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得不说的黑茶之乡——湖南安化

产品名称 不得不说的黑茶之乡——湖南安化

公司名称 长沙隆福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福城路49号水韵花都家园C栋2911
房

联系电话 0731-84470647 13187039237

产品详情

湖南安化是黑茶
之乡。以前这个地方鲜为人知，自从近年来黑茶出了名，这个长期藏在深山的地方也慢慢引起了世人的
注意，也有越来越多喜欢原生态旅游的人来这里＂游茶马古道，品安化黑茶＂。可能是本身处于偏远山
区，也许是长期习惯了冷落的位置，对于突于其来的这种旅游热当地显然还是准备不足，所以直到现在
这里成熟的旅游点也没有多少，开发已经开发的几个景点，依次是梅山文化景区、东坪县城、柘溪景区
、茶马古道景区，这些景区有个共同点，就是都离不开黑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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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黑茶之乡旅游，多少要了解一下黑茶。正好本人对这黑茶还略知一二，只是与现在的宣传有所出
入，不想以正视听，只想说点感觉。黑茶
产于湖广一带，以安化为盛，所以统称安化黑茶。现在安化黑茶可火了，近几年连续获取大奖，风头一
时冠盖群茶。为什么长期寂寂无名的黑茶突然名动天下呢，据说这是因为在黑茶中发现了只有灵芝才具
有的金花菌，对人体具有提高免疫力、降＂三高＂、延年益寿等作用，总之从宣传来看大有包治百病的
意思。其实黑茶的出身是很低微的。

 

http://www.heichaquan.com/hchzx/20181011_1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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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黑茶是釆用雪峰山一带普通的大叶绿茶，连叶带梗的经过炒、揉、渥、蒸、踩等工序最后压制成
茶砖。过去内地茶叶很受边民和邻近国的喜欢，但由于这些茶叶大多往往容易在长途跋涉过程中发生霉
变，仅有经过半发酵处理的普洱茶等少数品种能幸免其难却又远远供不应求，于是乎黑茶便应运而生了
。黑茶釆用全发酵处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贮存和长途运输，但弊病就是质粗味糙，基本丧失了茶
叶本应有的清香醇口。所以在过去讲究茶文化的时代，这种堆渥发酵的黑茶连当地老百姓都不喝，只是
作为销往边疆民地的特产茶。正因为如此黑茶过去的名字就叫边销茶，因其形状先是卷成筒状后又压成
砖状，又称为花卷和砖茶。

 

不知是砖茶本身的浓味还是它潜在的消食功能，反正这种味苦质粗的黑茶很受边民欢迎，长此以往就成
了边民的生活必需品。近年也不知是谁最先注意到黑茶对嗜肉无素的边民所起到的平衡饮食作用，一番
理论后这种量多价廉的黑茶
顿时身价百倍了。实话实说，黑茶确有消食之用但无药品之能，有解渴之用无品味之乐，饮无黑茶关键
在于饮食习惯，如同鲍参翅肚不一定长寿、粗茶淡饭或可以百年一样，现今人们返朴归真的价值观已经
改变了这个草根产品被忽略的价值，但黑茶毕竟还是黑茶，除了包装，它的原料、制作及作用依旧。饮
用黑茶确实有益，过度炒作往往容易走入误区。

 

首先来到的梅山文化景区：来前看到这里宣传最盛的就是此景区。安化古称梅山蛮地，以瑶族为主的山
民们具有一定的本土文化，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当地在仙溪镇专门搞了这么个文化村，进去一看就
是零零散散在谷地中新盖了几栋民房和不同功能的建筑，我们围着空荡荡的景区走了一圈，感觉还真忽
悠。且不论当地人早就在长期与世奋争的过程中逐渐汉化了，在这么一个还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地方耗费
巨资急功近利的兴建这种人造景观只会混淆视听从而伤害原生态的文化，何况本地又不是没有亟需保护
的古迹。

 

麻溪河边的洞市老街就是一个值得保护和开发的古迹。我认为这个老街的确是安化少有的留存至今的最
能反映梅山文化的一处人文古迹。首先它与黑茶共命运。洞巿老街历史上是黑茶的集散地，大量黑茶通
过这里的麻溪河和资江直达邵阳、新化乃至各地，一时商埠云集，人潮兴旺，可以说没有黑茶就不会形
成洞巿老街，而现在的黑茶热也必然会给破落的老街带来逢春的良机。

 

其次老街本身呈现着梅山文化。踏着长长的稍有凹凸但排列讲究的青石板路，看到路口那栋外面高墙飞
檐里面高深莫测的贺家祠堂，走过沿街两旁东倒西歪却依旧昂然的矮脚木楼，路遇讷言憨笑的老人和欢
快蹦跳的孩童，再欣赏着山谷中流淌千年的麻溪河，你自然就体会到了奋斗与文明、传统和现实融为一
体的梅山文化。 因为黑茶，就必然有茶马古道。这里的茶马古道景区就建在黑茶主产区的江南镇。事实
上这里的茶马古道与众所周知的川藏和滇藏茶马古道其规模和作用不尽相同。历史上黑茶主要是通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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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或官道运往晋陕甘一带分销，所以这里就将过去从产地通往码头和出埠的小路也叫做茶马古道，这也
未尚不可，何况过去在山谷中穿行总是艰辛百倍的，只是现在人工修复的痕迹太重，反倒失去了它原来
的面貌。尤其是商业化的马帮运作，只是为了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而已。 与茶马古道相比，同在这个景
区内的关山峡景点可能更有看头。下到谷底，沟深壑险，植被茂盛，正值晚秋，红枫点缀，满眼生秋。
沿涧而上，跨溪过流，登岩攀石，真是手忙脚乱。与其他景点的登山栈道不同，这里你需要脚踩岩石或
悬空铁架，手抓岩壁上的铁链攀援而上。虽然险峻，只要小心倒是无碍，还能体会一下自然乐趣。尤其
是一路瀑布成群，乱石穿空，溪水潺潺，鸟鸣声声，不说无限风光，至少声色兼收了。

 

最能让你领略安化山水自然景观的当然就是柘溪景区了。安化是典型山区，进入安化山就不断，据说山
地超80%，超过千米的大山达几十座，但就在这山地中间资江穿行而过，再加上分支的一百多条溪河，
给这山地注入了充沛的活力。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这里建起柘溪水库后就形成了一个达85平方公里的人造
大湖。进入到湖区，早晨的迷雾笼罩着湖面，远处群峦若隐若现，眼前山峰满目秋色，游船划破了宁静
的湖水，引来不远处的声声犬吠。再往前行，就是一片茶园风光。

 

这里的茶树大多是沿着山坡呈梯级展开，远远看去似梳理整齐的绿化带，煞是好看。原来黑茶本色葱绿
，经过发酵加工后才变色的。如此看来，脱变还真是能够改变命运的。我们继续在这青山绿水中行进，
却意外看到了令人心悸的景象：湖水深处大大小小布着不少箱式养鱼网，据艄公说这里每天都要倒上百
吨的鱼饲料，如此污染下去，真不知资水将来如何了。

文章来源：黑茶圈 http://www.heichaquan.com/hchzx/20181018_1718.html 黑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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