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瑤月茶月餅禮盒（480g）

裕泰團花勾勒出嫦娥裙擺，映在皎
潔一輪、萬古長圓的明月中。
內含：綠茶奶黃流心月餅、白茶栗

蓉月餅、紅茶貴妃酥月餅、茉莉花茶
月餅、玫瑰貴妃酥月餅、桂花烏龍茶
月餅。

心鑒茶月餅禮盒（800g）

以吳裕泰門店外觀為設計元素，選用古
代食盒的盒型，文化與時尚感交織呈現。
內含：茉莉花茶奶黃流心月餅、白茶奶

黃流心月餅、綠茶奶黃流心月餅、白茶栗
蓉月餅、紅茶貴妃酥月餅、茉莉花茶月
餅、玫瑰貴妃酥月餅、桂花烏龍茶月餅、
紅茶蛋黃酥月餅、烏龍茶五仁月餅。

茉莉花茶、白茶、綠茶奶黃流心月餅
輕咬一口，奶黃流心餡由心流出，

濃郁奶黃香、茶香夾著鹹蛋黃香，口
感層次豐富。享用前微波高火加熱3-5
秒（不要超過5秒），金黃綿滑的奶
黃心就成半融化狀，猶如璀璨金沙，
緩緩流淌於綿軟餅皮之下。

紅茶、玫瑰貴妃酥月餅
貴妃酥表面附有植物性食材配飾，

顏色清新亮麗。餅皮酥松，帶有層次
感突出的奶香。餡料中添加精心磨製
的茶粉，整體口感酥軟不膩，茶香沁
溢，清新恬適。最好的色彩、觸感和
味道，都融入月餅中，定格、輕抿而
後在記憶裡迴響。

「月團」：茶、餅、月的團圓相照

中秋佳節的明月又即將
照耀着整個神州大地。茶與
月，自古就有淵源。自唐朝
開始，人們就有煮飲團茶的
習俗。至宋朝，又以福建建
甌一帶的北苑龍鳳團茶作為
貢茶，因其團圓如明月，因
得雅稱曰：「月團」。唐代
盧仝有詩云：「開緘宛見諫
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
宋代秦觀也有：「月團新碾
瀹花瓷，飲罷呼兒課《楚
詞》。」此為茶與月的奇
緣。饒有意味的是，與滿月
有緣的還不止此一物。據傳
同樣是自唐朝起，就有了中
秋節吃月餅的習俗。北宋之
時在宮廷內流行，後傳至民
間，俗謂之「小餅」或「月
團」。可見，「月團」歷來
有兼義，既可指茶，亦可指
月餅，因兩者皆團圓如滿月
且讓人心生歡喜。
如果今年這滿月團圓的

中秋佳節，既有月餅又有
茶，甚至還有茶做的月餅，
豈不美哉？吳裕泰的中秋茶
月之禮，幫你達成此願！

芳茗齊放

趣談潮汕工夫茶

坐書齋哈燒茶
潮汕舊時的「書齋」其實是大戶人家休閒的空間，可

以讀書，可以休憩，可以會客，可以對弈，愛茶者可以
是茶室，善樂者也可以當作樂坊琴房。「書齋」一般規
模不大，有相對固定的建築格式，進門是一個天井庭
埕，或擺着花木盆景，或以陶瓷大龍缸養着睡蓮、荷
花。天井後為正廳，廳堂上多有古玩字畫和名貴傢俱，
是主人的主要活動場所。兩側則是房間，一間供休息，
一間放置各種喜好的「道具」。及至後來書齋主人傳子
落代，書齋便成了宗族議事的地方，有的也成了教書的
私塾，只有族紳和宗族中的讀書人才可隨意走動，其餘
人等不得入內。在這種格調高雅且門檻不低的環境下，
閒情逸致地品飲着熱騰騰的工夫茶，其愜意足以令人羨

慕嫉妒恨。於是，「坐書齋，哈燒茶」在民間便成了養
尊處優身份高貴的一個象徵。
本來，對於品茶環境的選擇就是茶道的一項基本要

素。品茶習道也越來越成為人們提高生活質量的一個生
活內容。「茶道」一詞看起來就有某些莊重玄妙而富有
儀式感的意味。日本茶道對於環境和儀式的要求更是嚴
謹得讓人誠惶誠恐。潮汕工夫茶以精緻講究著稱，對於
選水、活火、用茶、器具和沖泡程式都有許多講究和規
矩，唯獨對於品飲環境卻沒有太多的要求。蓋因工夫茶
可雅可俗，亭台樓閣的明窗淨己或街頭巷尾的工場商舖
都可以茶會友，平時踏青郊遊，甚至出差或旅遊幾天都
要帶上工夫茶具，無論荒郊野外還是機場動車，只要條
件允許，三個茶杯一把壺隨意一擺就成了個愉悅的茶
局，既輕鬆地打發了時間，又有了自得其樂的滿足。這
種不拘環境無茶不歡的暢聚正是潮汕工夫茶的魅力所
在，也體現了潮人適性自在的生活態度。工夫茶的
「道」已無形地貫穿於潮人生活的日常，而非偶爾為之
的情趣體驗。用時髦的話來說，這是隨時隨地的「雲」
概念，只要有潮汕人，到處就都有潮人的「雲茶館」。
書齋品茶在文人墨客的筆下一直是天高雲淡優雅從容

的陽春白雪。周作人在《喝茶》中寫道：「喝茶當於瓦
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
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悠閒本是一種
心靈的發現，無論瓦屋紙窗還是瓜棚豆下，茶品的永遠
都是心中的那份自在和寧靜。

佳茗飄香

茶無三推
行走在潮汕大地，無論的街頭巷尾還是工棚門

店、田間鄉肆，隨處都可以見到三幾個人聚湊在一
起喝工夫茶。甚至在醫院住院部的過道、殯儀館的
走廊一些貌似不合時宜的場所，同樣也能看到工夫
茶的影子。這道獨特的風景線是潮汕飲茶風俗的真
實寫照，也是潮人的一個群體印記。
潮汕人喝茶叫「食茶」，泡茶叫「沖茶」。俗話

說「茶三酒四」，無論人客眾寡，工夫茶盤上一般
只擺三個茶杯，喝茶的時候從不認杯，每次沖茶時
要將杯子沖洗乾淨再倒茶。這幾乎是潮汕工夫茶的
約定俗成，可以理解為工夫茶平等公正、不分彼此
的人文思想。坐下來一起喝茶首先是一種心理認
同，有了這個基礎才有了融洽和諧的飲茶氛圍，這
也正是中國茶文化「和」的核心理念。當喝茶的人
數超過三人時，泡茶的人是不喝第一衝茶的，民間
甚至用「沖茶食第一衝死老婆」來以示堅決。這種
近乎發「毒咒」的態度其實是泡茶者的謙讓，體現
了對喝茶賓客的尊敬和盛情。而泡茶者每沖完一輪
茶，就會熱情地招呼着大家「食茶」，喝茶的人總
會相互謙讓地呼應着說「食、食、食」。謙讓互敬
也應有度，如果過於客氣再三禮讓或推辭，茶涼就
不好喝了，也影響到沖茶者的情緒，辜負了人家的
一番美意，這就是「茶無三推」的含義。

不同茶類對泡茶水溫要求是有區別的。龍井、碧
螺春等綠茶嫩度較高，品飲時除了享受那種春天的
山嵐氣息、花草芬芳和鮮爽甘醇的滋味，還要欣賞
那翠綠明亮的湯色和優雅曼妙的葉形，因此最好用
八十度的水來沖泡。如果用沸騰的老湯來沖泡，則
會出現香鈍氣悶的熟湯老味，嫩茶清新盡失。紅茶
屬全發酵茶，甘甜醇和，宜以九十度水沖泡，口感
更為清爽。烏龍、普洱滋味醇厚濃郁，氣韻飽滿，
則宜以剛燒開沸水沖泡。傳統潮汕工夫茶對水的要
求甚高，如選水以山泉水為最佳，燒水則講究泉湧
連珠的「二沸水」。因為潮汕人都知道不是即開的
水難以沖泡出香氣韻味俱佳的茶湯，水溫不夠的茶
衝出來「無味」。梁實秋在《喝茶》中寫到他早年旅
居青島時和一個潮汕澄海籍的朋友喝工夫茶的情形時
說：「不知是否故弄玄虛，謂爐火於茶具相距七步為
度，沸水和溫度方合標準。與小盅而飲之，若飲罷逕
自返盅於盤，則主人不悅，須舉盅至鼻頭猛嗅兩
下」。寥寥幾筆，工夫茶的規矩便已躍然紙上。
「不籍湯熱，何昭茶德」。其實不管是哪個茶

類，茶均宜熱飲，這是因為茶葉中各種有效成分在
熱水中溶解度高，有利於釋放茶香，且熱茶入胃既
可加速胃壁收縮，使茶水較快流入小腸而被吸收，
又可促進胃液分泌，有利於食物消化，達到消膩解
渴的功效。喝茶趁熱，茶無三推，「人未走茶就
涼」就更是不好了。

讓茶成為連通世界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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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福建白茶分類
中並沒有新工藝白茶這一花色品類。
中茶福建公司（當時名為福建省茶葉進出口公司）

檔案資料顯示，上世紀50-60年代白茶的銷售地區
僅為香港、新馬市場，消費對像為粵籍僑胞。當時
中茶福建公司出口的銀針白毫、白牡丹因品質優良
而廣受歡迎。白茶加工工藝看似簡單，但受生產季
節氣候條件、加工場所等限制，故而產量不高，不
能滿足市場需求。特別是中低等級量少價高，常常
供不應求。當年台灣也生產出口白茶，雖然品質不
如福建白茶，僅相當於中茶福建公司出口的二級貢
眉以下，但也彌補了空缺，市場逐漸被台灣白茶所
佔據。
1962年9月2日由香港寄來台灣白茶商品樣八

嘜，公司進行審評：「台茶近幾年來品質有所提
高，外形與我茶來比顯得佳……但我內質方面比台
茶佳，在港澳市場上享有很高聲譽……我們建議，
研究加工技術同志加以研究探討，為提高白茶品
質，擴大國外市場而努力工作。」
1963年開始，中茶福建公司技術人員與各初制廠

進行白茶初制技術改進，白茶加溫萎凋、烘乾試
驗，均獲成效。
1964年9月，香港德信行在《對我白茶發展方向

初步建議》中提到「就香港白茶市場潛力很大，年
銷500噸，但我茶去銷僅佔20%左右，而台茶占
80%左右……我茶發展方向應以產制中低檔為主要
方向，以利與台茶競奪市場。我原有高檔牡丹類仍
可採取原來製法，保持
其特色，擴大產量，以
提高和鞏固我茶威信。
其製法上可比原有高檔
牡丹製法略有不同，萎
凋時間可稍長些，可經
過輕度揉捻，具體品質
要求上，身骨要好，不
片身，有毫尖，水色不
強調清湯，黃中帶紅，
具有白茶的風味。」

1964年，參考香港德信行建議，公司擬定新品研
製項目技術方案，由莊任擔任負責人，項目執行人
為中茶福建公司劉典秋等人組成的技術團隊，項目
試驗場所設在福鼎白琳初制廠。在中茶福建公司技
術員指導下，在福鼎白琳初制廠創製了新品類，當
時稱作「新白茶」。在1964年試製成功「新白
茶」的基礎上，1968年中茶福建公司以劉典秋等為
主導的技術團隊進行進一步試驗。據拜訪劉典秋家
屬回憶，試制期間他多次往返白琳初制廠，與當地
技術骨幹反覆試驗，創造了白茶的新工藝製法，將
萎凋葉進行適時、快速揉捻，然後烘乾，生產出的
新工藝白茶條索緊結，湯色加深，濃度加強，投放
市場深受香港茶樓、酒樓消費者喜愛。後將新工藝
製作的白茶稱為「福建新白茶」，也稱為「新工藝
白茶」或「新白茶」。
新工藝白茶是福建省茶葉進出口公司為適應香港

地區消費需求，於1968年組織並主導實施創制的
新產品，1969年正式生產1,000餘擔，1979年生產
1,500擔，此後年產約2,000擔左右。產品均由福建
省茶葉進出口公司銷往香港市場，受到好評。
20世紀70-80年代，白茶仍主銷我國香港及東南
亞等國家和地區，以白牡丹、貢眉為主產品，少量
銀針及新工藝白茶。隨着改革開放，銀針白毫、白
牡丹、新工藝白茶銷售擴大出口到歐盟、日本等
國。至今，中茶福建公司仍根據市場需求下達新工
藝白茶各等級生產計劃，並在福鼎、政和、松溪定
點生產。除出口傳統國際市場外，也逐漸銷售國內

市場。
2019年，值建國70

周年暨中糧集團、中
茶公司成立70周年之
際，公司特別推出新
工藝白茶——「東方
白美人」白茶餅，這
是對中茶公司創新理
念的新時代傳承，也
是對福茶一代代經典
的莊嚴致敬。

由香港貿發局主辦，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合辦，農業農村部、商
務部、林業局、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支持的

「香港國際茶展2019」於8月15至17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香港
國際茶展是行業內首屈一指的茶葉及相關產品的商貿平台，呈獻各種茶
葉及茶類相關產品。
作為商貿平台，歷屆香港國際茶展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茶類產品生產
商、進出口貿易商及分銷商踴躍參展，以及環球買家前來參觀、採購。茶
展期間，不僅展示了各地名茶、加工茶、茶飲料、茶食品、茶葉包裝、茶
具及茶葉技術等，還舉行多項活動，充分展現品茗文化的非凡魅力，以及
茶貿業務的重大商機。

全球業者 齊聚香江
2019年香港國際茶展匯聚了逾250余家參展商，來自不同國家及地
區，包括中國內地、日本、斯里蘭卡、老撾等，為買家展示各地獨特
茶產品。
香港並非茶葉產區，但飲茶氛圍濃厚，每年消耗大量茶類產品，作為
一個重要的茶葉貿易中心和轉口城市，香港國際茶展為業者提供效率高
的貿易平台。茶展規模龐大，反映了香港在茶類貿易市場的重要地位，
來自世界各地的供應商和買家雲集一堂，就茶葉、加工茶及各種茶類相
關產品洽談交易，拓展業務。今年，展覽踏入第十一屆，世界各地的
茶類產品生產商、進出口貿易商及分銷商都踴躍參展，環球買家紛紛
前來參觀及採購。福建、湖南、浙江、江蘇、貴州、湖北等省組織了百

餘 家 企 業 參
展，向香港全
面、系統、高
效、優質地推
介茶產業與茶
文化，促進各
地與香港的茶
葉經貿與茶文
化交流合作，
並通過香港加
快中國茶走向
「一帶一路」
共建國家。

知名茶企 亮相茶展
除了各省組團參展，知名茶企如中茶、湘茶集團、正山堂、杭州茶
廠等企業也紛紛亮相展會。來自中茶的福建公司、雲南公司、梧州公
司舉辦了形式多樣的品鑒活動，為全球買家及香港消費者推介健康茶
品，推動中國茶走向世界，為茶葉在香港乃至世界在經濟、文化、貿
易、投資等方面的合作交流貢獻力量。正山堂現場展示正山堂金駿
眉、正山小種野茶、駿眉中國紅茶以及正山小種紅茶等多款高品質紅
茶產品，敬呈創新工藝紅茶與傳統工藝紅茶的至臻風味，讓每一位來
賓感受中國紅茶的獨特魅力。湘茶集團攜旗下品牌赴港，將花蜜香、
甘鮮味的湖南紅茶，以及已逐步被香港消費者認識、認可的「安化黑
茶」介紹給更多人。「茶通天下無國界」，通過一杯茶將健康、和
諧、人文等內容包含其中。

多元消費 漸成規模
經過多年市場培育和茶文化推廣活

動，香港市場已經不再是普洱茶一家獨
秀，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的消費趨勢。特別是
白茶，近年在香港的消費與收藏前景形勢良
好。來自世界各地的名茶，特別是來自中國內地的眾多茶品亮相香港國
際茶展，給消費者帶來了更多選擇，讓他們可以近距離了解、接觸、品
嚐中國名茶，感受六大茶類的不同魅力。活動區內一場場茶葉品鑒、茶
葉科普活動輪番上演，參觀者絡繹不絕，人們飲茶交流的景象繪成了茶
展上最靚麗的一道風景線。

茶+生活 備受青睞
香港國際茶展匯聚各式各樣的茶類展品，包括各地名茶、加工茶及茶

產品、茶葉包裝、茶葉機械與檢測、飲茶及裝茶用具、茶工藝品、種茶
及制茶技術等。另外也有「茗茶之友」展區，展出各類伴茶食品及茶食
品，如糖果糕點及餅乾等，提供參觀人士的茗茶體驗。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很多企業將展區設置在與香港國際茶展同步舉行

的香港美食博覽會上，「跨界」為消費者推介健康美味的茶葉產品，讓
茶真正融入人們的生活。參觀者在品味美食之後，紛紛選擇來到茶葉展
區坐下來品一杯茶，並與展商交流，這種與美食展結合參展的形式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
8月17日，第十一屆香港國際茶展圓滿落幕，很多茶友意猶未盡，流

連忘返。本次展會的舉辦，給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帶來了別樣的
色彩，也給大家一杯茶的時間，回歸平靜，品味茶的真味。
茶，是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交流符號，推動着世界各國發展

共識的凝聚，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打造——一盞中國茶，不僅照見了一
個崇尚和平的民族，也
照見了整個共謀發展的
時代。香港國際茶展的
成功舉辦為人們提供了
一個有效、科學、精準
傳達中國茶的平台，讓
更多人接受茶、喜歡
茶、消費茶，擴大了中
國茶的消費對象，推動
中國茶產業繁榮、健
康、可持續發展。

——第十一屆香港國際茶展盛大舉行
香港毗鄰亞

洲主要產茶地

區，是重要的

茶 葉 貿 易 中

心。香港人愛茶，已經融入骨

子裡，融入生活中。自2009

年起，香港國際茶展已舉辦十

一屆，為業者提供了高效的貿

易平台，為公眾提供了品茶、

選茶的消費平台。

8月17日，中茶普洱與香港茶人薈在香港國際茶展聯合舉辦「中茶新時代」新品
發佈會暨慈善拍賣會。三款新品中茶牌雲南七子餅茶班章（生茶）、中茶牌雲南七子
餅茶易武（生茶）、中茶牌雲南七子餅茶帕沙（熟茶）由雲南中茶茶業有限公司及香港
茶人薈有限公司聯合出品。隨後，雲南中茶茶業有限公司、香港茶人薈有限公司共
同舉辦了新品慈善拍賣會。三款新品各一件（備有拍賣特殊編號）共計拍賣所得港
幣148,000.00元。本次拍賣所得將全數捐獻給雲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人民
政府扶貧開發辦公室，用於瀾滄縣謙六鄉打崗村打崗小組村莊綜合提升項目。

盛世牡丹綻放香江
8月15日，中茶蝴蝶舉辦「盛世牡丹」香港品鑒會，現場中茶福建公司內地銷
售部陳俊彬經理為在場嘉賓正本清源話白茶，從白茶的發源發展、產區概況、加
工工藝、品質特徵、營養保健等方面進行專業詮釋。現場座無虛席，茶友們一邊
聆聽，一邊品鑒「盛世牡丹」白茶，紛紛點讚。

「中茶新時代」新品發佈會暨慈善拍賣

湖南省茶業集團亮相香港國際茶展，其展區內佈局盡顯茶韻之
美，空杯亦可使人醉。會展上賓客不絕，茶客們一起閒趣雅談、品
茶論道。湘益茯茶自2009年起，連續11年參加香港國際茶展，借
香港市場助力湖南黑茶走向了國際市場，今年在港預計銷售額突破
1,200萬元；臻溪輕輕茶和金毛猴紅茶是由湖南省茶業集團出品的
兩款高科技茶飲，與Coffee Now合作推出的金毛猴紅茶膠囊，也
成為展會上的一大亮點；白沙溪自2009第一屆香港國際茶展以來，
已連續11年參展，且2012年開始正式落地香港，成為最早實現經
營的黑茶品牌，銷售網點佈局廣泛。今年是白沙溪公司80周年慶，
其「將軍茯」「6G茯磚」「原生態千兩餅」等成為熱銷產品。

8月15日至17日，正山堂應邀參加了2019第十
一屆香港國際茶展，為海內外友人呈現中國紅茶的
經典味道與獨特魅力。正山小種紅茶以傳承四百五
十餘年的傳統紅茶製作工藝製作而成，延續着紅茶
經典的醇香；而金駿眉作為高端創新紅茶代表，以
其「清香甘」的滋味特點，贏得了眾多愛茶之人的
青睞，開啟了清飲紅茶的新風尚；正山小種野茶獨
具甘洌的草木氣息，駿眉中國紅茶，以9大經典紅
茶產區的優質茶青融合駿眉工藝製作而成，一杯呈
現中國紅茶味道。本次參展，也是2019年閩茶海

絲行活動香港站的系列活動之一，正山堂作為閩茶
重點企業代表，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向現場來賓介
紹紅茶四百餘年的歷史文化與傳承發展，希望借此
機會將中國好茶介紹與境外消費者，讓中國茶文化
在「海絲」沿線國家與地區廣泛推廣開來。

■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會長楊孫西與中聯辦副主任陳冬、
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等參觀展會現場。

■中茶聯常務副理事長危賽明 ■中茶協會長楊孫西 ■香港新聞聯會長張國良

8月14日下午，由中華茶人聯誼會、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共
同主辦的「茗傳香江聲達五洲」茶文化專題研討會暨香港《文匯
報》「茗聲」茶文化特刊座談會在香港香江國際大廈召開。
主辦單位中華茶人聯誼會常務副理事長危賽明，大紫荊勳銜、

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會長楊孫西，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
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執行會長張國良，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
會常務副會長吳志斌，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長姜在忠等茶葉界、文化界、傳媒界專家學者以及知名茶葉
企業代表出席會議。
與會嘉賓圍繞「茗聲」茶文化特刊選題及內容規劃，香港茶文

化線下推廣活動規劃，茶葉在香港市場宣傳及推廣三個方面主題，
發表了真知灼見。
中華茶人聯誼會常務副理事長危賽明表示，希望通過本次專題

研討會的舉辦與大家探討如何更好地傳播中國茶文化。中國茶產業
的發展、中華茶文化的傳播需要大家共同參與，群策群力，通過
「一帶一路」將茶推介給香港，推介給全世界茶葉消費者，宣揚健
康飲茶理念，建立友誼的橋樑，讓茶惠及更多人。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希

望「茗聲」茶文化特刊可以進一步深入文化層面，通過主題選擇、
內容及版塊設置等調動讀者閱讀興趣，讓更多人參與茶文化研究和

傳播工作。以茶為紐帶，推動社會和諧。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執行會長

張國良表示，茶文化博大精深，豐富多彩，希望特刊以茶文化為立
足點，挖掘茶文化的深度和廣度，使其變得生動鮮活，有可讀性。
大紫荊勳銜、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會長楊孫西認為：「港

人飲茶有文化特色，茶文化既可高雅，也可通俗。」建議「茗聲」
茶文化特刊除刊登大家之言，也可加入大眾化的內容。
與會嘉賓表示茶文化是茶產業的根基，茶文化的廣泛傳播，有

助於中國茶產業的進步和國際化發展。香港飲茶文化濃郁，希望借
助「茗聲」茶文化特刊這一平台，貼近百姓，貼近生活，發揮媒介
作用，傳播中華茶文化。以茶會友，真正達到「茗傳香江，聲達五
洲」的效果。
本次座談會明確了「茗聲」茶文化特刊定位，與香港茶葉界、

文化傳媒界專業人士建立了聯繫，提升了各行業知名人士參與度。
未來，「茗聲」茶文化特刊將充分利用各行業資源，邀請專家、學
者在「茗聲」發聲，豐富特刊內容，增強可讀性，擴大影響，以文
化先行的方式，更有效、科學、精準地傳達中國茶的內涵。同時，
通過「小茶人」培養計劃、茶文化培訓等形式的活動讓更多人接受
茶、喜歡茶、消費茶，擴大中國茶的消費對象，使中國茶產業更加
繁榮、可持續發展。

「茗傳香江聲達五洲」茶文化專題研討會在港舉辦

■研討會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