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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 徐天旸

随着一次次寒潮的到
来，冬天的味道更加浓郁，
会客访友、独坐品茗时，普
洱熟茶无疑是最佳的选
择。可以说，寒冷的冬天，
就是熟茶的主场。

从色泽上来说，熟茶是
一种暖色调的茶品，有着极
具特色的汤色、香气、滋味
和口感。

近年来，电磁辐射以及
肥胖、高脂肪、高血压等问
题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威胁，
而熟茶能帮助我们缓解这
些问题带来的不适感。

熟茶的制作工艺相对
特殊，一般包括晒青毛茶初
制、发酵、分筛、拼配、成型
等诸多环节，其中发酵是熟
茶制作工艺中最核心的部
分，是其区别于普洱生茶的
关键环节，也是熟茶制作过
程的精华所在。

在发酵环节中，微生物
的参与，引起熟茶结构和内
物质的变化，让其具备独特
的口感和功效，但这个环节
耗时耗力，且难以保证整体
品质。1973年，普洱茶的
人工后发酵技术在勐海茶
厂试验并获得成功，通过人

工控制保证熟茶整体品质
的技术真正运用到茶叶生
产中，其核心技术至今仍是
国家保密内容。

今天，人工后发酵技
术已经在勐海茶厂熟茶
的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数
十年，随着这项技术的成
熟与应用，一个广大的普
洱熟茶市场被开发出来，
勐海茶厂也以里程碑式
的贡献进一步奠定了其
在普洱茶行业技术巅峰
的位置。

熟茶的陈化要快于生
茶，可以8年为起点。熟茶
从新茶到中期茶，要去掉杂
味儿，褪尽水味儿，稳定发
酵效果，增加醇度、厚度。
一款合格的中期熟茶，必
须汤色红浓透亮、汤感稠
滑，让饮茶者口腔甜润，有
回甘生津之效。好的熟茶，
还要在此基础上满足口感
富于变化、回甘明显持续、
滋味能够持续到六泡以上
等要求。

一款高层次的老熟茶
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它应
当和老生茶是同质的，到了
某一个时间点上，你会发现
很难区分彼此。
（本文配图由杨凤轩提供）

□俊梅

众所周知，傣族人能歌
善舞。古老的傣族舞，是傣
族人最喜爱的舞蹈。

说起傣族舞，很多人的
脑海里浮现的是孔雀舞的
舞姿，舞者模仿孔雀奔跑
下山、漫步森林、泉边戏
水、追逐嬉戏、拖翅、抖翅、
展翅、登枝、歇枝、开屏、飞
翔等动作，惟妙惟肖。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在傣族舞中，舞者多保持半
蹲状态，形成特有的三道弯
舞姿。这种风格独特的舞蹈
文化及审美特征，与傣族人
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等密
不可分。

傣族人多聚居在云南
省，这里属于亚热带地区。
由于天气炎热，当地妇女一
般喜欢穿窄袖短衣和筒裙，
身姿自然形成 S 形。当地
民间舞蹈也浸润着亚热带
特有的风情，傣族人亲水，
最具代表性的节日是泼水
节，人们在装水、泼水以及

被水泼到后所展示出来的充
满喜悦的动作表现中，身姿都
少不了三道弯。这些，都成了
三道弯舞姿形成的原因。

傣族的代表性舞蹈可分为
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三大
类。“嘎光”和“象脚鼓舞”是
自娱性舞蹈的代表，“嘎光”
以象脚鼓、镲等民族打击乐
器为伴奏，过去，舞者围圈
而舞，随性发挥，只求热烈
欢快，到今天已发展出很多
统一的动作和套路。“象脚
鼓舞”是男性舞蹈，舞者
边击打象脚鼓边独舞或
斗舞，展现优美舞姿。
表演性舞蹈以孔雀舞、
蝴蝶舞、大象舞等为代
表，舞者通过展示各自
的技艺特长而形成不
同的风格。祭祀性舞蹈
只在民族杂居区流传。

虽然傣族舞的动作
大多婀娜多姿，节奏较
为平缓，但充满着内在的
力量，体现着这个“水一
样的民族”外柔内刚的民
族性格。

寒冬
普洱熟茶的主场

茶艺展示

婀娜多姿三道弯
外柔内刚

傣族舞表演（舞飞扬精品舞蹈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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