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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最大“非遗”

力，不吹牛地说，到现在都没人能

超过我。”樊生华自信地表示。

于制茶一途已经颇有心得的樊

生华，开始追逐更大的世界。他参

加过多个茶王比赛，几乎包揽每个

赛事的前三，这些比赛让他的名声

更响亮了，樊家的门庭也渐渐热闹

起来，许多人想找他拜师。“参加

比赛不光是想让别人认可我，也是

对西湖龙井的宣传，有利于整个村

村民增收。”当年 500 元一斤的西

湖龙井，比赛结束时，价格已经涨

到 1500 元一斤，樊生华对比赛、对

媒体宣传报道第一次有了真切的认

知。

几年前，樊生华受邀在各个职

业学校讲课，一些社会上的学茶班

他也教过不少，林林总总的学生已

经有上千人。不过，他常说粗浅地

学习制茶，十来天足够，但要真正

做出好茶，没有三五年是不行的。

他收徒也有门槛，肯吃苦，有悟性，

还要人品好，缺一不可。上千的学

生里，真正得到樊生华徒弟头衔的，

其实才 14 个，令他欣慰的是，儿子

樊雪松也是其中之一，而且算有悟

性，“去年的茶王比赛，他拿了第

二名，成绩不错”。

樊生华身上的头衔不少——杭

州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西湖龙井采摘和制作技艺”传

承人、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些荣誉对于

他是认可，也是沉甸甸的责任。“现

在机器茶越来越多，手工茶传承遇

到困难，这次中国茶入选非遗成功，

对我们更是一记警钟——茶文化的

保护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到了要

流失的阶段，所以大家才重视起来，

希望它能保留下来。”

最近几年，樊生华的身影遍布

江浙茶园，他希望把自己种茶、做

茶的技术传播得更广一些，帮助当

地老百姓增收。他也一直希望将茶

文化融入到年轻人的生活里，和知

名饮料品牌合作冷泡茶的推广，和

奶茶品牌研发西湖龙井主题的新品。

“能帮助茶农多卖点茶叶，让更多

的人喜欢茶，我都愿意去尝试。”

樊生华说。

祁门红茶刘同意：
在传承中振兴祁红

祁门红茶，简称祁红，中国茶

中响当当的一张金名片。它以独特

的芳香，名列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

首，享有“红茶皇后”的盛誉。

早在1915年，祁门红茶就在“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

1979 年，伟人邓小平视察黄山时发

出这样的赞叹：“你们祁红世界有

名！”1987 年，祁门红茶再次获世

界级大奖，荣获第 26 届世界优质食

品博览会金奖；年初在 2022 中国茶

叶大会“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评估”中，祁门红茶品牌价值达

到 39.89 亿元，成为“全国最具带动

力的三大品牌”之一。

安徽祁门县是“中国红茶之乡”，

不过在上海，也能喝到正宗的祁门

红茶——位于静安区的上海工匠、

中国制茶大师、国家一级评茶师、

祁门红茶非遗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同

意的工作室里，总能见到闻着茶香

而来的茶友。

说起刘同意做祁红的经历，有

些俗世奇人的味道。1977 年，刘同

意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知

青下放在祁门县一个农村，繁重劳

作的同时，他对村里的茶叶产生了

浓厚兴趣，常向老茶农讨教栽培和

制作技艺。4 年后，刘同意招工到供

销社从事茶叶收购工作，经常到农

村制茶厂学习制茶，认识了祁门县

茶叶界老法师，有着 50 多年茶叶收

购经验的宋家祖，逐渐走上了以茶

为生的道路。

说到这里，刘同意珍而重之地

从保险柜里拿出当年学茶时的教科

　　说起刘同意做祁红的经历，有些俗世奇人的味道。

下图：刘同意（中）

在教授制茶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