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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論道

茗典百科
茶與美容

茶葉是美容的佳品。只要因人而異地
充分運用茶葉，定會收到抗皺潤膚、美
顏悅色、烏髮生精的效果。

茶葉所蘊含的豐富的營養以及多種營養物質的藥理作
用，使人體氣血流暢、腠理疏通，從而達到美容的效果。
兒茶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劑，其抗衰老作用高於維生素C

和E。經常飲茶，可達到防止皮膚老化早衰的效果。

茶與消脂
當今世界肥胖的人日趨增多，並給人類健康帶來越來越

多的危害。除遺傳因素外，導致肥胖的大部分原因是吸收
熱量過多，同時又缺乏運動。茶葉中的多酚類化合物對人
體內的脂肪代謝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可明顯抑制血漿和
內臟中膽固醇含量的上升，促進脂類化合物從糞便中排
出。因此，它不僅能防止人體動脈硬化的產生，而且還能
去膩減肥，使人不易發胖。茶葉中的生物鹼可以興奮中樞
神經系統，因而會影響人體各個方面的機能，如鬆弛消化

道、刺激胃液分泌等，其結果有助於人體對食物的消化。
在增進食慾的同時，又能調節脂肪代謝。在日本，烏龍茶
就有「苗條茶」、「美貌茶」之稱。

茶與護齒
茶葉具有殺菌、消炎、止痛等功效。常用茶水漱口，可

清潔口腔、牙齒，飲服鹽茶水還可治療上火引起的牙痛。
綠茶中的茶鹼可以中和破壞導致齲齒的乳酸，降低或消

除乳酸對牙齒的侵害；常飲綠茶可以使牙周炎、牙齦炎、
牙髓炎等牙病和口腔炎症明顯減少；綠茶中所含的大量的
維生素C（抗壞血酸）可以有效地中和、溶解壞血酸，還
能增強毛細血管和年末的堅韌性，故而飲茶能防止牙齦出
血。所以常飲綠茶能保護牙齒。

茶與養髮
茶葉對人體的美容作用，除了護膚潤膚、抗衰老、保護
牙齒以外，茶葉還有護髮烏髮的作用。茶葉中含有促進頭
髮生長及止癢的物質，可以起到保護頭髮的發囊和促進血
液循環的作用。
髮質蓬鬆枯黃者，每次洗髮後用濃茶汁重新浸洗一遍，

日久頭髮會變得烏黑而有光澤，秀髮絲絲富有彈性。

八百載陳尖，玉殿縈香，綿甜均紫苑①；
一千年熟黑，沙溪折桂，雅俗答蒼民②。
夫嘗百草兮以荼解毒，烹清泉兮以詩吟茶。雨綻芳

春，香凝碧夏。聞溪鳴而水綠，看雲起而風雅。是故白
沙溪黑茶，千古物象傳佳話。倦飲三杯兮，益思啟智；

暑品一壺兮，降燥生華。湯橙紅於琥珀，氣柔香於春花。觀形態而古樸，
曠達浩氣；視色澤而油潤，純正流霞。常飲滋脾胃於平和，生津液於豐
恰。噫嘻！一日不飲，五月不解肉味；三天未品，九秋頓失瀟灑。
奇哉！白沙溪黑茶。龍章鳳姿，聲聞天下。名門閨秀，世家安化。擁壽石
而璀璨，呈祥雲而豪奢。六億年巖花冰漬，風雨灼瑾；一千兩山珍富垺③，
水畔金花。抱雪峰以枕資水，開熱土以培溪沙。出雲表而霧障，漱石礫而坡
斜。雨水豐以稱首，溪流密以堪誇。林茂覆於蔭翠，陽光灑於清嘉。茶園層
疊兮舉明月，茶味繚繞兮籠翠華。勝狀冠領湖湘，美品馳譽華夏。
美哉！白沙溪黑茶。話傳奇而久遠，憶絲路而聞笳。商賈受納，褒采汗

馬。路遙遙兮風餐露宿，聲赫赫兮飛天雨花。鐵褐深色，烏潤流滑。黑茶
之初始，逆旅之瓊花④。吸天地之靈氣，采萬物之神華。殺青復於揉嫩，渥
堆後於烘壓。重藝精工，披艱細摩。繼以篩截揀捆扇堆，絞跺滾錘箍軋。
嗨聲震於長夜，神情動於奔馬。精品出矣，油潤於翡翠；妙韻生也，紅亮
逸於瑙瑪。功效盈盈兮，助養涵於氣血；補益成成兮，防衰老於塊痂。三
高降以長飲，經脈通以吸納。余嘗曰：髒款雖多難堪用，特權雖大毋須
誇。炎涼常變換，富貴總易塌。惟鍾愛飲白沙溪者，愉悅年年感物華！
昔聞黑茶之三尖者，天尖飲於九五，貢尖飲於官宦，然生尖者，惠及平

常人家。不分陰晴，無論冬夏。陶陶於永夕，款款於林下。或輕歌曼舞，

或鐵馬銅琶。吟詩賦酒，惟有黑茶。其形體有三磚，獨步臨天下。黑磚重
以高壓，茯磚偏以伏化，花磚繁以技巧，各磚有各碼。珍珠名遐邇，世人
皆詫訝！三尖復三磚，四美綻芳華⑤。張精彩於寰宇，標名品以優雅。林深
宜聽虎嘯，水清好觀魚喋。寶珠出於湖湘，睿智開啟安化。昔有彭孟奇領
銜首創茶業，大功居偉；今有劉新安團隊承前啟後，築夢新葩。高蹈於合
璧，捶爐於聯華。寄初心以強國，擔使命以遠大。入世博而登榜，俯山嶽
而披甲。審時度勢，情滿天涯。
今喜為其賦，遒懷大雅。並填《慶春澤．白沙溪黑茶》一闋，以奉茶

家。詞曰：
資水長流，銀波碧浪，白沙溪秀茶星。空闊雲煙，山高玉露晶瑩。此茶

氣韻芳姿遠，古道邊，香醉駝鈴。有磚花、茯黑湯橙，多少風情！三尖品
飲來高處，有茶王千兩，世博傳名。且看今朝，再開來、踏遍崢嶸。攜青
春、縱目揚鞭，心許茶聲。

白沙溪黑茶賦
芳茗齊放

茗傳天下

雲南省自然資源豐富，茶區面積廣袤，茶葉產

量大，製茶歷史悠久。普洱茶在雲南所產的茶葉

中佔比較大，其生產加工技術逐步發展，不斷創

新。雲南中茶茶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雲南中茶），主營普洱

茶的加工、銷售，培養茶葉技術人才，贊助並參與茶葉專業科

研和學術活動。雲南中茶的發展歷程，與普洱茶的歷史演變一

脈相承，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是近現代普洱茶發展的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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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分為普洱生茶、普洱熟
茶兩大類。普洱熟茶是由曬

青毛茶經過渥堆發酵後形成的，其
湯色紅褐，香氣中帶有濃郁的陳
香，滋味醇厚，苦澀味輕；普洱生
茶是由曬青毛茶經過精製後壓制而
成的緊壓茶，其湯色黃亮，往往透
出清香，滋味濃強，刺激性強，苦
澀也較為明顯。

當前普洱茶的加工技術
當下普洱茶的加工分為毛茶初製、渥堆發酵、精

製蒸壓三個工序，而其中只有普洱熟茶的加工需要
渥堆發酵。現今的普洱茶加工技術在雲南中茶公司
的努力推動和引領指導下更加趨向於機械化、潔淨
化、智能化、數字化、一體化。
毛茶初製
毛茶初製是將採摘下來的鮮葉，經過殺青，揉
捻，曬乾處理成為曬青毛茶。普洱茶的鮮葉採摘通
常按照一芽兩葉到一芽四葉的採摘標準，往往在春
季、夏季、秋這三個季節進行。鮮葉採摘完後，需
進行適度的攤晾，使鮮葉失去部分水分，攤晾適度
後，開始殺青。殺青有手工炒製殺青和機械殺青兩
種方式，高檔曬青毛茶往往採用手工殺青。殺青完
後進行揉捻，揉捻後茶葉採用陽光曬干的方式進行
乾燥，曬乾後曬青毛茶的初製完成。
渥堆發酵
渥堆發酵是普洱熟茶品質形成的關鍵工序，其原

理是雲南大葉種曬青毛茶在一定的溫度和濕度下，
通過黑曲霉、酵母菌等有益微生物菌群進行優勢交
替生長繁殖，產生外源性多酚氧化酶、糖類水解酶
等酶促作用及濕熱作用，使茶葉中的茶多酚、糖類
物質等物質產生氧化聚合水解系列反應，最終形成
雲南普洱茶的特定品質。
渥堆發酵時需將曬青毛茶按一定的比例灑水後，
再按一定的堆高進行渥堆，在酶促反應和非酶促反
應的共同作用下將曬青毛茶進行快速陳化發酵，經
過4-6次的翻堆，到發酵度適中後出堆攤涼，方得
以形成紅湯陳香的普洱熟茶品質特點。
精製蒸壓
精製蒸壓是製作普洱茶的最後步驟，精製過程中
將曬青毛茶或者發酵完成的普洱熟茶原料，經過、

篩分、拼配、風選、色選、撿剔等工序，達到整飭
外形，剔除雜質，分清等級等的目的，使原料標準
化、均質化。普洱茶原料在精製過程中還涉及拼
配，拼配是將不同批次、產地、年份、級別的原料
進行混合，發揮普洱茶原料的最佳品質特點，達到
揚長避短，顯優隱次，高低平衡的品質調和。
普洱熟茶發酵完成後，需要對毛堆進行堆篩分定

級。通常普洱茶精製採用的工序步驟為拼配→色選
→風選→靜電→人工撿剔，實際生產中視原料茶葉
的淨度、級別、成品品質要求等因素綜合考慮採用
其中幾個工序。精製後的茶葉原料，按成品淨重要
求，結合茶葉水分進行稱量，再經過蒸汽熱蒸、壓
製等工序，形成普洱茶的「餅茶」、「沱茶」等形態。

普洱熟茶發酵加工技術的出現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普洱茶的歷史上並沒有

普洱熟茶這一概念。歷史上的普洱茶在馬幫馱運等
販運途中進行陳化發酵。雲南崇山峻嶺，歷史上交
通閉塞，普洱茶由曬青毛茶製作成茶餅後，裝於竹
簍中，在運輸過程中多采用馬幫馱運，因山路崎嶇
需長年累月的跋涉，加之思茅、西雙版納一帶空氣
濕潤，茶葉在長途儲運過程中，進行陳化發酵，形
成了獨特的色澤及陳香風味。七十年代初期，為縮
短普洱茶陳化發酵的時間，短期內達到較好的品飲
口感，中國土產畜產雲南省茶葉公司（以下簡稱雲茶
司）下屬的昆明茶廠經過學習研討，實驗成功了普洱
茶快速陳化發酵工藝，實驗後的普洱茶滋味口感與長
期自然環境下轉化的普洱茶類似，自此快速陳化的普
洱茶問世，也就是現今的普洱熟茶。雲茶司是雲南中
茶的前身，雲南中茶是雲茶司的發展和延續。
1976年以昆明茶廠為基礎的普洱熟茶發酵技術，

正式在全雲南省推廣，普洱熟茶發酵技術得以確
定，並一直沿用至今，由此雲南中茶可謂是普洱茶
熟茶發酵工藝的創始者。

歷史上的普洱茶加工
據傣文記載，早在1700多年前，雲南的傣族就

已栽培雲南大葉種茶葉。歷史上的普洱茶，泛指採
用雲南大葉種茶樹鮮葉，經加工處理而製成的茶
葉，因起始於雲南南部，集散於普洱府（今寧洱
縣）故得名。
唐朝以前的普洱茶加工
普洱茶的製作工藝在唐朝以前，缺乏明確的文字

記錄，唐代樊綽所著《蠻書》卷七中記載：「茶出
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造法。」這是關於普洱茶加
工的首次記錄，但唐朝時期尚未有普洱茶這一名
稱，從「散收無造法」既可見唐朝雲南所產茶葉之
加工方法，因不同的茶農山民製作，有不同的製
法，所以無確定的製作工藝。由此可知，唐朝以前
雲南普洱茶的製作還屬於粗製無規律的情況。

明清時期的普洱茶加工
中國歷史自唐朝以後，歷經宋元才到明清，但在

宋代、元代由於未見詳細的歷史文獻記載，故不得
知普洱茶的加工發展情況。明朝萬曆年間，在謝肇
浙所著《滇略》中記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
而成團」 此「普茶」即普洱茶。《滇略》中首次
提到了「普洱茶」這個名詞，自此普洱茶一詞一直
沿用至今。「蒸而成團」的記載也說明了明朝時期
的普洱茶加工，採用的方法是蒸汽熱蒸後，搓揉壓
製成團茶的製作工藝。
清朝，是普洱茶的鼎盛時期，該時期普洱茶製造

技術精良。清朝乾隆年間吳大勳所著的《滇南見聞
錄》中記載：「團茶產於普洱府屬之思茅地方，茶
山極廣，夷人管業。採摘烘焙，製成團餅，販賣客
商，宮為收課。每年土貢有團有膏，思茅同知承
辦。團餅大小不一，總以堅重者為細品，輕鬆者葉
粗味薄」。由此可知清朝的普洱茶加工技術已趨於
成熟，鮮葉採摘後需烘焙殺青，最後壓制為團茶，
餅茶，團茶餅茶重量大小不一。清朝時期，採用粗
老茶葉熬製成為普洱茶膏的加工技術也逐步出現。
現代史上的普洱茶加工
據馮軍《雲南茶葉產銷概況》中介紹，五十年代

普洱茶的加工工序包括初制和複製。初製方法為鮮
葉經殺青、手揉、曬乾；複製包括毛茶精製和蒸揉
兩部分。精製是將毛茶用篩、簸、撿等方法，揚去
片、粳、末。蒸揉是將茶坯按不同花色的規定配料
稱重，一層一層放入蒸筒，氣蒸後裝入三角布袋，
揉成各種大小圓扁之不同形狀，然後置於乾燥地
方，自然陰乾即成。自此開始普洱茶加工工藝越來
越細分，越來越標準化。這一時期的的普洱茶加工
工藝，一直傳承至今。現今的普洱茶加工工藝，除
在機械設備，人工智能，食品衛生安全標準的基礎
上有所更新完善，基本上是延續了這一時期的普洱
茶加工工藝。

雲南中茶的發展
雲南中茶的前身雲茶司誕生於民國年間，成型
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發展於改革開放，輝煌傳承
至今。雲茶司為普洱茶行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
貢獻。它讓普洱茶從「小茶類」、「邊銷茶」、
外貿低級別茶、少部分人知道的小眾茶發展為現
今行業規模超過百億，眾所周知、廣為流傳，名

譽海內外讓無數人喜愛追捧的佳茗；在普洱茶的
加工上，雲茶司一直指導、引領着普洱茶行業，
輸出加工標準，推廣加工技術，為行業內培養了
無數具有豐富經驗的茶葉專業人才，打造了普洱
茶歷史上無數燦爛輝煌的產品。雲茶司生茶的
「50年代大紅印」、「八八青」、「七三青」等產
品都是普洱茶行業內的標桿產品，也是普洱茶行
業內難以超越的神話。
2007年，為了適應時代潮流，更好的發展和延續

雲茶司，雲南中茶茶業有限公司工商註冊，雲南中
茶傳承和延續雲茶司，持續為廣大消費者奉獻良心
茶、放心茶、健康茶。回味歷史、傳承韻味、經典
再現、回饋消費者、奉獻健康的茶生活方式是雲南
中茶的歷史使命。近年來雲南中茶通過對歷史產品
配方的追溯、公司歷史內涵的挖掘、老茶葉專家、
老茶人的拜訪，在各方資料的收集整理的基礎上，
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的，通過生產工藝創新、包裝
圖案設計創新、品質提升等研發理念，明確產品定
位，研發推出了「生肖系列」、「傳世印級系
列」、「經典傳承系列」等系列產品。
目前市場競爭的焦點正逐漸向產品品質、品牌效

應、消費滿意度轉移。儘管普洱茶市場風起雲湧，
唯有不變的是中茶人對普洱茶品質的堅持，不懈的
追求與社會責任。中茶人不辭辛勞，踏遍高山峻
嶺，傾盡全力，精工製作，追求有品質的發展。用
優良的品質和較高的性價比來支撐品牌的硬實力，
為消費者帶來高品質的價值回報。中茶雲南公司自
2013年以來，緊跟消費趨勢，市場細分，渠道細分
的變化，不斷捕捉消費者味蕾潮流及品飲體驗，進
行工藝創新，配方優化，不斷的品質提升，結合中
茶普洱歷史價值，創新產品包裝設計，因而獲得了
良好的市場回饋。這也是消費者理性的選擇及對中
茶品牌普洱茶認知度的進步。
普洱茶作為雲南茶葉的「名片」，在探討普洱茶

加工技術的歷史發展演變過程中，總結歷史經驗，
傳承歷史文化，發揚歷史，保留最具魅力的普洱茶
加工工藝，站在歷史的高度上，與時俱進，科學發
展，勇於創新，將現代化的食品生產工藝和傳統的
普洱茶加工結合起來，利用現今的科學技術，把雲
南普洱茶推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注】
①陳尖：指三尖茶；玉殿、紫苑：指皇帝處地。
②熟黑：指黑磚茶。三磚黑茶：有黑磚茶、茯磚茶和花

磚茶之分。
③富垺：多而大。垺，極大意。《莊子．秋水》：「垺，

大之殷也。」
④逆旅：旅途客舍。此指遠方天地之間。
⑤四美：指黑茶外形粗曠大氣之美；包裝原始古樸之美；

茶湯紅黃明亮之美；藥理功效奇特之美。

徐子芳

雲南普洱茶加工技術的雲南普洱茶加工技術的

發發展展與與
演演變變文：雲南中茶茶業有限公司 彭功明

征服老北京的茉莉花茶
提起茶，老北京人首先便會想到茉莉花

茶，北京不產茶，但北京人愛喝茶。聽老
人講，過去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沏一壺釅
茶—濃濃的茉莉花茶，開始一天的生活。
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老北京人用汆子在
洋爐子上燒水，燒開了倒在放了花茶的大
茶壺，頃刻間屋內茶香繚繞，將身外的天
寒地凍隔離開來。
說起老北京對花茶情有獨鍾的原因，究

其原因有以下四點：
一、非同凡響的宮廷地位
事實上，老北京民間的推崇與喜好，可

以說與宮廷皇室的流行、風氣有着一定的
聯繫，飲茶的偏好也不例外。慈禧對茉莉
花茶也尤為鍾情，相傳，她最愛用「萬壽
無疆」的明黃官窯蓋碗喝「茉莉雙薰」。
慈禧也常將茉莉花茶作為禮品，贈送給外
國使節。一來二去，茉莉花茶作非同凡響
的宮廷地位就流傳到了宮外，成為普通百
姓眼中非常珍貴的茶品。
二、運輸中保持穩定性
由於舊時交通不便，路途冗長，綠茶歷

經數月，從南運至北方，鮮爽度有一定的
丟失。但由於茉莉花茶的多次窨制，它在
運輸途中的適應性、平衡性相比綠茶更

好，相比之下，老北京人便更喜歡喝茉莉
花茶。
三、飲食原因
北方飲食一般偏鹹，又多食用肉類。所
以，茶葉的飲用就顯得格外重要。而茉莉
花茶，無論是口感的鮮靈甘爽，還是充足
多樣的微量元素，還有美觀養眼的外形，
對於冬季較乾燥、春季多風沙的北京，都
是美好而享受的茶品。
四、水質原因
在北京的民俗研究中，還有普遍認為茉

莉花茶深受歡迎，部分因為水質原因。早
年北京沒有洋井和自來水，平民用水多依
靠井水，井水的水質鹼度高、苦味重，用
於泡茶，苦味會大過茶味。而茉莉花茶的
香味濃郁，掩蓋了水質的缺陷，因此深受
老北京人的喜愛。

百年裕泰花茶香
作為北京最為悠久的花茶中華老字號吳

裕泰，更是伴隨着每一個老北京人的記
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始創於1887年
的吳裕泰，有着130餘年的歷史，而百年
如一日對茶葉品質的堅守，使其獲獎無
數，並收穫了老百姓的厚愛。其頗具代表
的茉莉花茶，以其鮮靈持久的滋味，被茶
友們愛稱為「裕泰香」。一位前來吳裕泰

茶莊買茶的老人說：「花茶是家中與油鹽
醬醋同樣重要的必備，每到過年的時候，
吳裕泰的茉莉花茶一定是年貨單中必買的
年貨之一，沒有什麼原因，就是一種習
慣。」

更好的茉莉花茶「貢毫」
吳裕泰秉承「采之唯恐不盡，製之唯

恐不精」的百年古訓，在花茶加工上始
終堅持「自采、自窨、自拼」的獨門窨
製技藝。包括茶坯製作、花源選擇、鮮
花養護、窨製拼合、通花散熱、起花、
烘焙、勻堆裝箱、裕泰密配九道工序，
每道工序都有十分精細的要求，使吳裕
泰花茶集色、香、味、形、態於一身，
達上上品之境界，2011年，吳裕泰茉莉
花茶製作技藝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
在消費升級的時代下，吳裕泰更是推出

了寓意「更好」的貢毫茉莉花茶，茶葉精
選優質茶坯，歷經九窨，成茶芽頭肥壯，
勻整潔淨，沖泡後香氣濃郁，鮮靈持久，
湯色清澈明亮，滋味醇厚回甘，是吳裕
泰茉莉花茶製作技藝的代表作品，值得
一提的是，產品一品多包裝設計，更具
有內涵、有文化，滿足了消費者多樣化
的需求。

貢毫茉莉花茶罐裝 貢毫茉莉花茶禮盒

儉清和靜貢毫花茶禮盒
茶聖陸羽在《茶經》中
寫道：「茶之為用，味至
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
人。」茶要靜品，心要靜
篤。該禮盒以茶人「儉清
和靜」的生活態度為設計
理念，是吳裕泰在茉莉花
茶領域中又一匠心之作。

七星貢毫花茶禮盒

花茶自上市以來，屢獲殊榮。2019年中國茶葉集群品牌聯盟，貢
毫榮獲推薦茶葉單品；2019年國際茶業展茶葉產品質量推選活動，
榮獲特別金獎；2019年第十一屆全國茉莉花茶質量推選活動，榮獲
金獎。每一份榮光背後都是對貢毫的極大褒獎與認可。
茶到心意到，禮濃情更濃，這個春節，選擇吳裕泰貢毫茉莉花

茶，讓更好的茉莉花茶，為您和您的家人送上一份專「鼠」祝福！

朱熹（1130-1200），
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
（今屬江西婺源）人，南
宋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
家，閩學學派的代表人
物，世稱朱子，是孔

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儒學大師。
朱熹一生好茶，少年時「茶當酒，山居偏與竹為

鄰」，平時生活「坐對清陰只煮茶」。在福建時曾
為武夷山的茶灶石親手書寫「茶灶」兩個大字，在
《武夷精舍雜詠（並序）》中對位於第五曲的茶灶
石作了詳細的描述：「釣磯，茶灶，皆在大隱屏
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灶在溪中流，巨石屹
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
如灶，可爨以瀹茗。」並為之寫了「仙翁遺石灶，
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這樣清麗
的詩作。還有《茶阪》詩：「攜籯北嶺西，採擷供
茗飲。一啜夜窗寒，跏趺謝衾枕。」
在日常生活中，朱熹與友人等常有茶禮往來。如

曾為兒子的教育給好友呂祖謙送茶：「兒子荷教
誨，舉家感刻。昨深慮其經義疏闊，今得略有條
理，甚幸！甚幸！新茶三十誇（銙），謾到左右。
因便附此，草草不宣。」而對於不喜之人的茶約，
則以平生不喝茶相拒：「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
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
竟不往見。」
對於與茶相關的治國理政方面，朱熹有着自己的

見解。如他認為茶鹽之禁的不合法度：「為國絜矩
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
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卻反禁之，這個都是
不能絜矩。」淳熙八年（1181）三月，朱熹奉命提
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後來論及官制時，曾言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
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及
言「並天下監司，一路只着一漕一憲，茶鹽將兼
了」，應當有他提舉茶鹽職任上的實
際體會。
日常生活中觸目可及的茶，也常

被朱熹用來說理講學。比如用茶只一
味，來講「理一」：「如這一盞茶，
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底滋
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

朱熹在《大學》中提出「致知在格物」
的命題，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
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
即格物才能窮其理。曾經用茶講要從尋常
物上格物致知，在《答高應朝》信中言：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
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

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
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
做個怪異奇特底事看了。」
又曾以茶之物理格物致知比喻社會人生：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

吃過卻甘。茶本苦物，吃過卻甘。問：此理如何？
曰：也是一個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
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
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吝」，都是此理。
先苦後甘回味無窮是茶的物性，宋代飲茶之風盛

行，但茶的這一物性卻未必人人都能自覺體味。朱
熹信手拈來，首先能馬上喚起人們的生活體驗，接
著，朱熹從茶所蘊藏的甘與苦的辯證物性，推導開
去到社會人生「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
的辯證道理，也當較易為人們接受。
朱熹也曾經以茶人喻人喻意：「建茶如『中庸之

為德』，江茶如『伯夷叔齊』。又曰：《南軒集》
云：草茶如江澤高人，臘茶如台閣勝士。似他之
說，則俗了建茶，卻不如適間之說兩全也。」《南
軒集》的作者張栻是朱熹的好朋友，這裡所說的內
容源自張栻一首詩中的自註：「坡公貶江茶未為確
論，予謂建茶如台閣勝士，江茶之佳者如山澤高
人，各有風致，未易疵也。」將建茶譬為廟堂上才
識過人的人士，將好的江茶譬為山野裡志行高尚的
人。朱熹認為這樣譬喻「俗了建茶」。他將建茶比
為「中庸之為德」，典出《論語·雍也》：「中庸之
為德也，其至矣乎。」認為建茶之好是達到了頂

點。而江茶如「伯夷叔齊」，是
抱節守志的典範。這樣的說法才
是兩全其美。
可以說清雅幽香的茶葉，為朱

熹的生活及學問、詩情平添了一
抹靈氣，也為茶的文化發掘出些
許的哲理。

佳茗飄香

—— 朱 熹 與 茶 文：沈冬梅

風景秀麗的武夷山，境內有九曲清溪與
三十六奇峰，稱「碧水丹山 」。獨特的
地質環境及生態環境，使茶樹在這一方山
水之間蓬勃生長，品質高奇，武夷茶也名
揚天下。

粟粒芽．天家茶
早在唐代，武夷茶便有史料記載，到了
宋代更是因為它的入貢而讓其名盛一時。
清代學者董天工所著《武夷山志》中記
載：「武夷粟粒芽，採摘獻天家 」，
「山茶粟粒芽者，初春芽也，品最
貴」；在詩文史籍中，「粟粒」乃寓茶
之金貴難得。
「粟粒芽 」是指早春初萌的芽茶，其
形狀細小，以粟米之顆粒而得名。清.劉
源長輯《茶史》記述：「粟粒，出武夷溪
邊者佳。粟粒芽，東坡以為茶之極
品」。
武夷粟粒芽，元朝創建御茶園特製貢

品，明清也是茶中珍品。以其為代表的武
夷茶「冠絕中華，譽滿世界 」，清代曾
一度被歐洲人譽為《中國茶》的總稱，是
武夷茶文化的瑰寶。
武夷茶歷經千百年歲月沉澱，其中傳承

著的是武夷茶文化的深厚內涵與武夷茶工
藝的博大精深。而今國盛茶興之時，正山
堂以首創的金駿眉工藝，將武夷茶文化與
工藝傳承、發揚，融匯全國名優茶產區春
芽，研發出「金粟粒」紅茶。
「採摘金芽帶露新，焙芳封裹貢楓宸，

山靈解識君王重，山脈先回第一春。 」
正山堂金粟粒紅茶承古韻，將武夷的碧水
丹山與歷代文人墨客名家大儒的人文光

華，交相融合，熠熠生輝。不管是作為禮
茶、走親訪友還是獨自品茗都十分合適。

駿眉工藝．經典傳承
正山堂．金粟粒．紅茶凝聚了天地的靈
氣，吸納了山水的精髓，採擷雲霧的仙
韻，細嫩的身形中飽含茶之精華與獨特的
丰神韻致。融合正山堂首創之金駿眉工
藝，恪守《駿眉紅茶團體標準》，集合福
建武夷山、安徽黃山、貴州黔西南、湖南
湘西、湖北恩施等全國核心茶產區的優質
茶芽，經由資深茶師匠心臻制而成，品質
卓越，性價比佳。
此茶，條索肥壯緊結，色澤黃黑相間，
葉底紅亮，勻齊；湯色黃中透亮，泛有金
圈；花蜜香持續、悠遠；口感醇厚順滑，
茶湯中透着濃郁果香。輕啜一口，回味甘
甜、層次鮮明。正山堂．金粟粒．紅茶，
是一款品質卓越、性價比佳，讓「天
家」之茶走向民間的上品好茶。
正山堂傳承紅茶四百餘年，時刻不忘自
己的使命和責任，一代代茶人積澱的智慧
與靈感為人們做好一杯紅茶。正山堂凝聚
多方智慧，用勇氣與創新做成的筆描畫出
「金粟粒 」豐滿的骨架，勾勒出它獨特
的茶韻與口感，更用四百年專注於紅茶的
文化底蘊孵化出它的靈魂。
融進了古茶詩中的旖旎茶韻，靈動中隱

約浮現幽幽奇香，溫雅中又匯入強韌與大
氣，正山堂．金粟粒．紅茶采古博今，無
論是原料、工藝還是產品設計，「金粟
粒 」可說是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
的大美之作，品「正山堂金粟粒 」，納
山川之大成。

古時「天家茶 」走入尋常百姓家

2019年12月，以「創新與高質量發
展」為主題的2019中國企業家博鰲論壇
在海南省博鰲舉行，論壇旨在共同探尋
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交流和分享企
業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的經驗，助力新時

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茶葉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
中茶）作為指定用茶，與國內近千家重量級企業共享健康
茶飲，並攜產品亮相「翰墨文瀾 情聚博鰲」藝術雅集活
動環節，推動行業從品類走向品牌化，實現產業轉型。
此次參會，中茶為論壇提供了中茶海堤紅、中茶海堤保

國茶、中茶蝴蝶國飲中茶、中茶70年印象白茶、中茶猴
王新時代、中茶夢蝴蝶花茶、中茶70周
年手築茯磚、中茶70周年尊享大紅印、
中茶小青柑、中茶萬事如意窖藏六堡等
十餘款產品，涵蓋了紅茶、烏龍茶、白
茶、花茶、黑茶、普洱茶、六堡茶等多
種品類，獲得了與會嘉賓的一致好評。
2019年是中茶第二次參加中國企業家

博鰲論壇。2018年，中茶為論壇增添了中國茶的獨特韻
味，2019年，更是為嘉賓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在現
場，來自中茶的茶藝師為參會嘉賓詳細介紹了「國飲中
茶」品牌價值主張和發展歷程。中茶公司豐富多樣的產
品，醇厚芬芳的茶香吸引了大批與會企業家駐足品飲。在
為嘉賓帶來美好味覺體驗的同時，中茶還將優美的「中國
風」帶入會場，帶來味覺與視覺的雙重體驗，受到業內外
消費者的讚賞和肯定。著名書法家王振為中茶題寫「國飲
中茶」，表達對中茶的激勵和期許。
中茶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國是茶葉大國，茶文化和茶知

識博大精深。古往今來，人人都喝茶，但並非人人都會喝
茶，品茶是一門藝術，是一門科學，
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中茶希望通過這
次活動向公眾傳播傳統茶文化知識，
倡導健康科學的飲茶習慣，弘揚中國
茶飲文化精髓，並借助茶的載體，讓
美好生活的理念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
活的點滴之中。

中茶：從品類到品牌 引領行業轉型升級
2019中國企業家博鰲論壇

茶與健康知識幾則

芳茗齊放

中國茶道包含茶藝、茶德、茶
禮、茶理、茶情、茶學說、茶氣
功七種義理，其精神核心是
「和」。七星貢毫以茶道的七種
義理為設計元素，聚焦為一個
「和」字。產品正是將以上種種
文化集於一身，高檔漆盒裡的每
一個貢毫小罐，都是茶文化的縮影。禮盒內置一款定制的主人杯，
材質選用江西景德鎮白瓷，薄而通透，杯身金色圖案含真金，精緻
沉穩。好茶好器，和為一體，為正在靜心品茶的您增添一份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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