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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五大主馆，余下的便是游园。
入园先见牌楼。当一旁的茶叶加工厂制茶时，微风吹

来，站在牌楼下就能闻到幽幽茶香扑鼻而来。从牌楼大门
往里走，右手边是一片供游客观赏的示范茶园，种植了白
芽奇兰、黄金桂、铁观音等12个来自福建、广东、台湾的茶
树品种，这片茶园四季都绿意盎然，因而得名“翠绿长青”。

六朝造景，指的是汉亭、唐山、宋桥、元塘、明湖、清
池，构成了此处茶文化大观园。

正值小暑，宋桥边、明湖里的荷花开得正盛，在满池荷
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丽，清香四溢。绕过明湖，向唐山方
向走去，在瀑布旁有一处兰亭，亭中央的石碑上刻着王羲
之的《兰亭集序》，亭前的集贤桥下有曲水蜿蜒流过。这是
仿造浙江绍兴的兰亭曲水修建的。水引梁山，瀑流唐山，清
水石上流，佳茗曲水漂，雅士溪石坐，兰亭飘乐音，品佳茗，
听雅乐，吟茶诗，以茶代酒，以茶会友，就算溪流中传送来
的不是酒觞，而是茶杯，杯中之物也足以让人沉醉。

品茗须得有果子相佐。《梦华录》中孙三娘的果子名
扬东京，天福茶食的茶味点心亦是声名远播。园中茶餐
厅提供茶叶蛋、绿茶芋泥饼等热食茶点，主展馆中也有
茶叶和茶食的零售点。最近新上的茶食有“好柿花生”馅
儿饼、雪花奶枣巧克力、红茶巧叶酥等物。浅学下《梦华
录》的赵盼儿、宋引章，给果子也取点雅致的名字，氛围
感立刻就拉满了。比如，绿豆糕就称之“翠玉饵炖”，取意
于《本草纲目》；巧叶酥可以唤作“人眉新柳”，取刘禹锡

《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

吃饱喝足以后，还可以到餐厅后面的茶园体验采茶
乐趣。戴上斗笠、背上茶篓，领着孩子一起做一回采茶
农。采完茶后，老师会教授揉茶、炒茶等简易的制茶工
艺。时间充足的话，大人或孩子完全可以将自己采的茶
制成成品带回家品尝或收藏。除了采茶、制茶外，这里还
可以体验DIY手绘茶具，在茶具上绘制自己喜欢的图
案，并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烧制出来。

■本报记者 张 晗 王怡婧
通 讯 员 林惠卿 林燕兰

茶，是中华民族传统瑰宝之
一。从唐代诗人卢仝在少室山茶
仙谷茶仙泉隐居时写下著名的

《七碗茶诗》起，茶便褪去了柴米
油盐的烟火气，升华为中国人心
灵与风物碰撞的风雅事。

在漳州，要找一个能嗅着茶
香、嘬着茶味、枕着茶韵纵情消
暑的地方，当然首选漳浦天福茶
博物院。开园已 20 年，天福茶博
物院依旧保留着那份专属于爱
茶人的雅致和静谧。

这个夏天，一起再去天福茶
博物院喝杯茶吧！

一芽两叶的茶叶 张 晗 摄

天福茶博物院，可以说是漳浦盘陀天福
茶文化产业集群“梦开始的地方”。2002年1月
建成开院，2003 年晋级国家 4A 级旅游区，
2005年被授予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20 年来，茶博物院的整体布局未做大
改变，仍是五大主馆、六朝造景。老园新游，
反倒多出几分劝自己慢下来、静下来的意思。
要是跟新兴的景区相比，天福茶博物院更像
一个园子，而非交互体验式的旅游综合体，不
需要游客费尽心思规划旅游路线、花长时间
排队体验。一切都可以从从容容，随心而行。

五大主馆，指的是主展馆、茶道教室、日
本茶道馆(福慧庵)、韩国茶礼馆和书画馆。

主展馆在景区中心，以图文、实物展示
来讲述茶叶的发现、利用及演变等，还有各
种茶类制造方法及样品展示。这里有讲解
员带领大家参观，讲解时间为 9：00、11：00、
12：00、13：30、15：30、17：30。

书画馆展示一些与茶相关的书画作品、
石雕作品，还提供漳浦剪纸体验，可以制作
剪纸扇子等作品，主要接待团客，10~25 人
成团，每人收费15元。

最有看头的还是三座茶道表演馆。茶道
教室上演的是中国茶艺，日本茶道馆(福慧
庵)展示日本饮茶习俗，韩国茶礼馆则进行
韩国煎茶茶礼表演。这些表演大多为逢整点
开演，中国茶道教室是 10：40、15：00、17：00

“开课”，日本抹茶道表演是 10：00、14：00、

16：00，韩国煎茶茶礼近期暂停演出。
中国茶“发乎神农，闻于鲁周，经见陆

羽，歌传卢仝”。在漫长的饮茶史中，各个朝
代均有其特色和偏好。作为今人的我们很难
去总结到底必须有什么流程、仪式才能概括
为传统中国茶道。因此，时长限制在20分钟
之内的中国茶艺表演，是唐朝的煮茶听诗、宋
朝点茶、明朝文士茶、清朝的宫廷茶礼、清朝
末年民国初年的茶道、云南少数民族茶礼、藏
族酥油茶、古典美人茶艺、当季茶礼等9类之
中，择选其一进行展示。近期展示的是古典美
人茶艺。以人生三个阶段豆蔻、及笄、不惑对
应绿茶、红茶和乌龙茶，讲述不同年龄时期饮
茶哲学，展示人生不同阶段共有的从容优雅。

近期电视剧《梦华录》热播，宋朝点茶、
茶百戏成为时下追捧的复古潮流。虽说当前
中国茶艺表演未排演宋朝点茶，但我们可以
通过在日本茶道馆(福慧庵)欣赏日本茶道，
一窥宋朝点茶传扬海外后与当地文化交融

的结果。日本抹茶点茶法传承了中国宋代的
龙凤团茶的点茶法，大体是将散茶或砖茶碾
磨成粉，放入碗底，冲热水，搅拌敲击，打成
茶汤。但日本点茶和中国宋朝点茶的生产工
艺、饮用方式、茶器、茶法是有所不同的。从
现场表演也能看出些许区别来。如，参加日
本茶会先品尝点心再喝茶，中国人的饮茶习
惯是吃茶就果子，不过分强调先后顺序。再
比如，在日本茶会上必须三口喝完茶，最后
一口还要以“呲”声收尾，表达对主人赐茶的
感谢，宋朝点茶就没有这些要求。

五大主馆 品味茶之礼序

游客欣赏日本茶道表演 张 晗 摄

中国茶道表演 林 露 摄

六朝造景 致敬茶之文化

本报讯（记 者 张 晗 通 讯 员
林惠卿 林燕兰）7月 7日，记者在漳
浦县同溢堂中药博物馆施工现场看
到，当前博物馆主体建筑已经建设完
成，正在进行主展馆设计装修和园林
布置。预计2022年底竣工，2023年初
正式开业。

同溢堂中药博物馆由入口广场、
蕃秀园、苞符殿、主展馆、中药工艺观
光车间、休闲体验区和户外本草种植
区组成。建成后该馆将成为集科研、
科普和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展
馆，作为中医药科学和文化的教育基
地，可以让更多人更好地理解中医和
认识中药。

展馆将中医药崇尚自然的理念
结合到博物馆展陈设计中，所用材料

以自然、环保为主，博物馆改变以往
全封闭式展馆的做法，保留闽南建筑
天井、门廊等结构，强调自然通风采
光，空间更具开放性、趣味性。

据悉，同溢堂先后获得“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中国驰名商标”“创新型试
点企业”“福建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
业”“福建省技术中心”等10多项荣誉
称号、30多项发明专利及60多项实用
新型专利，核准注册商标超过280项，
连续多年荣登央视上榜品牌药企，
2021年在地方纳税额超过5500万元。
在市场稳健成长的同时，同溢堂积极
传承推广中医药文化，同溢堂中药博
物馆应运而生，并于2021年成功入选
福建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试点。

漳州将新增一座中药文化博物馆
漳浦同溢堂中药博物馆进入主展馆设计装修阶段

▲博物馆入口

▶ 馆 内 巨 型
华安玉蕴意“回春
妙手”

张 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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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是福建省对口援疆单位。多年来，
漳州对昌吉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实施援建一
批教育、医疗、旅游、文化等援疆项目，取得了
很好成效。

7月6日，2022“环游天山·千色昌吉”昌吉
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会在漳州举办，重点推介
新疆首条跨地州旅游环线“环游天山——千里
黄金线”等旅游线路的景点，诚邀漳州人民前
往“双世遗”的昌吉州做客。

独特的边寨风情独特的边寨风情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是李白笔下

的昌吉玉门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唐代诗人岑参笔下大雪纷飞的北庭；“瑶
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这是李商隐
对昌吉天山天池的天马行空。

昌吉，取“昌盛吉祥”之意，地处天山北麓、
准噶尔盆地东南缘。昌吉州历史文化厚重，是
古代“丝绸之路”通往中亚、欧洲诸国的必经之
路，也是西域历史遗迹富集区，涵盖古城、古
道、古寺、古烽隧和岩画等重点历史遗存。如木
垒县四道沟原始村落遗址，唐朝墩古城遗址、
康家石门子原始生殖崇拜岩画等。昌吉州还拥
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山地、草原、戈壁、大
漠四大景观带交融互补，各具特色。昌吉还是
新疆唯一同时拥有“双世遗”的地州，“新疆天
山”为世界自然遗产、“北庭故城”为世界文化
遗产。

这里的民族风情浓郁，州内生活着回、汉、
维吾尔、哈萨克等 42 个民族，他们的起居饮
食、宗教文化、节日庆典、服饰装束、民族歌舞、
娱乐习俗构成了多样的民族风情，成为昌吉州
极富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

心中的心中的““诗与远方诗与远方””
“瑶池仙境世绝殊，天上人间遍寻无。”来

昌吉，你一定不能错过天山天池。作为新疆首

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天山天池是昌吉州旅
游的一张金色名片，景区位于昌吉州阜康市
境内，犹如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环绕在博格达
峰的半山腰。天气晴朗时，湖水清澈如镜，雪
峰倒映水中，远远望去，天在湖中，水天一色，
美不胜收。

沿着博格达峰一路向东，世界文化遗产北
庭故城就在眼前。北庭故城位于昌吉州吉木萨
尔县境内，因唐朝设北庭都护府而得名，是唐
帝国统治和管辖天山以北地区的文化和军事
枢纽，而后它又作为高昌回鹘政权的夏都。北
庭故城极具考古价值，它是目前新疆唯一一个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从北庭故城往西望去，我们将来到准噶尔
盆地南缘的地下聚宝盆——“大国重器”昌吉
准东。大漠苍茫、金戈铁马，一代代准东人耕耘
浩瀚煤海，前赴后继让戈壁变绿洲，实现了“煤
从天上走，电送全中国”的全球之最。

来到木垒，我们可以在鸣沙山景区领略
“世界第一响，木垒鸣沙山”的沙漠奇观，在
胡杨林景区感受胡杨千年不死，死而千年
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传奇，在梭梭谷欣赏
那一簇又一簇傲然迎着沙砾、风姿绰约的
梭梭树。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来
到昌吉，没有畅饮过这里的美酒将是一件憾
事。玛纳斯位于昌吉州最西端，以中华碧玉和
葡萄酒闻名于世，它拥有与法国波尔多同一纬
度的天山北麓葡萄酒黄金长廊，孕育了众多优
质葡萄酒。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广阔，滩
涂广袤，是候鸟飞越天山的最后一站，每年有
数千只天鹅、灰鹤等国家级保护动物在此越
冬，相信跨越山海而来的你，一定会像候鸟一
般对这里流连忘返。

漫步丝绸古道，触摸历史风情，去昌吉吧，
用心去感受这座古城的情怀、温度和魅力。

■本报记者 张 晗 王怡婧 文/供图

身未动，心先行。对新疆昌吉州美景的
向往，可以先从舌尖上得到满足。虽说在漳
州吃不着新疆最正宗的大盘鸡、烤羊肉串
等，但大家可以到漳州多家新疆特产店购
买特产。大列巴、馕饼、红枣、果干、葡萄酒、
沙棘汁等，都能买得到，足不出漳品味新疆
昌吉美味。

近年来，为帮扶对口支援地区拓展农
特产品销售渠道，实现消费扶贫，我市积极
鼓励并引导民营企业、社会团体通过开设
新疆优质特色农产品展销网点，与对口支
援地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让新疆本
地好物可直达漳州，以消费带动新疆农牧
民脱贫致富。

位于市区信和御龙天下小区底商的
“福建援疆昌吉特产”店就是此类展销网点

之一。昌吉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会当日，这
家店的负责人将新疆特产带到会场进行展
销，供参会者品尝。拿在手中沉甸甸、吃到
嘴里香喷喷的大列巴，新疆最具特色的沙
棘汁等好货吸引了不少顾客品尝、购买。

店里还有来自雪山果园的枣夹核桃、
每日坚果、大列巴。据介绍，这家企业所使
用的坚果、果干等原料有部分是向当地贫困
农民收购的，不少员工也是当地的困难群众。
丝路之葵的原味马牙瓜子，刷新了漳州人关于
葵花籽的理解，原来葵花籽还有长得这么瘦长
的。西域春的纯牛奶，产自北纬44°~45°奶
源带、天山北麓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这些
产品很好地展现新疆美食的特色，并且口感
上较为贴近漳州人的习惯。

■本报记者 张 晗

不出漳州 也能品尝新疆美味

本报讯（记者 王怡婧 文/供图）据文化和
旅游部网站消息，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推荐，文化和旅游部按程序组织综合评
定，昌吉回族自治州江布拉克景区拟确定为国
家5A级景区，公示期至7月12日结束。

据介绍，江布拉克在哈萨克语中意为“圣
水之源”，它地处新疆昌吉州奇台县，是古丝绸
北道重要景区之一，也是新疆“环游天山——
千里黄金线”的重要景点，由天山怪坡、万亩旱
麦田、汉疏勒城、体育健身休闲步道、黑湖等五

区十八景构成。从江布拉克的空中俯瞰大地，
雄浑壮阔的滔滔麦浪遍布山野，随山势连绵起
伏，四时更替，形成了独特的“天山麦海”奇观。
同时，江布拉克也被中科院确立为保护最完
整、最早的绿洲文化之一，是一个集观光休闲、
科普教育、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民俗体验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景区。

此前，江布拉克景区已被批准为“国家森
林公园”，获得“中国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全
疆最佳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江布拉克景区江布拉克景区
拟定为国家拟定为国家55AA级景区级景区

▲
鸣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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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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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明湖里满池荷花盛开 王怡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