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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翔

! ! ! !铁观音属于半发酵茶!市面上销

售的部分清香铁观音发酵度大约是

!"#" 传统方法制作的清香型铁观音

发酵度在 $"#%&"#之间!浓香型铁观

音发酵度在 '"#%("#之间#据有关制

茶专家介绍!要做出好的香型!使观

音韵最为突出!就要根据不同的茶青

制定不同的做茶方案#比如烘焙浓香

型铁观音!最基础的是去除铁观音的

一些水分和杂味!提升香味# 由于各

种杂味的挥发点不一样!烘焙的温度

和时间控制就非常关键!一个细微的

差别!做出来的茶叶味道就不一样#

安溪的许多制茶师都有自己的

风格!有的茶叶高贵$内敛!有的张

狂$大气"铁观音香型也不一样!有

兰花香$桂花香$炒米香$果味香$蜜

糖香等# 现在铁观音的制作主要还

是靠制茶师的个人经验! 经历的积

累程度和水平的高低都影响茶叶品

质和香气#

正如安溪茶谚所说%&品茶评茶

讲学问!看色闻香比喉韵# '安溪铁观

音的香气是世界上所有茶类中最复

杂$最高长$最持续的!没有任何茶类

可以比拟# 消费者的需求千变万化!

只有真正用心做茶的企业才会花费

时间$财力$物力去研究如何更好满

足消费者需求# 而在各种香型的背

后!折射出的还是铁观音制作中的工

匠精神#

发酵与香型
背景资料

20年前，新民晚报上刊发的一篇《斗
茶》，让铁观音走出西坪大山。“曾经有法国人
问我，怎么你的茶比法国香水还香。”上海市
茶叶学会副秘书长、上海茶道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刘秋萍说，“我骄傲地告诉他，我们的铁观
音茶不但比法国香水香、而且可以喝、喝到六腑皆
芬芳。香气永驻心田，而法国香水只能抹不能喝，
境界不同。”

好茶有了身份证
茶园面积不断扩大，产量急剧增加，供

过于求，茶叶市场低迷。与其他茶类一样，
全国十大茶类品牌之首的安溪铁观音，同
样遭遇“成长的烦恼”。不少人觉得自己喝
到的铁观音并没有专家介绍的那么好喝。
对此，刘秋萍认为，“所有的茶应该都是好
喝的，不好喝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茶农把
茶做坏了，第二是茶叶师或者是你本人把
茶泡坏。”

!"#$年，安溪县委、县政府向国家标
准委递交陈香型铁观音标准申请报告。
!%&'年 &月 !&日，国家标准委公布“陈香
型铁观音国家标准”，批准增补条款，并决
定从 !%&'年 (月 !'日起正式实施。陈香
型铁观音国家标准规定，陈香型铁观音是
以铁观音毛茶为原料，经过拣梗、筛分、拼
配、烘焙、贮存五年以上等独特工艺制成的
具有陈香品质特征的铁观音产品；并从色
泽、香气、滋味等方面对陈香型铁观音各级
感官指标进行标准化规定。

!%#'年 #!月，“!%#'年中国品牌价值
评价信息会”在北京举行，继 !%#$年荣膺
中国茶叶类品牌价值第一位后，安溪铁观
音以区域品牌价值 #(!()*+亿元再度夺冠。
!%#$年，在安溪县委、县政府的委托下，湖
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针
对存放 '年到 *#年的陈香型铁观音样品，
采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现代药理学
新理论与新技术手段，得出安溪铁观音（陈
香型）保健功效研究最新成果研究报告。

事实上，从 #,,-年至今的 !%年，安溪
的铁观音产业的发展，从当初的单打独斗，
发展到现在的合作社模式。目前，安溪已有
#%家初具规模的茶庄园，茶庄园的建设水

平、发展数量，都位居全省前列，其中德峰茶
叶专业合作社还被评为国家农村合作社示
范社。
“我们专注于安溪铁观音的地理标志

保护，绿色生态种植，采用传统制作技艺，
回归天然气候制作，打造不用放冰箱的铁
观音。”德峰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辉
荣说。
王辉荣出生于安溪西坪盖竹村铁观音

制茶世家，世世代代以茶为生，从小就受到
安溪铁观音传统技艺文化的熏陶。“每一片
茶叶都像是一个生命，每一次喝到的茶也
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好茶要有三个条件。”王辉荣认为，好

原料是基础，好天气是条件，好技术是关
键。!%%,年，德峰茶叶专业合作社成立后，
王辉荣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老茶
园。王辉荣以自家的 !%多亩老茶园做试
点，率先进行改造。“没改造之前，老茶园的
茶一斤卖一二十元。改造之后，去年的铁观
音秋茶，毛茶最高卖到 #%%%多元一斤，平
均也有 !%%元一斤。效益十分明显。”

改造老茶园的试点很成功，极大提高
了社员茶农们的改造信心。但是，另一个问
题又出来了：茶农们没有能力支付改造投
入的经费，改造初期两年的收入也会受影
响，改造后的新茶园的管理费用投入也较
高。见此情景，王辉荣想起当年自己作为茶
农的不容易，便义无反顾地先给茶农们垫
上前期改造的费用，发挥德峰茶叶专业合
作社的优势，两年后收回成本，三年见大成
效，长期的收益是至少三十年内，茶园不用
再改造。之后，西坪镇将这一模式在全镇范
围内推广。
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市场上对于铁观音

的误解很多。现在王辉荣已经养成了一个习

惯，每逢出差，都会随身带着好茶，让各地的
茶人亲自感受来自安溪铁观音的滋味，“茶
叶无语，品质说话。当消费者喝到真正的
好茶后，铁观音也就自然有了好口碑和好
市场。”
现在，不少安溪铁观音包装盒上都有

“地理标志”。在王辉荣看来，按照安溪铁观
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标准（./01#,$,+2
!%%'《地理标志产品 安溪铁观音》）制作，
就是坚持传统。它包括三个基本点：一是种
要正，红芯歪尾铁观音；二是法要正，生态
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三是艺要正，做青工
艺按“半发酵”来掌控。敬畏传统，弘扬传
统，是安溪铁观音风靡数百年的坚实支点，
也是当前巩固市场的坚实支点。

在德峰茶叶专业合作社的茶园，镶刻
着“红心歪尾铁观音”字样的铭牌十分引人
关注。红心铁观音来自于铁观音发源地安
溪县西坪镇，是乌龙茶中最具珍贵的品种。
素以“芽壮、心红、叶厚、腹绿、香高、味浓、
韵明、水甘”而著称。其外形条索卷曲、壮
实、沉重，呈“青蒂绿腹蜻蜓头”，色泽鲜润、
砂绿显、红点明，叶带白霜；其内质汤色金
黄明亮，滋味醇厚甘鲜，香气馥郁持久，具
有特殊的“观音韵”和天然的“兰花香”，素
有“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饮后满口生
津、齿颊留香、喉头回甘、沁人肺腑、心旷神
怡，真正给人带来一种绝妙的艺术享受。

都说好茶好喝不好栽，对于铁观音这
么尊贵的茶树品种更是如此。王辉荣透露，
“红心歪尾桃”的成活率很低，即便树龄成
长到五六年，还是有可能会死掉，而且茶叶
产量很低，只有普通铁观音品种的 #0!，“尽
管每亩茶园只有 $%斤的产量，但目前市场
上最受追捧的铁观音都是从这些区域里采
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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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月德在检查凉青工艺中的铁观音茶叶（资料照片） ! 红心铁观音条索卷曲!呈&青蒂绿腹蜻蜓头' 图 视觉中国

! 安溪铁观音茶园 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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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土地出香茗
西坪地处内安溪，境内以山地为主，群

山连绵不断，纵横交错。地势高峻，相对高度
大，河谷狭窄，水流湍急。海拔大多数在 $%%!

+%%米之间。西坪地势不平，开门见山，低山
连绵起伏，分布在溪流两岸，坡度缓和。一年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降雨量 !%%%毫
米，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
雨，冬季暖和少雨。西坪地势高低悬殊显著，
地面起伏大，气候垂直变化明显。“一山有四
季”“十里不同天”“高一丈，不一样”“隔山不
同风，同时不同雨”，就是各地气候差异的生
动写照。一年内大部分时间云雾缭绕，为茶
树生长提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铁观音、
本山等名茶就发源于这片神奇的土地。!%%!

年，经中国特产之乡推荐暨宣传活动组织委
员会，组织专家考察，确认西坪镇为“中国铁
观音茶发源地”。

关于铁观音的由来，目前主要有两种传
说：一是“魏说”。相传，清雍正三年（#-!$

年）前后，崇信里尧阳乡松林头（今西坪镇松
岩村）老茶农魏荫（#-%*!#--$ 年），勤于种
茶，又信奉观音，每日晨昏必在观音佛前敬
献清茶一杯，数十年不辍。一夜，魏荫在熟睡
中梦见自己荷锄出门，行至一溪涧边，在石
缝中发现一株茶树，枝壮叶茂，芬芳诱人。魏
荫好生奇怪，正想探身采摘，突然传来一阵
狗吠声，把一场好梦扰醒。翌晨，魏荫循梦中
途径寻觅，果然在观音庙旁打石坑的石隙
间，发现一株如梦中所见的茶树，细加观察，
叶形椭圆，叶肉肥厚，嫩芽紫红，青翠欲滴，
异于他种。他喜出望外，遂将茶树移植在家
中的一口破铁鼎里，悉心培育，经数年压枝
繁殖，株株茁壮，叶叶油绿。便适时采制，果
然茶质特异，香韵非凡，视为家珍，密藏罐
中。每逢贵客佳宾临门，冲泡品评，凡饮过此
茶的人，均赞不绝口。一天，有位塾师饮了此
茶，便惊奇地问：“这是何好茶？”魏荫便把梦
中所遇和移植经过，详告塾师，并说此茶是
在崖石中发现，崖石威武胜似罗汉，移植后
又种在铁鼎中，想称它为铁罗汉。塾师摇头
道：“有的罗汉狰狞可怖，好茶岂可俗称。此
茶乃观音托梦所获，还是称铁观音才雅！”魏
荫听后，连声叫好，这就是“观音托梦说”。

二是“王说”（乾隆赐名）。相传，安溪县
崇信里尧阳乡南岩（今西坪镇南岩村）仕人
王士让，曾筑书房于南山之麓，名为“南轩”。
清乾隆元年（#-*'年）春，王与诸友经常会文
于南轩，每于夕阳西坠，徘徊于南轩之圃，有
一天，他偶然发现层石荒园间有株茶树与众

不同，就移植在南轩的茶圃，朝夕管理，精心
培育，年年繁殖，枝叶茂盛，圆叶红心；采制成
品，气味超凡；泡饮之后，香馥味醇，沁人肺
腑。乾隆六年，王奉召进京，晋谒礼部侍郎方
望溪，以此茶馈赠。方侍郎品其味非凡，便转
献内廷。乾隆帝饮后，甚喜，召见士让询问尧
阳茶史，以其乌润结实，沉重似“铁”，味香形
美，犹如“观音”，赐名为“铁观音”。

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个日本人非
常喜欢铁观音，想在本国种植铁观音，就偷偷
把安溪的土壤带出海关回日本检测，发现土壤
中有 $%余种微量元素，只好放弃了种植计划。
安溪日夜温差较大，海拔大多差 $%%至 #%%%

米以上；安溪铁观音喜欢酸性红土壤，安溪县
境内的山地土质多红土壤，正因为如此，其他
地方可以种活铁观音，却种不出如此好茶。

茶王也是传承人
天下茶势，共分六门：红、绿、青、白、黄、

黑茶，第三门青茶，即乌龙茶。乌龙茶为半发
酵茶，介于红茶的全发酵与绿茶的不发酵之
间，铁观音则是乌龙茶中的极品。
“茶种是基础、环境是关键、制茶的工艺

是保证。我们的前辈是执着的，一辈子做茶从
来没有得失。茶滋润着心、心中有茶，铁观音
因此发挥到极致。”刘秋萍说，“铁观音的香是
表现、铁观音的韵是核心、铁观音的焙火到家
这就是灵魂，传统工艺制作的铁观音能够把
你带入铁香和韵的迷人境界。!%年前，《新民
晚报》上刊登的一篇《斗茶》将铁观音带出了
西坪大山，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任何一篇介绍
铁观音的文章能够超过她。”

走进西坪的茶村!漫天啜香#

村里听不到什么声音!一路过去!家家户

户的场院里!都见到茶农在忙!做茶$选茶#铁

观音独有的那份兰花清香!如影随形#

养成一品铁观音好茶!不仅要茶树丽质!

更要讲究一个&做'字# 乌龙铁观音作为半发

酵型清茶!&酵'与&不酵'之间的掌握得恰到

好处!那份如醉如痴的独特清香!才会淋漓尽

致地&吊'出来#

做乌龙好茶!要日以继夜))让青茶&死

去活来!活来死去'))这些肉眼看不到的细

微破损!就是乌龙好茶&吸香'和&出香'的&突

破口'))从青叶到成茶!都要在一夜间连续

做成#

品尝西坪铁观音!还有两句名言!一曰%

&谁能寻得*观音+韵!不愧是个品茶人# '另

曰%&劝君更进茶一杯!更是西坪铁观音# '

!!!摘自"斗茶#

!%年前的那场斗茶大赛中，最终获得

“茶王”头衔的是魏荫的九世孙魏月德。!%年
后，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铁
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安溪铁观音制茶工
艺荣誉大师、安溪乌龙茶铁观音非遗技艺
传习所负责人的魏月德，在近日将珍藏的
$% 克 #,,- 年安溪铁观音茶王赛茶王进行
了慈善拍卖，最终将拍得的 -3& 万元人民
币，用在贫困茶农身上，助力西坪镇的精准
扶贫事业。

香甘浓爽四字诀
据魏月德介绍，一泡好的铁观音要有好

的鲜叶原料作为物质基础，就要有好的纯正
品种，科学合理的茶园管理措施。如选择好的
茶地，多施有机肥，病虫害防治，尽量采用生
物防治，土壤要保持三态平衡（固态、液态、气
态），环境力求生态化，树冠管理要重视，芽叶
才能均匀，持嫩性好。
“采摘茶青应一芽三叶，防止重压发热流

汗，芽头大小要一致，保持新鲜度。”魏月德
说，“做青工序最重要，要根据天气、原料状况
灵活操作，采用‘看、闻、摸、照’，以便掌握做
青过程茶青产生的物理、化学变化程度，即祖
传总结的‘看天做青’和‘看青做青’。当做青
产生的香味达到要求时，要及时炒青，停止酶
性变化。”

为了更好地介绍铁观音的制作过程，魏
月德还专门出版了《铁观音秘笈》，他结合自
己长期的研究实践，历时两年六个月，由闽南
方言整理而成，“铁观音制作技艺是辩证的统
一体，前后相连，承上启下，环环扣紧，关关重
要，缺一不可。即便只是一道工序出现纰漏，
失误也将导致功亏一篑，因此先人常说‘识茶
难，制茶更难’。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
累、创新，才能不断提升品质，把祖传技艺不
断发扬光大。”
“茶人就是茶心，茶心就是匠心，做茶先

做人，不可或缺的是工匠精神。”魏月德说，
“安溪铁观音茶叶经历清香型、浓香型，再到
如今的传统古早味、重韵重香三个阶段，从轻
摇青轻发酵工艺回归重摇青重发酵工艺，这
是一个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茶
人最需要的就是工匠精神。”
在业内专家看来，经过这些复杂的工艺

后，铁观音喝起来才会清爽，没有异味，让人流
连忘返。在鉴别时，可以凭“香甘浓爽”这四字
要诀：香，是指真正的铁观音有幽幽的兰花香，
还有自然的茶叶原香；甘，则是指微甜，绝对没
有酸味；浓，是指茶叶的回味悠远；爽，则是指
喝完以后水是滑的，没有滞留感。如果符合这
四个特点，那这就一定是壶正宗的铁观音。

好茶生西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