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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是个地形特别独特的地方。比如北边

的江南、聂市、黄盖一带，因 38.5 公里长江岸线

的滋润，全是水乡泽国。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

候鸟、赏荷花，让你心里满满的全是江南水乡的

氤氲。然后，驱车不过 30 公里，来到龙窖山，仿

佛只是一个转弯，你就一头扎进了原始次生林

的怀抱。在这植被丰茂的林地，你若再驾车向

南驶出 10 余公里，扑入眼帘的则是一座座光溜

溜的石头山包——在临湘南边，丹霞地貌可以

媲美郴州的高椅岭。

作为晋商“万里茶路”的南方起点、中国黑

茶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块青砖茶诞生地的

临湘，早在秦汉时期，即开始种植茶叶；到隋唐

时期，形成颇具规模的茶市；到五代时期的后

唐，临湘茶叶因为形美、味佳、香醇而声名远播，

被朝廷钦定为贡茶，一直延续进贡至清末。

历史上，临湘的茶叶一直是贡茶、名茶、好

茶。但是，我认为，临湘最美的茶园是白石茶

园，最好的茶是白石茶。《茶经》上说：“上茶生烂

石，中茶生砾壤，下茶生黄土。”白石茶园在临湘

南边的桃林镇，境内多是丹霞地貌，也就是典型

的烂石，专业术语解释是：该地区土壤由板页岩

风化而成！所以白石茶，是真正意义上的岩茶。

我特意选在春分时节到白石园访茶！

汽车经过几个“之”字形的急转弯后，一片

茶园闯入我的眼帘，这片茶园，可以用广袤来形

容。在我的潜意识里，广袤多少有些荒凉的味

道，不是那种郁郁葱葱的春天该有的景象。这

茶树怎么这么矮，叶子怎么这么小，好像秋天的

感觉啊？面对我的疑惑，对白石茶园情有独钟

的沈姐，笑眯眯地解释：这不是有机茶园，这是

岩茶岩园。原来，白石茶园海拔在300至600米

之间，生长环境是“云雾+森林+岩石”，又摒弃了

农药化肥的浇灌，所以，茶树无法茂盛葱茏。“这

颗茶树的历史有 500 多年啦！”沈姐笑着讲起了

白石茶园的茶，虽然栽种了好几百年，但这些茶

树仍然不足一人高，让人不由心生感慨：在如此

贫瘠的石头上生长出来的自然界的精灵，单凭

这种不屈不挠精神，也够得上是好茶。

就像人生一样，面对生活的磨难，不屈不挠

地去拼搏、去奋进，这才是最美丽的人生。

沈姐的人生，告诉你什么是“爱拼才会

赢”。热爱生活的她，是2004年走进茶园的。那

时的茶园茅荒草乱，远远看去，就是一个个杂草

丛生的小山包。因为草比茶深，茶树，都淹没在

草丛中了。这片历史悠久的茶园，因承包商合

同到期，无人接手打理，一片荒芜。在叹息声

中，沈姐心里萌生了一个梦想：要把这么漂亮的

地方，建成一个世外桃源。

创业之路，道阻且长，就如同进茶园的路一

样。那时候茶园没有车道，只有一条狭窄的羊肠

小道在崇山峻岭中蜿蜒……那时候进一次山，要

转两趟班车后，再步行一个小时。若是碰到雨

天，山路坑洼泥泞，特别难走。但新茶冒绿的时

节，一般就是江南的梅雨季节。沈姐记不清，在

这条山路上滑倒过多少次。也记不清在这条小

路上，有多少次被蛇、野猪等挡住去路……

走在这条创业的路上，最难的还不是这些，

说起创业的艰难，沈姐总是笑着说：“还好！还

好！”把一切困难都描述得风轻云淡。

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因为，笑，是

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也是人与自然最亲切的交

流方式。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沈姐都是笑着

面对。人也好，植物也好，自然界的一切生灵，

都是有感应的。也许是受了沈姐笑容的感染，

2007年，清明谷雨，河解冻，柳发芽，白石茶园里

的茶叶，也随着季节，冒出了大片的新绿。沈姐

坚持着她的坚持，终于打造出了她的世外桃源：

绵延近万亩的茶园错落有致，一群群蜂蝶戏闹

在油菜花、樱花上，彩霞般的映山红、红檵木点

缀在茶园里，布谷鸟在附近热烈地啼唱……这

是大自然在微笑哩！

时间煮雨，白石煮茶！悠闲地坐在白石园

四合院的石桌前，煮一壶白石茶，随着水温升

高，嫩匀黄亮在透明的茶壶中舒展、挣扎、舞蹈，

像极了滚滚红尘中的人生。手捧玻璃杯，轻轻

抿一口，淡淡的苦涩中冒出缕缕甘甜，满口生

津，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那个

爱笑的沈姐，一不小心就打造出了梦中的世外

桃源！所以，对生活，永远要胸怀不灭的信念

——你看，石头缝里也能冒出希望哟！

□丁会云
白石园访茶

终于，我们以腾云驾雾的姿势落在了目的

地！“云雾天车岭，高山白石茶”首先映入眼帘。

是的，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白石茶场。

悠扬的旋律和热闹的场面将我们迎到会场

中央，亲眼见证这场“2022 年第三届‘白石天车

岭’杯岳阳黄茶制茶师大赛”。站在宣传牌前

面，“国家黄茶种植标准化示范区”几个大字，让

我的心开始慢慢发酵。“岳阳黄茶知多少”的简

介，让发酵的内心热浪滚滚，在这深山老林之

中，竟然隐藏着这份大自然的日月精华，也是我

们舌尖上的美味。

为了切身体会一下高山茶的盛名，我们开

始了攀爬之旅。路边的野花和山间的轻雾，和

着采茶姑娘的欢声笑语、各种摄影器材高低错

落的声音，抹去了疲惫，留下兴奋的表情和贪恋

美景的笑容。整个山路由平坡路和台阶组成，

或是以之字形穿插其间。走走停停，花费了一

个多小时才走完整个观赏路段。当我们再次回

到会场中心，我才顿悟什么叫得天独厚，什么叫

聚宝之势。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对于茶来说，这句

话并不准确。因为只有山高，才会有无污染的

纯绿色食品，正是因为山高，才有白石茶这一神

仙饮品的盛名远播。

当我们走进比赛车间的时候，已经进入杀

青环节了，摊晒阶段属于整体筹备，就是运动员

的起跑线一样，而杀青应该是最有分量级别的

茶叶制作过程。选手在 200 度高温的锅里不停

地翻转加热，并采取天女散花的姿势抖动散

热。最让我震撼的不是选手娴熟的动作，而是

虔诚的有着神念的目光，都说品茶修身养性，其

实制茶更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

记得有一个朋友约我们去品他珍藏了40年

的黄茶，那是让我内心最尴尬和煎熬的一次。

一走进他的茶馆，就被眼前的氛围尴尬了，因为

都是茶叶界的前辈，那种虔诚和庄重的表情，真

是惊呆了我。看着煮茶的朋友，似乎也比平时

高大了许多，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神圣。从那

以后，我对茶叶除了喜欢之外，更有一种敬畏，

今天，看到选手们 同样虔诚的目光和神态，我

终于找到了敬畏的源头，那就是发自内心的爱

和用爱完成的作品——因为他们真的把手里的

茶叶当成自己的作品一样敬畏和尊重呢。

在白石园，我端起透明的玻璃杯，轻啜慢

饮，心，因为虔诚而慢慢宁静……仿佛我在写这

篇小文时，仿佛还身处那个香气高长的园林，仿

佛那浓醇回甘的茶香还在唇边萦绕……

白石品茶
□梦 莎

编者按
临湘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之一，是

中国黑茶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第一块青
砖茶的诞生之地。临湘先后被国务院、
农业部和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命名为“全
国十大重点产茶县”“中国茶叶之乡”
和“茶叶优势区域产业县”。

临湘不仅黑茶闻名中外，而且绿
茶、红茶、黄茶也广为传颂。先后形
成了以“洞庭”“春意”“三湘四水”为
代表的特色黑茶，以“白石毛尖”“明伦
炒青”“高山雀舌”为代表的名优绿茶，
以及以“白石黄金砖”“明伦黄茶”“龙
窖山黄茶”为代表的优质黄茶等三大茶
类品牌集群。茶产业是临湘的传统产
业、支柱产业，也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茶产业，宣传当地
的茶叶品牌，临湘市作家协会特组织会员们
采风，用文艺的形式，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白
石茶园。

五月的白石茶园，在初夏

的光影中晕染开来。天地之

间的颜色由浅入深，绿意葱

茏，偶尔有雨来访时，便多添

了几分洁净与雅致。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桃林

镇的白石茶园，在大自然的风

景里感受着这早已丰盈的时

光之美，更流连忘返于茶树间

氤氲出的诗情画意。

清晨的茶园花叶私语，虫

鸟争鸣。路边环线是无人打

理的花圃，鹅黄的色彩，衬托

着园子里青翠欲滴的茶叶，而

一排排环绕至山顶的茶树依

旧是茶园的主角。鲜花的盛

开，还是挡不住扑鼻而来的茶

香，而我只有独自悠然在草木光阴里，才能收

获到生命的宁静与心灵的纯净。

白石茶园位于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西麓，

绵延山峦之间1500多亩，因为种植茶树山体的

特殊土质，让白石茶有着‘’岩茶‘’的美称。茶

园里有生长了 500 多年的古茶树，白石茶来历

还有着美丽的传说。临湘更有着历史悠久的

中俄茶马古道遗址，茶园还拥有着茶产业、茶

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多种产业。厚重的人文

历史融入现代企业一体的茶叶链，让白石茶园

成了湖南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2021 年白石

茶园正式被评为临湘市“最美茶园”，2022年岳

阳市黄茶制作大赛也在白石茶园隆重举行。

现在的白石茶园，已成为临湘市民打卡的

网红地。因为自然与原生态，一直都是我们的

寻觅与追求。这一处恍如隔世的茶园、这一份

来自山野的清幽，变得更是十分难能可贵。

一杯茶承载着一方山水的灵性。这些年

来，临湘市委、市政府更是秉承了“青山绿水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才有了白石茶园这

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才有了绿树成荫、山水

相宜的优良生态茶园环境；才有了这一枚枚精

心制作的茶叶，把原汁原味的春蕾传递给久违

的你。

远山如黛，绿荫满枝。一阵阵清幽的茶香

在山野间漫延开来，风轻轻一吹，便清香四

溢，而我在白石茶园，煮上一壶春色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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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茶叶
历史花絮

□刘晓瑜

初夏时节，三五文友相约，遨游白石

茶园采风，大家纷纷赋诗作文，个个文采

斐然。我欲附庸风雅，却又文思不济，无

奈之下，想到自己近年来参与编著《万里

茶道临湘茶》一书，搜集《临湘茶大事记》

时，查找到的不少有关白石茶叶的资料，

将里面一些历史花絮复述一下，其中或

有鲜为人知之处，有助大家更加深入了

解白石茶叶的前世今生。

白石茶园油茶共存。白石茶园建于

1961 年，当时的临湘县横铺公社白石大

队组织劳力在境内天车岭一带开垦荒山

800 亩兴建村级集体企业。那时正值三

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群众

经常要饿着肚子出工，开垦难度可想而

知，但勤劳淳朴的白石乡亲硬是刀砍锄

挖，在荒山野岭开辟出了茶园，种植茶叶

500 亩，种植油茶 300 亩。如今茶园除了

老茶树，还可以看到不少当年的油茶树。

八大名茶创造辉煌。白石毛尖从

1964年开始研制，一经上市，以其独特风

味，十分抢手，成为临湘茶叶中的上品。

1982 年，白石毛尖被评为湖南八大名茶

之一，要知道，湖南是产茶大省，白石毛

尖能够从几百号茶叶评比中跻身八大名

茶之列，当时是何等殊荣。《中国财贸报》

《湖南日报》对此给予了宣传报道后，白

石毛尖更是声名鹊起，畅销省内外，供不

应求。

日本友人情有独钟。1985 年，日本

新秀株式会社的徐静小姐与并木健介先

生等一行五名专家来白石园茶场考察，

他们对这里的茶园环境和茶叶质量赞不

绝口，在有关部门已经给他们赠送白石

礼品茶叶的情况下，他们又自掏腰包一

次购买85公斤白石毛尖回国。

国际交流声名远播 。1992 年 3 月

26 日-29 日，白石茶场潘天保应邀参加

了由湖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浙江省

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湖南省茶叶学会联

合主办，在湖南常德市召开的“第二届国

际茶文化研讨会”，与来自海内外的 260

名 代 表 一 道 进 行 茶 文 化 的 传 播 和 交

流。这之后，白石茶叶迎来了发展的鼎

盛时期，呈现产销两旺大好形势。

知名乡友极力推荐。临湘市横铺籍

著名乡友郑伟章，历史文献学家和经济

外交官。196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

任教，后来担任过红旗杂志社历史组负

责人。1988年调中顾委担任薄一波主任

的文字秘书，长达六年之久。1999 年到

2005 年，被任命为中国驻澳大利亚墨尔

本总领事馆正司级经济商务领事，从事

经济外交工作。他著作了《墨尔本纪事》

一书，里面对故乡的人和事多有提及。

他书中 2004 年 4 月 14 日日记记载：老家

岳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志刚、副书记

罗典苏和平江县委书记徐新启（临湘县

人）、汨罗市副市长谈正红（华容县人）等

一行来墨访问。他在这两个括号内特意

标明临湘和华容，因为这两个地方是他

的故乡和曾经生活的地方，他乡见乡友，

倍感亲切。

据郑伟章先生的亲属介绍，他的母

亲居住在岳阳，他回来探望母亲，对亲

友送来的老家茶叶，非常喜爱，特别是

白石的毛尖，每次都是赞不绝口。郑伟

章先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身居海外，总

不忘向朋友同事和国际友人介绍家乡

的好茶。

烟雨蒙蒙、布谷声声的暮

春时节，我和几个朋友闯进了

白石岭茶园。一路上，车窗外

田畴铺绿，群峰凝碧，空气中

浮动着甜甜的花香，沁人心

脾。当车子翻越一座高高的

山岭，一个幽深的山谷徐徐扑

入眼帘，峰峦拥簇，林木葱茏，

别有洞天。一个古色古香的

四合庭院坐落在山脚，宽阔的

大门顶上，分开竖立着“白石

茶业”四个红色立体大字，分

外醒目，大门两边贴着一幅簇

新的对联：

探胜寻幽，九州贵客临白石；

参禅悟道，七碗黄茶醉天车。

走近大门，一位美女热情

地将一个透明的茶杯递到我

的手中，一丛嫩黄的茶叶游弋在琥珀色的茶杯

中。我旋开杯盖，一股浓郁的清香钻进我的鼻

子，喝上一口，齿舌生津，顿觉神清气爽。

小广场上，张灯结彩，歌声飘荡。来自山

外的宾客，满面春风，笑语阵阵，到处洋溢着节

日的气氛。主席台的背景图上展示着：2022年

第三届“白石天车岭杯”岳阳黄茶制茶师大赛

开幕式。二十多个穿着盛装，身姿曼妙的采茶

姑娘，头戴斗笠，手挎竹篮，哼着优美的釆茶小

调，向天车岭茶山迤逦进发，轻歌曼舞，婀娜多

姿，整个茶园一下变得灵动起来。

我是第一次爬天车岭，一蔸蔸虬枝苍绿的

茶树，宛若一个个碧玉簪，层层叠叠地扎根在

崖壁上。湿漉漉的云雾在山间飘拂，像一只温

润的大手，轻抚着每一蔸茶树，片片茶叶上挂

满晶莹的露珠。山道弯弯，盘旋而上，似一条

飞舞的丝带。爬到峰顶，回望山下，只见一层

层梯田在脚下回环往复，层层叠叠。如黛的山

峦，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似蓬莱仙境。

农谚云：高山云雾出好茶。陆羽茶经云：

茶者，南方之嘉禾也；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

壤，下者生黄土。可见优质茶叶离不开特殊的

气候与特殊的土壤。天车岭地处北纬28.5度，

海拔 900 多米，土壤为板页岩发育而成。山高

地湿，一年四季早晚云雾笼罩，是优质茶叶生

长基地，这里有着几百年的种茶历史。上个世

纪七八十年代白石毛尖，声名鹊起。

2011 年，白石茶场更名为“千车岭白石茶

业有限公司”，引进三条先进的茶叶制作流水

线，并成功地研制了白石黄茶。中国工程院院

士、湖南农大博士生导师刘仲华教授和他的科

研团队，采用现代先进的仪器分析技术，对白

石岩茶进行研究，结论是白石黄茶有四大功

效：养颜、养胃、润肺、降糖。

白石黄茶从杀青、揉捻、焖黄、干燥等工

序，均是手工操作。制茶师们凭着一双灵巧的

素手，或双手上下翻飞，或单手深抄、上挑，一

棵棵茶叶在锅中起翩翩起舞。过经近 30 个小

时的紧张制作，香气逼人的黄茶新鲜出炉，醉

迷了初夏的时光。

五月的茶乡，氤氲着醉人的茶香。自带光

芒的白石茶，不愧是茶中黄金，杯中洞庭。

我脑海中的茶园印象，总是天蓝地碧，一马

平川的。直到我见到一位摄影师的照片：满幅

晃眼的团团绿云蔓延到天际，醒目的“之”字形

石阶好似登天云梯，把茶园一分为二，又宛如一

条蜿蜒的白龙，扶摇而上，直奔云霄。此图只应

天上有！没想到照片的原址，竟然与我居住的

县城近在咫尺——桃林白石天车岭。

听闻2022年第三届“白石天车岭”杯岳阳黄

茶制茶师大赛决赛，在白石茶园鸣锣开赛。一

行人慕名前往，车子在盘山小道中踽踽，好似徘

徊在羊肠中的一粒胶囊，不到半小时就到了。

白石茶园的得名，还有个传说。古时有位

大仙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路过桃林天车岭山

林，因长途劳顿，其大白马累死在山坡上，变成

了一尊白石。大仙为了纪念他的神马，将当地

取名为“白石”，并派遣仙子仙孙，在白石下的山

坡上开辟了一片茶园，名为“白石园”。

来到坐落在群山腹地的白石茶园，放眼望

去，四周被梯田形的茶山重重包围。众人落座

在白石茶业四合院的石桌前，与茶叶专家和比

赛选手一起品茶论茶。白石茶业负责人将特制

出炉的“白石黄金砖”，用清冽的山泉水煮沸后，

在玻璃杯中冲泡着茶叶，看青翠的叶子缓缓地

舒展身子，不一会儿，香气四溢，茶汤呈明黄色。

黄茶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岳阳是“中国黄

茶之乡”。早在3600多年前，舜帝二妃就将随身

携带的茶籽种于君山岛，演变至今，便有了岳阳

紧压黄茶。它是精选本地茶树的一芽二叶，采

用专利技术精制而成。

而后我们又参观了茶叶工作车间，千丝万

缕的清香，像绳一样拴住着我们的嗅觉，牵引着

我们的脚步。只见宽敞整洁的车间，已有数十

名制茶大师，一字排开，端坐在一口大铁锅前，

待锅体烧至发红，技师们倒入新摘的茶叶，尔后

不停地用手揉搓、抖动、翻炒……不一会儿，技

师们额头开始渗出汗珠，茶叶也在揉捏中氤氲

着的清香，专家们火眼金睛地望闻问切，而外行

的我，已被这香味深深陶醉。

唐代茶圣陆羽将茶树分为上、中、下三等，

称：“上茶生乱石，中茶生砾壤，下茶生黄土。”云

雾天车岭，属于几亿年前的板页岩地貌，岩土中

含有对人大有裨益的矿物质硒。更神奇的是人

们发现中国十大名茶基本上分布在北纬30度左

右的地域，而临湘白石茶园恰处其中。白石毛

尖和岩茶就是从岩石缝中生长的天然上茶，曾

成为文成公主入藏的陪嫁珍品。

我们人手捧一杯白石黄茶，一边惬意地啜

饮甘泉，一边散步来到白石茶园山脚下。眼前

又浮现出那幅美丽的图片：只不过这次是实实

在在近距离接触——绿云团团，白龙蜿蜒，直插

云霄，其中一行蓝底白花的采茶姑娘，头戴斗

笠，手挽竹篮，拾级而上，像蝴蝶在茶园翩翩起

舞。没想到，曾经年少时的穷乡僻壤的土疙瘩，

如今已变成青山绿水的金疙瘩。

“茶山的阿妹俏模样，十指尖尖采茶忙，引

得蝴蝶翩翩飞，引得蜜蜂嗡嗡唱……”悠扬甜美

的歌声，在空中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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