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走进茶山
■ 陈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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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茶经》
夜读《茶经》，有金州春芽微苦
乘一片两片夜色，从汉江上游踅出
穿越千年丝绸古道，款款进入
汉水修辞，把我案头摆放的汉语
掀翻。 一块上古饮品地理
从春巴山地窜出异香
这些拥有皇室血统，走出
深宫的高贵女子，风姿绰约
让前朝后世的人们惊讶
赞叹，谈茶色变。 一枚银针
扎进了五千年文明深处
我口含余香，妄想一杯清茶
能有多大容量。 而安康
明前毛尖，却轻易地搅动了
世界贸易的胃口

上茶山
三月，把一座山的茶香搬来
汉江上吹来的风，让人
陶醉。 茶园里美女，被手机
泄露了真相。 在紫阳
茶山上，一群世俗男女
被一只蝴蝶引诱
那满山遍野的黄芽，张开小嘴
向我们诉说，一根毛尖怎样
使岁月沉浮。 我现在就像一叶
翠峰，晃荡在茶杯里，让人
生千般滋味，泛上舌尖
一枚叶子，指认着前世宿命
怎样从青到黄。 一场春雨
泡绿了茶叶，站在古老的茶山上
清新的空气，正在把
一个名词灌醉

茶花开了
在平利，随便登上一座山梁或
川道，都会有茶香追赶着你
那无处不在的茶林、茶树和茶花
同这个城市一起，生长或
开放。 陆羽站在蒋家坪山上眺望
天门，老家的茶花开了
我看见，一个名词也在开花

这些前朝的叶子，早已漂洋过海
这是一块动感、温润、多汁的土地
在山里，人不能抵达的地方
茶香都去了。 还有那些似曾相识
的脸庞，已深入到骨头里
这个春天在平利，那漫山遍野
的茶林，绿得让人词穷

在焕古茶园
我还在寻找，抵达茶园的神话
癸卯仲春，一群从
前朝出走的书生，走进了
焕古青茶基地。 辽阔的思念
一身素装，貌美如花
多像任河边上的浣衣女子
成群结队的燕雀、蜜蜂在茶山
上下翻飞，呢喃，吐出鹅黄
历史，印染一片江山。 这情景
让一群来访者，意乱情迷
千万个声音聚着一处，结局
自然会掀起一场风暴
其实，我并无意带走满山
可餐的秀色。 只是身上存留的余香
让一位诗人找到借口，暂时
把故乡放在右边

金州茶馆
在安康金州茶馆，我轻易地
看到，一枚茶叶在杯中的生长
过程。 发芽、开花、分娩
这些素手采摘的余香，绵软
而悠长。 就像那些停留在
舌尖上，淡淡的余味
茶馆里，一些小小隐喻，正在
美女服务生脸上，渐次绽放
主人来自川南，多半生在紫砂壶里
晃荡，亦如我经历。 品出世态
甘洌、炎凉和清爽。 一片茶叶恰似
一叶小舟，游走在一个人内心
风暴里。 沉浮，隐忍，从容
慢慢品出人生的味道
老子说，茶者，道也

我喜欢用玻璃杯泡茶。早晨起来，洗漱过后，
最为惬意的事情，就是泡一杯绿茶，让它浸润我
的心肺，陪我享受大好的清晨时光。

城里很少聆听到鸟鸣，隐隐的，总能听得见
犬的吠声，加上汽车的轰隆声，以及广场舞狂躁
的旋律，让一颗向往静谧的灵魂，无处安放。在心
烦意乱中，唯有茶，才可以让心沉淀下来，让思绪
不再受之于光怪陆离世风的引诱和蛊惑。

岁月穿红戴绿，日益肤浅，但被茶滋润的心，
却清淡如水，窗明几净。

阳光像洪水那般，从窗口漫溢进来，将桌子
上的茶杯涂亮。我坐在桌旁，时而敲击键盘，时而
轻啜一口茶水，而目光，在荧屏和茶杯之间来回
游移。 深深吸引我的，并非茶杯，而是杯中的叶
芽。茶杯是透明的，那一粒粒的嫩芽，仿佛浴池里
的裸体，在透明的玻璃中，无遮无拦。它们细若针
芒，不是躺着，而是站着，将一杯水渐渐地染绿。
叶芽先是拥挤在杯口，抱成一团，似乎不肯束手
就擒，随时准备着集体逃亡，又似乎不愿意彼此
分开，相互诉说着别离之苦。但被水泡久了，它们
也就慢慢地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听任于水对自己
的同化，并渐渐沉沦，最终蜷缩于杯底。

茶杯的叶芽，那么地鲜嫩，那么地翠绿，仿佛
还都活着， 如同在茶树的枝末沐浴晨曦晚霞那
样，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叶芽被摘了下来，经历炼
狱般的炙烤，但心并未彻底死去。 它们在车辆的
驮运下，踏过千山万水，依旧携带着黛山的最后
一缕呼吸，来叩响我的房门，并将浓浓的春意，弥
散于我的茶杯。于是，我每饮一口茶水，都宛若是
和春天的一次偷吻。

我是一个生活上的简约主义者。简衣寒食的
自我设定，并非纯粹源自于钱包的匮乏，而是基
于我对人生的领悟。 人活着，删繁就简所获得的
幸福感，也许更足更强。 不加节制的欲望如果被

点燃，化为灰烬的很有可能就是纵火者自己。 对
于如我这样胸无大志的人来说， 无力扭转乾坤，
却完全可以做到少向地球索取。 少伸一次手，地
球被抽空的时日，就有希望被延后，我们的子孙
就不至于及早地面对劫掠一空的荒芜。 一屋檐，
一张床，一瓢食，一箪羹，一杯茶，对于普通人来
说，就已足够。 惭愧的是，我比之于其他人，还要
增加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根烟。

烟和茶，俨然已固化为我生命的伴侣，须臾
不离不弃。 抽过的烟不计其数，饮过的茶叶亦不
计其数。单就茶而论，大江南北的名茶，我几乎都
曾遍尝遍饮过。 各地的友人，时不时地给我寄来
他们当地的名茶， 从顶尖的龙井到高端的铁观
音，从优质的红茶到翘首的白茶，从鲜嫩的毛尖
到陈腐的普洱，从台湾的高山乌龙到英国的名牌
立顿等等，应有尽有。然而，自从与陕南的毛尖有
缘相遇，我就再也无法“兼顾天下”……

茶很多，茶叶越来越趋向精致与精粹。 然而，
并非昂贵的鞋子就一定合乎自己的双脚， 每一种
茶，皆宛若舞台明星，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拥趸。
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伊始，一年四季，我的茶杯
里总是绿意盎然，鲜有变色。 也就是说，我对绿茶
情有独钟，而对其他种类的喧嚣，姑妄听之，冷慢
待之。 有时，我家的储藏间仿佛一个茶叶展室，林
林总总，十多种高档名茶比试着包装的奢华，挤满
了木架，但在毛尖断档之后，却甚为荒诞地出现无
茶可喝的窘境。 在一切事务上，我皆粗枝大叶，得
过且过，唯独在饮茶上，却格外地挑剔，近乎偏执。

安康茶很早就进入我的视界，也进入了我的
生活。而我饮用的安康茶，主要是平利的毛尖。我
的一位安康籍同事，二十多年前，就给我传递过
这样的信息：陕南最好的茶在安康，安康最好的
茶在平利，平利最好的茶在一面坡。那面坡，海拔
高，面朝北，背阴少阳，其出产的茶叶，明清时期

作为贡品，全部进献给了皇室，一般人很难共享
其乐。 同事的话不一定客观，但却激起了我对平
利那面坡的好奇与想象：山势奇崛，草茂林密，漫
无边际的草木宛若翻卷的绿色波涛。

承蒙朋友之谊，应验了我在某篇文章里的话
语：心有往之，身必驰之。 因多种机缘，我数度踏
足平利，不但亲近了平利的山山水水，而且与许
多平利区域的各界人士，化陌路为朋辈。在平利，
我惊叹茶山的秀色可餐， 观赏茶叶的采摘与制
作，当然，也免不了安坐于夕阳之下，与友人品茗
言欢。一杯绿茶能醉心，几句言说能暖魂。在潺潺
的流水之岸，在绿色的簇拥之中，茶香四溢的楼
阁，仿佛一叶扁舟，随波浪的起伏而微微摇晃。

拜友人的慷慨馈赠，近些年，我的茶杯里，浸
泡的都是来自平利地界的叶芽。 平利的茶，形素
味醇，观之舒心，饮之酣腹，很是契合我意。 其色
泽，其口感，其浓淡相宜，其营养蕴含，以及对人
视觉和味觉构成的双重满足， 即使放眼华夏，极
目古今，都堪称上等之上，优中之优。翠绿却不轻
浮，清亮却无人工添加的色素，遵从自然的造化，
保持上苍的真谛，是平利茶从采摘到制作一以贯
之沿袭与恪守的古老准则。 小心翼翼，再小心翼
翼，像抚育婴儿那般，脚步轻一点，声响小一点，
唯恐落下的手指磕破叶芽的嫩肤，呼出的秽气污
染叶芽的洁身。

平利茶，泡在我的茶杯，润在我的心里。因为
茶，当然也因为朋友，我对平利乃至安康这块起
起伏伏的丰腴之地， 就多了一份别样的牵念，有
了一份频繁往返却从不厌弃的依恋。安康的洁净
山水，孕育出了茶味之醇厚，也孵化出了人性之
斑斓。 安康人的精神气质与秦岭以北的黄土男
女，有着显著的落差。 那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以我之推测，除了山水的塑造之功，楚文化的熏
陶之德，无疑还包含有茶韵的浸润之恩。

那年，浙江省请作家陈忠实老师来杭州讲课，我陪他走读西湖，
特带他去了龙井山中、我曾经工作的中国茶叶博物馆。 陈老师突然
问我：您喝过我们陕西的好茶吗？ 我问是绿茶吗？ 他说是绿茶啊，是
含硒量很高的绿茶啊！ 我又问：陕西的气候也能产绿茶？ 陈老师说：
陕西也不都是黄土高坡，陕西也有赛江南的地方。 陕南安康，我们那
个紫阳县就产这种富硒茶，硒你知道吗？ 防癌的，你得喝，好喝得很
呐！ 陈老师一口陕西方言，一张刻满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沧桑的面容，
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 陈老师乃一言九鼎之人，他说是好茶，那就一
定是顶级好茶。

作为中国茶叶博物馆茶萃厅布展时的骨干， 在我的视野中，整
个陕西，古代就是兵马俑和秦始皇，现代就是小米步枪窑洞红军和
革命圣地；陕西无比丰厚无比中国，但陕西和茶似乎沏不成一盏香
茗———那时的我竟然没在意过陕西紫阳县的富硒茶！ 回家恶补紫阳
富硒茶的种种常识，第一要紧处，便是把那个“硒”字儿整明白。 此
刻，硒就在化学元素表中，不动声色地静静嵌着，但我可不敢再忽略
它———硒，就是人体微量元素的“防癌之王”。 “硒”是人体必需的，又
不能自制，人类就得从食品中摄取，一些硒强化产品便不断涌现，富
硒茶的出现，便十分的天经地义了。

那么在中国，什么地方富硒呢？ 专家们说了，陕西安康是中国最
大的富硒区，位于陕西省最南部，北靠秦岭，南倚巴山，汉江由西向
东横贯其中，非常适宜于茶树的生长，是全国重点茶区之一。 历史上
人们往往把安康茶叶统称为“陕青茶”，它长期占据了西北茶叶消费
市场。 紫阳县隶属安康，这个地方产的富硒茶，便是紫阳富硒茶。 从
字面上看，紫阳富硒茶，就是有一个名叫紫阳的地方，产一种含硒量
高的茶叶，是地域和风物之间的关系。 但仔细探究，什么地方长什么
东西，还真是有内在联系。 硒是养生的，紫阳原本是个道家概念，道
家视养生为终极使命，养生之地产养生之茶，岂非逻辑使然。 那么多
的紫阳真人中，哪个真人与紫阳县攀上亲家了呢？ 说起来还真是有
那么几分自豪，此人正是我们浙江台州人士张伯端。 今天的璎珞街
是台州临海城里的一条古街，其中有一幢紫阳楼，正是纪念这位道
长的。 张伯端被放逐之后，浪迹云水，访求大道，留下了一部道教名
著《悟真篇》，他本人也被后人奉为道教南宗开祖，他曾在今天的陕
西紫阳县修炼，紫阳县也因此得名。

紫阳茶称得上是最古老的茶之一。 史书记载说，当年武王伐纣之时，古巴蜀地区有八个方
国支持武王，还给送了礼品，那礼品中就包含了茶。 史书中还记载了三千多年前，这一带的园
子里就已经有了香茗，说明人工栽培茶树的历史已经开始了。 唐宋元明这一路下来，紫阳的茶
一直没有埋没过———因为丝绸之路，因为茶马古道，因为自宋至明的茶马互市，因为巴蜀文
化、荆楚文化、秦陇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接壤，因为儒释道的三教合一；清末民初，国内动荡，大
量商号票号涌入紫阳，通过茶叶生意谋求利润，一时商号林立、帆影阵阵，至今还保留许多会
馆的遗迹。 光是冲着这些遗迹，我也特想到那里走一走啊…… 我后来不止一次地喝到过那富
硒的紫阳茶，有陈忠实老师和我互相交流的，我请他喝龙井茶，他请我喝富硒茶，也有别的茶
友送给我的。 因为是绿茶，难免要和杭州的龙井茶比较。 记得第一次见紫阳茶，发现它非常朴
素，就装在一个塑料袋中，外形如梭似毫，属于炒青的针茶类。 泡开来喝了，却是有一股子硬朗
的山野之气，色泽郁绿，与龙井的黄中带绿糙米色是很不一样的。 泡开的紫阳茶非常好看，有
紫阳银针，还有紫阳毛尖，水中茶芽徐徐展开，齐齐向上，立于杯中，着实地秀色可餐。 毛尖茶
外形秀美，白毫显露，色泽翠绿，汤色清澈。 滋味鲜美回甘，叶底嫩匀成朵。

味道鲜美的茶有个特点，那就是富含氨基酸，紫阳茶恰恰是应了这一条的，那味道便和安
吉白茶有一拼。 紫阳茶还有个特点，是咖啡碱含量高，一般来说咖啡碱含量与茶叶品质呈正
比。 再一个特点，便是紫阳茶的多酚类化合物中茶多酚类含量高，品质成分比率协调，说明是
适制绿茶的优质鲜叶。 没有什么好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老天也得看你上不上心，你不上心
他照样把它给收回去。 紫阳人民对紫阳茶无疑是上心的。 就说种茶，紫阳茶农总结形成了有别
于其他茶区的种植与培育技术。 如老茶园改造中的佃蔸，就是砍去老蔸发出表枝条；蓄蕻子，
就是茶籽的洞播法；幼苗管理中又有“荒两三年不耕锄”等经验之谈。 说到茶的制作技术，历史
上主要生产晒青茶，是陕西晒青毛茶代表产区，摸索并形成了紫阳名茶的独特加工技术。 今天
的紫阳茶，有晒的，也有炒制的，都是能够让人细细品味有韵味有厚重感的好茶。 因为有文化
有特点，2012 年，“紫阳富硒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并公布为中
国驰名商标，在茶叶圈内，这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专业认可。

紫阳茶对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的紫阳茶歌。 茶歌在茶园的山坡上唱，一群小伙子和一群
姑娘，唱得绝对是情歌。 歌词多以比兴开始，语言朴实乖巧，当年我排练《中国茶谣》时，清明这
一场戏用的就是紫阳的茶歌影像背景，那歌声只要你一思念，它就回来了：正月采茶是新年，
收拾打扮看娇莲，自从今日看过你，朋友约我上茶山，你在家中放耐烦…… 紫阳的茶山，虽然
没有去过，但一点儿也不陌生。 它和我的家乡杭州龙井的茶山，真的没有什么两样。 过了立春
过了年，春天转眼就到了，那橘黄翠绿的山间，转眼间又该是一片绿浪翻滚吧。 一蓬蓬茶丛，张
开无数芽叶小嘴，绽放着生机，生命通过这样的流转，进入人们的心灵。

无论如何，你真要是爱喝紫阳茶，还是要到紫阳去啊！

人人美言春暖花开，唯我独爱茶香滋口。 春
来，茶生、茶长，这个时节，是一个绿色生长的世
界。

绿色是诱人的，绿茶是醉人的。 我经不住诱
惑，来到汉阴凤凰山下的漩涡，走进汉江北岸的
凤堰，那七沟八梁的山坡上，那春雨滋润过后的
大地，果然是惊蛰唤醒了茶山的生机。 一垄垄茂
密茶树，梯次绕山转；一排排枝头茶芽，蓬勃向上
长；远瞅满眼色泽翠绿，近瞧芽头叶嫩质厚，春茶
的气息盎然。

晨曦云绕峰岭上，珠露丛垄碧枝香。 堰坪一
片嫩叶翠，朝阳一抹清雅赏。 我看到了漩涡茶乡
人，开启了他们忙碌的绿色梦想，开工了他们生
活的美好酿造，开动了他们智慧的数字网商。

漩涡茶又叫南山茶， 以汉江为界又叫阳坡
茶，茶树年代久的还叫老树茶。所以茶乡人对茶，
情有独钟。

再说南山茶，地处秦巴山脉，镶嵌在汉江月
河之间的凤凰山，这样的产地可谓得天独厚。 凤
堰地形奇特，带来气象奇异，云雾环绕山水，光照
充足适宜，土层富含硒元素，有机质更为丰厚，因
而是茶树生长的沃土。天宝山产出的茶叶，据《县
志》记载，早在唐朝时期，就享有“天宝贡茗”之
“美誉”。 如今又经过一千多年、数代茶农的勤劳
培植，精心研发，“堰坪精珍”和“天宝贡茗”，已经
形成了地标性的茗茶口味。

“一斤毛尖，五万雀舌。一芽茶片，叶细厚挺，
多微白毫，汤色渗绿。具备这样的品质，才算是堰
坪精珍。 ”经营茶叶几十年的茶乡老人，就这样介
绍茶的品质， 还特地解说茶厂独特的烘焙方式。
你看这茶厂周围，茶农屋檐下，门前蓬遮着的，都
是整齐堆放的木柴。 问其原因，竟都是用来烘焙
茶叶用的柴火。 我仔细观察过，他们在茶叶杀青

后，用铁锅的文火，一点点地慢慢烘焙，用手不间
断轻轻翻拨，这样制出来的茶，看起来新鲜，闻起
来馨香。堰坪毛尖精珍，之所以远近茗香，就是保
留了这一道传统制茶工序。

一捧茶叶在手，联想到春日采茶，新芽掐尖
盈握，这样的情味真浓。南山茶乡人，缘于植茶而
生，乐于制茶相长。正如民谣所唱：“先辈南山生，
后辈南山行；古今南山人，延续茶生命……”漩涡
人与南山茶，那种关联极为密切。 在南山这片土
地上，家家户户都喝茶。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来
我往，每天一杯茶是必不可少的。

喜欢茶，爱喝茶，讲究制茶，这是茶乡人的特
质。 但对于喝茶，南山人不喜欢“穷讲究”，只要
“味浓，清香，润口”就好。 上好的南山茶，大多在
“惊蛰”时节吐嘴，“春分”时节开始出芽；“清明”
节前采摘，叶芽细嫩厚挺，香气清新馥郁，特质优
品为上等。此时节采制的茶，茶树养分蓄久，但发
芽慢且又少，采摘数量有限，所以有“明前茶，金
子价”的说法。 但是，茶对于漩涡人来说，那是承
载历史久远，传统生活习惯，更是一种挚爱和礼
仪，形成了一种本地独特的茶文化。

在农家院子，跟几位老人谈茶，他们很有幸
福感，对茶情也颇有见地。他们说：去年冬天雪大
寒冻，杀尽病虫又保墒润根；今春说雨就下雨、说
晴就天晴，是茶叶生长的好时节，迎来了茶丰收
的最好年份。此时我转眼，仰望对面一座茶山，星
罗棋布的采茶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挥舞着一
双双巧手，麻利地采摘着一簇簇青翠。 再从老人
的谈吐中，我知道南山人，每天早起一杯浓茶，成
了一天生活劳动的前奏曲。 “清早喝杯浓毛尖，一
天赛过活神仙；想啥干啥都顺意，再苦再累也情
愿……”这就是他们的顺口溜。

茶山下来一位妇女， 双臂挎两篮冒头的鲜

叶，我问她一天能采多少茶、挣多少钱。他指着篮
子说：“两篮子两斤多，一天能采五六篮子；明前
茶或是谷雨茶，按叶芽标准采摘，一斤厂里给 60
元，能挣两三百哟！ ”那甜甜的微笑，暖暖的心态，
表现出南山绿茶产业，给现代农业、当代农村、时
代农民带来了美好福音。

于是，我眼前浮现：一叶茶 ，一杯茗，热力升
腾间，叶片舒展身姿，沁出独特茶香。 我心思联想
到：喝过此茶的人，都喜爱茶苦后回甘的滋味，犹
如人生，意味悠长。此时阳光净亮，照在茶山上，那
绿油油的茶树，一山连着一山。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过去贫瘠的野岭荒山，如今却变成了绿色茶园。

生态富硒茶园，在南山漩涡镇，从过去的几
千亩，近几年发展到 4 万多亩。 像天宝山凤堰茶
园、金星佰草岭茶叶基地等，多达 20 几处；适地
科学种植，培育技术攻关，坚持走无公害的有机
茶发展路径；建成朝阳区域茶叶加工厂，成立“漩
之韵”茶叶联合社；向专家咨询筛选品种，初步形
成天宝贡茗、堰坪精珍、漩涡炒青、南山红茶等四
大系列、多个茶产品竟相媲美。就这样，南山的一
片茶叶，形成了产业链条，扩展了市场销路，带领
当地百姓在小康路上迈大步。

走进茶山，让我更欣喜的是，漩涡凤堰梯田，
虽然是闻名遐迩的 “中国首个移民生态博物馆”
“中国美丽田园”，第八批国家保护单位，却正在
深度建设农耕文化观光体验园。漩涡在推进茶文
化新业态基础上，融合四季梯田观光、移民乡俗
娱乐、山水民宿休闲、农耕文化体验为一体，意在
打造具有现代特色农业的示范区，为助力乡村振
兴而绘就新蓝图。

四月来到这里，走进茶山，感觉可谓是：百里
茶廊好风情，细柔巧手采绿珍。竹篮装满欢笑语，
山水酿就幸福景。

汉滨的春天是从南北二山片片绿油油的茶
园打开的。

只要阳雀、燕子的翅膀轻轻一扇，茶的清香
就在整个汉滨的山山岭岭间弥漫开来。

放眼望去，山上山下、房前屋后的茶园里，三
三两两的茶农戴着帽子、腰上系着竹篮，彼此嘴
上开着玩笑，手如织布的梭子不停地飞舞，鹅黄
嫩绿的鲜茶叶如听话的小宝宝， 乖乖跳进竹篮
里。 不到一顿饭工夫，他们就采摘了好大一堆鲜
叶。 对于那些成规模的现代茶园来说，时间就是
金钱，他们要和节令赛跑，仅靠人工采摘鲜叶根
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这时，现代农业的优势
就大放异彩。

随着电动收割机的轰鸣，一行行、一垄垄整
齐划一的茶树上，那些随风起舞的嫩芽芽欢快地
扑倒在薄膜纸上，等待浴火重生的那一刻。

杀青、搓揉、翻炒、烘焙 ，那些如雀舌 、如毛
尖、如仙毫、如涉世不深婴孩般的鲜叶，在火焰的
淬炼中逐渐褪去岁月的青涩和稚嫩，成就了另一
种脱胎换骨成熟的美，显得含蓄和稳重。 他们以
陕茶一号、毛尖、翠峰、雀舌、仙毫、汉水韵等名号
展示在世人面前，以绿茶、红茶、白茶的形式满足
了人们对不同口味儿的追求。

一杯茶缓缓下肚，温热的清香就在人们的脏
腑中反复回荡。 此时此刻，无论是置身于双龙的
“陕茶一号” 茶园， 还是在牛蹄的京康现代农业
园，无论是在大竹园的东旭茶庄，还是在晏坝、瀛

湖、流水的山间河沟，你的身心都会被浓浓的茶
香浸润。任你在茶海中追风奔跑、放声歌唱，在茶
园中体验采茶、拍照留念，在现代茶庄里吟诗作
画、临风品茗，在田间地头呼朋引伴、寻找乡愁。
山、水、茶、园、云、天，这一切都组合成了巨幅的
春光图，为热爱春天、热爱自然、热爱茶文化者徐
徐展开。

汉滨老百姓的生活充满沁人心脾的茶香。家
里来客，首当其冲要奉上一杯茶，朋友相聚，饮茶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街上有茶馆，市上有茶行。茶
叶不仅是饮品，更是亲友间馈赠的佳品。 逢年过
节，给至亲的长辈或亲友送一盒上好的汉滨富硒
茶，一定会博得他们的欢喜。 可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紫阳茶、平利绞股蓝茶以汹涌之势，越
过巴山汉水，一跃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小有名气的
饮品时，汉滨的茶叶还没有形成正规军，而是以
农户房前屋后、荒坡野岭的自然生长状态，信马
由缰，哪儿黑哪儿歇。

那时，每到清明前后，紫阳县的茶山上茶歌
荡漾，人潮涌动，紧挨紫阳的大竹园、洪山和牛蹄
这些汉滨的乡镇，就像睡不醒的傻小子，迷迷瞪
瞪，沉醉在睡梦之中。而与平利县交界的双龙、县
河、晏坝等镇也一样，压根儿不理睬绞股蓝茶在
他们的隔壁闹腾得红红火火，全然一副超然物外
的样子。

一年又一年， 当时间的巨轮转到了 21 世纪
初，不知是被隔壁邻舍山上的茶歌惊醒了，还是

被四面八方飘来的茶香熏醒了，更或许是被全市
富硒茶的大合唱吵醒了， 在一个草木萌发的季
节，汉滨的茶叶终于苏醒了。

睁开双眼一看，嘿，四邻八方兄弟县们的茶
叶像长了飞毛腿一样，借着“硒”元素的翅膀，飞
往全国各地、海内海外，成为家喻户晓的宠儿。

作为全市“舞龙头”的大区，汉滨的人口、土
地和区位优势毋庸置疑，论“硒”元素含量，据专
家考证，牛蹄、晏坝和大竹园等地比兄弟县的有
些地方含量还高。一样的秦巴山、相同的汉江水，
汉滨当然不能缺位。一些种茶老手们私下里已开
始悄悄行动起来了。他们不满足于在房前屋后那
些边角地种茶叶，有的大胆先在自己的承包地搞
起茶叶种植来。特别是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不
断调整，汉滨也开始把目光纷纷转向茶叶等产业
上来。 一时间，南北二山，岭前坡后，茶叶种植热
火朝天，规模不断扩大，就连京康、天龙等一些原
来经营地产和餐饮行业的企业也纷纷转战到汉
滨，从头搞起茶产业来。

从扶持茶产业、 培训茶专家到建立富硒茶
城，汉滨富硒茶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一年四季，每
个季节都有新茶上市，特别是春茶，产量大，品质
高，销量佳。汉滨区政府连续多年在双龙、大竹园
等镇举办春茶推介活动。 品茶、制茶、赛茶、茶艺
表演、参观茶园，又延伸开展以茶为主题的书法、
摄影、文学等活动，把汉滨的茶产业和茶文化推
向高潮。

如今，一块块现代茶园如雨后春笋，他们抱
团发展，扛起“安康富硒茶”的大旗，成为汉滨茶
产业集体发力的爆发点，不仅为汉滨茶产业树立
了行业标杆，也在全国为汉滨的茶叶争得了一席
之地。

举杯天地间，再品汉滨茶。

茶香汉滨
■ 洪 妍

把一壶江山慢慢泡酽（组诗）
■ 姜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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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 康康 茶茶 香香 润润 我我 魂魂
■ 安 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