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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洋，福建福安山坳里的一个小村，常年云遮雾绕，漫山茶园青翠。
英国，位于西欧，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国，近代工业革命发源地，曾经的

“日不落帝国”。
小村和大国，相隔万里之遥，却因一片茶叶，曾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传说，19 世纪末，从英国寄到坦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标注“中国·坦

洋”字样，就能送达。
可见，在历史的某一段，坦洋名气如此之大！
小山村和大世界紧紧相融，靠的是全球贸易，是全球化供应链带来的

传奇。
闽东山坳中的坦洋能冲出山的围困，100 多年前就走向海外，在国际

市场打出响当当的品牌，说明福建向海拓展生存的空间，在全球竞争中展
示福建的影响力竞争力，是历史的必然选项。

从陆域看，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又偏居东南之隅，在发展农业和
与中原内地交通方面，存在天生的劣势。但跳出陆域看，福建拥有比陆
地更广阔的海洋空间，北起沙埕港，南至诏安湾，7000 多里曲折海岸
线，优良港湾相望，浩浩海波，连接五大洲，具备走向世界各国各地的
巨大天然优势。百年前，闽东福安的坦洋工夫，福鼎的白琳工夫，乃至
闽北的政和工夫、武夷岩茶，都借助近代三都澳等港口之兴，参与全球
大贸易格局，持续输往东洋西洋，其中，坦洋工夫风靡欧洲上层社会，
成为欧洲人一度颇为推崇的饮品，并于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摘
得金奖，一炮而红。

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福建一大批优质农业品牌。除了盛产的名茶，
柘荣太子参、三都澳大黄鱼、闽北竹笋、闽西八大干、漳州天宝香蕉、泉州
铁观音、莆田兴化桂元干、福州鱼丸等等，自古迄今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
这些品牌是福建的优势品牌，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福建的名片，萦系着海外
一代代闽籍华侨华人的乡愁。擦亮这些品牌，下大功夫做好这些品牌的文
章，功在八闽，利在子孙，意义很大！

回顾历史，福建山坳中的一些小产品，却能在国际上闯出大名气，产
生大品牌效应，靠的就是善于抓住全球贸易的机会，在全球化浪潮中发挥
细分优势和比较优势，在单项产品的竞争中，提供独特价值，满足特定群
体的需求，从而持续彰显其魅力。

在群山阻隔、内陆交通不发达的漫长年代，闽产品牌进入中原市场似
乎不具成本优势，但在满足国际需求、拓展国际市场方面，闽货显然颇具
优势。因为浩瀚的大海，使我们最易打开大门，踏上海浪，对接海外各国各
地，我们与五大洲的消费者特别亲近，也特别了解他们的喜好，由此才能
第一时间提供国际需要的物品。

闽山千里，物华天宝，闽海滔滔，闪金耀银。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面
前，福建既要善于抓住高速高铁网络日趋完善、连接内陆日益便捷之机，
大力拓展内需市场，加速参与内循环，也要进一步发挥海空连接世界的通
道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巩固国际市场占有率，实现内外循环无缝衔
接，两个市场双向拓展。

唯其如此，福建才能在构建内外循环中加快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小村庄大世界，小产品大市场。历史经验证明，只要胸有大格局，心有

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时代，我们
务须牢牢树立海洋意识，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在全球视野中找到自己的
定位和价值。

冲出山坳
走向世界

□刘益清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近日，福安白云山茶博物馆在世界地质公园白云山

风景区开馆，馆内陈列的 500 多件制茶工具、茶银票等藏
品，引来游客频频驻足。不少游客选择在坦洋工夫茶体验
区，动手体验非遗制作技艺的魅力。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福安人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
缘，产茶、制茶历史可追溯到隋唐之前。特别是清咸丰、同
治年间，地处白云山东麓的坦洋村成功试制坦洋工夫红
茶，一时声名远播。借力当时便利的水路运输，坦洋工夫
茶远销海外，留下了“英商购买华茶，以坦洋出产为最”之
佳话，奠定了其中国历史名茶的地位。

如今，几经沉浮、历久弥香的坦洋工夫茶迎来新的辉
煌，不仅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国字号名片，其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茶

在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村口，矗立着一座碉楼，黄土
墙上嵌着一枚偌大木质样式信封，写着“中国·坦洋”。

在坦洋工夫鼎盛时期，从海外寄往坦洋的信件，无须
冠以省、府、县之名，直书“中国·坦洋”，即可送达收信人
手中。坦洋村人至今依然对此津津乐道。

坦洋村，村前清流如练，村后桂树飘香，四周茶园碧
绿，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得一方好茶。坦洋工夫创制
之初以坦洋菜茶为制作原料。据史料记载，此茶于明洪武
四年（公元 1371 年）在坦洋村被发现，人们种植于菜园四
周，故称其为“坦洋菜茶”。

关于坦洋工夫的创制，相传清咸丰、同治年间，坦洋
村万兴隆茶行胡福四根据从武夷山引入的小种红茶制
法，以当地坦洋菜茶为原料，试制红茶成功。制作此茶颇
费工夫，坦洋诸茶庄共同商议，以“坦洋工夫”为名，后逐
渐打响名声，吸引各地茶商接踵而来开设洋行。一首民谣
唱出了当时坦洋村的热闹与繁华：“茶季到，千家闹，茶袋
铺路当床倒。街灯十里亮天光，戏班连台唱通宵。上街过
下街，新衣断线头。白银用斗量，船泊清风桥。”

据《福安县志》记载，最鼎盛时，一条不足一公里的坦
洋街就有万兴隆、丰泰隆、吴元记等 36 家茶行，商贾云
集，洋行入驻，雇工 3000 多人，每年制干茶 2 万多箱。“听
祖辈讲，当时村内规模较大的茶号还发行茶银票，在茶号
内部流通，凭此兑换银元。”坦洋村村民林茂盛至今还保
留着祖辈珍藏的、印有“振泰兴”茶号和“同泰春”茶号的
两张茶银票。

茶叶工贸让一个平凡的小山村成为繁华的集镇，也
为当地村民带来滚滚财源。如今坦洋村内，举目可见的民
居建筑、宗祠廊桥等文化遗迹，都与工夫红茶息息相关。

位于坦洋上街的王家宅院系坦洋王氏第一代茶商王
正卿于 1906 年建设，该建筑工住两用，楼下为居家住屋，
楼上为茶庄工场，共有六座宅院，每一座都是“六扇八廊
庑”制式，按二进二托二天井五开间双侧屋的格局建造，
蔚为壮观。位于坦洋村下街的丰泰隆建筑群系茶商施光
凌所建，其中一座三层横楼是丰泰隆茶行旧址，每层 11
开间，为制茶工房，也是坦洋村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早期红
茶制作工场。

如今如今，，丰泰隆建筑群已成为坦洋村历史文化展示馆丰泰隆建筑群已成为坦洋村历史文化展示馆，，
前来参访和体验坦洋工夫红茶制作的游客络绎不绝前来参访和体验坦洋工夫红茶制作的游客络绎不绝。。

漂洋过海打响国际品牌

在福安白云山茶博物馆内，一张英文防伪广告格外
醒目。“这是坦洋胜大来茶公司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随出口茶品配发的英文防伪广告。”坦洋工夫茶非遗技艺
传承人林鸿介绍，1907年，坦洋茶商吴庭元设立的胜大来
茶公司率先在香港注册“元记”商标，1910 年与俄罗斯客
商签下一笔 50吨坦洋工夫红茶的订单，在茶界传为佳话。

坦洋村内有座妈祖庙，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
1850年），外形仿造福州台江福安会馆样式。“坦洋人倚仗
便捷的水运条件，将大批茶叶通过船运舶载，直通远洋，妈
祖自然成为坦洋人祈求水上平安的精神寄托和保护神。”
福安市文史专家、《八闽茶韵·坦洋工夫》编者李健民介绍。

坦洋工夫在市场上受到消费者青睐，影响也随之扩
大，吸引了福安和周边各县的茶青或红毛茶汇集坦洋，精
制成坦洋工夫成品茶。坦洋村因与福州口岸一水相连，在
坦洋村制成的成品茶南下运往福州口岸，经福州口岸远
涉重洋，进入国际市场。

“早期闽东海上茶叶之路有两种走法：一条是全程水
路，即各地茶品汇集到赛岐码头，而后过驳大船，沿赛江
南下进入东海，然后循岸线驶往福州口岸；另一条则是水
陆兼程，出赛江最南端的白马门后，先到宁德飞鸾码头登
岸，然后改用肩挑，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
福州。”李健民介绍，如今飞鸾岭南路起步岭尚存的晚清
碑刻，记录了光绪五年（公元 1879 年）宁德、福安、寿宁三
县茶商捐资重修飞鸾岭路的过程，碑文涉及的茶庄包括
福安坦洋的泰大来、福兴隆、祥记等。

坦洋工夫靠着赛岐的港口优势，成为闽红的领军者。
据《宁德（闽东）茶业志》记载，光绪七年（公元 1881 年），
坦洋工夫茶总产量 5 万箱，产值 100 万大洋，创下历史纪
录。闽海关 1894 年的年度贸易报告称，板洋（指坦洋）和
邵武地区出产的、价格低廉而又有泡头的工夫茶是值得
购买的好茶……特别是在伦敦，它们成了印度和锡兰茶
叶的劲敌。

“海上丝绸之路虽因丝绸得名，但茶叶也是这条商路
上的大宗商品。福安茶叶在明末清初时就通过海上丝绸
之路进入阿富汗、土耳其等国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
伸，坦洋工夫红茶通过水陆两路运输到福州，经福州、广
州口岸销往欧洲、美洲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省茶叶学
会副会长林光华说。

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三都福海关成立，此
后三都澳成为闽东广大茶区的天然航运中心，而从赛岐
港起运的茶叶全部全程走海路直达福州口岸，不再走飞
鸾岭官道。

借着三都澳开埠，坦洋工夫出海之路越走越畅。据
《三都澳海关十年报》（1912—1921 年）记载，经三都澳出
口的红茶由 1912 年的 5.06 万担发展到 1915 年的 7.24 万
担，创历史新高。

1915 年，漂洋过海的坦洋工夫凭借工艺精湛、口感
独特等优势，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还
成为英国皇室专用茶。“坦洋工夫在万国博览会脱颖而
出，奠定了世界名茶的地位，这对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
推进茶产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林光华说。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海上茶路受阻海上茶路受阻，，坦洋工夫也随之沉坦洋工夫也随之沉
寂寂，，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恢复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恢复，，后来又因为国际贸易发生后来又因为国际贸易发生

变化，福安茶区“红（茶）改绿（茶）”，这一改就是 30 多年，
其间坦洋工夫仅保留少量生产。

传承创新再续百年雄风

时光推移至 2004 年，一份《重振坦洋工夫品牌，再创
福安茶业辉煌》的政协提案，唤醒了尘封已久的坦洋工
夫。2006 年秋，福安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举办坦洋工夫茶
新闻发布会，11 种以“坦洋工夫”为统一品牌的茶产品同
时亮相，吹响了恢复打造坦洋工夫红茶品牌的号角。

重回人们视野的坦洋工夫开始在国外频频出圈：在
第十届巴拿马中国贸易展览会上，坦洋工夫红茶作为中
国主要参展品重返巴拿马；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坦洋
工夫入选中国全球合作伙伴及唯一指定用茶……

2009 年 3月，来自俄罗斯的米德利先生带领采购团，
专程来到福安探访坦洋工夫原产地，并签下 60 万美元茶
叶订单。坦洋工夫红茶重新大批量出口俄罗斯，再续前
缘。“坦洋工夫与其他茶类相比，有着特殊的魅力，对其市
场前景充满信心。”米德利说。

“今年 6月，在福建省大数据集团的牵线下，福安 3家
茶企与俄罗斯农业监督局就茶叶贸易相关领域合作进行
交流，他们对坦洋工夫展现了极大兴趣，如果这块市场能
获得突破，对坦洋工夫销售量将是一个巨大突破。”坦洋
村乡村振兴指导员冯坚介绍。

“从 2005 年起，福安每年都要举办坦洋工夫杯斗茶
展示活动，邀请全国各地茶友、专家到福安，交流红茶文
化、推介坦洋工夫。”福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祖
辉说。

近年来，福安以茶为媒、向茶而兴，扎实推进品牌建
设、科技兴茶、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建立全国
首个“三茶”研究院、揭牌“三茶融合创新园”，踏上了茶产
业、茶文化、茶科技统筹发展的新征程。

在坦洋村全国首个 5G 农业智慧茶园里，一排排高
清摄像头紧贴地面，对茶树情况进行实时拍摄，自动采
集和监测园区病虫害信息。“数字+”与茶产业的有机融
合，实现茶叶生产、管理提质增效。北京享业企业管理发
展有限公司正以坦洋村集体 56 亩茶园为示范，通过使
用专用有机肥、建设喷灌水池等方式，打造绿色生态示
范茶园，不断提高茶青品质……福安将稳定茶叶品质作
为茶产业发展“生命线”，持续推进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
体系建设，目前，该市共有有机茶生产示范基地 3000 多
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 12.2 万
亩，成为福建省首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
生产基地”县（市）。

盛夏时节，位于坦洋村内的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传
习所不断迎来研学团队，他们在这里体验历史名茶坦洋
工夫的制作工序，感受世界非遗的文化魅力。据介绍，该
传习所所在地前身为始建于 1958 年的国营坦洋茶厂，曾
是外贸出口的重要基地。“传统制茶技艺如何更好地进行
活态传承，通过展示制茶工序进而展现茶文化魅力是重
要手段之一。”坦洋工夫茶非遗技艺传承人林鸿说。

眼下，作为坦洋工夫发祥地的坦洋村，建起了电商直
播间、茶业技术培训中心，龙头茶企正将百年传统红茶和
现代工艺相融合，推出坦洋工夫奶茶等新产品。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发展，，做足做足‘‘茶叶茶叶++’’文章文章，，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坦洋村党支部书记李青青说坦洋村党支部书记李青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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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环绕下的坦洋村茶山环绕下的坦洋村

坦洋村口矗立着印有坦洋村口矗立着印有““中国中国··坦洋坦洋””字样的碉楼字样的碉楼。。

坦洋工夫红茶制作之抖青技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