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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再现
“抢购”现象

今年安溪铁观音产量基本与去年
持平，品质依然稳定，价格大幅提升。
熟悉安溪茶产业的观察人士苏先生介
绍，今年安溪铁观音虽然受疫情影响，
整体上客商流入与往年同期相比有所
减少，但是例如祥华等部分地区，客商
云集，一度造成交通拥挤现象，这是最
近几年比较少见的。

“10月 4日开始，连续五六天，每天
都会堵车。”好茶村茗茶陈宁泉介绍，其
所在的“旧寨村”进村的道路有 7.5 米
宽，大量的铁观音采购商涌入收茶才造
成交通拥堵。“这说明安溪铁观音再次
得到市场的认可。”陈宁泉介绍，今年其
所产的茶叶产量因天气原因减产 10%
左右，但毛茶的销售价提升了 30%以
上，每斤毛茶可以卖到 300~1000 元。

“还有 28棵百年老枞铁观音，大家都抢
着要，没办法只能一家分一点品尝。”

品质、关注度双提升
“我感觉今年安溪铁观音的热度明

显提升了。”在福鼎从事茶叶销售的吴
先生介绍，“我今年朋友圈里做茶的朋
友，很多都在发安溪铁观音的内容，关
注量增加了10%以上。”

福州苏氏名茶负责人苏龙海介绍，
自己是做安溪铁观音出身的，有很多老
顾客常年采购安溪铁观音。他说，“我
发现有一些后来不怎么喝铁观音的客
户，现在又开始采购铁观音了。他们认
为安溪铁观音最近几年的品质、卫生把
控都做得很用心，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基本上一两千就能买到一斤很优质的
茶叶了。”

今年“又是一波好行情”，说起今年
的安溪铁观音品质，福州正清心茶业负
责人陈清标难掩激动的心情，“说实话，
我自己好几年没喝到这么好的铁观音
了。”他介绍，在感德槐植，因为秋茶品
质的大幅度提升，茶农也相应受益，“毛
茶一斤卖到千把块钱的随处可见。”

擦亮“安溪铁观音”招牌
今年安溪秋茶采制受疫情影响较

大，为做好秋茶产销工作，安溪县委、县
政府心系茶农，主动作为，9 月 29 日举
办了秋茶产销对接大会，线上线下合计
订购量达5199吨。

据了解，近年来安溪生产的茶叶在
接受农业部门组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抽检中，合格率均达 100%，茶叶出口连
续14年通过输入国官方检测。

茶叶是安溪传统特色产业，也是最
重要的民生产业，要不断做优茶品质，
做强茶品牌，做大茶产业；要坚持生态
种植，严格落实好“两留两禁”，采取各
项措施提升茶叶品质。安溪县代县长
刘永强 10月 9日带队调研安溪秋茶产
销时表示，要更加重视传统制茶工艺，
弘扬“工匠”精神，进一步擦亮“安溪铁
观音”这块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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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漳平水仙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兴裕做的茶让很
多专业茶人感到非常惊艳，香气、滋味俱
佳。但聊到制作工艺和制作过程时，他并
没有什么“玄乎”的说法，反倒是认为做茶
并不难，关键是要理解原理，对本质解剖得
非常透彻。

比如聊到为什么要用木炭来焙火时，
他说，因为木炭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和茶
叶内的芳香物质结合后，容易形成“兰花
香”或“桂花香”。理解了不同茶叶香型的
形成原理后，甚至从做青开始，就可以计
划，茶叶要做成兰花香或者是桂花香。

还有聊到手工摇青和机械摇青、自然
萎凋和空调萎凋的区别时，他与很多老茶
人强调的“手工制作”理念不同。他认为，
如果机器能实现的目标，为什么一定要人
做呢？关键是要认清，我们使用这个机器
的目的是什么、原理是什么，了解透彻后，

“机器茶”并不会比“手工茶”品质低，相反
可能品质更稳定。

张兴裕的制茶理念和态度与他的教育
背景密不可分，作为1952年生人，他有高中
学历并做过多年的化学教师。“我一直跟我
的学徒说，你们要多学点文化，透过现象看
本质，才能真的做好茶。”

眼下正是安溪铁观音秋
茶上市时间，今年受疫情影
响，到访安溪的客商数量有
所减少，但通过网络渠道销
售、预订的数量却增加了。
多位茶企负责人表示，今年
秋季的安溪铁观音市场关注
度更高了，主要得益于安溪
铁观音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品
质和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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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海都观茶员走访了省内多个茶叶主产区，在
与当地多位老茶人交流后，有 3 位老茶人令人印象深
刻。他们分别是：漳平水仙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兴裕、福鼎“新工艺”白茶创作者王奕
森、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梅相靖。

茶业发展要传承技艺，更要传承精神

老一辈茶人就是这个范

1931 年出生的王奕森老先生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谈起
“新工艺”白茶的诞生背景，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分不开。

王奕森老先生不仅是“新工艺”白茶的创始人，还是福鼎白
琳工夫红茶的非遗传承人。此外，他还有研发茉莉花茶箱窨技
术、改进绿茶杀青工艺等贡献。这些经历，每一段都是由使命
驱动——上级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

1952年，22岁的王奕森从福州被派往福鼎国营白琳红茶初
制厂参与生产管理，所产的白琳工夫还曾作为“苏联礼宾茶”使
用。1962年左右，全国茶叶从主要做红茶转型为主要做绿茶。
而当时白琳茶厂接到的使命是做白茶，出口赚外汇。

“怎么做？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王奕森回忆，当时福鼎本地
人做白茶主要是家庭作坊式的小量生产银针。想要出口就要考
虑量产和中低档原料的利用，但要怎么做、做成什么样子大家心
里都没底。

“边试验、边生产、边研究”，这是王老得到的回复。带着使
命感王老开启了一段敢为人先的摸索过程。为了提高产能把
小作坊式的日光萎凋改造为室内热风萎凋，为了提升茶汤的口
感还融合了其他多个茶类的工艺。

工艺只是手段，品质才是根本。1968年“新工艺”白茶的标
准正式形成，后来福鼎白茶在东南亚地区的风靡与王老的工艺
创新密不可分。之后在香港一个展会上才了解到，福鼎白茶之
所以畅销海外是因为滋味浓度相比其他白茶更高，一泡顶别人
三泡。

1989年“新工艺”白茶被正式编入白茶类，收入高等教育教
材。该项成果在1990年荣获国际博览会金奖，为福鼎的白茶事
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福鼎白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福鼎白茶目前唯一的国家级传
承人，梅相靖老先生身上没有任何架子，
任何人去请教他关于白茶的制作、历史，
他都会娓娓道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拜访梅老先生时，他早早就在新家门
口等候。与2013年首次拜访他时一样，他
亲切、详细地解答我们所有的问题。作为
福鼎白茶的一张名片，最近几年每天拜访
梅老先生的人络绎不绝，而他也总是热情
地接待来宾，一遍一遍地演示、介绍白茶
的制作工艺和流程。

从白茶的晾青、萎凋、到烘焙，梅老都
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一遍，甚至把一些细节
要领也告诉我们。比如制作过程中不要
沾染铁器以免沾染异味，最好是“北风天”
的时候晒茶，早晨晒茶不能太早不然会沾
染海雾有咸味，晚上收青不能太迟不然沾
染露水会对茶叶的色泽产生影响。

这些内容，他可能每天都需要对不同客
人重复一遍。但他并没有一点不耐烦，相反
他笑着告诉我们，福鼎白茶在市场上畅销
了，对老百姓而言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茶农摘一斤茶青（鲜叶）就能卖几十元上百
元，大家的收入都提高了。”梅老表示，如果
他能让大家对福鼎白茶多一分了解和喜爱，
那么他多讲一遍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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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生态茶园（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