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时秀敏

光山县斗茶大赛决出“金茶王”

8

口炒制大锅同时生火，

8

名
身穿统一工作服的炒茶工手持
扫把在铁锅中快速飞舞，鲜叶在
扫把下盘旋舞动， 一会儿工夫，

青翠的鲜叶，就变得紧圆。 他们
丢下扫把，在

80℃

高温的铁锅中
徒手揉捻，与炙手的叶子无数次
亲密接触。 炒茶工汗流满面，炒
茶室内茶香四溢……

4

月
18

日上午，

2015

年光山
县“蓝天杯”斗茶大赛在熬洼蓝
天制茶基地举行。 这精彩的一
幕正是比赛中的场景。

斗茶，唐称“茗战”，宋呼
“斗茶”。 这始自唐宋闲人雅士
的“雅玩”，如今飞入了寻常百
姓家。 陆羽《茶经》曰：“淮南茶，

光州上。 ”千年之后，别开生面
的斗茶大赛成为光州故地光山
的一大盛事。

与传说中的“武林大会”一
样， 这样的盛会自然少不了制
茶名手的参与。 上午

9

时，开幕
仪式一结束， 来自全县的

30

名

制茶“老把式”就聚集在比赛现
场，摩拳擦掌。

光山县茶办主任涂浩告诉
记者，近年，光山举办了多届斗
茶大赛，都由乡镇主办，今年首
次由县政府主办， 很多乡镇和
茶企都踊跃报名要求承办，最
后花落实力雄厚的河南蓝天茶
业有限公司。

现场抽签后， 选手们随意
领取刚从蓝天集团万亩生态茶
园采下的还带有露水的鲜叶，

在同一炒制平台上开始了激烈
竞争。

同样的鲜叶，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和炒制条件， 炒出
的信阳毛尖自有高下， 这正是
“斗茶”的乐趣所在。

24

号选手徐扬锋已经参加
了
5

次斗茶大赛， 次次获奖，还
是前年的“斗茶状元”。 从

16

岁
进入茶厂当小工， 他与茶叶打
了
36

年的交道， 是远近闻名的
制茶高手。 尽管如此，他依然十
分忐忑： “这样的比赛高手如
林， 哪个人制茶历史都在

20

年
以上！ ”

18

号选手陈永凉安静地蹲
在一角，认真地挑选着叶子，将
采茶时不慎带入的老叶、 散叶
一片一片地分拣出来，“原料好
才能炒出好茶”。

炒制现场，“秦琼遇上尉迟
恭”，个个都有“独门绝艺”。鲜叶
杀青、揉捻、理条、烘焙……一片
片叶子在经历凤凰涅般的“生
命历程” 后，

30

份现场炒制的信
阳毛尖被送到了评委面前。

看茶型、闻茶香、看汤色、

品汤味，

5

名专家评委现场打
分，按得分高低确定斗茶名次，

共评出了
1

名金奖、

3

名银奖、

6

名铜奖。

巧合的是， 记者开赛前采
访的

24

号选手徐扬锋获得了斗
茶大赛的金奖，成为

2015

年光山
“金茶王”。 手捧

5000

元奖金和
“金奖”奖牌，走下领奖台的“金
茶王”满面生辉：“以后将加倍努
力，把信阳毛尖制茶技术进一步
发扬光大！”记者问他的衬衣、裤
子咋都像是新的，他有点不好意
思地说：“炒茶工也要注重形象
不是？ ”一句话，引来欢笑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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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信阳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联办
·茶节快报

信阳供水

为茶节添光彩

为文化注活力

弘道·博观———宏柏七子书法亮相展
本周开展

信阳消息（记者曹海燕卢小龙）丹青吐翠，翰墨
飘香。为迎接第

23

届信阳国际茶文化节，由河南省中华文
化促进会、信阳市河区委宣传部、信阳市书法家协会主
办，河南全媒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信阳大别山民俗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何家安美术馆、信阳一杯茶茶楼有限公司
承办的“弘道·博观———宏柏七子书法亮相展”将于

4

月
24

日上午在何家安美术馆举办开幕仪式， 正式推出七子群
像，展示他们的书法特色与成就。

近年，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书法艺术的繁荣，

使书法艺术更加接地气，更加扎实地植根于寻常百姓、服
务于弘扬传统文化的大局， 信阳大别山民俗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顺应书法发展的时代潮流， 从信阳籍青年书法家
中遴选了七位本土书法家组成书法方阵， 起名“宏柏七
子”。书法方阵成员分别是冯岽志、桂斌、李闯、李玉军、唐
咏声、张鸿、周启林，他们大都是各类国展的获奖者和各
类书画活动的策展者，有的偏重于碑、有的偏重于帖，有
的碑帖结合；有的兼擅诗文，有的兼工国画篆刻。 他们不
仅创作实力强，将来发展潜力也很足，并都积极活跃于当
今书坛。

据信阳大别山民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本次活动旨在为“宏柏七子”创建一个平台，将他们凝聚
到一起，相互砥砺，在共同提高的同时，也给后学者一点
引导，实现他们“深耕传统，正本清源，走进校园，服务大
众”的梦想，为茶节添彩，必将为河区文化强区战略的
实施注入新的活力，为书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专家正在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