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專 題A27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12021年年44月月1414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

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

烏龍茶主要產區為福建、廣東以及
台灣。「中國烏龍茶的品飲經歷

了唐代的煎茶法、宋代的鬥茶、元代
的散茶、明代雅緻散茶、清代品飲體
系建立的歷程。」中國茶道表演藝術
家、 雅真海峽茶藝學校校長吳雅真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明朝朱元璋下詔
罷貢龍鳳團茶，改為貢片散茶後，泡
散茶習俗沿用至今。散茶保留了茶葉
原有的色、香、形、味，提高了品飲
的情趣。明代學者許次紓在《茶疏》
中寫下了一次出遊喝茶的情景：「備
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異室，茶罌
一，注二，銚一，小甌四，洗一，瓷
合一，銅爐一，小面一，巾副之；附
以香奩、小爐香囊、七筋以為半肩。
薄甕貯水三十斤，為半肩足矣。」此
等講究的泡飲方式即是工夫茶的雛形
了。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秋，嗜茶
的大文人袁枚遊覽武夷，他在《隨園
食單．茶酒單》中記載了當時的情
形：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
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
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
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餘
甘。一杯以後，再試一二杯，釋躁平
矜，怡情悅性。始覺龍井雖清，而味
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頗有玉
與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
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
次，而其味猶未盡。嚐盡天下名茶，
以武夷山頂所生，沖開白色者為第

一。「袁枚從所用的茶壺、茶具到飲
茶的步驟、感覺與武夷茶的特色均做
了詳細且生動的描寫，是烏龍工夫茶
品飲藝術之精華。」吳雅真介紹說。

工夫茶流程傳播中國文化
千百年來，茶從藥用到食用再到品

飲，無論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還是琴棋
書畫詩酒茶，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
裏一直都濃墨重彩的存在。但說到茶
道，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日本。中國
到底有沒有茶道？「1989年在北京民
族文化宮舉辦的茶與中國文化展示
周，以豐富多彩的方式作了很好的回
答。」國家一級品茶師、福建農林大
學教授郭雅玲說。
1989年9月，首屆茶與中國文化展

示周在北京舉行。這也是新中國成立
以來，全國第一次統一組織的茶文化
展示。展示周通過大量圖書、圖片、
字畫、茶具、聲像、實物資料、茶藝
表演等，向國際社會全面展示了我國
悠久的茶文化。也是在這場展示周
上，吳雅真首次向國際嘉賓演示了由
她挖掘整理的「閩式工夫茶」整套流
程。「這次展示周不僅回答了中國有
沒有茶道的問題，也讓世界傾聽了中
華茶文化的優美旋律。」郭雅玲說。
「歷史以來，工夫茶泡飲方式在福
建、廣東兩地民間流行，隨處可見，
但沒有形成程式化，缺乏傳播這一優
秀文化的載體。」吳雅真介紹道，在
中國製茶和評審老專家莊任（已故）

總工程師指導下，結合大學時期的考
古論文，她花了幾個月時間駐紮烏龍
茶盛行之地的閩南地區，進行田野調
查，改編、整理出版了《閩式工夫
茶》。
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茶文化

發展歷程的吳雅真說，這也是新中國
成立以來，中國烏龍茶獨特泡飲方
式——工夫茶藝演的首個程式化標準
樣板。此後，這一套工夫茶藝演流程
多次代表中國茶文化走出國門，到日
本、法國、美國等地交流。特別是近
年來，在許多國家元首級的外交場
合，中國多次用「茶敘」這一高雅、
自然的方式，傳播中國文化，其間都
有福建工夫茶的身影。「這一套工夫
茶流程，始終影響着中國大江南北的
飲茶風尚。」吳雅真說。

按照日本學
者的說法，中國
宋代茶文化奠定
了日本茶道文化
的主基調，而福
建與日本茶道的
關係深遠而綿長。在日本，官方認定的14件國寶級
瓷器文物中，有4件來自福建；日本煎茶道祖師爺隱
元禪師，在明朝時將福建福清的飲茶文化帶到了日
本，開創了日本的煎茶道。
宋代，中國朝野風行鬥茶，福建建陽一帶出產的黑

茶碗（建盞）成了當時飲茶和鬥茶的新寵。宋代鬥茶
文化通過僧人、商人傳入日本。據史料記載，浙江天
目山的禪寺把建盞名器中「油滴碗」作為供佛神器使
用，而它獨特的魅力也迷倒了到中國留學、去天目山
參禪的日本僧人，他們把許多「油滴碗」拿到日本，
並起名為「天目碗」。此後，建盞成為「書院茶道」
指定的唯一名貴茶碗，供人們鑒賞和收藏使用。日本
的一本有關中國美術的文獻《君台觀左右帳記》記
載：建盞之「曜變」，世上罕見，值萬匹絹。「油
滴」是次之，亦為重寶，值5,000匹絹。「兔毫」值
3,000匹絹。在日本官方認定的國寶級文物中，瓷器
只有14件，有8件是中國瓷器，8件中有4件是宋代
建盞，含3件曜變盞，1件油滴盞。
明清之際，中國名僧、福建福清黃檗山萬福寺住持

隱元禪師東渡日本，他帶去明代時期自己生活的福建
福清地區的飲茶方法，最終在江戶末期形成了煎茶
道。煎茶即把茶葉放入急須（茶壺），注入熱湯浸泡
而倒出飲用，與福建工夫茶泡法相似，並由此發展演
化而來，隱元禪師正是把閩茶文化的精髓傳播至日
本。1956年成立的全日本煎茶道聯盟尊隱元禪師為
始祖。日本煎茶道人士經常到福建福清「古黃檗」祖
庭取水，以示不忘祖源。2017年，日本茶道裏千家
佐佐木宗子到訪福建福清，探尋日本的茶道和茶碗與
福建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日本的茶道源於中國，中日兩國茶道都講究「和」

的精神。「一碗清茶孕育和平」，改革開放以來，中
日兩國人民以茶為紐帶交往頻繁，建立了深厚的友
情。

說起台灣烏龍茶，連戰的父親連橫在《台灣通
史》之《農業志緒言》中記載：嘉慶時（1796
年）有柯朝者，歸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於魚
桀魚坑，發育甚佳；即以茶籽二斗播之，收成亦
豐。遂互相傳植。這是台灣種植烏龍茶的開始。
郭雅玲介紹，烏龍茶源於福建，傳至台灣，按萎

凋做青程度不同，發酵程度和工藝流程的區別可分
為：輕發酵的文山型包種茶和凍頂型包種茶；重發
酵的台灣烏龍茶。台灣的烏龍茶茶樹、茶種以及泡
法都是源自福建，但在品飲方式上還是略有不同。
「台灣多了聞香杯與公道杯這兩個泡飲輔助茶
具。」郭雅玲介紹，工夫茶沖泡方法比較講究泡茶
人的手藝技法。例如泡飲流程中「關公巡城」這道
程式，將泡好的茶湯來回巡斟於茶杯，各杯茶湯濃
度均一；而「韓信點兵」這道則是將巡斟末了的茶
點滴入杯，這些技法既見功夫也十分有趣。公道杯
的出現，則起到了調勻茶湯濃度的作用。從另外一
個角度看，這些輔助茶具的出現，適合現代人的品
飲方式，有不同的文化內涵，更加便利化。「這一
道解決茶湯不均，以『韓信點兵』一詞為技法名稱
喻注茶時將最後的茶湯點滴入杯，技法技巧和趣味
性比較強，台灣的這一套就簡化了技法，不考研泡
茶的技巧。」
至於聞香的流程，是喝工夫茶非常重要的一個環

節。郭雅玲介紹，若烏龍茶掛杯香好，說明這泡茶
就好。台灣的烏龍茶清香型比較多，聞香也是必要
程序。台人沖泡烏龍茶使用聞香杯和品茗杯一對。
郭雅玲介紹，聞香杯具有專一功能，避免雜香干
擾，便於品香。
通過改編古人泡飲烏龍茶的方式也可窺見，古人

技法的精湛。「古人在科技不能到達的情況下，沒
用濾網，沒用公道杯，他們
完全通過技法泡出沒有茶渣
且湯色均勻的一杯杯茶。人
在面對困難、局限下，如何
在有限的條件下發揮最大的
技能空間，這種技法的背後
有着中華民族很深的智
慧。」郭雅玲說。

在「茶店比米店多」的

福建，許多人的一天，是從一杯

茶開始的。閩人飲茶風習由來已久。

唐代馮贄在《記事珠》中就記有「建人謂鬥

茶為茗戰」，可見閩人鬥茶習俗始於唐朝。在福建

建陽、武夷山一帶，宋元時期鬥茶蔚然成風，建茶、建

盞也在那個時期由僧人、商人等從福建傳入日本，茶道

從此在日本興盛。明末清初，福建創製了烏龍茶，因烏龍

茶具天然花果香氣和特殊的香韻，一套程序講究且獨特的沖泡

和品飲方式——工夫茶便應運而生。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福建茶人在流傳於民間

的工夫茶泡飲方式基礎上，整理改編了一套「閩式工夫茶」流程。經過40多年的演繹

與傳播，這一套工夫茶文化至今引領中國大江南北飲茶風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中國烏龍茶品種繁多，具有天
然花果香氣和特殊的香韻，香氣
與湯味變幻莫測，令茶客醉心；
烏龍茶沖泡和品飲中蘊含濃厚文
化與美學氛圍，意趣橫生。演
繹、傳播工夫茶文化已四十載的
吳雅真說，工夫茶的美學無處不
在，茶具的美、茶湯的美、圍坐
簇擁茶香親近之美、和睦之
美……明代張源在《茶錄》中
說：獨啜曰神，二客曰勝，三四
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啜』字最傳神，品茗烏龍，
小口品咂，唇觸茶湯，深吸一口
氣，喉間流味，塵俗頓清。」吳
雅真介紹說，在福建、廣東、台
灣，工夫茶的泡法有小壺泡法和
蓋甌泡法。紫砂壺具有保溫聚香
不悶味的功能，瓷質蓋甌利於分
辨香氣。品茗時先觀其色，後嗅
其香，再嚐其味，一杯苦、二杯
甜、三杯味無窮。「烏龍茶千姿
百態，哪怕是同一個山場同一款
茶同一個師傅做出來，味道都不
一樣，充滿人文氣息和生活樂趣
正是泡工夫茶的妙趣所在。」吳
雅真說。
同為工夫茶，潮汕地區與福建
地區的品飲方式卻有着同工異曲
之別。吳雅真介紹說，潮汕地區
與福建漳州詔安、雲霄等現在的
品飲方式是一樣的。有專家考
證，歷史上閩南和潮汕一帶長期
品飲武夷茶，潮汕與福建的工夫
茶一脈相承，在泡茶的主要流程
上也是大同小異，均遵循着泡工
夫茶的規程——置茶、水溫、燙
杯、時間、淋洗、沖茶、浸潤

茶、注水入壺、斟茶、聞香、品
飲。
福建工夫茶，武夷山一帶多用
紫砂壺，閩南安溪一帶則多用現
代白瓷製成的蓋杯、蓋碗。福建
泡工夫茶無論茶客幾人，每人各
一個杯子，不夠就加；潮汕工夫
茶的茶具以朱泥壺和楓溪生產的
茶杯為常見，還有潮州工藝師傅
特製的高腳紅泥火爐。有趣的
是，無論一起喝茶有多少人，標
準的潮汕工夫茶茶杯一般只設三
個，形成「品」字形。
「福建從一個工夫茶的沖泡方

法發展到多茶類泡飲方式的相
通，對全國茶肆、茶店都影響深
遠。」郭雅玲介紹說，隨着吳雅
真改編的《閩式工夫茶》品飲程
式在全國的推廣和普及，後來又
形成了紅茶、茉莉花茶、白茶等
不同茶類的茶藝，工夫茶不經意
間，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情趣和素
養。也正是因為一系列優秀茶文
化的發掘與傳播，促進了茶葉消
費，帶動了中國茶產業、茶經濟
的發展與繁榮。 吳雅真說，工
夫茶文化自然素樸、雅緻和諧，
不僅富含「和」、「孝」文化，
也凸顯「親」、「靜」精神。
「喝茶，就是拿起、放下，人生
也是如此。喝工夫茶，讓人沉
穩、和睦、圓融。」吳雅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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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雅真見證了改革開放吳雅真見證了改革開放4040年來中國茶文化的發展歷程年來中國茶文化的發展歷程。。

●●潮汕工夫茶茶杯一般只設三潮汕工夫茶茶杯一般只設三
個個，，形成形成「「品品」」字形字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灣種植烏龍茶源於福台灣種植烏龍茶源於福
建建，，圖為茶農在阿里山手圖為茶農在阿里山手
工採摘春茶工採摘春茶。。 新華社新華社

●●日本煎茶與福日本煎茶與福
建工夫茶泡法相建工夫茶泡法相
似似。。 中新社中新社

●●吳雅真為學生們展示吳雅真為學生們展示「「閩式工夫閩式工夫
茶茶」」流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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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雅玲認為郭雅玲認為，，聞聞
香流程是喝工夫茶香流程是喝工夫茶
非常重要的一環非常重要的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