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为国饮。1200 多
年前，茶圣陆羽所著《茶经》第一
次对茶人品德行为进行规范：“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精行俭德”成了
茶人的“标签”，茶道有了“品茶品味品人
生”的丰富内涵。

宋光华，就是地道的茶人——他出生越
地茶业世家，长期扎根基层一线，为茶事业
耕耘不息，对茶叶栽培、初制、精制、出口
等全产业、各工种了如指掌，参与、见证
了宁波茶叶发展的如歌岁月，被评为
“国家一级评茶师”。3月30日，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公布的第五批
“国茶工匠·制茶大师”名单

中，他名列其中，这是宁
波茶人首次入选“中

国制茶大师”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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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一业终一生
在采访中，宋光华多次提到一个词

“洋泾浜”，“现在茶市里‘洋泾浜’的人和
事较多，对之我很反感。”宋光华直抒胸
臆。

在老宋看来，“洋泾浜”，有“半桶水”
“土洋混杂”之意。现在喜欢喝茶的人很
多，但懂茶的不多，被误导的消费者也不
少。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恶意炒作的
喝茶理论，宋光华总是想方设法去引导、
纠正，他开设的茶文化讲堂也着实吸引
了甬城不少爱茶人士。

老宋说，当下对于“茶人”的称呼过
于轻率，但凡种茶、制茶、卖茶、爱茶人士
皆为茶人。而事实上，他认可的“茶人”，
是从事茶事业发展、爱茶懂茶并为之奉
献的有识之士。

“爱一业，终一生”是宋光华的追
求。经过长达40多年茶人生活，宋光华
说，他最钟爱茶叶技术工作。每当他来
到茶山、加工车间忙碌时，“整个心就会
静下来，心无旁骛地掌控制茶的每一道
环节，工夫和火候到位了，才能制作好
茶”。

一位熟悉宋光华的茶界人士说，遇
到茶企有技术方面的难题、痛点请教他，
老宋总会毫无保留地予以指导，热心帮
助。

当年那个茶山里长大的孩子，如今
已两鬓斑白。“我的心愿是继续传承祖先
技艺，为茶企茶人服务。”已步入花甲之
年的宋光华感慨地说。宁波、浙江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全国“国字号”茶叶机构
11个，其中9个在浙江。浙江也是国内
最大产茶省份之一，拥有西湖龙井、安吉
白茶等中国名茶和众多浙江名茶。他真
心希望能与广大茶人一起，发扬光大茶
事业，进一步打响甬茶、浙茶品牌。

针对喝茶，宋光华给读者的建议是：
一年当中，春、夏、秋三季，建议喝绿茶、
老白茶、黄茶为宜，冬季可适当喝些红茶
或其他类茶。

记者 周晖/文 被采访者供图

一生爱 终
茶人宋光华：

一业

出身茶业世家
宋光华，1958年生人，今年63岁。记者

面前的宋光华，个头中等，说话中气足，跟他
长期练习太极拳有关。

“我祖籍绍兴，长在杭州茶叶试验场，工
作在奉化茶场，发展在宁波”，宋光华说起他
的人生路，笑言“血液里流淌的全是茶
水”——祖辈世代以茶为业，而他为茶一直
耕耘至今。

出自茶业世家的宋光华祖籍绍兴平水
宋家店。绍兴平水是一个以茶闻名的小镇，
平水的“日铸茶”，早在唐代即被誉为“仙
茗”。及至南宋，平水日铸岭一带，被钦点为
朝廷的“御茶湾”。自清至民国200多年里，
平水一直是举足轻重的“绿茶中心”。

新中国建立后，原绍兴茶厂厂长宋茂
林、嵊县三界茶厂副厂长宋济泉、新昌茶厂厂
长宋孟荣、奉化茶场副场长宋荣林，这四人当
时被誉为浙江茶界“四宋”，“四宋”均出自平
水王化。宋光华的父亲宋荣林便是浙江茶界
的“四宋”之一。母亲张银花，曾在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是国营绍兴茶厂“七朵金花”制茶能
手之一，后随丈夫宋荣林援建国营奉化茶场，
为茶场培养了一大批制茶操作能手，并总结
出了炒制平水珠茶“十大手法”。

“制茶如今看起来是蛮风光的事，但当
年是一种很苦力的生计”，宋光华回忆说，少
年时代他是闻着茶香长大的，利用假期学会
双手采茶，动作飞快，如鸡啄米一般，一天能
采10-20公斤鲜叶。从18岁起，他来到奉
化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工作，在一线当工人，
接触茶叶生产加工技术工作长达12年，虚心
向老师傅学习茶叶“种、采、制”技术。在祖
辈的熏陶下，加上自身的勤勉，逐渐练就了
一身过硬的功夫。

宁波茶业的如歌岁月
“宁波有优质的茶叶基地，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但要制好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缺
一不可。”宋光华说。

上世纪70年代，宁波的传统茶叶制作由
人工逐步向机械化、自动化等转型。宋光华
全程参与1975—1977年农业部中国茶叶研
究所的重点科技星火项目“平炒青（珠茶）初
制连续化、自动化、流水线的安装和试制工
作”，历任茶场副场长兼初精制茶厂厂长。

1987年，为适应宁波外向型经济的需要，
宁波市从11个县（市）区中选拔从事出口茶叶
技术人才，宋光华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担任宁波出口茶叶拼配厂厂长，任职期间累
计出口珠茶5500吨，合格率在90%以上。新
世纪后，茶叶企业转制后，宋光华先后在宁波
的二号桥、金钟、鼓楼等组建四家茶叶流通市
场，并致力于宁波名优特茶的推进，指导30多
家茶企先后取得国家级评比金银奖数十项。

长期担任宁波市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的宋光华说，经过30多年的努力，宁波
本地茶的品质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望海
茶、瀑布仙茗、奉化曲毫等是中茶杯、中绿杯
等全国性赛事金奖台上的常客，再加上宁波
的饮茶氛围日益浓厚，消费水平也不错，拥有
比较好的天时、地利、人和，正迎来发展的好
时机。

2019年至今，宋光华以宁波茶业专家的
身份，帮扶黔西南州的茶叶生产加工，助推

“黔货出山”。“贵州这两年我去了六趟，一是
技术帮扶，二是消费帮扶。”宋光华说，贵州绿
茶原料好，但他发现当地工艺简单，细节处理
不到位，导致茶的品质不够理想。

他告诉记者，云贵高原紫外线强、湿度
大，茶叶呈深绿色。在制茶过程中他现身说
法，对杀青、理条、回潮、整形等环节上给予技
术帮扶，使贵州晴隆茶厂的茶品有了明显的
提升——茶叶色泽鲜活，条索紧结，香气持
久，价格也随品质提升而上涨。此外，他还发
挥宁波、浙江的行业协会资源，帮助贞丰县茶
企带货，让黔茶香飘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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