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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堡茶文化及茶产业开发研究
周文雄

（广西苍梧中等专业学校，广西 梧州 543003）

摘要：近年来，梧州市出台了许多扶持六堡茶相关产业的政

策和措施，如建设六堡茶区公共标志、建设六堡茶产业平台、建

立规范的六堡茶体系、创新六堡茶产业科技等，大力支持六堡茶

业科技产业发展，使得六堡茶产业力量雄厚，富民效应开始显现。

然而，六堡茶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宣传不足、科技研发基础

较为薄弱、茶叶种植园基础较差、相关企业带头作用不足等问题。

如何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系列产业改革，从而引领六堡茶产业和

谐有序发展，是当下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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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黑茶的需求量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与黑茶同属一类的

梧州六堡茶已成为茶爱好者的争相推崇的茶叶类型，六堡茶因其

非凡的品位和独特的保健功能逐渐被人们所认可。

经过多年陈藏的六堡茶被人们普遍称为可以喝的茶叶古董，

其久远的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年代距今已发展有上千年的历

史。

六堡茶的产地主要分布在广西梧州市苍梧县的六堡、狮寨、

沙头、梨埠等乡镇。下文中笔者结合六堡茶文化及茶产业的开发

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相应见解，仅供大家参考借鉴。

一、六堡茶文化

（一）六堡茶的前世今生

六堡茶有着 1500 年的悠久历史，因产于广西梧州苍梧六堡镇

而得名。六堡茶以其特殊的槟榔香味曾成为朝廷贡品。行销东南

亚和日本，形成了深厚的“茶船古道”文化底蕴，茶船古道的航

线是从六堡合码头起经六堡河——东安江——西江，一直到广州

十三行，再由广州十三行转运至南洋各地。

六堡茶在唐代左右发源在梧州地界的东安片区和桂江流域，

其自然环境优美，水土肥沃丰厚，气候适宜、温暖滋润，对于六

堡茶的生长具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因此出产了我国的几大茗茶

之一的六堡黑茶。

广西地区的农业生产科研力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六堡茶

的生长因素对于初级生产要素的支撑性非常强，因此广西地区对

于六堡茶的相关研究就显得较为深入和透彻，如：广西有着广西

农垦茶叶研究所等专门研究茶叶的相关机构。

（二）六堡茶的品质特点

六堡茶茶叶的毛茶具有外表条形粗壮、叶子油光黑润、内里

茶色红浓、气味香甜醇厚、滋味清新爽口、叶色底黑上红的特点。

加工好的成品六堡茶叶色泽黑红润泽，陈化后有的表面具有一层

金黄色的益生菌类孢子，色彩非常艳丽迷人，俗称“金花”。

六堡茶的香气较为清纯而不失浓厚，其冲泡出来的茶汤色泽

温润，以“红、浓、陈、醇”四绝著称。

六堡茶相较于其他茶叶，具有非常耐于储存的特点，在保存

状况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六堡茶的储存年份越长，越能使得其茶

滋味浓厚三分，其对人体的保健促进功能也越能体现和发挥出来，

因此六堡茶比其他茶叶更具有收藏价值，其茶叶品质在同类产品

中尤为突出。

（三）六堡茶的养生功效

六堡茶含有茶多酚、茶多糖、茶色素、维生素、咖啡碱、茶氨酸、

酶等多种营养成分，以及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等。

茶多酚及其氧化产物和茶叶咖啡碱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肿

瘤、预防、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降血糖、降血压、抗辐射抗过敏、

降脂减肥、消炎解毒等作用。

同时还具有兴奋中枢神经、提神醒脑、增强注意力和记忆力、

活跃思维、养胃、促进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助消化、利尿和解

解酒作用。

再者具有保护神经细胞、扩张血管、保健视觉、辅助治疗眼疾、

抑菌祛湿、祛除人体毒素和清火降燥等作用。

总的来说，常喝六堡茶能够对人体产生很好的养生效用。

二、六堡茶的生产加工

（一）六堡茶鲜叶加工

六堡茶的采摘随着时间不同，分为一芽二、三叶到一芽四、

五叶，采摘后保持茶叶的新鲜，且需要当天采摘当天制作。传统

的六堡茶制作工艺程序为杀青、揉捻、渥堆、复揉、干燥五个基

本工序。现在分别将这五个工序进行逐一简单介绍：

1. 杀青

杀青工艺是六堡茶黑茶制茶工艺的第一步，其一般方法是用

机器进行茶叶杀青，即将新鲜的茶叶芽倒进锅中后，先对其进行

闷炒，而后再进行抖炒，最后进行闷炒和抖炒相结合，要求当采

摘的嫩芽较多时，延长抖炒而减少闷炒的时间。

当采摘的老叶较为多时，要求延长闷炒而减少抖炒的时间，

直至加工到茶叶质地柔软，茶叶梗可以弯折而不会断，叶色由青

嫩转为暗绿，茶叶的清香初步发出即可。

2. 揉捻

揉捻工作主要是对六堡茶叶进行整形，这种整形不仅能够使

得茶叶变得坚硬而且可以防潮，且要求在整形过程中对叶细胞的

损伤程度不宜过高。

3. 渥堆

渥堆可以产生的湿热效应，从而破坏六堡茶的叶绿素，促进

其内容物的转化，使茶叶的颜色改变，减少茶叶的苦味，发挥出

六堡茶独特的色香味，使汤色加深，味道更加醇厚，对茶叶的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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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厚度取决于温度、湿度和叶片质量。

4. 复揉

六堡茶堆积起来后，一部分水分会流失，因此必须再次进行

揉捻，以收紧和纤细绳索，在保护它们的同时保持茶胚干燥，倘

若干湿不均，则造成的质量变化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在揉

捏时保持干、湿一致，且叠层质量变化趋于均匀。

5. 干燥

在对六堡茶进行干燥工作时，需采用烧松木的明火烘焙炉分

两次进行干燥，使得茶叶条受热较为均匀透彻。当茶叶的梗叶一

碰就碎时，烘焙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进而将其取下晾凉，再置

入茶仓中储存。

（二）毛茶的加工

六堡茶在制成后需要保持茶叶的条形不受破坏，因此在毛茶

加工时需要倍加小心。其产品分为特级、一级至六级共七级。六

堡茶的毛茶加工一般分为筛分、拼堆、初蒸渥堆、复蒸包装、晾

置陈化等五个工序，具体介绍如下：

1. 筛分拣剔

通过抖筛和圆筛把六堡毛茶茶叶分别分为长短粗细各不相同

的备选组，再根据等级的不同筛分出来品质不好的茶叶。

2. 分级拼堆

根据筛分挑拣出来的茶叶进行不同等级的拼凑，根据不同品

质配制成为不同品级的初版茶叶，使其达到规格的统一。

3. 初蒸渥堆

此步骤是进一步促进茶叶的内容物质得到转换，根据品级的

不同用机器将其压制，使得茶砖成型，就成为了成品六堡茶砖。

4. 晾置陈化

成为成品茶砖后，将其放置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陈化，保

持其品质的稳定上升。

三、六堡茶产业的开发

广西苍梧县，是中国六堡茶的原产地，被评为中国名茶之乡、

中国十大魅力茶乡，有一大批国家级、省市县级（六堡茶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截止到 2020 年，六堡茶的品牌价值达到了 26.4 亿元，

在中国各大黑茶里排名前三。

六堡茶中的“梧州六堡茶”更是被评为中国茶叶最具影响力

品牌。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承载着“茶船古道”的文化底蕴，

茶之船再起风帆。

凭借古道之春风，迎来了六堡茶产业做大做强的好时期，具

体开发措施如下：

一是高度重视六堡茶产业发展，致力于做大做强六堡茶产业，

同时进一步深挖六堡茶的文化底蕴，讲好六堡茶与“茶船古道”

的非遗故事，让六堡茶走得更远；制定六堡茶文化保护条例，建

设六堡茶产业园、六堡茶博物馆，实施“茶船古道”东融文化精

品工程，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六堡茶、认识六堡茶、喜爱六堡茶，

以期让茶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二是走产城融合发展的建设思路，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把六

堡茶文产业园建设成集选育种、种植、加工、仓储、检测、投资、

交易、咨询、金融、担保、物流、科研、教育、培训、文化展示

和旅游、健康养生等多功能于一体，且一二三产业相互联动、产

城融合发展的综合体。

三是建设标准化茶园，引进和培育一批标准化六堡茶加工企

业，同时打造六堡茶仓储、检测、投资、金融、交易、物流中心，

发展六堡茶文化旅游康养项目，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组建强大的科研团队，突破科研难题，

掌握前沿技术，为标准化茶园、加工、仓储等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充分利用科研资源，壮大技术咨询团队、检测和培训产业；让产

业链服务于整个产业园区，通过移动终端平台实现投资、交易、

配送及管理等服务，让园区投资者可持续增值，从而实现政府税

收的有效增加、六堡茶产业的有效壮大、区域经济的持续拉动。

四是大力发展、茶旅文康养项目，着力打造“茶船古道”文

化体验区、六堡茶博物馆、六堡茶茶园观光度假区，实现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政府沿国道 G355 一线建设百里六堡茶生态观光

旅游带、六堡镇山坪瑶乡田园农业观光综合体、苍梧县瑶族文化

传承基地、六堡特色小镇建设，使得美丽乡村、生态文明乡村建

设相结合，大力提升乡村振兴项目实施数量和质量，让六堡茶产

业能够拉动整个六堡茶产区的发展和增加茶农的收入，促进六堡

茶品牌的提升，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者和客商进入苍梧投资，

进而大力拉动苍梧、梧州乃至整个广西的经济发展。

四、结语

六堡茶是苍梧县的优势农业，也是广西的一个“绿色富民”

的产业。六堡茶的产业发展战略符合国家的“一带一路”、符合

产业扶贫和农村振兴战略。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产业扶持措施，

打造了六堡茶区域公共品牌，推进了产业平台建设、六堡茶标准

体系建设、产业创新等多项建设措施，大力扶持六堡茶产业发展，

使得兴业富民效应得到了完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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