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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哥想托我买点六安茶。
山里茶农告诉我，春茶下来要到清明后。今

年天干，春茶下来较往年迟些。想着想着，连带
想起许多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七字以内是日光之下无
新事的生活庸常。想来，只有茶兼顾了物质所需
与精神诗意。每年清明前后入山买茶，算是颇有
诗意的事情。

巍巍大别山，五百里茶谷，号称“大别于天
下诸山”，所产的瓜片、黄芽、翠眉、兰花、银毫

“五朵金花”，也香溢江淮之间，大别于天下名
茶。六安瓜片，是中国十大名茶中唯一无芽无梗
的片茶，色泽宝绿，叶片微卷，状如瓜子，辨识度
极高。明季的诗坛，清小说中的大观园，新四军
的抗日烽火，都曾氤氲过它的香气。

我当然也喝最六安的瓜片，它的优点是汤
色明亮带有栗香，而且比较耐泡耐喝。入山买
茶，我也喜欢买带芽带梗的小茶，价格不高滋味
也不差，当家喝更划算。如果是霍山黄芽，滋味
就要淡点。透明的玻璃杯中，微黄的茶汤里，簇
簇含苞的黄芽，真是好看极了！毛坦厂中学附近
的华山银毫，据说每500克有17万个芽蕊，创过
吉尼斯之最。全国著名将军县金寨，三国名将周
瑜故里舒城，这两个金戈气十足的地方，出产的
茶，偏偏一个叫翠眉，一个叫兰花，叶带眉妩，蕙
质兰心，女儿气明显，想想就好玩。也许水与火
中诞生的茶类，更懂得刚柔相济的道理吧。毕竟
舒城“九一六”茶园的兰花，也曾得到过毛主席
的指点呢。

清明之后谷雨之前，群山纠结雾气缭绕，抛
开诸事找个周末，和聊得来的人，说着无关紧要
的话，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一起入山买茶
去。
入山的路是曲折的，由大路转入小路，由羊

肠小道转上山路十八弯。有时，你看见河流伸出
她的双手，远远地就在欢迎你。河流的两岸，站
满了绿色的树木，那些满眼葱茏的树木，像是一
群群峨冠博服的木头人，也在欢迎你进山，立在
那里对你拱手作揖。这个时候，你觉得春天一定
是个漆匠，一个只会油刷绿色的漆匠，所有地方
都被他刷成了绿色。空气湿润，似乎可以拧出水
来，路上每个自由呼吸的人，都是一尾自由的
鱼。你路过春山时，觉得春山会爬上你的眉毛，
最后变成了你眉上的一点苍翠。有一朵云，飘过
山谷里野生的樱树，那棵野樱穿着浅淡衣裳，孤
零零站在那里。桃花含羞，柳树含烟，你忍不住
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这庸庸碌碌的一辈子，
和这些树、这些花有什么区别？路边有潺潺溪水，
随山势一路蜿蜒，你这个时候想唱歌，想写诗，想
仔细看周遭的一路风景，又想赶紧入山去喝一年
中最好的茶。唉，进山买茶，山路萦纡，群峰如烟，
青竹幽篁，佳木葱茏，真有点望峰息心的味道。
那年，拜访一位皖北教授，老师说请我喝

茶，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站在那里惊诧莫
名，不知道白开水何以名之曰“茶”。那年，朋友
家看见一条幅，上面写着“淡泊是茶”四字。条幅
惜乎未经装裱，穿堂风撕扯，蛛网尘迹侵蚀，纵
横墨迹已有点漫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喜欢

这条幅。
那些年，哪怕是冬夜，我总喜欢守在厨房，

等着烧开水。有了鲜开水，一杯香茗就是冬天里
最早的春天。朋友来了，简简单单一杯茶，坐下
来，谈谈现在，说说过往，无所不至。茶叙，是生
活的仪式感，是最“有意味的形式”。

有一年，给孩子们上作文课，我带大家观察
泡茶过程，现场泡了一杯瓜片。茶香四溢中，我
说我们给泡茶过程起个好题目吧，一个学生突
然站起来说，“老师，我的题目就叫《泡一杯春
天》”。我惊呆了，泡一杯春天，这个题目可真好！
如今，这个学生已成了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他
一定没有忘记这件事，没有忘记春天的诗意。

那年春，因为疫情我们困守家中错过入山
买茶好时节。今年春天铺天盖地涌过来时，我可
不能再错失良机了。

岁月如歌将进酒，人生有味将饮茶。走，泡
一杯春天，我们一起入山买茶去。

灵秀山川育嘉木，最喜梢头初绽芽。安徽，这
片钟灵毓秀之地，自古以来便与茶有着深厚的渊
源。不说“祁红屯绿”、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
片与霍山黄芽这些名胜于外的名茶，敬亭绿雪、涌
溪火青、西涧春雪、休宁松萝、黄山云雾等好茶也
是久负盛名，其极品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
然谈及兰花茶，莫说外省之人，即便是安徽本

地人，亦大多知之不详。但倘若细究起来，却又似
故人重逢，恍然大悟。安徽植茶历史源远流长，可
追溯至秦汉时期。陆羽《茶经》所载的“舒州、宣州、
寿州和歙州”，正是如今安徽境内的舒城(涵盖六安
多地)、宣城、淮南(寿春、淮南道)以及歙县(包含屯
溪、休宁、祁门一带)，这些地区皆是当时茶叶的盛
产地。
至宋朝，安徽在全国13个“榷山场”中独占5

席，包括麻步场(金寨麻埠一带)、霍山场、开顺场
(即梅山开顺一带)、王同场、罗源场(安庆岳西一
带)，全面掌管茶叶的生产与专卖事务。据沈括《梦
溪笔谈》记载，嘉祐六年(1061年)，舒州罗源场收购
茶叶达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售卖获利一万四
百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文，可见当时安徽茶业之
兴盛，且有史可依，有据可查。

明清两朝，朝廷于安徽设立茶卡，并派遣巡检
司加以保护，每年精心挑选优质茶叶进贡宫廷。彼
时，安徽多地所产茶叶畅销于京、津、鲁、冀、晋以
及内蒙等地，茶香飘远，声名远播。清末民初，安徽
茶厘分设南北两局，南局位于皖南徽州的屯溪，北
局则设于麻埠镇。虽古麻埠镇后因响洪甸水库的
修建而沉入水底，但其种茶制茶的传统却在舒城
等地得以延续传承，并不断发展壮大。

兰花茶，虽非茶中名贵之品，却分布广泛。其
地域横跨皖江、淮水之间，散落于皖山皖水的各个
角落。既有传承有序的大厂精心制作，亦有农家自
采自炒的质朴风味，可谓家家皆有，户户皆饮，是
寻常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香。

兰花茶形态优美，芽叶相连，宛如兰草，色泽
翠绿鲜亮，毫锋隐现。冲泡之际，恰似兰花绽放，芽
叶亭亭玉立于杯中，独特的兰花香袅袅升腾，俗称

“热气上冒一支香”；汤色碧绿澄澈，滋味浓郁醇
厚，回甘悠长，叶底完整成朵，呈嫩黄绿色，赏心悦
目。

其茶名由来众说纷纭：一说芽叶于枝上相连，
形似兰花草；一说采制之时正值山中兰花盛开，茶

叶吸附了兰花的清幽香
气，故而得名。兰花茶虽分
布广泛，但其采摘与制作
工艺却大致相同。外形条
索细卷微弯，芽叶成朵，色

泽翠绿匀润，毫锋毕露；内质香气清幽如兰，鲜爽
持久，滋味甘醇爽口，汤色嫩绿明亮，叶底匀整，呈
黄绿色，尽显绿茶之清新雅致。

兰花茶并非新创茶种，属绿茶类，当季采摘，
经炒青工艺制成。其创制约于明末清初，产区集中
于长江至淮河流域，其中舒城、庐江、桐城、岳西等
地所产较为知名，多以地名命名，如巢湖兰花、舒
城小兰花、桐城小(兰)花、岳西翠兰等。庐江、舒城
产量颇丰，品质上乘，尤以巢湖兰花、舒城小兰花
最为闻名遐迩。

1958年9月16日，毛主席亲临舒城，舒茶小镇
以茶待客，“舒城小兰花”由此声名远扬，品质亦备
受认可。在舒城，白桑园、磨子园所产兰花茶声名
卓著，小麦岭、古吉寨、天子寨、滴水岩等地的兰花
茶亦颇具口碑。舒城与庐江交界处的沟儿口、果树
一带所产兰花茶同样久负盛名。安庆桐城的龙眠
山所产桐城小(兰)花，品质优良，风格独特，但其制
作方法与品质特点与其他兰花茶大同小异。

兰花茶的采摘标准依据等级而异，特级鲜叶
以一芽一叶为主；小兰花多为一芽两、三叶；大兰
花则是一芽四、五叶。清明前采摘的茶叶品质最
佳，谷雨前次之，而后时节采摘者品质相对寻常。
其手工制作分为杀青与烘焙两道工序，杀青由生
锅、熟锅相连操作，熟锅兼负炒揉塑形之责。烘焙
又细分为初烘、复烘、足烘。如今，多采用机制生
产，工序较手工制作增加了揉捻环节，品质却不相
上下。
关于“舒城小兰花茶”的起源，茶学专家陈椽

教授在《安徽茶经》中写道：“传说在清朝以前，当
地士、绅阶层极为讲究兰花茶生产”，其主编的《中
国名茶研究选集》和《制茶学》中亦阐明，舒城小兰
花茶与碧螺春、太平猴魁、涌溪火青、六
安瓜片、铁观音等名茶均创制于清朝。这
些文字记载，虽源于口头传说，却也充分
印证了当地茶叶采制历史的悠久传承。
在当地，兰花茶的命名还流传着一

些传说：一则是清朝年间，舒城白桑园有
一位名叫兰花的姑娘，心灵手巧，炒制的
茶叶香气四溢，形状似兰，深受山东茶商
喜爱，高价包收。兰花姑娘日夜劳作，不
幸劳累过度离世，乡亲们为纪念她，便将
此茶命名为兰花茶；另一则是清朝末年，
舒城磨子园黄家湾茶农沈兴余制茶技艺

精湛，所制茶叶兰香浓郁，深得桐城茶行老板郑国
英赞赏，称其茶形若大麦苞，香如兰草花，兰花茶
之名由此传开。实则，兰花姑娘的传说或有附会之
嫌，而“外形芽叶相连似整朵兰花，内质具有幽雅
的兰花香”才是兰花茶得名的真正缘由。

“舒城小兰花”堪称兰花茶之典范，巢湖兰花、
桐城小(兰)花、岳西翠兰亦是茶中珍品。此外，诸如
知青农场、农家茶场和林场采摘炒制的兰花茶，外
形与汤色亦颇为相似，皆汤色清亮微黄，头香馥
郁，然冲泡至三四遍后，茶叶便形散汤淡味寡。

老家所在的雷池古邑，土壤多为红壤，亦产茶
叶。与隔壁太湖县接壤处，有一座海拔四五百米的
丘陵，乃大别山余脉，名为香茗山，相传因盛产香
茶而得名，只是茶叶产量有限，名气不大。犹记读
初中时，学校门口有一片茶园，每逢春日晴好，学
校便安排劳动课，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去采茶。
待食堂用平日炒菜的大锅炒制茶叶时，校园里便
弥漫着阵阵茶香，晚自习时的茶桶中亦飘散着茶
叶的芬芳，这般记忆至今仍清晰如昨，仿若采茶后
留在掌心的茶渍，难以磨灭。

“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盏清茗酬知音”。喝茶，
乃国人之雅好，朝朝暮暮，难以割舍。安徽人饮茶
更是寻常之事，有俗语云：“出门捧个茶杯，不是江
西就是安徽”，虽略带调侃，却也贴切形象。茶道之
兴盛，与读书之风的昌盛息息相关。兰花茶的产
地，多为文化传承之地，且不论徽州商人富而后兴
的读书教育之风，单以“桐城文派”为代表的皖地
文人，于读书之余烹茶品茗，尽显风雅之姿。更有
以茶入诗，吟诗作赋以品茶论茶者，为茶注入了灵
魂与诗意，增添了人文情趣与家国情怀。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
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一片小小的春茶，吸纳
天地之灵气，经繁复工序锤炼而成，又于杯中化为
香茗，润泽身心，慰藉灵魂。任世事沧桑变幻，一壶
热茶，温暖了无数寒窗苦读的日夜，慰藉了千里奔
波的辛劳，成为人间岁月里的一抹温情与慰藉。

大化坪之所以出名，除了青枫岭草坪、狮子
峰、九龙潭之外，还有出自金鸡凼的金鸡种黄
芽。20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穷学生，来过大化
坪，只因囊中羞涩，来去匆匆，未能达成心愿而
一直心存遗憾。这次来了，便决计要去寻访一
番。
好在“十一”小长假，是完全放松的自由状

态，既不用与朋友小聚，也不用学习那乏味的公
文，真是走饿了回来吃，玩累了上床休息。不管
什么时候回来，只要不叫停，餐厅里准给留着饭
菜，而且都是四菜一汤的标准餐。住的也是家庭
标间，躲进小楼，房门一关，便是二人世界，没人
干扰，也无噪音，爱睡多久睡多久。这天上午，游
完了清风岭草坪，觉得尚有劲，便想着要到金鸡
凼去走一遭。

我们要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随意说大化
坪天气够闷热的了，要是有个清凉的地方就好
了。出租司机是个机灵小伙，立马接口说，“您别
说，这地方还真有。这样吧，您出100元，我带您
去玩几个地方，先到狮子峰，这个地方有几处特
别的风景，一处当地叫老牛撒尿，一年四季流水
不断。然后到九龙潭，一个个潭池像蓝色宝石串
联期间，那真是个清凉不过的地方，等你们都感
到身心舒畅了，最后拉你们到金鸡凼去，洗一把
老井的清凉泉水，品一杯茶农家里的今年上市
的黄芽，怎么样？”
我觉得值，走那么多的地方才开口要100

元，立马成交！
司机挺讲信用，一路又兼起了导游，滔滔不

绝地向我们讲解沿途风光。不过在我心中，始终
还是向往着饮誉中外的黄芽茶。

小车沿着九溪十八涧的山路一直向上爬
行，绕过了九曲十八弯，来到了山顶。停在一个
古井旁，司机说：“这就是当年的龙井，当年汉武
帝也曾在这里取水泡过茶。”

这时便有一中年妇女拿着个提桶过来，井
绳一抖，说：“我先打一桶井水给你们洗一下，一
可以清凉润心，二则洗去暑气，纳入吉运，让你
官运亨通财源广进，万事如意！”

真这么灵验？我们也就当游戏一样照做了，
果然那水清洌冰凉，令人心舒神畅。然后由妇女
引路来到她的家里。妇女就在桌面的簸箕上抓

了一把茶叶，给我们每人泡上一杯新茶。那茶叶
在开水的冲击下，翻滚了一回，静了下来，只见
它们一片片像听了口令一样竖立了起来，有几
片还在轻轻地舞动着身姿，跳起了芭蕾舞，我不
由赞叹：果然好茶！

这家的客厅里，正墙是一片绿油油的茶山，
让人如坐在绿色的茶垄上，再端起那冒着香气
的茶杯，小嗫了一口，清香扑鼻，妙不可言。这当
儿，妇女也说了许多的故事，在古时候，黄芽被
誉为“仙芽”，起源于唐朝，在明代被列为贡品，
清朝时被列为皇家御用品，曾被文成公主带入
西藏等。还说了，她们世代茶农，家里现有茶园
三亩多，全家以种茶为业，自种自采自制自销，
靠国家好政策，现在不但建了新楼房，还买了
车，并供着两个儿女读大学呢。

说着，妇女摆出了几托新茶，一式的直片绿
色，价格不等。问我们是否带几包回去送朋友？
我想想也没有什么朋友好送，心里隐隐觉得进
来饮茶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想着这茶虽好喝，但
价格也不低。我带着歉意说：“我没朋友可送，就
不带了。”掏出100元递上，说是我们交点茶水
费吧。

妇女却说：“我们是文明户，不收茶水费的。
那就给你装上一袋茶叶拿回去品尝并宣传吧。”

我说也好，人家这么盛情，又是给你打老井
水，又是泡茶，怎么说也应该有所表示吧。

到底是文明户，不像传说中的坑人宰人。

1976年底，我被抽调参加中共合
肥市委组织的“农村‘党的社会主义基
本路线教育’宣传队”，进驻长丰夏店
公社社直机关。年后队领导指派我和

“知青农场”的下方知青小戴一同去霍
山东风机械厂“外调”。

在去霍山的客车上小戴说他的外
公家在离霍山不远的落儿岭，他想去
看看，我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外调的事办得很顺利，在厂招待
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就去外公家。
落儿岭在霍山西边，离霍山有十几公
里的路程，我们走得迟，到落儿岭时已
近中午。

离落儿岭老街不远就是五桂峡。
一条河三次横流在峡谷中。两岸山崖
陡峭，峡底岩石突兀裸露，形态各异。
谷底溪水穿石清流潺潺，两岸陡峭的
山崖如刀削斧劈。

我们沿着谷底一路向北走了半个
小时，老天突然下起了小雨。前方不远
山坡下有一块冲地，那里有一个村庄，
我们顶着挎包向那跑去。到村口看到
一排三间草屋，屋前有一棵大樟树。这
樟树看来有些年头了，树干就有水桶
粗细，高两丈有余，裸露的根部向周围一点点扩
展延伸着，黑褐色树皮龟裂出一道道深深的皱
纹。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经年，依旧枝繁叶茂，树
冠遮阴足有三四间房子大。

来到樟树下，就见对面民居的大门虚掩着。
小戴敲敲门，无人应答，便小心地慢慢推门，

“吱——— ”的一声门半开，屋里依旧没有动静，倒
是身后转来了一声脆脆的声音：谁呀？我回过脸
看到，一位美貌端庄的妇人往这边走来。

我说：我们到这里躲躲雨。她伸手推开门
说：进来吧。她从堂屋的大桌下抽出一条板凳
说：你坐下歇歇，我去叫我家那位回来陪你们，
说着就向外走去。

我连忙起身说：你把大门锁起来我在外面
等。不要不要，大门关上鸡子进不来。她说话时
的眼神很清澈，没有一丝戒心。

片刻功夫，女子领着一位大哥回来了。男人

一到家放下农具对妇人说：烧水给他
们泡茶，等雨停了再走。

妇人出门拎回一桶水倒进大锅，
坐到锅门口架火烧水。水开了妇人在
两个碗里各放了一小撮茶叶冲上水：
不好意思，新茶还未到时间，这是老
茶，真正的黄芽。
我端过茶碗，就见微微展开的茶

叶条干匀齐，一朵一朵紧挨着慢慢蠕
动着，嫩嫩的叶、绿绿的汁，清澈之
下，芽尖上的纤毫清晰可辨。那芽尖
如雀舌，欲语还休，灵巧，羞涩。
大哥笑着说，尝一尝，看看味道怎

样？我端起碗对着盈盈袅袅的水汽之
间，深深吸了一口气，一股清香从鼻
口而入，直达心扉。抿一口，味醇而
鲜，浓而厚、香而久，脱口而出一个
字：好！跟着又说两个字：好茶！
男子一脸骄傲地说：神州辽阔，

茶叶品种之多不胜枚举，就算我们这
儿的霍山黄芽最好。霍山黄芽自唐代
就是贡品名茶，明朝为极品茶，到清
朝更是当仁不让的朝廷贡品了。你看
这茶，哪个不是两刀一枪。可惜前些
年学大寨，把茶树毁了改种小麦，现

在这茶很难见了。其实我们山里不适合种小
麦，辛辛苦苦整的田，山洪来了泥石俱下，又
得重头再来。这是我家自留地里栽的几十棵茶
树，每年采一点茶留作自己喝。

我端着茶碗看见碗内雀舌婉转，碗外的我
们仿佛置身于浓浓的情意之中，我们是为躲雨
在这儿偶遇，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一是山民们善
良好客，二是我们幸运。大哥知道我们的意思后
憨笑着说，有客来家，无论远近，皆情浓于表，再
过月余你们来我用新茶招待你们……

雨停了，我们谢过哥嫂，继续前行。山林里
炊烟袅袅，有小桥、流水、人家，恍若到了清幽静
谧的桃花源。放眼远望，云飘渺，雾朦胧。青山罩
着淡淡的黛，苍劲的杉树、竹林也是隐隐的。游
走在这幽深的峡谷中，那古朴犹存的沧桑，和淡
淡的沁香、浓浓的墨韵，在我心中碰撞岀深深的
震撼。

金寨茶山即景二首
时逢初夏好光阴，茶树棵棵气象新。
女子悄然伸手处，顿觉唇齿遍生津。

友看旭日映仙葩，采摘姑娘倩影斜。
带露叶尖随巧手，竟成瓜片早春茶。

与诸友品雨前瓜片二首
晨起烹茶饮彩霞，黄昏拄杖点秋花。
童心白发新来客，脚踏斜阳四海家。

雨前瓜片举银枪，肥瘦相宜闪宝光。
泉水催她筋骨活，芳香四溢笑盈堂。

晨起饮茶即景纪事
花窗飞鸟至，日又驭青鸾。
听鹊歌清韵，烹茶御峭寒。
新香盈掌上，秀色入云端。
急拥壶中物，呼朋醉一番。

初夏饮六安瓜片感怀
叶香叶嫩好年华，晨起泥炉煮绿芽。
竹下忘言人独立，蛙声适意日西斜。
回肠荡气三杯醉，提笔拼诗百韵查。
春水春花歌扇月，无忧无虑任生涯。

六 安 茶
周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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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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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且将将新新火火试试兰兰香香
望江楠

霍霍山山黄黄芽芽

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 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卢卢 瑞瑞

云云雾雾落落儿儿岭岭

茶茶乡乡小小镇镇大大化化坪坪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