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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居

杭州五星级茶楼。有闻名中外的

特级西湖狮峰龙井茶，用纯天然虎跑

泉水冲泡，以双绝著称。有韵味独特

的江南茶宴、精湛的茶艺表演和独具

古今特色的各类茶壶、茶具。

你我茶燕

杭州市五星级茶馆，集休闲、

商务、高雅、时尚于一体，是杭州

第一家引进燕窝经营的特色茶楼，

追求和平、宁静、高尚的茶人境

界，被茶界评论为“文化茶馆”。

老龙井御茶园

杭州市五星级茶楼。园内坐拥

十八棵御茶、胡公亭、辩才塔等历史

人文资源；狮峰楼、龙井居、九溪源

等建筑错落有致，造型古朴典雅，与

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青藤茶馆

杭州市五星级茶楼，与杭州西

湖相邻，以幽雅的休闲环境、浓厚

的茶文化氛围、优秀的服务品质呈

现在广大消费者和游客面前，是杭

州市民休闲会友的时尚场所和旅游

者体验杭州休闲文化、饮食文化的

最佳去处。

和茶馆

杭州市四星级茶楼，以古家

具、老绣片、历代水具茶具、银饰

造像等古代生活片段布置。茶馆努

力将中国古老茶文化和古典艺术品

中所蕴含的浓厚民族文化结合起

来，构筑一片“清香情趣”之地。

（杭州茶楼协会推荐）

一、“静心觅茶香”茶文化创新旅游专

线

第一天：灵隐寺飞来峰景区———北高

峰———云栖竹径———梅家坞

第二天：雷峰塔———净慈寺———虎

跑———游湖———楼外楼———印象西湖

第三天：玛瑙寺———宝石山———纯真

年代书吧———环湖游电瓶车———知味观

第四天：中国茶叶博物馆———城隍

阁———高银巷———太极茶道馆———河坊街

及南宋御街———香积寺———大兜路———船

游运河

二、“南方有嘉木”专题茶文化旅游线

路

官巷口———河坊街———涌金门———钱

王祠上船游湖———三潭印月———花港观鱼

下船———苏堤、花港———三台山于谦

祠———中国茶叶博物馆———龙井御茶园

三、茶乡游

团队经典游：A线：灵隐———龙井问

茶———西湖

B线：西湖———雷峰塔———灵隐———

龙井问茶———西溪湿地

寻茶道之源：游（余杭）双溪、品径山茶

茶馆游：南山路、曙光路、湖滨路等茶

馆新茶品茗

农家茶馆游：梅家坞、龙坞、龙

井村、满觉陇、茅家埠，双峰村等吃

农家饭，品龙井茶

（杭州市旅游委提供）

茶文化之旅
线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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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听雨微风柔，花开满枝茶香浓。春末夏初，记者来到
杭州，有幸享受着淅沥的小雨，在诗情画意中访龙井、品名茶。

位于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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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附近的西湖，云雾缭绕、水气氤氲。周围
群山连绵，绿意盎然。好山好水，加上独有的生态环境和土壤
结构，孕育出中国名茶之首———西湖龙井。

寻茶之源

寻茶之旅从探究西湖龙井这一茶名的由来开始。当地朋
友把我带到西湖西面竹茂林密的风篁岭上，在南高峰和北高
峰的谷地之中，一处圆形的古井在雨中更多了几分灵气。井
水甘冽澄澈，井圈上刻有精美的花纹，极具古意。相传井中泉
水与海相通，因海中有龙，故得名龙井。

原来龙井旁曾有一龙井寺，俗称老龙井，建于五代后汉乾
佑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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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高僧辩才晚年来到龙井寺，在周边开辟
茶园。后来龙井寺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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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按历史原貌修复。整治后的
龙井寺呈现山水之胜、林壑之美，集泉文化、茶文化、佛教文化
于一景。

龙井因泉建寺，因寺种茶。龙井是泉名、是寺名，后又作了
茶名。龙井村一带环山产西湖龙井茶，因“色绿、香郁、味醇、形
美”四绝而著称。

西湖产茶，历史悠久。相传是南朝诗人谢灵运在杭州下天
竺寺翻译佛经时，从天台山引种而来。西湖种茶最早的文字记
载于《茶经》，记述了天竺灵隐二寺当时产茶的情况。

西湖龙井茶之名始于宋，闻于元，扬于明，盛于清。清代康
熙、乾隆二帝独钟龙井，赐御诗、封御茶，使西湖龙井一跃成为全
国名茶之首。乾隆六下江南，四次驾临西湖茶区，为龙井茶题诗
作咏，写下了《观采茶作歌》、《坐龙井上烹茶偶成》等诗篇。相传
乾隆在胡公庙品茶后，采摘了一些嫩芽，夹在书中带回宫中，将
胡公庙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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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茶树封为御茶，钦定龙井茶为贡茶。
在

&'''

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西湖龙井茶从无名到有
名，从佛寺用品、百姓饮品到帝王贡品，铸就了它辉煌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西湖龙井茶被定为国宾茶、外交茶，更使名茶
香飘万里。

品茶文化

中国茶叶博物馆研究员周文棠向记者介绍西湖龙井的简
单品鉴方法：西湖龙井外形中间大、两头小，干茶绿叶略带糙
米色，一股优雅的兰花香沁人心脾。“色绿、香郁、味醇、形美”
是对西湖龙井独特品质的最经典的评价。冲泡时，芽叶林立杯
底，犹如朵朵兰花，茶汤碧绿，清香四溢，滋味甘醇。清代陆次
云曾说：“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乎齿颊之间。此无
味之味，乃至味也。”这就品出了龙井茶的真滋味。

记者问道：“西湖龙井缘何能居名茶之首？”周文棠回答
说：“除了茶叶本身的独特品质外，杭州和西湖的文化气质造
就了西湖龙井的与众不同。西湖龙井茶文化早已成为了天堂
杭州一张别致的‘名片’。”

何谓茶文化？就是以茶为载体，茶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在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西湖龙井与杭
州名人、名景、名泉、名具、名茶、名城、名剧、名寺等相结合，不
断丰富传承，形成了独特的西湖龙井茶文化。

西湖美景，龙井佳茗，这个梦幻组合足以吸引任何人驻足
流连。杭州的茶文学底蕴深厚，茶诗歌、对联比比皆是。当年辩
才、苏轼、陆游等文人雅士曾在龙井村一带品茶参禅，把饮茶
的过程作为一种精神享受，或于山间清泉抚琴煮茶，或相聚品
茗，以诗会友，追求天人合一的意境。苏轼的《次韵曹辅寄壑源试
焙新茶》诗中“从来佳茗似佳人”，与他另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

雨》中“欲把西湖比西子”，两句恰好构成了一副极妙的对联。
杭州旅游委员会副主任王信章介绍说，西湖龙井其栽种

和饮用与佛教有着密切关联。自古禅茶一味，宋代西湖群山中
的寺院都有种茶的习俗，寺中高僧精于点茶品茶，以茶结缘。
禅宗主张“自心是佛”、“明心见性”，茶性高洁清淡，使人心静、
不乱，有乐趣又有节制。僧人们在饮茶中，体味自己与自然融
为一体，在饮茶中寻求心境开释。

杭城无处不龙井，龙井无处不文化。杭州在茶香中浸染了
千年，茶文化是杭州活着的历史文脉，也是杭州人品质生活的
奢侈和骄傲。

杭州人喜爱品茶。远离纷繁喧闹的都市，在茶村泡上一杯
西湖龙井，品茗谈笑，惬意非常。茶水在杭州人生活中已经不
是手中一杯绿色饮品，而是一种浸润到骨子里的优雅文化。

时下的杭州人不断创新茶文化，形成了以茶思源、以茶待
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以茶
起舞、以茶艺吟、以茶兴文、以茶作礼、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
以茶致富的丰富多彩的茶事活动，传递了茶文化的经济社会

功能。王信章介绍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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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每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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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杭州
的全民饮茶日，届时会举办春茶派送、茶道表演、炒茶比赛、企
业展示、茶叶展销等活动，营造知茶、爱茶、饮茶的氛围。

探茶产业

如今，市场上名为龙井茶的品牌种类纷繁，很多消费者不
清楚什么茶才是正宗的“西湖龙井”。

很多人都以为西湖龙井就是个品牌，其实它是一个地域
性的茶叶统称。《龙井茶原产地域保护管理办法》对龙井茶的

定义为“以‘龙井’地名命名，用在原产地域范
围内经认定的茶园内生产的茶鲜叶，并在原
产地域内按照《龙井茶》标准生产加工的绿
茶。根据产区划分为西湖产区、钱塘产区、越
州产区，而其中只有西湖产区生产的龙井茶
才可称为西湖龙井茶，原产地保护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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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其中龙井、狮子峰、灵隐、虎跑、五
云山、梅家坞一带为一级保护区，是最原始、
最核心的区域。

周文棠向记者介绍说，在保护区内按照
不同地域小气候环境和炒制技术的差异，龙
井茶又划分为“狮、龙、云、虎、梅”五个字号，
“狮”字号品质最佳。西湖区为提高保护区茶
叶品质，免费给茶农配发有机肥菜籽饼。“吃”
了菜籽饼的西湖龙井，香气和口感颇佳。

在龙井村茶农缪雅琴口中，记者了解到
手工炒茶的传统工艺面临缺乏传人的困境。
缪雅琴的子女在外读书，没人继承炒茶工艺。
后来一位来自安徽的年轻人上门学徒，缪雅
琴便倾力相教。

传统的手工炒制技术是形成西湖龙
井茶品质的关键工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炒制有一套独特的手法，归纳为“抖、搭、拓、捺、
甩、抓、推、扣、压、磨”，全程全凭手工在一口特制
光滑的锅中操作。

据了解，保护区的茶叶一部分由茶农自行销
售，一部分由企业收购加工销售。目前市面上用外
地茶叶以“西湖龙井”的名义进行出售的情况普遍
存在。西湖龙井的品牌保护迫在眉睫。

为此，政府专门制定了防伪标识。
+''&

年开
始，按茶园面积和春茶产量，向茶农发放“茶农用
产地防伪标识”。经营单位在向茶农收购西湖龙井
茶时，向茶农索取此标识，再向杭州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调换“销售用产地防伪标识”，供销售龙井茶
时使用。

+'&&

年，西湖龙井又获得国家工商总局

授予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在流通领域的
保护。

杭州龙井茶业集团的“御”牌是西湖龙井唯一的中国驰名
商标。其掌门人祝百昌告诉记者，物以稀为贵，西湖龙井茶作
为国茶和礼品茶，应当打造成世界级的精品。为此，该公司已
率先推出了高端品牌“皇家壹号”。

享茶旅游

从龙井村出来，穿梅灵隧道，不久就来到梅家坞。道路两
旁，茶楼林立，小桥流水，竹椅木桌，一派茶园风光。

在乡村茶楼，只见姑娘拎着水壶，向上一提，手腕一
抖，开水汩汩涌出。先是高山流水，表示欢迎；再是“凤凰
三点头”。泡茶也是这么有讲究。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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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茶农们跳出了传统
的种茶、炒茶、卖茶的路子，开起农家
茶楼。“十里梅坞蕴茶香”，如今梅家
坞已成为游客到杭州必看的景点。一个
小村落，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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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茶楼。茶农翁英
告诉记者，现在游客不断，周末节假
日每天最多能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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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
像梅家坞这样的农家茶楼、

都市茶楼和景区茶楼，是茶旅游
的重点内容。游客置身茶楼既可
品香茗、赏美景，亦可看书、听
戏，参与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消费。

走出茶楼，杭州还有不少可
以体验到茶文化的地方。在中国
茶叶博物馆，游客除了能够了解
中国几千年茶叶文明的历史轨
迹，还可参与田间采茶、作坊制
茶，以及品茶、斗茶、购茶等。
钱塘茶诗社长期对外开放，免费
提供品茶、书法等体验内容。

记者从杭州市旅游委获悉，
杭州正在重点建设“环西湖龙井
茶文化休闲旅游特色产业带”，
促进茶产业、茶文化、茶旅游的
融合和深度开发。

杭州每年举办的茶博会将茶
事活动和旅游度假有机结合，将
杭州茶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产
品；又通过旅游产品的打造，促
进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茶博会
目前已形成“大众体验游”、
“高端专题游”、“乡村休闲游”
三大茶旅游体系。

杭州茶旅游对国外游客也颇
具吸引力，尤其是日韩等亚洲国
家。“茶艺师培训”也成为杭州
颇具卖点的旅游吸引物。杭州招
商国际旅游公司日本部姚凤仙介
绍说，目前来杭进行
茶道交流与培训的日
韩游客络绎不绝，到
杭州参加茶艺师培训
在日本已经成了一种
时尚。

题图为龙井茶乡

梅家坞 唐 锋摄

西湖龙井：从来佳茗似佳人
本报记者 赵 珊

青藤茶馆 赵 珊摄

西湖龙井茶 赵 珊摄

游客在梅家坞品茶 唐 锋摄

杭州市特色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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