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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 在黄山区（原太平县）猴

坑一带创制

1910年 首获南洋劝业会“优奖”

1915年 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

览会“一等金奖”

1955年 被中国茶叶公司评为“中

国十大名茶”

2003年 获国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2005年 《太平猴魁茶》国家标准

颁布实施

2007年 作为国礼由胡锦涛主席亲

送俄罗斯总统普京

2008年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2011年 商务部授予猴坑茶叶有限

公司“中华老字号”称号

2012年 获“2012最具影响力中

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

太平猴魁成茶外形为两叶抱一芽，俗称

“两刀一枪”。平扁挺直，有“猴魁两头尖，不

散不翘不卷边”之称。色泽苍绿匀润，素有

“绿金王子”的美誉。白毫隐伏，叶脉绿中隐

红，俗称“红丝线”。入杯冲泡，缓缓开展，

或沉或浮，犹如“刀枪云集、龙飞凤舞”。叶

底嫩绿匀亮，芽叶成朵肥壮，汤色清绿明澈，

兰香高爽，滋味甘醇，有独特的“猴韵”。品

饮时能领略到“头泡香高，二泡味浓，三泡四

泡幽香犹存”的意境。

藏在深山的“绿金王子”
本报记者 孔晓宁

·寻访中国十大绿茶之六·

猴魁之路

如何鉴别太平猴魁

插图均来自昵图网

“太平猴魁”这个茶名，一言以蔽之，就是“出产于太平县
（现为黄山市黄山区）猴坑的绿茶之魁首”。近百年来，此茶名
声越叫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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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其产量仅以百斤计时，即荣获了巴拿
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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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只以千斤计时，又被中国茶
叶公司评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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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产量上升到上百万
斤，“猴坑”牌太平猴魁还在中国（芜湖） 国际茶业博览会上
被业界公推为“茶王”。

上世纪
"'

年代，太平猴魁属特供品，不是普通人能喝到的。
每逢茶季，省茶叶公司到产地征购新茶，封入铁钴，五一节前送达
北京，节日当天用于招待国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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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
锦涛出访俄罗斯，还将太平猴魁作为国礼，赠与普京总统。作为绿
茶中最肥最大的品种，太平猴魁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故事。

正值采茶旺季，记者来到黄山，沿着一条在悬崖峭壁上开
凿出来的狭窄小道，直抵藏在深山老林中的猴坑，寻访那已演
绎百年的绿色传奇。

见到全国最富的茶农

从黄山市中心的屯溪区前往黄山区，几乎是
绕着黄山风景区走了半圈。在我看来，黄山像是
巨大绿毯上摆放的一块巨型黄玉，而太平猴魁茶
园就如掩藏在黄玉边上的一块块绿色宝石。从黄
山北门附近钻进大山的一道皱褶，沿着一条澄澈
的小溪径直穿入山的深处，新修的水泥路刚好够
两辆小车相会而过，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有本
省的，也有外地的，显然大多是为茶而来。

一条宽河挡住去路，河上刚修了桥，据说去
年车至此还得改乘小船进山，现在可以乘车直抵
猴坑村村口。一个多月前，该村还叫三合村，猴
坑不过是该村的一个村民组。

到猴坑村民组还有五六公里路，那真不能称
作路，更像是硬生生在悬崖上凿出来的一条栈
道，勉强够一辆微型面包车通行，最窄处，小面
包车的外轮几乎贴着崖壁转动。几辆这样的车子
由村里身手最敏捷的小伙子驾驶，出入的无论贵
宾、小贩，一律乘它而行。我坐在副驾驶位置
上，车门外就是万丈深渊，往下探视一眼，顿觉
心跳加快，血冲脑门，赶快左顾而言他。遇到拐
弯，年轻的司机拼命地按着喇叭。有车迎面而
来，幸好已近村子，对方作了退让。若在方才经
过的急转弯，两车相遇，真不知他们该如何处
理。

车抵猴坑村民组，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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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人家，但人声
嘈杂，热闹如市。户户盖的新楼房，一层全都作
了制茶车间，里面少则七八人，多则几十人，工
人们分工明细，有的从事拣尖、整形、杀青，有
的在对鲜叶进行整型、焙制，最后出来的就是成
品干茶。一群女工围桌而坐，把早晨摘下的鲜
叶，一根根摊放在木桌上，小心翼翼地用双手理
成条状，放进浅竹筐。随后送到灶台，置入一口
大大的铁锅，炒茶工以手作铲，抄着茶上下翻
飞，空气中飘荡着一股浓郁的兰香。再看成品，
根根平扁挺直，两头尖实。颜色也由最初的翠绿变为苍绿，叶
脉透出一道隐红，这道“红丝线”，是猴魁特有的标志。

全组
+(

户人家，有
++

户姓方。方安全家有两栋房子，其
中一栋全都作了车间和工人宿舍。他告诉记者，他家雇用了几

十个工人，来自附近安徽与浙江农村，从事采茶与理茶的，一
天包吃包住外，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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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炒茶等技术工，工钱更多些。
“今年茶季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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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往年清明前后开始采茶，今年
(

月
&#

日就开始动手采摘，五一过后这些工人就要陆续返乡了。”
“今年干茶好卖吗？”看着不少买家模样的人在村里踱来踱

去，记者问道。“和往年差不多。明前茶每斤可卖四五千元，现在的
尾茶，还能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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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
“今年国内高端茶市场有点下滑，但太平猴魁基本上没受影

响。这个村民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二三十万元，算得上是全国收
入最高的茶叶专业户啰。”陪同采访的一位农委干部介绍说。

方安全告诉我们，他每年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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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茶山，只需用几个月的时
间。“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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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在山外镇上买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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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住房，一到
$

月，把这边的房门一锁，就住到那边去，一直住到来年茶叶发出新
芽。我的父母一年四季都住在那边。”“现在村子里户户在镇上有
房，春节这边根本见不到人。大年三十，大家就在
城里相聚啦。”村民组长方观九在一旁补充道。

猴坑品“猴韵”

猴坑这个村名，自然与猴子有关。
当地人传说，很久以前，黄山上有对白猴夫

妻，生养了一只小猴，一家其乐融融。一天，小猴
贪玩走失，公猴急忙出外寻找，留着母猴看家。老
猴一路攀山过涧，好不容易来到猴坑地界。由于长
途劳顿，加上急火攻心，它患了重病，奄奄一息。山

民发现了病卧山冈的老猴，连忙采来草药救治。老猴转危为安，为
了报答山民救命之恩，便在猴坑栖居下来帮助干活。他攀上悬崖
峭壁，采来一种清香肥嫩的茶叶，深得大家喜爱。老猴终老于此，
人们就把它生活过的地方称为猴坑，把它采摘过的茶叶命名为猴
魁。而那只呆等在黄山北海峰顶的母猴，天长日久化作石猴，成为
了当今的黄山一景：猴子望太平。

美丽的传说，总会有鲜活的现实作为源头。时至今日，猴坑
依然山高路险，古时候这儿想必就是猴群的领地。北宋末年，
官府腐败，民怨沸腾。出身于歙县的方腊揭竿而起，后被官兵
残酷镇压。作为方腊族人的方秋涯为躲避官府追杀，领着家人
躲进猴坑，种黍植茶，代代繁衍。从那时起，猴坑一带多出好
茶的记载，开始见诸史籍。

时至今日，太平猴魁的核心产区，是以猴坑为中心的周围
&+

个村民组，总面积
&$

平方公里，区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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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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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口。然而论茶的品质与价格，猴坑的仍属最高。今年受大
环境影响，高端茶价格回落，只有猴坑出品的干茶，价格基本
没有往下掉。

爬上一面陡峭的山坡，我们来到一棵“茶树王”前，它的

枝条上系着不少红丝带，是村民举行新春开摘仪式时留下的信
物。这棵“茶树王”与周围茶树的最大特点，就是芽叶肥壮。
同是采摘“两叶包一芽”，别处鲜叶不过像是茉莉，就一小朵，
而“茶树王”的芽叶，则是肥肥硕硕的一长根，用手估一估，
足有八九厘米长。这简直不能称作“叶”，而应叫作“棵”。而
采这样的“茶棵”，按理说一会儿采个十斤八斤的没问题，其实
不然，因为猴魁采摘极为考究，有所谓“四拣八不要”：拣高
山，拣阴山，拣生长旺盛的柿大茶茶棵，拣挺直茁壮的嫩梢；
对夹叶、过大过小、瘦弱、叶片全开、生长不健全、色淡紫色、
节间过长、有病虫害的芽叶，均不能要。另外加上一条：清晨
朦雾中上山采茶，雾退即收工，一般只采到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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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因此一
个采茶工一上午也就只能采个四五斤鲜叶。

猴坑位于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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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上的高山上，坑峪幽深，山水相映。
茶园多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位于山的阴面，四周植被覆盖率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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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雾大雨多。土壤是变质页岩风化后形成的乌沙土，
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这些不可复制的环境与条件，造就了它的
独特品味。据说多年前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总统酷爱猴魁，曾经
派人前来购买茶籽，聘请茶工，欲试验移植，费了很大功夫，
却最终未获成功。

身兼猴坑村党支部书记、猴坑村村委会主任和猴坑茶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的方继凡，领着我们在公司的一间茶室坐定，给
我们每人冲泡了一杯猴魁新茶。苍绿色的干茶，遇水便很快变
得嫩亮，在玻璃杯中竖直起来，杯子里于是只见茶不见水
了。吮过兰花异香，再呷一口茶，顿觉香高鲜爽。
紧接着，一股甘甜浓香的滋味，充溢舌颊。这大概
就是所谓的“猴韵”了。“太平猴魁可是头
泡香高，二泡味浓，三泡四泡幽
香犹存。极品猴魁就是七泡八泡
还有滋味呢。你们一定
要多喝几道！”

方继凡的劝茶，明显表示出一种“自命不凡”。我们由衷地回报
以畅饮。

谱写新徽商传奇

方继凡戴着一副细巧的眼镜，一脸儒雅，完全不像是出生
于猴坑的地道农民。他创办的黄山市猴坑茶叶有限公司（前身为
新明猴村茶场），是目前最大的太平猴魁生产企业，也是太平猴魁
茶叶企业中唯一的“中华老字号”。在公司大门口迎接我们时，他
拄着拐杖，伸出的手不停地颤抖。原来，他上月赴上海找规划专家
商议开发猴坑村的旅游业，不料在高速公路突遇车祸，司机当场
断了气。他也受重伤，幸亏救治及时，才又回到了祖祖辈辈辛勤耕
耘的茶山。
“徽骆驼，苦备尝，春风满面鬓如霜。赢得无徽不成镇，千年史

册话徽商。”在猴坑茶叶有限公司新建的茶叶博物馆里，我们了解
到，太平猴魁的历史，既是一部猴坑一带茶农奋力拼搏的历史，也
与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徽商有着直接的关系。

太平猴魁能够叫响世界，不能不提到一位猴坑的茶人———方
南山。作为方秋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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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孙，方南山自幼迷上了茶叶，居然为此
终生未娶。他从进山购茶的商人那儿得到启发，着手改进种茶与
制茶技艺，使得茶叶品质有了飞跃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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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在猴坑
狮形头培育的太平猴魁，一举夺得南洋劝业会“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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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已经小有名气的太平猴魁，经“太平第一茶商”刘敬之等人推
荐，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方南山带着参赛茶叶，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来到美国旧金山。他见洋人对中国茶
叶不甚了解，光顾者很少，就在中华馆旁的木屋开设茶室，烹
泡魁茶，立时香气四溢，吸引八方来宾。结果荣膺“一等金
奖”，载誉而归。

博物馆内还有一件文物特别引人注目，即孙中山专门为
太平猴魁题的词：“饮杯猴茶，如得知已，可以无憾。南山先
生鉴。”这又引出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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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孙中山乘“联鲸”
号兵舰沿长江考察，抵达芜湖码头。正在芜湖开设“南
山茶号”的方南山，到码头迎接并奉上自己的得意之
作。孙中山品茗之后十分欢喜，立即题词并盖上印章。

近些年，太平猴魁及猴坑茶叶公司获得的各种
奖牌奖杯，布满一间大大的展室，其中最值得一提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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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全国
(#

品名优绿茶中被评为第一；
&$$'

年，再次荣列全国名茶
(!

品之首。太平猴
魁“绿金王子”的地位，一直受到业界公认。

要保持这种地位，对于茶人来说，面临的
巨大压力可想而知。要把分散在沟沟壑壑的农
户组织起来，引导他们统一施用农家肥、
生物农药，接受“公司加农户”的管理模
式，杜绝外地茶叶冒充正宗流入本地市
场，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营销网络，
其间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真是一
言难尽。

方继凡作为猴坑方氏茶人第
十七代传人和太平猴魁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正从先辈
那里继承“徽骆驼”精神，
带领自己的团队，为太平
猴魁开创新的天地。
人们期待着，一部新
的徽商传奇，在他
们手上完美
地续写出
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王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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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湖一瞥 来自安徽广播网

杀青

净化包装车间 猴坑村一瞥 孔晓宁摄

制茶作坊 孔晓宁摄

茶王树 孔晓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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