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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螺春，中國十大名茶之一，也叫心血
茶，蘇州當地人稱為「嚇煞人香」，因

康熙賜名而享譽海內外，以蘇州洞庭山所產最
為正宗。「碧螺春古法炒製工藝」更於2011
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近年來，
懂得這種工藝的炒茶師越來越少，正陷入青黃
不接的尷尬中。

參加製茶賽萌念
「看着他們炒來炒去，手法都不對，炒出來的
茶還都叫碧螺春，我就急得不行。」嚴介龍說，
讓他起了拍微電影念頭的，是去年參加「都勻毛
尖杯」全國手工製茶大賽的經歷。那屆大賽上，
代表東山御封茶廠參賽的嚴介龍獲得了特等獎。
嚴介龍說，這次參賽對他的觸動最大的不是
評委們的一致認可，而是各種名為正宗實則早

已變異的炒作方法，「四川、安徽、雲南、江
西……這些地方的炒茶師傅都聲稱自己的炒製
方法是正宗的碧螺春古法炒製，但實際上都變
異了，從手法、火候掌握、技藝這些方面來說
都與原汁原味的古法炒製碧螺春差得很遠。」
比賽回來後，嚴介龍就一直盤算着怎麼把自己
掌握的碧螺春古法炒製技藝讓更多人觀摩學
習，在兒子的啟發下，他最終想到了拍攝微電
影，「能看能學，畫面感強，拍出來肯定是很
好的課本。」嚴介龍說。

祖傳技藝逾500年
目前，嚴介龍自製的微電影《嚇煞人香碧螺

春古法炒製工藝》已經完成後期製作，即將放
上互聯網。這部時長不到6分鐘的微電影中，
嚴介龍親自示範古法炒製碧螺春的全過程，溫

度控制、時間掌握、炒製手法等技術性極強的
關鍵環節，鏡頭非但沒有遮擋掩飾，反而大方
地刻意用慢鏡頭詳細展示。
不藏私，這在講究身口相傳的炒茶圈裡是極

為罕見的。年過五旬的嚴介龍的炒茶技藝是祖
傳的，他們嚴家做茶的歷史已經超過了500
年，到他已經是第十一代，在當地享有盛名。
如今，曾被視為不傳之秘的碧螺春古法炒製技
藝，卻被嚴介龍拍成了微電影，「再不留點東
西下來，今後說不定都沒人知道古法炒製碧螺
春是什麼樣子了。」嚴介龍說。
這部微電影拍了5天，後期製作更是花費了

嚴介龍無數心血，當初家人反對他這樣出錢出
力搞免費教學，但嚴介龍認為，錢留給孩子很
快會花完，但把工藝留給後人，是取之不盡、
用之不盡的。

江蘇蘇州東山鎮洞庭山，小橋流水、遍山茶園、輕盈的採茶女散落

其間，帶着盈盈笑意摘下最嫩的芽頭，真是一派江南採茶好風光。鏡頭一轉，炒茶

師的雙掌在熱鍋中翻、炒、抖、散，身法手法婉轉如意，處處暗合太極精要，終

於，4斤鮮葉炒製成了1斤成品碧螺春……這是名為《嚇煞人香碧螺春古法炒製工

藝》微電影中的鏡頭，製作這部微電影的，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碧螺春古法

炒製工藝」代表性傳承人、蘇州東山鎮茶葉協會會長嚴介龍。「做這部微電影，就

是要讓更多人了解、學習碧螺春古法炒製技藝，把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更原汁原味

地傳承下去。」嚴介龍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勇、彭斌 蘇州報道

微電影拍出來了，但嚴介龍依然擔
心會有多少人有耐心去學。「我現在
帶了5個徒弟，兒子也跟我學做茶，
但願意學的人現在越來越少了。」嚴
介龍說，今年春茶開採以來，由於缺
乏足夠的炒茶師，大量頂級茶葉只能
被留在樹枝上。洞庭山碧螺春茶業協
會的統計顯示，目前東、西山共有茶
農17,458戶，平均年齡超過40歲，其
中年輕的本地炒茶工寥寥無幾，青黃
不接的手工炒茶絕活面臨困境。
嚴介龍自家有150畝茶園，由於他始

終堅持古法全手工炒製，他家茶園的成
品茶產量往往只有同面積茶園的一半。
「機器炒茶幾乎沒什麼損耗，純手工茶
有40至50%的損耗，人工也高，一斤
成品茶要四名炒茶工炒製6到8個小
時。」嚴介龍說。雖然純手工炒茶產量
低、人工成本高，但嚴介龍卻始終不願
放棄這種「笨辦法」，「我自己是非遺
代表性傳承人，必須帶頭留住老祖宗的
手藝，凡事不能光看錢。」嚴介龍家茶
園出品的「御峰」品牌碧螺春，產量小
利潤低，價格也並不高，但卻是原汁原
味古法炒製的頂級碧螺春。
嚴介龍還在每盒茶業的封口上加上

有自己名字和印章的封條，「每盒茶
葉我都當成自己的女兒一樣，馬虎不
得」。讓嚴介龍一直憂心的是，按照
古法炒製碧螺春，產量小利潤低，願
意堅守的人越來越少，而碧螺春商標
由於沒有統一註冊，導致全國各地碧
螺春滿天飛。「如果品牌有保護，商
標能註冊起來，古法炒製的碧螺春附
加值就會更高，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願意像我這樣做茶，老祖宗留下來的
東西也會保護得更好。」嚴介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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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原汁原味的碧螺春古法炒製工藝傳承原汁原味的碧螺春古法炒製工藝
被嚴介龍視為自己的責任被嚴介龍視為自己的責任。。 彭斌彭斌攝攝

■嚴介龍在微電影中詳細展示高溫殺
青工藝。 本報蘇州傳真

■■嚴介龍在微嚴介龍在微
電影中展示最電影中展示最
後一道文火乾後一道文火乾
燥工藝燥工藝。。
本報蘇州傳真本報蘇州傳真

■如何挑選合格的嫩芽也非常重要。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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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黑龍江旅遊業近年發展勢頭不俗，去

年夏季及剛過去的冬季冰雪旅遊遊
客增長顯著。陸昊引述數據表示，冬季主
要冰雪旅遊景點遊客人數增長近60%，
增幅較該省其他產業顯著。
旅遊業亦帶動外部產業進入黑龍江。
該省去年通過手機號碼系統作大數據分
析，顯示全年進入該省的外地手機號有
5,508萬個，假定每個遊客配備2部手
機，全年訪黑人次在2,000萬以上。
儘管該省整體經濟增速放緩，但受惠

旅遊業帶動，今年第一季度，第三產業發
展速度超過全國平均發展速度0.9個百分
點，第一產業超全國1.5個百分點。

森林濕地資源豐具吸引
有見汽車、住房等排浪式消費增長放

緩，陸昊認為，未來該省重要增長潛力來
自旅遊業，「而黑龍江最大優勢不在景
觀，而在於豐富生態資源」。他表示，該
省有22萬平方公里森林，是全國最多，
相當於整個朝鮮半島面積。5萬平方公里

濕地資源，加上歷史文化及對俄邊境資
源，對遊客吸引力巨大。

首季民航旅客吞吐增20%
哈爾濱市長宋希斌則透露，去年該市旅

遊業收入786.9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17.7%。今年首季民航旅客吞吐量達370.5
萬人次，增長19.5%；首季貨運量達2.8萬
噸，增長20.5%。無論旅客吞吐量抑或貨
運量增幅，皆於全國名列前茅。
另外，黑龍江旅遊局局長錫東光介紹

了當地十大旅遊資源，香港旅遊發展局主
席林建岳，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大律師劉
漢銓，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聞聯主席、
大公報社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剛毅投資公司董事長王敏剛，
香港經濟日報社長麥華章，以及黑龍江省
政府副秘書長康翰卿等亦有出席懇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提起黑龍江，大部分港人一定先想到

冰天雪地。但卻很少人知道，在這片古老地域，原來還有豐富生態資

源。黑龍江省昨於香港舉行濕地及夏季生態旅遊產品懇談會，由省長

陸昊親自推介當地旅遊資源。他表示，未來會結合資本市場，將豐富

濕地資源開發成旅遊產品，亦會着力改善交通，為遊客提供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江
宏）農業大省山東昨日假香
港會展中心舉行名優農產品
推介洽談會。山東省農業廳
副巡視員劉玉明在致辭時表
示，山東是內地供港農產品
的重要省份，香港是山東農
產品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和中
轉地，兩地農業合作潛力巨
大，冀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商
把山東作為貨源供應基地，
並積極到山東投資辦廠、興
建農產品生產加工項目；與
山東農產品生產、加工、銷
售企業加強合作，共謀發
展。
山東方面此次來港係參加

同日開幕的2015國際食品餐
飲展，全省共有68家企業參展，產品涵蓋糧油、蔬菜、果品、畜產品、水產
品、罐頭、食用菌、茶葉、休閒食品、保健食品十大類500餘種，除了港人耳
熟能詳的蘋果、生薑、大蒜、櫻桃等山東特產，亦不乏阿膠飲料、牡丹籽油、
海參奶等高科技深加工產品全新亮相。

魯港農業合作潛力巨大
劉玉明表示，山東高度重視魯港交流合作，此前已連續六年在香港舉辦了山

東周活動。此次來港舉辦農產品推介活動，不僅可以展示山東農產品的優勢，
而且對於加強魯港兩地及山東與國外農業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提高農產品的質
量和加工水平，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均具有重要意義。

農產品出口15年全國第一
作為農業大省，山東多項農業經濟指標位居全國前列。據劉玉明介紹，近年
來，該省進一步加大市場開拓力度，積極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和產業化經營，
農產品質量和國內外市場競爭力不斷增強。2014年，全省農產品進出口總額達
到427億美元，其中農產品出口157.3億美元，約佔到全國農產品出口額的四分
之一，已連續15年保持全國第一位。劉玉明透露，目前該省正在醞釀推出農產
品品牌建設工程，希望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到山東名優農產品。
香港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總監賴賓、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總幹事譚俠聲以

及本港數十位採購商參加了本次洽談會。譚俠聲表示，現時香港素食十分流
行，政府亦鼓勵市民多吃素食保持身體健康，山東有很多優質蔬菜水果，建議
可在此方面探索新的合作機會。

■山東省農業廳副巡視員劉玉明致辭。
殷江宏 攝

汽車配件交易會昆明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燕飛）記者從
第77屆全國汽車配件交易會新聞通報會
獲悉，將於5月8日至10日在昆明舉辦
的本屆交易會，精心設置了東南亞採購
商專區，以供來自東南亞6國的專業採
購商採購洽談。

設東南亞採購商專區
據悉，本屆交易會參展企業近2,000

家，展位超過3,000個。精心設置東南
亞採購商專區以供來自緬甸、越南、馬
來西亞、老撾、泰國、柬埔寨等國家的

100多位專業採購商進行採購洽談。
源於1965年的「全國汽車配件交易

會」，現每年春秋兩季在國內不同城市
巡展。是中國汽車配件行業的傳統盛
會，交易會期間彙集全國大部分汽車配
件生產企業與流通企業，是產需雙方進
行貿易洽談、新產品新技術的推廣與交
流的最具專業性、最具規模的交流展示
平台。

■黑龍江省長陸昊昨在懇談會上致辭。
張偉民攝

■黑龍江代表團在港舉辦的「黑龍江-香港金融合作交流會」上，涉農金融服務業的
發展潛力受到港商關注。國家規定現代農業的綜合配套改革在黑龍江省兩大平原的
先行試點，為涉農金融服務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機會。 王欣欣攝

■國際食品
餐飲展山東
展區。
殷江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