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化县小淹镇白沙溪茶厂，传统工艺
制作千两茶。

安化黑茶主要品种有“三
尖”、“三砖”、“一卷”。三尖茶又
称为湘尖茶，指天尖、贡尖、生
尖；“三砖” 指茯砖、 黑砖和花
砖；“一卷”是指花卷茶，现统称
安化千两茶。

三尖茶： 根据采用原料等
级的不同，分为天尖茶、贡尖茶
和生尖茶3个等级，是安化黑茶
的上品。“三尖” 茶采用篾篓散
装， 是现存的最古老的茶叶包
装方式。

茯砖茶： 以安化黑毛茶为
原料，经过筛分整理、拼堆、渥
堆、计量、蒸茶、压制定型和发
花干燥等工艺生产的块状安化
黑茶成品。茯砖茶内的“金花”
学名称为冠突散囊菌， 内含丰
富的营养素，对人体极为有益，
金花越茂盛，则品质越佳。

黑砖茶： 以安化黑毛茶为
原料，经过渥堆、干燥、筛分整
理、拼堆、计量、汽蒸和压制定
型等工艺生产的块状安化黑茶
成品。

花砖茶：以安化黑毛茶为原
料，经过渥堆、干燥、筛分整理、
拼堆、计量、汽蒸和压制定型等
工艺加工而成，且砖面四边均具
花纹的块状安化黑茶成品。

“一卷”：又称花卷茶，安化
千两茶：用蓼（箬）叶、棕叶衬
内，外套花格篾篓捆压而成，外
形呈长圆柱体状，包括千两茶、
五百两茶、三百两茶、百两茶和
十两茶等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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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雪峰山脉北部群山峻岭中的安化县处于资水中游，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的
县，山地面积达82%。安化因独特的“黑茶”，数千年蜚声海外。

八大茶叶专业镇，三百家茶行，十万茶工。曾经的安化，是茶叶的天下，条条古道
载茶马。4月17日，记者随“环行洞庭—聚焦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采访团沿着资江
逆流而上来到了藏在深山中的安化，一探这里神秘的黑茶及古老的茶马古道。

■文/记者 李国平 图 /记者 童迪

“品茶”安化
醉饮茶一杯，古道梦驼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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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扫欧
亚大陆靠三大法宝：骑兵威猛，领导超
凡和安化黑茶。 据传成吉思汗铁骑南
下后因水土不服纷纷生病， 后来发现
士兵饮用黑茶后可克服消化不良等疾
病， 因此他的军队才可以继续征战四
方。 至今我国西北牧民仍有饮用黑茶
的习俗，称黑茶为“生命之饮”，“宁可
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
滞，三日无茶则病”。

黑茶是六大茶系之一， 也是中国的
特有茶类，生产历史悠久。安化产茶自唐
代开始，已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的
记载。“醉饮红尘茶一杯，前世的缘，今生
的水。再难的路，有你相随，陪你笑，陪你
醉。”2011年， 安化黑茶传奇大戏《菊花
醉》热播后，安化黑茶不再神秘。

据统计， 目前安化黑茶专卖店的营
销网点和网店已超10万个， 遍布全球。
2015年， 安化县的茶叶产值达102亿元，
黑茶产量连续十年稳居全国第一。 在茶
产业的带动下，30万山区人民从田间走
出，活跃在茶馆茶楼、茶叶生产车间里。

4月17日上午，春雨缠绵，在崇
山峻岭中探访的茶马古道更显深邃
神秘。从资江麻溪口逆流而上，前行
几公里，便是“茶马古道”年代最大的
一个运输中转站———高城村。古道上
马蹄印仍历历在目，跨越溪流的廓桥
仍屹立在风雨中，清悠的铃声和奔波
的马蹄声回荡在宁静的深林山谷中，
仿佛在遥忆着那一片历史的风景。

茶马古道源于唐宋， 盛于明清，
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在
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
行程中，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
之路。

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
路上默默行走。他们在雪域高原奔波
谋生的特殊经历， 造就了他们讲信

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明辨
是非的勇气和能力。并形成了当今以
安化为中心， 包括新化、 冷水江、邵
阳、隆回等地特有的梅山文化。

行走在茶马古道上，苍老而古朴
的古埠、古街、古屋、古楼，完美地保
留着自己的本色。 悠远的马铃声，回
荡在山谷、急流和村寨上空，述说着
她昔日的辉煌。现在，高城村仍有90
多匹马，与邻近的方溪、安溪两村一
起， 组成一支拥有200多匹马的马
帮，主要为旅游服务。每当马帮倾巢
而出，绵延几公里，煞是壮观。 高城
村边上有4个环绕状山头， 当地人称
为“关山”。关山，为茶马古道必经隘
口，两旁山形耸立似门，如出入之门
关，故名“关山”。自古以来被视为当
地的“守护山”。

雄伟壮观的永锡桥位于安化县
江南镇锡潭村麻溪河上，南北向横跨
麻溪，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桥
下是麻溪，麻溪是安化运送茶叶的另
一条交通要道。千百年来，安化黑茶
通过麻溪运往资江，再顺流而下到洞
庭湖，至武汉，然后通过陆路运往陕
西、西北等地。

永锡桥为重檐小青瓦顶，悬臂挑
梁木结构渠架，两台三墩，棱形分水，
六层鹊木；甚为豪华壮观，为安化县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风雨
廊桥。此桥桥墩为纯一色巨石垒砌而
成。 从桥的上游或下游远望廊桥，但
见廊桥如龙似虹， 横卧麻溪河上，心

中快意腾腾而生。
安化风雨桥是安化先民在县域

境内一些交通要道上逢溪架设的便
民交通设施，供过往行人歇脚，避风
躲雨，所以叫风雨桥。在安化境内，
至今保存着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风雨
桥大小共29座，分布在17个乡镇，为
2013年国务院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承载着古梅山地区独特
的文化气息和纯朴的民俗民风，是
多种文明元素浓缩的重要历史文化
遗产。

如今， 它们依然横亘在村野阡
陌之间，在青山夕照小溪碧水的映衬
下，发出悠远而沉寂的浅唱低吟……

“生命之饮” 年产值超百亿千年沧桑茶马古道

安化黑茶

万般柔情风雨桥

安化县东坪镇，碧绿的资江穿城而过。

安化县江南镇麻溪河上的永锡桥。该桥是安
化县最长的廊桥，建于清朝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