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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深甽，一路好茶。”
在开往宁海深甽的车内冒出这句话的，是著名茶

文化学者竺济法。我与老竺20多年前相识，当年我
做记者跑农村，他在县委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也算同
行，这些年他则致力于茶文化研究与传播。

今年开春，与老竺聊起茶事。他说，现在宁波的茶
产业可用“五颜六色”来概括：茶树有绿白黄红兼复
色，制成的茶叶有绿茶、红茶、白茶、黄茶、黑茶……

我很好奇：“啥时让我实地见识一下呗？”老竺一
口应允。

因为疫情等原因，预定行程延迟了好几次。直到
今年中秋，两次台风先后影响宁波之间，我们才有了
这次色彩斑斓的茶山之行。

竺三喜，天顶山茶场的场长。
名如其人，竺三喜脸上总是露着笑
意，十分讨喜。中午，我们在他家
中落脚。

他家有一个茶室，10 多平方
米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类奖状。
代表中国茶叶最高水平的“中绿
杯”“中茶杯” 评 奖 ， 他 屡 有 斩
获。去年宁海县“望海茶杯”斗
茶大赛中，他选送的裕竺牌望海
茶，一举获得“创新绿茶创新特
等奖”等 4 个奖项，创“望海茶
杯”斗茶大赛之最。在深甽的各
大茶场中，他是实至名归的获奖大
户。

吃完中饭，我们登上竺三喜的
茶场。天顶山，名取得顶天立地，
却是附近一座海拔仅 300 多米的小
山。不过这里山上茂林修竹，郁郁
葱葱；山间云雾缭绕，经年不息；
山下泉水淙淙，溪流映带。当地人
俏皮地称这样的地形是“山顶戴
帽、山腰系带、山脚穿靴”，是最
佳的茶园生态。

茶园环境好，茶园的主人竺三
喜更是一位 45 年前就与茶结缘、
30 多年前就创建茶场的老茶人了。

1977 年，20 岁出头的他曾管
理村集体茶场 3 年，初识茶事，与
茶结缘。1980 年，他创业开办了
宁海溪滨电器厂。十年间，维持
生计没有问题，但发展壮大却遇
瓶 颈 。 1990 年 ， 宁 海 县 望 海 茶 、
望府茶等名茶研制方兴未艾，勾
起了竺三喜对茶叶这个清香绿色
产 业 的 眷 恋 。 他 果 断 歇 业 关 厂 ，

承包集体茶场 100 亩，创办天顶山
茶场。

2000 年之后，他又陆续租赁
部分山地、梯田开发茶场。现在，
茶场已发展到 300 亩，老茶园全部
作了更新改造，换上了浙农 117、
乌牛早、迎霜、白茶、黄金芽等
优良品种。最早开发的那部分茶
园，已经连续 10 多年获得有机茶
认证，后来开发的也按有机茶管
理。

山土肥沃，精耕细作，裕竺望
海茶长势好，叶片肥厚，汁多耐
泡。在茶客们眼中，竺三喜的茶有

“口粮茶”一说，也就是茶品质价
格实在，可供日常饮用。

这些年，竺三喜重修了通往各
个茶园的路。天顶山虽不高，但修
路还是费钱，尽管有政府小部分补
助，他个人还是掏了好几十万元的
腰包。

当我们登高眺望茶园，茶树一
垄一垄纵横交错，如大地上织出的
绿毯，而路边的柿子树正挂着果
实，一派初秋景象。我们顺手摘了
几个柿子，一旁的竺三喜脸上露出
憨厚的笑容，冷不防感叹了一下：

“我的家产都在山上啊！”

（一）

去年，深甽岭下村岭峰茶场的
胡亚成也修了路，个人花了 40 多
万元。这是一条通往海拔 600 多米
的雷脉山尖的路，上面有 50 多亩
茶园。

胡亚成的茶园分布在村四周的
七个山头，合计 230 多亩。她的一
些茶园原是抛荒地，所有茶园按有
机茶标准管理，计划明年申请认
证。施用的都是草木灰、茶籽饼、
羊粪等有机肥，需要运上山。

要致富，先修路。对种茶者来
说，修路也是一项创业的必备修行。

胡亚成的微信名叫“用心做好
茶”。与她一起做了 27 年茶的丈夫
是她的小学同桌。虽然胡亚成脸上
带着常年上山劳作的风霜气息，但
她的轻声细语中，却透着一股茶人
的儒雅。

那天下午，她一边为我们泡
茶、奉茶，一边与我们聊天：“这
款绿茶板栗香浓郁，你闻闻？”“我
们明雾红茶是高山野生茶，是不是
闻起来有花果香的味道？”

那天，她在台州椒江机关做事

的哥哥来串门，与我们聊起他这个
小 妹 。“ 起 先 我 是 反 对 她 做 红 茶
的，搞点绿茶，养家糊口，绰绰有
余，宁海人一直做绿茶嘛。”

但胡亚成天生有一股执
拗的劲。而大哥最终的改变
是 在 某 天 ， 当 他 路 过 胡 亚
成 制 茶 的 房 间 时 ， 突 然 闻
到 里 面 飘 出 若 有 若 无 的 兰
香 馥 郁 之 气 。 这 正 是 胡 亚
成 新 焙 的 红 茶 在 放 置 一 夜
后所散发出来的。

成了！大哥欣喜之余，
为小妹的这款红茶取了个诗
意的名字：“明雾”。而明雾
野生红茶也不负众望，在国
饮杯全国茶叶评比中获得一
等奖。

我问胡亚成，一辈子做
茶，累吗？值得吗？

胡亚成坦陈心路：“当
然辛苦，有时还担惊受怕。”

做茶叶最怕春天霜冻。
胡亚成的许多茶园在山坳间
的竹林下，容易受冻。“山
顶 山 峰 上 的 茶 园 虽 然 海 拔
高，但开阔通风，霜冻的影
响反而小。”她说。

其实，能十年二十年甚
至三十年做茶叶的，都有一
种如胡亚成这样的信念或者
说执念：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
完美的。

制茶，就是要通过一道道细致
到位的工序，把茶叶内质中最好的
东西激发出来，不用心怎行？支撑
他们做下去的，也并非财富的迅速
积累、利益的诱惑。据了解，这样
规模的家庭茶场，一年辛苦下来，
刨去各类开销，收入也就二三十万
元。

（二）

我是第二次上太阳山，太阳山
茶场的李巧红是个传奇。

李巧红，大名李京珊。如果说
竺三喜、胡亚成修路是为了种茶，
而李巧红则是因为先修的路，才种
的茶。

太阳山上原来有个清隐禅院，
已经破败。21 世纪初，有信众想
从山下的双湖修条水泥路以便上
山，筹划了三次都未成。

李巧红的父亲是山下的双湖村
人，母亲则是来插队的上海知青。
2002 年 ， 李 巧 红 从 上 海 来 双 湖 ，
闭门复习备考托福，准备去澳大利
亚留学、工作。这之前，她已在上
海通过做小生意赚下了 20 万元，
这也是她的学费钱。在当时，这是
一笔巨款了。

一次，村民们在桥头聊起修路
的事，李巧红的父亲没来由地冒出
一句：“这事啊，也就我女儿能行。”

说者随意，听者却上了心。李
巧红性格中有着女孩子少有的勇
猛，也很“独”，一条道走到黑。
当时她想得简单：“大不了把这 20
万元贴进去。”这时的李巧红已考
取了厨师证，想想这些钱去澳工作
或许两三年就可以赚回来，她就放
手一搏了。

父亲这牛皮是吹出去了，临了
却是坚决反对：一个小女子，管这
些闲事干吗？但李巧红还是一根筋，
父女因此反目。她上了山，边修路，
边承包茶园维持生计。让她没想到

的是，这条 5.4 公里的山路与太阳
山上的茶园，要与她纠缠一生了。

原本 10 万元的修路预算，随
着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飞速
上涨，涨到上百万元，李巧红欠了
一屁股的债。但她承包的茶园也从
几十亩增至 200 多亩。去澳大利亚
的事自然不提了，倔强的李巧红把
根扎在了这山上，她以茶园为家
了。

我曾问她，当时一个人上山，
不害怕吗？“说不怕，是假的。当
时住在茅草屋里，为安全，竹架床
抵住锁不了的竹门，傍身的就是一
把砍刀，一个户外矿灯，还有一部
手机。山上没有电，要隔个两三
天，去山下充电。”

但这个弱女子坚持住了。2006
年，茶场初创后首次开摘鲜叶，父
女也和好如初。然而，意想不到的
是，第一次上太阳山的老父，不小
心摔下山沟，不久就去世了。

李巧红伤心了好几个月，不愿
上山。但最后，她想通了：太阳山
的这条路，山上的这片茶园，就是
她的缘，她的命。

第一次见李巧红就加了微信，
当时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形似佛手
的茶叶的照片，我看得出她对茶的
痴迷。而这次，我更感受到她心中
的茶世界，是五颜六色的。

老竺告诉我，除了黑茶，李巧
红什么茶都会做，这在宁波茶叶界
实为罕见。在宁波，她的茶场品种
最为丰富，单位面积的产值也最
高。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她遍寻名
师、不断自我修炼的结果。

绿茶自然是看家品种，许多年
前，李巧红跟宁海当地的著名绿茶
制茶师胡达科师傅学习，六七年后
出师，拿下绿茶“中绿杯”金奖。
为制红茶，她特地去了安徽祁门学
艺，加上一众茶叶专家的悉心指
导，所制红茶获得“浙茶杯”金
奖。制黄茶，她历经万难，2018
年拜了黄茶“平阳黄汤”非遗传人
卢立浣为师。第二年，她选送的黄
茶就获得了“蒙顶山杯”金奖。这
国内黄茶的“蒙顶斗茶”相当于江
湖武林的“华山论剑”，李巧红扬
眉出鞘，一剑封喉！

在日常生活中，李巧红却游离
于世外。她是素食主义者，从不看
电视，山上也没有电视信号。除了茶
事，也绝少与人交往。当许多人打出

“望海茶”的品牌，她坚持用自己的
品牌“岳峰山”。

中秋那晚，我们留宿在太阳山
上。三级厨师李巧红，特地做了一
道拿手菜：红茶叶末烤肉，不放酱
油，只施糖、盐。李巧红还给我们
端来了自酿的茶酒。微醺之余，我
们仿佛也品咂到李巧红浓烈却清逸
的人生。

（三）

在深甽，一路行来经过的茶
场，都有着万千气象般的地名：七
星塘、天顶山、太阳山、望海岗、
盘龙山⋯⋯日月星辰大海占全了。

这些地方还有着动人的故
事，像七星塘，当地传说
古时有七位仙女下凡，在
此沐浴，后化为天上七颗
星星。

茶，为南方之嘉木，
集天地之精华，由这些地
名也可见一斑。

七 星 塘 茶 场 负 责 人
戴 华 军 介 绍 ：许 多 年 前 ，
有 位 老 人 在 茶 山 上 ，看
了 一 辈 子 茶 叶 。到 了 95
岁 ，老 汉 竟 发 新 齿 。而 从
茶 山 返 家 养 老 后 ，没 多
久就无疾而终。

历史上，曾经最为出
名的宁海茶叶出自县城东
北部的茶山之上。山上的
宝严院出过一种禅茶，北
宋时期，“僧宗辩携之入
都，献蔡端明襄，蔡谓其
品在日铸上”。蔡襄是北
宋的权臣兼书法、茶学大
家，而“日铸”又是宋代
越州的贡茶，被欧阳修赞
为“两浙之品，日铸第一”。
可见当时宁海茶山僧人进
贡茶叶的质量之高。

没有去茶山，来了深

甽，老竺自有其道理。当然首先这
里是他的祖籍地；其次，深甽的茶产
业在宁波可谓一枝独秀：目前全宁
波 的 有 机 茶 2000 余 亩 ，主 要 在 宁
海，深甽就占了 1370 亩，名茶好茶
更是层出不穷；再次，宁海茶叶的公
共品牌“望海茶”的原产地也在这
里。

望海岗海拔 931 米，是宁波第
二高峰。30 多年前，老竺曾写下
如 下 文 字 ：“ 晴 好 时 日 ， 登 高 远
眺，可见东海樯桅点点，影影绰
绰，海天相连，望海岗由此得名。
茶以山名，故名望海茶。”土地肥
沃，云雾缭绕，成就了这里适合茶
叶生长的独特小气候。

“禅茶一味”，此言不虚。若探
究近代深甽茶叶种植之源头，也要
从望海岗上的海云寺说起。清朝年
间，山上的海云寺僧人播下 18 颗
茶籽，后来长成 18 个大茶蓬，成
为望海茶之祖。

1957 年，当时的马岙村派驻
村民上山，开始开荒种植茶树。马
岙大队因此被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

义建设先进单位。1982 年，望海
岗出产的茶叶代表宁海县参加全省
名茶评比大赛，成为宁波市唯一也
是第一个省级名茶，“望海茶”品
牌始创。

我们来到望海岗村，一幢幢类
似城中的“叠墅”，镶嵌在连绵的
茶山之间。一览众山小的望海岗村
民们的生活，近 乎“ 乌 托 邦 ”状 态
——如今，他们还是按时出工，按
出劳力的多少计工分。曾经有媒体
称，望海岗村，是中国最后一个计
工分的“人民公社”。

每年春茶上市，望海岗名茶不
愁卖，因为这里是望海茶原产地，
客户纷至沓来。茶园之所以未分到
每家每户，也是因为品控的需要：
25 户人家，30 多个劳力，400 亩有
机茶园，如果分给个人经营，难免
各做各的，影响望海茶原产地有机
茶的品质。

接待我们的望海岗村负责人俞
国平，在山顶建起了他的“仙余
粮”家庭农场，中秋节还在开地种
植新引进的黄精。他说：“望海岗村
想要发展，还是要修路。上下方便
了，才能按照规划，把望海岗建成弘
扬茶禅文化的生态颐养休闲区。”

俞国平口中的这条路，指的是
茶场两处乱石路，其中之一是从村
东侧到峰顶。俞国平说，目前他最
重要的工作，一是带领管理好村里
的 400 亩茶园，管控好茶叶品质，
让原产地望海茶不负众望；二是经
营好家庭农场的黄精产品。5 年前，
他与朋友合股投资，今年刚开始收
获，已注册“望海岗 931”商标。

（四）

在望海岗山麓俞氏茶业的盘
龙山茶场，有一把巨型紫铜茶壶在
蓝天的映衬下，凌空注水。它高4.5
米，宽6.8米，用4.2吨紫铜铸造而
成，为同类茶壶中世界之最，已成
网红景点。

盘龙山茶场是宁波五洲机械
有限公司的老总俞志秋承包 520
亩茶园而建，去年通过有机茶认
证，远景目标是建设高标准的园林
式生态旅游休闲茶园。据说，光是
请中国美术学院进行规划设计，就

花了好几百万元，建成后总投资预
计数千万元。

工业反哺农业，这是乡村振兴的
希望，更是一个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两天时间里，我们行走在宁海
深甽这条多彩茶路上，感受着竺三

喜、胡亚成、李巧红、俞国平、俞志
秋等茶人们的精彩人生，真切地体
悟到茶业是绿色生态产业，更是美
好共富的事业——它改变着山乡，
更改变着茶人们自己。毫无疑问，
这条多彩茶人路，会越走越宽广！

汤丹文

竺三喜竺三喜
（（汤丹文汤丹文 摄摄））

胡亚成胡亚成

俞国平俞国平

李巧红李巧红

望海岗望海岗

盘龙山茶场的盘龙山茶场的““大茶壶大茶壶””已成网红景点已成网红景点 （（汤丹文汤丹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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