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茶乡今日茶乡俗 话 说 得 好“ 高 山 云 雾 出 好
茶”。古田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境
内多山地、丘陵，土壤肥沃，同时，属
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充沛，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优越适宜的气
候条件，为古田红茶提供了良好的
生长环境。

古田县种茶历史悠久，清道光年
间，古田县创制小种红茶，历经百年
成为“外山小种红茶”著名产区，颇负
盛名。古田红茶是独具高山韵味特
色的条形红茶，耐泡而不浓烈，厚重
而不煞口，馨香而不生腻，鲜爽甘滑，
其独特的“桂圆汤香”让人过口难
忘。古田人遵循着古法制作工艺，以
古田菜茶、梅占等名优品种茶青为主
要原料，经过鲜叶采收、萎凋、揉捻、
发酵、烘焙、筛分、拣剔、提香、匀堆、
装箱等工序完成，茶叶成品条索结
实、乌中带褐有光泽。

2018年，以古田小种红茶为代表
的“古田红茶”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相比于规模化、机械化生产，传统
的古田红茶制作技艺凝聚了历代茶人
勤劳的精神和无穷的智慧，在其漫长
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涌现了一批以余
海燕、李圆圆等为代表的古田县红茶
制作技艺传承人。

近年来，古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茶产业发展，着力开展新品种推广、
标准化生产技术示范点建设，扶持、培

育龙头企业，宣传打造茶叶知名品牌，
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古田红茶多次

获得国家级、省级荣誉。其中，“闽之
艳”红茶先后荣获福建省优质茶奖、全
国“中茶杯”一等奖、中国茶博会大赛

“茶王”奖等；在第23届深圳秋季茶博
会中，古田红茶荣获“最受消费者喜爱
品牌奖”。

2022年，古田红茶制作技艺被宁
德市人民政府认定为宁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保护好这份工艺，近年
来，古田县成立了“古田菜茶”茶树种
质资源保护领导小组，开展资源保护
工作，同时开展田野调查，对古田红
茶制作技艺提升进行专题研究，并加
大力度保护技艺传承人，发挥他们的
积极性，做好“传帮带”。此外，古田
将把“古田红茶制作技艺”非遗文化
保护项目与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研
学教育等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古田红
茶文化特色的旅游生态，结合乡村振
兴发展理念，焕发古田红茶在新时代
下的生机与活力。

□ 陈雨凝

古田县凤埔乡峦龙村生态茶园 李玲 摄

传承保护古田红茶制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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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喝茶总抱怨茶、水
不 好 ，环 境 不 好 ，却 未 曾 发
现，其实和谁一起品才是最
重要的。

世界上的好茶多不胜数，
很多茶我们都无法喝到，但是
我们却可以得一知心人，品茗
茶，阅名著，聊古今，畅未来。

不同的茶有不同的特点，
并无好茶、坏茶之分，只有喜不
喜欢、合不合适。

与其找一个不适合的人
品 茗 ，不 如 自 赏 一 盏 好 茶 ，
自品其中的五味杂陈，与茶
对话！

在这纷繁尘世中愿找到一
个对的人，一起静静地在家里
喝茶，让时光在杯中慢慢流走。

找一个对的人，经过喧嚣
人群，穿越繁华寂寞。

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
喝一杯茶，听音乐悠扬，享光阴
美妙。在黄昏的暮色中泡一杯
茶，等知心之人归来，一起在月
色下漫步。

若干年以后，世界之外，你
有气息如虹，天涯海角，我只幽
冥恬静。

想要找一个喝酒的人很容
易，想要找一个一起旅行的人

很容易；
但是想要找一个一起看书

的人很难，想要找一个一起喝
茶的人很难，想要找一个休戚
与共、相濡以沫，喝一辈子茶的
人难上加难。

选茶就如择人一般，请珍
惜每一杯与你相遇的茶，因为
相遇也是人生。

看一个人，不在于金钱、地
位、相貌，而在于品德、善良、修
养。茶要慢慢品，人要渐渐接
触，时间久了，茶有了味道，人
也有了感情，一辈子就心心相
印了。

找一个对的人，喝一辈子
的茶，品一辈子的人生，相伴一
起看日出日落，朝花夕拾。

人生如茶，总会经历诸多
世事浮沉，抖落一生的风华与
疲惫，静了心，少了怨，顾盼流
年，百转千回，沉淀下来的依然
是淡然心境。

人生如茶，有苦有涩，有甘
有甜，人总是要在风雨中前行，
才能走向成熟，人只有品过茗
茶无数，才知其中味。

愿捧着一杯香茗，守得一
份平淡，与你同研一碗青砂！

@茶道与茶文化茶艺

畲歌畲舞 民俗奇葩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在这日暖花
开的暮春季节，正是畲族山村一年一
度最为精彩的传统民俗节日。

这天，畲村春光明媚，满山青翠，
人面桃花。闽东山区寿宁县斜滩镇畲
家聚居的山田村天丘岗传来阵阵高亢
嘹亮的茶歌，盛装打扮的畲女三五成
群露天边唱边舞，正在开采春茶的畲
家男女时而摘茶、时而欣赏茶歌茶舞。

这是笔者去年到访天丘岗畲山
“三月三”对歌会上所看到的一幕风俗
场景。

闽东著名茶乡寿宁县种茶历史悠
久，茶文化资源丰富，茶文化体系极为
全面。在茶叶主产地的斜滩、武曲、南
阳、竹管垅、凤阳、平溪、下党等地以茶
叶种植、生产、经营为主要素材创作的
一大批茶艺作品，如诗词歌赋、歌曲和
舞蹈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茶文化
艺术，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一朵茶苑
奇葩。

寿宁茶人爱茶成风，茶文化在民
间也显得十分独特。尤其是畲家男
女，他们邀约聚会、拜宗祭祖、包芦竿
粽、同吃乌米饭，一年接一年、绵延不
断、代代相传、村村相应，至今还流行
着唱茶歌、说茶事、以茶传情、以茶抒
怀的老习俗。在寿宁县斜滩镇畲山茶
岗上，如今依然还能看到，这边采茶畲
女唱：“枝枝茶叶情意深，茶叶好比阿
哥心；哥心生在茶叶内，妹心连着阿哥
心。”那边采茶哥和道：“蜜蜂双双采茶
心，哥牵妹手上茶林；生态茶园常丰
产，情哥情妹情更深”的动人画面 ;还
有男女合唱：“山哈生来爱唱歌，歌声
句句震山河，唱得满天星星笑，唱得群
山绿满坡……”

畲家情歌 风趣独特

比较突出的是畲族聚集地流传的
畲歌畲舞，它们来源于生活、形成于生

活，以欢快、轻松、绚丽、粗犷的表现形
式，极具感染力，且富有浓郁的乡土生
活气息。比如斜滩天丘岗畲家男女描
述爱情、表达情感的就有这样的畲族
茶歌：

哥妹采茶上山间，
妹叫郎哥要采精；
好叶才能制好茶，
铜铃打鼓另有音。
郎那有意妹有情，
生态茶园细谈心；
谁知打开话匣子，
句句都是谈茶经。

阿哥阿妹采茶青，
茶歌阵阵飞过岗；
歌声融进茶丛里，
心花随着茶叶长。

春雨绵绵到妹家，
阿妹堂前捧杯茶；
问郎此去几时回，
莫忘家中一枝花。

春雨霏霏心含情，
妹唱茶歌给哥听；
郎君若有真情意，
茶歌也能做媒人。

开发万宝山 荒山披绿装

茶乡人歌动地诗。回溯上个世纪
中期，寿宁畲歌畲舞的起源、发展与兴
盛，这和当年家喻户晓流传着的一位
畲族“草鞋书记”带领畲汉群众集体开
发万宝山、发展茶产业的感人故事不
无关系。

1957年春，寿宁县原属斜滩区的
竹管垅乡成立了人民公社，第一任党
委书记兼社长是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
干部兰亦发，那时他才 30岁出头，风
华正茂、年富力强，做事雷厉风行，有
股冲天牛劲。他每天穿草鞋，爬山越
岭、山里来山里去，上任不到半年，足
迹踏遍全社的每个山头角落，调查了

方圆十五公里以内的所有荒山坡地，
初步估算可垦复面积达 16000余亩；
经过发动全社干部群众，统一了思想
认识，即于当年 10月作出决定，开展
全民开发万宝山运动。在这场声势浩
大、史无前例的垦荒“战役”中，全社男
女老少齐上山，边远的就住草棚、吃大
锅饭。兰书记天天脚穿草鞋、头戴斗
笠、身背军壶，风雨无阻、日夜巡视，在
全社各个山场、工地上与社员同吃同
住同劳动。这位“草鞋书记”有时挑茶
水上山给社员解渴，有时帮忙修理锄
头柄、畚箕圈，有时晚上轮流召集以生
产队为单位的小组会评比开荒进度，
并用土广播表扬好人好事。就这样寒
来暑往，整整坚持了 5个年头的奋力
拼搏，直到1962年冬，竹管垅人在“草
鞋书记”的带领和指挥下出色完成了
开垦万亩万宝山的任务，并有规划地
种植上了适宜高寒山区发展的茶树品
种。从此，座座荒山披绿装，茶树变成
摇钱树。

如今，茶业成了垅上人的大宗
经济产业，农民百姓的生活也随着
变好了。

茶乡歌舞 脱颖而出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
代初期，寿宁畲族聚居茶乡群众自娱
自乐，茶歌茶舞应运而生，茶文化娱乐

活动蓬勃发展，农村群众文化俱乐部
风行全县。

那时候，竹管垅公社在畲族干部
兰亦发书记的带领下，建立了一支有
15名年轻畲族演员组成的公社业余
文艺宣传队，他们把全民开发万宝山
种茶的经验和先进典型事迹，组织当
地小学教师、公社干部自编自演，兰书
记经常参与排练，还聘请县文化馆文
艺干部前来办培训班，辅导、创作各种
群众喜闻乐见的茶歌茶舞文艺节目。
最常见的有采茶歌、小演唱、表演唱、
三句半、舞蹈等小型多样、生动活泼的
表演形式，文娱活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他们日间露天当舞台，夜晚挑起
煤油汽灯表演歌舞节目，寓教于乐，很
受群众欢迎。

1964年，寿宁县为配合开展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竹管垅公社文宣队演
出的《歌唱竹管垅》《姐妹采茶灯》《畲
族姑嫂夸茶乡》等采茶歌舞剧目被县
委抽调到“县社会主义教育文艺宣传
队”，在全县上山下乡巡回演出，使竹
管垅人深受鼓舞。当年，《歌唱竹管
垅》《畲族姑嫂夸茶乡》两个歌舞节目
参加福安专区第三届群众业余文艺汇
演获奖后，《歌唱竹管垅》被选拔赴省
汇演，获得节目奖、演出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草鞋书记”
虽已撒手人寰，但每每谈及他当年带
领竹管垅人艰苦奋斗、造福后代的往
事时，人们都难忘他的艰苦创业精神。

白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
简约也不简单的茶叶。

喝茶，我们总会有不同的
体验，有的甜，有的涩，有的苦，
有的香……这不仅取决于茶本
身的品质，还有泡茶之人所掌
握的“火候”。

白茶有自己独特的品鉴，
也有自己的意境，喜欢白茶的
你，是否也有如此感受呢？

回甘

正所谓“苦尽甘来”，就是
白茶的苦涩味在口中转化后产
生甘甜的过程。

但回甘并不等于回甜，回
甘是由于白茶本身所含有的甜
类物质所产生的一种口感，而
回甘则是一种“入口微苦、回味
清甜”，是苦和甜共同形成的一
种“化学作用”。越是优质的
茶，它的回甘也会越持久悠长。

生津

回甘生津总是密不可分，
正是因为有了“回甘”，才会“生
津”。

生津指口腔中分泌出唾
液，包括两颊、舌面、舌底。口
中生津可以解渴舒顺、滋润口
腔。当亚健康状态和身体不舒
服时，就会产生口干舌燥的感
觉，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有自然
生津的能力。

而白茶内涵丰富，能促进
口腔生津，令人回味无穷，从而
产生一种口腔的“舒适感”。

喉韵

喉韵是资深老茶客品评茶
叶优劣的重要条件，主要有甘、
润、甜三方面。

在茶汤进入口腔完成了
味觉刺激之后，进行深入到喉
部，得以滋润，解除紧箍的干
涸感，进而产生食道和胃部发
热的感觉。

若是没有喉韵，咽下茶汤
后，所有感觉也就在口腔结束
了，不会让人有一种“回味无
穷”的感觉。

锁喉

品茶后，喉咙感到紧缩发
痒、过于干燥、吞咽困难等不舒
服的感觉，可以统称为锁喉。
产生锁喉的原因主要有两种：

一是由于茶叶仓储过程
中受潮发霉吸入异味，使品质
上出现问题从而茶汤入口时
产生锁住喉底、上颚发干、舌头
发麻。

二是茶叶在生产过程中由
于烘干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
使得茶汤会产生熟香及喉咙发
干现象，但这种茶的锁喉感会
随着茶叶转化而消失。

收敛性

收敛性是茶的苦涩味转成
回甘之间的感知时间的强度。
收敛性越强的茶，苦涩味在进
入口腔后被感知至消退，转成
回甘的过程越短，说明这款茶
叶品质上还是比较好的；反之，
则说明这款茶的工艺存在缺
陷。

挂杯

白茶中的挂杯是指茶汤在
公道杯或品茗杯中残留的时
间，茶香馥郁挂杯时间越长持
久浓郁，则说明茶越好。
@中国茶道文化与茶艺知识

畲族茶歌茶舞 民俗文化瑰宝
韦希成 文/图

寻一个对的人，喝一辈子的茶

喜欢白茶，懂了会深爱

爱茶者说爱茶者说

茶歌茶舞是茶乡群众在长期从事茶叶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艺术形
式，也是民俗文化的一朵奇葩，它诠释了茶文化的内涵，折射出的不仅仅
是当地的茶乡风情，更是活色生香、充满温馨的集体记忆。

可以说，了解茶歌茶舞是我们了解茶文化的基础、是认识和传承茶文
化的关键，也是帮助我们充分了解该地区民俗风情和发展历史的载体。

畲族少女盛装表演茶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