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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青绿茶、碧龙春绿茶、怡明绿茶……

这些名茶都有一个共同的家乡——山东省

诸城市桃林镇。该镇是我国最北的茶叶生

产基地，目前，茶园面积已发展到 1.2 万多

亩，其中，露天茶园 1.1 万多亩，大棚茶园

1000 多亩，茶叶种植专业村 30 多个，茶叶

加工企业 50 多家，从事茶叶的相关人员有

5500 多人，年产干茶 50 万公斤，逐步形成

了种植、加工、销售产业化一条龙的格局。

茶叶产业已发展成为桃林镇的一项特色产

业，被潍坊市列入种植结构调整的总体规

划。3 月 5 日，笔者来到诸城市桃林镇，对

茶叶的种植、加工等情况进行了探访。

茶园：茶农忙着剪枝追肥

当日上午 11 时许，笔者来到诸城市桃

林镇。在诸城市颖青茶厂厂长王景昌的带

领下，笔者来到桃林镇山东头有机茶叶示

范基地，该基地由几个绵延起伏的小山组

成，站在山下，放眼望去，到处是一片片微

微泛青的茶园。“现在茶树还未发芽，正处

于春季管理阶段，茶农们刚刚开始剪枝、追

肥。”王景昌介绍说，每年清明前后种植新

茶树，茶树种下 3 年以后才可以采摘。

笔者看到，这儿的茶树都差不多一般

高，大约 40 厘米，刚好没及膝盖。“为了便于

采摘，每年修剪时都会使茶树保持一个高

度。”王景昌告诉笔者，北方茶树茶芽长短

不一样，不使用机器采摘，那样容易损芽，

只能人工采摘。

沿着山坡穿行在茶园中，笔者看到每

一行茶树之间都铺着草帘子。笔者弯下

腰，将草帘子慢慢掀起来，看见下面铺着一

层透明的薄膜，薄膜里面有一些小水珠，下

面的土壤呈深棕色，非常湿润。王景昌介

绍说，在茶树行间铺草帘子和麦糠是为了

给茶树根部保暖，而下面的透明薄膜则是

为了保持茶树根部的湿度，防止水分蒸发。

茶厂：加工过程全自动一体化

随 后 ，笔 者 又 来 到 了 诸 城 市 颖 青 茶

厂。“这儿就是将采摘后的茶叶加工成商品

的地方了。”王景昌介绍说，他们厂生产两

种茶叶，卷曲形名优绿茶和扁平形名优绿

茶。这两种都采用半烘半炒名优绿茶加工

工艺。与南方的炒青绿茶、烘青绿茶以及

周边地区绿茶的加工工艺有较大差别。

王景昌说，一到茶叶采摘期时，厂子内

便开始忙碌起来，附近的农民在干完农活

后，就到茶厂摘茶，增加家庭收入。

“杀青机遇热高温 260℃，可以将茶叶中

的酶通过高温处理掉；处理后的茶叶通过提

升机传送到风选机内，风选机通过振动与摊

凉，将大叶与小叶分开后，将大叶隔离，用作

其他用途；剩下的小叶则被传送到揉捻机

内，揉捻机的作用是将选出的小叶内的鞣酸

破坏掉，制成茶叶。”王景昌将机器的用法及

作用对笔者做了详细解释，并告诉笔者，整

个茶叶加工过程都是全自动一体化的。

茶叶：滋味浓且微量元素丰富

参观完茶园和茶厂后，笔者来到王景昌

的办公室，看到展柜上摆满了茶叶成品。王

景昌沏上绿茶请笔者品尝，顿时茶香满屋。

“桃林镇是我国最北的茶叶生产基地，由于

自然和地理条件的不同，与南方茶叶相比，

桃林镇茶叶片肥厚、嫩绿、耐冲泡，含多种微

量元素，茶水具有汤色绿、栗香高、滋味浓、

无苦涩感、回味甘甜等特点。”王景昌说。

王景昌说，桃林镇位于东经 119°30′—

119°37′，北纬 35°42′—35°46′，距黄海仅

24 公里，属低山丘陵，地势相对平坦，背风向

阳面积大，有利于茶树生长越冬；气候条件

较佳，四季分明，降水充沛，非常适宜茶树生

长和休眠；土壤类型为酸性棕壤，有机质含

量高，水质纯、无污染。

“另外，我们这边春季回暖慢，昼夜温

差大，植物生长期长，利于茶树对营养物质

的均衡吸收和叶绿素及其芳香物质的形

成。同样使氨基酸、多糖等碳、氮化合物合

成较多，而茶多酚类化合物积累和合成较

少，从而降低茶汤中的苦涩味，增加口感舒

适度，对名优绿茶的加工生产极为有利。”

王景昌补充说。

笔者采访了解到，诸城市桃林镇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绿茶发展的政策措施，

提高了茶农的积极性，该镇茶叶产业呈现

出迅猛发展的势头。目前，桃林镇茶园面

积已发展到 1.2 万多亩，茶叶种植专业村达

30 多个，茶叶加工企业 50 多家，从事茶行

业的相关人员有 5500 多人，从种子供应、栽

培管理，到鲜芽收购、加工销售，实行系列

化服务，逐步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产业

化一条龙的格局。

桃林镇党委书记刘永军介绍说，为了

扶植茶叶产业，该镇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对现有的茶叶骨干企业进行重点扶持，

促其做大做强。刘永军表示，合理、充分地

利用和保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提高茶叶

附加值，必将成为广大农民致富的重要途

径和推动本镇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韩健飞 贾宁）

茶，这一古老的经济作物，经历了药

用、食用，直至成为人们喜爱的饮料，已有

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

在茶的培育、制造、品饮、利用、开发以及对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为人类文明史留

下绚丽夺目的一页。追本溯源，世界各国

引进的茶种，采用的茶树栽培方法，茶叶加

工的工艺，茶叶品饮的方式，以及茶礼茶

仪、茶俗茶风、茶艺茶会、茶道茶德等，都是

直接或间接地由我国传播出去的。

中国作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存在最

原始的野生大茶树，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

最先认识和利用了茶叶，在漫长的历史岁

月中逐渐培育和创造出光彩夺目、千姿百

态的茶文化。虽然中国茶史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先秦时期，但真正饮茶蔚然成风和

完善品茗艺术，还是在唐代。

陆羽（733 年—804 年）考察了各地

的饮茶习俗，总结了历史的饮茶经验，撰

写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

《茶经》。唐人封演曾在《封氏闻见记》中

记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

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

统 笼 贮 之 。 远 近 倾 慕，好 事 者 家 藏 一

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

也。于是茶道大行。”

唐朝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最为鼎

盛的朝代，那时东方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

发挥着辉耀四方的作用。没有哪一个国

家或地区能够与唐王朝的强盛与繁荣等

量齐观，更没有能超越它的。然而唐朝在

当时世界上和对以后影响最大的是它无

与伦比的文化艺术与精神风貌，它呈现出

中华文明在处于巅峰与极盛时，万紫千

红，百花齐放的兴旺景象，这也表现在茶

文化上。

茶文化的始靡是与唐社会、文化的发

展分不开的。唐朝，国家统一，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整个社会充满了生

机和活力，这一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势，有

力地推动了社会各行包括茶业的发展。

交通的发达、开明的经济政策促使商人积

极贩茶、卖茶，为茶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

不可缺少的市场条件，促成“举国之饮”、

“比屋皆饮”的饮茶之势。

饮茶也因适应宫廷统治需要而得到

大力重视和提倡。唐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茶作为陪嫁之物入

藏。《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

公主入藏也。”随之西藏饮茶习俗蔚然成

风，以使奶与肉食为主的边民得茶之大

益，达到“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

程度。于是自唐代开始了马回经（今维吾

尔族）等边民长达数世纪的“茶马交易”。

与火热的酒文化比起来，盛行于唐

的茶文化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

面：高雅、深邃、清心、宁神，饮茶过程就

是一个精神调节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就

是灵魂的荡涤净化过程。饮茶与文人的

理想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中国人文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唐人大大丰富

和发展了茶道。从法门寺出土的一组极

为珍贵而巧夺天工的金银茶具看，唐人

为茶道投入的已不仅是不惜代价的物质

与技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至爱，是

一种理想的倾注。

唐茶文化的发展，激发了文化创作的

激情，文人、士大夫尽兴饮茶，将喝茶作为一

种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的手段，视为一种高

雅的文化体验过程。因而，自唐以来，从流

传下来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等看来，无

论数量、质量，还是形式内容，都大大超过了

唐以前的任何时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卢

仝、杜牧、皮日休、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无

不留下世人称颂的茶诗。如李白的仙人掌

名茶诗；自称“茶叶行家”的白居易写诗50

首；皮日休以《茶经》为内容用诗注释，写下，

《茶中杂咏》10首与陆羽唱和；卢仝的《走笔

谢孟谏议寄新茶》写到由于茶味好，竟一连

吃了7碗，且细细品味，每碗便有一种新感

觉。“一碗喉吻泣，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

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

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

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

生。”这七碗茶诗把饮茶的生理感受和心

理感觉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表达

了诗人对茶的喜爱。类似的茶诗多达百

首，题材涉及到茶的栽、采、制、煎、饮，以及

茶具、茶礼、茶功、茶德等等。可以说在唐

代不饮茶做不了名诗人，名诗人无不写

茶。更有甚者，一些爱茶成癖的诗人还热

衷于从事茶的其他活动，如诗人白居易“平

生无所好……如获终老地……架客结茅

宇，砍壑开茶园”。诗人陆龟蒙“有田数百

亩，嗜茶、置园顾诸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

弟”。茶文化的繁荣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饮茶还借佛教而盛行，渗

透到了宗教文化之中，从而丰富了中国

宗教文化的内涵。再从法门寺唐代的唐

僖宗供佛骨舍利的 系列金银精美茶具

来看，其造型和纹饰具有浓厚的佛教文

化色彩，且入藏地宫供奉公里骨舍利，反

映了唐代以茶敬佛、献佛的习俗。

茶性宁静清雅、质朴致和、淡泊去欲，

僧人从饮茶实践中发现，饮茶既可提神醒

脑，消除疲乏，修身养性，又能补充水分，获

得丰富的营养，因而茶深得僧人喜爱，饮茶

逐渐成为寺院生活的重要内容。佛教寺院

兴起的种茶、制茶、研茶，尤其是饮茶风尚，

在唐朝佛教极大的社会影响下，由僧及俗，

促成了唐“风俗贵茶”的局面。而这种“贵

茶”之风，还被专来大唐留学的日本名僧传

播到日本，从此日本有了茶树、茶园，产生

了日本的茶道。概而言之，佛中有茶、茶中

有佛、佛离不了茶、茶因佛而兴，所以有“花

佛—味”或“茶禅—味”之说。

茶文化给中华民族千姿百态、异彩

纷呈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形式、新的

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饮茶交谈、赋诗，

为广大人民所普遍接受，根植于民间社

会生活的沃土，积淀、固定为一种民族文

化形态。这是茶文化盛行、流行、繁荣至

今的社会基础。继唐之后，从宋人的《品

茶录》，到元曲的《玉壶春》，再到明人郎

璞的《七修类稿》到《茶疏》及老舍的《茶

馆》，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陈国栋）

山东诸城桃林镇成为我国最北的茶叶生产基地

昭平：推动茶叶产业升级 积极打造“广西茶都”

中国茶文化高雅深邃

春潮涌动，茶园叠翠，3 月 2 日，在广西

昭平县塘山茶叶基地的高山生态茶园里，茶

农们正忙于采摘春茶。由于近期气温持续

回升，昭平县 12 万多亩高山茶园陆续进入采

摘期。当天，该县举行了春茶开采仪式。

近年来，昭平县将茶产业作为特色支

柱产业来抓，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促

进了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培育壮大了将军

峰茶业有限公司、大脑山茶业有限公司、亿

健茶叶公司、凝香翠茶厂等一大批茶叶龙

头企业，成功研制出了红茶和黑茶等一系

列新产品。

昭平银杉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昭平茶产品多

次在国内外名优茶评比和博览会上荣获金

奖。继 2009 年荣获“全国重点产茶县”称号

之后，2010 年又荣获了“中国名茶之乡”殊

荣。目前全县茶园面积达 13.6 万亩，有茶

叶加工企业 110 多家，年生产干茶 6000 吨，

总产值达 4.5 亿元，茶产业正成为该县新兴

绿色支柱优势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点。

昭平县县长陈有辉说，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昭平县将进一步发挥茶产业发展

的特色优势，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

向，以品牌为核心，以效益为目标，调优品

种结构，扩大种植规模；坚持标准化生产，

创新“ 企业＋基地＋农户”等多种发展模

式，坚持品牌化发展战略，推动茶叶产业升

级，积极打造“广西茶都”，建成全国重要的

生态、有机茶生产基地县。 （李洪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