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版乡村周末2024 年 4月 16 日 星期二

CHINA TOURISM NEWS

编辑：李凤 电话：010-85168163 E-mail：lf@ctnews.cn

玉皇观吃茶
□ 孙亚玲

本版插画 芝芝

春 风 ，吹 醒 了 茶 山 。 谷 雨 ，润 泽 了

芽 尖 。 苏 醒 的 茶 山 逐 渐 冒 出 一 个 个 、

一排排、一山山的芽尖。芽尖柔柔的，

嫩嫩的，仿佛是一双双小手，召唤着我

一步步奔向万亩茶山。

湖 南 常 德 是 茶 乡 ，有 着 千 年 种 茶

史 ，曾 是 茶 马 古 道 所 经 之 处 。 常 德 的

桃 源出好茶，西晋《荆州土地志》记载：

“ 武 陵 七 县 通 出 茶 ，最 好 。”桃 源 属 其

一。又有“桃源山野遍栽茶，所产皆上

品”之说，桃源茶被载入史册。

桃 源 茶 ，多 产 自 桃 源 县 的 茶 庵 铺

镇。茶庵铺，因古时有“九里茶庄”“百

尼 茶 庵 ”等 多 处 茶 铺 而 得 名 。 它 自 古

为 荆 楚 通 往 云 贵 川 的 门 户 ，是 茶 马 古

道的必经之地，茶马古道、五尺驿道遗

迹 尚 存 。 如 今 ，全 镇 种 茶 面 积 近 8 万

亩 ，一 半 以 上 的 农 民 从 事 与 茶 叶 有 关

的工作。

这 片 古 老 的 茶 园 ，迎 接 了 千 年 的

春风吹拂，一年年在春风里、谷雨中苏

醒 ，给 大 地 呈 上 新 鲜 嫩 芽 的 绿 。 一 道

道 茶 垄 纵 横 交 错 ，如 同 写 在 大 地 上 长

长 短 短 的 诗 行 ，将 春 天 的 茶 山 染 得 绿

意盎然，诗情蓬勃。

在 这 首 春 天 的 诗 歌 里 ，采 茶 女 是

灵 动 的 乐 符 。 她 们 背 着 竹 篓 ，轻 巧 地

采 摘 着 茶 树 上 鲜 嫩 的 芽 叶 ，再 轻 轻 地

将 一 片 片 芽 叶 放 在 竹 篓 里 。 竹 篓 里 ，

是 薄 薄 一 层 浅 绿 色 的 芽 叶 ，每 一 片 芽

叶 都 有 足 够 的 空 间 舒 展 ，不 至 于 被 紧

压而破碎。

采 茶 颇 有 讲 究 。 采 摘 时 ，需 要 选

择整齐、新鲜、茎叶交错的芽叶。不能

用指甲掐，更不能用剪刀剪，需要手指

轻捻茶芽，升上拔起，这样才能确保芽

叶完整。要不然，芽叶残缺，会影响茶

叶的品相。

当 地 还 有 采 茶 歌 ，年 轻 的 采 茶 女

亮嗓而歌：

三月阳春茶发芽，

阿妹背篓来采茶。

腰抹围裙头插茶，

一直采到日西斜……

清 亮 的 歌 声 如 长 翅 的 精 灵 ，在 茶

园里飘飞，衔着一缕缕阳光，亲吻着一

片片茶叶，整个茶山似乎都暖了起来。

走 进 茶 厂 ，一 缕 缕 茶 的 清 香 扑 鼻

而 来 。 这 清 香 里 ，还 夹 着 不 远 处 吹 来

的油菜花、桃花的味道。

新 采 的 芽 叶 被 送 进 炒 茶 工 厂 ，品

茶的人，等待着品尝第一口春茶。

在 等 待 的 时 间 里 ，不 妨 去 当 地 的

茶博馆看看。茶博馆分为展示区与体

验 区 。 在 展 示 区 ，陈 列 着 近 百 年 来 茶

农 制 茶 的 水 车 、揉 茶 机 等 老 物 件 。 那

些 老 物 件 ，大 多 是 从 当 地 茶 农 家 收 集

过来的。不同年代的揉茶机静静地陈

列一排，如同一本无声的日历，述说着

茶 庵 铺 悠 久 的 制 茶 历 史 。 在 茶 博 馆 ，

最 有 趣 的 便 是 找 一 两 个 当 地 茶 农 ，听

他们讲述老物件背后的故事。他们还

能 从 老 物 件 留 下 的 岁 月 痕 迹 里 辨 认

出，哪件曾是自己的爷爷使用过的。

在 体 验 区 ，游 客 可 以 使 用 传 统 的

制 茶 工 具 制 茶 。 采 摘 的 一 芽 一 叶 ，经

杀 青 、揉 捻 、理 条 等 手 法 ，逐 渐 成 为 色

泽 墨 绿 油 润 的 新 茶 。 体 验 手 工 制 茶 ，

体 会 老 一 辈 制 茶 人 的 艰 辛 ，也 体 会 生

活如茶的哲理。那艰辛，那哲理，也如

同 春 茶 带 给 我 们 的 口 感—— 微 苦 中 有

着绵长的回甘。

来 ，请 喝 一 口 提 神 醒 目 的 春 茶 ，把

对 生 活 的 感 悟 ，也 融 于 一 杯 清 亮 的 茶

汤里，一并饮下。

桃源茶庵铺
□ 徐虹雨

当春风把你从热闹的城市引到静

谧 的 陕 西 宁 强 玉 皇 观 茶 园 ，将 身 儿 装

于 满 山 满 坡 的 春 意 中 ，你 若 不 被 这 优

美的田园风光醉倒，我是不相信的。

时 光 的 犁 铧 ，在 草 木 葳 蕤 的 四 月

里 踏 歌 而 来 。 春 光 在 新 绿 点 点 中 ，携

春 风 走 过 人 间 ，于 明 媚 的 风 景 里 ，迎

接着春天如约而至的各种美好。

过 了 清 明 ，就 是 谷 雨 。 勤 劳 的 宁

强 茶 农 早 早 准 备 着 祭 谷 雨 神 、摘 谷 雨

茶、吃谷雨茶。

日 上 三 竿 时 ，我 莽 莽 撞 撞 地 来 到

了 抬 头 满 眼 翠 绿 、闭 眼 溪 水 潺 潺 的 玉

皇观茶园。

满 山 的 梯 田 式 茶 园 ，一 垄 垄 层 层

叠 叠 、齐 齐 整 整 ，一 望 无 垠 。 茶 树 绵

延 了 一 座 座 青 山 ，我 沉 醉 在 这 片 喜 人

的 茶 园 风 光 里 ，看 到 了 茶 人 最 繁 忙 、

最 快 乐 的 时 候 。 片 片 茶 叶 带 着 新 绿 ，

蘸 满 清 香 ，满 溢 出 诗 情 画 意 ，承 载 起

茶人新一年的期待。

站 在 茶 园 最 高 点 望 去 ，起 伏 的 山

坡 上 尽 是 绿 油 油 的 茶 树 ，几 十 名 戴 笠

的 采 茶 工 人 ，散 落 在 茶 树 的 间 隙 里 忙

碌 着 。 一 阵 清 风 涌 过 ，卷 起 了 鲜 润 的

空 气 ，融 着 泥 土 和 玉 芽 的 芬 芳 ，让 久

居 都 市 的 我 一 下 子 清 爽 起 来 。 山 脚

下 是 一 望 无 垠 的 油 菜 花 田 ，茶 园 和 花

田 交 错 在 一 起 ，堆 黄 叠 绿 ，煞 是 好

看 。“ 花 中 品 茶 、茶 中 看 花 ”，才 是 打 开

玉皇观美景的正确方式。

不 远 处 ，茶 娘 们 正 认 真 挑 选 着 最

嫩 最 好 的 茶 叶 采 摘 。 我 凑 近 一 位 茶

娘 ，和 她 聊 起 了 茶 。 她 一 边 飞 快 地 采

茶 一 边 说 ：“ 清 明 前 ，新 茶 刚 刚 萌 芽 ，

这 时 候 采 来 的 茶 称 作 明 前 茶 ，是 上 上

品 。 如 果 你 喜 欢 喝 茶 ，前 边 的 茶 棚 里

有 我 们 今 年 新 采 的 明 前 茶 ，可 以 免 费

品 尝 。 现 在 采 摘 的 因 为 在 清 明 后 、谷

雨 前 ，所 以 叫 雨 前 茶 ，也 是 好 茶 。”她

尽 管 和 我 说 着 话 ，但 绝 没 有 撂 下 手 里

的活计，只管低头采茶。

“真没想到，今年游人这么多。以

前 村 子 穷 的 时 候 ，常 年 都 见 不 到 一 个

外 地 人 。 现 在 有 了 茶 园 ，景 色 好 了 ，

日 子 好 了 ，游 人 也 多 了 。”一 位 大 嫂 背

着 一 竹 篓 刚 采 回 的 新 茶 ，自 言 自 语 地

朝茶园旁的三轮车走去。

玉皇观茶园是高山茶园，海拔高、

温 差 大 、土 壤 富 含 微 量 元 素 ，土 质 上

好 且 有 林 有 水 ，周 围 群 山 环 绕 ，风 景

秀 美 。 优 越 的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孕 育 出

宁强茶少有的高香。

在 茶 园 游 走 了 半 日 ，的 确 感 到 口

渴 ，就 往 茶 娘 说 的 茶 棚 找 去 。 村 民 利

用 茶 园 和 山 势 之 间 的 错 落 ，把 道 路 也

修 得 曲 径 盘 绕 ，正 逢 樱 花 盛 开 ，茶 园

的 绿 和 樱 花 的 粉 相 互 映 衬 ，交 织 成 一

幅 多 姿 多 彩 的 画 卷 ，铺 设 在 天 地 之

间，美了岁月，醉了时光。

一溜儿白色的帐篷搭在褐色的防

腐 木 高 台 之 上 ，清 一 色 的 木 质 桌 椅 摆

放 整 齐 ，足 有 二 十 多 张 。 游 人 们 坐 在

桌 前 ，随 着 热 水 的 注 入 ，茶 叶 在 壶 中

翻 滚 、舒 展 ，释 放 出 淡 淡 的 清 香 。 闭

上 眼 睛 静 静 聆 听 ，我 仿 佛 听 到 茶 叶 在

诉 说 着 自 己 的 故 事 。 侍 茶 的 羌 族 姑

娘 给 我 倒 了 一 杯 清 澈 的 茶 水 ，茶 汤 宛

若 碧 玉 ，散 发 出 诱 人 的 香 气 。 我 轻 轻

端 起 茶 杯 ，细 细 品 味 着 茶 中 滋 味 。 茶

水 从 舌 尖 淌 过 ，入 口 香 气 醇 厚 ，自 喉

蜿 蜒 向 下 ，温 润 的 香 气 便 从 腹 中 充 盈

到 四 肢 百 骸 。 我 喝 着 茶 ，有 种 超 脱 于

世 的 感 觉 ，心 灵 沉 浸 在 宁 静 之 中 。 放

下 茶 杯 ，深 深 地 吸 了 口 气 ，觉 得 整 个

人 都 焕 然 一 新 。 在 这 个 快 节 奏 且 浮

躁 的 时 代 ，放 慢 脚 步 ，静 静 品 味 一 杯

淡 茶 的 美 好 ，在 品 茶 的 过 程 中 ，感 受

自 然 的 气 息 ，让 心 灵 得 到 短 暂 的 宁 静

和放松，是人生最惬意的时刻。

品 茶 ，是 一 种 艺 术 。 茶 道 的 独 特

之 处 ，在 于 其 中 的 静 谧 与 淡 雅 。“ 喝 茶

不 仅 是 一 种 技 艺 ，更 是 一 种 心 境 。 你

要 用 心 去 感 受 茶 叶 的 味 道 ，去 体 会 其

中 的 情 感 。”突 然 间 ，我 理 解 了 曾 经 有

位 茶 艺 师 给 我 说 的 这 句 话 。 原 来 ，我

一 直 都 在 用 口 去 喝 茶 ，却 忘 记 了 用 心

去 感 受 。 只 要 保 持 对 茶 的 热 爱 和 用

心 吃 茶 的 态 度 ，每 一 杯 茶 都 是 心 中 的

“好茶”。

一朵小花独自在茶林绽放。它不

与 玫 瑰 争 艳 ，也 不 与 牡 丹 竞 美 ，只 是

安 静 地 开 在 那 里 。 春 风 微 漾 ，有 花 瓣

落 在 肩 头 ，花 香 染 了 衣 衫 。 此 刻 ，我

想 要 时 光 慢 一 些 ，再 慢 一 些 ，好 让 我

在 人 间 最 美 的 四 月 天 里 边 走 边 看 ，用

心感悟风情，用眼欣赏风光。

山坡之上，云雾之下，漫山遍野的

茶 树 ，散 发 着 沁 人 心 脾 的 清 香 。 茶 园

里 点 缀 着 石 板 小 径 、休 闲 凉 亭 、观 光

长 廊 、艺 术 石 雕 ，还 有 星 空 茶 宿 、火 车

清 吧 、青 云 茶 舍 、火 锅 茶 舍 、茶 田 小 火

车 等 网 红 打 卡 地 ，一 步 一 风 景 ，一 景

一陶然，田园之趣让人流连忘返。

远处，道路和房屋若隐若现，仿佛

向 游 人 述 说 着 这 里 曾 经 发 生 的 故

事 。 茶 生 于 高 山 ，将 天 地 精 华 凝 聚 叶

尖 ，历 经 一 番 炽 火 烤 炼 ，最 终 浸 泡 出

满身馥郁幽香，飘散于千家万户。

小虫咬出来的蜜茶
□ 袁甲清

俗 话 说 ：“ 吃 好 茶 ，雨 前 嫩 尖 采 谷

芽。”谷雨前夕，春茶大量上市，我们驱

车 前 往 湖 北 省 宣 恩 县 伍 家 台 茶 园 ，开

启寻访贡茶之旅。

伍 家 台 贡 茶 历 史 悠 久 ，远 近 闻

名 。 史 载 乾 隆 皇 帝 南 巡 ，伍 家 台 茶 农

伍昌臣为乾隆献茶，茶水色泽鲜明，茶

香 四 溢 ，乾 隆 皇 帝 喝 了 赞 不 绝 口 ，赐

“皇恩宠锡”御匾一块。此匾现存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馆。宣恩伍家

台贡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湖北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春 日 的 茶 园 笼 罩 在 明 媚 的 阳 光

中 。 我 们 漫 步 在 茶 园 栈 道 上 ，不 知 从

何 处 传 来 鸟 啼 声 声 。 茶 园 依 山 而 建 ，

一 梯 梯 的 绿 色 ，层 层 叠 叠 。 我 细 看 茶

树，发现它的绿深浅不同。芽叶嫩，若

早春的浅草色；而后二三叶，又是青葱

色，说不出的水灵；接下来的叶子是翠

绿 ，如 翡 翠 ，如 松 石 。 茶 树 在 风 中 摇

曳 ，在 阳 光 下 层 次 分 明 ，从 下 到 上 ，形

成一架生机盎然的天梯。

放 眼 望 去 ，栈 道 四 通 八 达 ，把 茶 园

与 景 点 连 接 起 来 ，山 顶 处 的 隆 恩 亭 和

乾坤壶遥遥相望。春天最适合踏青寻

春 ，在 茶 园 里 散 步 是 一 种 休 闲 而 又 美

好的享受。走走停停，看花赏景，拍照

打卡，清风徐来，茶香扑面。

我 们 先 走 到 乾 坤 壶 。 一 个 铜 制 茶

壶 呈 倾 斜 模 样 ，仿 佛 在 倒 茶 一 般 。 据

说 这 里 以 前 是 一 个 道 观 ，道 观 里 的 星

云 道 长 与 伍 昌 臣 是 忘 年 之 交 ，两 人 常

常在这里喝茶论道。据说他们喝茶的

茶 壶 上 刻 着 ：“ 壶 里 乾 坤 大 ，玄 机 笑 谈

中 。”岁 月 随 风 烟 而 去 ，后 人 在 道 观 遗

址上修建了这个大茶壶，命名为“乾坤

壶”，供人观赏与怀念。这里的游客很

多，人们争先恐后地打卡拍照。

我 们 继 续 沿 着 栈 道 走 向 隆 恩 亭 。

顾 名 思 义 ，隆 恩 亭 是 为 了 感 谢 乾 隆 皇

帝赐匾而修建的亭子。站在亭子里俯

瞰 ，整 个 茶 园 宛 如 一 幅 春 日 里 的 田 园

古 画 。 蓝 天 、青 山 、茶 园 ，在 春 风 的 调

和 之 下 ，一 起 融 于 绿 波 荡 漾 之 中 。 置

身此间，整个人都轻松起来，沉浸在茶

香之中，不忍离开。

来 到 茶 园 ，自 然 要 尝 一 尝 伍 家 台

贡 茶 。 我 们 找 当 地 茶 农 买 了 些 茶 ，摆

好茶具，煮水，将茶置于杯中。几片绿

叶下水，在沸腾的水中来回翻转，颜色

青 绿 明 亮 。 先 嗅 一 嗅 茶 香 ，再 慢 慢 品

上 一 口 。 茶 淡 淡 的 芳 香 在 口 舌 间 流

转，有种说不出的甘醇。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是老百姓对茶的偏爱。“琴棋书画诗

酒 茶 ”，这 又 是 文 人 雅 士 对 茶 的 赞 颂 。

这世间的茶，雅俗共赏，风靡千年。茶

是 什 么 ？ 人 在 草 木 间 也 。 喝 茶 ，大 概

是 人 与 自 然 最 亲 密 的 接 触 方 式 了 ，而

在 伍 家 台 茶 园 喝 茶 ，将 全 身 心 都 安 放

于 谷 雨 时 节 的 茶 山 中 ，似 乎 又 与 自 然

格外亲密一些。

壶里乾坤大
□ 张月悦

我们是头天从深圳来广东省紫金

县 龙 窝 镇 的 。 车 子 从 济 广 高 速 紫 金

东 出 口 下 来 ，沿 着 国 道 走 不 一 会 儿 ，

就 来 到 一 个 山 口 。 一 块 一 人 高 的 石

碑上，镌刻着“龙窝镇”三个大字。

国 道 几 乎 是 擦 着 山 体 朝 里 延 伸 ，

车 子 就 像 行 驶 在 一 个 绿 色 的 甬 道 ，两

旁 的 绿 浓 稠 得 化 不 开 。 车 子 继 续 行

进 ，两 旁 的 山 依 次 向 后 退 去 ，在 中 间

让 出 一 大 片 空 阔 来 ，形 成 一 溜 狭 长 的

谷地。

山并不高耸奇伟，是岭南常见的，

但 一 山 挽 着 一 山 ，连 绵 起 伏 没 有 尽

头 ，如 一 幅 一 气 呵 成 的 山 水 画 。 有 时

候 会 有 一 座 山 旁 逸 出 来 ，或 者 斜 插 进

去，显露出错落有致的气势。

有 山 必 有 水 ，山 水 有 相 逢 。 山 泉

叮 咚 流 下 ，汇 成 了 琴 江 。 琴 江 几 乎 是

贴 着 国 道 行 进 ，穿 过 山 谷 里 的 田 垄 地

块 ，倒 映 着 群 山 和 白 云 。 春 天 的 琴 江

水 势 丰 盈 ，是 河 流 一 年 中 的 高 光 时

刻 。 琴 江 一 路 东 去 ，哺 育 着 龙 窝 大

地 ，滋 养 着 两 岸 人 家 。 琴 江 村 、琴 南

村 、琴 星 村 、琴 江 中 学 …… 这 处 处 名

字 ，正 是 琴 江 这 条 龙 窝 母 亲 河 留 下 的

印记。

车 子 过 处 ，那 些 不 时 晃 过 的 茶

广 告 、茶 场 标 牌 、茶 博 馆 ，似 乎 在 提

醒 ，我 们 来 到 了 一 个 与 茶 深 切 关 联

的 地 方 。

我们往彭坊村的茶山赶。一条简

易 的 水 泥 路 沿 着 陡 峭 的 山 体 盘 旋 而

上 ，车 子 须 加 大 马 力 才 能 勉 强 爬 上

去 ，稍 不 留 神 就 会 向 后 溜 。 路 仅 容 一

车 通 过 ，在 山 底 的 入 口 处 ，向 导 朝 上

大 喊 几 声 ：“ 有 车 上 来 喽 ——”向 山 顶

的 车 发 出 不 要 下 来 的 信 号 ，以 免 在 中

途 相 遇 ，上 下 两 难 。 好 在 爬 了 十 来 分

钟 ，就 到 了 一 块 开 阔 地 ，车 子 就 停 在

这块平坦的岭上。

下 得 车 来 ，周 遭 的 山 坡 上 全 是 茶

树 ，一 株 株 ，一 行 行 ，望 不 到 尽 头 。 茶

树 长 势 茂 盛 ，繁 枝 密 叶 簇 拥 在 一 起 ，

织 成 一 道 道 齐 胸 高 的 篱 墙 。 眼 下 正

是 老 树 吐 青 季 节 ，新 嫩 的 茶 芽 迎 着 春

光次第冒出来，青翠欲滴，招人怜爱。

还要再上高处。一条新翻的土路

通 往 更 高 的 山 头 。 又 是 一 个 春 草 丛

生 的 平 坦 处 ，其 上 修 建 了 观 景 台 。 此

处 虽 还 不 是 山 顶 ，但 视 野 辽 阔 ，四 望

无碍，观景甚好。

放眼望去，一个个山头，一面面山

坡 ，布 满 了 翠 绿 的 茶 园 。 特 别 是 正 对

面 的 一 面 绿 坡 ，一 行 行 浓 密 的 茶 树 随

着 山 势 曲 折 蜿 蜒 ，一 梯 一 梯 从 山 底 铺

向 山 顶 ，就 像 一 道 道 优 美 的 五 线 谱 ，

谱 出 大 自 然 的 绿 色 之 歌 ，又 似 一 浪 一

浪 的 绿 波 ，跌 宕 起 伏 。 茶 绿 和 草 绿 连

成 一 片 ，密 密 地 覆 盖 着 山 体 ，漫 山 遍

野 就 像 铺 了 一 层 厚 厚 的 绿 毯 。 这 浩

荡 的 绿 接 天 连 地 ，人 们 仿 佛 置 身 于 绿

色 的 海 洋 、绿 色 的 怀 抱 ，不 能 不 惊 叹

于 人 力 的 伟 大 。 当 地 人 通 过 勤 劳 的

双 手 ，绣 出 这 片 丰 饶 的 茶 山 ，再 造 另

一个绿色的世界。

此 山 名 承 龙 嶂 ，海 拔 860 米 ，峰 峦

叠 嶂 ，常 年 云 雾 缭 绕 ，气 候 温 润 ，土 壤

肥 沃 ，有 如 仙 境 。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条

件 ，使 这 里 成 为 高 品 质 茶 叶 生 长 的 黄

金宝地。20 世纪 90 年代，彭坊村的一

些 爱 茶 人 士 从 台 湾 地 区 带 回 了 高 山

茶 种 ，试 种 在 山 上 ，没 承 想 茶 树 像 找

到 了 家 ，很 满 意 这 里 的 水 土 ，长 得 风

生 水 起 ，而 采 摘 下 来 的 茶 叶 更 是 甘 甜

醇香，跟抹了蜜一样。于是，彭坊村开

始 成 规 模 地 推 广 种 茶 ，在 承 龙 嶂 这 片

群 山 建 起 龙 王 绿 茶 种 植 基 地 ，历 经 不

断扩种，目前种植规模已超 2000 亩。

茶，天地生成，集自然之灵气。不

同 时 节 采 摘 的 茶 叶 ，品 性 禀 赋 各 不 相

同 ，各 擅 其 妙 。 四 月 春 气 蓬 发 ，万 木

吐 芽 ，此 时 采 摘 的 茶 叶 叫 春 茶 ；六 七

月 出 产 蜜 茶 ，也 叫 蝉 茶 ；此 后 还 有 禾

黄 茶 、雪 片 茶 。 四 季 所 采 茶 中 ，以 蝉

茶 品 质 最 佳 ，春 茶 次 之 ，禾 黄 茶 、雪 片

茶再次之。

蝉 茶 ，是 一 种“ 小 虫 子 咬 出 来 的

茶 ”。 这 种 小 虫 叫 作 小 绿 叶 蝉 ，个 头

很 小 ，通 体 呈 浅 绿 色 ，躲 在 绿 叶 中 很

难 被 发 现 。 六 七 月 份 ，小 绿 叶 蝉 活

跃 ，它 们 把 蚊 子 一 样 的 刺 吸 式 口 器 插

入 刚 刚 长 出 的 茶 芽 ，吸 取 其 汁 液 。 这

种 被 小 绿 叶 蝉 咬 过 的 茶 ，食 之 甘 甜 ，

闻 之 蜜 香 ，风 味 独 特 ，因 产 量 少 ，十 分

珍稀。

为什么小绿叶蝉咬过的茶有如此

味 觉 嗅 觉 效 果 ？ 据 专 家 考 证 ，茶 树 被

小 绿 叶 蝉 咬 了 之 后 ，小 绿 叶 蝉 唾 液 中

的 特 定 成 分 会 引 发 茶 树 启 动 防 御 反

应 ，释 放 出 以 茉 莉 酸 为 基 础 的 一 系 列

香 味 物 质 。 这 些 香 味 物 质 以 及 茶 的

防 御 体 系 运 转 起 来 产 生 的 其 他 物 质 ，

正是蝉茶的精妙所在。

小 绿 叶 蝉 在 很 多 地 方 是 害 虫 ，但

在 紫 金 ，在 龙 窝 ，反 而 成 了“ 功 臣 ”。

得 益 于 独 特 的 生 态 气 候 环 境 ，在 这

里 ，小 绿 叶 蝉 不 会 过 度 繁 殖 ，而 是 与

茶 园 达 到 一 种 恰 如 其 分 的 平 衡 。 蝉

茶 的 好 坏 取 决 于 小 绿 叶 蝉 的 叮 咬 程

度 ，茶 园 想 要 吸 引 小 绿 叶 蝉 群 聚 ，并

保 证 其 生 长 良 好 ，就 不 能 使 用 任 何 农

药，这也确保了茶叶的生态品质。

穿 行 在 茶 园 里 ，茶 树 和 山 野 的 清

新 气 息 扑 鼻 而 来 ，整 个 人 都 为 之 心 旷

神 怡 。 茶 垄 间 ，早 有 采 茶 妇 人 在 劳

作 。 她 们 动 作 轻 巧 娴 熟 ，一 片 片 嫩 芽

在 她 们 的 指 尖 和 篮 子 间 跳 跃 。 我 们

猜 想 ，这 些 新 摘 的 春 茶 很 快 就 会 出 现

在茶客的杯盏。

不少游人是从茶山另一面的休闲

旅 游 公 路 上 来 的 。 这 条 旅 游 公 路 专

为 游 客 设 计 ，沿 途 可 以 欣 赏 茶 山 风

光，可以品茗畅叙，体验茶旅之乐。

此 次 来 龙 窝 ，我 们 还 想 去 其 他 茶

村 转 转 。 当 地 人 说 ，彭 坊 村 在 全 镇 最

早 成 规 模 种 植 茶 树 ，后 来 其 他 村 也 被

带动起来。现在，全镇种茶超 3 万亩，

拥 有 千 亩 以 上 生 态 茶 叶 基 地 四 个 ，茶

产 业 已 成 为 全 镇 的 支 柱 产 业 。 依 托

茶 产 业 ，龙 窝 大 力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丰

富 的 茶 旅 、文 旅 资 源 ，正 给 琴 江 两 岸

带来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