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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爱民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

见》）第3条“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

明确提到了“茶”。这是新世纪以来，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茶”，对于

茶行业有着重要意义。

“鹏城”深圳，是中国四大一线城

市之一，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这座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同

样不缺少“品茗谈天地”的茶香雅韵。

深圳市茶行业同业公会副会长、九龙

轩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俊龙，

几经商海沉浮，他却独爱“清泉烹雀

舌，活水煮龙团”的茶味人生，更励志

用一生做好茶事业，传承茶文化。

懵懂年少有茶心

出生在广东普宁农村的何俊龙，

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生产队长。多

子多孙是潮汕人的传统，何俊龙全家

11口人，兄弟姐妹特别多，在那个特

殊的年月里，生活条件也十分不易。

上世纪70年代起，由于得到在香港工

作的大伯父的接济，何俊龙一家的生

活逐渐好起来。解决了温饱问题，潮

汕人特别钟爱的工夫茶文化，开始成

为这个家庭的一道靓丽风景。

在何俊龙还年幼时，他的爷爷就

已过世。祖母含辛茹苦地将何俊龙的

父亲等四个儿女抚养成人。所谓穷人

的孩子早当家，何俊龙的伯父15岁就

只身前往香港谋生，而当时他的父亲

仅仅10岁左右。父辈们的成长经历

影响了何俊龙的一生，也塑造了他坚

毅果敢的个性。

从幼时，照顾祖母成为何俊龙每

天的日常工作。祖母喜欢喝茶，这是

潮汕人的生活习惯。从小，何俊龙早

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祖母烧炭炉、

烧水、泡茶。直至1985年，87岁高龄

的祖母与世长辞，何俊龙对祖母有着

深深的缅怀之情并在多年照顾祖母起

居生活中，与工夫茶结下不解之缘。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

神州大地，何俊龙的父亲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卖一些生

活日用品。随着生意越来越好，父亲

的交友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何俊龙家

里每天客人来来往往，十分热闹。潮

汕人都喜欢以茶招待客人，何俊龙自

然就成为煮茶、泡茶的人选。由于他

是家中老大，父亲的客人都喜欢他，在

茶来茶往中，久而久之，环境的熏陶养

成了他爱茶的喜好。

事隔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自己的成

长经历，何俊龙总是感慨不已。在他看

来，茶文化自他年幼时就在心中埋下了

种子，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这颗种子

也在生根发芽，逐渐变得枝繁叶茂。

几经沉浮勇创业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减轻家庭负

担，也为了自己的创业梦想，陈俊良和

村里几个年轻人毅然走出农村，前往

香港闯荡。在香港打工积累了4年的

创业启动资金后，他又重返内地，选择

“改革之窗”深圳作为创业第一站，开始

了跌宕起伏的创业人生。1990年，何

俊龙在深圳开了一家糖烟酒小店，开启

人生的第一次创业。由于当时社会上

普遍物资匮乏，特别是水果、香烟等日

常消费品许多都靠进口，何俊龙的生

意自然蒸蒸日上。

收入稳定了，生活状况越来越好

了，何俊龙内心深处关于茶的念想再

次萌动。由于父亲1986年起在老家

就做过茶叶批发生意，何俊龙对于经

营并不陌生。1993年，他依靠开店多

年的经验，在深圳租了一间店，一边做

茶叶生意，一边学习茶文化、中草药文

化等传统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特别是包罗万象的茶文化，

让他深入其中学习钻研，个人的品味

和境界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从事茶行

业的人还不是很多。其中，一位台湾

商人经营茶道，办得十分不错。由于

在业内口碑很好，何俊龙成了这位台

湾茶商的供应商。对方知道他是潮汕

人后，共同的乡土文化让他们有了交

谈话题，两人交往很愉快。其间，台湾

茶商还邀请何俊龙为他的茶道培养会

潮汕功夫茶的服务员。

就在事业处在上升期时，接踵而

至的突发事件给予何俊龙巨大地打

击。1997年，因为家中事务，何俊龙

不得不离开深圳去往北京，结果创业

失败、铩羽而归。1998年，父亲因病

去世，再度给他沉重打击。

好比闽南人特别钟爱的一首歌

《爱拼才会赢》中唱到的：“人生可比是

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

命，总吗要照起工来行。”何俊龙没有

被压力和困难击倒，1999年年初，他

再次去香港闯荡，决心重振旗鼓。仅

仅4年后，他再度回深圳创业，在深圳

华强北站稳脚跟，主要做外贸生意，事

业也迅速进入正轨。

再续茶缘终不悔

10年，足以让一个风华正茂的青

年，成长为成熟稳重的中年。事业兴

旺、家庭和睦，在很多人眼中，何俊龙

已经是人生赢家。但是只有他自己知

道，让自己真正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家

乡久违的茶香。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心重操旧

业。2013年年底，何俊龙回到家乡潮

州凤凰山实地考察，旨在验证这里出

产的茶叶品质，是否和20多年前销售

的一样。结果不枉此行，也坚定了他

做大做强茶产业的信心。

据了解，凤凰山以峭拔雄伟的山

色，绚烂多彩的畲寨风情和奇香卓绝

的凤凰茶传名于世。这里是乌龙茶的

发源地，乌龙茶的祖先便诞生于此。

其中，凤凰山脉的乌岽山是凤凰山的

第二高峰，海拔1391米，这里有名闻

遐迩的旅游胜地天池。有资料显示，

天池附近是3000万年的活火山口，何

俊龙念念不忘的家乡名茶就种植在天

池下（火山口）无公害原生态古茶园，

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其他茶无法

媲美的。由于茶树长期生长在火山泥

土、岩石中，吸收了很多对人体有益的

微生物。据检测，同比同类茶高出10

倍，是不可多得的茶中精品。

何俊龙收购了当地茶农手里的茶

叶，并建立起产销链。由于高山茶要

放到隔年喝味道才最佳，2014年，带

着家乡产的精品茶，何俊龙在深圳市

罗湖区找到了店面，秉承着“以人为

本、做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茶商”这一

理念，正式成立九龙轩茶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在他看来，一个合格的茶人，

就应当传承神农帝君日尝百草、以身

试药、利他为本的文化精髓，追本溯

源，遵从先贤的典范，严守“炮制虽繁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

力”的古训，树立“修合无需人见，存心

自有天知”的自律意识。追求采摘择

时，制作务精的匠人制茶精神。如此，

方能努力让人们品尝到原生态、无公

害的上乘乌岽单丛茶。

2016年7月2日~7月3日，第12

届深圳茶博会期间，由第六届国际武

林斗茶大会组委会、深圳市茶文化促

进会、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主

办，深圳市茶阅世界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承办的“第六届国际武林斗茶大会”

在深圳会展中心6号馆二楼平台盛大

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新

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12个国家、地

区共250多家企业及500余名选手同

台竞技。斗茶大会比赛分为6个赛

项，分别是泡茶PK、茶叶PK、品鉴茶

汤PK、茶汤对茶样PK和仿宋茶艺表

演竞赛，每个赛项设置一块15g纯金

金牌，两块20g银牌，以及3块荣誉奖

牌，并颁发“第六届国际武林斗茶大会

优胜荣誉证书”与茶品奖励。整场比

赛从滋味、汤香和色泽三个角度去品

评茶汤，选出优胜者。最终，深圳市九

龙轩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选送的茶品

荣获乌龙茶组银奖，获得专家裁判的

一致好评。此外，“九龙轩”出品的乌

岽单枞茶还在2016丙申年国际易学

名家祭拜伏羲大典上被授予指定专用

茶；2017年，潮汕工夫茶乌岽600年

古树单丛茶被国际品牌国礼文化联合

会授予2017年度国际品牌国礼名茶

“百年老仙翁”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

国际书画大赛指定专用茶，何俊龙获

得“国礼茗茶文化传承人”称号。

近年来，不管市场如何变化，何俊龙

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宗旨，不断挖掘

传统制茶手艺，亲自上山实地考察，参

与采茶、制茶整个过程，只为让消费者

品尝到正宗原生态无公害乌岽单枞茶。

潮汕茶道是中国茶艺中最具代表

性的一种，是融精神、礼仪、沏泡技艺、

巡茶艺术、评品质量为一体的完整的

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

俗，是“潮人习尚风雅，举措高超”的象

征。潮州工夫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潮汕工夫茶

文化，何俊龙在多年的倾心研究中深有

体会，他曾写下原创诗句：茶有春心人

皆识，秋天更是骨气高。若求煮水壮

茗意，唯吸石泉北醉香。在何俊龙看

来，潮汕工夫茶对茶具、茶叶、水质、沏

茶、斟茶、饮茶都十分讲究，是一门博

大精深的学问。工夫茶之功夫，全在

茶之烹法，虽有好的茶叶、茶具，而不

善冲，也前功尽弃。

何俊龙介绍说，潮汕工夫茶的烹

法，有所谓“十法”，即活火、虾须水、拣

茶、装茶、烫盅、热罐、高冲、盖沫、淋顶

与低筛。也有人把烹制功夫茶的具体

程序概括为：“高冲低洒，盖沫重眉，关

公巡城，韩信点兵”，或称“八步法”。

近年来，何俊龙长期致力潮州工夫茶

文化研究，并一直推动潮汕工夫茶文

化的传承创新和民间传播。他认为，

只有将潮州工夫茶发扬光大，让更多

人了解潮州茶文化，这个行业才能做

大做强。

何俊龙坦言，目前九龙轩发展依

然处于初创阶段。在他的苦心经营

下，尽管这几年茶产业市场不是很好，

但是他还是充满信心。何俊龙认为，

要想将品牌和产业做大做强，就要通

过时间积累口碑，把高品质的茶叶投

入市场，让客户体验到真正的乌龙茶

等名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深圳

市九龙轩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深圳

市茶行业同业公会评为深圳市茶行业

2017年度诚信企业。

如今，何俊龙正在悉心培养女儿

何敏怡共同打理“九龙轩”业务。在他

的严格指导下，对学习潮汕工夫茶颇

有天赋的何敏怡很快在业内崭露头

角。2016年，何敏怡在第三届全国茶

艺职业技能竞赛深圳赛区团体赛中荣

获三等奖。父女同时致力潮汕工夫茶

文化的传承，这在业内成为佳话。与

此同时，何俊龙也希望以父女同心为

起点，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恪守工

匠精神，传承并弘扬“潮汕工夫茶”冲

泡技艺与茶文化，把“九龙轩”打造成

为百年老字号。

平台聚力为茶道

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茶是百姓生活点滴的记录，百姓食

茶养生，用茶治病，茶既为日常饮品，茶

也捍卫百姓健康。但是当茶香茶色的

茶市成为制假、售价、以次充好的重灾

区，惨遭不良商家的荼毒，何俊龙等奉

行诚信经营的茶人们忧心忡忡。特别

是在深圳茶叶市场，何俊龙深深地感

到，整个茶行业生态链参差不齐，直接

影响了全行业的口碑。

何俊龙认为，“祖先发明了茶，我

们现在享受着由此带来的好处，但现

在制假售假、以次充好等各种不道德

行为将市场搞得乌烟瘴气，让人非常

痛心。把茶糟蹋了，既对不起祖先，更

对不起广大消费者。”正基于此，觉得

自己应当担起责任的何俊龙联系了

20多年前就结识的一些做茶叶生意

的老朋友，深度交流后，大家一致认

为，应当成立一个协会规范经营、共谋

发展。

在茶界老友刘仁忠牵头下，何俊

龙等茶行业企业家的从旁协助与提

议，2016年9月27日下午，深圳市茶

行业同业公会成立庆典大会在深圳富

临大酒店成功举办。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市场监督局、深圳市工商联等

领导参加了会议。这次公会的成立，

标志着两岸三地在深圳的5万名茶商

有了自己的组织平台和团体。大会公

布了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及理事单

位等成员企业，九龙轩茶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当选为本届副会长单位。

作为深圳市茶行业同业公会副会

长，何俊龙表示，深圳市茶行业同业公

会成立的初衷就是正本清源，抱团发

展。要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单靠

几个人是不行的，只有集合大家的力

量，才能真正为茶行业做点事情。

深圳市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以

来，本着“弘扬茶文化，促进茶产业”的

理念，在遵守法定法规的前提下，以

“服务会员企业、规范协调会员企业、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茶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为宗旨，众志成城，共同

发展。特别是针对茶产业存在的问

题，公会持续开展行业统计、调查，进

行市场评估，向深圳市、区政府及相关

部门反映涉及行业利益的事项，提出

相关立法及有关技术规范、行业发展

规划、行业标准、行业政策等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为推动茶行业技术进步和

技术创新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产

茶国和茶叶消费市场。虽然茶叶产量

和种植规模都是世界第一，但中国茶

产业大而不强、大而不精、大而不彰的

问题依然很突出。农业部种植业司司

长曾衍德表示：“国内众多茶叶企业的

产值，还不如英国立顿一家公司规模

大。”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茶企近七、

八万家，如何让中国好茶从中脱颖而

出，成为中国茶品牌的代表，并走出国

门，是目前茶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重

要议题。

如今，国家大力提倡“品牌计划”

和“文化自信”。茶叶深深融入中国人

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

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

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正基于

此，在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

茶产业和茶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作为

一名茶人，充满自信的何俊龙也对自

己的人生信仰和事业目标有了更高的

追求。何俊龙已向深圳市茶行业同业

公会党支部提交入党申请，他期待着

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党

的领导下，为传承和振兴民族茶产业

与茶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依托茶产业平台，何俊龙的理想

和目标在一步步实现。与此同时，随

着融入各个平台，他的公益人生也变

得精彩纷呈。应邀参加中国科学研究

院企业创新研究所举办的科学大会；

出资支持摄影家骆青敏拍摄纪念汶川

大地震十周年大电影，并准备将全部

票房获利资金投入成立世界灾难基金

会；成为深圳市何氏宗亲总会名誉会

长……茶路漫漫，人生如梦，何俊龙所

追寻的，正是茶人、茶心、茶道。

（本文配图由九龙轩茶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提供）

茶 人 茶 心 茶 道
——访深圳市茶行业同业公会副会长、九龙轩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俊龙

深圳市茶行业同业公会副会长何俊龙

九龙轩被评为深圳市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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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轩”乌岽茶荣获“2017

年度国际品牌国礼名茶”称号

何俊龙获得“国礼茗茶文化传

承人”称号

何俊龙出资支持摄影家骆青敏拍摄纪念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大电影

何敏怡表演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