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红白茶树的难以
迁种和人工培育特性，加
上传统采制工艺的复杂
性，导致从事红白茶采制
的茶农后继乏人，正宗红
白茶日渐稀少。为保护传
承这一独特技艺与文化，
2006年，红白茶制作技艺
入选德阳市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23年4月，
红白茶制作技艺又成功入
选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如今，在当地政府与
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红
白茶制作技艺得到了更好
的保护与传承。一方面，
传承人积极收徒授艺，让
古老技艺得以延续；另一
方面，通过创新营销方式，
借助互联网和电商平台，
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到红
白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过程中，红白茶已成为
什邡当地特色产业，为村
民增收致富、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片承载千年历史与
文化的树叶，正以其独特
风味和养生功效，从蓥华
山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红白茶不仅是一杯茶饮，
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一份
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在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不
妨静心品一杯红白茶，感
受其醇厚甘甜，体味岁月
沉淀的茶香，领略这份来
自蓥华山的独特魅力。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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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白 茶 的 历

史虽难在典籍中

寻得完整记载，却

在当地茶农的口

口相传中延续了

千年。东晋常璩

《华阳国志·蜀志》

曾提到：“什邡县，

山出好茶。”这或许

就是红白茶最早

的“历史注脚”。

在过去，茶叶

金贵，寻常百姓喝

不起，山民们便另

辟蹊径，发现野生

毛豹皮樟（一种樟

科乔木）的叶子可

制茶。于是，红白

茶应运而生，渐渐

融入当地人的日

常生活，成了平民

茶饮。千百年来，

它陪伴着山民度

过漫长岁月，见证

了无数的日出日

落，也承载着什邡

蓥华山区独特的

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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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蓥华山脉海拔 1000

米至1500米的常绿阔叶林

中，生长着红白茶的原料

——毛豹皮樟。这里气候

温润，云雾缭绕，肥沃的土

壤为茶树提供了绝佳的生

长环境。部分古茶树树干

直径可达50厘米，树龄数百

年，历经岁月更显苍劲。由

于茶树多为野生且高大挺

拔，采茶人需借助梯子、钩

子等工具，攀爬至树上，小

心翼翼地选摘嫩叶。红白

茶因此被称为四川“最难

采”的茶。

红白茶的黄金采摘期

仅在立夏前后20天左右，茶

农们必须争分夺秒。制作

工艺更是讲究：鲜叶需当天

完成炒制，在热锅中翻炒至

叶片绵软；揉浆时要趁热搓

揉，使茶叶成形并渗出白色

汁液；随后压实发酵，最后

选择阴天晾晒。整个制作

过程，火候、时间和力度的

把握全凭制茶师傅的经验

与手感，每一道工序都倾注

着匠心。也正是这种传统

手工技艺，造就了红白茶独

一无二的品质。

冲泡后的红白茶汤色金

红透亮，香气馥郁纯正。入

口醇厚微涩，回甘迅速持久，

生津解渴效果显著。除了口

感出众，红白茶更具有出色

的养生功效，其所含的脂肪

分解酵素高于其他茶类，这

使其在分解油腻、降低人体

脂肪化合物、胆固醇和三酸

甘油脂方面功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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