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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掀起新茶风

“我是蒙顶山本地人，能够在这个
展览中亲眼看到这些珍贵的贡茶文
物，真的非常震撼！”此刻在爱茶的游
客车天琼面前，正是被观众热捧的“明
星单品”展物——“仙茶”。

只见专业的展柜中，一个通体木
胎的包装匣非常精致，内外以明黄色
绫包裹，匣外顶部设提手，提手表面较
光滑温润。盒盖墨书娟秀的“仙茶”二
字。匣外可抽拉盒盖，内侧有卧槽，分
置两小银罐茶叶。罐身有“皇家专用
色”明黄色的封签。

据工作人员介绍，“仙茶”使用规
格和技术要求均很高，每年只进贡两
小瓶，共有 335叶，多用于皇家祭祀，
非常珍贵。

清代的包装，至今保存完好的清代
蒙顶山茶，曾千里迢迢送到皇城供奉皇
室，过了几百年，能够回归原产地，这是
多么神奇的经历！如此“仙”的“仙茶”，
自然让游客们对其趋之若鹜。

坦言自己“大开眼界”的游客代玉
洁表示：“这些贡茶文物不仅展示了制
茶技艺的精湛，也体现了古代人们对
茶的热爱和尊重，这次观展是非常有
意义的文化体验。”

贡茶的由来

在展览开幕现场，故宫博物院研
究员万秀锋介绍，中国清代的贡茶有
100多种，四川的贡茶有10多种，其中
有7种来自雅安蒙顶山。本次展览便
是“百里挑七”，来自蒙顶山的仙茶、陪
茶、菱角湾茶、名山茶、春茗茶、蒙山
茶、观音茶等7种12件清代茶文物“组
团”回家。“它（贡茶）让我们可以更好

地看到中国古代最好茶叶的样子。”万
秀锋说。

据介绍，贡茶制最早源自西周。
自唐朝始，雅安蒙顶山就是最重要的
贡茶地，成为地方政府职责，直接管
理、督造各种贡茶、年年进贡。

“毋庸置疑，贡茶无论是从原料到
加工、包装、运输、保存，都代表了中国
古代茶叶的顶尖水平，并配套形成了
相应的礼仪制度，提高了茶文化在中
国社会中的认可度。”万秀锋以蒙顶山
的“仙茶”举例介绍，此贡茶便是蒙顶
山上的僧人采选最好最嫩的明前茶叶
制成，“每岁采贡335叶”，再找到当地
最好的制茶工匠，用最好的包装，专人
特快“护航”进京。贡茶运输到皇城
后，除了天子郊天和祭祀使用外，还会
适量分配给太后、皇后、嫔妃，有时也
赏赐给大臣或外国使节。

四川离北京山高路远，可想而知
运输蒙顶山贡茶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
程。万秀锋说，几十天的期限里，每个
环节都需要争分夺秒，“因此我们也发
现，贡茶采摘往往在清明节前甚至更
早，采摘后需要快速加工、包装运输。”

贡茶回家不是梦

带贡茶回家，是雅安茶界的一件
盛事。说起事情的经过，雅安市名山
区政协主席、区茶产业推进小组组长
倪林感慨颇多。

“从小我就听老人们口口传说我
们名山的茶非常了不起，不仅全国各
地卖茶的都要来这里采购，而且古代
多位皇帝都喜欢喝。”后来走上工作岗
位，间接或者直接和茶打交道了半辈
子，倪林也总是习惯性寻找蒙顶山茶
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痕迹。直到机缘
巧合获得了一本珍贵文献——《故宫

贡茶图典》，让他多年的梦想仿佛有了新
的落脚点。“推动贡茶‘回家’，对蒙顶山
茶制茶技艺的提升、品牌效益的扩大都
非常有好处。”

在倪林以及更多茶人的推动下，名
山与故宫博物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尝
试性推出，吸引蒙顶山贡茶文物回乡办
展的想法，并以政协委员读书实践活动、

“蒙顶山茶”大讲堂等形式普及贡茶知
识，征求更多的茶界人士的建议。渐渐
地，推动贡茶回乡，成为名山区党政和茶
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贡茶回乡迈出实质性一大步是在去
年9月，倪林带队北上，走进故宫博物院
进行实地考察和交流，表达了名山区对
举办好“故宫贡茶回蒙顶山”活动的决心
和信心。交流期间，故宫博物院相关领
导也表达出利用馆内藏品支持地方的发
展，通过举办各类活动让更多的文物走
出去、让文物活起来的想法，这与名山区
希望贡茶回乡的请求不谋而合。

今年 1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组
赴名山考察，就展览的筹备工作现场
指导。

今年名山区两会期间，区政协委员

何长博一篇《紫禁城牵手蒙顶山 贡茶
归故里展新篇》发言，娓娓回顾了贡茶悠
长的历史、蒙顶山贡茶的辉煌过往，以及
推动贡茶归故里对于蒙顶山茶业发展的
现实意义。研发贡茶工艺、传播蒙顶山
茶文化、做好“贡茶+”文章助力茶业发
展等建议，更是引起多方共鸣。

几轮详细的交流、论证，几经实地考
察和商榷，终于在今年春茶上市之际，拉
开这场双方都期待已久的展览大幕。

开幕式上，蒙顶山茶史博物馆馆长
杨晔华激动地表示：“这次故宫贡茶回蒙
顶山展，是蒙顶山茶史博物馆历史上一
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希望通过这次活
动，让更多人了解蒙顶山茶的灿烂历史
和独特魅力，把蒙顶山茶这一富民产业
推向新的高度。”

倪林则表示，希望为期 3个月的展
览，吸引更多爱茶的朋友来雅安看故宫
贡茶，希望通过展览营造全域人人懂
茶、人人爱茶、人人说茶的浓郁氛围，进
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产业自信，传承蒙
顶山茶文化、普及蒙顶山茶知识、推广
蒙顶山茶品牌，促进蒙顶山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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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时节，三月之末；春风和
煦，暖阳高照。

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妙西龙山的
妙溪民宿内，不时袭来缕缕沁人心
田的馥郁茶香；原来，一场名为

“西塞茶事，湖澳雅集”的联谊活动
悄然上演，而这一充盈温情、热度
的馨香则源于澳门茶亲阿南之手。
此刻，他正神情专注地守在风炉
旁，用陶土罐进行着曼妙的烤茶。

问及烤茶，阿南一脸自得，他
说：这一茶俗，缘起彩云之南，后
与陶土罐、普洱茶一起传入澳门；
经“二创”，尤其是2018年，阿南
与几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创立澳门
青年茶文化推广协会始，具有南粤
濠江特色的烤茶成了社团“明星”，
并逐渐受到澳门青年的崇尚。而这
一切，离不开云南无量山茶家寨陈
氏兄弟十数年来的热心支持。

烤茶颇讲究，先是生火起炭，
再煨热陶土罐，随之放入干茶；时
而抖摇，时而簸荡，耐心炙烤；结
合火候，观察罐中茶叶，待茶色棕
黄，幽香透出，或直接注入开水，
伴随着“嗤嗤”声响，沫饽涌起，
堆聚浮现，锦云成簇，茶香扑鼻；
出汤分茶，热啜，妙如醍醐。也可
将烤热的茶置于紫砂壶或盖碗冲
泡，一巡又一巡，品享其不同风
味。

就在此时，欢喜而至。澳门茶
亲结缘“《茶经》故里”湖州已有
多年，自“五年研学计划”实施
起，湖州便成为澳门青少年频繁往
来的内地热门城市。这次雅集，从

澳门茶亲所取的绥昕、莲地茶客、
山前白鹭茶席名，就能感受到他们
对湖州的钟情和偏爱，并与本地茶
友布设的小茶迷迭、春晓、半盏芳
意、春日·宴、祥陶·春风莫离、
二泉吟等茶席珠联璧合，交相辉
映，仿佛置身自然诗境，共同彰显
东方美学。

又到春茶季，不负新芽绿。联
合主办方代表吴震介绍，本次活动
的初衷，是通过一杯茶，体现“湖
澳一家亲”，助推乡村振兴，促进
文旅融合，在“湖州看见美丽中
国”，并为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
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倡导“打
造茶生活品质之城”添砖加瓦、推
波助澜。 （小颖 雨辰）

澳门“烤茶”火热湖州

今年年初，一则名为《欧洲人第
一次喝中国茶》的短视频在哔哩哔
哩网站上爆火。视频的作者名叫老
路，是一个爱喝茶的法国大叔，他将
径山茶带到了法国、冰岛等地，并邀
请陌生人一起品茶。这一片神秘的
东方树叶受到了众多欧洲人的喜
爱，他们连呼“好喝”“舒服”“纯粹”。

老 路 在 视 频 里 介 绍 说 ：
“径”——“path”，意思是蜿蜒的小
路。这片叶子让人获得了片刻的心
灵宁静，沿着这条蜿蜒的小路，它走
进了我的心里，走进了喜欢东方文
化的欧洲人心里。

深山藏古寺，野树茁新芽。来
自径山的一叶香茗，润泽了身心疲
倦的茶客，传承了千年的禅茶文化，
展现了充满诗意的生活。

径山茶始栽于唐，兴于宋，茶与
山、寺齐名，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唐天宝元年（742），法钦禅师在径山
结庵，开山种茶。《嘉靖余杭县志》载

“钦师常手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
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他
产，今径山茶”。

二十多年后的上元初（760），
“茶圣”陆羽痴迷于这片清冽的苕溪
山水，曾隐居于余杭苎山和将军山
麓。陆羽常扁舟往来于苕溪上，与
宜丰寺灵一大师等高僧名士谈宴终
日。径山双溪的清冽泉水是陆羽的
心头好，后世称之为“陆羽泉”。同
时代的陆羽和法钦或许没有交集，
但两人在茶的理念上却有共同之
处。陆羽《茶经》中谈到“茶之为用，
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而法钦的“采茶供佛、饮茶参禅”给
了径山茶一个极高的起点。

径山寺在宋时被赐名“兴圣万
寿禅寺”，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名
山名寺名茶，吸引了苏轼、范成大、
叶清臣、吴自牧等众多名士。蔡襄
的径山之游，留下了清丽的文字“松
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爱，即之
煮茶”。

宋代点茶是 繁 复 而 浪 漫 的 ，
是一种盛世的名士风雅。《茶录》
记 载 了 点 茶 的 过 程 ：“ 钞茶一钱
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
回击拂。”

官家和士大夫极于物欲，龙凤
团茶极耗人力物力；却又渴望超然
物外，宋徽宗《大观茶论》谈到“袪襟
涤滞，致清导和”。饮一碗茶，两胁
生清风，如“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
善矣”。

也正是在奢靡的宋代，径山寺
的僧人创造了仪轨隆重的“径山茶
宴”，在“明月堂”挂画焚香，张榜宴
客。圆尔辨圆等日本僧人将它传入

日本，保留了唐宋的浪漫，在 15 世
纪发展成了日本茶道。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苦难是
人生的厚度，也是这片东方树叶蕴
含的禅理。

赵州和尚的“吃茶去”公案是
“禅茶一味”的源头。“禅”是“禅那”
的简称，意为静虑。当你定下来，心
如空谷，智慧充满其中。饮茶也是
一种修行。

中国与日本都在追寻“禅茶一
味”的奥秘，对于“禅茶一味”也有
不同的理解。唐宋茶道固然风雅，
花开花谢，终被雨打风吹去。化繁
就简，抱朴守真，是中国人的一道
解法。

在近千年的岁月中，径山茶也
曾湮灭无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
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已无法还原古
时径山茶的原貌，从唐代煮茶，到宋
代点茶，再到如今的泡茶，在同一片
山水中，阐发不同的新意。如今的
径山茶是烘青绿茶，外形细嫩显毫，
色泽绿翠；内质嫩香持久，滋味鲜
爽；汤色嫩绿明亮。径山茶不仅是
一杯饮品，让人获得内心的宁静，更
是春天的象征。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几代
径山茶人前仆后继。余杭区委区政
府十分重视径山茶产业发展，组织
成立“茶办”，安排了数亿元专项资
金，支持茶企提升工艺水平，打造美
丽茶园，挖掘径山禅茶文化。

2022 年 11 月 29 日，由我国单
独申报的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项目正式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杭州余杭的民俗
活动“径山茶宴”位列其中。

2023 年，余杭区举办了以“天
下禅茶出径山”为主题的茶圣节，用

“禅茶文化之旅”将游客引进来，把
“诗意的生活方式”推出去。

如今，这片叶子焕发出丰沛的
活力，全区共有上百家茶企、2万多
名茶农、7万余亩茶园，径山茶品牌
价值达到31.65亿元。以径山茶宴、
宋代点茶、径山抹茶、径山新茶饮等
多种品鉴为代表的多项茶事，让径
山禅茶实现“破圈”生长，融入了当
代人的休闲与日常生活。

在和煦的春日里，让我们一
起 来 径 山 踏 青 ，来 品 径 山 茶 吧 ！
品味径山茶，不仅是一种味觉的
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它让
我们与大自然更加亲近，感受春
天的温暖和活力，享受生活带来
的喜悦和美好！

（作者单位：杭州市余杭区农业
农村局）

春天，从一杯径山茶开始
陈佳麒

浙江畲乡景宁的三月三既是民俗
盛会，也是采茶时节。畲民多种茶，其
中以金奖惠明茶最为出名。惠明茶曾
在1915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
奖。如今，一尊金灿灿的奖牌，也屹立
在畲乡景宁的最中心处，讲述一段漂
洋过海，赢得交口称赞的历史。

名山空谷藏奇珍

唐会昌年间，“一枝藜杖一禅衣”
的惠明和尚云游四海，行至景宁县敕
木山，见层峦叠嶂之间，山景清幽雅
致，正应“遇蒙则居”的箴言偈语，便结
庐清修，化缘建寺，又将随身携带的茶
籽种在山间，惠明茶由此在景宁县落
地生根。

高山云雾出好茶。惠明茶叶聚日
月之精华，吸山岚之灵气，有“香高味
浓、耐泡回甘、花香馥郁”的独特口感。

当时正值畲族先祖迁居景宁，这
一缕茶香，引来畲民纷纷移居寺旁，与
汉民共建佛寺共辟茶园，又将禅茶文
化引入畲族传统，从此“畲山无园不种
茶”。茶因僧名，唤作惠明茶，小小一

碗，在千百年间，无声勾连起畲汉人民
间精诚团结的情谊。

及至清代，景宁县出一大儒，名为
严用光。他为浙江“拔贡第一”入省教
谕，却因在京考中痛陈时弊而名落孙
山，一朝回乡饮茶终遇“知音”，挥毫写
就《惠明寺茶歌》：“此处僻在东南奥，
抱奇孕美无由伸；仙人株生灵异石，欲
传韵事难其人。”

既是咏茶，也是咏怀。生于深山
密林之好茶如何为人所知，生于浙南
穷乡僻壤之贤才如何为世所见？如何
不再有“名山空谷长此藏奇珍”的遗
憾？

而就在严先生去世后的第六年，
景宁人民齐心协力将惠明茶送上了万
国博览会的展台，对严先生的悲问作
了应答。

飞出山峦化金凰

“要将惠明茶，送到万国博览会上
去。”1915年，这样一个消息在畲乡引
起巨大反响。

当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美

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
览会”，中国政府积极在各省建立“筹
备巴拿马赛会出品事务所”，精心谋划
参展物品。

一边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偏僻
山城，一边是闻名海内外的金融中心，
谁也不曾觉得平日只作乡民土产的茶
叶能登大雅之堂，遑论通过层层筛选
漂洋过海出国展览？

众人只将此当作空谈，但当时景
宁 县 的 知 事 存 记 叶 葆 琪 却 郑 重 其
事。叶先生平日礼贤下士，平易近
人，剌木山、惠明寺畲民每有难事，都
能得其相助。因此每逢年头月节，畲
民总以茶叶相赠，其中惠明寺村畲族
妇女雷成女的茶艺最为精湛，她每年
都采摘一、二斤的雨前嫩茶，是为茶
中精品。经叶葆琪推荐，同为爱茶之
人的县知事秦琪立马同意将惠明茶作
为赛品上报。

尽管如此，一个畲族妇女做的茶
叶要登上万国博览会的展台，依然
宛如天方夜谭。叶葆琪却对惠明茶
信心满满：“不要小看山头地方，更
不能怠慢畲家人，惠明茶夺魁大有
希望哩！”他亲自拜访雷成女家，教
她丈夫头年冬季就要给茶园松土，
施猪、牛栏肥和茶籽饼。在早春时
节，采得雨前最为鲜嫩的惠明茶芽，
聘请制茶高手进行炒制，所制成的
茶干色泽鲜绿，面有白毫，条索匀
整，香气浓郁。

终于，来年春日，代表惠明茶最
精髓的这一份茶叶，以刻花大锡瓶贮
藏，与其他10多万件展品一同漂洋过
海，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展馆内，向全世
界人民诉说东方畲乡的千年故事。

山乡信息闭塞，整整两年后，才有
惠明茶在巴拿马赛会获得金奖的消息
传来：“此次巴拿马赛会得奖名册内查
有该县（景宁县）出品分所之茶叶列入
浙江金牌项下”。景宁全县人民额手
称庆，只为家乡好茶终于名闻天下，但
惠明茶夺金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尽
管饱受工业生产的冲击，惠明茶等中
国茶仍能凭借过硬的质量、上乘的品
质斩获金牌奖章，倔强地向世界昭示
中国制茶技艺的实力和底气。

半坡芳茗露华鲜

得奖的惠明茶，为景宁县带来短暂的
繁盛。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相当长时间
内，惠明茶种植仍一直处于农户零星栽
植、粗放制作状态，未能实现批量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
面，景宁县政府决心复兴惠明茶生产，但
受技术所限，使用的仍是茶籽点播自然生
长的老方法，难以形成规模。源远流长的
惠明茶产业竟归于沉寂，景宁人民心头郁
结隐痛，除却叹息，也一直在沉思。

将古茶复兴，成为惠明寺村青年雷
石才的毕生心愿。他曾三顾茅庐拜访乡
贤叶桐，一腔诚挚热血令叶桐感动，取家
藏《景宁县续志》借他摘录。雷石才逐字
抄下凝聚数代畲民智慧的历史记载，整
理形成完整的惠明茶资料，数次向省政
府提请扶持惠明茶生产。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1973年，浙江省指定丽水地区科委
将惠明茶列入重点研究课题，茶叶专业
技术人员屠忠高、朱学苗赴景宁指导惠
明茶标准化生产。夙兴夜寐之间，九年
时光弹指而过，最初的3亩惠明寺茶园已
逾百亩，放眼远眺，茶铺惠岭，能见“半坡
芳茗露华鲜”之景。成功投产的惠明茶
绿遍畲乡大地。时至今日，景宁将惠明
茶打造为品牌，全县共有优质茶园面积
7.46万亩，茶产业2022年总产值达5.3亿
元，惠及 4 万多茶农。几代人数十年坚
守，惠明古茶重放熠熠光辉。

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惠明
茶再登展台。昔日装在朴素锡瓶中的数
两茶叶，如今已有彰显茶韵的精美包装，
更有“金奖惠明”这般端正大气的标识，
最终荣获上海世博会名茶评比绿茶类金
奖，百年再圆金奖梦。

在惠明茶万国展览得奖的奇迹当
中，在其千年兴衰的历程之间，得见的都
是布衣小民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朴素
的自信与热爱。以此般坚定信仰，才能
凭借渺小之躯接力完成跨洋渡海之旅，
实现一场浩大的文化传播。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委宣传部）

茶园歌满山，春光闹畲乡
陈芷茵

海拾贝茗

乡采风茶
业视点茶

茶论道煎

清明小长假，在四川雅安市名山区的蒙顶山茶史博物馆中，“故宫贡茶回蒙顶
山”的展览吸引着游客和市民前来观看。12 件清代蒙顶山贡茶文物，首次离开故
宫，回到久违的故乡蒙顶山“寻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