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老
外
讲
故
事
﹄
访
秘
境
探
香
茶

“沪苏浙皖”
微信公众号

主编  范 洁 本版编辑 黄佳琪 视觉设计 邵晓艳

7

    年 月  日 星期二

“松阳从1800多年前就开始
种植茶叶了！群山环绕中，保留着
不少原汁原味的村落，美丽又神
秘，真是个出好茶的地方。”漫步于
中国最大的骑行茶园大木山茶园，
茶田春色尽收眼底，上海市“白玉
兰荣誉奖”获得者、来自韩国的中
医专家洪原淑（WonsookHong）
有感而发。

4月27日—29日，“老外讲故
事 ·相约松阳茶”主题活动举行，
活动由浙江丽水市松阳县、新民
晚报社共同开展，来自美国、墨西
哥、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的6位
国际友人走进松阳，通过采茶叶、
炒香茶、学茶道、观茶艺、尝茶宴、
逛茶市，感受松古茶乡、古村秘境
的生态发展，“沉浸式”体验“松阳
茶香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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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境香茶
“茶在中医理论里有着清热解毒的功效，能

来松阳了解中国茶文化，我感到很兴奋。”作为

首批通过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认证的外籍医师，

洪原淑已在中国生活了31年，目前任上海合川

莱茵中医医院消化内科特聘专家。上世纪80

年代起，她的家人就从事韩国传统茶的茶礼茶

道，耳濡目染下，茶也是她最喜爱的饮品，“我对

茶情有独钟”。

丽水市松阳县，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为“最

后的江南秘境”，也是“古典中国的县城标本”。

八山一水一分田，山清水秀、云雾缭绕的气候生

态环境非常适宜茶叶生长。松阳茶叶久负盛

名，起源于三国，在唐代就已成为贡品，1929年

还在首届西湖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目前全县

共有10万人从事茶产业，茶园面积15.32万亩，

良种茶面积居浙江省首位。

“我做过‘功课’，松阳茶有个‘四五六’，

40%人口从事茶产业、50%农民收入来自茶产

业、60%农业产值来源于茶产业。”在卯山有机

茶园，洪原淑和外国朋友们戴上草帽、背起茶

篓，体验茶叶采摘。目前，全县2023年茶叶产

量1.96万吨，产值21.60亿元，茶叶全产业链产

值超140亿元。“松阳银猴”和“松阳香茶”是县

内两大区域公用品牌，给洪原淑留下了深刻印

象：“松阳银猴的茶叶像猴子爪子一样，毛茸茸

的，非常有特色。松阳香茶有一股清新独特的

香味，我已经买啦，要把松阳茶带给我的家人和

朋友。”

制茶焕新
走进松阳明清古街，茶叶炒制的悠扬香气

从松阳银猴传习馆飘来。上海西井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印度小伙普拉提克

（PratikEdavi）正和制茶师一起体验制茶，这项

独特技艺要用双手在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铁

锅内翻炒茶叶：“原来我们喝的中国茶是通过这

样的方式制作的。”

杀青、揉捻、烘干、定型，普拉提克跟着制茶

师学习了制作“松阳银猴”的主要技艺。从新鲜

嫩芽到蜷曲叶片，“松阳银猴”的烘焙工艺复杂

而精细，手工制作的“松阳银猴”更是成为供不

应求的名茶之一。

松阳银猴传习馆，是第一家“松阳银猴”集

成店，集加工、展示、销售为一体，帮助“松阳银

猴”这项非遗业态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是一

家独具韵味的文化驿站。除了手工制茶外，如

今的“松阳银猴”，乃至松阳茶产业，也融入浓浓

的科技元素，有了严格的工业化生产标准。

走在茶园田埂，随处可见水肥一体化灌溉系

统、物联网数据监控系统等设备的运用，这些“茶

科技”正成为激活松阳茶山的“新密码”。“从茶树

的育种到种植，从茶叶的筛选到加工包装，松阳

通过5G、物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让茶产业

加速升级转型，变得更具规模。”普拉提克说。

产地直播
上午7时，位于松阳的浙南茶叶市场人声

鼎沸，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市场，也是中

国绿茶指数发布地。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

得 者 、来 自 美 国 的 演 员 斯 蒂 文（Steven

Weathers）兴致勃勃，俯身选茶、现场砍价、直播

卖茶，除了感受到茶叶的芬芳，市场里热气腾腾

的交易氛围让他来了一场“沉浸式体验”。

除了担任演员，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

文频道（CGTN）、上海广播电视台参与主持工作

以外，斯蒂文还是一名推广中国农产品的资深

“买手”。“中国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找到农产

品的源头产地，我相信就能找到最正宗的产

品。我会通过直播平台推介，还会货比三家选

择，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叫我‘淘宝King’。”

作为松阳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松阳茶

成了斯蒂文挖掘到的“新品”。“听介绍说，每年

3月，松阳超过15万亩茶园陆续进入采摘期，这

些‘茶青’被连夜加工成干茶后，第二天一早就

会运到这里售卖。”在浙南茶叶市场的交易大厅

里，他还和茶商杨益宏分享了不少有关挑选茶

叶的“淘宝经”，并相约着下次相见，一起“直播

带货”。

浙南茶叶市场占地面积达6.93万平方米，

拥有营业商铺300余间，交易摊位上万个，并将

进一步扩容升级。每年春天，近万名南来北往

的茶商奔赴松阳采购春茶，平均每天都有近

100吨茶叶销往全国各地，辐射带动浙江及全

国主要产茶地福建、湖北、江西、安徽、湖南、四

川、贵州等省市1000余万亩茶园。

“中国茶，已成为一种世界共通的语言。来

到松阳，我不仅认识了新的茶商朋友，也找到了

中国茶叶的一个优质产地。”在这个热闹的“中国

绿茶第一市”，斯蒂文对中国茶叶有了新的认知。

中式优雅
“倒茶就像倒红酒一样，需要一点点轻柔地

倒入杯中，这是中国茶道中很精致的小细节。”身

着传统汉服、盘起金色卷发，法国博主爱黎

（AliceRoche）在松阳体验了一回中国茶道，也

对中国茶文化有了更多了解，“在中国，茶道不仅

仅是喝茶，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

作为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爱黎用法语翻

唱过很多经典的中国歌曲，也因此走红网络，在

“抖音”上收获超过360万的点赞量和30万的粉

丝数。在翻唱过的中国歌曲里，爱黎对节奏舒

缓、韵味悠扬的中国传统歌曲尤为钟爱。“这些

歌听完后让人身心放松，这也是我在体验中国

茶道时的感受。”

随着茶艺师的讲解，爱黎手持茶壶，轻盈舞

动着每一件茶具，散发着颇具中式风韵的优雅，

“我感到平静而享受，体验茶道的过程让我感受

到了中国文化中的禅意，这是中国文化里一种非

常美丽的艺术形式。”在爱黎手中冲泡出的“松阳

银猴”，香气中似乎也弥漫着一丝温柔的气息。

茶香还未飘散，爱黎已经继续穿着汉服，逛

起了明清古街。她一边欣赏原汁原味的传统建

筑，一边录制推介视频，“在这条古色古香的老

街上，唱一首中国歌曲，是一种别样的体验！我

很喜欢这里！”

一叶尝鲜
“这就是我们刚刚自己制作的绿茶手工饺

啦，现在开吃！”在松阳，茶不仅是饮品，还能入

菜入味，来自墨西哥的博主宝莉娜（Paulina

SalazarTeran）和来自日本的留学生薄亚南

（GiorgioBordiga）亲身体验了茶点制作，还品尝

了松阳茶宴。

茶叶太极羹、茶汁葱油面、茶香鸡……两个

“Z世代”年轻人解锁了N种茶叶美食。位于松

阳的绿茶餐厅依托松阳茶乡特色，将茶叶融入

菜肴之中，或融入主食、或作为辅料，以茶色入

餐，用茶叶点缀，各种茶叶美食运用多种烹调技

法，选用茶叶的汁、粉、末作为原料，在烹饪后依

旧能展示茶叶的香和形。

餐桌上的绿茶煎饺，正出自两位“面点学徒”

之手。在就餐前，宝莉娜和薄亚南围起围裙，跟

着面点师傅一起和面、搓条、擀皮。虽是寻常的

面点制作，但从一片绿茶鲜叶到刚出锅的绿茶

煎饺，茶叶的加入让这道菜格外与众不同。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用茶叶做成的美

食。”“在松阳，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还是一种生

活方式。”宝莉娜和薄亚南对“探茶之旅”有了全

新感受，无论何种方式，茶美食都萦绕着韵味恬

淡的茶香，融入了松阳特有的山水味和别致的茶

乡韵。“我已经迫不及待向更多人介绍松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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