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赣各地留安溪茶百年足迹
为追溯安溪茶文化的传播轨迹，解锁其融合密码，安溪茶史迹调查专班奔赴多地

考察，见证安溪茶与不同地域碰撞出的绚丽火花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谢伟端 通讯员
陈和俐 文/图）2024年11月25日至12月1
日，安溪茶史迹调查专班（以下简称调查专
班）奔赴闽北、江西等地，展开了一场深入的
考察之旅，为梳理安溪茶文化的传播脉络与
融合历程积累了丰富资料。

调查专班首站来到武夷山市，其前身为
崇安县，这里留存着清朝安溪人辛勤开拓的
茶园遗址。调查专班成员穿梭于葱郁的茶园
和古朴的茶厂间，仔细探寻茶叶种植与制作
技艺的传承线索。据《武夷山市志》记载，清

嘉庆初年，安溪人林燕愈在此落地生根，从
雇工逐步发展为拥有幔陀峰、霞宾岩、宝国
岩等茶山茶厂的业主，积极引入梅占、本山、
奇兰、水仙等茶苗，所产岩茶畅销各地。其家
族后裔林东海等传承茶业，在林东海经营的
茶店，调查专班看到了其收集的300多份民
间文书，这些跨越嘉庆九年（1804）至1957
年的契约，详细记录了茶园、茶厂的交易详
情，见证了林燕愈家族发展茶业兴衰，也凸显
了安溪人在武夷山岩茶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
用。在武夷山风景区唯一的自然村天心村，调

查专班探访了“百年奇苑”的传承人、安溪西
坪镇西源村林庆艺创办的“百年奇苑”溪苑山
居茶美学空间。这里既是品茗佳处，更是追溯
西坪雾山林氏十一世祖林燕愈在武夷十八岩
开荒种茶以及林氏后人创立“奇苑”茶庄几百
年奋斗史的展示平台。

离开武夷山后，调查专班抵达江西上饶
铅山。铅山位于武夷山北麓，是明清时期重
要的茶叶产区。调查专班深入调研当地独特
的茶俗文化与历史茶路遗迹，探寻其与安溪
茶史的交融之处。铅山的河口古镇曾是“万
里茶道第一镇”，福建等地的毛茶在此加工
为河红茶后出口。

上饶玉山县紫湖镇是此次考察的重要
一站。紫湖镇地处信江源头，是闽南语方言岛，
当地不少居民祖上来自闽南。专班聚焦当地特
色茶种与传统制茶工艺，走访了川桥村等村
落。川桥村张氏家族于清康熙五年从安溪祥华
乡东坑村迁来，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茶业。如今，
茶叶种植仍是当地重要产业之一。

南平建瓯市拥有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自
唐代起便产茶，五代十国时北苑茶区更是成
为官方茶园，宋代北苑贡茶闻名遐迩。专班在
此考察茶文化发展轨迹，探寻与安溪的紧密
联系。建瓯的水仙茶声名远扬，其中“南路水
仙”创始人林祖孝为安溪人，其在南雅镇种植
的水仙茶独具特色，在1910年南洋茶业会上
荣获优质奖。在凤山茶场，调查专班了解到从
安溪引进的梅占等茶种的种植与繁育情况，
以及短穗扦插育苗技术从安溪传入后对建瓯
茶业的推动作用，这些都为两地茶文化交流
与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例证。

最后一站沙县，在茶业发展进程中也有
着安溪移民的深刻印记。在沙县凤岗街道西
郊村，安溪移民王溪顺于1982年从安溪剑
斗引入铁观音茶苗，成功打破沙县此前种植
铁观音失败的困境。至1985年，其茶山产量
可观，茶叶远销各地，还带动了西郊村及周
边村庄的铁观音种植热潮。在富口镇罗溪
村，陈景风家族自1834年从安溪西坪迁来
后，世代传承制茶技艺，虽历经茶叶市场起
伏，仍坚守茶业。

此次考察范围广泛、内容翔实，通过对
不同地区的深入调研，不仅挖掘出安溪茶在
各地的传播路径、种植与制作技艺的演变，
还展现了安溪移民在异地的奋斗历程及其
与当地文化的深度融合。这些成果为安溪茶
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多元视角，进一步丰富
了安溪茶文化内涵。

（相关报道见第十八版）

寻茶志

□本期执行：融媒体记者 张君琳

唐华，琵琶艺术家，前中央歌
舞团琵琶独奏演员，常往返于中
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展
音乐活动，在德国、瑞士举办40多
场个人音乐会，近期来泉州参加音
乐交流活动。

（中国晚报优秀专栏）

航 标

近期，受南音雅艺“知音南来”活动之
邀，我首次踏足泉州。在这座充满多元文化
的世遗之城，通过室内外结合的方式，琵琶
文化交流与演奏交织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与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背景完美融合，令人
回味无穷。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我与南音
艺术家雅艺共同探索了一段关于琵琶文化
的奇妙旅程。我们一同追溯了琵琶这件承载
着千年文化的传统乐器的历史，它不仅见证
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下的艺术火花，更在
漫长的岁月里不断演变、成长，成为中国音
乐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通过分享，
我希望能够激发更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兴趣与热爱。

音乐以其独特的感染力著称，现场聆听
的体验无可替代，远胜于磁带或录音所能传
达的感受。

在泉州南少林寺的一场“游山寺·遇知

音”户外演奏会，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独特
的演奏体验，更是自然之美与艺术之韵融合
的一次探索。参观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的泉州南少林寺后，大家缓缓步入一片被
绿树环绕的小池塘旁。这里远离尘嚣，偶尔
传来的鸟鸣声打破了静谧，让人不由自主地
放松了身心，沉浸其中。在这如诗如画般的
环境中，音符跳跃于指尖之下，长达50分钟
的时间里，无论是悠扬婉转还是激昂澎湃，
每一段旋律都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桥梁，引
领所有人在音乐中展开一场心灵的洗礼。

自幼与琵琶结缘，这份情愫早已深深植
根于我的心灵深处。它不仅是一种兴趣爱好
的体现，更是我专业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也是我至今孜孜以求的事业所在。1991
年，我的音乐活动移至日本，除举办定期个
人音乐会、参加各种音乐节外，还和西洋乐、
邦乐、电子音乐、舞蹈合作演出，以不同的表
达方式展现琵琶弹奏魅力。自2004年起，我

在欧洲各地举办超过 40 场个人音乐会，通
过琵琶这一古老而美妙的乐器，让无数海外
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
有甚者，在演奏会后选择将琵琶作为他们与
音乐结缘的第一件乐器。

2014年，我在成都创立了自己的琵琶工
作室，致力于推广和传承琵琶文化。在这里，
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深入了解到中国民族音乐
背后蕴含的文化精髓。我相信，只有不断地进
行文化传递与发展，才能使我们所热爱的事
物保持长久生命力，激发更多年轻人对于学
习及欣赏琵琶的热情。学习音乐，不仅是一条
通向职业发展的道路，更是一种能够滋养心
灵、提升个人修养的方式。无论是作为专业人
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
的宁静与喜悦，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泉州之行，让我感受到泉州乐迷对音乐
的热情与专注，也让我与南音初遇并喜欢上
了南音。南音，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

石”，发源于泉州，它不仅是泉州地域文化的
精髓所在，更深深植根于当地人民的心中。
时光流转，南音不仅保留了古典之美，也与
时俱进地融入了新时代的气息，成为连接年
轻群体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纽带，涌现了如南
音雅艺等一些致力于传承与发展这一宝贵
音乐文化遗产的个人和团体。通过举办各种
形式的活动，南音不仅吸引了大量本地爱好
者传承与传播，也让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朋
友有机会近距离感受这份古老音乐的独特
魅力。期待有机会再来泉州，与志同道合的
朋友共话音乐之美。

世遗之城遇知音 音乐之美触心灵

建瓯的茶师傅泡饮安溪茶叶品种做成的茶建瓯的茶师傅泡饮安溪茶叶品种做成的茶

在武夷山市在武夷山市，，300300多份民间文书详细记录了茶园多份民间文书详细记录了茶园、、茶厂的交易详情茶厂的交易详情，，见证了安见证了安
溪林燕愈家族的茶业兴衰溪林燕愈家族的茶业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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