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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叙情常山茶
王春国

常山，四省边际，千年古县，八省通
衢，更是两浙首站，可谓华夏东南地的唯
一之走廊之要隘。这独特的地理区位，造
就了常山县境内与境外的古道阡陌纵横，
密如网状。其中，常玉古道最为突出，此
乃北纬30度人类黄金通道上最具人流的
大通道。自唐宋始，一直到人类公路、铁
路文明开通后才渐渐降温退热。

此条古道，按《交通志》记载，大清朝
之时，日注册扁担（即挑夫）有一千多条，
羊角车六百多辆，马轿等高档类不记。当
然，许多的过客还自备人马等。可见当时

的人流、物流之量。记载于常山史册的有
首诗描写古道之盛景：“西高峰下路，日行
人千亿。熙熙复攘攘，日夜行弗停。”“西
高峰下路”指的就是常玉古道在常山县城
西门入口的那一段，也就是西城门外的人
流真实写照。

正因为常玉古道的熙熙攘攘繁忙热
闹，常山茶在这条路上淋漓尽致演绎了常
山人的真善美。

沿常山古城之西门，典籍里说“来远
门”，向西行将四十里地，就是出浙江省
境，跨入江西省的土地。就这四十里地，

以茶为主题的载体，可谓鳞次栉比。茶
亭、茶棚、茶铺，形态各异，而且，这亭棚铺
之后之旁的环境便是葱绿的茶园，古时称

“茶田”、“茶山”。常山县文物库里还藏有
“茶田”的碑石，在碑石上还刻有碑记，称
《茶田碑记》。

正是这常山县城之西门，额名“来远
门”，寓意这门外之客，几乎都来之八省之
远的。长途跋涉，到了常山境内或讲浙江
境内、衢州境内，如进入有礼的人类社会，
如家的感觉，“茶”成了赶路人的或饮或品
或如饥似渴，正当时，而且都是施舍的。

茶，传递了常山人的文明，茶，也谱写
了常山的真善美，纵观多方史料记载，像
常山古道施茶之气势规模与投入，那可说
是少见的。

其实，常玉古道上如没有这众多的茶
棚茶铺茶亭，恐怕也满足不了那如千军万
马的人流需求。常山之西门的曹会关，在
人流上可谓天下第一关。闯关东也好，走
西口也好，西出阳关也罢，都不能与常山这
八省通衢，日行千亿，日夜不停，熙熙攘攘
之历史相比。故说，茶，常山茶在华夏茶
文化史册里是有令人赞美的光辉一页的。

钱塘江源头的一座千年古城，是有厚重历史底蕴的。单就其“四省边际首邑”、“八省通衢、两浙首站”、“浙西第一门户”等定位，足以给人敬畏，更何况这座古城，早在唐朝时期，
就成了朝廷重视与关注的华夏东南地不可或缺的一域要隘，南北商贾更抢占商机设帮立会于此的一座钱塘江源头内陆港埠之城。

她就是钱塘江诗路文化带源头，宋诗之河畔的常山县城，四面环山，城下金川水、内河水、护城河（已湮灭于历史）、南门溪水映衬浸润，美不胜收，富有江南清嘉之味。
坐在这座古城中品茗，不论是经营的茶庄茶楼，还是自家好友相聚抒怀，都给人以惬意。因为，常山古城喝茶品茗有着独特别样之意境。
在中国，人们所聊及的茶文化，常常以武夷山或说福建系的、云南系的，还有陆羽茶经，正统点的还提及神农氏时代的茶之历史。近些年，或说中国全面步小康生活的人们，各

方面条件都决定了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飞越提升，茶就是生活质量表现的一方面。故而，华夏名茶，如雨后春笋，勃勃生机，种类枚不胜举，工艺精制之极，价格也高的惊人，有的比
黄金还高。自然，喝茶品茗，也就显得高贵大于高雅。

殊不知，在华夏东南地，钱塘江源头，浙西第一门户的常山，茶，其内涵与使命及其文明史的渊远与历久弥新，品之又品，韵味无穷，更有许多不为人知色彩。

中国第一枚金钉子，代表全球一类地
层剖面的样板或说标准尺。这是世界顶
级地层学者与专家，古生物学者与专家的
智慧科考得出的论断，用世界地科联权威
公开发布的，并以“金钉子”为标准尺矗立
于地层剖面点的，非常形象可触可仰读的。

权威告诉人们，常山这块陆地的生命

已有4.6亿年之久远，比长兴早2亿年左
右，是全球达瑞威尔界地层剖面样板。
4.6亿年前，常山的土地从大洋中隆起突
出，带着海洋性生物，渐渐孕育了人类生
命的多类系，茶自然随着人类发展而得以
生存演绎。常山大埂遗址、山头篷遗址，
那先民的撕肉溅血，到刀耕火种的纯原始

生活中发现了茶的那股清香，并将这股香
浸润到百姓的脾胃深处，刻骨铭心，成了
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或说雅俗兼备的生活
良习。

常山茶是有其先天的早期性。尽管，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典籍中没有记载，然，
她确确实实是钱塘江流域中，与大自然和

谐相处演绎而来。就如钱塘江畔良诸文
化，挖掘演绎，考古推论验证，渐渐的让人
怀疑，华夏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到底是由
黄河始写，还是钱塘江之始。

一枚金钉子诠释常山茶的早期性

万历《常山县志》，记载了常山茶，在
地方特产中的排位属第十一位，粮、棉、油
等要紧特产自然在前，万历《县志》是常山
县第一部《县志》，其所记载内容，包含明
代以前之史志。

更说明问题的，《常山县志》还清晰载
有茶叶成为朝廷或州县府开辟的岁征序
列项目之一。这一点，说明了茶叶的栽培
面很广，而且，还有一定的规模，否则，如
何开征？

是啊，笔者小时候，甚至到了成年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清晰地还记得老家那门
前屋后，就连菜园围篱，许多也是茶叶
树。因为，茶叶既是常山人自己生活的不
可或缺，待客之道的首件礼数，也就是沏

茶为先。那时的人们，不太讲究名茶，一
般只较在乎新茶与老茶之分，稍微老道点
的，还在乎明前茶与否，可见茶已浸入人
们情怀深处而绵绵不休。

一页《志》书告诉人们常山茶的古代格局

一条古道演绎了常山茶文明

华夏走进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时，远
在英吉列海峡之畔，欧洲大陆西北大不列
颠群岛的大英帝国，已是非常关注东方中
国，就在大清帝国皇帝乾隆八十大寿的
1793年，英国派出了由伯爵马夏尔尼为
大使，斯当东爵士为副使的七百余人使
团，来到中国，走进北京城，以给乾隆皇帝
祝寿之由，觐见了乾隆爷，并借此机会开
展了一系列两国开放的事由事项，有人称
之为“龙与狮”的对话。

这支使团队伍，在结束北京之任务
后，没有去天津港坐他们的“狮子”号汽
轮，从海上回国，而是选择京杭大运河、钱
塘江、江西信江、赣江、广东珠海这条内陆

河流水路到广州，再乘其“狮子”号经印度
停留，再回国。因为，当时，印度已成英国
殖民地，而且，英国在印度，尤其东印度还
设有“东印度公司”。

浩浩荡荡的英使团，用的是我国内陆
河流木帆船，七百多人就从钱塘江溯水而
上，在公元1793年10月20日船队陆续进
入常山港，在县城之东的富足山村南十里
潭驻扎下来，停宿了一夜，第二天弃船上
岸走陆路常玉大道去玉山县再坐船前行。

马夏尔尼使团一行，经常山县城出西
门，走在常玉古道的常山白石境内，已是
被古道上茶亭茶棚茶铺的有序氛围给感
染的情不自禁，向当地茶田茶山主购买了

数株茶树，意将带到印度基地种之。
常山茶不经意间成了印度茶的祖宗

地，也可谓成了一种文明的天使。这是真
实的故事，《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英.
马夏尔尼著，刘半农译）、《英使谒见乾隆
纪实》（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国人
眼中的大清王朝》（英.安德逊著，费振东
译）三部著作中都有特别地笔触常山。马
夏尔尼的原著中，较清晰地写下了宿常山
江后的第二天路过常山之过程：“21日礼
拜四，上午十点钟登陆，行九点钟，历程二
十四英里而至玉山，午饭则于半途用之，
其地盖浙江、江西两省交界也。吾等船行
已久，今日忽有一日之陆行，精神颇觉爽

畅。行时，华官备有敞轿、官轿、马匹三种
代步，听人自择。吾辈以天气甚佳，路亦
平整，颇堪驰骤，故骑马者居多。又随员
中有喜研究博物之学者数人，沿路见奇异
之虫、鱼、花、草即采集之，长大人并不加
以禁阻。余则一处种茶甚多，出资向乡人
购其数株，令以泥土培雍其根，做球形，使
人舁之以行，意将携往印度孟加拉种之，
果能栽种得法，地方官悉心提倡，则不出
数十年，印度之茶叶必能著闻于世也。”

印度茶是否闻名于世，笔者未尽查
知，但就马夏尔尼的《日记》中获悉，印度
茶的基地上一定是常山茶在那繁衍生息。

一支洋人队伍，让常山茶成了文明天使漂洋过海

千万年的常山茶，一直以本土百姓生
活幸福自满的小志在岁岁逢春。殊不知，
那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吹醒常山人追赶
经济大潮，而且，这一芽芳茗，也跟随人们
的意气奋发，跳上经济快速的列车，走出
了常山，不再只倦恋于故土的乡客们，取
了芳名，以自身独特的潜质，挤身于华夏
茶界舞台。

“常山银毫”品牌的打响，随之“柚乡
春”相继亮相，成了一对孪生姐妹靓丽出
世，而且，很快声誉雀起。91年杭州国际
茶文化节组委会授予“名茶新秀”；92年
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铜奖；95年获第
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荣誉的取得，
既给了常山人的自信，又给了常山发展茶
叶产业的信心。二十一世纪的钱江源头

常山绣溪河畔的禅茶、白茶……诸种茶之
新芽，生机勃勃，郁郁葱葱，令人憧憬。

必经是钱江源头，浙西第一门户那生
态纯粹，且又具亿万年之生命渊源的人类
早期陆地，给予茶的生存之环境，常山茶
品质与人们对茶的认知，在改革开放之浪
潮洗礼下，得以升华，包括常山人的品茗
境界也随之升华，这种升华，不仅只停留

在茶之芳香与甘淳，而且，与常山千万年
文化沉淀的底蕴，与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常
山港宋诗之河的文化品牌，与宋韵浙江，
宋韵常山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都有深
深的情缘。

常山茶，香淳四溢，就是常山人高质
量共同富裕生活如诗一般的升华。

一只品牌打响常山茶在中国茶界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