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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茶者说

茶叶知识

茶如人生，淡中有味，虚怀若谷，怡然自得。喝出了苦
和甜，清和涩。

人生就是一本书，谱写出了成功和失败，幸福和快乐。
人生必有一知己无话不谈，无话不说。人生何求？就像一
杯茶、一本书、一知己……

“人生就像一杯茶，不会苦一辈子，总会苦一阵子”。人
生该怎么走，这在于自己的选择，需像茶一样，靠慢慢品味。

沏一壶铁观音，静静放松心情，那散发着淡淡的兰花
香，给人味觉、视觉及精神上的享受。

人生如品茶，一杯清茶，就像一个大千世界，每片茶叶
恰似红尘中的芸芸众生。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无
论怎么过，都要有意义，都要让人有感悟，还要让人寻味，只
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感悟，选择。

茶书益友，茶与书有着不解之缘，茶能醉人，而且醉得
入骨。茶醉之人在茶韵里愈加显得飘逸而脱俗；书能醒人，
人在书香里愈加显得清纯而放达。

在书香茶韵中潜入心扉深处，抛开浮华躁动之心，以坦
白和真诚之心，每晚无事空闲时，看看自己喜爱的杂文，品
味真善美之人间真情。

有时细细品味，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一本百科全
书，它谱写了漫长人生道路的酸甜苦辣咸。

成功与失败，幸福与悲伤，记载着曲折、坎坷，饱经风霜雨雪，
丰富的经验和生活阅历，是厚实的文化积淀，是一本厚重的书。

书之香，明静慧智，至善至美。爱人是可遇不可求，知
己却可求不可遇，人的一生都是会有不完美的，正是这种不
完美，人就必须需要有知己。心心相印，能理解你，宽容你，
认同你，牵挂你。

会彼此欣赏，彼此倾慕，彼此的关注，并渗入彼此心灵
的最深处，能给你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是你倾诉的对象，寒
冷时，会给你温暖，炎热时，带来一丝凉爽。

会分担彼此的快乐与痛苦，让你知道被人牵挂，难以言
语的那种感动与幸福，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快乐，使得
人生更精彩。 @茶道与茶文化茶艺

茶能醉人，书能醒人

初夏时节，走进柘荣县英山乡，漫山茶树青翠欲滴，渐
近，阵阵茶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英山乡锚定“茶产业强镇”发展目标，打响英山
乡茶叶品牌，以茶富民、以茶增收。截止目前，全乡茶叶种
植面积达1万亩，年产量破900吨，茶叶主导产业全产值为
3.2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2300元以上，走出了
一条茶产业致富路。

此前，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
化节”上，英山乡被评为“柘荣高山白茶品质乡镇”。同时，
英山石古兰推出的“白牡丹”及仙岩岭推出的“寿眉”也获得
了“茶王”的称号。

荣誉背后是英山乡为促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所做出的
努力。英山乡成立以乡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茶产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和质量安全执法队伍，持续加大对茶产业的政策
扶持力度，推行茶叶鲜叶价格保险。同时，建立茶叶协会，
发挥协会优势和服务功能，为招商引资工作牵线搭桥。

产业发展离不开硬件建设。英山乡大力推进茶园示范
基地、一体化加工中心、茶园基础设施和茶叶科普站等项目
建设，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完善全乡茶产业链条，并结合周
边乡村资源，发展茶乡旅游，实现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茶旅
共进。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此，英山乡发挥企业龙头优势，举
办茶叶种植加工技术培训班、摄影大赛等方式，提升英山乡茶
叶品牌、茶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通过拍摄宣传片、
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宣传茶产业。

目前，英山乡建成茶叶基地示范点4个，茶叶加工企业
30多家，在全国发展经营门店 46家，并拥有多家优质白茶
品牌。接下来，英山乡将进一步坚定茶产业发展信心决心，
在市场机制、产业品牌和综合效益上狠下功夫，按照“白
茶+N”的思路，围绕茶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着力完
善茶产业链、人才创新链、配套服务链建设，努力建设茶产
业强镇，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 本报记者 刘源 通讯员 刘敏玲

茶友们对于茶叶的一些知识想
追根问底。特别是一些茶叶冲泡、品
饮、功效等方面的细分知识点，茶友
们都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可事
实并不如此，就拿本文中提到的这几
个常识来说，在不同环境下的答案是
不确切的，内容仅作参考，用以交流
学习。

1、用什么样的茶具泡
茶最好？

现在通用的茶具有瓷器、陶器
（主要是紫砂器）、玻璃、塑料。在
冲泡红茶和乌龙时我会选用陶器，
因为从品茶的角度来看，以瓷器和
陶器最好，其保温性好，沏茶能获
得较好的色香味，且造型美观，具
有艺术欣赏价值。但冲泡绿茶特
别是碧螺春和银针时，我一般用玻
璃茶具。

2、水质对泡茶有影响吗？

水的种类很多，性质是不同的，
各种水因所含溶解物质的不同，对
泡出茶汤品质的影响也不同。茶具
有天然、纯正的特点，如果用水不当
会给你带来很多喝茶的遗憾。陆羽
的《茶经》中说：“其水用山水上，江
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
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激勿食之
……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
者。”这说明用泉水泡茶最好，泉水
要慢慢流出，而且含钙和镁化合物
最少的是最好的泉水。江水泡茶一
般是不理想的，井水又不如江水。
至于雨水，一般比较纯。但下雨的
时间不同，水质也不同，秋雨为上，
梅雨次之，雷雨最差。

——《茶叶审评》

3、茶叶应该怎样存放？

茶采用先进的保鲜技术，能保证
茶叶长时间不变质。但最好的保存
条件是在室温、避光、无异味的环境
中保存。如果茶叶含水量较高或已
受潮的，可以经80℃左右烘干或炒干
摊凉后再贮藏。茶叶数量较多的可
以分 0.25公斤~0.5公斤一份用白纸
包好，放入干燥的罐、坛中，底层可中
间放些干燥剂，干燥剂的种类可依茶
类和取材方便而定。

贮存绿茶可用块状未潮解的石
灰，红茶和花茶可以用干燥木炭，有
条件的也可用变色硅胶。罐、坛口盖
多层草纸并压紧，以防潮湿空气进
入。如果茶叶数量不多，也可用纸包
好后，再用两层聚乙烯食品袋包装密

封好，放在饼干箱里盖紧箱盖。
为了避免茶叶吸收异味，切忌将

茶叶与有严重异味的物质放在一起，
诸如樟脑丸、香皂、香水、香烟等都不
宜与茶叶混放。

新买来的茶叶筒罐，筒内金属表
面常有一层油脂，必须擦净晾干，再
以少量废茶擦过，除去异味后才能装
茶叶。 ——《中国茶与健康》

4、冲茶时茶叶和水应
放多少才算最好？

要泡好一杯或一壶茶，首先要
掌握茶叶用量。每次茶叶用多少，
并没有统一标准，主要根据茶叶种
类，茶具大小以及饮用习惯而定。
袋泡茶每袋 2克，用普通的杯冲泡，
用量正好，不需要再斟酌茶叶的用
量就能喝上一杯天然纯正的好茶。
如果你用壶，则按壶的大小适当掌
握。一般茶与水的比例掌握在 1∶
50，即每杯放 3克左右的干茶加入沸
水 150毫升。

——《中国茶经》

5、用茶水服药到底好不好？

能否用茶水服药，不能一概而
论，在多数情况下，不主张用茶水服
药，尤其是硫酸亚铁、碳酸亚铁、枸橼
酸、铁胺等含铁剂和氢氧化铝等含铝
剂的西药，遇到茶汤中的多酚类物质
与金属离子结合而沉淀，会降低或失
去药效。

此外，茶叶中含有咖啡因具有兴
奋作用，因此服用镇静、催眠、镇咳类
药物时，也不宜用茶水送服、避免药
性冲突降低药效。服用制剂，如蛋
白、淀粉时，也不宜饮茶，茶叶中的多
酚类可与结合，降低活性。

一般认为，服药后 2小时内停止
饮茶。然而，服用维生素类药物、兴
奋剂、利尿剂、降血脂、降血糖、升白
类药物时，一般可用茶水送服。例
如，服用维生素 C后饮茶，绿茶中含
有丰富的儿茶素，可以帮助维生素C
在人体内的吸收和积累。

——《用茶水服药到底好不好》

6、可以给一些意见我
该喝什么茶最适合吗？

一般来说细嫩的名优茶叶比粗
老的茶叶营养和药用成分高，绿茶比
红茶高。对具体个人来讲，根据各种
茶的功效提供以下意见，你应该可以
找到哪种茶适合你：

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应喝红茶，
在茶中加些糖或奶，既增加能量又补

充营养，人参茶、高丽参茶和花参茶
有滋补强体的功效，对身体虚弱的人
很有帮助；青年人正处发育期，以喝
绿茶为好；妇女经期前后以及更年
期，可饮用花茶特别是茉莉花茶，它
有疏肝解郁、理气调经的功效；希望
减肥的人，可以多喝些乌龙茶、普洱
茶；经常接触有毒物质者，可以选择
绿茶作为劳动保护饮料。

——《中国食品报》

7、喝浓茶真的可以解酒吗？

“喝茶能解酒”，人人都这么说，
但是否真的能解酒很多人都不能确
定。其实喝浓茶确实能解酒。

人们在饮酒后主要靠人体肝脏
中酒精水解的作用，将酒精水解为水
和二氧化碳，这种水解需要维生素C
作为催化剂。因此在酒席上或酒后
喝几杯浓的绿茶和乌龙茶，一方面可
以补充维生素C，另一方面茶叶中的
咖啡硷具有利尿的作用，能使酒精迅
速排出体外。

酒醉后的人往往因为大脑神经
呈现麻痹状态而产生头晕、头疼和身
体机能不协调等现象，喝浓茶可刺激
麻痹的大脑中枢神经，有效地促进代
谢作用，因而发挥醒酒的作用。

喝酒过多时不妨喝一杯人参茶，
人参茶采用品质上乘的中国人参配
以上等绿茶，兼有人参与绿茶的功
能，滋补强健、促进新陈代谢等作用，
醒酒的效果更佳。

——《中国茶经》

8、喝茶真的会醉吗？

茶叶中含有复合多糖儿茶素类，
其为降血糖的有效水溶性组分，当空
腹饮茶时，因为人体血糖本来就低，
再摄入复合多糖、儿茶素类物质，人
的血糖就进一步降低，从而引发头
晕、心慌、手脚无力、心神恍惚等症
状，即所谓的“茶醉”。如果您不愿放
下您的茶壶，可以吃一些点心，就可
消除“茶醉”。

9、人每天喝多少茶为宜？

饮茶量的多少并没有什么严格
的标准，要因人而异。一般，有饮茶
习惯的健康成年人，每天饮 6克~10
克，分 2次~3次冲泡为宜；从事体力
活动且食量大的人每天饮茶 20克左
右；食油腻食物多，烟酒量大的人也
可适当增量；年老血弱、脾胃寒者，孕
妇及儿童适当减少茶量。

——《德信茶经》

10、冷茶与隔夜茶能喝吗？

从营养和卫生角度看，隔夜茶一
般不宜饮用。至于冷茶，如无变质可
饮用。但不能将饮过的一部分茶汤
长时间放置后再饮用。目前市场上
的罐装茶水属冷茶，如是经严格灭菌
处理的可饮用。还有应注意的是年
老血弱、脾胃虚寒者不能饮用冷茶和
隔夜茶。 ——《德信茶经》

夫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兹业界之共识，
已无疑议。然则，其昉何觅，谙者有几？俗云，饮水思源，受
白茶，奚可不明所自？

上古蛮越兮，才山卓绝。蓝姑修真兮，栖身鸿雪。乐善仁
爱济世兮，心系黔黎苦疾。风云莫测兮，山周麻疹肆虐，患儿
纷夭兮，蓝姑脏腑滴血。辗转难寐兮，仙翁梦示，洞顶端荈兮，
麻疹可治。梦醒谨遵兮，斩棘披荆，蓬蒿丛中兮，终得异本。
其干兮拂云，昂昂颙颙；其叶兮披毫，皎皎茸，是曰绿雪芽，洵
天地之物华，草木之玉蛇。取叶晒干煎服，患者旋日康复。遂
将栽制之法，悉心授予众庶。时光荏苒兮，茶业蒸，邑内丘陵
兮，绿云滢滢，福鼎白茶兮，应运而名。

现代科学验测，白茶品质高标，成分丰饶，强身健体，功能奇
妙，宜煮宜泡，亦饮亦药，原子时代，首选饮料。百茶之巨擘兮，
佳茗之极品。华茶编序兮，位列第一；国定良种兮，推而广益。
九域普及兮，五洲香逸。其泽也可谓溥畅，其济也不亦深广？

吁嚱 ！蓝姑功著兮，尧封太姥。绿雪芽之发轫兮，全
人类之福分。士庶感孚兮，心口碑矗。佥曰：绿雪芽株兮，
白茶始母，得神灵千年之护呵；至圣太姥兮，白茶原祖，创白
茶栽制之殊科。始也原也，辉同日月。允论兮，诚矣哉，实
之所至兮，名之所归！ □ 薛宗碧

绿雪芽赋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文/图）5 月
21日，由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福建
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福建省茶叶学会指
导，中华文化促进会万里茶道协作体、福
鼎市磻溪茶业行业协会主办的 2023年
国际茶日万里茶道系列活动暨磻溪镇首
届福鼎白茶生态文化节在磻溪镇湖林村
举行。据了解，第四届“国际茶日”以“茶
和世界·共品共享”为主题，湖林村以国
际茶日为契机，借助万里茶道十年发展
的势能，深入贯彻“三茶”统筹理念，通过
多方合作共享，围绕生态建设大文章，深
入挖掘和弘扬福鼎白茶文化、磻溪产区
优势、湖林产业特色，推动磻溪镇“中国
生态白茶之乡”品牌建设。

活动现场，醒狮翻腾跳跃，亮相开街
仪式现场，在湖林村白茶精品街中央跳
跃、奔跑，动作活灵活现，喜庆威猛的表
演引得围观的村民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由300余人组成的踩街队伍一路载歌载
舞、欢声笑语从街头到街尾。中华文化
促进会副主席、万里茶道协作体执行主
席郭杰为磻溪镇“三茶”统筹发展实践
示范基地揭牌，他表示：“福鼎白茶是闽

茶的重要代表，磻溪镇在中国乡村振兴
进程中具有示范意义，希望能共同携手，
与世界分享磻溪茶产业发展经验与模
式，讲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乡村振
兴的时代故事。”

活动当天，主办方还为晒鼎香等十

家茶企颁发了 2022年度湖林示范区大
数据溯源管理先进单位荣誉，并为磻溪
首届十大百年茶树王进行授牌和颁发
证书。此外，部分茶企拿出了状元茶、
精品茶进行拍卖，将所得善款捐赠给湖
林学校。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仲华在视频致
辞中希望，在“三茶”统筹发展思想指导
下，依托万里茶道丰厚的历史文化，践
行“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之理念，凸
显福鼎白茶传统制茶技艺的时代生命
力，擦亮磻溪“中国生态白茶之乡”区域
公共品牌。

国际茶叶委员会名誉主席伊恩·吉
布斯在视频连线中表示：“在这个充满挑
战的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
要茶。应该借助万里茶道这样的当代

‘丝绸之路’，帮助产茶国提升水平，让人
类尽情感受茶的美好，并推广和平、宽容
和人文的精神。”

近年来，磻溪镇持续推进基地化生
态茶园和信息化可追溯体系建设，推动
茶园基地化、品牌化、数字化经营，推行
伏季休茶、茶叶农残检测等工作，促进
全产业链条提质增效，取得了新的突
破。全镇现有茶企 500多家，其中全国
茶叶企业百强 4 家。全镇 87%以上的
劳动力受益于茶产业，村民收入80％以
上来源于茶叶，2022年全产业链产值近
15亿元。

关于茶叶的十大常识

柘荣英山：以茶强镇促发展
2023年国际茶日万里茶道系列活动——

磻溪镇首届福鼎白茶生态文化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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