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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寻茶记》

内容概要

一张勾连安溪茶叶的“江湖图谱”
品味安溪铁观音的“山头香”
领略璀璨多姿的“大美安溪”
———————————
安溪，茶之原乡
有千米以上高山2934座
绵延起伏，神秘多姿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32座
勾画成安溪名山“图谱”
依循“图谱”，壮游安溪
你将在独特的茶乡风情中
发现中国茶叶清晰的脉迹
品味到大地的醇香
———————————
内容简介
这是一张勾连安溪茶叶的“江湖图谱”。作者选取了安溪县内32个有代表性的山头，以人文为关注点
，循着茶叶的脉络，历数山上地中凡“重要者”，其中不乏“首次发现”。另外，本书还配有包括法
国著名摄影师阎雷在内的众多摄影师为安溪拍摄的230多幅精美照片，书法家王乃通专门为本书绘制的
名山图谱，帮助读者直观感受安溪独特的风土民情。
本书意在向读者传递一种观念：作为人类，在承受大地无私滋养的同时，如何对土地怀有敬畏之心、
感恩之心，如何更加尊重土地，保护环境，赋予土地以动情历史和厚重人文。希望读者们能在这张“
图谱”指引下，亲自去壮游安溪，细细品味安溪铁观音的“山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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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寻茶记》

作者简介

主编者：谢文哲，福建安溪人，1969 年3 月生。大学毕业后，从事高中教育十年，后在地方党政机关
担任新闻、宣传、出版工作至今。先后出版《门里门外》（海风出版社），《安溪铁观音——一棵伟
大植物的传奇》（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台湾世界书局、美国Prunus 出版公司同步出版发行简体中文
版、繁体中文版和英文版）和《茶之原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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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寻茶记》

书籍目录

序　高向荣
零壹　凤山　安溪茶业第一山
零贰　笔架山　山川灵禀　茶推无价
零叁　参山　古韵新区　百茗飘香
零肆　莲花山　瓷美茶香　地祥人寿
零伍　清水岩　蓬莱仙境无我茶
零陆　九峰岩　闽南佛国　茶禅一味
零柒　大吕山　灵山秀水　茶香禅韵
零捌　五阆山　闽学重镇幸福茶
零玖　翠屏山　礼佛问道云间茶
拾　　铜锣山　汉畲情义一杯茶
拾壹　王帽山　林茶间作富山乡
拾贰　纱帽山　蕴实藏丰凤梨香
拾叁　大岭山　鲜爽高香烟熏韵
拾肆　石门尖　真人古地保健茶
拾伍　吾岩山　晋江源头放养茶
拾陆　云中山　邂逅纯粹铁观音
拾柒　同发山　山峭茶香意悠远
拾捌　朝天山　软枝乌龙香幽长
拾玖　佛耳山　佛耳神山自在茶
廿　　鹤顶峰　羽化山间天生韵
廿壹　接天山　状元故里甘露韵
廿贰　银瓶山　梅占故里　茶诗韵长
廿叁　南山　铁观音文化遗产核心区
廿肆　北山　安溪茶树品种博览园
廿伍　大宝山　茶树短穗扦插技术起源地
廿陆　石钟山　钟灵毓秀花果香
廿柒　高鼎岩　山川毓秀 瓷茶西行
廿捌　马峰山　毛蟹故乡　茶海明珠
廿玖　蜈蚣山　神秘石山韵
卅　　湖尾山　黄金桂　透天香
卅壹　驷马山　商贸古镇茶配香
卅贰　回头峰　安溪茶路桥头堡
检索表
编后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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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寻茶记》

精彩短评

1、一张勾连安溪茶叶的“江湖图谱”
2、安溪铁观音，从1725年就开始量产了，远销海外啊。特爱喝清香型的铁观音，淡雅的兰花气息，润
口顺滑，音韵持久啊！！我家就在安溪，为安溪感到骄傲！！而且我家也产铁观音哦！喜欢喝的可以
找我，特价绝对比市面上的都低，而且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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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寻茶记》

精彩书评

1、一片树叶的韵味 “有一种红壤它适合茶树和诗歌的生长/兰花香进桂花香/是什么让人神清气爽？天
地造化，高山风骨，日月精华/有一种文化源远流长/观音托梦，安溪茶乡。”这是一首赞美安溪铁观
音的茶诗。追香寻韵，不能不去茶之发源地探源。安溪，茶之原乡，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茶都。品着茗
，捧着安溪茶叶的“江湖”图谱——《安溪寻茶记》，人生岂能不快哉？安溪，古称清溪。一叶芳华
，一杯浓香，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则传奇，彰显着安溪茶文化的神奇与广阔。在谢文哲先生主编
的《安溪寻茶记》一书中，作者选取了安溪县内32个有代表性的山头，循着茶叶的脉络，以人文为关
注点，集故事性、历史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历数山上地中凡“重要者”，其中不乏“首次发现”。　
　同时，书中还配有法国摄影师阎雷等众多摄影师为安溪拍摄的230多张照片和书法家王乃通专门绘制
的安溪“山头图谱”，使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安溪独特的民俗风情。其中，图谱还把安溪的产茶名山、
各种名茶及涉茶名人“一网打尽”，堪称安溪的“大百科全书”。　　“未讲天下事，先品铁观音。
”茶，已经是安溪人文化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耕耘在山水间的安溪人种茶习茶，安
溪人在山水寄情的环境中过着“春而耕，一梨雨足；秋而敛，万顷云黄”山水可依的田园生活，“是
非、名利，荣辱、得丧，皆不足为身心之害”。　　文脉润泽、山水浸润的安溪茶，在“清水高峰，
吞云吐雾”环境中，“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霞之霭⋯⋯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安溪，不仅
有秀美的自然景观资源，也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诸多文人雅士游走于安溪的山水之间，品茗于
怀，探幽安溪“树稠荫掩映，竹茂影蹁跹”的意境，享受着“一日旷游一日仙”妙境里，感怀于“亭
高风露笼，殿古雾云烟”的幽静，赞叹于“岩峦叠累插天远，溪水盘恒绕地通”的峻美，只叹“一般
清致景，俗笔难传焉”。　　安溪是茶的故乡，也是中华文艺宝库中一件璀璨夺目的瑰宝。尽管本书
选取的“山水”仅是安溪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小部分撑起了安溪山、水、茶、人的“骨骼”。在
其中，我们看到了美景，看到了古迹，看到了风俗，看到了信仰，也看到了宗祠、族谱、名士。当然
，更看到了只爱土地和茶叶的安溪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大山般的博大包容，赋予安溪的风物以各种
意义，孕育出多样和谐的文明，创造用文字无法穷尽的安溪茶的“文字传奇”。沏泡一壶好茶，品啜
一口茶香，既是民俗，也是习惯，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安溪之美，美就美在溪水长流，美就美
在洋溢着茶的清新、高雅与灵性。品味这样“一种清芬忘不得”寄情山水羽化而成的安溪铁观音，就
连古人也感叹于此茶的“余香绕齿袭人清”。这岂不是好山有好水，好水有好茶的千年绝配？发表
于2015-03-02 《城市经济导报》http://www.ceeh.com.cn/html/news/2015/03/02/20150302114057_0.html
2、这书读得慢。在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是与茶叶有过交集，具体说是上小学的那段日子。
学校对面的山头，是属于村里共有的一片茶山，似乎还是大公社时期留下的，后面再没人打理但还是
有很大一片茶树顽强存活着，有需要的家庭就会赶着去采一茬早茶，大概也就够家里喝到来年。我们
每年春季的勤工俭学任务就是去摘茶叶，或者老师们也只是找这么个借口让孩子们疯玩上一天不是真
能摘回多少茶叶。真正认真摘茶叶是跟着奶奶，奶奶自家地里也有几颗茶树，会带我去一起摘。我最
喜欢早春的第一茬茶，尖尖的芽，很嫩，一掐就断在我手里，可爱得很。后面的茶就没那么好了，我
还是只爱摘没长开的嫩芽，常常是我先摘一遍，奶奶在后面再捡一遍。奶奶自制的茶叶完全够我家一
年喝茶了，还是有剩余。最好的茶叶往往会用来送人，次之的待客时用，自家人常年煮茶用的茶叶则
是普通茶叶。或许是经常喝味觉反而不再灵敏，此后再喝其它茶叶，总感觉都是差不多的味道，不至
于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即便是后来朋友送的号称极其高档的茶，仍感觉很平常，甚至还不如在老家
喝的茶来得嫩。在我以前的记忆里，茶叶始终是很平常的东西，即使后来知道与之相关的内容多了，
仍难以改观最初的印象。我得承认，骨子里就是一俗人，受不了功夫茶的那一套繁文缛节，也不懂什
么茶文化茶道。幸好，这本《安溪寻茶记》并不是单纯在说茶，更像是一本地方志，安溪的风土习俗
、人文景致被作者一一道来，倒也蛮有乐趣。书放在家里，大多是在晚上小屁孩睡觉以后翻开，读得
很满，断断续续翻了快两个星期，基本上一天一两章。对茶其实兴趣不大，最喜欢的反而是作者提到
的典故、传说，比如相思桥啊，台湾王永庆先生故里啊，乌龙茶的由来啊等等之类的，让我看得津津
乐道。我的老家也会有类似小故事，一代代流传下来，真假完全无法考究，但这早已不重要。庙宇寺
院也是非常独特的，早些年，科技远没有如今发达，人对自然的依赖更甚，也就对自然心存敬畏之情
，把有个好收成的希望寄托于神明，恰恰是这种心理让人们保留有最朴实的善良之心。 可如今的我们
，还有什么信仰？还对什么心存敬畏呢？安溪以茶文明，如今更是形成茶产业，少不了就有商业化运
作，过渡包装、炒作也是在所难免，这是我所不喜的。但还是希望可以去安溪看看，不管所谓的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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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寻茶记》

，单单看看山，看看茶，大概是很不错的，应该能让我闻到很久以前记忆中茶叶的味道吧。多少也是
被书中照片蛊惑吧，好山好水好茶。
3、作为一名伪茶迷，对茶认知不多，但每逢听到茶却莫名的兴奋，看到有关于茶的书就想上前看一
看。从《茶经》，到《茶之书》，无不放过，但伪茶迷的本性难移，读到一半就觉得索然无味。虽然
对茶文化认识不多，但从小在爱好饮茶的小城中成长，也知晓了茶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在我的印象中
，茶对于人们来说，不像琳琅满目的饮料，也不像香酒，人们心中，说不清茶到底是什么，但就是离
不开它。《安溪寻茶记》这本书，循着安溪的山，一路寻找，让人“品尝”了安溪的茶，知晓了茶背
后是安溪世代人们的迁徙，历史的更迭，文化的变迁。初看这本书的时候，颇感吃力，因为书是循着
安溪的山讲述着人和事，茶和文化，内容繁多，容易让人走神。为了不让自己半途而废，在看书时，
我需要不断把自己置身于安溪各地，并作为一名安溪居民的角度融入其中，跟着作者的脚步前行。这
样一来，安溪山的美，水的清冽，茶的甘甜，人的淳朴也一一呈现在目。这本书像是安溪的地方志，
讲述安溪的历史，人与传说，民间的故事。如果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安溪人，在熟悉了安溪的种种之
后，再看这本书的话，相信是充满亲切感和兴趣。但作为一名“外人”来说，可能少了一份亲切，但
却多了一份对茶文化的理解。从安溪的这杯茶中，可以看到一个缩影，这个影子中有中国人对茶的态
度。在书中，作者谈到，“安溪人一年到头离不开茶，茶叶贯穿着安溪人的一生，茶的仪式笼罩安溪
人生存的一切时空场合⋯⋯在一个个仪式中，茶完成了从物质的茶到精神的茶的超脱，真正达到自然
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完美融合。”在这里，茶是系带，连接人与人的交往，连接着物资与精神，连接着
文化，让文化传承。安溪人心中的茶，就像是国人心中的茶。在茶中，人们喝出的是对生活的另一种
提炼。人们对茶有敬畏之心，又有亲切之情。对于茶是系带这个观点，我一直赞同并且深有感受。有
段时间上山晨跑，下山的途中，有几个晨跑者在路边摆出个茶局，简陋的土灶，大铁锅，古老的扇风
的鹅毛扇，十来个小茶杯。路过的人，都可以上前要杯茶喝。大家聊生活，聊茶，就像是故友，茶客
一批换了一批，泡茶的人也换了一批又一批。后来才知，大家都只是路过的，并不相识。但是，那泡
茶、饮茶的场景，却让我觉得那就是相识的人，在畅饮着。茶就是有这个魔力，减去人的距离，变成
生活的必需品。饮茶是安溪人的习惯，也是国人长久保持的生活习惯。有人饮茶并不讲究，咕噜一大
杯下肚，不分茶质。而有的人却喝得讲究，对茶有更深的要求。就似书中写着，“水为茶之母，泡茶
时，好水才能激活出好茶的甘醇清香。”作为不熟悉茶的人，经常咕噜一口就把茶喝下去，不论茶如
何。而常年饮茶，对茶有研究的人，就知道，要冲泡一杯好茶，水质，水温，是多么重要。因而，经
常可以遇到上山挑水的人。每天早上上山晨练，挑着几个塑料桶。晨练完下山，就挑着满满的几瓶水
。一路颠簸，只为了喝出一杯好茶。有人说中国人喝茶的习惯会被咖啡店的入侵而改变。而咖啡店大
规模增长之后，爱喝茶的人依然爱喝茶，而且将茶发展得更为儒雅，更具文化性。人们依然会爱着一
杯茶，因为茶就给人静谧的空间，让人有短暂的清净、自我的时间。茶对于人来说，是生活滋味的反
衬，就像有人在茶中饮出了生活的滋味，有人饮出苦涩，有人饮到甘甜，各种滋味，与人的心境有关
，就如每一个饮安溪铁观音的人一样，“品尝过的人，有说豆浆味的，有说棕叶味，有说茶汤滋味中
含有骨头的，也有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4、说起来有些因缘际会恨晚，从小出生在鄂西茶山的我，几乎是在云雾绿茶的清香萦绕中长大为人
。十八岁背井离乡，收拾赴学的行李时，母亲不忘往箱子里塞进一包珍眉，并反复叮嘱我，你自小喝
灌了家里的山泉水，到外地读书，觉得水里有味的话，丢几片茶叶进去就好了。前二十年虽日日饮茶
，但并不爱茶，茶之于我，不过是几片沉在水底的叶子，去除水里的他乡异味，无关乡愁。毕业，工
作，辗转数个城市来到北京，爱上的第一味茶不是母亲挚爱的珍眉新绿，也不是父亲必备的茉莉香片
，而是一个加班的夜晚，一氲台灯光影里，一盏玻璃杯中随意泡开的铁观音。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呢？
思来想去，深觉词穷，只能盗用温庭筠的一句诗：“疏香皓齿有馀味，更觉鹤心通杳冥。”仿佛体内
有一处闭关多年的脉门，在那个更深露重的夜里，被一缕沿着杯壁缓缓升腾的香味瞬间打通了。从此
，我爱上了茶。不知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恋茶，是自铁观音伊始。当我渐渐喝多了各地的佳茗，随着
年龄的增长，在不同的风味间，悟出茶同人生、绽放有时的道理时，我仍然深深记得当年第一口铁观
音余香萦齿的滋味。从来佳茗似佳人，铁观音的高香、清韵，那么鲜透，那么明丽，邂逅她，真如人
生初见，一眼万年。都说“春水秋香”，秋天的铁观音，最是甘美。拿到这本《安溪寻茶记》时，刚
好是一年中最好的秋观音上市、略放几日后滋味最佳的日子。既然无缘远赴，不如一边泡开一壶铁观
音，一边跟随这本书，神游一次安溪。茶名皆美雅，铁观音尤其。关于“铁观音”的由来，说法种种
，流传最多的是以下两个版本——一说乾隆六年，王士让远赴京师，拜谒礼部侍郎方苞，携安溪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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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方苞品后，自感此茶为茶中珍品，转献乾隆。饮茶成癖的乾隆果然欣喜万分地召见王士让，王细
说茶之来源，乾隆观茶叶形似观音，叶底厚实，如铁压手，便赐名“铁观音”。二说乾隆年间，安溪
乡民魏饮总在每日清晨，以一杯清茶礼拜于观音像前。一日他在乱石隙中发现一株叶片闪闪发光的茶
树，便移至屋旁，精心栽培。摘叶成茶后，茶叶较重，暗绿似铁，魏饮便顺口称其“重如铁”，又因
该茶兰香馥郁，便特用它来供奉观音。久而久之，人们便改称此茶“铁观音”。无论哪种说法是真的
，又或者两者皆是，无疑都佐证了安溪作为一片大溪横流、龙山拱峙的钟灵毓秀之地，并非单凭一方
水土，而是因天地、因众生、因信仰、因情怀，才孕育出铁观音这般传饮至今的佳茗。天地人茶，相
生相承，三十二座山峰，三十二篇铭文，二百三十多幅精美图片，精心绘制的名山图谱⋯⋯以序中的
语句来表达，循着这些做人文地理的“爬梳”，会深深感受到正是这些代表性的山头，撑起安溪山川
的“骨骼”。私以为，观音韵，就是那一脉让安溪文化生生不息的“精魂”。如果不是这本书，我纵
偏爱铁观音，也不知水中绽开的一叶一脉里，传承着多少阳光雨露，又浸染着多少千年的绝代风华。
在凤山，朱熹当年登临的凭虚阁如今早已倾塌，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徒留一句“心外无法，满目
青山”。楼虽颓，茶犹生，在笔架山，今岩寺后至今尚有数株老枞，每逢新岁，绿萦枝头，沉默地见
证着往昔岁月的一枯一荣。比起雕栏玉砌，更让我感怀的是人事音书。每年正月初六，在清水岩，传
说清水祖师迎春巡境的日子里，人们会奉上清茶，在祖师佛像前礼诵：“恭迎清水大师，敬献清茶三
杯，伏乞恩主一半下山绕境，一半守护山岩，大德大祥，大福大量，庇佑四境，照顾名山，爱护善信
，宽恕子民，敬祷。”这种仪式带来莫名的美感，也传递着一种珍贵的信念，人在承受大地无私滋养
的同时，必须对土地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所谓天人合一，莫过于此。回想起在我的家乡，春茶
开采之前，诸多茶园的主人同样会着盛装，奉瓜果，祭上这样一台略显神秘的祷告，乞求那些遥远的
先祖，保佑这一季风调雨顺。从前我不懂，现在我深以为是。虽然写下了满篇的感言，但我得坦承，
断断续续地，我尚未读完这本厚实的大书。对于一个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更了解安溪茶文化的人
而言，那些遥远的往事，不朽的传奇，夹在偶尔显得有些“规整”和“主旋律”的文字里，需要细细
读，慢慢甄，甚至按图索骥。这样的书，大概最适合放在身边，当心境恰好的时候，泡开一壶，翻开
任何一页，随意读下去。茶也许凉了，没关系，铁观音耐泡，再注一水就是。合书举杯，抬头望月，
乾隆当年杯中的倒影，正是如今这一轮皎皎明月呢。
5、煮一壶清茶，坐在角落，安静读书，悠然，惬意。家里摆放着形态各异的六七把茶壶，摆着不同
材质的几盏茶杯。一把壶为了喝绿茶，一把壶为了喝红茶，一把壶为了喝乌龙茶⋯⋯每种茶有它自己
的味道，每把壶有它专属的匹配茶种。我管这叫生活，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即使是个爱茶之人，这本书
读起来还是有些枯燥。不是书不好，只是书里点太多，让我一时有些抓不过来。有时间，还是多读两
遍吧这本书像游记，把整个安溪，每个产茶的地方，每座山，每座庙都做了详尽的描写，读过之后，
便心向往之，想去看看那个美妙的地方，想去品品纯正的当地茶种，想去感受书中描绘的那云雾缭绕
的仙境。这本书像史书，将有关安溪每一个地方的历史都那么娓娓道来，将有关安溪每一个地方的人
物都轻轻述说。李光地、郑成功、詹敦仁，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书中，记述着他们与安溪千
丝万缕的联系。这本书像神话，讲述着安溪各地、各茶种的名字由来，各种传说。梅占，铁观音，乌
龙茶，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凄美的故事，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就算不为了增长知识
，也绝对可以增加与他人交流的谈资，不失为这本书的最大“副产品”。这本书像教科书，记录着安
溪各地婚丧嫁娶围绕着茶的各种习俗。祭祀用茶，出嫁用茶，迎亲用茶，入殓装棺依然要用茶。处处
是茶，处处有礼。茶被视作吉祥之物，安溪人一年到头离不开茶，茶叶贯穿着安溪人的一生。这本书
像务农指南，从土质情况到扦插技术再到发酵手法，让像我一样对此一窍不通的人，也能了解个大概
。这本书像摄影集，集合了包括法国摄影家阎雷在内的多位摄影家作品。将美丽的安溪，如仙境般的
安溪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幻如画，美不胜收。书里讲佛与茶的渊源，讲佛、禅、茶一体的茶道真谛，
讲一个个有关茶的仪式。书中内容繁多，读罢此书，像用茶对心灵做了一次洗礼。感受着书中村民“
坐在石阶前，品茶闻香、闲话家常”的小小幸福。向往着詹敦仁“闲伴游云野鹤，时携挚友行吟”的
生活境界。期待着用茶完成从物质的茶到精神的茶的超脱，达到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完美融合。

Page 8



《安溪寻茶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