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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由持一盏，寄予爱茶人。茶者，南
方之嘉木。一片叶子，一份情怀。一盏香
茗，一腔热爱。

福安市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犹如一册底蕴深厚的书籍，字里行间镌刻
着福安人民种茶制茶，让茶香走遍世界各
地的夯实轨迹。池华荣出生于坦洋工夫
红茶发源地——福安市，是坦洋工夫制作
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姆手作
茶”品牌创始人，坦洋工夫北方联合会首
任会长。“小时候，每到阳春三月，嫩芽初
上，母亲总把我放进背篓里，穿过漫山遍
野的茶香，晃晃悠悠走进茶园，开始一天
的采摘。”儿时的回忆，糅合着浓郁的茶
香，伴随他的足迹，走向广阔天地。1998
年，年仅 18 岁的池华荣带着满满一货车
的茶叶，踏上了开往济南的征程，从此开
启二十四年砥砺前行的创业之旅。都道
是岁月静好，总有人负重前行。从茶市大
棚里十几平方米的“闽英茶庄”到“济南茗
露茶叶有限公司”，个中摸爬滚打的艰辛，
掺和着披星戴月的汗水，一路浇灌出飘香
的硕果。济南的冬天，寒流四溢，一盏微
灯下，他在思索前行的方向，从未忘记自
己对坦洋工夫的挚爱与承诺。2008 年，
池华荣建立了“济南茗露茶叶有限公司”，
并在福安市创立了“福安市茗露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拥有了自己第一块原生态种
植基地。2015 年，在济南市中心广场举
办了“福安坦洋工夫济南推介会”，从此更
加马不停蹄地为坦洋工夫代言。2016
年，在池华荣等人的努力下，“坦洋工夫北
方联合会”成立。2018年9月10日，池华
荣获得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坦洋工夫制作技艺”福安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2019年，成立了“山东坦洋工夫
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历经多年的探索
与研究，池华荣熟练掌握了茶叶全生产链
操作，收获了坦洋工夫制作技艺和文化传
承双丰收。在历届茶王赛中，他制作的坦
洋工夫红茶多次夺魁，他本人获得了国家
一级评茶师资质。文化是茶叶的内涵，也
是茶的灵魂。开拓市场的同时，池华荣不
断深入挖掘坦洋工夫的文化底蕴，一步一
脚印地追根溯源，精心整理散落各处的碎
片化历史资料，对坦洋工夫的制作工艺、
品种、历史做了详尽的归纳。编写了坦洋
工夫的《纪元篇》《品种篇》和《工艺篇》，在
实践中传承历史瑰宝，从传承中拓展创新
之路。韵味绵长的“阿姆手工茶”就是他独
具匠心创立的品牌。“阿姆”是闽东地区对
母亲或中年妇女的称谓，池华荣娓娓说道：

“每当我放学之后，口干舌燥地回到家，端
起母亲煮的大碗茶，酣畅淋漓地喝下，浓浓
的回甘涌起，顿觉神清气爽，元气满满。长
大后，愈加怀念记忆中的那一抹茶香，于
是我就想做出一款原生态滋味的茶。”谁
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阿姆手工制作的
原生态茶，那醇厚的乡情，在游子的血脉
中流淌，化作理想的翅膀。一款“阿姆手
工茶”应运而生，从此走进千千万万爱茶
人的心坎，走出了阳关大道。坦洋叶枞、
坦洋金针、金韵浓、相见欢、软枝香……茗
露旗下的每款产品，都饱含着深厚的传统
文化底蕴，受到了广大茶客的青睐。生活
总是厚待努力之人，相信池华荣在广阔的
茶文化领域里，一定能越走越高远。走遍
万水千山，擎在手中的那一抔坦洋工夫

茶，必将芳香万古存。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方水土，养育了一
茬又一茬爱茶之人。刘忠雄，1977 年出
生于福安市一个茶农之家。他是高级评
茶员，福安市茶叶协会副会长，天津市茶
叶流通协会会长。自小跟着父亲采茶制
茶，茶香氤氲着他的成长历程。刘忠雄
21 岁正式步入制茶行业，1998 年拜茶界
泰斗张天福先生弟子郑迺辉教授为师，
2003 年到天津自主创业，开始经营茶叶
销售。走出大山的那一刻，父亲叮嘱他
说：“我们农村人在外面做事一定要踏踏
实实，再不济还可以回来跟我做茶，千万
不能做坑蒙拐骗、违法乱纪的事情，给家
乡丢脸。”父亲的临别赠言，成为刘忠雄为
人处世的行为准则。父亲这座山，永远激
励着他勇攀生活的高峰。到天津之后，他
成立了“天津市忠雄御品茗茶经销部”。
王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果。”刘忠雄专心致志钻研坦洋
工夫红茶的制作工艺，在传承历史名茶传
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探求发展提升的技
术途径。从茶青采摘、萎凋、揉捻、发酵、
烘焙等各道工序都遵从传统加工技艺，同
时不断向师父师祖请教，孜孜不倦地学习
红茶加工与评审等基础理论知识。刘忠
雄通过联合福建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科
研人员，尝试利用该所研究的高香型茶树
品种，借鉴乌龙茶加工的做青工艺，终于
制作出具有花果香型的坦洋工夫红茶。
同时，运用控温控湿等设备，模拟有利于
坦洋工夫萎凋和发酵的最佳条件，较好提
高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2014 年，刘忠

雄成立了福建省中福农科农业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实验茶园及参与管理茶园 1200
多亩生态茶园基地。2017 年，与福建省
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共同研制的白毫银针，
被中国茶叶协会授予第十二届“中茶杯”
全国名优评比一等奖。2018 年，与北京
外交人员综合服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2019年，成立坦洋工夫天津推广中心，提
高了坦洋工夫在天津及周边地区的品牌
知名度。同年，在“张天福杯”暨“闽茶杯”
竞赛中，荣获红茶组一等奖。2020年，荣
获“中国茶叶学会茶叶品质评价办法”红
茶最高级别五星评价。同年，荣获“张天
福杯”暨第十七届“闽茶杯”红茶组一等
奖。2021 年，举办大小坦洋工夫主题活
动 50 多场，有效拓展了高知人群对坦洋
工夫的认知与喜爱。刘忠雄不忘初心，守
拙抱朴地继承坦洋工夫文化遗产。与时
俱进，充分利用和借鉴当代新技术、新成
果，发展与丰富了它的内涵。

千年茶文化，品之心生香。在坦洋工
夫红茶的浮沉里，朴实勤劳的福安人民，
收获的不仅仅是创业的富足，还有发自肺
腑对茶的透彻解读。“啜苦咽甘，茶也”，生
活亦如一盏茶，细闻慢品，唇齿留香，荡气
回肠。饮下的是茶，敞亮的是心扉眼眸。
百般滋味，尽在茶色氤氲中，不说亦懂。

草木有本心，天道总酬勤。茶叶已成
为福安农业的主导支柱产业，在山区农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和地方经济繁荣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福安茶人乘着繁荣富强
的春风，一如既往地耕耘在喷香的茶文化
里。不断提升茶的品质，研发新品种，让
坦洋工夫红茶走遍世界。 □ 胡素月

轻煮岁月慢煮茶，幸得半日话家常。
围壶而坐，倾心而谈，听着茶水沸腾

的声音，享受煮茶的乐趣，是一件极为写
意的事情。

一、煮茶用什么器具

煮茶叶时，铁单质会和茶叶里面的
鞣酸反应，生成鞣酸铁，鞣酸铁也是蓝黑
墨水的构成成分，因此煮出来的茶汤偏
蓝黑色。

建议：铁壶可以煮水，但煮茶叶还是
推荐用陶壶、玻璃壶等味道更佳。在烹
煮过程中，陶壶的温度趋于稳定，可以得
到良好的茶叶香气。

二、什么茶适合煮

煮茶能把茶叶的绝大部分内含物质
都煮出来，喝出茶叶的精髓，如果泡茶像
涮火锅，那么煮茶就比较像煲汤了，茶汤
也比较醇厚，茶叶可以物尽其用。

嫩茶和新茶宜泡不宜煮
嫩茶与刚刚做过新茶相比，最大特

点在于新鲜，这类茶叶不适合闷泡、煮
茶，焖煮易破坏它的味道。

调茶适合煮制
调茶是指和其他调味品混合冲泡而

成的茶叶，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红茶类，
甚至有些没有饮茶习惯的小年轻肯定喝过奶茶，奶茶
是红茶泡出来的。

老茶和粗茶适合煮不适合泡
老茶、粗茶和新茶、嫩茶正好相反，粗茶通常叶多

杆大，这类茶叶所含糖分和其他物质非常丰富而不容
易冲泡，老茶就是保存时间较长的茶叶，新茶品鲜，老
茶重醇，故老茶、粗茶和新茶、嫩茶冲泡法恰好相反。

适宜冲泡的有什么茶
绿茶、黄茶、红茶、新白茶、新乌龙茶、新生普。
宜煮的茶叶类型有
第一种是发酵重的，如熟普、六堡茶、老茶头、黑

茶、藏茶。
第二种是年份长的陈年老茶，比如老白茶、老普

洱、陈年岩茶、陈年铁观音等。

三、投茶量、水温如何控制

投茶量
投茶量应少于泡茶，饮茶宜清淡、宜浓淡，当然根

据个人口味来调节投茶量也是可以循序渐进地摸索出
爱喝什么味道。

以白茶为例，如果一开始是用冲泡法的话，投茶量
为5克，那么在该茶已然泡过六七道之后，便可将残茶
尽数倒入。如果是新茶的话，则建议投2~3克新茶，配
水比为1比150~200。

投茶水温
第一种：冷水投茶
第二种：热水投茶
第三种：沸水投茶
前两种投茶方式，茶和水接触的时间较长，咖啡

碱、茶多酚容易过度释放，当这些物质含量超出我们口
腔可承受范围时，苦涩味就此形成，建议待水温达到
80℃~85℃时再投茶。

四、茶叶如何煮

先泡后煮
建议：煮茶有直接煮和冲泡后再煮两种方式。
一道好茶，先用冲泡的方法把它的内含物质一泡

一泡均匀地释放出来。
在最后的时候还可以再煮一壶，可以把这道茶的

全部内容通过不同的形式完全展现出来。
滋味较轻的老白茶、陈年铁观音等就适合直接放

进煮壶里面煮，而普洱茶之类滋味比较浓的茶叶可以
先冲泡个五六遍再煮，这样茶汤不至于过于浓烈。

煮茶时间不宜长
煮茶的时间不能过长，煮新茶以投茶后再煮沸10

到20秒为宜。煮叶底则延长2~3分钟。
把水煮至微微冒泡还未沸腾的状态，再把备好的

茶放入煮茶器中，沸腾后即可饮用。
这样，大家可以喝完一壶的三分之二的水以后再

煮，而非反复沸煮。
至于，一道茶到底能煮多少次，只能说“因茶而异”了。
留根续水
煮茶亦非饮一次，饮完1份水要留出三分之一的

续水，不然后续茶汤会过于清淡，至于茶中能饮多少份
水则要根据茶叶的种类及品茶者的喜好而定。

@茶道CN

茶文化在我国历史悠久，人人爱喝
茶，但喝茶的规矩您知道多少？我们经常
会看到在茶桌上给别人倒茶时，有人只是
用几个手指轻扣桌面以示回礼。

这 是 茶 人 之 间 心 照 不 宣 的“ 暗
号”——叩手礼。

扣手礼传于清代

叩手即叩首也是磕头的意思，传说
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在茶馆喝茶时，皇帝
给官员倒茶，这在正常情况下是需要谢
跪行礼的。

但是微服私访又不能行礼，情急之下
灵机一动，官员弯起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在桌面上轻叩三下，权代行了三跪九叩的
大礼，既保了密又不失礼数，于是这一习
俗就这么流传下来。

扣手礼有讲究

《功夫茶话》中写道：当别人为你倒茶
时，曲指轻敲桌面，既表示注意到了热茶
正倾入茶杯，“但倒无妨”；又含有致谢之
意，相当于说“这厢有礼了”。

与此同时，宾主尽可谈笑自若，话该
说什么就继续说什么，不会因倒茶的客套
而打断话题，现代扣手礼也是分长幼的。

扣手礼正确方法

1.长辈给晚辈倒茶：这时，晚辈应将
右手握拳，拳背朝上，用五指轻敲桌面。

一般敲三下即可，意思是五体投地，
为倒茶之人行叩拜之礼！

2.平辈给平辈倒茶：只需要食指和中
指并拢，轻敲桌面三下即可，表示给予对
方应有的尊重。

3.晚辈给长辈倒茶：长辈可以用一只
手指在茶杯边缘轻敲一下，表示尊重。

或者，如果长辈遇到比较欣赏的晚
辈，可以用中指在茶杯边缘轻敲三下，表
达你的欣赏。

喝茶时其他基本礼仪：
（1）忌“一口闷”或“亮杯底”
茶本是滋味和精神的饮料，品茶时，

如不是很渴，就别“一口闷”了。
（2）尽量避免抽烟、喝酒
喝茶时，尽量避免抽烟。
如果实在忍不住，不妨在五泡之后，

征询一下主人和宾客的意见，得到同意以
后方可吞云吐雾。

此外，正式的茶会场合，还是避免喝
酒出席。因为茶道是陶冶人心灵的一种
艺术，重在渲染一种气氛，一身酒气难免
会破坏和谐的氛围。

（3）避免吐茶
第一泡的第一口茶汤，即是自己并不

喜欢，也不可当着主人的面吐了出来，当

然，茶已变质除外。否则这是极大的失
礼，甚至有一种挑衅的意味。

（4）避免高声喧哗
此外，谈吐也应落落大方。
（5）赞赏
最后品茶结束，如果茶还不错，不妨

称赞下主人的茶或是茶室，也不失是对主
人盛情接待的一种肯定。

茶礼讲究自然，不必拘于一格。优
雅并非追求这些一招一式的形式，但开
始习茶时，不妨先按照大家约定俗成的
方法进行。

@茶道与茶文化茶艺

每一条纹理都是木头独特的生命
轨迹。

生 长 的 地 方 ，经 历 的 四 季 ，一 览
无余。

削木成物，一样生动地流淌在你
眼前。

钦姐，是一位从茶行业走出的“玩
木人”。

在她200余平方米的展厅里，井然有
序地摆放着各种木桌大板。一块大板，
就是树的纵切面。外行人只能从颜色深
浅，素雅或艳丽，纹路粗细或曲直来区分
这些木头的区别，而钦姐能够通过木头
的外貌来读取地理信息。

“纹路颜色越深就表示环境越冷，
秋天的雨季和冬天的雨季长出来的也
不一样。靠近赤道生长的树木生长轮很
宽，因为它长得快而粗壮，纹路线条也
宽，一年四季炎热，所以颜色变化并不明
显……”

地质、天气和生态环境无声地在木
头上绘出了天然的笔触，从一块木头大
板上面可以看到树木一年四季的生长轨
迹。“而木头的颜色又取决于木种，正如
茶叶自身的原始风味一样，不会因为扦
插在哪里就改变了内质。”

中非和西非几内亚湾沿岸的热带雨
林，美国北部、加拿大五湖的山脉与阔叶

林，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一带的白橡、桦
木林，喜马拉雅山西部、地中海沿岸冷酷
仙境里的大片雪松……

数百年间，大自然随性偶然的生命
作品，直挺挺地立在眼前，竟带来了时空
的穿越感。

“所以我觉得木跟茶的可品性是一
样的，讲究地域文化、地理环境。其实

‘玩’到最后，已经跳脱了喜好，茶也好，
木也罢，最终还是在返璞归真中品出一
份清爽、一份平静。”钦姐如是说，和木打
交道十余年，“木里木气”的温润和从容
早已融入生命，心无尘染。

@茶道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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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扣手礼，你了解多少？茶艺茶道

爱茶者说爱茶者说 一张木茶桌里，看见山川湖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