便亮相眼前：小的泥料
有巴掌大，一只手即可掂起，大的泥

料则有其十余倍大，被他小心翼翼地
端放在茶桌上。这些“石头”看似

“其貌不扬”，有着略显粗犷的外表，
颜色也是各异，或呈灰白色，或呈青
色，或呈土黄色，或呈黄红色，但用
手一摸，断层处则能触碰到细腻的黏
土质感。

“若是光看石头的颜色，你肯定
很难联想到做成什么颜色的壶，这是
由其矿料的材质结构，在不同的温
度、影响下造成的，很神奇吧！”雷
建新笑着说，他指着一块黄色、一块
灰白色的石料说，“你看，这是红
泥，这是段泥，它们的成型性能、收
缩性能等都大有不同，烧成后的色泽
效果、胎质性能等更是各异。一把紫
砂壶的制作，单是泥料就是一门大学
问。”

“玩”出的名堂

从泥到壶，宜兴的匠人们传承着
这份独到的技艺。“若是真正出徒，
至少要3年时间，哪怕是已会做壶的
老手，来到宜兴，也要熟识土性，没
有三五个月，也很难做出一把好
壶。”雷建新说。

从十余年前开始将目光从陶瓷转
向紫砂壶，越研究，雷建新越能感受
到紫砂壶所蕴含的历史况味。

“数百年来，宜兴紫砂在继承传
统基础上创新发展，已成为人类宝贵
的文化财富。而茶具之所以首推紫
砂，也在于其烧结致密、胎质细腻，
热天盛茶，不易酸馊，经久使用还可
蕴藏茶香，更兼具造型多样、色调古
雅的特色，自成一艺，源远流长。”
雷建新说，在查阅资料时，他发现，
紫砂壶不仅是泡茶的器具，古人煮水
时也会使用紫砂壶。

“现在我们收藏的一些老壶，都
能煮水、煮茶，也正是从这里得到灵
感，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我开始试制
砂水壶。”雷建新笑着说，或许也是
缘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试制成的
紫砂壶能够放在陶炉上煮而不裂，令
他新奇的是，由此煮出的水也更能激
发出茶的香气来。

“当时，恰好有台湾的朋友来我
这里品茶、看壶。他们建议我测测煮
出的水是不是小分子团水。那是我第
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拎着猪头找不着

庙门，拿着茶壶去找谁检测都不知
道。”雷建新笑着说，后来他才知
晓，小分子团水是高渗透力、高溶解
力的弱碱性的水，原来，让茶更香的
门道不仅在壶，也在于水。

“我为此又请了茶、土壤、矿
产、紫砂壶等方面的专家来到宜兴，
专门为壶与水的关系进行研讨。我们
的小分子水陶瓷容器的制作工艺还拿
到了发明专利证书。经权威机构检
测，煮出的水不仅是小分子团水，对
降尿酸等还有一定的保健功效，对茶
更是加分项。”雷建新说，当时，茶
界专家穆祥桐带来金针梅，一般在家
泡12泡已不容易，那次泡了32泡，
滋味汤色依然不错。

“明朝张大复在 《梅花草堂笔
谈》中提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
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
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这
壶与这水，都是玩出来的意外收
获。”雷建新笑着说。

“斗”出的底气

“壶是为茶服务的，提高茶性的
壶都是好壶。”采访间，这样的话，
多次被雷建新提及，“而怎样看提高
茶性的多少，就是对比。”

于是，同样克数的茶叶、同样的

水，用不同的壶去泡，来对比其色香
味，成了在茶室上演的“斗茶”日
常。

“正所谓好茶不怕斗，好壶也不
怕斗，我有这个底气。以茶试壶，不
会骗人。”雷建新笑着说。而不同的
壶对于泡不同类别的茶，也有讲究。

“六大茶类，紫砂壶都可以泡。
像比较鲜爽的绿茶，也可以用紫砂壶
来泡，冲泡时，需将盖子拿开，以便
保持其鲜爽度和甜味。而岩茶，更能
激发壶对提高茶性的作用，更能辨别
出好壶。”雷建新说，他记得今年大
年初四，有好友特意从武夷山来，一
款正岩茶又泡又煮，有近50泡，品
之仍有余香。

“用不同的茶器泡茶，哪款茶品
饮起来最好，哪个器皿对于这款茶就
更好。一定要对比，才有发言权。”
雷建新说。

在他看来，喝茶是为了修身养
性，好的茶能够增色人的生活，心情
不愉快时，一款好的茶和一把好的壶
也能令人精神愉悦，豁然开朗。

“如今，紫砂壶已成为宜兴的
一张金名片。而它也随着时间的沉
淀、茶汤的浸润，越养越动人，带
给人健康和雅趣的同时，成为我们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雷建
新说。

雷建新雷建新：：

壶的好坏壶的好坏 用茶说话用茶说话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日
前，第十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
会、2023“一带一路”赤壁青砖
茶产业发展大会在湖北省咸宁市
赤壁市举行。该会以“市场振
兴·蓄势聚能·赤壁青砖·茶香
万里”为主题，组织经贸洽谈
会、主题交流会等系列活动，共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茶叶主产销区
的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高
校院所、企业代表等千余人出席。

开幕式上，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发布2023年度茶叶行业调查
系列成果，包括“重点产茶县
域”“三茶统筹融合发展县域”

“茶业乡村振兴发展县域”等，
并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第二十届
中国茶业经济年会将于2024年

在浙江绍兴新昌举办。
活动期间，主办方陆续举办了

品牌大会，经贸洽谈会，茶产业、
茶科技、新茶饮平行交流会，新茶
饮产品研发推广活动成果交流会和
赤壁青 （米） 砖茶产业考察等10
项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元，与会
嘉宾交流热烈，在观点碰撞间共谋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据悉，目前咸宁全市优质茶园
面积52.5万亩，年产茶叶8.96万
吨，已开发出茶饮料、茶食品、茶
医药、茶日化等100多类300多种
衍生产品。其中，咸宁赤壁是中国
青砖茶的发源地，是万里茶道的源
头之一。开幕大会上，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还授予赤壁市“青砖茶原产
地”称号。

第十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在湖北赤壁举行

11月18日，为期3天的第十
五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茶博会”）在福建武夷山落
下帷幕。该茶博会以“‘三茶’统
筹、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项目
签约、主题论坛、茶文化研习等系
列活动，品茗论道、共叙友情，为
两岸茶文化爱好者和业内人士提
供了一场集艺术、文化、交流、贸
易于一体的盛宴。

“全场各种现代化、智能化的
制茶设备让人印象深刻，但最难
忘的还是武夷山本地茶企对于品
牌塑造、产品设计的多样化表达，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来自台湾的

“95后”茶人赖冠瑄不无感慨，此
次是他第一次参加茶博会，他这
些天与一些大陆茶人交流学习，
希望能更好地传承发展茶文化。

主办方介绍，本届茶博会云
集参展企业813家，设有茗茶馆、
闽台馆、茶机械器具馆、包装馆等
4个主题馆，涵盖茶包装、茶机
械、茶器具、茶空间、茶食品等全
产业链产品，充分展示了“三茶”
统筹助力乡村振兴以及两岸以茶
为媒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此次
茶博会12家主办单位中有5家
来自台湾，台湾参展企业超120
家，数量为历届最多。

在茶博会上，福建武夷国际
茶叶交易中心正式开市，这是全
省首个持有金融牌照的茶叶现货
交易平台，目前已有超过600家
SC认证茶企入驻。

“以茶叶交易中心为代表，今

年的茶博会上可以看到不少科技赋
能的生动实践，从茶叶品质、信息交
汇、流通渠道等方面，为茶人、茶企
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省级
科技特派员刘国英感慨道。

顺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同走
进交易中心大厅，“武夷茶交数字化
交易平台”智慧大屏占据了几乎整
面主墙，当前最前沿的茶交易业
务模式跃然眼前，即以互联网科
技为载体，以现货电子交易为中
心，为全国茶叶生产、贸易企业提
供从现货采购到电子交易、从金
融服务到信息咨询服务、从仓储
服务到物流服务等的全方位、数字
化、立体式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届海丝茶
文化论坛、两岸茶文化研习交流系
列活动、茶和天下系列茶文化主题
活动，以及第九届中华茶奥会“茶叶
冲泡技艺·人机大战”等茶科技竞赛
活动也在此次茶博会上同步举办，
充分展示武夷茶文化的丰富内涵、
茶产业的全链条发展、茶科技的最
新研究成果。

茶博会的会场内，交流热烈、活
动精彩纷呈；茶博会的会场外，印象
大红袍、万里茶道起点、香江茗苑、
白茶小镇、龙源茶庄园等茶文旅相
关项目蓬勃兴起，茶产业与旅游产
业、健康养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会展产业等正在跨界融合发展……

“茶，看似只是一片叶子，却从
‘叶’到‘业’，带动我们的生活愈发美
好。”在千千万万茶农的话语中，一座
座茶山的故事又开始娓娓道来……

茶话“两岸情”茶展“科技风”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见闻

本报记者 王惠兵

茶论道煎

情速递茶

回首千年，一捧小小的中国树叶
如何枝蔓绵延，成长为茶文化的参天
大树？今天，不妨一同细细品味“茶出
中国”背后的乾坤。

传说在神农氏时，先民就已经认
识并开始食用茶。“茶”原写作“荼”，一
般认为，唐玄宗时期编纂《开元文字音
义》，将含义为茶的“荼”改为“茶”，沿
用至今。

最新考古成果显示，在浙江余姚
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已
知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根，年代距今
约6000年。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墓葬出土的经
过煮（泡）的茶叶遗存，是最古老的饮
茶实物证据，距今约2400年。稍晚的
还有陕西汉景帝阳陵外葬坑出土的茶
叶，以及西藏阿里地区出土的3～4世
纪的茶叶遗存。

在陕西蓝田的北宋时期吕氏家族
墓中，出土了一件铜渣斗。渣斗上覆
铜钵，在铜钵内壁上发现附有大约40
余枚芽茶。

考古发现的这些茶树、茶叶遗存，
展现着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人们种
茶、饮茶的历史。

最初的茶叶都采自野生茶树。受
环境影响，野生茶树的原产地分布于我
国西南部和南部沿北回归线两侧区域，
因此这一区域也是魏晋南北朝及以前
我国主要的茶叶产地。伴随着农业种
植技术的发展，人工的介入使得茶树也
由野生逐渐演变出栽培品种，并不断改
进制茶方法，以适应需求的增长。

据《茶经》记载，唐代有粗茶、散
茶、末茶、饼茶。唐宋时期以团饼茶为
主，亦称团茶、饼茶、片茶，系茶之鲜叶
经蒸青、捣碎、压模、焙干而成，穿串后
置于容器存储。这种制茶法被称为蒸
青法，制成的茶属于绿茶类。

宋代饼茶的制作工艺更为精细、
艺术，在制茶时或添加龙脑等香料，并
使用模具压制成形状各异的茶饼。宋
代贡茶中的“龙团凤饼”就是在茶饼表
面压制出龙、凤等图案制成。

明清制茶之法，主要有杀青、揉
捻、干燥三步工序，炒青取代蒸青成为
主要杀青方法，增进了茶的色、香、味，
并逐渐发展出黄茶、黑茶、白茶、红茶、
乌龙茶等多种茶类。

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套茶叶外销
画，描绘出了清代茶叶从种植到制作、
包装、运输、贩卖的全过程。清中期以
后，西方商人订制的外销画，成为这一
时期中国文化外传的重要途径之一，
这也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茶叶的制作
与运输流程提供了直观的证据。

历代文献的记述、图画的描绘、器

物的装饰，均写实性地描绘了茶叶生
产、制作到运输的场景，是珍贵的古代
制茶“纪录片”。

提到古代茶历史，还有一个关键
词——“任土作贡”，是指古代各地依
据出产、定期进奉中央的制度，地方进
贡的茶叶即为“贡茶”。贡茶这一现象
始见于晋，在唐代形成制度；直到清
代，贡茶制度已十分成熟。可以说，历
代的贡茶，集中了各时期、各大产区所
产茶叶中的精品。

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清宫贡茶
品种丰富、形状各异、包装形式多样：品
名有龙井、碧螺春、武夷茶、普洱茶、三
味茶、吉利茶等；形状可分为散茶、茶
饼、砖茶、团茶、柱茶和茶膏等诸种；包
装形式有金属或瓷质茶叶罐装、纸盒封
装、笋叶包装等，涉及多种包装材质。

清代宫廷档案清晰地记载着各地
贡茶品种和数量等，揭示了贡茶制度
与宫廷生活的丰富内涵。

历代宫廷均有负责膳饮的管理机
构。清代宫中设茶库、茶房等，专职管
理与存储宫廷用茶，并配有相应的管理
人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设茶
库，隶属于内务府广储司。此外，皇太
后、皇后、皇子等居住的宫殿也设茶房。

数千载茶香悠悠。获得口味愈发
香醇、品类愈加丰富的茶叶后，历朝历
代的人们又延展出不同的制备和饮用
状态，让茶文化底蕴愈发深厚。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

穿越历史穿越历史 一一““品品””中国茶中国茶
唐雪梅

有个做茶的朋友，是件幸福的事，时时会
带给你惊喜。

前不久，我随茶人朋友登上广东新会区
的古兜山，去看他家的茶树——野放茶。野
放，天生天养，吹山风沐甘霖，凝聚着最本真
的味道。

从新会城区出发，西行50多公里后，山
势渐渐高耸，两边的草木拍打着车窗。朋友
在山脚的制茶间换了一台越野车，继续沿着
山路向上驰骋，我不觉坐直了身体，而他淡定
如山风。

古兜山，山高林密，近南海，如邻恒温器，
不燥不热，长年云雾缭绕。等看到茶树时，雨
后的叶片也闪着水光，愈加鲜嫩可人。朋友
轻抚嫩叶，笑着介绍，这是大叶白毛茶，是古
兜山独有的传统乔木，仔细看，叶缘前段的
1/3无锯齿，这也是当地茶叶的独特之处。

古兜山出好茶时已久矣，名白云茶。当
地县志记载，白云野放茶始于清朝。朋友承
包下的50亩茶山中既有野放老茶，也有他投
入心血、新栽植的茶树。

而朋友与此处的相遇也实属缘分。他
好读书，爱吟诗作对，自然少不了品鉴香
茗。数年前，他闲游至古兜山，惊喜地发现，
这山表层有肥土，深层是花岗岩石砾，水土
很通透。读过陆羽《茶经》的人都知道，“茶
之质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
土”，为此，他萌生灵感，这不正是理想的种
茶地吗？

茶山看起来很美，种茶却很苦。为此，他
修整环山路，买了一台能爬山的越野车，开始
踏踏实实地当上茶农。为了试制出更好的茶
叶，他特意前往武夷山，拜师学制茶，并开始
潜心研究制茶技艺，譬如萎凋、揉捻、发酵、烘
焙、存储等。传统制茶等各道程序，因不同的
细节、不同的师傅，出来的味道也不尽相同。
用他的话说，制茶如练武林秘籍，全靠修炼与
感悟。

如今，朋友已能很好地掌控茶叶制作的
温度、湿度和时间，成茶具有蜜香、奶香和焦
糖香3种香型。此时，再用古兜山泉水冲饮，
茶之清、纯、醇，尽在其中。

（作者系江门市政协机关三级主任科员）

古兜山 野放茶
黎彩娟

域茶情异

在东南亚主要的饮茶国家
中，缅甸是茶叶文化较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其喝茶、食茶的方式也
很多样化。这或许也源于缅甸与
世界茶叶大国――中国相邻，在
潜移默化间，受到中国饮茶风尚
的影响。

缅甸人与茶馆是离不开的。
为此，缅甸的茶桌文化也是空前
发达，它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以
及社交礼仪的各种活动。于喜欢
喝茶的缅甸人而言，一天喝上三
五次茶是稀松平常的事。

在缅甸，光是仰光就有几千个
大大小小的茶馆。茶座都是小号
的，茶几上摆着中国式简易茶具。
除中国茶、当地的缅甸茶外，还有
锡兰茶叶，通常会加炼奶调饮，由
小玻璃杯或瓷杯以及瓷盘盛着。

缅甸也种茶，主产的茶叶有红
茶、绿茶和乌龙茶等。其中，红茶是
产量最多、消耗量最多的，也是进口
最多的茶种。

与此同时，缅甸茶俗受到印度
影响，流行喝拉茶。无论是在大城
市还是在小乡镇，凡是茶馆内都会
有拉茶的身影。

缅甸人也极爱吃腌茶，尤其是
被称为缅甸国菜的发酵茶叶沙律
（lephet），把腌制过带点微苦的酸
茶叶与椰菜、番茄和炸得香脆的坚
果、豌豆混在一起，味道微微酸苦却
又异常清新。这沙律可当作小吃或
开胃菜，也可以搭配米饭一起食用。

（作者姚国坤系中国国际茶文
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世界
茶文化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关剑平
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缅甸人喜欢喝什么茶？
姚国坤 关剑平

缅甸腌茶缅甸腌茶清 紫檀木“储秀宫寿茶房”章
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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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采风茶

雷建新 （右） 与茶界专家穆祥桐笑谈紫砂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