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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千年古树茶

朋来先敬总经理、北京嘉叶源茶行有限公司创始人
罗平投身古树茶保护多年。为探寻古树茶真迹，她多次
深入云南高原，比较气候和土壤环境对古树茶的影响；
收集大量有关古树茶的茶叶样品与图书资料；为掌握加
工工艺，她自己动手体验加工过程，总结得失，验证差
别。

罗平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福建武夷山茶人，家里有
着祖传的制茶手艺。从记事起，她就随外祖父上山下
地、种茶采茶、制茶品茶。长大后，“茶痴”罗平选择茶
作为大学的主修专业。

在中国，“茶”已不只是一种饮品，它可能是家庭生
活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中国
“茶”融汇了佛家“禅茶一味”，也渗透着道家的清灵、
儒家的和谐，体现着多种思想文化的交汇融合。

就像罗平，茶对于她来说，便是传承。从小被灌输
这些以文兴茶、以艺传茶的观念，她广泛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而古树茶之文化，更有历史的气息，品之会有
“读史使人明智”的豁达感，也能体味传承千年的那一份
积淀。古树茶中的“道”，更是带着千百年风雨沧桑过后
的透彻与练达。

2001年初，罗平来到北京，从茶叶批发做起，跟着
行业前辈考察茶产地和市场。2003年，她接触到前辈们
整理的古树茶资料，从此与古树茶结缘。当真正走进云
南古树茶园时，罗平才发现，这里不只是淳淳茶香，还
有前方并不算坦途的路。

走出小众茶叶圈

古树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近年来，在罗平等茶人
的共同努力下，古树茶已走出小众茶叶的圈子。2014年
10月，中央电视台报道古茶树死亡率颇高，让其“生存
危机”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而对于罗平来说，组织茶
树认养公益活动、前往云南茶园进行考察，古树茶的保
护和推广工作早已是她每天都要跟进的事情。

我问罗平，您生于茶叶大省又是祖传制茶，多种茶
叶都品尝过，为何对远在云南的古树茶情有独钟？
“这缘于古树茶亟待保护的现状。”罗平介绍说，古

树茶必须是纯料茶，在云南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等茶
区的六大古茶山和新六大茶山才有。市场上以古树茶包
装盒销售的，仅有3%为真正的古树茶料。由于炒作，暴
利引来过度开采，现存的古树每年以20%死亡率的速度
在消失。这一稀有品种茶叶前景堪忧，通过古树茶事业
的推广，希望这种优良的茶能够延续下去。

茶课堂里重传承

让古树茶从遥远的云南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都市
茶市场的一部分，可以让古树茶的种植、采摘和保护进

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对此，罗平倡导“古树茶生活圈”
的概念，以茶课堂的形式，从茶、茶艺以及各种茶的外
延等部分，向人们展示古树茶特有的芳香。

茶课堂内容涉及茶的专业知识和品鉴。例如，刚刚
过去的一期茶课堂上，罗平拿出5款不同产地的红茶请
大家品尝体验，讲述它们的区别。

与此同时，她特别阐述了古树红茶的制作工艺：从
采摘到萎凋、揉捻、发酵、干燥共5个环节。这些过程
看似普通，实则每一环都有精确的时机掌握。以最后一
步“烘干”为例，揉好的茶叶只有在最适宜的温度、湿
度条件下，才会逐渐变红并散发出一股独特的香味。

走进茶课堂，可以坐在专门设计的茶席旁，学习茶
知识，尝试古树茶繁复的茶艺。从净手开始，焚香通
灵、活煮甘泉、洗涤茶具，再到分茶、嗅香、品茶、返
盏，步步精心也步步静心。罗平还专门为茶艺写词谱
曲、设计茶席和服饰。更重要的是，茶课堂注重茶与生
活的结合，对都市人来说，这样的结合使茶不再是文人
墨客的专利，也算是一种返璞归真吧！

加工技艺精湛的纯料古树茶，口感汤色和营养成分
如红酒一般，随着年份而与日俱增。古树的根部深入土
壤，更利于吸收地下深层土壤的养分并转化为营养物质。

其实，很多茶的功效都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被发现
的。有些不了解茶的人，总会将茶的最大作用归为“养
生”，但殊不知这些功效都源于生活。让茶带着特有的回
甘进入人们的生活，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茶不仅
是一个虚拟的符号，而是生活中的一份氤氲。而茶文化
更是如此，现在的“茶艺”源于古人的饮茶形式，从饮
水方式升华到艺术层面，茶道当中的一颦一笑都蕴含着
生活的哲思。

现在，让茶重新回到生活，为忙碌的都市生活添加
一份绿意，无论为修身还是养性，是意趣也是烟火气。
茶文化融入生活，既利于茶艺传承，又可带动古树茶的
保护。茶道千年，古树带给人们茶文化；千年后的今
天，我们也应该保护、传承它。

丝绸之路是将古老的黄河文化与恒河、古波斯和

古希腊文化联系起来的桥梁和商贸通道，沟通了亚欧

非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横跨亚欧大陆，全长近8000公

里。它在中国境内有4000多公里，穿越了两千年时空，

沿途有敦煌、楼兰古国等大量文化遗存，对旅游者有着

永恒的魅力。这条商旅之路一直联系着东西方，曾被称

为“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和“香料之路”，

而“丝绸之路”却道破精髓，被世人普遍接受。

19世纪丝绸之路被再次发现源于考古，因此，从现

代意义上看，这是一条尘封之路、神秘之路、发现之路，

同时也是文化传播之路、宗教传播之路、民族融合之路。

当探寻尘封的历史、找寻失落的文明成为时尚时，丝绸

之路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西部一条经典旅游线。

但是，这条旅游线多年来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尴

尬境地。交通不便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开

发思路不宽，资源整合不够。如今，古丝绸之路沿线已

形成公路、铁路、飞机航线等极为方便的欧亚大陆桥

交通网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3国以文化线路形式联合申

报成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盼望丝绸之路再次吸引全球

目光，更期待丝路旅游兴旺时代的到来。

丝路之旅虽缘起于考古，但仅仅依托考古挖掘的

文物，丝路旅游必然局限于小众市场，难以成为旅游热

点，其旅游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历史上，丝绸之路就是

一条发展之路、变化之路、迷幻之路。比如，丝路文化曾

发生巨变，甘肃、新疆等地居民从笃信佛教转为伊斯兰

教；丝路上的民族、语言、风俗也发生了变化。丝路旅游

要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丝路上的重点文物点，应成为旅

游业发展的重要背景和重要吸引物，但不应是全部。

未来丝路旅游发展，除传统文物古迹观光外，更应

注重现代旅游产品的开发，比如：能否以大漠恢弘为背

景开展直升机和气垫船旅游？以汗血宝马为号召开发

赛马、骑马等旅游？利用葡萄美酒等特产发展特色餐饮

旅游？甚至以雪山作背景，利用这一带的地热资源，形

成泡温泉、品美酒、欣赏雪山美景的休闲度假旅游？

由于长期囿于“路”的开发思路，丝路旅游沿途各

地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使得沿丝路旅游的吸引力下

降。应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餐饮、特色民俗等本地特色

旅游。在大丝路品牌下，各地区应努力发展自己的特

色，让五颜六色的珍珠大放异彩，形成一串诱人的葡

萄。丝路旅游一体化建设，重点应是基础设施和服务

的一体化，如自驾车营地、旅游标识系统建设，如各国

之间通关手续的简化，如联合营销等。

只要打开思路，不囿于传统古迹观光，不囿于

“路”的制约，让丝路重归发展之路、特色之路、与时俱

进之路，丝路旅游就大有可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

星河灿烂，夜色如画，一年一度
的圣诞季悄然而至。日前，加拿大多
伦多密西沙加市举行圣诞亮灯仪式，
女市长康宝丽与“圣诞老人”一起点
亮圣诞树和庆典广场的全部灯饰，圣
诞季大幕开启，万民同乐。

时值周末，我们和女儿一家参加
了亮灯仪式。到这儿生活两个多月了，
从来没见过这多的车和人。很多人全
家老小齐出动，跑跑跳跳的孩子、手挽
手的情侣、相互搀扶的老夫妻……浩
荡的人流涌向市政厅前的庆典广场。

从广场向东望去，五彩缤纷的旋
转木马和着悦耳的铃声，载着不少儿
童旋转。广场南侧，人们排着长队等
待与“圣诞老人”合影；广场东侧有很
多手工艺品摊位和食品车，还有一辆
专门给市民免费发放热巧克力，在接
近0摄氏度的寒冷中，人们捧着一杯
热乎乎的饮料，脸上绽放出温馨的笑
容。广场洁净的人造草坪上，戴着圣
诞老人帽的孩子席地而坐，品尝各种
美食，那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

当晚的市政厅依然向市民开放。
市政厅内除设有绘画、手工制作、幼
儿游乐场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圣
诞化妆师。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小丑的

形象，热心而又耐心地为孩子们化
妆，家长也排起长队，期盼化妆师给
孩子一份节日的惊喜。

广场东侧常设一个节庆大舞台，
从下午5时起就陆续有精彩歌舞演出。
在广场环游一周后，我们找到一个好
位置听歌观舞。不一会儿，披着一头金
发、身穿红色大衣的女市长康宝丽与
“圣诞老人”一行登上舞台准备亮灯。
广场上市民越聚越多，许多家长托起
孩子，摄影师们高举相机，广场气氛热
烈。市长说，圣诞节即将来临，感谢大

家冒着夜晚的寒冷来到市政厅广场，
参加圣诞亮灯仪式，我们的圣诞季从
今晚开始进入节庆的时空。随后，她和
“圣诞老人”共同推闸，点亮了圣诞树
和广场灯饰（上图）。圣诞灯亮，流光溢
彩，庆祝气氛推向高潮。活动一直延续
到21时整，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密西沙加丰富的圣诞活动将给
市民带来许多惊喜，圣诞花车大游
行、大型圣诞美食节、市民家庭与宠
物圣诞大聚会、《胡桃夹子》芭蕾舞剧
演出、圣诞晚会和一系列合唱等传统
圣诞活动、迎新年盛大焰火晚会……
节日为市民带来好心情，让大家快乐
度过圣诞季最浪漫美妙的时光。

早就熟知黄埔军校的大名，然而当大巴抵达
军校门口时，却不知这座揽尽历史光环的军校不
起眼地落座身旁。

以今天来看，黄埔军校确是一个安静的所
在。它坐落在远离广州市区的长洲岛上，面朝珠
江，背倚八卦山，如今更是被驻军和军工厂包围。
从市区一路驱车而来，现代都市气息在深入长洲
岛的途中一点点淡化，葱郁的山岭和纵横的河涌
显示出独特的岭南地貌。寻访黄埔军校，颇有点
曲径探幽的味道。这座诞生于孙中山之手的将帅
摇篮，承载着太多浪漫化与英雄式的想象。然而，
当走进黄埔军校旧址一探究竟时，满目皆是革命
者的正直、朴素与镇定。

去长洲岛有两种方式，一是走水路，从珠江北
岸的鱼珠码头出发，坐轮船数分钟便可到达；另一
种是走陆路，驾车途经广州大学城，过赤坎桥登
岛。我们就是沿着陆路抵达黄埔军校的。灰瓦白
墙、两三层的楼房、环绕四周的嶙峋古树，上午阳
光正好，竟让这将帅的诞生之地诗意起来。

来访者一定会在军校正门前选择最佳角度，
快速地捕捉第一印象。黄埔军校并不威武逼人，却
透着一股方正大气。军校大门为两柱式牌坊建筑，
朴素大方，既没有华丽装饰，也没有石雕玉琢，只
有一块题写校名“陆军军官学校”的横匾，这苍劲
有力的大字，正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手笔。

顺着这6个字读过去，视线驻落的地方连着
白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的隽秀字迹
印刻其上。1924年3月，陆军军官学校开始招生，
第一期录取500余名青年学生。6月16日的开学
典礼上，孙中山先生作了长篇演说。“从今天起，我
们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
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这篇热情洋溢
的演讲，宣告着黄埔军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而从“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到
开学典礼，其间不过半年时间，军校的条件并不是

太好。军校原为广东陆军小学堂校舍，当时已是杂
草丛生，空空如也，军校创办时略加修葺，就成了
军校的校本部。黄埔师生学习和生活都在这里。

校本部大楼呈日字形，建筑面积1060平方
米，坐南朝北，是两层砖木结构。楼里有3条主要
通道，4排房舍，房子之间以走廊联通，四周有围
墙。在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房舍排列的
形式一致，且相互对称。课室、宿舍、办公室等都
设于此，楼底改为花厅，供会议和娱乐，二楼则有
校长室及军校各部领导的办公室。

今天见到的一切，其实是广东省和广州市政
府在 1996年重新修建的校舍。据称，他们按照
“原位置、原尺度、原面貌”的原则基本复原了当
年的生活场景，来者大可肆意想象当年青年学生
在这里如火如荼学习和生活的场景。

军校初创，大部分设施很简陋，多数学生住在
葵叶竹架搭成的草棚里，每一位学生只能发两床
薄薄的毛毯、一套军服和一双草鞋。据黄埔军校教
官张治中将军回忆：“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有了这
500学生，但是我们的教育器材是不够的，武器弹
药是不够的，马是没有的。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
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

但这并不妨碍黄埔军校成为军事人才培养
的典范。1924年至1930年，黄埔军校在长洲岛共
培养了7期1万多名学生。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
过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官以上职务的就有
90多人。黄埔军校一期500余名学生更是被誉为
“军中骄子”，共产党方面的徐向前、陈赓、周士
第、许继慎等，国民党方面的胡宗南、黄杰、王敬
久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我们到访的时间是工作日，在往来的游客
中，穿着校服、列队前进的小学生格外显眼。军校
大门出口处，队伍里一名小学生惊奇地发现孙中
山先生的雕像，同行人的目光都因此而转移。孙
中山先生的纪念碑高高耸起，面朝珠江，矗立在
他临终时依旧惦记的黄埔军校。

古树茶传承岁月优雅
孙璟璠

丝路旅游

应跳出

思路困境

戴学锋

古树茶也叫大树茶，指存活百年以上的乔木

茶，是云南众多茶品种当中的珍品。原茶嫩绿，叶

形标准精细，小而挺立，似乎带着一种骄傲。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明晰的脉络，丝缕分明。

在阳光下欣赏，一枚茶叶，柔嫩但不失韧度，在枝

桠上竖立生长，带着植物特有的色泽。

古茶树生长在云南深山老林之中，茶产量稀

少，特别是千年古茶树已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活化石”。

旅游漫笔

体验加拿大“醉美”圣诞季
冯 霄 文 于世文 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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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军官学校”横匾的大字苍劲有力

探访黄埔军校
本报记者 李 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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