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茶事
潘云强

父亲好喝茶。
他有两位茶友，一位姓章，一

位姓徐。
父亲与章叔相识是偶然。

那年夏天，章叔气喘吁吁地拉着
装满砖头的大板车经过我家，正
在门口喝茶的父亲便邀他喝口
茶，歇下脚。章叔一口气喝了好
几杯。那天是父亲帮他把大板
车拖回家的。

从那以后，章叔常到我家喝
茶。章叔很淳朴，跟父亲年龄相
仿，戴着眼镜，白白净净的，像没
见过多少世面的书生。他们不光
是茶友，还兼棋友。喝茶时，通常
要下几盘棋助兴。章叔下棋遇到
难题时，会将茶杯拿起来又放下，
翻来覆去好多遍，间或会将茶杯
堵在嘴唇上抿两口，举棋不定全
表现在他的动作上。而父亲棋局
低迷时，会把茶杯端起来，连连猛
呷好几口，仿佛要从茶中找到解
法。几盘棋厮杀下来，二人不免
荡气回肠，他们的棋瘾和茶瘾亦
过足了。

父亲的另一位茶友徐叔比父
亲小几岁，胡子拉碴的，那“观模”
（烟台方言，模样的意思）怎么看
都像猛张飞。他在西郊一家木材
厂工作，一次干活时，被电锯下迸
射起的木块伤了眼睛。他住院就
医，因家人都在农村，没人为他提
供一日三餐，在医院工作的父亲
便主动帮忙照顾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烟台市
民大多数住平房，睡的是炕，用的
是大锅大灶，烧柴是金贵东西。
徐叔单位会定期将木材的下脚料
作为福利分给职工。徐叔家远在
乡下，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便把
这些东西用麻袋装好，捆在他那
辆“大国防”自行车后座上，从只
楚送到三马路的我家，几乎穿越
大半个烟台市，到我家时往往累
得汗流浃背。他骑自行车有个习
惯，总爱用铁夹子把两个裤腿夹
起来，以防止“大国防”裸露在外
的车链子把裤脚咬住。

别看徐叔人高马大，像个粗
人，但对茶却颇有研究。换句话
说，他的茶叶知识颇为丰富，不但
知道茶叶分绿茶、红茶、茉莉花茶
等种类，而且对那些发酵茶、半发
酵茶门儿清，说起来头头是道，
如数家珍。另外，他能根据茶汤
颜色、明亮程度、鲜爽甘醇程度
及回味是否持久等品出茶叶的
优劣，并能较清晰地辨识出茶的
产地。

父亲有不少茶壶，其中有一
把宜兴紫砂壶。说起这把壶，已
经有些年头了，里边还有一个故
事。父亲年轻时在大连卖菜，一
次去小卖部买茶，刚巧店主不
在。父亲买的本是好一些的茶，
店主的儿子是个好吃懒做的货

色，欺父亲面生，给了劣质的
茶。父亲喝着不对味儿，便回店
去找。做买卖讲究诚信，店主一
个劲儿地道歉，并退换了茶叶。
父亲见此人态度诚恳，便经常去
他那里买茶，店主为了感谢父
亲，送父亲一套从宜兴进的紫砂
壶。那把紫砂壶太小，盛不了多
少水，但父亲视其为宝贝，只有
独饮时才舍得拿出来用。父亲
每每说起这个故事，眼中便放
光，甚是高兴。他说那紫砂壶冲
泡的茶水，味儿不同。父亲招待
朋友喝茶用的是些大壶，其中有
四方的、椭圆形的，也有又细又高
的，多年来用坏了不少。

1984年，我去杭州出差，特
意去了趟闻名遐迩的龙井村。那
时候刚改革开放，龙井村的村头
黑压压的全是卖茶叶的摊贩，而
且卖的一色龙井茶。我简直看花
眼了，来一趟不容易，我一下子买
了2.5公斤。父亲喝了以后，说不
是龙井茶。我起先还纳闷，后来
在某刊物看了一则消息，说龙井
村头的茶叶摊贩卖的很多是冒牌
货，要买真的龙井茶，只有到村民
家中才能买到。我这才恍然大
悟，也又一次领略到父亲味蕾的
老辣。

知道茶蕴含茶道、茶艺，是一
种文化，是以后的事情了。明白
茶叶含有茶多酚、氨基酸等营养
成分，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并有
清心醒神及排毒功能，也是在科
技高度发展与普及的今天。父亲
爱喝茶显然与这些并没有什么因
果关系。

父亲他们喝茶时，谈得最多
的是孩子。谁家的孩子学习棒，
考上了大学；哪个孩子孝顺，给他
们买了什么；谁的儿子被评上优
秀工作者；哪家闺女找了个什么
样的对象等，都是他们的谈资。
章叔过去家境较好，他是个初中
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初中
生算是高学历了，为此他曾被某
机关招聘为公务员。后来因为出
身不好，又被调到工厂当了一辈
子锅炉工，感慨和遗憾之余，最终
也释怀了。他们对自身居住的城
市也是相当关注，上世纪70年代，
烟台在城建上有几个大手笔：一
个是建了服装大厦，也就是百姓
口中的“七节楼”，还有东风电影
院、机械大厦以及百货大楼等。
而东风电影院路口的大转盘，在
那个年代是蝎子拉屎——毒（独）
一份儿，在百姓眼中绝对是稀罕
玩意儿。1977年，动物园从现在
的烟台大剧院位置搬迁到南山，
也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这些都
是他们喝茶时的谈资。

父亲喝了一辈子茶。他不但
长寿，且心态年轻，少有愁事，或
许多少沾了些喝茶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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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独特的符
号。它代表着清雅、宁静，又寓意着和谐、
圆满。我与茶的缘分，深如那经年累月的
茶香，悠远而绵长。三十余年来，茶，成为
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
一个春夏秋冬。

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闻到茶香是有
一年过年时。我娘从茶叶罐里取出一小撮
茶叶放在茶壶里，然后，将开水冲了下去，
顿时，一股浓厚的茉莉花香弥漫屋中，那独
特的幽香，令人心旷神怡。我学着大人的
样子，端起一杯金黄色的茶水，浅浅地喝上
一口，咂摸咂摸，那是一种苦涩又甘甜的味
道。从那一刻起，我已被茶的魅力所吸引。

工作以后，我所在的商店也经营少量
的茉莉花茶（当地人叫茶末）。那个年代，
茶叶还没有进入千家万户，大部分人也不
懂茶，只有极少数的家庭逢年过节会买上
四两半斤走亲访友，平日里也能买上一两
二两招待同事或朋友，对茶叶的质量也不
讲究。那时的茶叶价格一般在几元钱一公
斤。我们把茶叶分成一两一包，方便顾客
购买。每当分包茶叶的时候，那浓郁的茉
莉花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有时，我也买
上一包，闲暇之余，泡上一杯茶，静静地观
察茶叶在杯中的变化。茶叶经沸水一冲，
上下翻滚，起起落落，嫩嫩的芽叶和茉莉花
在水中慢慢舒展开，完成生命中最后的绽
放，留住最后的清香在人间，汤色也从淡黄
色、黄色再到深黄色。一起一伏之间，散发
出的香气经久不散，令人回味无穷。它穿
透了人的心灵，让人感受到一种淡然的安
宁，仿若远离了生活的烦恼。一杯又一杯，
我开始慢慢品味出茶中的醇香与韵味。
茶，逐渐融入我的生活中。

我正式步入茶行是 1992 年，我被调
入茶叶公司工作。茶叶公司下设一个茶
庄，以零售为主，当时我们所经营的茶叶
全部来自市茶叶公司。经营的品种主要
以茉莉花茶为主，绿茶为辅。随着改革
的深入，1993 年北京的茶叶也从统一调
配逐步迈入市场化，一时间，南方的茶商、
推销员鱼贯涌入了北京市场。面对新的市
场变化，为了了解更多的茶叶知识，掌握更
全的茶叶技能，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有
关茶文化方面的资料，从陆羽《茶经》里寻
答案，在经典文学作品里寻根问脉，多次参
加业务培训，向制茶师傅请教。经过学习、
实践、探索，终于掌握了茶叶从栽培、生长、
管理、采摘到晒青、揉捻、发酵再到成品的
各个环节，了解了红茶、绿茶、黄茶、白茶、
黑茶、乌龙茶及花茶的分类和品性，熟悉了
悠长而久远的中国茶文化，进一步丰富了
自己的业务知识，逐渐掌握了茶叶鉴别的
技巧及方法，为日后经营茶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记得有一天，一茶商带着君山银针找
到了我，报价六千元一公斤，让我收购。君
山银针属于黄茶类，产自湖南洞庭湖的君
山岛，产量较少，它是在绿茶的基础上加了
一道闷黄工艺，是十大名茶之一。君山银
针芽头肥壮，坚实挺直，芽身金黄，身披银
毫，被称为金镶玉。我拿了一个高脚杯，用
开水温了一下杯，然后投入茶叶，用八十摄
氏度的水冲泡。先观茶叶在杯中的变化，
只见芽尖朝上，蒂头下垂而悬浮于水面，随
后缓缓降落，竖立杯底，忽升忽降，蔚成趣
观，最后沉入杯底，如万枪林立，似群笋破
竹，芽光水色浑然一体，妙趣横生。再看汤
色橙黄、明净，香气清醇，滋味甘爽。最后
看叶底，上等的君山银针，叶底嫩黄、明亮，

经水冲泡会析出很多绒毫沉入杯底，可这
个茶叶绒毫很少，说明它采摘时不是春分
后而是清明后。经茶商确认，茶是清明后
采摘的，绒毫少了很多，最后定价为四千
元一公斤。类似这样的事有很多，每次我
都是按这样的方法进行鉴别，十拿九稳。
由于茶叶质量的提高，茶叶的种类也由以
前的几十种扩大到上百种，茶叶销售红红
火火。

1997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
的茶叶销量出现了滑坡，大大小小的茶庄
好像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对我们的经营
形成了很大的冲击。那段时间，我自知肩
上的担子很重，但又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工作上的挫折导致我精神上跌入低谷，自
己经常一个人独自品茶，以缓解心理上的
压力和焦虑，慰藉无处安放的心灵。品茶
如品人生，在氤氲茶香中，让思想恣意驰
骋，信马由缰在茶的世界，烦躁的心绪慢慢
平复下来，在一片乱麻中逐步理出了头
绪。不经意间，一个新的计划在我脑海里
形成：融入市场，大胆走出去，提高服务质
量，薄利多销，以优异的价格、优良的品质
争夺市场。首先，解决上游货源问题。自
己与各家茶商沟通协商，凭着良好的信誉，
茶商们愿意给我们最低的价格。其次，解
决售后服务问题。我们不怕路远，曾经驱
车二百公里去河北丰宁上门送货，既收到
了经济效益，又得到了客户的好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过去
不知茶、不懂茶，到现在的喝茶品茶，见证
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三十年前我回老家探
亲，总会给父母及兄弟姐妹送茶叶，当时买
茶的价格是四十元一公斤，每次都要讲喝
茶如何好，让大家养成了良好的喝茶习
惯。直到近十来年，兄弟姐妹中有的家里
才添置了茶桌，摆上了茶道用具，桌上还放
着多种茶叶，谈起喝茶津津乐道，茶叶的标
准也逐步提高。我每次回家，他们就让我
这位“茶大师”讲茶叶如何鉴别，喝什么样
的茶叶对人有益处，我都会一一解答。

喝茶，不再是解渴，更成了一种时尚，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向
往。以前，我们只知道南方人有喝早茶的
习惯，岂不知现在的北方人也是几个人凑
到一起喝下午茶，谈古论今，家长里短。过
去，我们认为南方的茶叶好，可谁知北方的
茶叶也如此美妙。崂山绿茶、日照雪青，也
是余香萦绕，荡气回肠，自有另一番茶韵。
现在人们对于茶叶种类的选择更加多样
化，除了传统的六大类茶叶以外，还出现了
许多新的品种，如调味茶、保健茶、养生茶，
还有国外进口的茶，真是五花八门，让人眼
花缭乱。

有人问，为什么好茶不好喝？我告诉
他，可能是把好茶泡坏了。我经过多年的
积累，总结了几句口诀：绿茶“闷”着泡，鲜
爽喝不到；红茶沸水冲，酸涩入口中；乌龙
出汤慢，韵味少一半；花茶敞口沏，好茶没
意义。其实，每一种茶都有自己的茶性，只
要我们细心去观察，精心去品尝，用心去体
味，就能让茶香韵味植根于心底，对每种茶
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记。一段顺口溜分享给
大家：绿茶、黄茶不过三，头道二道入口鲜；
红茶能泡四五道，二道三道滋味妙；白茶最
少六七遍，从头到尾都很甜；普洱十道很稳
定，三泡开始入佳境；乌龙七泡有余香，岩
茶头道还魂汤。

三十余年的茶缘，让我从品尝到品味，
从爱好到追求，感悟人生百态，而茶，也将
成为我一生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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