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片叶子的香
让人闻得见西湖山水

清代美食大家袁枚在《随园食

单》里说：“杭州山茶，处处皆清，不

过以龙井为最耳。”《钱塘县志》中

也写道：“茶出龙井者，作豆花香，

色清味甘，与他山异。”

西湖龙井是“上过户口”的。

龙井茶之中，又以被评为中国十大

名茶之首的西湖龙井为最贵。在

杭州，西湖龙井一级产区，包括

“狮、龙、云、虎、梅”五大字号。西

湖龙井产区东起虎跑、茅家埠，西

至杨府庙、龙门坎、何家村，南起社

井、浮山，北至老东岳、金鱼井，共

168平方公里。

一壶新茶，承一湖春色。西湖

龙井产区属西湖的外围地带，茶区

北高南低，向东一揽西湖水汽，云

蒸霞蔚里，“雾芽吸尽香龙脂”。伫

立西湖畔极目远眺，三面云山更兼

南北两高峰，武林群峰环抱，为细

嫩的茶芽挡住寒流侵袭。江南初

春，绵绵群山雨意浓，使得茶树茶

性涵养到极致。

龙井茶是自然与人文共生交

融的产物。与西湖龙井茶文化相

关的名泉有龙井泉、虎跑、玉泉

等，名寺有灵隐寺、韬光寺、法净

寺等，相关的文化景观更是不计

其数。明代文人高濂在《四时幽

赏录》中提到：“西湖之泉，以虎跑

为最。两山之茶，以龙井为佳。”

虎跑泉配龙井茶，是大自然馈赠

给杭州的珍品。

不尽西湖美，一品龙井香。看

着蜿蜒的山、高低的树，听着叮咚

的泉，品着西湖龙井，心境悠然。

难怪有人说：“喝一杯西湖龙井，等

于是把西湖山水喝到了肚子里。”

不过，喝这一杯“西湖山水”，

可是有“成本”的。尤其清明前后，

是西湖龙井最抢手的时节，也是最

贵的时候。春茶上市的时候，几千

元一斤实属常见，如顶级狮峰龙井

等手工炒制的群体种龙井茶，最贵

的两三万元一斤都有。

汪曾祺先生就曾“望茶兴叹”：

“龙井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

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

贵。”

这片叶子的香
让人品得出匠心淬炼

去年，包括西湖龙井制作技艺

在内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西 湖 龙 井 的 采 摘 堪 比“ 绣

花”。乾隆皇帝说的“火前嫩，火后

老，唯有骑火品最好”，这“骑火”指

的是采茶时限，即清明前后几天。

明《嘉靖通志》中写道：“取其一旗

一枪，尤为珍品第。”一公斤特级西

湖龙井采摘的鲜叶，需要 8-10 万

个芽梢。

此外，采茶还要做到“三要”

“五不要”，“三要”是指晴天采、标

准采、提手采，“五不要”就是不带

柄蒂、不带鳞片、不带鱼叶、不带碎

片和不带雨水叶。

再说炒茶。这项古老的技艺，

是在明代成熟的。清明谷雨时节，

身在龙井村，时不时就能循着茶香

找到正在劳作的手工炒茶人。从

枝头叶到杯中茶，炒茶技艺至关重

要，堪称一绝。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下诏罢团

饼，改贡叶茶，“惟采芽茶以进”，让

此前只在民间流行的叶茶，成了皇

家用茶。这一变化，让原本复杂繁

琐的喝茶方式变得更平民化，同时

也对炒茶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催生了许多创新突破。比如，现代

炒茶中的“炒青”环节，就是起源于

明代。

外行人看热闹，惊叹老师傅们

“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

磨”的动作行云流水；内行看门道，

炒制的时长、温度、力度，要根据茶

叶的大小、含水量、饱满度随时调

整变化。

手工炒制看似简单，实则一举

一动皆是手上功夫，没有几十年的

磨练，难以登堂入室。就说在炒茶

过程中，炒茶师不能佩戴手套，要直

接用手感受茶叶温度湿度的变化。

从历史的脉络中可以看到，

手工炒制技艺从来没有脱离茶乡

人的生产生活。比如，“80 后”的

翁家山村人孙斌，已从事炒茶 12
年，直至今天，他仍然在不断摸

索、感受自己炒茶动作上的“感

觉”。因为茶叶炒制绝不是端坐

在炒炉前摆出几种动作，而是要

把自己对于茶叶的认知与手上的

技术融为一体。

为了保证西湖龙井的产量，标

准与效率兼备的机械制茶近年来

占据了主流，炒叶产量一度占总产

量的 95%。不可否认，标准化生产

给龙井茶带来了产业的兴旺，但这

不妨碍手工炒制出来的西湖龙井，

始终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因为大

家都认可一件事：手工炒制技艺是

西湖龙井的根基。

这片叶子的香
让人读得出文化的绵长回响

西湖龙井茶如此风靡，不仅是

因为制作技艺的匠心独具，更源于

深厚的历史文化。它带着诗篇文

章的书香，带着风雅生活的情趣，

带着百姓日常的烟火气，穿越千年

仍清香醉人。

唐代陆羽的《茶经》记载，“钱

塘灵隐、天竺二寺产茶”。此时的

西湖龙井，还只是雏形，在以煮茶

为主的唐宋，并不出名。随着明代

制茶技艺的革新，龙井茶逐渐声名

远扬，成为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

小骄傲。

叶绍翁、林和靖等人的诗文

里，都出现过龙井茶。苏东坡在杭

州时，就是龙井的常客，喝茶吟诗

会客，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和辩

才和尚问茶的故事，成为了一段佳

话。在明代陈眉公的《试茶》诗中，

还能读到“龙井源头问子瞻”的诗

句。连《红楼梦》里，黛玉喝的也是

龙井，可见西湖龙井在文人墨客心

中的地位。

龙井村牌坊上，有一副对联：

“问山得路宜晴后，汲水烹茶正雨

前”，出自乾隆皇帝的诗，讲究的是

喝龙井茶的时间得刚刚好。杭州

九溪十八涧的林海亭的楹联“小住

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曰归可缓，

试同歌陌上花来”，讲的是喝茶之

道与生活之道的融合。

高洁清雅，自然和谐，饮一杯

西湖龙井，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

更是一种生活情趣。喝茶人的风

雅乐趣一直在浙江人的血脉中延

续。郁达夫就很喜欢“由清波门坐

船至赤山埠，翻石屋岭，出满觉陇

⋯⋯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

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

小包而已”。

龙井，是茶名，也是地名。以

茶为业，世代居住的村民，为西湖

龙井续写着新的故事。前两年上

映的浙产电影《龙井》，就以龙井村

为背景，讲述了三段因龙井茶而结

缘的爱情故事，此为“龙井新说”；

越来越多“90 后”茶二代回归，他

们的眼光跳出了 7000 余亩的核心

产区，而是寻找到破圈的路径。比

如，把村里一处老库房变成了地中

海风格的餐厅，把茶田山色变成年

轻人打卡拍照的背景⋯⋯

这也难怪说，西湖龙井的“根”

“魂”“芯”，均在文化。春天里的一

片叶子，不论在何时，都引发无限

遐想。俗语说，柴米油盐酱醋茶。

喝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看着载浮载沉的龙井茶，生活

仿佛也变得简单明快起来。正所

谓“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

华”，春茶与春天，都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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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这片叶子的香

龙井问茶：杭州的春天尽在此杯
本报记者 陶悦清 杭州日报记者 钱伟锋

如今，杭州西湖龙井茶已经进入开采期，翁家山村、龙井村的采茶工，一
大早就上山忙乎了。西湖群山间的茶园里，又热闹了起来。

春尝一口鲜，西湖龙井是很多人追捧的“春日限定”。如同西湖一般，龙
井茶也是杭州最具文化辨识度的名片之一。

独步天下的龙井茶，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著称。一片片青绿的茶
叶，不仅是茶农勤劳致富的依靠，更是经过西湖山水温润的历史文化，是千
百年来一代代杭州人的烟火人间。

今天，我们随着这杯春日清香，一起来细品。

龙井村全景。图据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