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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茶者说爱茶者说
茶业动态茶业动态

生活给了我们太多无可奈何，但是只有经过这些无可奈
何，才能到达行止由心的境地。所以要学会在阴霾中找寻温
暖，在暗夜中探求光明，咀嚼平淡如水的生活，领略四季起伏
的风景，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给我一杯茶，我可静我。
若有闲暇，我想一书、一茶、一整天。偶尔看书饮茶，偶尔

听风看景，慢慢地把这一天消磨掉。没太大的收获，却找到了
久违的随性、真我。

生活的最高境界，不是坚守平淡，而是以一颗平和浅淡的
心，安然轻放每一寸光阴，乐享每一份暖香。把生活过得简
单、精致。

品茶，只是为了得到片刻宁静，茶香袅袅，掩去了世俗的
味道。于茶中修一颗平常心，笑看世间繁华。

茶有浓淡，有冷暖，人亦有起伏，有悲欢。且饮一杯茶，任
所有的开心、不快都随茶叶沉淀，心头了无牵挂。

用心去沏一壶好茶，就像是用心去结交一位好友。
茶，源于自然，汲日月精华，沐春秋洗礼，从而有了如此山

魂水魄的灵性。茶可以洗去浮尘，过滤心情，可以把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拉得更紧密，拉得更透彻。

茶是有记忆的，在紧结的条索间记录了光阴的故事。每
遇到一杯好茶，就如同遇到一个对眼的人，必须机缘巧合，然
后一直在心中祈愿，换得一个不早不晚刚刚好。

遇到一个人，我可度余。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人生不就是这样，所有的快

乐都终将过去，所有的忧伤也都将过去。所以不必苦苦纠缠
一件事或一个人，他们都终将离去。

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一种修炼，等走远了再回首，会发现，
这一切会让我们变得坚强和清醒。缘合则聚，缘灭则散，不执于
苦，不执于乐，不悲过去，不贪未来，怀平和之心，恬淡地活在每
一天。

沏一壶好茶，静待那个可以陪我喝一辈子茶的人。
@ 茶道与茶文化茶艺

茶道亦被视为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
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沏茶、赏
茶、闻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领略传统美
德，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
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例如自嘉茶的
茶道“品尝甘醇味道，享受天然滋养”，正是品鉴出了茶的自
然甘醇之美感。

茶 德

茶德是指茶自身所具备的美德。茶有八德——康、乐、
甘、香、和、清、敬、美。“茶德”的概念自唐代从中国传播到日
本、韩国等，丰富了这些国家的茶文化内涵。

茶精神（茶道精神）

当代中国茶思想或由于立场不同，或由于诉求对象互异，
或由于理念差别，故旨趣相差甚远，兹枚举四家略作说明中国
的茶道精神：中华茶艺业联谊会“静、美”；中华民国茶艺协会

“清、敬、怡、真”；陆羽茶艺中心“美律、健康、养性、明伦”；高雄
市茶艺协会“中庸、俭德、养气、品味”。

茶 书

我国悠久的茶业历史为人类创造了茶业科学技术，也为世
界积累了最丰富的茶业历史文献。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
不但有专门论述茶叶的书，而且在史籍、方志、笔记、杂考和字书
类古书中，也都记有大量关于茶事、茶史、茶法及茶叶生产技术
的内容。

茶 具

现代人所说的“茶具”主要指茶壶、茶杯、茶勺等这类饮茶
器具。按唐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中所列出的茶具种类有

“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
其中“茶坞”是指种茶的凹地。“茶人”，按照现代观点，不应纳
入器具。

茶 画

茶画，在中国茶文化里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广大茶人
所青睐，从表达方式上属于传统水墨国画，但是从内容上细
分，又可归属于文人画。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
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茶 艺

茶艺是一种茶文化。茶艺在汉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又广
泛吸收和借鉴了其它艺术形式，并扩展到文学、艺术等领域，
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汉族茶文化。茶艺包括：选茗、择
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
艺背景是衬托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纯、幽雅、
质朴的气质，增强艺术感染力。不同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
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

@唐世文化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文/图）
6 月 19 日至 20 日，以践行“三茶统
筹”理念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
题的中国白茶特色小镇（点头）第
六届福鼎白茶斗茶赛在福鼎市点
头镇举行。参赛企业、茶人同台
竞技，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斗
茶品茗”。 据了解，本届斗茶赛由
福建省茶业协会、福建省茶叶学
会、福建省茶产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宁德市海峡茶业交流协会、
福鼎市茶业协会、福鼎市中国白

茶始祖太姥文化研究会、中共福
鼎市点头镇委员会、福鼎市点头
镇人民政府主办。

今年选送的参赛茶样均为福
鼎市内茶叶生产企业精挑细选的
2023 年生产茶样，分为白毫银针、
白牡丹、一级寿眉 3 大品类。共有
茶样 288 个，其中白毫银针 82 个，
白牡丹 127 个，一级寿眉 79 个。 本
届斗茶赛评审分为初赛、复赛和决
赛三个程序，最终评出白毫银针、
白牡丹、一级寿眉状元各 1 名，金奖

各 3 名、银奖各 5 名、铜奖各 7 名，优
质奖 10 名。 在审评室现场，茶香
氤氲，审评台上一盘盘茶叶以审评
号排列顺序摆放着，洁白小巧的茶
叶评审专用瓷杯、碗一字型排开。
身着白大褂的评审专家们将分装
封存好的茶样一一打开，认真地按
照比赛流程操作起来。分茶、倒
水、合杯盖，计时、开杯、闻香、品
茶，各个环节有条不紊。评审专家
们通过看外形、闻香气、观汤色、品
滋味、看叶底等，对参赛茶样进行

审评、打分，决出名次。
活动期间，举行了《状元·福鼎

白茶·盛典》主题活动。活动在舞
蹈《璀璨·福鼎白茶》中开场，随后

《飞天乐鼓》《全·美·白茶品牌秀》
《致敬父母·让爱回甘》《澎湃·福鼎
白茶》等节目给观看斗茶大赛的观
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
宴。此外，现场还为当地的茶企、
茶人颁授 2022 茶产业发展突出贡
献企业、最美乡贤等荣誉称号。 作
为福鼎白茶制作高水平的名优茶
评比活动之一，中国白茶特色小
镇（点头）福鼎白茶斗茶赛自 2018
年举办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已连
续成功举办五届。斗茶赛为福鼎
茶企茶人搭建起切磋技艺、提升
技能、交流分享种茶和制茶经验
的交流平台。本次活动，旨在进
一步弘扬福鼎白茶文化，提高福
鼎白茶加工技艺，提升福鼎白茶
品质，让消费者喝上一杯健康放
心茶，助力“三茶统筹”融合发展，
助 推 福 鼎 白 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福鼎市点头镇茶文化底蕴
深厚，是国家级茶树良种福鼎大
白茶（华茶 1 号）、福鼎大毫茶（华
茶 2 号）的原产地。先后获得“宁
德市十佳产茶先进乡镇”“福建省
产茶明星乡镇”“福建名茶之乡”
等称号。数据统计，2022 年，点头
镇共有茶园 51163 亩，占福鼎市总
面积的六分之一，茶青产量 8145
吨 ，毛 茶 产 值 6.87 亿 元 ，茶 叶 产
量、产值双居福鼎市首位。现有
茶叶加工企业 284 家，其中国家
级龙头企业 1 家，省级农业龙头
企 业 16 家 ，涉 茶 总 产 值 31.59 亿
元。小小的茶叶，已经成为推动
当地茶农增收、产业增效、经济增
长的“黄金叶”。

本报讯（记者 吴枋宸 文/图）6
月 17 日，由寿宁县茶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主办的寿宁高山茶第九届斗茶
赛暨首届寿宁乌茶擂台赛在寿宁县
举办。此次活动主题为“云生雾养
红骨岩韵”，大赛组委会特聘请福建
省农业农村厅、福建农林大学、宁德
师范学院、宁德市茶产业发展中心
等省内茶叶审评专家若干人组成评
审组，按《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GB /
T23776-2018）和《茶叶赛事茶叶感
官 评 定 方 法 》（DB35/T1987 一
2021）、《寿宁高山茶团体标准》为依
据对参赛茶样进行评审。

“本届斗茶赛，共收样131个样，
其中，寿宁乌茶 44 个，传统红茶 35
个，寿宁小白（贡眉）33个，白牡丹13
个，白毫银针 6 个，共 72 家茶企参
加，大赛的举办，进一步为寿宁好茶
提供了展示窗口。”寿宁县茶产业发

展中心主任范世朗说。
“这茶的味道不错。”“闻到茶叶

有香味。”……活动现场，评委们你
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并通过仔细
查看茶叶的外形、闻茶香、品茶汤、
看茶底，细细评定茶样的优胜之处，
高质量的参评茶样获得了评委们的
一致赞赏。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教授级高级
农艺师、一级评茶师苏峰一边看着
泡好的茶叶颜色一边说：“今年的寿
宁斗茶赛我评审的茶样主要有白牡
丹、贡眉和白毫银针，通过审评，此
次茶企选送的白牡丹茶样从外形
上看芽叶连枝，较为规律、舒展，汤
色呈浅杏黄且滋味甘醇，总体水平
较高。白毫银针参赛茶样虽然只
有 6 个，但制作原料种类丰富，贡眉
茶样品质特征则较为明显，整体属
于上乘。”

经过评委严格评比、层层筛选，
斗茶大赛最终决出 3 个“茶王”。其
中寿宁县正阳春茶业有限公司选送
的茶样荣获寿宁乌茶“茶王”称号，
寿宁县南阳镇兴松茶厂选送的茶样
荣获传统型红茶“茶王”称号，寿宁
县润昌旺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选送
的茶样荣获贡眉“茶王”称号。

寿宁是全国红茶重点产区，产
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 近
年来，寿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茶产业的发展，抢抓机遇、群策群
力，立足于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和
良好的育茶生态环境，以打造寿宁
茶叶公共品牌为突破口，发展壮大
茶产业。截至 2022 年，全县茶园
面积 17.67 万亩，产量 2.17 万吨，毛
茶产值 15.1 亿元，全产业链产值 45
亿元。

经过多年的品牌孵化，寿宁高
山茶早已声名远播，而今年，寿宁县
又以“寿宁高山茶”为基础公共品
牌，积极推进寿宁茶叶二级品牌“寿
宁乌茶”的打造，全面开展“寿宁乌
茶”品牌宣传推介。

“寿宁乌茶是具有寿宁特色的
高香红茶，举办首届寿宁乌茶擂台
赛也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寿宁乌
茶’、领略寿宁茶文化、促进非遗技
艺传承，提升茶叶质量，向广大消费
者分享寿宁特色‘好茶’。”寿宁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县茶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副组长何雪梅说，“此外通过
连续九届寿宁高山茶斗茶赛的举
办，进一步提高了寿宁茶叶的整体
品质、拓展了市场、提升知名度。同
时，促进了产销对接，让寿宁茶叶在
上海、北京、济南、西安、石家庄等地
区得到青睐。”

本报讯（记者 林鼎 通讯
员 兰文馨）日前，第五届全国
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茶叶加
工赛项（绿茶类）在广西三江落
幕。来自全国17个省（区、市）
的71名决赛选手同台比拼，交
流经验，倾情演绎茶匠风采，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助力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经过激烈角逐，
共产生5名全国技术能手、15名
全国农业技术能手和30名优秀
选手。福安市选送的参赛选手
获得第6名和第12名的佳绩。

据了解，本届大赛以绿茶
为竞赛茶类，比赛工艺为烘炒
青，具有规格高、奖项高、水平
高的特点，也是全国茶叶技工
从业人员的高级别赛事。决赛
采取“理论知识闭卷考试+现
场技能操作考核”形式进行，现
场技能操作考核包括加工环节
考核和成品茶质量考核两部
分。荣获决赛冠军且符合推荐
条件的选手，可在次年五一前
夕集中表彰时按程序申报“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决赛前
5 名的选手，经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核准后授予“全国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荣获决赛第
6—20 名的选手，由农业农村

部颁发“全国农业技术能手”证书和奖牌。
此次大赛我省共选拔出五名选手参加总

决赛，其中，我市选送的参赛选手陈建平、俞水
荣分别获得全国第六名、第十二名的好成绩，
并获得全国农业技术能手称号，刘小春获优秀
选手称号，三名福安选手位居福建省第一、第
三、第四。此前，三人曾代表我市在2022年8
月的第五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茶叶
加工赛项福建省选拔赛上，取得第1名、第2名、
第5名的优异成绩。此外，2020年全国茶叶加
工工（精制）职业技能竞赛上我市选送的郑国
华、陈辉煌、黄震标分别夺得第2名、第4名、第
7名的佳绩，证明了福安红茶制作水准在国内
地位。本次大赛取得的成绩再次证明了福安
在国内茶界江湖地位，更是证明了福安是名副
其实具备多茶类生产的中国茶叶生产核心区。

福鼎举办第六届福鼎白茶（点头）斗茶赛
沏一壶好茶

静待一生对饮的人

茶文化之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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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宁高山茶第九届斗茶赛暨首届寿宁乌茶擂台赛现场

百茶“争王”斗出品质
——寿宁高山茶第九届斗茶赛暨首届寿宁乌茶擂台赛在寿宁举行

斗茶赛现场

茶叶文化茶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